
2023年呐喊鲁迅读后感(汇总7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那么该
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
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呐喊鲁迅读后感篇一

初读《呐喊》，体会确实颇小，再读《呐喊》感悟颇深。

尤爱读鲁迅先生的文章，最钟爱他的《呐喊》。

先生的文章很精辟，其所蕴含的意味着实耐人寻味。似“沉
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不知怎的，读先生的文
章总有一股民族团结的凝聚力，品来总会心潮澎湃。

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先驱。《呐喊》真实描绘了
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
社会矛盾，对中国旧有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
剖析和彻底的否定，反映了“五四”彻底不妥协地反封建主
义的革命精神，真切的体现了鲁迅先生对民族生存浓重的忧
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

人民的斗士”，不禁让我想起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
为孺子牛”的真实写照。《呐喊》便从中国社会底层挖掘出
了愚弱的国民，可谓是睁眼看中国的第一人。

鲁迅先生曾问朋友：“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
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
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
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
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那人答道：“然而
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对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这便是鲁迅开始创作《呐喊》的缘由。

先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唤醒“铁屋”中的人，使国人得救。
他说：“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
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
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
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
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
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
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轻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先生对人吃人的封建社会进行无情的揭露和猛烈抨击。至于
先生喊声是勇敢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
及的。用他的话讲，既然呐喊，须听将令，倒不恤用了曲笔。

呐喊鲁迅读后感篇二

鲁迅，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弃医
从文，为的是不仅仅拯救人类的身体，更重要的是思想，他
用独特的语言，阐述自己的观点；用犀利的文字，刺痛了一
代又一代后人的心；用讽刺的手法，对封建下了封杀令，他
的一切，都将成为经典，我个人十分喜欢鲁迅，实话是，我
更喜欢他的文章，在他的文章中，我能看到千姿百态的人生
与各种各样的情感，我能感受到鲁迅那一双炽热的眼睛，以
及那渴望世人苏醒的心，这是多么强烈的感情。

在呐喊里，我以开始就上书隐了，当看到这个题目时，我的
感觉就爆发出来，这题目也许是作者以及世人心中最深处的
呼唤，呐喊吧，让心也炽热起来！

呐喊是鲁迅短片小说的精粹，它包含了好几篇小说，每篇小



说都从不一样的角度反映了封建时代的残酷。

我深刻的感受到了鲁迅的感情，从荷中，我看到了世人的愚
昧无知，他们用鲜血浇灌馒头，却以它为神圣的东西，为了
治病，不惜用他人的鲜血，多么令人发指；从狂人日记里，
我看到的是一副又一副的险恶的心肠，人们生活在吃人的世
界，每个人都如同野兽一般，虎视眈眈，看到的尽是旧社会
的麻木不仁，残忍无情；从阿q正传中，我看到一个堕落的可
怜的人儿，即自欺欺人地把自己当爷爷，别人是孙子，被人
打到吐血，却不知悔改，虽然之后穿的衣冠楚楚，大摇大摆，
却是当贼头偷别人钱得到的，多么令人叹息，无奈；在孔乙
己中，我看到一个堕落的书生，被封建科举残害得如此可悲、
可叹、可怜又可恨，他的迂腐，自命清高以及自高自大成为
他最终的失败的原因，可是在另一方面，我做产生对他的同
情，但也有善良，诚实的一面，但已经被封建科举制磨得面
目全非了，在太多的故事都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不仅
仅是对过去的了解，更是一种教育，一种教训。

书能够使我们更加成熟，而好的书更能够开我们自身的素质，
鲁迅的文章，成为我精神上的一顿大餐，我将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读过呐喊，我对文学更加感兴趣了，我恨不得天天
泡书里，遨游在书的海洋，汲取知识的甘霖。

总之，在学习的道路上，我会以勤奋为友、书籍为伴、；艰
苦为师、认真为母、坚持不懈地学习，读呐喊后，我会呐喊
地，大声说：“我将向书发出呐喊，我会努力加油！”

呐喊鲁迅读后感篇三

《呐喊》是鲁迅所作的短篇小说的结集，《呐喊》深刻地揭
露了旧时封建社会的残忍，从中我也读到了“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的残忍景象。



从《狂人日记》到《孔乙己》再到《阿q正传》，从《风波》到
《故乡》再到《社戏》，没有一篇不是在用犀利的笔锋与封
建社会的欺压百姓的人们手中的尖刀、火枪做斗争，鲁迅犀
利的笔锋令反动派闻风丧胆，无论是他的文章还是他的爱国
之心，都是那么地令人肃然起敬。

在《呐喊》这本书中，像《狂人日记》、《孔乙己》，《药》
这样的文章还有许许多多，鲁迅先生写这些文章是为了让当
时的中国人民看了以后，能够清醒过来。

文章中处处都有幽默而又带有讽刺意味的语言，愤怒而又带
有鼓励的语气，为的就是激励当时半梦半醒的中国人;用指责
和批判的语言，描绘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当时作者的心情是
多么急切，多么急切地希望中国这条龙早日从梦中醒来，重
整我中华雄伟。

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历史，从封建社会走向了社会主义社会，
向共产主义社会而迈进，这是经过我们许许多多的劳动人民，
经过了几代的国家领导，才走来来的，我们要继续努力!

同学们，让我们站起来，为我们的美好明天而奋斗吧!

呐喊鲁迅读后感篇四

暑假阅读了很多书籍,让我爱不释手是一本名字叫《呐喊红宝
石》国际获奖小说.出自美国作家莎朗克里奇的笔下.写的主
人公达拉斯和佛罗里达是一对双胞胎兄妹.被他们那狠心的母
亲给丢进了孤儿院中.随着他们慢慢长大,成了孤儿院里最调
皮最麻烦的双胞胎.一些大人觉得自己很有爱心,就来接这两
个孤儿去自己家,但是都非常恼火地把他们送回来了.因为达
拉斯和佛罗里达在家里很不守规矩,常常惹出不少麻烦.也有
的人领养他们纯粹就是为了省下雇工的酬劳,双胞胎从此失去
了对大人的信赖,对生活也失去了信心.



直到赛蕊和谛乐两位老人的出现,教他们修窗户、刻木雕、做
竹筏,还给他们做一些“古怪”的点心.赛蕊的心地善良,让孩
子们每天都有好吃的东西吃,每天还不用干活.使佛罗里达和
达拉斯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让愤世嫉俗的佛罗里达在经历了
一场生死后,学会了如何去爱别人,更让那个整天做白日梦的
达拉斯学会了如何应该面对现实,面对这个世界.让他们重新
有了继续寻找幸福生活的勇气.他们在两位老人那里学会了爱,
学会了坚强,学会了如何面对现实克服困难,创造幸福.

这本书读完以后我明白了:“只有你信任别人,别人才会信任
你.”双胞胎的命运是不幸的,而后来他们在逆境中找到了生
活的正确方向,得到了难能可贵的幸福.赛蕊和谛乐两位老人
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在大人和孩子之间也要有互相信任依
赖的关系,这样生活才会更加美好.

当你读了这本书,便会懂得要去关心和信任我们身边的每一个
人,只有信任了别人,别人才会信任自己;才会彼此信赖;才会
永远快乐成长.

呐喊鲁迅读后感篇五

《明天》中宝儿是因为生病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而死去，可
害死他的究竟是谁?鲁迅在文中对此的交代似有似无。首先，
何小仙这一人物与宝儿的死有很大关系，庸医怎能医好病人?
鲁迅的父亲是因为生病去世，他自己对庸医很是憎恶。何小
仙只是让单四嫂子给宝儿照药方抓药，还强调保婴活命丸必
须是贾家济世老店才有，宝儿的病不碍事，可最终宝儿还是
死了，指不定是与贾家有什么勾当，偏叫单四嫂子去他家买
药。其次，对于王九妈、蓝皮阿五、咸亨的掌柜、红鼻子老
拱似乎对于宝儿的死没有什么关系，甚至都在好心的帮着单
四嫂子，蓝皮阿五帮忙抱过宝儿，他们几个人在宝儿死去后
又帮忙打理丧事。看起来似乎都是为单四嫂子好，可阿五从
单四嫂子手中接过宝儿的时候还不忘占她的便宜，或许这才



是他的主要目的。与单四嫂子说话又被冷落，后来干脆说自
己和朋友约好吃饭的时间到了，便把宝儿还回她的手上。自
己得不到好处自然不愿意继续帮忙。至于王九妈，在见到单
四嫂子抱着宝儿看完医生回来时，端详了宝儿一番，把头点
了两点，摇了两摇。这是什么意思?又没有表明，宝儿死后也
在热心的打点着，但却让人觉得她很冷血因为在合棺时她对
单四嫂子的哭很不耐烦，可正常的女人不是应该在这样的场
面好好劝说单四嫂子吗?甚至。咸亨掌柜受托帮助弄来棺材，
看样子似乎是一个好人，但是却总让人觉得他从单四嫂子那
一副耳环和一支裹金的银簪上捞到什么好处。最后，也是最
不像害死宝儿的人，他的母亲，单四嫂子，按说单四嫂子的
生活是一场悲剧，在那样的社会中，寡妇死了儿子还能有什
么希望呢，还能有怎样的明天呢?她是一个粗笨的女人，在为
儿子治病上，她几乎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神签也求过了，
愿也许过了，单方也吃过了，可宝儿的病就是不见好，这是
为什么?没有采取正确的方法治疗，自然好不了。当然，在那
样的社会环境中，单四嫂子的所作所为很正常，换做是任何
一个母亲都会跟她一样，有哪位母亲愿意自己的孩子死去呢?
单四嫂子的人生就是一场悲剧，而造成这场悲剧的又是谁?当
时的社会又有多少不是这样的状态呢?所以说麻木不仁永远是
那群人的共同特点。这是让鲁迅等有志青年的所感到痛心的。

在《明天》中宝儿是单四嫂子的明天，但是宝儿最终还是离
开了，这让单四嫂子的明天更加灰暗。明天，本来是给人以
希望的一个词，现在却让这场悲剧加重了悲伤的色彩。单四
嫂子的悲剧是个人的，更是这个社会的。但是，鲁迅笔下的
看客看到的不是单四嫂子失去了希望，反倒是她失去了精神
支柱后的孤独。他们所考虑的是所有的事情会不会给自己带
来好处，会不会让自己感到快乐，其余人的喜怒哀乐才不会
影响到自己的生活，最多是人们在茶余饭后所讨论的八卦罢
了。如此一来，便是国民愚昧的且不愿意改变现状。

总而言之，《明天》中依旧是鲁迅风格的展现，他的写作方
式始终是那样的辛辣和讽刺。明天也是他一直所追寻的，致



力于其中，一生不悔。“只有那暗夜想变成明天，却仍在这
寂静里奔波。”单四嫂子的明天是个悲剧，但是整个社会的
明天在有志之士的努力下很美好!

呐喊鲁迅读后感篇六

《明天》是收录在鲁迅小说集《呐喊》中的一篇，主要讲述
了单四嫂子失去儿子宝儿，失去了希望这样一个故事。而鲁
迅在《呐喊》自序中提到“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
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
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
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从开始接触鲁迅的
作品，我便不大喜爱他的文章，总觉得很深奥读不懂，甚至
有时会觉得他的文字有些极端化。基于一定的时代背景完成
的一篇篇小说，倘若不了解那背景，小说中的内容恐怕也无
法理解。鲁迅在一次观看幻灯片的过程中，发现围观者的麻
木不仁，这比身体上的病态更可怕，面对那时中国社会上的
百姓精神上的决定弃医从文，希望能够唤醒国人内心的良知
希望能够从这个方面拯救中国的“明天”。

《明天》不仅为我们展示了五四运动之后的封建文化被冲击
之后的旧中国农村社会的全貌，而且通过作者对鲁镇社会生
活和环境的详细刻画，充分表现了作为先觉者的鲁迅独特的
创作思想文化观念，反映了鲁镇人的国民劣根性。寡妇是不
幸的，鲁迅同情怜悯她们，在鲁迅的一生中，他始终为她们
在黑暗的铁屋子中呐喊，控诉封建思想的罪恶，默默地祝福
寡妇们的明天。

呐喊鲁迅读后感篇七

提起“红色经典”，说实话，我不知道它有哪些代表作。想
起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有人说《白毛女》也是?恍惚间
想起了我唯一看过的《呐喊》，它应该也是一本红色经典书
籍吧!



高中时学到《呐喊》是鲁迅先生自《狂人日记》后的第二部
经典小说，至于它其中包含那些文章?记不清了，于是，又从
图书馆借来翻阅。

看到了《故乡》，《药》，《孔乙己》，曾经很熟悉的文章，
再次阅读是我看到了更深层的东西，感慨老先生文笔的犀利，
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当时社会的情况和人物性格。

比如《药》，作品描写华老栓用被刽子手杀害的革命者夏瑜
的鲜血蘸成“人血馒头”为儿子治病的事，淋漓尽致的表现
出了人民大众受到封建社会的压迫。揭露了统治者(康大叔)
的残酷，卑鄙，仗势欺人，华老栓的愚昧，迷信，麻木，茶
客们的盲从和人与人之间的势利，赞扬了夏瑜的革命英雄精
神与气节，痛惜了民众的落后和无知。

先生写这个《呐喊》，是希望唤醒许许多多在小铁屋里沉睡
的人们，激励着当时中国人，向被深深蒙在鼓里的国人说明
当时社会的黑暗。

而现在的我们更应该清醒的认识到，现在，我们的祖国更需
要我们团结起来，面对强权主义，反对“宣扬西藏地区独立
的`势力”，反对“分裂”!

先生已经去了，呐喊的人还会有，但还有像先生喊得那么有
力的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