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花夕拾范爱农读后感(优质7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
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
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朝花夕拾范爱农读后感篇一

作者：孙浩哲

《范爱农》记叙了鲁迅和范爱农从日本留学时互相厌恶，到
回乡后革命前再次相遇冰释前嫌，“从此每一进城必来访我，
非常相熟了。。。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及爱农、
老迅互相的称呼，反应了他们已经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绍兴
光复后，“虽满眼白旗，内骨子是依旧的”我做校长，爱农
做兼学，“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

因为办报骂军政府骂都督引发报馆案，形势所迫鲁迅辞职往
南京，而爱农的学监也被孔教会会长的校长设法去掉了。他
又成了革命前的爱农。困穷凄苦，各处漂浮。不久鲁迅得知
爱农掉在水里淹死了。鲁迅的这篇文章也是为了悼念昔日的
挚友而作。

陈丹青说“他那篇《范爱农》，我不晓得读过多少遍，每次
读，都会讨厌这个家伙，然后渐渐爱他，然后读到他死
掉——尸体找到了，在河中直立着——心里难过起来。”

后来鲁迅回故乡去，才知道两人分别后，“爱农什么事没得
做，因为大家讨厌他，他们似乎也不愿多听他的牢骚，以为
不如讲笑话有趣。”反映了爱农被排斥不被理解，鲁迅哀范
君诗“大圜犹酩酊，微醉何沉沦”，整个社会都在一种醉生
梦死的状态。。。



“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
的”他时常这样说。但终于没有等来，“一个大风雨夜，几
个新朋友约他坐船看戏回来已过夜半，他自己说是不会掉下
去的，但他掉下去了，从此不起来”

“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以前的朋友都不在了，余下的
像尘土一样。

我想这篇文章，除了悼念之情更揭露当时军政府的黑暗，革
命阻力重重，以致于像爱农这样的知识分子无法在社会立足！
同时告诉我们“这个世界，黑暗总是与光明共存，我们无法
逃避黑暗，但我们永远可以选择拥抱光明”“逝者长已矣，
生者如斯夫”死去的人已经离我们而去，活着的人更要坚强
的活下去！

鲁迅写的《朝花夕拾》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吧！读了《范爱
农》这篇一文章我深有感触。

《范爱农》这篇文章先抑后扬，叙述了作者鲁迅在和范爱农
接触时发生矛盾的几个生活场景，因为发不发电报闹了矛盾，
鲁迅很厌恶范爱农，范爱农厌烦鲁迅也溢于言表。但是在后
来两人在次相见却又成为好友。一次范爱农在和醉酒之后，
一不小心溺死在河水中，鲁迅不知是真是假。

范爱农这悲惨的结局不仅仅是因为他自己的性格，还有当时
社会的黑暗、腐败，政府的无能。范爱农是一个觉醒的知识
分子，但无法在黑暗的社会上立足，他很痛苦。鲁迅通过这
篇文章抨击了社会。折射出自己的无能为力和对好友的怀念。

我们要学习鲁迅的坦率真诚，范爱农的正直、勇敢。文章表
现了鲁迅对死难同学们的同情，和他自己的无奈之情。在我
们的日常学习生活中，我们要学习鲁迅和范爱农的精神坦率、
正直、勇敢。使自己更完美。



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我有很大的收获，每每翻开这本书，范爱
农那耿直勇敢的形象便展现在我的眼前，让我难忘。这本书
值得我永久珍藏。

朝花夕拾范爱农读后感篇二

范爱农终是无法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社会立足的，他内心的
痛苦悲凉或许真正只有先生能和他产生共鸣吧。范爱农生活
越来越拮据，一天晚上，在醉酒之后，范爱农溺死于河中。
先生亦不知到底是自杀还是失足。

让我们像这位在黑暗中觉醒着的知识分子致敬!

朝花夕拾范爱农读后感篇三

《范爱农》，追叙作者在日留学时和回国后与范爱农接触的
几个生活片段，描述了范爱农在革命前不满黑暗社会、追求
革命，辛亥革命后又备受打击迫害的遭遇，表现了对旧民主
革命的失望和对这位正直倔强的爱国者的同情和悼念。

文章一开头，作者就用平凡又朴素的语言，记叙了他曾经在
茶馆认识范爱农的事。先抒发自己对他的憎恶，为后文写对
他的亲切友善作铺垫。欲扬先抑的写作手法十分到位，朴素
却又不失精练的语言，为我们展现了鲁迅先生对死难者的同
学们的一种同情，一种责任感。

文中谈到，开始时，两人并非朋友，甚至几次争论过。但作
者回国后，两人再次相遇，就由“敌”转友了。从此以后，
他们几乎成了挚友。接着，又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们成
了同事。但“天下无不散之宴席”，作者与范爱农因工作的
原因分别了。最后，范爱农生活越来越拮据。一天晚上，在
醉酒之后，范爱农失足溺死于河中。

文中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即对光复后的绍兴换汤不换药的描



述。这其实已埋下了范爱农悲剧的伏笔。鲁迅对范爱农没有
一句正面的赞扬，只是从他的神情“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
的”，从他的行动“实在勤快得可以”表现了革命后的范爱
农心情愉快的一面。但范爱农心里产生的希望越大，失望也
就越大，鲁迅其后又用了很多笔墨写光复后绍兴的现实，其
实就是在探讨造成他的朋友悲剧命运的原因。

范爱农，一位觉醒的知识分子，但是无法在黑暗社会立足，
他的内心是痛苦、悲凉的。

在闲暇之余读到了一篇《朝花夕拾》的文章，《范爱农》，
从而有一些感受。

一开始的时候，鲁迅先生不太喜欢这个人。“这是一个高大
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象在渺视。他蹲
在席子上，我发言大抵就反对”这句话运用了外貌、神态、
动作的描写，生动形象的写出了爱农先生的样子，表达了鲁
迅先生对他的不满。

当时因为范爱农先生的不屑，鲁迅先生是愤怒的，这个人面
对自己的先生被杀，竟然如此冷酷，丝毫没有惋惜之
情。“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
呢。”“何必推举呢?自然是主张发电的人罗。”这两句话又
看出了范爱农的不屑，也表达出了他对鲁迅的不满和不喜欢。

或许是因为这几句话让两个人开始争论起来。后来这件事情
也被逐渐淡忘了。

过了许久，两个人又见面了，相比之前的不满，这一次倒是
冰释前嫌。“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是互相的嘲笑和
悲哀。他眼睛还是那样，然而奇怪，只这几年，头上却有了
白发了，但也许本来就有，我先前没有留心到。他穿着很旧
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嘲笑和感到悲哀，或许
是因为之前的那一件事情罢。“这几年头上却有了白发了”



这段的描写也看出鲁迅先生重新认识了这位爱农先生。从这
里看出爱农先生在这些日子里一定有不容易的地方，然而是
的，爱农先生不在留学回到故乡被人嘲笑，看不起。

他能把这些事告诉鲁迅先生一定是因为相信鲁迅先生，后来
鲁迅先生问起他为何在东京同乡会针对他，他也大方的说
出;“我一向就讨厌你的，——不但我，我们”我相信只有好
友才能在回忆从前的时候把真实的想法说来吧。因为鲁迅先
生的体谅和真实，因为爱农先生的信任和爽快，两个人成为
了好友。

从不满到成为好友，从文章的高点到平缓，最后落到了低谷。

爱农先生最后落水去世，不管是因为对现实的不满还是真的
失足，鲁迅先生还是失去了一个好友。在爱农先生去世前，
鲁迅先生答应会帮他找份事情做。“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
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他时常这样说。爱农
先生对鲁迅先生是新人的，也是期待的，他相信鲁迅先生，
也把他当做好友。

不管当时的现实社会如何，我想，有一个朋友终究是不错的，
即使有误会，时间也会消磨，最终总会看清双眼，冰释前嫌。
但时间也是不等人的，所以珍惜朋友珍惜来之不易的友情。

花拳绣腿也好，朴实无华也罢，终究不知道散文如何写法。
于是找一两篇范本来读。手摸着书架上一排书脊，一眼看中了
《鲁迅散文全编》，漓江出版社出版的。

鲁迅是个大文豪，恐怕无法学到他的博大精深。但读一读也
无妨，于是翻开来浏览。随手翻到了《范爱农》这一篇。

读了开头，便有勃于我的常规思路。开头并没有写范爱农，
而是写东京客店里，从报纸上看到安徽巡抚恩铭被徐锡麟刺
杀的新闻，及稍后秋瑾和徐锡麟被杀，几个中国留学生议论



的情形。之后在一个同乡会上讨论发电文时，范爱农才出场，
而且是以声音先出场的：“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
什么屁电报呢。”接着鲁迅看到的“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
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渺视。”一句气愤的话
语，一个“眼球白多黑少的人”，将范爱农的个性和形象，
跃然纸上。

鲁迅愤怒了，这个范爱农，对自己的先生徐锡麟被杀，
竟“那么冷”，而接着由谁拟电报稿的事，范爱农又说了一句
“何必推举呢?自然是主张发电的人罗——”这一句，又进一
步写出了范爱农的“离奇”、“可恶”。是个怪人，不易沟
通。

我想，鲁迅的写法，应该是先抑后扬吧，前面“抑”着。接
下去的阅读，应该在某处出现“扬”的文字。阅读的过程中，
一心想尽快的读到鲁迅是如何写范爱农后来的“扬”的。可
是，这中间，写了鲁迅和范爱农的一些简单的交往之外，主
要还是一些当时的社会现状，以及一些场合范爱农与鲁迅的
对话，对范爱农并无详细的描写或深刻的议论什么的。读到
最后，终究没有读到“扬”的地方，范爱农最后竟是掉进水
里淹死了。而鲁迅怀疑他是自杀，最后鲁迅“也不明白他究
竟是失足还是自杀。”

于是我又倒回去重新浏览一下。这才细细的想一想，鲁迅究
竟是怎么写范爱农的。整篇文章，着笔范爱农的地方其实倒
并不多，总共也不过几处。而范爱农的语言、个性、形象，
以及其悲惨的结局，却久久留在我的心里挥之不去。

范爱农的结局，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个性，还有当时那个社会
的原因，也是鲁迅对那个社会的控诉吧。

不过，我也想到了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鲁迅是真诚、坦率的，但鲁迅并没有帮范爱农什么忙。范爱



农与鲁迅是有书信往来的，范爱农在给鲁迅的信件里说了些
什么，不得而知。也许范爱农求助过鲁迅，也许没有。但范
爱农是多年心存希望的，也许希望鲁迅能帮他找份差事。以
至于范爱农到最后，还时常说：“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
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但终究鲁迅没有叫他，或
许鲁迅确实没有办法，或许，正因为范爱农他那样的性格，
鲁迅不愿意叫他。

也有可能，鲁迅曾经应允过范爱农帮他找份差事，否则范爱
农也许不会那样说。那么凭鲁迅当时的社会地位，帮范爱农
找个差事，应该不会是什么太难的事情吧。但终究范爱农没
有接到鲁迅的电报，范爱农一等再等，终于因为穷困潦倒，
终于因为他的个性与人相处困难，终于等待鲁迅的电报等的
没有了耐心，终于因为喝酒，于是，不如死了算了，一了百
了。

鲁迅通过写范爱农，折射出对当时的社会和zf的黑暗进行控
诉和抨击。正是当时那个社会造成了范爱农最后惨死的结局。
鲁迅虽然写的是范爱农，可范爱农的身后，潜藏着一个巨大
而黑暗的社会背景。

回到家后，我就看了《朝花夕拾》中的第一篇，也就是《范
爱农》。也许是鲁迅写的文章吧，还没看，就希望着能够尽
量看懂。的确初看下来是有些地方没有读懂，但来回仔细看
了几遍，就渐渐的了解了鲁迅所要表达的情感。

刚开始看开头的时候，我还以为范爱农的确是个值得人气愤
的人。自己的先生都被捕了，居然还无动于衷。不过继续看
下去，我才发现他并不是故意要这样子，而是由于鲁迅的无
意中的摇头而使他和鲁迅做对罢了。经过了时间的推移两人
再次相遇时，遍不计前嫌，“化敌为友”了，其实范爱农是
个正直倔强的革命青年，并且也很勤奋，这些都能从后文中
帮助鲁迅做监学中能看出。



鲁迅写这篇文章在悼念范爱农的同时，也是对那个时期，社
会的黑暗的批判，体现了那时候的一些革命青年遭受的苦难，
范爱农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例子。后文中，提到他屡遭排挤，
在社会中没有他的容身之处。鲁迅先生后来听说他淹死了有
些半信半疑，因为他很熟悉水性，但心中还是觉得肯定死了。
毕竟在那样一个年代里，这样的人怎会有好的出路呢?所以作
者觉得不太可能是失足而死，而是自杀。这也间接的批判了
当时社会的黑暗与腐败。

我只能说，他们真是生不逢时，如果他们能活在现在这个年
代，我相信肯定能一展抱负，大有作为的。但也只是一厢情
愿，历史的长河虽然在不停的流动，范爱农这样的革命青年
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我们仍然应该拥有他们的一些精神，保
持不灭。

读了这篇作品，我深有感触。

鲁迅在安徽巡抚思铭被刺杀后的同乡会中，发现一个高大身
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对鲁迅的意见大抵是反对。
一问才知道：他叫范爱农，是徐伯荪的学生。

鲁迅就愤怒起来了，觉得他太不勇敢，自己的先生被杀了，
连打一个电报也害怕，于是坚持要发电。于是两人便成了冤
家，致使鲁迅厌恶范爱农甚过满人。

直到革命前一年，两人才在绍兴相见，成了好朋友。一同喝
酒时鲁迅又翻出那段往事，范爱农与鲁迅处处作对，原来是
鲁迅再税关的一次摇头，使范爱农以为鲁迅瞧不起他。

这告诉我们，要与他人多交流、沟通，阐明自己的想法，就
能够避免很多误会。如果鲁迅在同乡会上问一问范爱农，或
许两人早就成为朋友了。

我们要使自己的心胸更加宽广，对他人的错误行为加以体谅，



毕竟每个人都不可能不出差错。但原则上的问题不能让步。
鲁迅和范爱农都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分析。因此，
我们还要学会换位思考。

同时，我们对事物也不好太敏感，范爱农把鲁迅的一次摇头
当作轻视，实在不就应。

总而言之，只要有宽广的心胸，就会避免很多误会。

朝花夕拾范爱农读后感篇四

范爱农，追叙作者在日留学时和回国后与范爱农接触的几个
生活片段，描述了范爱农在革命前不满黑暗社会、追求革命，
辛亥革命后又备受打击迫害的遭遇，表现了对旧民主革命的
失望和对这位正直倔强的爱国者的同情和悼念。

《范爱农》——追叙作者在日留学时和回国后与范爱农接触
的几个生活片段，描述了范爱农在革命前不满黑暗社会、追
求革命，辛亥革命后又备受打击迫害的遭遇，表现了对旧民
主革命的失望和对这位正直倔强的爱国者的同情和悼念。

如果上述材料准确的话，那么，我按照这个思路再读《范爱
农》，才有了一些感想。我想：一开始，正如作者所
说：“从此我总觉得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作者是真
的讨厌范爱农。“天下最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
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
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犀利的语言，一番激昂的言辞，
可谓快人快语，性格立见吧。后来，作者与范爱农一同喝酒，
说疯话，讲笑话，渐渐一些事也谈开，了，彼此更加了解，
慢慢成为朋友。不过，对于范爱农这个人也好，这篇文章也
好，耐人寻味的地方和情节简直太多了。我想还有待我细细
想一想，细细品味一下。



文章一开头，作者就用平凡又朴素的语言，记叙了他曾经在
茶馆认识范爱农的事。先抒发自己对他的憎恶，为后文写对
他的亲切友善作铺垫。先生对死难者的同学们的一种同情，
一种责任感。

文中谈到，开始时，两人并非朋友，甚至几次争论过。但作
者回国后，两人再次相遇，就由“敌”转友了。从此以后，
他们几乎成了挚友。接着，又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们成
了同事。但“天下无不散之宴席”，作者与范爱农因工作的
原因分别了。最后，范爱农生活越来越拮据。一天晚上，在
醉酒之后，范爱农失足溺死于河中。

范爱农，一位觉醒的知识分子，但是无法在黑暗社会立足，
他的内心是痛苦、悲凉的。

朝花夕拾范爱农读后感篇五

花拳绣腿也好，朴实无华也罢，终究不明白散文如何写法。
于是找一两篇范本来读。手摸着书架上一排书脊，一眼看中了
《鲁迅散文全编》，漓江出版社出版的。

鲁迅是个大文豪，恐怕无法学到他的博大精深。但读一读也
无妨，于是翻开来浏览。随手翻到了《范爱农》这一篇。

读了开头，便有勃于我的常规思路。开头并没有写范爱农，
而是写东京客店里，从报纸上看到安徽巡抚恩铭被徐锡麟刺
杀的新闻，及稍后秋瑾和徐锡麟被杀，几个中国留学生议论
的情形。之后在一个同乡会上讨论发电文时，范爱农才出场，
并且是以声音先出场的：“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
什么屁电报呢。”之后鲁迅看到的“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
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渺视。”一句气愤的话
语，一个“眼球白多黑少的人”，将范爱农的个性和形象，
跃然纸上。



鲁迅愤怒了，这个范爱农，对自我的先生徐锡麟被杀，
竟“那么冷”，而之后由谁拟电报稿的事，范爱农又说了一句
“何必推举呢自然是主张发电的人罗——”这一句，又进一
步写出了范爱农的“离奇”、“可恶”。是个怪人，不易沟
通。

我想，鲁迅的写法，应当是先抑后扬吧，前面“抑”着。接
下去的阅读，应当在某处出现“扬”的文字。阅读的过程中，
一心想尽快的读到鲁迅是如何写范爱农之后的“扬”的。可
是，这中间，写了鲁迅和范爱农的一些简单的交往之外，主
要还是一些当时的社会现状，以及一些场合范爱农与鲁迅的
对话，对范爱农并无详细的描述或深刻的议论什么的。读到
最终，终究没有读到“扬”的地方，范爱农最终竟是掉进水
里淹死了。而鲁迅怀疑他是自杀，最终鲁迅“也不明白他究
竟是失足还是自杀。”

于是我又倒回去重新浏览一下。这才细细的想一想，鲁迅究
竟是怎样写范爱农的。整篇文章，着笔范爱农的地方其实倒
并不多，总共也可是几处。而范爱农的语言、个性、形象，
以及其悲惨的结局，却久久留在我的心里挥之不去。

范爱农的结局，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个性，还有当时那个社会
的原因，也是鲁迅对那个社会的控诉吧。

可是，我也想到了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鲁迅是真诚、坦率的，但鲁迅并没有帮范爱农什么忙。范爱
农与鲁迅是有书信往来的，范爱农在给鲁迅的信件里说了些
什么，不得而知。也许范爱农求助过鲁迅，也许没有。但范
爱农是多年心存期望的，也许期望鲁迅能帮他找份差事。以
至于范爱农到最终，还时常说：“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
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但终究鲁迅没有叫他，或
许鲁迅确实没有办法，或许，正因为范爱农他那样的性格，
鲁迅不愿意叫他。



也有可能，鲁迅以往应允过范爱农帮他找份差事，否则范爱
农也许不会那样说。那么凭鲁迅当时的社会地位，帮范爱农
找个差事，应当不会是什么太难的事情吧。但终究范爱农没
有接到鲁迅的电报，范爱农一等再等，最终因为穷困潦倒，
最终因为他的个性与人相处困难，最终等待鲁迅的电报等的
没有了耐心，最终因为喝酒，于是，不如死了算了，一了百
了。

鲁迅经过写范爱农，折射出对当时的社会和zf的黑暗进行控
诉和抨击。正是当时那个社会造成了范爱农最终惨死的结局。
鲁迅虽然写的'是范爱农，可范爱农的身后，潜藏着一个巨大
而黑暗的社会背景。

朝花夕拾范爱农读后感篇六

鲁迅是个大文豪，恐怕无法学到他的博大精深。但读一读也
无妨，于是翻开来浏览。随手翻到了《范爱农》这一篇。

读了开头，便有勃于我的常规思路。开头并没有写范爱农，
而是写东京客店里，从报纸上看到安徽巡抚恩铭被徐锡麟刺
杀的新闻，及稍后秋瑾和徐锡麟被杀，几个中国留学生议论
的情形。之后在一个同乡会上讨论发电文时，范爱农才出场，
而且是以声音先出场的：“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
什么屁电报呢。”接着鲁迅看到的“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
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渺视。”一句气愤的话
语，一个“眼球白多黑少的人”，将范爱农的个性和形象，
跃然纸上。

鲁迅愤怒了，这个范爱农，对自己的先生徐锡麟被杀，
竟“那么冷”，而接着由谁拟电报稿的事，范爱农又说了一句
“何必推举呢?自然是主张发电的人罗——”这一句，又进一
步写出了范爱农的“离奇”、“可恶”。是个怪人，不易沟
通。



我想，鲁迅的写法，应该是先抑后扬吧，前面“抑”着。接
下去的阅读，应该在某处出现“扬”的文字。阅读的过程中，
一心想尽快的读到鲁迅是如何写范爱农后来的“扬”的。可
是，这中间，写了鲁迅和范爱农的一些简单的.交往之外，主
要还是一些当时的社会现状，以及一些场合范爱农与鲁迅的
对话，对范爱农并无详细的描写或深刻的议论什么的。读到
最后，终究没有读到“扬”的地方，范爱农最后竟是掉进水
里淹死了。而鲁迅怀疑他是自杀，最后鲁迅“也不明白他究
竟是失足还是自杀。”

于是我又倒回去重新浏览一下。这才细细的想一想，鲁迅究
竟是怎么写范爱农的。整篇文章，着笔范爱农的地方其实倒
并不多，总共也不过几处。而范爱农的语言、个性、形象，
以及其悲惨的结局，却久久留在我的心里挥之不去。

范爱农的结局，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个性，还有当时那个社会
的原因，也是鲁迅对那个社会的控诉吧。

朝花夕拾范爱农读后感篇七

《范爱农》讲述了作者在日本留学时和回国后接触的几个生
活片段，描述了范爱农在革命前不满黑暗社会，追求革命，
辛亥革命后备受打击迫害的遭遇，表现了对旧民主革命的失
望和对这位正直倔强的爱国者的同情和哀悼。

在作品的开头，作者用平凡而简单的语言讲述了他曾经在茶
馆里认识范爱农的故事。首先表达自己对他的憎恶，之后为
他的善良和友好埋下伏笔。

写作手法十分到位，语言简洁而凝练，为我们展现了鲁迅对
死难者的同学的一种同情、一种责任感。

一开始，两人不是朋友，甚至吵了好几次架。但作家回家后，



两人再次相遇，从“仇人”变成朋友。从那时起，他们成了
亲密的朋友。

后来，他们偶然成为了同事。但“天下无不散之宴请”，作
者与范爱农因各自工作的原因而分别了。最后，范爱农的生
活变得越来越拮据。一天晚上，他喝醉了酒，滑倒在河里淹
死了。

文章中有一个重要的细节，那就是对光复的后绍兴换汤不换
药的描述。事实上，这埋下了范爱农悲剧的伏笔。鲁迅没有
对范爱农说一句正面的赞扬，只有从他的神情“那微笑是永
远见不到的”，从他的动作“真的勤奋得可以”显示出范爱
农革命后快乐的一面。

然而，范爱农心中的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鲁迅用大量的
笔墨描写了光复后绍兴的现实，其实是在探讨他朋友悲剧命
运的原因。

范爱农，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却无法站在黑暗的社会，他
的心是痛苦的，悲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