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鲁迅读后感(汇总6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我给
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鲁迅读后感篇一

在《狗·猫·鼠》中，鲁迅先生清算了他仇猫的缘由。一则
是猫对于自己抓捕到的猎物，不肯一口咬死，定要尽情玩弄
一番之后，直至玩厌了，才肯吃下去。二，猫与狮虎同族，
却一副媚态。三，猫吃了鲁迅先生小时候最爱的小鼠，虽然
是个误会，但这可厌的猫确实在日后吃了小兔子。

这篇文章虽看上去是鲁迅先生对猫恶行的控诉，但在我看来，
却别有深意。鲁迅先生的文章带有一定的批判色彩，其实他
借用猫的形象来讽刺当时社会之中，那些恃强凌弱、仗势欺
人的暴虐者。猫在玩弄猎物这一点上，确实颇与人们的幸灾
乐祸，折磨弱者的坏习惯相同，我实在赞成这句话。当时的
中国，与典型的弱肉强食一般无二，有些人认为自己拥
有“强大”的力量，便去抓住另一类“弱小”者的错误与缺
点不放，如猫般折磨他们，这种坏习惯竟逐渐成为当时的社
会风气！而在鲁迅先生的笔下，这些都毫不留情地揭露出来，
更表现了他对弱者的同情和对暴虐者的憎恨。

鲁迅先生仇猫，也与它们一副媚态有关。那些封建社会中的
所谓“绅士”们带给鲁迅先生厌恶，而他们的种种丑态，竟
与猫的天生媚态出奇相似。文章之中多次的批判讽刺，令我
对鲁迅先生在那样一种情势下，这样一种勇气和坚忍不拔的
批判精神深深折服。

在我阅读《狗·猫·鼠》这篇文章时，注意到鲁迅先生的一



段文字：“在动物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
由，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这句话着实写出了人
共性的一些丑恶。人类文明虽然进步了，人类虽然是最高等
的动物，却再没有如同动物一般的是非分明。我们总在为各
种事情找着各式各样天花乱坠的理由，为了一些浮华肤浅的
东西变得做作甚至虚伪，于是我们便很难看到是非对错看的
明朗以及那些爱憎分明的人了。而更可怕的在于，没有了爱
憎分明，是非黑白便在某些徒有华表的东西下变得很轻很轻。
这便是一种最不可取的态度！

在鲁迅先生这篇对“猫”的控诉之中，我看到了鲁迅先生的
爱憎分明，也更加坚定我的信念了！

鲁迅读后感篇二

——读鲁迅的《雪》有感

入手即融的雪，应该是柔软的吧？先生文中的雪，似乎就是
这样的。他写江南的雪是滋润美艳之至了，又说雪里有许多
美好的东西：宝珠山茶、梅花、杂草„„这是江南的雪，是作
者所钟爱的雪。而朔方的雪，才是作者所敬仰的，所要赞美
的。

先生写雪，也写到了雨，却只是一笔带过没有多说。只是告
诉了人们雨与雪的关系，这朔方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
是雨的精魂。”笔锋一转，先生笔下的雪由柔软变成了冷竣，
由表面引入了内心，将雪完完全全地展示出来。一切景语皆
情语。作者营造了一片广阔空旷的天地，偌大的空间只让雪
独舞。“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
魂。”就让这朔方的雪孤独却也顽强地去战斗吧！

字里行间透真情

——鲁迅《雪》情感赏析



作者以散文诗的笔调，真切、含蓄地写出了家乡和朔方两地
雪景，并用其独特的视角和亲身的感受为我们构勒出了一幅
幅美丽、动人的“雪景图”。

可以说，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想到的和听到的每一幅景致中，
都融入了作者的真挚的思想感情。

文章的开端部分“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
幸否耶？”，从“不幸否耶”一词中可以看出作者对暖国的
雨的不赞同，因为它较这朔方的雪而言：少了一份坚毅，一
丝冷峻和一种永不妥的斗争精神，但作者并未因此而做出评
判，而后鲁迅先生又将家乡的雪喻成“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
”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家乡的喜爱，两者形成对比。

而从紧接着的一系列的形容色彩的词，如“血
红”“白”“青”“冷绿”

等当中可以看出，先生内心的一种火热，一份赤诚。随后的
那一段“想像”，更是作者内心的一种真实的写照。

可以说，本文最大的特点便是无论哪一处描写都具有了感情，
作者拣之以细微，借物抒情，写出了先生的对春天的热切期
盼和向往，对一切冷酷的憎恶之情。

纯美，雪之情

——读鲁迅先生《雪》有感

鲁迅先生的《雪》，没有繁琐的语句，华丽的词藻，只有简
洁的文段，纯美的语言，读完之后勤部，一股真实感弥漫心
头。

江南的雪，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滋润美艳；朔方的雪，
是包藏火焰的大雾，冰冷坚硬。江南的雪，蕴含着春温，在



晴日下慢慢消逝，朔方的雪，抗击着严寒，在晴日里蓬勃地
奋飞。两种截然不同的雪，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鲁迅先生
更欣赏朔方的雪，这种雪大概就是先生一生命运的真实写照
吧！

“雪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
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
升腾的闪烁。”这是何等壮丽的景象啊！向我们展示了如此
旺盛的生命力，这极富动感的雪，不正是先生的品质吗？雪
孤独但却坚强，这不正是先生处身孤独而永不颓废的伟大品
格吗？是的。这正是先生一生的精神品质，在黑暗中渴望光
明，在严寒中向往温暖，积极向上的精神。

朔方的雪，是孤独的雪，是死去的雨，是雨的精魂！这是先
生对雪的赞美，更是自己内心的独白，抒发了先生对光明的
向往，对黑暗的憎恨，深化了主题。

朔方之雪，雨之精魂„„

拣 叶

——读鲁讯《雪》有感

鲁迅这篇散文诗《雪》，语言生动形象，意味深刻，细细读
来，好似一杯香纯的浓茶，让人回味无穷。然而造就一杯好
茶离不开好的茶叶，我想作者好坏抓住特点进行描写的方法
就是其中的一片叶了吧！

作者共写了三种雨雪。暖国的雨，作者只用了寥寥几笔概括
了一下，简短而

有力度，好似黑云中的骤闪，让读者立刻就能明白。“没有
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单调”，写出了暖国雨的
不幸。同时，作者也借此与江南的雪和朔方的雪构成对比，



突出了后者的幸运，一石三鸟。

江南的雪，“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一开始作者就用比
喻的修辞手法化抽象为具体，从触觉出发，“滋润美艳”的
特点也不言而喻。接下来，作者运用极其细腻的笔法，勾画
成了一幅“冬天雪野图”，虚实结合，描绘出一片生机勃勃，
五光十色的美丽景象，从侧面形象地写出江南的雪的滋润美
艳，让读者身临其境。

朔方的雪，描写得更为精彩，“永远如粉，如沙”“决不粘
连”，作者用两个比喻，用沙粉比喻，就突出了朔方雪的细，
干的特点。而“永远”“决不”两个词，简洁精准，由表及
里，一下子就把朔方雪的永不屈服、勇往直前的战士气节表
现出来，让读者留下了朔方雪战时英姿的剪影。在下面另一幅
“晴天风雪图”中，借助在风中的姿态，“蓬勃奋飞”“旋
转而且升腾”，进一步形象地刻画了雪的坚忍不拔的特点，
雪的形象也就立体化了。

三个特点，三种体验。抓住特点这片叶子，自然造就了一杯
浓郁的香茶。

凝炼生动的雪

——读鲁迅《雪》有感

这篇文章，读言凝炼，用精美的词语生动地把一幅幅美妙的
雪景图展现于人们眼前。没有多余的话，不故作深沉，使得
全文给人一种简洁、清新、明朗的感觉。

开头，作者用一句“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准确、精妙地概
括了江南的雪的特点，没有堆积许多深奥的词语，也没有过
多地抒发长篇大论，而用细腻的笔触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精美
的江南雪景，没有激情澎湃的抒情，却让人们感到了他对江
南深深的热爱。



中间，作者细写孩子们堆雪罗汉，写出了孩子们的天真可爱，
表达了作者对童年生活的向往，寄托了作者对自己童年的依
恋，回味。

文末写“旋转升腾”追溯到“雨的精魂”是作者对朔方雪的
思考，更是作者对生命的思考和把握，写雨“孤独”、“死
掉”是作者对生命思考的提升。

文章把江南雪与朔方雪作了对比，表达了作者觉得江南雪虽
美，但转瞬即逝，而朔方雪却不粘连、会持久。这正是一种
无所畏惧的战斗精神的提升。

雪舞

——读鲁迅《雪》有感

《雪》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诗，文章不长，却将江南与朔方的
两幅雪景图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文章开头由暖国的雨写到江南的雪的滋润美艳。下文从视觉、
听觉、触觉描绘出一幅冬雪图。

“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于的皮肤”，
把雪比作处子的皮肤，生动、形象，先生定对雪情有独钟吧！
“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
馨口的腊梅花，”血红、隐青、深黄，一幅七彩的雪野画映
入眼帘。还有那孩童塑雪罗汉，也是江南雪景中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孩子们用龙眼核给他做眼珠，又从谁的母亲的脂
粉奁中偷得胭脂来涂嘴唇，”这两个细节描写，让我仿佛看
见那双眼炯炯有神，嘴唇红通通的雪罗汉，还有一张张天真
的笑脸，先生此时可能想家了吧！

过时，先生笔锋一转，那幅气势磅薄的朔方的雪景图又袭入
眼来。



滋润美艳的江南雪，壮美旺盛的朔方雪，都给我们美的享受，
心的愉悦，灵魂的涤荡！

雪化云开的明媚

——读鲁迅的《雪》有感

明月千里照故乡，而先生却巧妙地以一幅雪景来忆故乡。便
纵有千种思绪，更与谁人说！

他奋笔书，隽永含蓄的笔触、贴切娴熟的修辞、简单明了的
语句、干净自然的描摩将一腔热烈赞美，遍地深情怀念埋在
了故乡的雪野之中。他的思绪在飞扬，那塑得高高的雪罗汉
映入了他的眼帘，洁白、明艳、闪闪地生光。鲜红的胭脂似
乎也觉得黯淡了些，终还是褪尽了，带着他深深的眷恋。

万里雪飘”的磅礴勾起了他对生命的执著与热爱。

雪花飘落，单纯的优美里却浸透了这位伟人永不颓废的凌云
壮志。纵使凛冽的寒风如何地咆哮，雪野仍是温柔等待他复
苏的春天。

那孤独的雪依旧旋转、升腾，是奋飞的雨，是奋飞的雨消融
成雨的精魂，万古长存！

寄情雨雪

——读《雪》有感

总以为雪仅仅洁白无暇，今天读了鲁迅的《雪》，我体会到
江南雪的滋润美艳，塑方雪的细干冷峻。

作者从触觉、听觉、视觉三个不同的角度为我们展现了一幅
冬天雪野图。冬天原本是寒冷的，而作者却说：“雪野中馨
口的腊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这丰富多彩的颜色，



让我感受到春的讯息，心中传来阵阵温暖。

天真的孩子们用激情装点雪罗汉，用智慧让雪罗汉充满生机，
看他们七八个冻得通红的上手一齐伸去，这场面和谐而热闹，
美丽而温馨。读到这里我认为已经可以结束了，可作者笔锋
一转又写了晴天冰雪消融的场景，银妆素裹的场面固然美丽，
但这美丽的背后又何尝不隐藏着淡淡的哀愁。童年和青春固
然美好，可是却无比短暂。

一个“粉”一个“沙”道出了朔方雪的特质：细而干。“晴
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
光，”冷峻的氛围中晴天之下的盛景是一种内心的期待。表
达了作者虽然身处黑暗之中，但向往光明的心始终不变，在
黑暗中顽强战斗，永不停息。

绽放想像之花

——读鲁迅《雪》有感

《雪》是一篇令我回味无穷的散文诗，精炼而隽永的文字富
有灵气，让我仿佛置身于那片纯美的意境中去了。

作者在描绘江南和北方两幅雪景图时，凭借自己丰富的想像
力，向读者展示出一幅幅和谐而温馨的动人画面。“江南的
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春的消息，是极
壮健的处子的皮肤。”滋润而美艳的雨在作者的笔尖下化
为“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但我的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
在雪野中，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也听得他们嗡嗡地闹
着，”纷飞的大雪中竟然有一群蜜蜂忙碌着，鲁迅先生的想
像力可真太奇妙了。

在美好童年的生活中，心灵手巧的孩子们塑雪罗汉时的快乐
背景映入我的眼帘。一双恰似炯炯有神的眼珠子嵌在雪人上，
嘴唇上抹了一层红艳艳的脂粉。庄严而肃穆的冬天里增添了



一丝丝生机与活力。

原以外鲁迅先生会就此止笔，可他笔锋直转向朔方的
雪，“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月光中灿
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
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旋转”“升腾”这联想的
画面如此之壮丽而雄浑，让我也为之浮想联翩，神游其中，
同时也得到了美的享受和身心的愉悦。

品味着“雪”的世界我不仅感受到了作者内心世界的表白，
同时也体会到了一种坚定的信念，一种渴望光明，憎恶冷酷
现实的感情。

短小的文章让人有无数的遐思，实在是一篇精品呀！

《雪》的语言特点赏析

这篇文章用精美的语言描绘出了不同的雪，抒发了作者对雪
的情有独钟以及对生命的思考。

开头先描写了暖国的雨，由此引出江南的雪。“那是还在隐
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用了两个比喻，
写出了江南雪滋润美艳的特点。一个“至”字，使作者对雪
的情感更加浓郁，后又对雪景进行了细致的描绘，“血
红”“白中隐青”“深黄”“冷绿”，一系列的颜色给人以
视觉的美感，仿佛亲眼目睹到那五彩缤纷的景致，接着从视
觉、听觉方面写出了一个动态画面，动静结合，虚实结合，
形象生动。

第二段是对童年“塑雪罗汉”的回忆，“上小下下”“洁
白”“明艳”，从形体、颜色两方面写出罗汉的特征，这也
是江南雪的独特。“他也就目光灼灼地嘴唇通红地坐在雪地
里”，运用拟人的修辞，生动形象地写出了罗汉的神态、动
作，仿佛是天真烂漫的孩子塑造出了一个活罗汉似的。



第三段，作者的语言中弥漫着淡淡的哀愁，罗汉虽凝聚着孩
子的心血，但他终于孤单了。一个人独自坐着，它经历着消
释、结冰的循环情感浓郁，充满了作者对江南雪深深的依恋。

光中”两个不同的角度描写了朔方的雪，给人潇洒、蓬勃的
感觉，这是一幅壮丽的画面，更是作者心灵的体验。

五六两段，作者从写雪升腾成对生命的思考，使文章主题升
华，意韵更加深刻。

全文语言优美，善于把自己的情感融于字里行间，情景交融，
耐人寻味，引人深思。

生命的赞歌

——读鲁迅的《雪》有感

鲁迅笔下的雪，鲁迅笔下的生命，都是这样的纯净与浓郁，
让人在深深的感怀中体会它的晶莹与朴实。

雪并非坚硬，它是柔软的，是一触即融的，鲁迅很爱雪，无
论是江南的雪还是朔方的雪，却给了作者无比的感慨与深思。

鲁迅开篇便以江南的雪表达了自己对故乡的深情怀念与热烈
赞美，江南的雪滋润美艳之至，隐约着青春的消息，江南的
雪那处子壮健的肌肤，光滑白皙。雪野中血红的宝珠山茶，
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磬口的腊梅花，雪下冷绿的杂草，
还有那虚拟的蝴蝶与蜜蜂，这一切都是对雪景的宣染。这灵
动清新的笔调着实把读者深深吸引住了。

雪天，当然少不了堆雪人，作者并没有少这绝妙的一笔。孩
子们手忙脚乱地堆着雪人，拿龙眼核珠当眼睛，拿脂粉画嘴，
别提多有趣了，孩子们纷纷传递着快乐，使作者隐隐感觉到
了一阵阵忧伤，青春是易流逝的。



接下去作者以巧妙的笔锋转到了朔方的雪。朔方的雪“如
粉”“如沙”“决不粘连”，它给人的感觉是成熟与稳重，
同时也给了作者深深的思考与醒悟，生命就是要这样的战斗
与拼搏。在凛冽的天宇下，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雪的飞舞，
但在鲁迅心中凝固的却是对生命的执着与热爱。

这篇散文诗虽写于寒冷的冬天，但它带给读者的却是暖暖的
温情与遐想。

鲁迅《雪》读后感

奋斗才会有光明的一天。

作者明显偏爱“朔方的雪”，可为什么花大量的笔墨写“江
南的雪”，甚至于用两个小节写塑雪罗汉的情景？ “江南的
雪”象征美好的世界，“朔方的雪”象征为着追求美好而须
的不屈的抗争。

一战线，革命形式出现了可喜的局面，但鲁迅当时生活的北
平仍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反动势力猖獗，斗争极其激
烈。

作者在全文描述了三种雪：一是尚未化为雪的“暖国的雨”；
二是滋润美艳之至的“江南的雪”；三是孤独、自由、奋飞
向上的“朔方的雪”。用大量的篇幅描写被化妆、快速融化的
“雪罗汉”。通过描写北方的雪则是对北方局势的不满，并
认为要像北方的雪一样通过奋斗来争取自由。

作者对三个形象的基本态度似乎也与作者用语的感情色彩，
作者的人生态度相吻合了。

作者表现了对南方局势的担忧，那是被美化和吹捧的一种暂
时假象，是没有生命力的“雪罗汉”而已。并指出，革命不
是那么容易成功，是需要无数革命志士通过奋斗去争取，才



会有光明的一天。

鲁迅读后感篇三

世界上什么东西力气最大？是植物的种子，这星期，我学习
了夏衍一篇很著名的散文——《野草》。作者通过对种子、
野草和生命力的歌颂和肯定，表达了他对黑暗现实重压的蔑
视，以及对民众力量的信赖。学习完了课文，我感受到小草
那种面对困难奋然向上的顽强精神。

暑假的时候，火辣的太阳在天空中照耀着大地，风儿也好像
在跟我们玩捉迷藏似的，躲得无影无踪。想学自行车的我马
上从家里推出自行车学起来。

我先用手把车头抓得紧紧的，再用一只脚跨过车身，踏上踏
板上，还未坐稳，忽然车身向左一晃，车子和我一起倒在了
地上，同时我发现我的腿也很疼，把裤子卷起来一看，发现
腿上长了一块"大青苔"。我坐在旁边的石阶上想：人家骑自
行车就可以像小鸟一样自由自在，还能做急转弯呢，我呢，
连骑都不会，真丢脸！忽然，我的耳边响起老师的话：面对
困难不要悲伤，千万不能半途而废。我立刻走到车子旁边，
充满信心地骑上了车，小心翼翼的踩了半个圈，我高兴极了，
谁知，车头又开始左摇右摆了，不幸的事情总是发生在我的
身上，我的脚卡在了自行车轮子上，幸好我眼疾手快，用双
手撑在地上。我还是不服气，从地上爬起来，又继续骑。果
然，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下午，我终于学会了骑自行车，还
学会了急转弯呢！

正如野草一样，以不畏艰险，无比坚韧的力和顽强不屈的精
神就能克服重重困难，因为我明白了面对困难要有奋然向上
的精神！



鲁迅读后感篇四

-01，夫人朱安，1918-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
《呐喊》《彷徨》论文集《坟》，19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
传》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朽杰作。

呐喊是鲁迅先生自《狂人日记》后第二本经典小说集，它是
中国名着，也是世界名着，这本书有些文章是我们非常熟悉
的，例如《故乡》《药》《孔乙已》等鲁迅名作。

看完《故乡》中那个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豆腐西施还有剧中
主人公从小一起玩到大的西瓜地上银项圈的小英雄闰土见到
老爷时欢喜而又凄凉的神情，从而体现了当时人民的麻木，
在受到封建势力压迫和打击下的情形，当然在呐喊这本书中，
像这样的文章还有很多，鲁迅写这些文章是为了让当时的中
国人看了以后能够清醒过来，激励半梦半醒的国人，用还有
指责和批评的语言说明当时社会的黑暗，急切希望沉睡的国
人早日苏醒，重整我中华雄威！

作为一名教师，我应学习他做事一丝不苟，他的每字每句时
刻在启示我：大千世界有着深刻的道理，丰富的知识，高尚
的道德。在现在如此优越的条件下，我应该抓住机遇，不断
学习总结虚心向同事请教，从一点一滴做起，克服一切困难，
敢于面对一切挑战，早日挑起大梁。

我们的学校相对来说是一个生源较差的学校。也许很多工作
得不到家长的理解或支持，也许付出很多努力却得不到应有
的回报，这使我们或多或少有些气馁，使我们对事业的热情
慢慢削弱。但看了这本书后，除了感动外，更多的是让我清
晰的认识到，如果你是真正的热爱自己的事业，真正全心奉
献于教育事业，那么你会发现你的付出是有成就的。当你真
的爱一个学生，再差的学生你也会发现他身上的闪光点，并
激励他；再调皮的学生你也会找到他的可爱处；在难以相处
的学生，你也会尽力去接近他，帮助他。当这些学生一点点



进步了，学生会爱戴你，家长更是感激你，这使你感到自己
的奉献是值得的，这也会激励你更努力工作。

21世纪这个崭新美好的世纪，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创造美好未
来。教师更始责任重大，因此作为一名教师，更要把爱奉献
给自己忠爱的教育事业，关爱每个学生，茁壮成长，将来成
为社会的有用之才。

悼念鲁迅_800字

十月十九日上午，一个不幸的消息从上海的一角传出来，在
极短的时间里就传遍了全中国，全世界：

鲁迅先生逝世了！

花圈、唁电、挽词、眼泪、哀哭从中国各个地方像洪流一样
地汇集到上海来。任何一个小城市的报纸上都发表了哀悼的
文章，连最僻远的村镇里也响起了悲痛的哭声。全中国的良
心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地悲痛。这一个老人，他的一支笔、一
颗心做出了那些巨人所不能完成的事业。甚至在他安静地闭
上眼睛的时候，他还把成千上万的人牵引到他的身边。不论
是亲密的朋友或者仇敌，都怀着最深的敬意在他的遗体前哀
痛地埋下了头。至少在这一刻全中国的良心是团结在一起的。

我们没有多的言辞来哀悼这么一位伟大的人，因为一切的语
言在这个老人的面前都变得十分渺小；我们不能单单用眼泪
来埋葬死者，因为死者是一个至死不屈的英勇战士。但是我
们也无法制止悲痛来否认我们的巨大损失；这个老人的逝世
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导师，青年失去了一个爱护他们的
知己朋友，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代他们说话的人，中华民族
解放运动失去了一个英勇的战士。这个缺额是无法填补的。

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一点。然而我们并不
想称他作巨星，比他作太阳，因为这样的比喻太抽象了。他



并不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自然界的壮观。他从不曾高高地
坐在中国青年的头上。一个不识者的简单的信函就可以引起
他胸怀的吐露；一个在困苦中的青年的呼吁也会得到他同情
的帮助。在中国没有一个作家像他那样爱护青年的。

然而把这样的一个人单单看作中国文艺界的珍宝是不够的。
我们固然珍惜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我们也和别的许多人一样
以为他的作品可以列入世界不朽的名作之林，但是我们更重
视：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他是一个伟大的战士；在人类解放
运动中，他是一个勇敢的先驱。

鲁迅先生的人格比他的作品更伟大。近二三十年来他的正义
的呼声响彻了中国的暗夜，在荆棘遍地的荒野中，他高举着
思想的火炬，领导无数的青年向着远远的一线亮光前进。

现在，这样的'一个人从中国的地平线上消失了。他的死是全
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补偿的损失。尤其是在国难加深、民族
解放运动炽烈的时候，失去了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导师，我们
的哀痛不是没有原因的。

别了，鲁迅先生！你说：“忘记我。”没有一个人能够忘记
你的。我们不会让你静静地死去。你会活起来，活在我们的
心里，活在全中国人民的心里。你活着来看大家怎样继承你
的遗志向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迈进！

摘抄《爱惜时间的鲁迅》_350字

鲁迅是中国伟大的革命文学家。他在30年间，为我们写作和
翻译了600多万字。大家都说鲁迅有天才，可是鲁迅自己
说：“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
的。”鲁迅为了爱惜时间，总想在一定时间内多做一些事情。
他曾经说过：“节省时间，就等于延长了一个人的生命。”

鲁迅工作起来是不知道疲倦的。他常常白天做别人的工作，



晚上写文章，一写就到天亮。到了老年的时候，对时间抓得
更紧。在他逝世前不久，生着病，体温很高，体重减轻到不
足40公斤，仍然拼命地写作和翻译文章。他临死前三天，还
替别人翻译的一本苏联小说集写了一篇序言；在逝世的前一
天还写了日记。鲁迅一直工作到他离开我们的那一天，从来
就没有浪费过时间。

鲁迅不仅爱惜自己的时间，也爱惜别人的时间。他从来不迟
到，绝不叫别人等他。就是下着大雨，他也总是冒着雨准时
赶到。他曾经说过：“时间就是生命。无缘无故地耗费别人
的时间，和谋财害命没有两样。”

我们应该学习鲁迅先生爱惜时间的精神，要有计划地支配自
己的时间，也要爱惜别人的时间，不让宝贵的时间浪费掉一
分钟。

摘抄鲁迅的文章《回故乡》_250字

第一部分：回故乡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
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
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
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
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

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
经公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
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
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

来源：m.09/



，请保留文章来源信息和原文链接！

鲁迅读后感篇五

本文通过对江南雪景柔美和北方雪景壮美的细致描绘，表达
了作者对北方的雪的喜爱之情，寄托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憧
憬，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鲁迅《雪》读后感，希望能给
大家带来帮助。

已经多年难得见雪，见雪也至少要到春节前后苏州，竟然下
起了纷纷扬扬大雪。一时间心头不由得也迷信起来。眼睛从
荧屏移向校园，虽没有看见雪野中有各色花草、蜂蝶，但欢
呼雀跃学生却是随处都是，更有一群青年教师，女打着花伞，
男举着相机，在已被白雪半遮半掩绿树碧草间照相，那种兴
奋直逼进三楼阳台上我心里面来。“明天肯定有人塑雪罗汉
了。”我自然地想道。忽然间，我有了一种感觉，这是一幅
热闹画面呀!而这热闹，全是因为“江南雪”“滋润美艳之
至”讨人喜欢缘故了。而“朔方雪”不同，它“如粉，如
沙”，只因太过冷峻，人们是宁愿居屋烤火也不愿意亲近，
于是尽管它“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
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
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别有一种“壮美”，但
只能面对“无边旷野”、“凛冽天宇”——“是，那是孤独
雪。”有一种想法在心中升起：“暖国雨”、“江南
雪”、“朔方雪”象征着三种人生——“向来没有变过冰冷
坚硬灿烂雪花”，让“博识人们觉得他单调”，自己应该感到
“不幸”而又不一定感到不幸人生;“滋润美艳之至”，如小
丑般媚俗而受宠，却终究因没有灵魂而成为匆匆“过客”人
生，永远独立独行，用“蓬勃地奋飞”“使太空旋转而且升
腾地闪烁”，却必须忍受“孤独”人生。

如此，“是，那是孤独雪，是死掉雨，是雨精魂。”这句话
好像也不是太难理解了，同时，作者对三个形象基本态度似



乎也与作者用语感情色彩，更与作者人生态度相吻合了。读
书偶得，存此一说，以备斧正。

我喜欢雪，从小就喜欢他。看了鲁迅写的《雪》这篇文章。
又使我加深了对雪的喜爱。

鲁迅笔下的“江南艳雪”，美艳、充满生机，用鲁迅写的句
子来说“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时还在隐约着的
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江南的雪并不冷，
雪中有宝珠山茶，有单瓣梅花，有冷清的杂草，还有不辞辛
劳的忙碌着的蜜蜂，使江南的雪日更加的热闹，更加充满着
生机。

江南的雪不仅令人赏心，更让小孩子们欢心。小孩儿们在雪
地中，不顾手冻得通红，硬是将雪堆了起来，白天消释皮肤，
夜晚又结了冰。

朔方的雪如同沙粉，不粘，撒在朔方大地，大风旋吹，将雪
吹到了无边广旷的田野，无人之际的荒田。

朔方的雪是孤独的，他不与任何人交谈，独自来到这个世界
上又独自的离开。在他来到这个世界与离去的那段时间里，
他不羁拘束，向着更广阔的地方飞去，去探索、去发现这个
世界。不到太阳升起将他消释的那一刻，他永远都是自由的!

我爱雪，更爱鲁迅笔下的雪。

江南艳雪、朔北孤雪。

《雪》是一篇寓意深邃的散文诗，也算是一篇“绝好的眷念
故乡，回忆儿时的抒情小品文”，在故乡的自然景色的描绘
中流露了“鲁迅心灵”里一种“深刻的恬适的回味”。作者
鲁迅在自然景物的描绘中，象征和寄托了更为深远的情感。



滋润美艳的“南方的雪”，寄托了鲁迅对美好理想的炽热追
求，这旋转飞腾的“朔方的雪”。则蕴含了鲁迅反抗冷酷现
实的斗争品格。在这两幅鲜明对立的图景中，贯穿着鲁迅一
个共同的哲理：要用战斗来创造一个春天一般美好的世界。

这篇散文诗写的是雪，别出心裁地从描写雨来开篇的。“暖
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人
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鲁迅在这里并没有对
“暖国的雨”流露出贬抑的感情。他是由北方落雪的自然现
象引起感兴，而想起来南国的温暖，曲折地对于使“暖国的
雨”变成“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的北方凛冽的严冬，
表示了自己的不满。开篇这一段抒情的设问，是与篇中这个
抒情的主旨有机相连的。

为了充分展露自己追求美好理想的心声，鲁迅以异常热烈而
深情的笔调来描写江南落雪的景象。在一幅“冬花雪野”图
中，使人感到了春天的温暖和生活的快乐。鲁迅描绘了这幅
图后，又绘声绘色地再现了为江南雪天孩子们稚气天真的创
造而欢愉，也为雪罗汉的消融坏掉而惋惜。在这些“江南的
雪”的情景描写中，鲁迅倾注了自己多少向往、景慕的深情!
美好的图景，寄寓了追求美好理想的心境。

柔美的江南雪，壮美的朔方雪，不仅寄托了鲁迅对美好理想
的炽热追求，同时也抒发了自己同凛冽的严冬一样的社会勇
猛奋战的激情。

《雪》是一篇寓意深邃散文诗，也算是一篇“绝好眷念故乡，
回忆儿时抒情小品文”，在故乡自然景色描绘中流露了“鲁
迅心灵”里一种“深刻恬适回味”。作者在自然景物描绘中，
象征和寄托了更为深远情感。

滋润美艳“南方雪”，寄托了鲁迅对美好理想炽热追求，这
旋转飞腾“朔方雪”。则蕴含了鲁迅反抗冷酷现实斗争品格。
在这两幅鲜明对立图景中，贯穿着鲁迅一个共同哲理：要用



战斗来创造一个春天一般美好世界。

这篇散文诗写是雪，却是别出心裁地从描写雨来开篇。“暖
国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坚硬灿烂雪花。博识人们觉得他单
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鲁迅在这里并没有对“暖国
雨”流露出贬抑感情。他是由北方落雪自然现象引起感兴，
而想起来南国温暖，曲折地对于使“暖国雨”变成“冰冷坚
硬灿烂雪花”北方凛冽严冬，表示了自己不满。开篇这一段
抒情设问，是与篇中这个抒情主旨有机相连。

为了充分展露自己追求美好理想心声，鲁迅以异常热烈而深
情笔调来描写江南落雪景象。在一幅“冬花雪野”图中，使
人感到了春天温暖和生活快乐。鲁迅描绘了这幅图后，又绘
声绘色地再现了为江南雪天孩子们稚气天真创造而欢愉，也
为雪罗汉消融坏掉而惋惜。在这些“江南雪”情景描写中，
鲁迅倾注了自己多少向往、景慕深情!美好图景，寄寓了追求
美好理想心境。

柔美江南雪，壮美朔方雪，不仅寄托了鲁迅对美好理想炽热
追求，同时也抒发了自己同凛冽严冬一样社会勇猛奋战激情。

鲁迅先生的《雪》，没有繁琐的语句，华丽的词藻，只有简
洁的文段，纯美的语言，读完之后勤部，一股真实感弥漫心
头。

江南的雪，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滋润美艳;朔方的雪，是
包藏火焰的大雾，冰冷坚硬。江南的雪，蕴含着春温，在晴
日下慢慢消逝，朔方的雪，抗击着严寒，在晴日里蓬勃地奋
飞。两种截然不同的雪，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鲁迅先生更
欣赏朔方的雪，这种雪大概就是先生一生命运的真实写照吧!

“雪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
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
升腾的闪烁。”这是何等壮丽的景象啊!向我们展示了如此旺



盛的生命力，这极富动感的雪，不正是先生的品质吗?雪孤独
但却坚强，这不正是先生处身孤独而永不颓废的伟大品格吗?
是的。这正是先生一生的精神品质，在黑暗中渴望光明，在
严寒中向往温暖，积极向上的精神。

朔方的雪，是孤独的雪，是死去的雨，是雨的精魂!这是先生
对雪的赞美，更是自己内心的独白，抒发了先生对光明的向
往，对黑暗的憎恨，深化了主题。

朔方之雪，雨之精魂。

鲁迅读后感篇六

《雪》是一篇寓意深邃散文诗，也算是一篇“绝好眷念故乡，
回忆儿时抒情小品文”，在故乡自然景色描绘中流露了“鲁
迅心灵”里一种“深刻恬适回味”。作者在自然景物描绘中，
象征和寄托了更为深远情感。

滋润美艳“南方雪”，寄托了鲁迅对美好理想炽热追求，这
旋转飞腾“朔方雪”。则蕴含了鲁迅反抗冷酷现实斗争品格。
在这两幅鲜明对立图景中，贯穿着鲁迅一个共同哲理：要用
战斗来创造一个春天一般美好世界。

这篇散文诗写是雪，却是别出心裁地从描写雨来开篇。“暖
国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坚硬灿烂雪花。博识人们觉得他单
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鲁迅在这里并没有对“暖国
雨”流露出贬抑感情。他是由北方落雪自然现象引起感兴，
而想起来南国温暖，曲折地对于使“暖国雨”变成“冰冷坚
硬灿烂雪花”北方凛冽严冬，表示了自己不满。开篇这一段
抒情设问，是与篇中这个抒情主旨有机相连。

为了充分展露自己追求美好理想心声，鲁迅以异常热烈而深
情笔调来描写江南落雪景象。在一幅“冬花雪野”图中，使



人感到了春天温暖和生活快乐。鲁迅描绘了这幅图后，又绘
声绘色地再现了为江南雪天孩子们稚气天真创造而欢愉，也
为雪罗汉消融坏掉而惋惜。在这些“江南雪”情景描写中，
鲁迅倾注了自己多少向往、景慕深情!美好图景，寄寓了追求
美好理想心境。

柔美江南雪，壮美朔方雪，不仅寄托了鲁迅对美好理想炽热
追求，同时也抒发了自己同凛冽严冬一样社会勇猛奋战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