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狂人日记读后感(实用9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
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狂人日记读后感篇一

第一次读《狂人日记》时，我怎么都不能理解，看到狂人在
一个周围都在吃人的环境里，我禁不住从头冷到脚跟，还以
为这是一部恐怖小说，只是读了个剧情就放下书本，没再探
究了。这个寒假打开《呐喊》再翻到《狂人日记》时，便带着
“作者在表达什么？”的问题去读，读完后才理解作者并不
是在写真正意义上的吃人，而是想表达对“吃人”的封建礼
教的批判。可我还是对这种象征的写作手法理解不透彻，于
是拿着书向爸爸求助。在爸爸的帮助下，大致理解了作者的
写作意图。

作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说本篇“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
礼教的弊害”由此我认为本文想表达以前中国的封建思想对
人民的迫害，也就是所谓的“吃人”。作者没直接批评这种
现象，而是塑造了一个人物，也就是“我”，狂人——一个
代表着新思想的人物。

首先，在狂人周围的村子里，像“赵贵翁”和“古久先生”
都是以前封建权威的代表，在此是封建旧思想的象征。接着
讲到“七七八八，交头接耳接议论我的人”，这些人也是被
封建礼教压迫的民众，可对新思想的进入也一样排斥恐惧，
就连街上的小孩子也被教得与我“冤对”。他们都想把我所
代表的新思想扑灭掉。

作者还着重描写了我的大哥—封建宗族势力的代表，记叙了



小时候他同我讲“吃人的道理”，还让我也参与一起吃掉妹
妹。现在轮到要合起伙来吃掉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封建
礼教的灭绝人性的性质。

最后，作者由人写到了历史，“历史书上歪歪斜斜的每页上
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仔细看了半夜，才发现全是‘吃
人’两字”。这也正是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出的最强烈的
批判，他们把吃人—礼教对人性的压迫，美化成仁义道德来
宣讲，来愚民。

小说结尾，在这个已经绝望的社会中，作者还是找到了希
望——孩子。即使自己已经吃了人，无法传播新的思想，无
法建立新的社会，即使那些孩子也被他们娘老子教得“冤
对”我，但总有没吃过人的孩子。所以作者发出了呼
喊：“救救孩子”。没吃过人的孩子，他们可以成长为新的
人类，可以建立新的社会。

我问爸爸这个问题，爸爸说这个得自己找答案。我想我自己
应该是没有吃过人吧。社会上粉饰太平，指鹿为马还是有的，
但应该说还是给个人留出了充分的发展空间。赛先生可以尽
情宣讲了，德先生则需要做些修正。鲁迅看到估计肯定不满
意，但应该不至于绝望吧！

狂人日记读后感篇二

第七篇：吃人还不能是直接杀掉吃了，还最好让我自杀，借
此说明旧社会的封建礼教对人潜移默化地毒害，杀人于无形，
这种毒害是对人精神的毒害，而非肉体上的。

第八篇：狂人觉得他们自己都明白一些道理，狂人看到一
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想要叫他不要吃人，但是年轻人认可
了吃人，说明青年都已经被深深地毒害了。

第九篇：说人们想吃人，却又害怕被人吃的，每个人都疑心



重重，心态很复杂。

第十篇：狂人想要让哥哥明白不要吃人，吃别人，自己也迟
早会被吃掉的，但哥哥仅仅让大家都走开，疯子有什么好看
的。狂人觉得人们要吃你，首先要给你戴上一顶帽子“疯
子”，这不就是封建礼教吃人的方式吗？巧夺名目。

第十一篇：太阳也没出来，说明病得更深了，想起5岁妹妹的
死，可能也是被哥哥吃掉了，连母亲都认可，病到怀疑母亲
了。

第十二篇：吃妹妹的时候，可能我也吃了，只是可能不知道
罢了，回想四千年历史，恐怕不吃人的人真的太少了，说明
封建礼教毒害的广度深度。

我以前读书时一直不能理解鲁迅先生的文章，考语文怎么也
考不好，今日拜读，才觉鲁迅先生的良苦用心。

真是好文章！

狂人日记读后感篇三

何为《狂人日记》？语颇错杂无论次，又多荒唐之言。

曹雪芹曾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
其中味？

一个偶然的巧合，使我能将其联系起来。一场悲剧性的故事，
一个悲剧性的狂人。

初看《狂人日记》，千言万语说不清我的想法，千丝万缕理
不真切。这就是那么一个狂人，一个所谓的精神病患者。

的确是荒唐，满纸的荒唐言，极度怀疑他的病入膏肓。然而，



细细的揣摩，从一个时代的旁观者来看待他，却是越看越明
白，越来越惊怕。

那是一个愚昧麻木吃人的社会，国民的封建落后，残酷的封
建礼教制度充斥着那整个社会。麻木愚昧的国民，没有人性
可言，只有那所谓的规矩，按老祖宗的规矩一点一点的行动。

在这毫无自我想法意识的人群中，终有一个人清醒，开始有
自己的想法了。他的确是个疯子，一个精神病患者，但却因
为这样，他反而思考了，清醒了。他看到了封建社会的吃人
本质，他看到了那一群麻木淡漠，封建礼教的帮凶，忠实的
实行者和保持者，维持着规范着吃人社会的延续。

一个稍稍清醒的人，那个狂人，他希望别人都能清醒过来，
打破那吃人的封建礼教制度。于是他想呐喊，叫唤于生人熟
人间，希望他们能够清醒过来。只可惜狂人的呐喊并没有让
人清醒过来：交喊于人群之间，而他们的回应便是“疯子”。
当狂人妄图说服他的哥哥——绝对的封建主义卫道士时，那
便更是悲哀了。顽固的卫道士，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去改变的。
最终，连狂人的至亲都认为他是疯子。

狂人的悲剧性，就在于此。叫喊于熟人之间，而熟人无回应；
自己不被自己的至亲理解。然而又不仅仅在于此。

吃人的封建礼教仍在不停的延续着，小孩子虽然并不懂事，
却也在其父母的教导下，自发的远离狂人，守卫那些旧制度。
这无疑又是一个巨大的悲哀。

最终，狂人不再“狂”，其病早愈，赴某地候补矣。一个原
本已经稍微有点清醒的狂人，在面对强势的吃人礼教制度，
他终于被同化了，成为了另一个封建礼教的卫道士。这是最
大最彻底的悲剧啊！

所以我读《狂人日记》，读狂人的巨大悲哀，看日记，看狂



人，“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我也只能大致理解一下这
“其中味”——悲剧性的狂人啊！

看似“满纸”都是“荒唐言”，然而字字都是“辛酸
泪”，“都云作者”是真“痴”，却不知那“其中味”，我
想代他说：救救孩子吧，那残酷的封建制度不能再延续下去
了。

狂人日记读后感篇四

“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
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
来的脊梁。”

今天，偶然间看见房间的书柜里有一本鲁迅的文集。翻看看
了一下目录，对狂人日记的名字给吸引了，于是乎，津津有
味的遨游于书中。

没用多久时间把书看完了，似懂非懂，于是再次看了遍在查
了鲁迅写作这篇文章所处的年代，似乎也有一些同情，一些
可怕，一些意想不到。世人眼里，看疯子的眼光自然会有一
些异样，无疑狂人正是众人眼中的疯子。主人公在痴狂状态
下，觉得周围的人甚至赵家的狗看自己的眼神也是恶狠狠的，
仿佛要把自己吃了。事实当然不会是其他人要把他吃了，别
人要吃他只不过是他的一种在颠狂状态下的臆想而已。

但若真的把这当作一种臆想，那便是真的在看疯子的日记了。
在我看来狂人口中的吃人是在批判封建礼教制度的毒害下，
人们扭曲，却还要对下一代灌输封建理念，将下一代埋葬在
这吃人的封建礼教之中。而在这样几乎人人都被封建礼
教“吃掉”的社会中，被封建礼教毒害得太深的人们又要把
未被污染的人们拉进“吃人”的圈子。民众的愚昧更是在对
孝子应割肉煮了请生病的爷娘吃上体现出来。可以说实际上
主人公发狂的阶段是他短暂的从封建礼教中醒悟过来的时期。



然而很可惜，主人公的醒悟之语，在当时只被人误解为是发
疯是所说的疯言疯语。事实上，在世人取笑狂人时，他心里
正苦涩的吟着“世人笑我太痴狂，我笑世人看不清。”

也许是预料到自己在短暂的醒悟后，终于还是要被吃人的封
建礼教所吞没，于是他在自己被吞没前的最后一篇日记中发
出了“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的呼
唤。作者借狂人的日记，借其狂的状态呼唤着被封建礼教所
毒害的人们的人性的回归。那些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正是还
未被封建礼教毒害的赤子。他们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在这样现实与想象相交融的日记里，鲁迅先生表达了自己对
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和独特发现。很明显，鲁迅的眼见是广
阔的，有长远角度的，具有深远意义的。现在的繁荣富强中
国，思想先进的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当家做
主的中国，如若鲁迅能看见现在的中国，一定会欣慰。

出生于现在中国辛福的我们，要感谢同封建落后思想做斗争，
并牺牲于这场搏斗的人们。谢谢你们，因为有你们的斗争，
我我才能想现在这样辛福。

狂人日记读后感篇五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书，让人们认识了
这广阔无垠的世界。我在书的海洋中遨游，它是知识的甘泉，
使文采贫乏的人如干燥的海绵一样尽情地吮吸着，从而使人
神采飞扬，开阔了眼界。在读书的过程中，仿若身临其境。

外面下着淅沥沥的中雨，如珠帘般倾泻下来，更给苍茫的大
地蒙上了神秘的布纱。我闲着无聊，缓缓的走向书架，抽取
了一本我觉得陌生的书----《呐喊》，这本书是我姐姐的，



因鲁迅的文章大都看不懂，所以并没多看。要说在下雨天看
书时很惬意的，翻开第一页，就向我们介绍了鲁迅其人，鲁
迅是个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从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
《狂人日记》起，就用了鲁迅这个笔名。

然而自目录后就是《狂人日记》了，文章的开头就像我们叙
述了赵贵翁的脸色，小孩子们铁青的脸，路上行人交头接耳
的议论等等都让人匪夷所思，于是我带着好奇心读完了这篇
小说。

这篇小说以第一人称我来叙述，主人公生性多疑，敏感，有
强烈的妄想症和迫害狂想症的心理活动，任何人的一举一动
都认为别人要害他，让人觉得他真是一个狂人。但他的思想
十分活跃，想法也很特别。在这些锋芒毕露，勾心斗角的封
建制度中，是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最后他向人们呼吁
救救孩子，想让人觉悟起来，表现出他对封建制度的评判。
他饱怀着对社会的希望，希望社会能够觉醒起来。小说中主
人公的哥哥讲述了一部“吃人”的历史，同时也揭露了中国
几千年来的文明史，更加体现了封建制度的凶残。封建制度
束缚了人的思想，使人身活在黑暗当中，让人想起那时的社
会真是残暴。

然而，鲁迅始终是一位直面现实的勇士，即使他内心中已经
感到绝望却仍然能站起来进行绝望中的反抗。而这种“知其
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在今天也并非全部灭绝，因此，我们
可以看到已经有人在呼吁保护地球、建立绿色家园，有人
在“以笔为旌”，寻找人类的终极价值，建设人类美好家园。

 

书真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呀!它不仅让我丰富了知识，也让我明
白了做人的道理。书是我的好朋友。让我们扬起自信的风帆，
去创建一个美丽的世界。鲁迅笔下的狂人可谓令人印象深刻。
这样的人如果放在现实中，绝对会是人们眼中的疯子。然而，



当我们仔细品读时，却是发现了一些更深的东西。下面来说
说我读完以后的感受，也许并不准确，只是我一家之言而已。

《狂人日记》的“一”中主人公(下文以狂人出现)在日记中
写到自己不见月亮三十多年，在现实中显然不可能。而这些
别人眼中的疯言疯语在这里却是狂人精神醒悟的象征，也是
文中其狂之开始。而对于赵家的狗看他两眼感到害怕，表明
他生活在这种恐慌之中。

在世人眼里，看疯子的眼光自然会有一些异样，无疑狂人正
是众人眼中的疯子.主人公在痴狂状态下，觉得周围的人甚至
赵家的狗看自己的眼神也是恶狠狠的，仿佛要把自己吃了。
事实当然不会是其他人要把他吃了，别人要吃他只不过是他
的一种在颠狂状态下的臆想而已。但若真的把这当作一种臆
想，那便是真的在看疯子的日记了。在我看来狂人口中的吃
人是在批判封建礼教制度的毒害下，人们心理扭曲，却还要
对下一代灌输封建理念，将下一代埋葬在这吃人的封建礼教
之中。而在这样几乎人人都被封建礼教“吃掉”的社会中，
被封建礼教毒害得太深的人们又要把未被污染的人们拉
进“吃人”的圈子。民众的愚昧更是在对孝子应割肉煮了请
生病的爷娘吃上体现出来。可以说实际上主人公发狂的阶段
是他短暂的从封建礼教中醒悟过来的时期。然而很可惜，主
人公的醒悟之语，在当时只被人误解为是发疯是所说的疯言
疯语。事实上，在世人取笑狂人时，他心里正苦涩的吟
着“世人笑我太痴狂，我笑世人看不清。”

也许是预料到自己在短暂的醒悟后，终于还是要被吃人的封
建礼教所吞没，于是他在自己被吞没前的最后一篇日记中发
出了“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的呼唤。
作者借狂人的日记，借其狂的状态呼唤着被封建礼教所毒害
的人们的人性的回归。那些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正是还未被
封建礼教毒害的赤子。他们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在这样现实与想象相交融的日记里，鲁迅先生表达了自己对



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和独特发现。这样的理解我或许达不到，
我仅能借助先生的视角去看那我所不熟悉的历史。

 

初读《狂人日记》，觉得作者鲁迅先生似乎在说梦话，内容
凌乱近似无逻辑，于是，写这篇读后感，也从“梦”开始。

“狂人”近于“疯”，在做着“恶梦”，在境象中充满了青
面獠牙的家伙，黑暗阴森的笑，古怪的语句。却借着“疯”，
把带着愤怒、惊恐的鞭子一下子打到了隐痛之处，充满了内
在的紧张。每个人都睁着眼睛说谎话，互相深疑，都想控制
别人，却都无力超越他人，因而斤斤计较着。“狂人”被道得
“疯狂”了，从而说出一堆真话。

都说是“揭露传统封建礼教的丑恶”，但，何以惟有此篇有
如此之名声?抛舍某领袖对于鲁迅先生强加的评价以及历来的
噪音，让我们关注文本。

最让我眼前一亮并感到好奇的，并非其对封建文化传统的批
判，而是：“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妹的几片肉，现
在也轮到我自己……有了四十年以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
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狂人日记读后感篇六

读了《狂人日记》我思潮起伏：那个年代，真可怕！

《狂人日记》选自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集《呐喊》，文章
以“狂人”的'口吻用第一人称叙述了“狂人”在回乡看望朋
友时，被别人盯上想要吃掉“狂人”的事。

那个年代，真是可怕！竟有人吃人的事情出现。可这人吃人



的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想，是因为当时半封建半殖
民地的社会并不注重人民的思想发展，才导致这种非人性的
现象出现。思想落后的，这无非是吃了快肉罢了，这种人真
是悲哀；思想不落后的，不吃人，自然也成了前者的口中餐，
须时时警觉，处处小心，唯恐断送了性命，这种人一定也不
是快乐的。

看看那个年代，再看看现在，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是多么幸
福的啊！

现在国家注重人民的思想教育，前一种悲哀的人不会在出现
了。或者也不用担心被吃。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多么幸福。例
如：我在上学路上不用大人陪着，也不用提心吊胆，怕被别
人一把抓住，去当做点心吃点；单独一个人去旅行，也不用
担心由于吃人肉被别人取了性命，那种人是会受到法律的严
惩的。。我们的生活很幸福，我们要珍惜，努力学习，不要
浪费了这幸福的时光。

我们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努力学习，让未来的生活更加
幸福。

狂人日记读后感篇七

封建制度是一种落后的制度”。是啊！封建制度就是吸血鬼，
食人魔。

狂人总是以为有人要吃了他，就连他的亲人也不列外！亲兄
弟本应互相帮助，齐头并进，可狂人的大哥在封建思想的毒
害下，对狂人有偏见，也要“吃”他！

鲁迅写这篇文章以一个疯子的角度，从一个疯子的眼中看清
这个世界的黑暗，还原了一个吃人的封建社会。他身边所有
人要“吃”他，实际指地主和官僚迫害农民、穷人。这样就
成了恶性循环，穷人更穷，富人更富！



然而，狂人也是指那些对抗封建社会的“疯子”。文中那些
人用世俗的眼光看他——傻子，疯子。如果有革命精神的人
看他——已觉醒的人。狂人虽然神经错乱不清，但又有过人
的思想。他从“仁义道德”中见到了吃人，揭开了封建社会
的面纱，对人民的残害，可却说自己“仁义道德”，可笑！

生存的意义在于打破这个局面，而不是等着被吃！可像狂人
一样的人太少，去了，无疑是飞蛾扑火，也会被“吃”.

“救救孩子”这句反映出鲁迅先生渴望革命，同时，那个时
代也需要革命！

狂人日记读后感篇八

鲁迅的第一篇白话文《狂人日记》令我印象深刻。里面
的“狂人”在现在人看来就是”疯子“，但我细细品味，却
有了自身的见解。

书中狂人说：“我三十年未见过明月……赵家的狗恶狠狠地
看我几眼，似乎马上就要吃了我了……”当然这都是假的，
一个人怎么可能三十年没见过月亮呢？狗怎么会见谁吃谁呢？
所以，这都是“狂人”疯癫的想象。如果真把这当做想象的
话，那就真的是在看疯子的日记。

在我看来狂人口中的吃人是在批判封建礼教制度的毒害下，
人们心理扭曲，却还要对下一代灌输封建理念，将下一代埋
葬在这吃人的封建礼教之中。而在这样几乎人人都被封建礼教
“吃掉”的社会中，被封建礼教毒害得太深的人们又要把未
被污染的`人们拉进“吃人”的圈子。民众的愚昧更是在对孝
子应割肉煮了请生病的爷娘吃上体现出来。可以说实际上主
人公发狂的阶段是他短暂的从封建礼教中醒悟过来的时期。
然而很可惜，主人公的醒悟之语，在当时只被人误解为是发
疯是所说的疯言疯语。事实上，在世人取笑狂人时，他心里
正苦涩的吟着“世人笑我太痴狂，我笑世人看不清。”



也许是预料到自己在短暂的醒悟后，终于还是要被吃人的封
建礼教所吞没，于是他在自己被吞没前的最后一篇日记中发
出了“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的呼
唤。作者借狂人的日记，借其狂的状态呼唤着被封建礼教所
毒害的人们的人性的回归。那些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正是还
未被封建礼教毒害的赤子。他们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在这样现实与想象相交融的日记里，鲁迅先生表达了自己对
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和独特发现。这样的理解我或许达不到，
我仅能借助先生的视角去看那我所不熟悉的历史。

狂人日记读后感篇九

我最近读了一本书——《狂人日记》。“狂人”从字面意思
来看，就是狂妄自大的人，但读了鲁迅《呐喊》集中的《狂
人日记》，我对狂人一词便有了另外的.理解。

《狂人日记》小说主要内容是以个“狂人”的所见所闻，指
出中国文化的朽坏。日记前言以文言文书写，为日记作者的
一位友人所写。日记作者之前患了“迫害狂”的病，他已痊
愈。日记则以白话文书写，为作者患病时的所见所闻。

《狂人日记》是鲁迅创作的第一个短篇白话日记体小说，也
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写于1918年4月。该文首发
于1918年5月15日4卷5号的《新青年》月刊，后收入《呐喊》
集，编入《鲁迅全集》第一卷。小说写出了当时的封建思想，
通过被迫害者“狂人”的形象以及“狂人”的自述式的描写，
揭示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表现了作者对以封建礼教
为主体内涵的中国封建文化的反抗，也表现了作者深刻的忏
悔意识。作者以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对中国的文
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同时对中国的甚至是人类的前途表达
了深广的忧愤。

“黑漆漆的，不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狮子似的凶



心，兔子的怯弱，狐狸似的狡猾……”这句话，意思不仅写
的是“赵家的狗”，写的还是当时的人们，就算知道是错的，
也没有一个人敢上去说，吃人，人血馒头，嫁公鸡，写的当
下淋漓尽致。

而鲁迅以这样的形式，批判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向人们呼唤，
想要唤醒人们的良知和思想道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