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呐喊明天读后感(通用10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
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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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呐喊明天读后感篇一

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重新拜读鲁迅先生的《呐喊》，受益
良多，颇有一些思考和感想，这是我第二次拜读《呐喊》，
第一次读它是在上初中时，距离现在也有6年左右的时间了，
那时候由于年龄小和阅历少，没有深入的理解鲁迅先生在其
文中所渗透的深刻的内涵，但是今天，作为一个中文系的大
学生，具有了一定的阅读理解和欣赏能力的时候，再次拜读
《呐喊》的时候后，感慨颇深啊。

鲁迅先生笔下那个年代、那个社会背景已经不复存在，时过
境迁，鲁迅先生的文章看似“过时”了，但是却没有，只不
过是作品那些人物，在当今社会中，换了一种存在的形式。
另外，鲁迅先生所塑造的任何一个人物都不仅仅是一个人的
个体特征，而应该许许多多人愚弱、木讷、麻木不仁等丑态
的综合表现，所以我们在阅读鲁迅先生文章的时候，如果真
正的体会了文章的内涵，总会觉得自己似乎也在讽刺对象之
行列。

鲁迅文章之所以深刻，是因为他看透了那个年代、旧中国不
同阶级、不同领域的国民本质，这里有以“孔乙己”为代表
的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的知识分子，有以“阿q”为代表的
无知的旧中国农民，也有像《狂人日记》中的“吃人”的人。
可以说这些想象折射出来是那个时代人性脆弱的一面，这脆
弱的一面其实是劣根性的.，是一代又一代人所难以摆脱掉的，
尽管这种丑陋的人性在今天的我们身上已经淡化了许多，但



最终还是有的，每个人身上都有，当我们不顺意的时候，若
看到比我们更不顺意的人，往往找到一种心里平衡，这何尝
不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呢，我们是在沿用“阿q”的“杀手
锏”，由此我们和阿q却也的确有一些相似。

《呐喊》中的一些东西，反复玩味，越是体会越是有味道、
有深度。譬如，我认为经典的是《一件小事》中的三种人物
所象征的社会上的三种角色，有敢于承担责任的车夫，有无
赖的老妇女，还有作为旁观者的“我”，其中车夫和老妇女
的反差很是鲜明，投射出人性的差距。另外，“我”作为一
个旁观者的态度是不想因此伤害到“我”的利益，延误
了“我”的利益，丝毫没有顾及车夫的境遇，这一点是非常
符合一大部分人的心理的，不仅仅是那个年代，包括现在的
许多人，或许也有可能包括我。这篇文章另一高明之处在我
看来还在于文章很明确的之处了作者所推崇的人格应该是车
夫那样的人，文中“我”的对车夫的看法“需仰视而见”，
正是鲁迅先生的观点，是对像文中车夫一样的人的高度赞扬。

再说说《狂人日记》，我觉得狂人是一个革命者，更是一个
孤独者，他被吃的“恐惧”，一部分是生于孤独，他在“人
吃人”的社会中找不到同路人，在亲情、友情都显得淡漠的
时候，便也就处处有危机和恐惧感了。可悲的是，我被
人“吃”了，却最终还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深刻地揭示
了革命者的悲哀和无奈。

拜读《呐喊》的感想还有很多，在此仅写这些浅薄的见解，
来抒发自己对鲁迅先生的敬意和钦佩，鲁迅先生的深刻的确
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的！

呐喊明天读后感篇二

想带孩子们读经典，上次读了《城南旧事》，学生阅读兴趣
浓厚，感悟很深，这次带他们读了鲁迅的《朝花夕拾·呐
喊》。



《朝花夕拾·呐喊》分为两部分，《朝花夕拾》是鲁迅创作
的以回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生活为主的散文集。它是关于鲁
迅生平史实的第一手资料，我们可能从中看到早年鲁迅的完
整形象。《呐喊》是鲁迅1918年至1922的所作的短篇小说的
结集，青年时的鲁迅充满壮志，希望中国能摆脱旧制度及陈
腐的传统观念。但遭受的挫折却令他逐渐感到绝望和寂寞。

《阿q正传》向我们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后一个畸形的中国和一
群畸形的中国人的真面貌。文中塑造了愚昧、无知、欺弱怕
强的阿q和赵太爷，正是封建统治下国民的缩影。作者把阿q
的得意症结归究于"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从而滋生了一批
愚昧、无知、妄自尊大的国民。当时的国民，被帝国主义和
封建主义所奴役，一旦得势，便恃强凌弱;一旦挨打，便用"
精神胜利法"来疗伤。鲁迅先生不愧为思想家、政治家、文学
家，其以笔为刃，一生都在思考国民性问题，解剖中国人的
灵魂，对民话精神的消极方面给予彻底地揭露和批判。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冷峻"外表下的鲁迅，
却又散发着人性的灵光，如《阿长与《山海经》中的'女佣人
阿长，让人感到浓浓的暖意。文中先抑后扬，首先交待阿长
长得过于肥胖，睡态不佳，并谋害我了隐鼠导致我对她的厌
恶。但大字不识的她为给我买《山海经》却费尽了周折。由
此而使我对她充满了敬意。阿长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普普
通通的妇女。善良、苦命、愚昧，但对鲁迅却给予了深深的
爱。文中用深情的语言，表达了对这位劳动妇女的真诚的惦
念以及对年幼无知的时光的深切怀念。

《呐喊》交待了作者弃医从文的缘故及作者创作的心路历程，
即通过文字来唤醒麻木的人们，挽救沉睡的祖国，字里行间
体现了作者的孤寂、彷徨、觉醒、奋起。

呐喊明天读后感篇三

当我读完这本小说集，闭目回想，不论是《孔乙己》中的主



角，《药》中的华老栓，《明天》中的单四嫂子，还是《阿q
正传》中的阿q，似乎都跃然纸上，在我脑袋中久久不忘，鲁
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哀伤和怜惜就这样深深的
触动着我的心。

《狂人日记》是《呐喊》这本小说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篇。现
实的世界里，疯言疯语未必可信，“吃人”的说法似乎是无
稽之谈。可是于鲁迅笔下，狂人的眼中，社会的写照就是如
此。

仁义道德漫天，但却是欲盖弥彰，吃人的本质才是现实，人
或明哲保身，亦或是当一个吃人者，没有谁是真正干净的。
而我想，鲁迅先生的笔下，想表达的更多是对国家衰落，民
族萎靡，世人堕落的无奈和愤怒，这正是鲁迅先生“怒其不
争”的典型作品。而鲁迅先生也正是以笔“呐喊”，试图唤
醒民族振兴，民族未来。

在我看来，鲁迅先生“哀其不幸”的代表是《阿q正传》。
啊q是当时社会中病态之人，他只是旧中国的贫苦农民。但他
却是千千万万人的写照，质朴而又愚蠢，蔑视权势却又欺压
弱小，他们身上带有浓厚的精神胜利法意识，自欺欺人是他
们身上最让人可悲的，明知错误却更加麻木愚昧，一味的沉
溺于奴隶般的生活之中，这正是鲁迅先生哀其不幸的最好表
达。

没有华丽的语言，结局似乎都是大家不愿看到的杯具，但无疑
《呐喊》一书是吸引人的，在那里，有鲁迅忧国忧民的民族
职责，有鲁迅如春雷般反对封建制度的呼喊，有鲁迅对于中
华民族深深的热爱。因为是大爱，所以动人，因为是民族之
爱，所以震撼人心。

他有的故事是经过那些人物的事件来对此刻的社会进行批评
与讽刺的，如阿q那愚昧的“精神胜利法”显示出了他的无知、
自欺欺人，以及最终冤死的事情讽刺了社会的不公。再如狂



人的那一册日记体现出了他变态的内心世界，可是反衬出了
社会上封建礼仪对人精神的束缚如同一块千斤巨石压在人们
的心上。再如孔乙己那满嘴的之乎者也、不赖帐和最终惨死
的.经历些出了他的迂腐、善良还对封建科举制度的心灵残害
做出了锋锐的控诉。

有时，他也经过一些毫不起眼的小事儿描述，比如说:《一件
小事》经过自我的自私和那个车夫的伟大赞颂了这种光明磊
落、敢作敢当的伟大精神。《头发的故事》就是经过“我”
和“n先生”的一次谈话揭示了辫子对古代劳动人民的压迫与
剥削。在写作中，鲁迅先生也会经过在文章中哪些不起眼的
线索带给人们道理，如《药》之中夏瑜的牺牲赞扬了革命可
是反对了革命的不彻底性，赞扬了夏瑜英勇无畏的精神，也
体现出了康大叔的冷漠、封建。

鲁迅先生不之会经过哪些事情来批判社会，还会描述出来自
我真挚的感情，如《社戏》中经过孩子那些近似于胡闹的事
情描绘出孩子的天真无邪以及聪敏和顽皮，更是描绘了双喜、
阿发两个人物。

《呐喊》实在是一部经典的作品。如同它的名字一样，是鲁
迅先生经过哪些事情在呐喊，崇尚光明反对黑暗。在这其中，
有许多好的写作手法等着我们来借鉴呢!

呐喊明天读后感篇四

《呐喊》是鲁迅先生写的一本小说集。

他为了唤醒愚昧无知的中国人，便弃医从文，写了许多著名
小说，并收集在《呐喊》里。

《狂人日记》是我印象最深的一篇小说，它也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部白话小说。所谓日记，就是一个人，得了“迫害狂”
之类的狂病，在得病期间写的日记。自然，日记中语无伦次，



狂人的所见所闻都被他认为是吃人。鲁迅先生想借狂人的口
吻，来反映封建社会这所谓“吃人”的本质。

鲁迅先生文笔精妙，因而文中有许多地方值得回味。“我翻
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
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
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这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名义上是提倡孔子的“仁义道德”一
大套真理，可实际呢，自然是封建社会残暴统治、压迫、剥
削老百姓，使百姓的思想深受其毒害。

封建社会，无论是谁，都被这无形的思想所禁锢，以至于改
朝换代，仍然逃不出封建这圈子，而始终改不了20xx多年
这“吃人”的本性。

在第十篇中，“他们岂但不肯改，并且早已布置;预备下一个
疯子的名目罩上我。将来吃了，不但会太平无事，怕还会有
人见情。佃户说大家吃了一个恶人，正是这方法。这是他们
的老谱!”这几句我认为是妙到极点了。按这狂人的话说，就
相当于找个合理的借口吃了他。

而20xx多年的封建历史上，又无偿不是这样。一些人为了推
翻残暴的统治，而发动正义的战争，但统治者不会这么束手
就擒，统治者称之为“造反”。一旦起义失败，往往这些英
雄会留下千古骂名，英雄就便为狗熊了。一个好人的头上被
顶了个恶人的罪名，那些真正的恶人就能够光明正大地杀了
这好人。

狂人其实是一个也觉醒的反封建分子的形象。所谓的疯言疯
语恰恰是最清醒、最真实的。而持续20xx多年的封建传统也
使许多人的思想受到侵害和禁锢，能真正醒悟的人，反而被
视为疯子。



作者写这篇时，当时正是封建统治刚刚被推倒的没几年，仍
然有人想“光宗耀祖”，复立封建社会。人们也没有逃脱思
想的牢笼，许多知识分子投入到救国救民，开启民智的行列
中。从最终那声“救救孩子”那悲切的呼唤，表示了狂人对
此的无奈，也用来启发人们的最终一声呼唤。

呐喊中其他文章，比如《孔乙己》、《药》、《阿q正传》都
是值得人去品味的，鲁迅先生借笔来唤醒当时的人们，同时
也为后世留下一笔精神财富，为中国文学打下了基础。

现代社会，早已不是那残酷、专制的封建社会了，但仍存在
一些类似于“吃人”的不平事。比如一些非法犯罪分子在网
上发布的一些针对某人的人身攻击;官场上暗地里的争斗;一
些杀人、贿赂事件等等。在身边的情景下，我听说一些工厂
单位不给刚来的职工发工资或少发工资，这其实也是一种吃
人现象吧。可是有些已经被法律解决了。

也许，我们也许也要向鲁迅先生那样呐喊，我们现代社会也
仍然存在许多愚昧无知的人，仍然会有一些不平事。呐喊吧，
为了祖国，为人民，为更完美的未来而努力!

呐喊明天读后感篇五

鲁迅，伟大的文学家、翻译家和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鲁迅
写的《故乡》，讲述了他与闰土小时候的一些事情。闰土会
捕鸟、看瓜，鲁迅在那段时间很快乐，可正月过了，闰土必
须回家。一开始，他们还相互送了几次礼物，但后来再也没
有见面。我明白了：快乐的时光是短暂的，只有好好珍惜时
间，快乐才是永远的。可小时候大多不太懂事，常常浪费时
间。有时，晚上有一个十分好看的电视，就看了起来，看完
了才想到作业没做完，只好匆匆忙忙做起了作业，马虎潦草，
效率很差。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懂得珍惜时间。“一寸光
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句谚语大家应该不陌生吧，
也告诉我们应当珍惜时间。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时间就是生



命。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瞧，
这就是鲁迅先生的名言。让我们把它作为座右铭吧！

读了《故乡》，我有感而发。《故乡》的开头就使我感到十
分妙。“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
故乡去。”这句话好像牵连着我的大脑，让我迫不及待的想
继续往下看。

看到讲述闰土的地方时，心里得意洋洋，可能是由于自己在
语文书上学过的缘故。

在这篇文章里，我最喜欢的人物就是作者鲁迅了。他不因为
在外地闯荡好了，得到了金钱和地位就弃家离去，()嘲笑农
民。也不像别的`大阔佬一样看不起社会底层人物；更不像别
的大阔佬一样看别人叫自己老爷就得意洋洋。他心怀宽广，
待人谦虚、热情。因此，我喜欢鲁迅，赞赏鲁迅。

我有点看不起杨二嫂。她属于喜欢嘲笑别人，而且赚了点小
便宜就得意洋洋的人。，说话、为人一点也不谦虚、诚恳，
贪图小利。因此，我看不起她，还十分讨厌她。

看到鲁迅写的《故乡》，我真想回故乡看看呢！

呐喊明天读后感篇六

书是一叶扁舟，带你遨游知识的海洋；书是动人心弦的歌曲，
让人如痴如醉；书是一双翅膀，带你领略万千的世界。在寒
假里，我读了《呐喊》。

《呐喊》是鲁迅先生创作的短篇小说合集，其中收录了《狂
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药》等十四篇小说。
这些小说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一直到五四时期的中国社
会风貌，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在这些文章中可以
看出鲁迅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勇于创



新的智慧才干，是我们的骄傲！

在这么多的小说中，要说我最喜欢的，莫过于《狂人日记》
了。

《狂人日记》讲的是一个“狂人”的'故事，他觉得谁都要吃
了他，杀害他：出门发现赵贵翁的眼色很怪，还有七八个人
交头接耳的议论自己就觉得他们要谋害他；女人打她儿子说：
“老子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他觉得女人想咬死他；
无意间听到狼子村佃户对大哥说，他们村里一个大恶人被大
家打死了，几个人挖出他的心肝来炒着吃，看到大哥不住的
点头，便想到了“易子而食”、“食肉寝皮”的事，越来越
相信大哥和他们一伙要来吃自己；大哥带来的医生叫他多休
息，他认为医生要把他养肥，可以多吃点肉；后来又觉得妹
妹是被大哥杀害的。最后，他鼓起勇气发出呐喊：“你们立
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
人...”

其实，我觉得文中的“狂人”，就是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
他周围都是被封建礼教侵蚀了灵魂的人。他号召人们起来推
翻人吃人的旧制度。害怕和抵抗他们人吃人的惯例。

所谓的人吃人，也就是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残害、压抑人性，
具有吃人的性质。当然，在古代也常有人吃人肉的事。可见
封建社会有多么可怕。记得那个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地上，
带银项圈的小英雄“闰土”见到作者时欢喜而又凄凉的神情，
点头哈腰的。将当时人民在受到封建势力压迫和打击下的情
形展露无遗。

可见鲁迅先生多么的不容易，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已笔为
武器，战斗了一生，只为走出黑暗，走向光明。

这就是不屈的中华精神！



呐喊明天读后感篇七

《呐喊》是鲁迅在1918年-1922年所作的短篇小说的结集。当
时正值五四革命精神高扬时间。他创作小说意在描写“病态
社会不幸的人们”，“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并为
新文化运动“呐喊”。作品真实的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
运动时期的社会生活，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封
建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解剖与彻底的否定，
表现出对民族生存的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
望。

鲁迅笔下的人物都有着鲜明的个性，如迂腐而心地善良的孔
乙己，具有强烈革命精神和气节的革命者夏瑜，经过十多年
生活磨难，变成卑躬麻木的“木偶人”的闰土……，他们都
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鲁迅善于发掘蕴含深刻社会意义的生活片段和生活场景，集
中突出地展示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呐喊》中的作品都没有
对人物生活经历的描述，甚至不注意故事情节的连续性，人
物的性格和命运都是通过特定的'生活片段和场景表现出来的。
例如孔乙己这个人物，我们并不知道他的生活经历，他的迂
腐性格和悲剧命运，是在咸亨酒店的场景中表现出来的。
《故乡》中也没有叙述闰土的具体生活情况他的性格命运，在
“我”记忆中的生活场景和现实见面的场景的强烈反差中表
现出来。鲁迅小说的这个特点，使它们在短小的篇幅中表现
出丰富的社会内涵，达到取材严、开掘深的艺术效果，给人
以强烈的、深刻的艺术感受。

鲁迅善用“画龙点睛”的手法描写人物形象。运用具有特征
性的细节刻画人物性格。如《阿q正传》用阿q被打后说
是“儿子打老子”，或是被打后说自己是“虫豕”等一系列
细节，鲜明的表现出了这个人物自欺欺人、自轻自贱的性格
特征。《药》用夏瑜被狱卒打了嘴巴反而说打人者“可怜”
的细节，突出了革命者大义凛然的品格。“画龙点睛”的艺



术手法，使人物形象鲜明生动，令人难以忘怀。

鲁迅先生的小说，揭露了封建主义与旧社会的黑暗、固化与
迂腐，是他投向旧社会的一颗猛烈的精神炸弹。

读了这本书，我深深地被这部作品感染了......

呐喊明天读后感篇八

已不知多少次翻看泛黄的书页，这本《呐喊·彷徨》的合订
本已在家珍藏了多少年。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时期，看鲁迅
先生的作品，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朱光潜先生曾将“此身、此地、此时”作为他的座右铭，而
再读本文，“迫害狂”昆仲的形成也可以用这六字概括。

“此身”，昆仲的出身便是在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村落。赵
贵翁与赵家的狗让主人公坐立不安，哪怕是一个笑容都让人
打颤，孩子们也被教导用异样的眼光看人。此时的我仅以为
主人公是“迫害狂”，无恶不作。狼子村的'佃户因为饥饿吃
人，从古到今的书缝爬满“吃人”的小虫，陈老五、何先生
甚至亲生大哥都满眼饥饿。其实，主人公并非无恶不作，而
是饱受煎熬。

“此地”，昆仲所存在的这块地已经不像是正常人生存的领
域。他日记中的内心独白：“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懦，
狐狸的狡猾”，是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开始无法理解，看似
“匪夷所思”，但了解了主人公所处的环境，这种人性的扭
曲却又在情理之中。

“此时”，昆仲生活在一个封建而又没有人情味的时代中。
苍凉的社会摆在主人公面前，主人公是要被吃的弱势群体，
其他人都在伪装，想方设法接近主人公从而达到“吃人”的
目的。主人公很无奈也很无助，他无法把自己从社会的泥淖



中拖拽而出，也无法逃离，他被困住了。整个社会悄悄在变，
人心也在变，“吃人”的方式亦在变，但“吃人”的本质未
变。“聪明”的人们学会“借刀杀人”，他们千方百计折磨
主人公，让他的生命消耗殆尽，从而自生自灭。人们会狡黠
地笑，他们害怕从“吃”变为“被吃”，他们不会承认“吃
人”的罪行。

呐喊明天读后感篇九

放假的时候，我最喜爱的休闲方式，便是读书了。所以，这
几个月，我读完了鲁迅所著的短篇小说集——《呐喊》。

《呐喊》是鲁迅自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短篇小说的集结，
共有《自序》《一件小事》等十五篇短文。这些作品从现实
的角度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的民众生活，也揭示了
各种深层次上的社会矛盾。且表明了鲁迅对中国旧有制度级
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的深刻剖析好和彻底的否定。表现出了
对民族生存的浓厚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愿望。

在书中，我记忆最最深刻的便是《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不仅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文小
说，且在文中借狂人之口说出了几千年来“吃人”的封建礼
教，它表明了鲁迅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立场。在文中，字里
行间透出了“我”对那些吃人的人的又怕又恨，以至于连吃
人的人养的.狗，育的孩，都心存三分顾忌。到后来，“我”
才想到，自己的兄弟、亲戚、朋友，都是“吃人的人”。再
到结尾，“我”猜想自己也可能吃过人，无奈之中，发出
了“救救孩子”的一声呐喊。

我不敢相信，在那个时代，竟会到处都是“吃人的人”，再
想到那时也有想我一样的孩子，也在被训练成“吃人的人”，
不觉出了一身冷汗！



这本集大成之作真是令人受益匪浅！

呐喊明天读后感篇十

今天，我读了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呐喊》，里面的故事深
深的吸引住我。

书中写了鲁迅小时候与年轻时的见闻。我喜欢的其中两篇就是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故乡》。两篇都写了鲁迅先生
对童年时的回忆，有喜有忧，令人回味无穷。

这本书很好，让我们见到原来世界的腐败：阿q的愚昧，童年
的回忆，祥林嫂的可怜。

鲁迅先生原名周树人，他原本是在日本做医生的，他想为人
们治疗疾病，但有一天他从电影上看到中国人被俄国兵抓去
做探路人，被日本人抓去并刺杀，而一旁的中国人却袖手旁
观时，他才明白过来学医虽然能治病，但改变不了人们的思
想。于是他放弃学医，开始写作。他敢骂，骂那黑暗的旧社
会是多么的腐败让我们看到鲁迅先生的爱憎分明。

这让我想起了中国以往的耻辱：被敌寇逼着在条约上签字;让
他们烧杀掠抢，还留下了惨不忍睹的大屠杀！"康梁"的反抗
被可耻的'清政府拦住，一个个像绑在树上的人一样无法回击。
这就是我们的耻辱啊！

鲁迅先生以笔做剑，刺穿了黑暗的旧社会让人们感受到光明。
如今我们的生活如此美好，全是这些革命人士用鲜血换来的
啊！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让祖国更加繁荣，更加强
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