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鲁迅小说药读后感(大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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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
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
后感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
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鲁迅小说药读后感篇一

鲁迅小说《呐喊》是鲁迅先生自《狂人日记》后的第二本经
典小说集，它是中国的名著。同样也是世界的名著，这本书
中有些文章是我们十分熟悉的。例如有《故乡》等等鲁迅先
生的名作。

在《孔乙己》中那个正因家境贫困好吃懒做，无所事事，社
会层次低而又向往社会上流阶级的生活的孔乙己，从孔乙己
在澡堂是人们取笑的话题，在生活中他常常以偷为职业，在
最后正因偷了有钱人的书后被打折了腿，最后还是离开了人
世。

鲁迅小说药读后感篇二

在拜读了鲁迅的短篇小说集鲁迅小说《呐喊》后，我对其中的
《狂人日记》印象十分深刻。

《狂人日记》是中国史上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这本书是
由一个狂人自身的角度看着这个世界，透过狂人的嘴，鲁迅
讲述了他对中国几千年封建礼教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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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人“两个字！”



这是狂人日记里面最广为人知，也是最能体现鲁迅心中想法
的一句。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礼教不可以说完全没有可取之处，
但无可否认，它残害了许许多多人民，是他们麻木服从封建
统治者的思想源头。

《狂人日记》将彻底的反封建精神与崭新而完美的艺术形式
相结合，深刻地体现了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实绩，对其也
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

鲁迅小说药读后感篇三

在七月的月底，我读完了鲁迅小说《呐喊》，鲁迅小说《呐
喊》这部小说集让我感触颇深。鲁迅小说《呐喊》这部小说
集的作者是鲁迅，整部小说集批判了当时的社会。鲁迅先生
以笔杆子为武器，充分发挥了“炮筒子”的巨大威力。

其中有几篇小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给我留下印象最深
的一篇要数《狂人日记》了。《狂人日记》以一个疯子口吻
来批判吃人的社会，揭露了隐藏在封建社会表层下面的“吃
人”本质，小说中人人都想吃人，这个疯子的亲戚、大街上
的人都想吃他。《狂人日记》写得让人读着就生起对吃人的
人的憎恨之心，使人翻身醒悟。

其次就要数《孔乙己》了。在鲁镇，有一个叫孔乙己的封建
社会没落知识分子，好吃懒做，穿着已经破旧得不行了的长
衫，以前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到咸亨酒店
要一壶酒、一盘小菜。现在他已经破落了，但他还保持着以
前的习惯。后来，他的小菜只能是最便宜的茴香豆了。再后
来，他连茴香豆都吃不起了，并且只能站在柜台边喝酒了。
我们不能像孔乙己一样，好吃懒做。

鲁迅小说药读后感篇四

第一次接触鲁迅是在小学。我仍然清晰地记得，我们捧着课



本，在老师的带领下，一遍遍地读着踢鬼。文中生动的描述，
起伏的情节，令我不禁多读了几遍。对文中描述的勇敢的鲁
迅也增添了几分敬意。用老师的话说就是，鲁迅是一个不迷
信，崇尚科学的人。虽然这个概念也只是在我脑海中停留了
几天。

再次就是拜读他的作品了，药是我读的他的第一部作品。这
个发生在华夏的故事，发生在华家夏家的故事，在我初次读
来是那么陌生，那么不解。“人血馒头”这个当时封闭社会
的产物，那么不可思议地出现。然而在这个阴冷恐怖的气氛
下的故事中我读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病态，中国公民的愚昧
和无知。无知得可笑，无知得可怕。就是在这样一个众人皆
醉的环境中，鲁迅不仅保持着清醒，还弃医从文，用笔拯救
着国人。

他的爱国让他的小说闪耀着不同的光彩，吸引着人们。

不禁又想起在看表演时，鲁迅对看到自己的国家被侮辱还拍
手称好的国民的无奈和心中油然而生的悲凉。

于是，犀利的`笔触，锐利的语言，鲁迅揭示着种种社会现象。
中国的高尔基，托尔斯泰就此诞生。

如果说爱国是鲁迅文章的一大亮点，那么塑造的鲜明的形象
便是他的作品深入人心的又一原因。

令人同情的孔乙己，精神和肉体都被抹灭的觉悟者夏瑜，永
远乐观的阿q，那个高大的车夫……这些鲁迅塑造的耳熟能详
的形象，一部分是当时国民的缩影，一部分则代表了他，他
对唤醒国人的执着，对迷信的蔑视都在先觉者的身上体现出
来，如狂人。

我想有这样的一份执着，有这样的一份无私，没有什么不能
成功。多少个废寝忘食的夜晚，鲁迅伏案写作，和衣而睡。



笔尖流淌的便是这些充满智慧的文字。

鲁迅不为名利而奋斗，却留在了我们的心里。无论是作品还
是行为，这位文学大师启示了我们太多。

那么执着地追逐自己的梦想吧，不言放弃。永远不为名利左
右。

鲁迅小说药读后感篇五

沁凉如水的夜风如鬼魅一般划过城市的夜空，悄无声息，却
惊醒了我沉睡的梦。

迷惑懵懂的心还藏着昨日的忧绪与愁丝。

一团一团，剪不断，理还乱。

读完鲁迅先生的《祝福》，我有种压抑是说不出来的。

在我这个容易多愁善感的年纪，我常常会不由得读别人的故
事哭自己。

担这次，我却是压抑得落不下泪来。

只是，突然好想打开窗，让呼吸更顺畅些。

祥林嫂，这个悲剧的化身，历尽了尘世间所有的痛苦，带着
满心的屈辱与伤害，终是离开了我们。

为什么说是“终”?她的死，是偶然中的一个必然。

即便她没有寻死的意愿，即便她还有生存下去的意念，她还
是会被社会中那只无情的，黑暗的手所杀害。



我不知道祥林嫂最终是死于何种原因，我只能揣测，她在闭
上眼的最后一刻应该是没有忘记微笑罢。

祥林嫂在生活中受尽苦难，历尽嘲讽，在封建礼教冷血的狞
笑中步履艰难地走着。

这时候，死亡对她来说，已不再是恐惧。

在现实的痛楚里，死对她来说更像是一种解脱。

她死了，我想，她是看到了安琪儿美丽的微笑了。

当岁月的蹉跎将两鬓白霜吹进她的发，我想，她是看到了解
脱的光点……

时光飞转，如今已不再是那个“男尊女卑”的封建黑暗社会
了。

在当今这个提倡“人人平等”“民主自立”的社会主义下，
却还是“隐藏”着许许多多不同概念的“祥林嫂”。

现在这个提倡“计划生育”的时代中，我们大部分都是独生
子女。

个个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父母无不是“捧在手中怕掉了，含
在嘴里怕化了”的。

然而，在糖罐中长大的我们，却是有许多悲凉。

不可否认，每个孩子都渴望被关爱，但在被关爱的过程中，
却是既享受又害怕。

我们得到的越多，就害怕得越厉害。

我们怕自己不够好，给不了、做不到父母所期望的。



我们理解父母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情，真的理解。

我们当然在努力，再努力，努力使自己看不到父母失望的表
情。

可，沉浮风景。

在如今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到处可见“沉浮风景”。

有人浮起来，就必有人沉下去;有人在笑，就会有人哭泣。

我们也许真的不是很惧怕失败，我们只是害怕失去。

失去父母鼓励的微笑，失去爬起来的信心。

关爱，期望，学业，考试，升学……太多太多，压迫着我们。

我们都承受着应试教育给我们的.种种压力。

它束缚着我们，就好比束缚着祥林嫂的封建礼教，让我们身
不由己，让我们意识到竞争的残酷——你不去踩别人，就要
被人踩。

但同时，我们却也在拥护着应试制度，认为那是现在最公平
的方式，每天每天地用功。

达尔文是对的——“适者生存”。

我们都在尽力让自己适应，适应充满压力的生活，适应残酷
的竞争，适应让自己更强壮与强大。

这里，我们的悲伤没有泪。

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 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是篇纪实性的文章。

文章真实而亲切地再现了鲁迅童年时与长妈妈相处的情景，
表现了长妈妈的性格特点。

作者通过对儿时往事的回忆，表达了对长妈妈这样一个劳动
妇女的深深怀念。

文章先介绍了人们对长妈妈的称呼，称呼的由来和她外形的
特点，以及她的一些不好的习惯。

如写她喜欢“切切察察”、喜欢“告状”、睡觉爱摆“大”
字等;接着写她懂得的许多“我听不耐烦”的规矩。

比如元旦、除夕吃福橘、人死了要说“老掉了”等;最后写了
长妈妈“我”买《山海经》的事，而且叙述得很详细。

文章着重写了我幼年时与长妈妈的一段经历。

长妈妈是一位保姆，而我对她的印象能如此深刻，可见我对
她的感情至深。

文章也进一步介绍了她的名字、体形等。

文章主体在于围绕《山海经》，写我对长妈妈的感情变化。

由最初的我不大佩服她，最后我对她又有新的敬意，是因为
她给我买了《山海经》。

长妈妈是一位经历苍桑的人，这里不仅写她迷信，有麻烦的
礼节，而且突出了她的伟大，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她却
成功了。

很好地概述了一个人物形象。



而我对长妈妈的感情也是文章的关键，文章的主体把握及最
后对她的缅怀、祝福，都能说明感情很深。

语言上或叙或议，前后呼应，如3次写“大字形”睡式及谋害
隐鼠的怨恨，朴实中带有点韵味，让读者细细体会其中。

读完此篇文章，不难发现，长妈妈这样一个艺术典型形象，
独特而不平凡，而也揭示了封建社会比较黑暗、腐朽的事实。

作者此篇文章包含的爱心与同情，让我们再一次回到纯朴的
年代，去关怀身边一个人。

雪下起来了。

多么美丽的雪花呀。

在初冬刚来到的时候，雪花就及时地报告了冬天的来临。

下课的时候，同学们跑到操场上，有的在欢呼，有的在跳跃，
有的张开双手去接那飞舞的雪花。

看哪，快看哪，雪把大地盖上了。

天上，地上，到处是雪。

白色的大地，白色的房屋，白色的树林。

洁白的雪，我爱你，我爱你的纯洁。

你把大地装饰得一片银白，你把大地打扮得多么美丽。

傍晚，大-片大-片的雪花，从昏暗的天空中纷纷扬地飘落下
来。

霎时间，山川、田野、村庄，全都笼罩在白蒙蒙的大雪之中。



落光了叶子的柳树上，挂满了毛茸茸、亮晶晶的银条儿;冬夏
常青的松树和柏树，堆满了蓬松松、沉甸甸的雪球。

雪仙子在尽情地挥舞着衣袖;在飘飘洒洒的弹奏中，天、地、
河、山，清纯洁净，没有泥潭。

哇，只见天地间下着细小而密集的雪花，并且越下越大，越
下越密，好像无数的仙女向人间播撒花儿，传达着春天的祝
福。

过了半晌，雪慢慢的停了，只见平台和长廊的栏杆都覆盖着
一层厚厚的白雪，花盆里花的枝干和叶子上都托着一团团的
雪，晒衣架上的雪像一条弯曲的小路，红瓦屋顶上的雪像一
排排钢琴键，一排红瓦一层雪，排列得那么整齐，令人赞叹
不绝。

马路边，白雪给人行道盖上了白被子，被子上又留下了人们
一串串的脚樱白雪给树们披上了白披风，使它们变得更加威
武了。

骤雪初霁，冬日里的太阳似乎拉近了与人的距离，显得格外
地清晰，格外地耀眼。

但阳光的温度却好像被冰雪冷却过似的，怎么也热不起来了。

一年有四个季节，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景色，而我最喜欢冬
天下雪时的壮丽景色。

冬天，大雪纷飞人们好象来到了一个幽雅恬静的境界，来到
了一个晶莹透剔的童话般的世界。

松的那清香，白雪的那冰香，给人一种凉莹莹的抚慰。

一切都在过滤，一切都在升华，连我的心灵也在净化，变得



纯洁而又美好。

黄昏的雪，深切切的，好象有千丝万缕的情绪似的，又像海
水一般汹涌，能够淹没一切，还有一丝揭开藏头露尾般的裸
露感。

雪花形态万千、晶莹透亮，好象出征的战士，披着银色的盔
甲，又像是一片片白色的战帆在远航…… 雪中的景色壮丽无
比，天地之间浑然一色，只能看见一片银色，好象整个世界
都是用银子来装饰而成的。

雪后，那绵绵的白雪装饰着世界，琼枝玉叶，粉装玉砌，皓
然一色，真是一派瑞雪丰年的喜人景象。

我爱白雪，我爱雪景，我更爱冬天。

冬天是心灵的年轮。

冬天，虽然十分寒冷，但是它有着无可比拟的温馨和希望。

曾记得，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提
到封建社会的政权、族权、夫权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
的四大极大的绳索。

而祥林嫂就是被四条绳索活活勒死的一个屈死的冤魂!她悲剧
的一生是对罪恶的封建社会制度和封建礼教的血泪控诉!

祥林嫂悲苦的一生，就如鲁迅在《灯下漫笔》一文中，概括
的中国人民历史命运的两种表现形式：一“做稳了奴隶的时
代”，二“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祥林嫂第一次到鲁家当女工，可以说是“做稳了奴隶的时
代”。

她在鲁四老爷家出的是牛马力，吃的是残汤剩饭，工资十分



低微，但她却十分满足。

不仅卖力干活，而且“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
了”。

她并不认为鲁四老爷家压迫她，剥削她，反而对鲁家还有一
种忠实得感激之情。

这就是中国农民忠厚善良却缺乏阶级觉悟的悲哀。

然而，连这样的时代也并不能维持太久，随之而来的是欲做
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由于封建的“夫权”，她被婆婆绑架回去，而且卖给了深山
里得贺老刘。

好不容易和贺老刘在一起度过了两年对她来说已经非常幸福
得时光。

但很快，贺老刘病死，心爱得儿子阿毛也被狼叼去，大伯趁
火打劫，前来收屋，她被封建得“族权”赶出深山，不得不
再度到鲁家当佣人。

而因为她的过去经历，在鲁四老爷心目中，她以成了“不干
净”，“败坏风俗”的人，被无情剥夺了参与“祭祀’的权
利。

正当她困惑不解得时候，又受到封建”神权“的进一步打击。

做了封建迷信牺牲品得柳妈得一番话，又向祥林嫂心灵深处
狠狠得剜了一刀。

当她支取历来积存的全部钱，指了门槛，她内心舒畅，坦然
地回来，本以为一切都会好转，得到的却仍是“放着吧，祥
林嫂”这样的拒绝。



祥林嫂已然已经受不住这个以外得沉重打击，她当时就
说“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一个善
良的灵魂被彻底摧毁，欲做奴隶而不得的祥林嫂，终于一步
一步地被推上了死亡的深渊。

而然，最大的不幸并不在于祥林嫂这一连串悲惨的遭遇，而
在于她一再地把自己的不幸当成幸福。

这才是祥林嫂不幸中得最大不幸，悲剧中的最大悲剧。

鲁迅用这一支饱蘸了满腔悲愤的笔，入目三分地描写了祥林
嫂悲剧的一生，也深刻揭露了国民的愚昧和当时如铁屋子般
的社会的黑暗。

鲁迅炉火纯青的艺术技巧让我震撼，而他笔下所流淌的那些
深沉而激愤的思想，他所流露救国救民的情绪，深深眷恋祖
国，却又憎恨病态社会现实的情感，更是让我掩卷沉思，感
慨万千。

是啊，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读冰心，你可以在昏黄的灯下，捧一杯香茗，细细品读;读周
作人，你可以靠在床头，摆一个最舒服的姿势，饶有兴味地
翻开;而读鲁迅，你一定要正襟危坐，让灵魂经受那最睿智最
深沉的思想的洗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