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彷徨的读后感悟(通用7篇)
心中有不少心得感悟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
得感悟，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优质的心得感
悟该怎么样去写呢？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感悟范文，
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彷徨的读后感悟篇一

我在哪儿？

我要做什么？

在这世上，究竟何为对？何为错？

而我，又该如何选择。

是光明，还是黑暗？

是天堂，还是地狱？

徘徊于纷乱的世界迷宫里，纠缠于形色的茫茫人海中，哪个
才是真实的我？

我，不断的寻找着……

出生并成长于"光明世界"的辛克莱，偶然发现截然不同的"另
一个世界",那里的纷乱和黑暗，使他焦虑困惑，并陷入谎言
带来的灾难之中。这时，一个名叫德米安的少年出现了，将
他带出沼泽地，从此他开始走向孤独寻找自己的征途。之后
的若干年，"德米安"以不同的身份面目出现，在他每一次孤
独寻找、艰难抉择的时候出现，成为他的引路人。

每个人自出生起就在寻找自己、塑造自己，但我们却在迷茫



中不断打转。孤独、寂寞、别人的不解、来自四处的诱
惑……种种皆围绕于我们身边。像是一根根黑布条紧紧的缠
住我们的眼，使我们看不清抵达自己内心的道路。

世界把你的棱角一点点磨平，把每个人变成相同的样子。但
每个人不可能完全相同。世界喜欢那些按照它的标准生产出
来的完美的人，但这并不意味那些"格格不入"的人就无法立
足。有些人疏于思考，懒得为自己的行为把关，只求不违反
别人的禁令，这无疑符合生活规律，但却丧失了自我个性。
有的人仍坚信自己，奋力打碎了周身的一切，如鸟般破壳而
出，发现真实而独特的自己。

每个人都有不足，但这并不是决定一切的巨大的缺点。兼具
优与憾的你才是真实的你、独特的你。不必因为一点小瑕疵
就否定自己，不必想方设法地去伪装、去掩饰，从而让自己
背上沉重的心理包袱，甚至迷失于虚假的自己中。并不是你
只要比别人差上一些，就真的会有一把枪把我们从这个世界
上扫除。每个人都是无可取代的一个点，世界的现象在这个
点上交错相遇，仅仅这么一次，此后不会再有。所以每个人
的故事都重要，都永恒、神圣。

"每个人的生命代表一条通向他自己的路，代表他在这条路上
所做的尝试，代表他在这幽微小径中得到的启示。"

人人都尽其所能地寻找自己，哪怕真实的自己可能有着诸多
缺陷，但要学会接受缺点，正视它们，因为它们的的确确是
我们的一部分。

彷徨的读后感悟篇二

《彷徨》是我国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的作品。鲁迅
爷爷写小说多用辛辣笔调讽刺当时的反动派。这部小说集有
十个小故事，每个故事都蕴含深刻的意义，都让我叹为观止。
因为本人水平有限，不宜篇篇俱到，所以挑选自己印象最为



深刻的一个故事来谈点自己的感受。

故事名叫《祝福》，主人公为四十多岁的女长工祥林嫂。故
事起初阶段，祥林嫂在鲁镇还是一个十分受欢迎的人，后遭
不幸——丈夫得瘟疫死了，儿子也被狼叼走了，一个幸福美
满的家毁了。于是她被鲁镇的人视为丧门神，没有人愿意接
近她，更没有人同情她。她无依无靠，对人世间没有了半点
念想，最后自杀了。

为什么祥林嫂在遭遇不幸后不仅得不到应有的同情反而会不
受欢迎呢？为什么祥林嫂要自杀呢？这便是我要探究的问题
了。

但是，故事中的鲁四老爷可不这样想——祥林嫂丧了家室是
不吉祥的，有些事是不能让她做的，祭祀是一项神圣的作业，
再看祥林嫂笨手笨脚，万一打破用具可不得了。既然这个祥
林嫂碍手碍脚干不了什么事，还得白吃我的粮食，不如重新
找个干活的`好手。

祥林嫂不明白自己怎么就被鲁四老爷这正人君子厌恶了。封
建礼教使她相信自己是肮脏的。于是糊里糊涂去捐门槛，想
要赎回一个清白的名份。孰不知被寺庙里一群贪财好利的小
人，榨干了所有的积蓄，名声还是臭的。

当祥林嫂拖着疲惫的身子从寺庙走向她的“家”——鲁四老
爷的宅院时，这个家的大门已经被鲁四老爷严严实实地关上
了。

终究，祥林嫂被鲁镇上她以性命相托付的、唯一的“亲
人”——鲁四老爷抛弃了！

活人对这个问题实在很难理解，鲁迅在祥林嫂强大的眼神力
量逼视下，慌张地搪塞道：“应该可以吧。”就急匆匆地离
开了。



对祥林嫂而言，活着已经没有任何念想了，死就是一种解脱。
死后是怎样的生活无从考证。读到此处时，我由衷祝福祥林
嫂在九泉之下能与家人团聚。

祥林嫂的悲剧是整个封建社会的悲剧，祥林嫂是封建等级制
度、封建礼教的牺牲品。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过去，好像不可
思议，但事实就是那样。

读了《祝福》这篇故事，我觉得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很幸运也
很幸福。我们应该努力学习的姿态，来珍惜当下这自由、平
等、公正、法制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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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徨的读后感悟篇三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开始了，参加运动的人，各走了不
同的路，而鲁迅感到孤独和彷徨。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在
那时黑暗、无情的旧社会的压迫下，一点点被吞噬。

《祝福》中祥林嫂在不幸的遭遇，一步步沦为失魂落魄的乞
丐，最后无声无息地惨死在雪夜。祥林嫂在鲁四爷家干活，



像鲁四爷这有权有势的人却对百姓毫不关心，让我感受到当
时受旧思想束缚社会的冷酷，还有民众的无助。

面对这种命运的，还有知识分子。《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吕
纬甫，年轻时想改革中国，在历经次次失败和别人的打压下
变得敷敷衍衍，现在却渐渐做着无聊的事情消耗生命。那是
的人们敢作敢为，又愚昧而胆怯，一开始是满腔热血，最终
是空。鲁迅是这样一潭死水里一直追求光明的鱼，弃医从文
的他怀着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用文字，唤醒那些思想还在
沉睡的中国人。

可鲁迅笔下的一位作家却与他大不相同。《幸福的家庭》中
的作家幻想了一个处处都完美的幸福家庭，这个家却在中国
无处安置，最后把这个不存在的点a。这讽刺就是逃避现实，
不敢面对黑暗的作家。

《示众》里的看客对巡警牵着的犯人一点也不关心，只是想
挤进去看热闹。我感到着实可笑，他们冷漠、麻木、愚昧，
他们有的是孩子，有的是大汉，都莫名其妙地挤了进去。

鲁迅笔下的人们，让我们醒来了，让我们的思想醒来了。自
己想做好的事，就如改革中国一样，是一场持久的战斗，有
敌人不断地进攻，也有我们重新站起来的时候在重重灰暗之
下，努力地打破常规，去追寻我们充满希望与光明的远方，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彷徨的读后感悟篇四

鲁迅，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是的，他就是揭露世人真面
目的'鲁迅，他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带领一批批莘莘学子
走上了真理与正义的道路，是当时的一位伟大的文学大师。

在恶势力面前，他决不妥协；在人民面前，他俯首甘为牛马。
这就是鲁迅，原名周树人。他用他的笔写下一篇篇引人深思



的小说、杂文，我就在假期读完了一本合辑——《呐喊·彷
徨》。

一声来自铁屋的呐喊，充满了鲁迅救国救民的希望，《呐喊》
来由与此密切相关。

《狂人日记》是《呐喊》中的一篇代表之作。小说里的主人公
（狂人）对周围的事物十分敏感，并且不由自主地产生错觉
与幻觉，感到自己时时处于被迫害的境况下，于是不断产生
疑虑与恐惧，心绪不宁。作者的小说里的狂人正是这样的。
他看透了这个“人吃人”的世界，惶惶不可终日。这篇小说
不算很长，却揭露了当时社会的腐朽与封建压迫。

《彷徨》是鲁迅的另一篇“黄金之作”。这篇小说描述了一
个当时社会的黑暗、残忍，是大家看见世人真面目。作者用
自己的思想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了幽默辛辣的讽刺，包含的是
他的一颗幽愤深沉的爱国之心。《祝福》也算是《彷徨》中
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篇小说描述了一位农村的低层劳动
妇女——祥林嫂的悲惨遭遇。作者用包含同情的笔墨写出了
她的不幸，抨击了当时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朽！

祥林嫂的不幸从她嫁给比自己小十岁的丈夫开始，她还有一
个严厉的婆婆。丈夫死后，她便以逃跑的方式挣脱苦境。她
来到鲁四爷家做女佣，这是一种受剥削的奴隶生活，然而她
却很满意。祥林嫂的结局故然是很悲惨的。封建传统不仅剥
夺了这个善良而又劳苦朴实的劳动妇女生前的一切，而且竟
残酷到使她的终身幸福不能自主，悲惨地度过了一生。

彷徨的读后感悟篇五

在书城的那一夜，我彻夜未眠，却不再彷徨。吃完晚饭后，
我和妈妈吵了一架，两人唾沫横飞，互不相让。吵了许久，
我口干舌燥，摔门而去。口袋里还有一点钱，我去了24小时
书城。我找了个靠窗的好位置坐了下来。这里可以看见月光，



古朴的桌子上，还摆着一本鲁迅先生的《彷徨》。

我很快的平复了刚才激动的心情，点了杯咖啡，翻开扉页，
鲁迅先生的肖像在凝视着我。翻开正文，细细的品读起来。
混乱的时代，战火和硝烟，黑暗和死亡，蒙蔽了当时人们的
双眼。鲁迅先生笔下“彷徨”的人们，有的无知愚昧，迷信
无能；有的欺压百姓，鱼肉乡邻；还有的消极无求，彷徨一
生。《彷徨》和《呐喊》，都是鲁迅早期的作品，反映了当
时无知无能的人们生活在黑暗社会的现实。而正是这部经典，
能启迪后人，使人不再彷徨。

我决定了：不再彷徨！轻轻地把书放回书架，静静地品完剩
下的咖啡，再真诚地向母亲道歉。不能再彷徨了。

一缕月光，一本好书，一个启示，使我寻回真我，不再彷徨。

彷徨的读后感悟篇六

《彷徨》是鲁迅目击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的“分
化〞，一方面披露了妥协性，又一方面正在“转变〞，社会
的力量需要有人领导!然而曾被“新文化运动的〞所唤醒的青
年知识分子那么又如何呢?在这样的追问下，产生了《彷徨》。
在这方面，主要表现了那些从黑暗中觉醒，满肚子不平，憎
愤，然而脑子里空空洞洞，成日以不平与牢骚喂哺自己的灵
魂，但同时肩负着旧时代的重担，偏见，愚昧，固执，虚无
思想，冒险主义，短视，卑怯，这样的人们。

《彷徨》中有不少热情向光明的人物，但这些人物也不少缺
陷，梦想着深山大泽丛林伏莽的“消生〞。现代人不能没有
缺陷，因为现代人是前代人的后代，而且是长期被压迫下的
人们的后代，又是被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包围，被种种偏见
与愚昧包围。但是，鲁迅并不以为这种缺陷是“命〞定的，
是天老地荒终日如斯的，正因为他并不信永远会如此，所以
他要无情地剥露这些缺陷的所以然与根源，也正因为他不信，



所以他借着“无有〞写他的渴望，而《离骚》的句子“路漫
漫其修远今，吾将上下而求索，〞正是他的渴望的暗示。

《彷徨》中的每一篇文章，无不表达鲁迅此时“彷徨〞的心
情。吕韦甫将生活的种种辛酸与坎坷从酒楼上带进读者的心
间，清楚看到两个字：无奈。这种“无奈〞充满着他的生活，
使他“飞进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这不就
是鲁迅自己的遭遇吗?生活象一潭死水透年出一点生机，所有
的一切都“织在蜜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找到出口，
正是鲁迅的信念，然而此时他却只有“不以深冬为意〞的气
概，只可惜理想与现实隔着遥远的距离。但鲁迅是不会止步
的。他的一生，就是不停地改造自己，实践自己的一生，也
是不停地追求光明与真理的一生。黑暗的社会对人来讲是无
所谓希望的`，即使有几位肯挣扎一下的都被滚滚的洪流冲散、
淹没。只有鲁迅深信前方一定是有希望的，无论这希望是多
么遥远，多么渺茫。

抚慰。每个时代都需要这样“铁肩担道义〞的勇者，独立潮
头，振臂呼喊，这样，时代才有希望，历史的车轮才能向前
推进!

彷徨的读后感悟篇七

《彷徨》是我国现代比较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的作品。鲁
迅爷爷写小说多用辛辣笔调讽刺当时的反动派。这部小说集
有十个小故事，每个故事都蕴含深刻的意义，都让我叹为观
止。因为本人水平有限，不宜篇篇俱到，所以挑选自己印象
比较为深刻的一个故事来谈点自己的感受。

故事名叫《祝福》，主人公为四十多岁的女长工祥林嫂。故
事起初阶段，祥林嫂在鲁镇还是一个十分受欢迎的人，后遭
不幸——丈夫得瘟疫死了，儿子也被狼叼走了，一个幸福美
满的家毁了。于是她被鲁镇的人视为丧门神，没有人愿意接
近她，更没有人同情她。她无依无靠，对人世间没有了半点



念想，比较后自杀了。

为什么祥林嫂在遭遇不幸后不仅得不到应有的同情反而会不
受欢迎呢？为什么祥林嫂要自杀呢？这便是我要探究的问题
了。

但是，故事中的鲁四老爷可不这样想——祥林嫂丧了家室是
不吉祥的，有些事是不能让她做的，祭祀是一项神圣的作业，
再看祥林嫂笨手笨脚，万一打破用具可不得了。既然这个祥
林嫂碍手碍脚干不了什么事，还得白吃我的粮食，不如重新
找个干活的好手。

祥林嫂不明白自己怎么就被鲁四老爷这正人君子厌恶了。封
建礼教使她相信自己是肮脏的。于是糊里糊涂去捐门槛，想
要赎回一个清白的名份。孰不知被寺庙里一群贪财好利的小
人，榨干了所有的积蓄，名声还是臭的。

当祥林嫂拖着疲惫的身子从寺庙走向她的“家”——鲁四老
爷的宅院时，这个家的大门已经被鲁四老爷严严实实地关上
了。

终究，祥林嫂被鲁镇上她以性命相托付的、的“亲人”——
鲁四老爷抛弃了！

活人对这个问题实在很难理解，鲁迅在祥林嫂强大的眼神力
量逼视下，慌张地搪塞道：“应该可以吧。”就急匆匆地离
开了。

对祥林嫂而言，活着已经没有任何念想了，死就是一种解脱。
死后是怎样的生活无从考证。读到此处时，我由衷祝福祥林
嫂在九泉之下能与家人团聚。

祥林嫂的悲剧是整个封建社会的悲剧，祥林嫂是封建等级制
度、封建礼教的牺牲品。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过去，好像不可



思议，但事实就是那样。

读了《祝福》这篇故事，我觉得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很幸运也
很幸福。我们应该努力学习的姿态，来珍惜当下这自由、平
等、公正、法制的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