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光鲁迅读后感 白光的读后感(优秀5
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
才合适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白光鲁迅读后感篇一

全文刻画了一个因科举考试落榜而发疯而死的应试者形象，
深刻揭露了旧科举制度对人的毒害。结尾处表现了科举制度
下文人的悲哀。陈士成双鬓已斑白却仍屡屡落第，连秀才都
不曾中，于是精神出现异常，听到奇怪的呼唤声（是他的幻
觉），于是就在这种折磨下自杀于河中。这篇文章有意写得
阴森恐怖是为了批判当时不合理的考试制度，揭露不中第的
读书人的悲惨命运。

白光鲁迅读后感篇二

在鲁迅先生的小说中，《白光》一篇很有些特别之处。《白
光》的内容比鲁迅的其它小说如《药》、《祝福》、《**》
等更为难解，无论是从题目还是从内容来看，都有些诡秘的
意味在其中。

“白光”到底是何物，它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在将小说读完多
遍后，我仍无法彻底弄明白这个问题。“白光”在文中共出
现了三次，我感觉“白光”这一意象在文中并非只有固定一
义的，每一次出现时的象征意义都异于前一次。

白光正式出现之前，其实已有了迹象。文中写道“月亮对着
陈士成注下寒冷的光波来，当初也不过像是一面新磨的铁镜
罢了，而这镜却诡秘的照透了陈士成的全身，就在他身上映



出铁的月亮的影。”这是陈士成在院子里寻求清净时出现的
现象。这种“铁的月亮的影”也会是白的光，后来还有“今
天铁的光罩住了陈士成”。由此可见，白光的产生是与月光
有关的，白光最初的形象就是月亮或月光。月光本来也没有
什么特别之处，但陈士成在失落以致绝望的心理状态下看过
去，却感到月光是铁一般的光。“铁的光”给了陈士成一种
冷清以至寒冷的感觉，但同时“铁的光”也充满金属的质感，
同样有着对象征财富的贵金属银的预示。白光是吉光，还是
凶光?或者说我们还不能从吉凶两个方面来简单论定白光的性
质。白光的复杂性在它正式产生之前已经有所揭示了。

陈士成在前程无望的情况下，想起了祖上传下来的藏有银子
的谜语。这是祖母在他“十岁有零”纳凉的时候告诉他的。
也是在此时，白光第一次出现了，白光的形象“如一柄白团
扇，摇摇摆摆”。从丰子恺老先生为此篇小说所作的一幅插
图中，我得到了对白光形象的一种理解：白光的形象极像是
祖母在纳凉时手中所拿的团扇。白光从月光中而来，化为了
祖母手中曾有的团扇形象;在摇摇摆摆中，白光仿佛在重复着
祖母的话“陈氏的祖宗是巨富的，这屋子便是祖基，祖宗埋
着无数的银子，有福气的子孙一定会得到的罢”。此时的白
光是祖母的团扇，是祖宗的恩泽，是指引陈士成走向发达的
祥瑞之光。但第一次出现的白光很快便消失了，吉光的短暂
也似乎昭示了某种易灭而难以达成的愿望。

白光鲁迅读后感篇三

《白光》真真切切的讲述了在那个时代进京赶考的陈士成，
一个描写得非常详细的，一个人的心理变化，当时这个陈士
成进京赶考了很多年。直到那一年他又一次落榜了他在发榜
的时候，从头到尾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的找自己的名字，可是
没有找到。他那种沮丧的心情，是万念俱灰的，仿佛要晕过
去了一样，看到世界上的一切万物，都是茫然的，感觉到失
落极了。



当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家的时候心情非常的糟糕，村
子里的人们也已经习惯了，也不知道对于赶考的落榜的人怎
么安慰，夜晚的时候，人们静悄悄的休息了。只有月亮陪伴
着陈士成，他看到一缕白光，他在绝望当中找到了一丝渴望，
那就是多年前的回忆，当时他们家庭有多么的富裕。

想起祖辈们给他留下来的一份保障，凭着他的意思记忆，有
了一些新的希望。于是他拿起锄头开始在自家寻找着藏了很
久的宝藏。

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出来。依然是那块儿地，找出来的却是一
个下巴骨，一个烂骨头。她看着那烂骨头，仿佛在嘲笑他。
令他毛骨悚然，他绝望了，彻底的绝望了。但在绝望的那一
刻，他又看到了一个白光。

心里仿佛又听到了一个声音，这里没有，山里有。于是他又
走进了山里，寻找着。可是呢，第二天清晨，人们在湖里发
现了他的尸体。连一丝衣服都没有，这个故事真的是令人深
思。

主人公陈士成最后走的时候连衣服都没有，好可怜，给他入
土为安的，不是家人，亲人，而是太保。

听了这个故事以后，我真的是为当年的陈士成而感到悲哀，
这个故事充分的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年以前进京赶考对于能
考上状元的那一种期望，内容，深思。听到这个故事呢，为
陈士成进京赶考的那一种执着而有些感动，然而更多是一种
失落。在当今的社会当中，很可能也有这样的人。执着和坚
持是对的，但人们的思想还是要开阔一些，条条大路通罗马，
我们不能在这一条路上走到头，我们有很多的事业，会让我
们做。其实那个年代的城市，它不是像乞丐那样可怜，至少
还有祖宗留下来的房产。

还有他的一些好邻居，甚至还有他的一些学生，他不应该有



这样的结局。应该有开阔的视野和心思，如果当年他能有几
位好朋友去关心他，去爱护她，在她失落到极点的时候给他
一些安慰，也不会有这样的结果。

那现实当中的我们。就要有几位好朋友，知心的朋友，在我
们最难的时候，最苦的时候，至少还有一个地方落脚，还有
一颗心可以歇息的地方，还可以有一个诉说的对象。那么他
的世界观就会改变了，他的人生就会有价值了。

白光鲁迅读后感篇四

凉风轻轻地吹着落榜的陈士成，他斑白的短发，深陷的眼睛，
惨白的脸色，已经印证了他的地位——落榜的老秀才。

已经连续十六回落榜的他，看见门口的.七个学童，眼睛中却
只剩模糊，耳边响起了话，不由自主的喊出了：“这回又完
了。”其实，这句耳边的话，不也就是他自己的心声吗？一
次又一次的失败，已经彻底摧毁了陈士成的精神。他疯了。

在夜里，月亮投下一阵白光，照在陈士成的家里，只有一片
空洞和惨白。陈士成的耳朵里又响起了那不可捉摸的声音。
而疯了的陈士成已经不晓得这只是想像，根本没有财宝。陈
士成就在这一片白色的月光下，疯癫的用锄头刨开自己
家“寻宝”，又随着这一束白光跑向了西高峰寻找所谓
的“财宝”，最后活活淹死在了一片水塘中，十个手指甲中
扣满了河底的泥沙。他疯了。他疯狂的死去了。

陈士成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他死的时候也只是个十六次未
上榜的“童生”。他一辈子都在幻想着有一天的金榜题名，
有一天的雍容华贵。可惜这是旧社会，他只能一辈子致死沉
沦在了封建的疯狂的科举制度中。

他疯了。不是陈士成疯了，而是旧社会的科举制度疯了。



白光鲁迅读后感篇五

“白光”到底是何物，它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在将小说读完多
遍后，我仍无法彻底弄明白这个问题。“白光”在文中共出
现了三次，我感觉“白光”这一意象在文中并非只有固定一
义的，每一次出现时的象征意义都异于前一次。

白光正式出现之前，其实已有了迹象。文中写道“月亮对着
陈士成注下寒冷的光波来，当初也不过像是一面新磨的铁镜
罢了，而这镜却诡秘的照透了陈士成的全身，就在他身上映
出铁的月亮的影。”这是陈士成在院子里寻求清净时出现的
现象。这种“铁的月亮的影”也会是白的光，后来还有“今
天铁的光罩住了陈士成”。由此可见，白光的产生是与月光
有关的，白光最初的形象就是月亮或月光。月光本来也没有
什么特别之处，但陈士成在失落以致绝望的心理状态下看过
去，却感到月光是铁一般的光。“铁的光”给了陈士成一种
冷清以至寒冷的感觉，但同时“铁的光”也充满金属的质感，
同样有着对象征财富的贵金属银的预示。白光是吉光，还是
凶光?或者说我们还不能从吉凶两个方面来简单论定白光的性
质。白光的复杂性在它正式产生之前已经有所揭示了。

陈士成在前程无望的情况下，想起了祖上传下来的藏有银子
的谜语。这是祖母在他“十岁有零”纳凉的时候告诉他的。
也是在此时，白光第一次出现了，白光的形象“如一柄白团
扇，摇摇摆摆”。从丰子恺老先生为此篇小说所作的一幅插
图中，我得到了对白光形象的一种理解：白光的形象极像是
祖母在纳凉时手中所拿的团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