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日出的读后感(实用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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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
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日出的读后感篇一

读完曹禺先生的《日出》，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这种感
觉，不是令人感到振奋鼓舞的，也不是令人感到欢欣愉悦的。
或许，戏剧《日出》给我带来的更多的是对剧中人物以及他
们所处时代的深刻反思。《日出》是以旧中国三十年代的大
都市为背景的，塑造了在这个大背景下生活的各类人。它虽
然只是一部话剧，但是却让我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因为在读
《日出》时，我与剧中人物仿佛沟通了起来，与他们有共同
的痛处。在这里，不得不说，这便是曹禺先生戏剧的一大魅
力吧。

在《日出》的第一幕的第四段里，便有对剧中女主人公的一
段描写“她爱生活，她又厌恶‘生活’，她认定自己习惯
的‘生活’方式，是残酷的桎梏。她曾试着逃出去，但她像
寓言中的金丝笼里的鸟，失掉在自由的天空里盘旋的能力，
她不得不回到自己的丑恶的生活圈子里，却又不甘心这样活
下去。”读完这部话剧后，便发现这段话对陈白露的描写十
分贴切。

其实，《日出》中，不仅仅只刻画了陈白露，小东西，翠喜
的悲剧，还深深刻画了黄省三的悲剧。黄省三是大丰银行的
小录事，他在银行没做过一件错事，总是天亮就去上班，夜
晚才回来，他一天干到晚。可是，这样一个安分守己的人，
也免不了被下岗的命运。因为归根结底，是他身后没有人撑
腰。在第二幕最后与李石清的对话中，他愤恨地说:“你们真



是没有良心哪，你们这样对我，——是贼，是强盗，是鬼呀!
你们的心简直比禽兽还不如——”恐怕，这便是处于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里的小人物的集体不满的一种发泄吧。

在戏剧《日出》里，金钱是至高无上的，换句话说，在三十
年代里或者说在旧中国里，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是以钱为基础
的，有多少钱，便在社会上有多大的支配力。《日出》里便
狠狠地揭露了金钱的可怕之处，它使人深陷其中，然后又让
人悲凉死去，所以，我认为，《日出》也唤起了人们对金钱
的厌恶吧。

《日出》揭露了那个社会的黑暗面，唤醒了人们的良知，告
知人们黑暗不会停留太久，太阳迟早会出来，给予了那个时
代的人们极大的信心，让他们有了生活下去的勇气。这便是
《日出》，一部极具现实意义的经典话剧。

日出的读后感篇二

破晓

夜快尽了，天穹的眼泪散发出朦朦胧胧的点光，天际尽头，
只有几只飞鸟渐渐消失在视线中，空中嵌月，也被飘来的烟
云遮掩，接着升起一道鱼肚白。湖畔一名青年站在发亮的黛
石上，对着湖心大吼，似乎想发泄内心的压抑，接着倒在石
上，分明可以看到他眼里的泪珠。

前奏

天亮了，却不那么彻底，湖浪依然拍打着岩石，响起光明的
前奏，空气中弥撒着清冷的气息，不肃杀，也不冷漠，只是
那么清爽，载着泥土的芳香。竹林沙沙。

青年坐在黛石上，背对着太阳升起的地方，静静地望着湖面，
一言不语，仿佛世界只有他一个人。



柔阳从山背升起，驱退了所有的黑暗，载着生命的热情，稀
释寒冷与肃静，青湖鳞动，一眼便透过书面畅游的鱼儿，它
们好像也还睡眼惺忪哩。

男青年忽然抬头，望着身后的艳阳，眼神忽然变得有光，忍
住泪水走向身后的小径。

这就是光明的解脱，东方的日出，没有欧洲的情怀，也没有
法式的浪漫，只是那么朴素，只是那么朴素，却因那些年轻
的醒悟，才迎来世界最美的破晓。

日出的读后感篇三

品味完一本名著后，想必你有不少可以分享的东西，此时需
要认真地做好记录，写写读后感了。你想好怎么写读后感了
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曹禺的《日出》读后感，供大
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曹禺的戏剧《日出》可读性很强，和《雷雨》相比，“戏剧
味”适度降低了一些。换句话说，《日出》更加贴近生活，
磨滑了大部分戏剧中的巧合性，涉及了更多性格各异的人物，
并没有将焦点全部集中在一人或两人身上。字里行间充斥着
生活的无奈，渗透人性本质，使其不依靠浓烈的戏剧性，却
能牢抓读者的“胃口”，或深深同情一个，或强烈憎恶一个。
这魅力背后，理由很多，吸引我个人的，最主要的有两个方
面。

其一，曹禺对人物的细腻刻画，人物性格的饱满度加强了我
们对它的印象，令人爱恨交织。一部成功的作品，人物的刻
画尤为重要，可以通过语言、形态、动作、心理等表现手法
来描绘人物，塑造其形象。在《日出》中，这独特的话剧体
裁决定了作者需要更深层对人物形象进行提炼，他需要将人



物的性格特点凝练到人物语言中，以语言见想象其外部动作
与心理动作。

陈白露算得上是此剧的一个中心人物，为了生活，逐远曾经
天真可爱的自己，降落在这纷浊的世界自毁性地生活。但是
在其他面目狰狞自我放荡的“朋友”中，她的内心依旧
是“白净纯洁”的。正如她以往的名字，竹均，如此清秀澄
澈。也正因这层潜在的善良与纯白，她对于自己的生活充满
自嘲，不甘于显示却又认命于现实。

陈白露的这些特性，我们皆从其语言可推敲。在和方达生的
对话中，自嘲的味道尤为浓重。方达生对她的住所、交往之
流等生活现状表现出不满时，她的言语往往会表现得异常刺
人。在我看来，这是逃避式的自我保护，她将方达生逼入尴
尬的一隅，防止方达生再说出刺伤自己的话。而这种反应算
得上是本能。她无法忍受无邪年少时的朋友指责她的生活，
这只会让自己陷入更深的痛苦与绝望，她唯一的方式是逃避，
所以以尖刻与挑衅堵了方达生的嘴。

原文中：方达生 （望望女人，又周围地嗅嗅）这几年，你原
来住在这个地方？

陈白露 （挑衅地）怎么，这个地方不好么？

方达生 （慢声）嘿——（不得已地）好！好！

除此，陈白露的性格中还有些调皮的成分。在我看来，这是
她在风尘中前些年摸爬滚打不至于彻底毁灭的一个重要点，
这不应该是她本身就具有的，而是在杂乱尘世中后天生成的，
这个调皮多少有些戏谑人生的味道。它因纷浊世界而衍生，
也同时支撑了一副皮囊苟活于这纷浊世界。这也似是大多数
交际女子的共性，在陈白露身上显露，并没有妖娆风情的感
觉，反而杂糅丝许可爱可怜与凄凉，也不可避免地混杂着久
经世故。这个调皮成分在陈白露与方达生的对话中可触摸到，



还有第一幕中与潘月亭的对话中也可感受到。

其二，整个剧本虽然涉及人物众多，但是整个氛围或是故事
情节有一脉相承的贯穿性，一片黑色，在黑色中期待日出，
却在日出后长睡。在陈白露所居的旅馆中，正如王福升所发
的牢骚“有太阳又怎么样，白日还是照样得睡觉，到晚上才
活动起来。白天死睡，晚上才飕飕地跑，我们是小鬼，我们
用不着太阳”一样，永远是黑色的背景色，只能傻傻地无望
地期待某个“日出”。金八爷如鬼魅一般存在于每个人物的
恐惧中，森然恐怖，在这令人窒息的生活中似是那一阵阵令
人更加无望的阴风。而无论是陈白露、翠喜还是李石清、潘
月亭，抑或是黄省三、小东西，他们的生活命运都应承了诗
人的那句诗“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
我们的，我们要睡了”。陈白露渴切自由的，却葬于命运的
阴霾，直至吞药结束生命。李石清饱受羞辱、穷困和辛酸，
却又不得不为了一家老小的生计逢迎位居其上之人。在我眼
中，他已深度分裂，用鲁迅先生所用词“卑怯”形容质变后
的他是再好不过，有羊一样的怯懦，又有狼一样的凶狠。黄
省三是整幕喜剧中悲剧色彩最浓重的一个人物，在他的生活
里，被欺诈，被压迫，连期待日出的力气也是奢侈的，在李
石清的面前他显得如此卑微，请求都显得那么颤抖。最后无
望的生活给了他一条用鸦片毒死孩子的路，这也是最压抑最
绝望的一个结局。如阿q性格的王福升卑劣，卑躬屈膝的小人
样，欺负小东西时盛凌模样，都深化了生活的'灰色与窒息。
所有的人物中，除了方达生能让人看到一丝希望，其他的都
被阴霾覆盖，他善良纯真，不被淤泥所沾染，他最后的离开
在我看来也是一种探索——对新生活的探索，他是唯一一个
没有长睡的人。

以上是我对戏剧《日出》的简单理解，由于篇幅关系不能分
析每个人物，但是必须补充一句，在曹禺的戏剧中，每一个
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无论主配角，都是字字斟酌刻画出来
的，正因此，才会有大的魔力，让读者难以忘记每一个形象。



其实在看戏剧《日出》之前，我先接触的是曹禺先生由戏剧
改编的电影剧本《日出》。对比而看，两者面目大有不同，
各有韵味，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体裁的不同。整体的魅力
上，虽然我更加倾向于电影剧本，但是平心而论，戏剧特限
于舞台上表演，而电影却可以让表演空间更加开阔，在很大
程度上两者并没有可比性，比了便是对戏剧《日出》的不公
平待遇。但在陈白露的形象塑造上，电影剧本比戏剧版本的
进一步含蓄细腻饱满。戏剧《日出》第一幕结束，陈白露的
性格特点与内心矛盾我们稍加分析就会感受到，但曹禺在后
几幕中（主要是第四幕）通过方达生的话将陈白露的主要特
点都一股脑儿说了出来。就我个人喜好而言，这么做有些多
此一举的嫌疑。而在电影剧本中，并没有如此直白的概括过
陈白露，但是形象的轮廓也是十分明了的。

日出的读后感篇四

从德富芦花写的《大海日出》中，我看到了那瞬息万变的自
然景观。在文中，海洋风景由四大元素构成：天空，海浪，
光线，礁石。正如文中所说，“眺望东方的天空，沿水平线
横卧着一条熏桦木色的长带，在它的上面，是深蓝色的天空，
一痕弦月宛如金色的弓挂在天幕上。那清澈的光辉，好似在
守护着东海。左边黑黝黝的探出物是犬吠岬。”这是日出之
前的景色，太阳尚未升起，只有清冷的月光散下。

后来，太阳终于升起来了，“东方的太阳喷射出金光，忽然
间，一点猩红从大海的边际浮起，可惊可叹！太阳出来了，
不容生得此念，呼吸已紧紧屏住，只见那擎日的海神之手，
一动也不动，那浮出水面的红点就在一瞬间拉成了金线，拱
成了金梳，又收成了金蹄。”太阳升起时的金黄绚烂与升起
前的幽蓝沉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恍若身临其境，让人为
之陶醉。

神奇的大自然，让我们沉下心来，睁大眼睛，去发现她那无



穷无尽瞬息万变的美吧！

日出的读后感篇五

《日出》创作于1935年，该剧以交际花陈白露为中心，描绘
了日出之前高级旅馆与下等青楼内黑暗的社会生活，揭露了
旧中国剥削者的荒淫和残暴，剖示了被压迫者的痛苦和悲惨。

在《日出》中，反复出现着这样一句话：“太阳升起来了，
黑暗留在了后面。但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不禁
让人觉得无比的悲哀与无奈，在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
世界里，无论是奢侈糜烂的资产阶级，还是为生活苦苦挣扎
的小人物，都在黑暗中生活忙碌，太阳照不进他们存在的阴
暗角落，感受不到阳光的温暖，展露出的或是人性的丑恶与
扭曲，或是对不公世界的控诉和无可奈何。

陈白露，这个处于社会边缘的青年女性，她的名字似乎就暗
示了她的命运。她是黑夜里一颗晶莹的露珠，弥漫的夜气给
她蒙上一层污垢，但她的内心是纯洁的，透明的，盼望着日
出，向往在阳光下一展清亮的光辉，可没等太阳出来，就消
失了。陈白露的性格中交织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作为一个交
际花，我们看到腐朽的生活给她的性格打上的烙印。她抽烟、
打牌、喝酒、嘲弄着男人，以至有人说她是“玩世不恭、自
甘堕落的女人”。但有时她做事又是那么的认真，她清醒地
认识到自己正在一步步地走向黑暗的深渊，但却陷在物欲的
享受中难以自拔。曹禺先生这样评价陈白露：“她才二十三
岁，时而像是久经风尘，时而又像单纯的少女；时而玩世不
恭，时而满腔正义；时而放纵任性，时而感伤厌世……”她
是出身在“书香门第”的“高才生”。

在堕落风尘前，还是社交的明星。这一切条件造就了她自尊、
自负的性格。她看不起潘月亭、顾八奶奶、胡四和乔治张那
样的人，明白“这些名誉的人物弄来的钱”并不名誉；但她
又混迹于他们中间，享受着物质上的丰裕生活。她要尊严，



又很骄傲。她的优裕生活明明是像潘月亭那样的人给她的，
但她却说：“我没有把人家吃的饭硬抢到自己的碗
里。”“我的生活是别人甘心愿意来维持的。”“这样弄来
的钱要比他们还名誉得多。”对待潘月亭、乔治张这一行人，
陈白露也并不像一般的交际花那样曲意奉承、唯唯诺诺，反
而可以说是不留情面。在潘月亭面前，她表现得十分任性，
只是为了救小东西才第一次谢谢潘月亭、第一次说他是
个“好人”。陈白露和那些喜欢她的男性之间，与其说
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不如说是征服与被征服、利用与
被利用的关系更为恰当。

陈白露也曾经幻想过幸福而浪漫的爱情，就像许多“未经世
故的傻女孩子”一样“羡慕着自由”、“憧憬着在情爱里伟
大的牺牲”。但她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生活中意外的幸福
或快乐毕竟总是意外，而平庸、痛苦、死亡永不会放开人
的”。应该说她的悲剧是必然的，因为她拒绝的不是爱情，
不是自由，而是普通人的平淡生活。这是“解放”的小资产
阶级知识女性的爱情追求，带有幻想性，并不了解什么是真
正的爱情。既又追求那种海市蜃楼般的爱情，又不懂得爱情
的意义。

所以,婚后的“平淡、无聊、厌烦”，只能是个性思想解放给
她带来的精神悲剧。这位“夕阳天使”，在希望破灭之后，
选择用自杀的方式告别生命，她悲哀地发现：“我救不了小
东西，正像我救不了自己。”

剧中还有许多人物，像“老实、迂腐、怯懦无能”的黄省三，
机敏狡诈又巧于逢迎，最终历尽人生大喜大悲的李石清，相
比于这些在黑暗中生活而混沌着挣扎的人，方达生则让人看
到了一丝天亮前的曙光，他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
明，“……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而且太阳是我
们的，我们正醒着。”在戏剧的最后，他竟然下定决
心：“我只是想有许多事可做的。我们要一齐做点事，跟金
八拼一拼……”尽管可以料想的到这种反抗无疑于以卵击石，



但是我认为一切对时代黑暗的反抗都是从懵懂幼稚走向成熟
清晰的，相对于陈白露的看透一切的厌世与诸多小人物的委
曲求全，方达生不是更能给人一种精神上的安慰与鼓舞吗？
就如夯歌那“浩浩荡荡向前推进的呼声”，呼唤新的世界，
新的文明。

日出让那些背弃阳光的人在黑暗中沉沦，让追求阳光的人向
着光明走去，这并非是空漠的幻想。作者用日出的万道曙光
来照亮世界，来给予人们希望与力量，这是对人性心灵的救
赎，也是对整个民族，整个时代的疾呼与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