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写读后感(通用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
望大家可以喜欢。

简写读后感篇一

《西游记》是我国四大名着之一，它也是我百看不大厌的一
本书。

西游记作者罗贯中，它主要讲述了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
故事。这本书作者刻画了活灵活现介绍的四个人物：唐
僧——一个忠诚的佛教徒，孙悟空——本领高强的降妖斗士，
猪八戒——愚蠢又爱占点小便宜的三师兄，沙僧——心地善
良，唐僧的守护者。这四个人物中，我最喜欢的是孙悟空，
因为他不仅神通广大，本领高超，而且他还不畏强权，爱打
抱不平，对师父忠心耿耿。

看了这本书给我的启发很大。在平常生活中，我遇到困难，
特别是学习上难题，我就缺少了像唐僧师徒那样的执着精神。
我要学习他们认准目标，再大困难，也要锲而不舍，坚持到
底，要相信希望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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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写读后感篇二

《西游记》讲述盘古开天辟地，一颗仙石迸生出的美猴王拜
倒菩提门下，取名孙悟空，苦练成一身法术，却因大闹天宫
闯下大祸，被如来佛祖压于五行山下。五百年后，唐三藏到
西方取经收伏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小白龙作其徒弟。
四人紧随唐三藏上路，途中屡遇妖魔鬼怪，展开一段艰辛的
取西经之旅。

唐玄奘经菩萨指点奉唐朝天子之命前往西天取经。途中路经
五行山收得齐天大圣为徒取名孙悟空，继而在高老庄又遇到
了因调戏嫦娥被逐出天界的猪八戒。师徒三人来到流沙河，
收服水妖取法名悟净，至此唐僧带着三个徒弟历经千难万险，
八十一难，最终来到灵山，玄奘在凌云渡放下了肉身，终于
取回了真经，回到大唐长安，把大乘佛法广宣流布。而一路
勇敢无畏的孙悟空也成为斗战胜佛，八戒、沙僧、白龙马分
别成为净坛使者、金身罗汉、八部天龙马，功德圆满。

西游记创作背景

吴承恩生活在明代地中后期，历经孝宗弘治、武宗正德、世
宗嘉靖、穆宗隆庆、神宗万历五个朝代。明朝中后期地社会
情况与开国之初有很大地不同，政治上阶级矛盾、民族矛盾
以及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矛盾不断激化，并日趋尖锐；思想文
化上启蒙思想兴起，人性解放思潮高涨，市民文学日益蓬勃
发展，小说和戏曲创作进入一个全面繁荣兴盛地时期。经济
上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



因唐太宗贞观元年（627），25岁地和尚玄奘天竺（印度）徒
步游学。他从长安出发后，途经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
历尽艰难险阻，最后到达了印度。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多，并
在一次大型佛教经学辩论会任主讲，受到了赞誉。贞观十九年
（645）玄奘回到了长安，带回佛经657部，轰动一时。后来
玄奘口述西行见闻，由弟子辩机辑录成《大唐西域记》十二
卷。但这部书主要讲述了路上所见各国地历史、地理及交通，
没有什么故事。及到他地弟子慧立、彦琮撰写地《大唐大慈
恩寺三藏法师传》，则为玄奘地经历增添了许多神话色彩，
从此，唐僧取经地故事便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南宋有《大
唐三藏取经诗话》，金代院本有《唐三藏》、《蟠桃会》等，
元杂剧有吴昌龄地《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地《二郎神
锁齐大圣》等，这些都为《西游记》地创作奠定了基础。吴
承恩也正是在民间传说和话本、戏曲地基础上，经过艰苦地
再创造，完成了这部伟大大文学巨著。

简写读后感篇三

《经营与会计》简介：《稻盛和夫的实学：经营和会计》由
稻盛和夫创作，该书从会计的角度表现了作者的经营要义和
原理原则，探讨了为经营服务的会计学，为经营服务的会计
学实践等问题，是日本“经营之圣”献给创业中的企业家和
危机中的经营者的礼物。

《经营与会计》读后感：刚开始接触这本书的时候，只看书
名觉得这是专业性的书籍，对自己没什么意义，有些风马牛
不相及。但是一章章细细读下去，才感觉自己太肤浅，绝不
能仅从标题或者书名去定义一本书的.实质，书中许多章节对
我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和指导作用，特别是一一对应、双重确
认等章节，读到这些细节，我作为一名仓管感同身受。

自己干仓管工作已经三年了，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入库出库的
单据，原材料和成品也是各种各样，品种繁多。记得刚开始
从质检调到仓库干仓管时，面对各种型号、牌号一头雾水，



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各种流程也不熟悉，只能一点一点慢慢
学习。从每天的跟踪领料、退料、来料、接收入库，读后感
熟悉各种原材料型号，来料时仔细清点数量，入库做完单据
再仔细检查审核一遍，做到一一对应，领料时也要严格按照
配料单领取，特殊批号一定仔细看好，双重确认好再领取，
防止出现差错。

成品发货也是如此，从准备待发时的单据，给客户带的样板
样条，再到成品出库，一定仔细认真多次确认再发出，从每
天的入库发货中熟悉各种成品牌号，每月的盘点，对各库库
存中一些不常动的原材料和成品库存挨个仔细地盘查，做到
与账目上的型号、牌号、批号、数量一一对应。就这样日积
月累，每天重复仓库日常工作，使我慢慢的熟悉了仓库工作
的各项流程，也让我懂得了仓库工作的严谨，胜任了这份工
作，一直干到今天。

从下月开始，我即将调入新的岗位，又将面对新的挑战。希
望自己在工作中继续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严格自律，不忘
初心，做一个勇往直前，永不言败的中旭人！

简写读后感篇四

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前夕。生活在南方
的少女郝思嘉从小深受南方文化传统的熏陶，可在她的血液
里却流淌着野性的叛逆因素。随着战火的蔓廷和生活环境的
恶化，郝思嘉的叛逆个性越来越丰满，越鲜明，在一系列的
的挫折中她改造了自我，改变了个人甚至整个家族的命运，
成为时代时势造就的新女性的形象。作品在描绘人物生活与
爱情的同时，勾勒出南北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次
的异同，具有浓厚的史诗风格，堪称美国历史转折时期的真
实写照，同时也成为历久不衰的爱情经典。



简写读后感篇五

《铸剑》的故事源自古书《列异传》和《搜神记》。鲁迅以
白话写文言，把很短的篇幅敷衍成长长的故事，晋人志原本
的古朴诡谲已经消失，简单的复仇原型中充满对人物个性的
阐释和叙事本身的张力。

原本的故事，父子两代的篇幅是大体均等的。而在《铸剑》
中，真正的铸剑者在故事开始的时候业已死去，他的事迹是
通过小说主人公眉间尺的母亲之口交代的。“大欢喜的光彩，
便从你父亲的眼睛里四射出来，他取起剑，拂拭着。然而悲
惨的皱纹，却也从他的眉头和嘴角出现了。他将那两把剑分
装在两个匣子里。

这是庄严的笔调，是魁梧的人格，是反抗者的颂歌。眉间尺
的父亲是真正的英雄，是作为其子的“史前史”而出现的，
故事如此安排已不仅仅是叙事技法方面的问题了，鲁迅的匠
心在于拉开英雄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树立一个理想寄寓之所，
告诉我们真正的安身立命所在。

《列异传》和《搜神记》没有这么明确的目的，因为神迹在
其中是不证自明的，而《铸剑》中的父亲则是鲁迅亲手发明
的神话，是附魅传统经过现代理性反思破灭之后新的(旧的?)
梦想，神话的时代毕竟已粗过去了。

“窗外的星月和屋里的松明似乎都骤然失去了光辉，唯有青
光充塞宇内。那剑便溶在这青光中，看去好像一无所有。”

鲁迅也只能说“看去好像一无所有”。他笔下的英雄人格在
现代题材里几乎没有出现过，涓生，吕纬甫，魏连殳都是失
败的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带着绝望的气息，更遑论闰土和
阿q这些农民们，英雄只在古书里，是(故事“新”编的主人
公)眉间尺(我们毋宁将他看作"现在时”的)父亲，照理说，



鲁迅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就应该时最有资格和最坚定具备审
父意识的人，但鲁迅实在不能够坚定。雄剑溶在青光中看似
全无，正隐约象征鲁迅心底深处对文化，对国家命运虚无主
义的态度。

《铸剑》这个故事毕竟是属于眉间尺的。

眉间尺刚出场的时候，是他十六岁成人的那一夜。此前，他
还是一个懵懂的无知少年，不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这夜，
他在母亲的引导下坚定地告诉自己，“我已经改变了我优柔
的性情，要用这剑报仇去!”

而这个男人的成长历程，是在和老鼠的斗争中体验的。这无
疑是《铸剑》中最精彩的篇章，是鲁迅刻画人物的神来之笔，
让我们不由想起《史记》里的细节种种，酷吏张汤幼年审鼠，
大将韩信少时乞食，秦相李斯读书时更有仓厕之论，司马迁
善于在人物的成长过程中探询其心态、品质对于将来的影响，
撰史之时细微如斯，鲁迅写小说亦鉴此等手法。

他出门了。复仇几乎立刻就要发生，大王外出巡游，人们在
围观。(注意，围观!)“他只得婉转地退避，面前只看见人们
地脊背和伸长地脖子”。而眉间尺却在此时被一个“干瘪脸
地少年”绊倒，“干瘪脸额少年却还扭住了眉间尺地衣领，
不肯放手，说被他压坏贵重的丹田，必须保险，倘若不到八
十岁便死掉了，就得抵命……”这段是典型得鲁迅式得冷峭
幽默，不动声色，讽刺寓于其中。而“闲人们又即刻围上
来(围上来!)，呆看着，但谁也不开口，后来有人从旁边笑骂
了几句，却全是附和干瘪少年的。

”看到这里我们已是明白了八九分，原来鲁迅笔下的对被砍
头的同胞兄弟的漠然围观《呐喊，自序》)，对阿q游街的热
闹围观，和对革命烈士夏瑜的变相围观(《药》中的茶馆议
论)是“古”已有之的!小说一下子从司马迁回到了鲁迅自己。



我们大概可以知道，眉间尺足不能如他所愿去复仇了。他的
生活环境是一个无聊落寞的反英雄的环境，一个消解重大行
动意义的环境，一个人心失衡远重于腥风血雨的环境，尽管
腥风血雨在当时并未缺乏，可是却再也不能造就英雄了。到
此为止，我们该知道为什么鲁迅用那么威严的笔调去写眉间
尺父亲的事迹。

小说本该结束了，可是远远没有。

如果认为鲁迅仅仅事为了照顾故事原型的情节脉络而加上黑
衣义士的情节，不免皮相。黑衣义士在小说中和眉间尺一样，
具有独立自足的出现意义。从他本身的性格塑造来看，远远
不及眉间尺丰满，没有成长史，没有理由，而是一个理念。
此人一出场就可以逼退眉间尺无可奈何的干瘪脸少年，并对
眉间尺说”一向认识你，一向认识你的父亲，”他向眉间尺
要求的只是雄剑和眉自己的人头。情节到这里甚至带了六朝
志怪的神异。

另人吃惊的史眉间尺的表现。这个孱弱优柔的少年解决不了
内心的结和身边的无聊，却在几句简短的询问之后毅然砍下
了自己的头，把父辈的遗嘱和自己的性命都交付给一个陌生
人。

这是鲁迅对原作的屈从?是鲁迅自己也解不开的迷?是鲁迅迷
失了人物的性格逻辑?其实，从那个开头我们就可以看出，鲁
迅在心底是想把眉间尺当作一个英雄来写的。

老鼠，“杀它呢，还是在救它?”确实是一个重大的两难选择。
眉间尺优柔的性格历历在目，接下来就是英雄父亲的故事呈
现，两相对比，着实令人担心。舍身铸剑的父亲和不忍杀鼠
的儿子之间有什么样的契合点呢?眉间尺出门前的这夜一直没
有睡着。或许焦急的读者会想起袁牧的话“古英雄未遇时，
都无大志……”(《随园诗话》)。再想到《史记》、《汉书》
里的英雄们少时都有孱弱、尴尬、胸无大志的经历或遭遇(荆



轲、韩信、张良、光武)，这也许能给眉间尺找到些慰藉。

眉间尺的困境在于没有找到那个让他的性格发生突变的环境、
际遇，而此前，荆轲在易水之畔作别燕丹，韩信、张良在年
少的折辱以后遇到了明主，光武中兴的时候汉室已经走向衰
颓，但仍是群雄纷争可一展身手的时节。“史前史”的眉间
尺父辈的时代，都是可以让具备英雄潜质的人可以突变的时
代，所谓时势造英雄。

而在鲁迅看来，彼时的中国只能如铁屋一般消磨人的灵魂，
用无聊吞噬人的烈志雄心，所以眉间尺的不幸不在于能否复
仇，而在于他是否能完成对于自己人格的追问，改变优柔的
性格，眉间尺面对干瘪脸少年的失败不是自身武艺和体力的
失败，而是人对于当时漠然、颓废的大环境的无耐。鲁迅的
绝望在此不赘言，此时已有论者将这个问题说得很透彻
了。(参见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

黑衣义士是眉间尺突变的一个契机，在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鲁
迅心中的英雄情节实在是挥之不去;既然在现时没有那样的环
境，鲁迅就从“历史”里找来了一个“父辈”;看看他对眉间
尺的教导吧“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
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再加上鸱枭的声音，磷火的
目光，黑衣人和《野草》里那些鬼气森然的意象以及那些意
象背后深沉、晦涩的情感是多么相投啊!黑衣人简直就是粤鲁
迅自己，是《彷徨》小说集里许多个第一人称“我”。眉间
尺的英雄血终于在他父亲的鼓励之下复活了，鲁迅也只能在
这样的义士身上找到希望之寄托了。之后的情节，只是历史
的翻版，鲁迅的任务到此总算完成。

最后想说几句，充当结尾。

鲁迅在此篇小说里是很犹豫的，他没有完全把眉间尺写成懦
夫，可是眉间尺实在缺乏成为英雄的条件。小说的后半部虽
然是黑衣人的衣演，“金殿焚火、三头相斗)，可成全的却是



复仇者眉间尺本人。他刹那的果敢可以让我们说他是一个英
雄么?包括有那么浓郁英雄情节的作者本人?(尽管他说过“然
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
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
英雄。”)鲁迅的犹豫到底是什么样的意味? 看到林语堂先生的
《悼鲁迅》，不觉哑然，骇然，也惘然;，“鲁迅与其称为文
人，不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
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
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这一副活
形也。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
是足以语鲁迅。

鲁迅所持丈二长矛，亦非青龙大刀，乃练钢宝剑，名宇宙锋。
是剑也，新石如棉，其锋不挫，刺人杀狗，骨骼尽解。于是
鲁迅把玩不释，以为嬉乐，东砍西刨，情不自已，与绍兴学
童得一把洋刀戏刻书案情形，正复相同，故鲁迅有时或类鲁
智深。故鲁迅所杀，猛士劲敌有之，僧丐无赖，鸡狗牛蛇亦
有之。鲁迅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路
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挥剑一砍，提狗头归，
而饮绍兴名为下酒。此又鲁迅之一副活形也。”

语堂先生真鲁迅知音也，只是他说“鲁迅终不以天下英雄死
尽，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是说错了。鲁迅杀狗饮绍的时候，
心里该是有无尽落寞悲哀的吧。

《铸剑》是收在《故事新编》中的一篇历史小说。《故事新
编》问世后，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也一再说：

《故事新编》真是“塞责”的东西，除《铸剑》外，都不免
油滑……(《鲁迅书信集》第941页)《故事新编》中的《铸
剑》，确是写得较为认真。(《鲁迅书信集》第1246页)所
谓“塞责”、“油滑”，当然是自谦之词，但对《铸剑》特
别喜爱，却是溢于言表的。这当然绝非无因，《铸剑》的确
是鲁迅交织着自己半生的爱恨、凝聚着自己的全部血泪写成



的。

鲁迅一生最反对两个东西，一个是锦衣玉食、残民以逞的反
动统治者，一个便是卑躬屈膝、低眉顺眼的奴才主义。即使
在自己的《遗嘱》中，他仍这样教导自己的家人：“损着别
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
近。”(《且介亭杂文末编?死》)鲁迅看不起那一套忍辱求全
的折中调和。看不到这一点，不足以语鲁迅;看不到这一点，
也不足以谈《铸剑》。

众所周知，《铸剑》根据的是《列异传》、《搜神记》等古
籍所载的“三王冢”的故事。这则故事本来就充满了向反动
统治者的复仇主义精神。试想：楚王命名铸剑师干将为之铸
宝剑，剑成，不仅不赏，反将干将杀头，这是何等残暴!对这
样的暴君能不报复、能不惩罚吗?干将的遗腹子赤鼻果然
在“客”帮助下，用父亲遗下的雄剑和自己的头颅杀死了楚
王，报了深仇大恨。这则复仇故事，本来就大义凛然;到了鲁
迅笔下，就更加生动感人了。 《铸剑》为何写得这样酣畅淋
漓、大快人心?如前所说，这就不仅有赖于鲁迅对之题材的熟
稔，而更得力于他的半生血火交织的斗争经历了。在回顾自
己的半生经历时，他曾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
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
来。”(《自选集?自序》)怀疑什么?怀疑的就是那些假革命
的者，他们假借革命的名义，杀害了多少无辜而天真的革命
者。他深切地感到：“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
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
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坟?娜拉走后怎样》)辛亥革命实
际上的失败、秋瑾的被杀、袁世凯的大杀“革命党
人”、“五卅惨案”、“女师大事件”直至1920xx年“三一
八惨案”，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血腥屠杀手无寸铁的请
愿学生，鲁迅的学生刘和珍等倒在血泊中……这些“血的游
戏”把鲁迅压抑得喘不过气来，也激发了他的反抗的、复仇
的怒火。《铸剑》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写成的，它是鲁迅革
命的复仇主义的艺术结晶。值得注意的是，初稿1920xx年10



月写成后，他没有马上拿去发表。1920xx年初带到广州后，
他还在考虑，还在打磨。直到1920xx年4月3日，他才正式定
稿、寄出发表了。自然，这篇小说也就表现了他到广州之后
的新的观察、新的体验。而当时的广州，“红中夹白”，共
产党人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已经日益表面化。“山雨欲来风
满楼”，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四一二”、“四
一五”大屠杀已经在酝酿中了。3月20日的广州“中山舰事
件”，舰长、共产党人李云龙的被杀害，正是这场大屠杀的
信号和前奏。具有高度革命警觉性的鲁迅，更有把握地修改、
定稿了他的《铸剑》，一篇优秀的历史小说便这样诞生了。

这篇文章是根据《列异传》、《搜神记》等古籍所载的“三
王冢”的。铸工干将为楚王造剑被杀，其子报仇故事，是
《故事新编》中系列小说中的一篇。这系列小说都是取古代
载籍的材料生发而成的带有传奇性质的历史小说，是鲁迅对
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艺术解释。

楚王命名铸剑师干将为之铸宝剑，剑成，不仅不赏，反将干
将杀头，这是何等残暴!对这样的暴君能不报复、能不惩罚
吗?干将的遗腹子赤鼻果然在“客”帮助下，用父亲遗下的雄
剑和自己的头颅杀死了楚王。这则复仇故事，本来就大义凛
然;到了鲁迅笔下，就更加生动感人了。他用新编的手法把原
本仅仅几百字的文言文，加入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想象，使
文章变得更加生动更加有感染力，我们也应该学习这种写作
手法，向鲁迅先生学习。

在《故事新编·序言》中，鲁迅先生说：

“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
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
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这就是
说，历史小说有“言必有据”和“随意点染”两类。

《铸剑》“随意”点染了哪些东西?这主要表现在：



1. 将“赤鼻”改成了“眉间尺”(根据古文中提到的形容赤鼻
“眉间广尺“)，他是一个刚满16岁的优柔寡断的少年，经过
母亲的教育刚强起来并终于完成报仇大业，其性格有一个发
展、升华过程。

2.将“客”改成了“黑色的人宴之敖者”，他舍己为人，行
侠仗义，是一名光辉的古代侠士的形象。

3.将“楚王”改成了“王”，具有了更大的适应性，也有了
血肉生动的性格：暴戾、荒淫而颟顸。

4.增添了“干瘪脸少年”、众多妃子、王后、太监、老臣、
武士、侏儒等次要人物。

5.设计了生动而完整的情节，特别三头在鼎中啃咬一节为全
文高潮，惊心动魄，眉间尺头的活灵活现更让人拍案叫绝。

6.为宴之敖者设计了四段《哈哈爱兮歌》，更加增强了小说
的艺术感染力。

鲁迅为了表现故事的神奇，在文章中还写了三个人头在金鼎
中互斗的事。“仇人相间，本来分外眼明，况且是相逢狭
路”眉间尺的头死死地咬住楚王的头不放，楚王也不示
弱“王又狡猾，总是设法绕到敌人的后面去。”接下来王公
大臣的描写更为微妙，诡异的神情令人哭笑不得，麻木了的
动作使人啼笑皆非。宴之敖者的头的参与使这个高潮又一次
升华。宴之敖者和眉间尺的头对楚王的一个头“于是他们就
如饿鸡啄米一般，一顿乱咬，咬得王头眼歪比塌，满脸鳞伤。
”在这金鼎沸水之中如此场景正是神奇呀!

之后的事就是王公大臣们的了，他们蠢笨的举动和宴之敖者
和眉间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实宴之敖者和眉间尺是沾
了“楚王的光”，才得以隆重的安葬，和楚王埋在一起。这
时，老百姓们的举动更具有讽刺性，“大出丧” 变成了全



民“瞻仰”的“狂欢节”。全文就在这样一个“似悲实喜”
的讽刺结局中结束了。

文中的眉间尺一开始惧怕老鼠，可到后来却变成了一个在金
鼎中奋勇无比的勇士，他就成了当时中国人民现状的真实化
身，而“奋勇无比的勇士”是鲁迅对中国人民未来的憧憬。
其中的宴之敖者是一个侠客的形象，强烈的复仇的心理在鲁
迅的心中，他就像一个光明的使者，指引革命的前进。楚王
的形象就毋庸质疑了，他暴戾、荒淫而颟顸，代表了罪恶的
国民党反动派。今天我们不需要复仇，只要站在真理的一边，
为新中国的建设做贡献!

《铸剑》是鲁迅先生在八一三惨案发生后写作的小说。文章
主要通过前后两部分对主人公眉间尺为父报仇这一事件进行
了完整具体的叙述。从中揭示了作者对于复仇这一具体事件
的看法。“以头相搏”的复仇的悲剧，最后变成了一出“认
头”的闹剧。本文力图通过复仇者与看客两个角度对“复
仇”这一主旨作一些浅显的分析。

复仇者：在小说中，黑衣人、眉间尺代表了复仇者。小说一
开头就为我们设计了眉间尺与老鼠搏斗的细节，竭力渲染了
复仇者眉间尺“不冷不热”、“优柔寡断”的性格，就连他
的母亲也发出了“看来，你的父亲的仇是没有人报的了”这
样无奈的叹息。而当母亲向他讲述了父亲“为王铸剑”的故
事以及父亲的遗旨时，眉间尺就像一下子长大了一样，“忽
然全身都如烧着猛火，自己觉得每一根毛发上都仿佛闪出火
星来。他的双拳，在暗中捏得格格作响。”此时，“复仇”
的思想已经深深占据了他的内心，渗入到他的灵魂中去了。
于是，他坦然宣布：“我已经改变了我的优柔的性情，要用
这剑报仇去!”而在复仇的过程中，当黑衣人向他索取剑和头
时，他也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金鼎，他与国王
的较量，更使他的复仇精神得到了升华。

与眉间尺相比，黑衣人的复仇精神却超乎眉间尺之上，“仗



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
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给你报
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
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厌恶了我自己。”在这里，我觉
得，黑衣人不仅是在向别人复仇，也是在向他自己复仇。当
黑衣人看到金鼎中，眉间尺的头不敌王的头时，便毅然砍下
了自己的头，来帮助眉间尺，“待到知道了王确已断气，便
四目相视，微微一笑，随即合上眼睛，仰面向天，沉到水底
里去了。”

而这种悲剧性，我认为，在眉间尺身上体现得更为浓厚。眉
间尺可以说是一个根本毫无复仇能力的孩子，而父母却把这
样的深仇大恨加在了一个还不成熟的孩子身上，这本身其实
就是一种悲剧，也是对复仇精神的一种嘲弄。为了复仇，他
所能做的只是先杀了自己，使自己首先成为自己的一种复仇
工具，由复仇的主体异化为一种复仇工具。而让人悲哀的是，
作为复仇工具的他，却连做工具的资格也没有。最后，只能
再一次借助眉间尺的帮助。

此外，从看客的角度来说，在《铸剑》中，还有许多闲人，
他们就是那些所谓的无聊的看客。从群众无赖少年到王宫贵
臣、王妃、太监，这些人无不在眉间尺复仇的过程中扮演者
看客的角色。他们的无知、愚昧、自私无不在文章中表现得
淋漓尽致。当眉间尺初到王城时，看到拥挤的人群，他“欲
觉到将有巨变降临”，而众人所等候的巨变，不是别的，却
是王的出游。“忽然，前面的人们都陆续跪倒了”，这不禁
让我们想到了“奴性”这个词。而对王公大臣、王妃等人物
的描写中，“上自王后，下至弄臣，骇得凝结着的神色也应
声活动起来，似乎感到暗无天日的悲哀，皮肤上都一粒粒地
起栗;然而又夹着秘密的欢喜，瞪了眼，像是等候什么似的”。
把他们平日谄媚逢迎的嘴脸描绘得淋漓尽致。在打捞国王头
颅的过程中，王后、王妃过早的痛哭，进一步加强了文章的
讽刺性。



文章最后，三王并葬的那一天，“城里的人民，远处的人民，
都奔来瞻仰国主的大出丧”，“道上挤满了男男女女”，群
众竟然把国王的“大出丧”变成了自己的寻找笑料和新鲜
的“狂欢节”，或者说“嘉年华”，这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原本神圣的复仇却成了看客眼里无聊的谈资和笑资，
复仇的意义被完全消解和颠覆。正如文中的一句话，“血痕
也被舔静”，真的是不留下一丝痕迹。

我想，鲁迅先生写这篇文章无疑是对这种复仇的方式提出了
自己的疑问，或者说是质疑。虽然在感情上，我想，他应该
是倾向于复仇的，复仇者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其生命价值要
明显高于苟活着。但即使如此，他还是用犀利的眼光，将复
仇在这种现实下必然失败和无意义揭示给了我们。我想，这
也应该是他对八一三惨案这一事件的一个总结和反思，鲁迅
先生不主张用牺牲自己这种方式去复仇。虽然心痛，但仍不
免正视现实，绝望地反抗，我想，这应该也是他写这篇文章
的目的吧!

这是一个关于复仇的故事，一个血淋淋的故事……

最初，眉间尺和其他十六岁的男孩一样，天真、单纯，对这
个世界谈不上怎样热爱，却绝对不会厌恶。他并不勇敢，竟
然惧怕一只老鼠;他有爱玩的心性，重复地做着捉弄老鼠的运
动;他有一颗善良的心，在看到老鼠在水中的痛苦样子时，会
去拯救它，也会在自己踏死了老鼠后产生罪恶感。一切都是
那么真实、美好，这样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年，多么希望他可
以继续轻松地生活下去。

但是，因为作为一个有杀父之仇的少年，他从一出生就背负
着报父仇的使命，他就是为复仇而生的。

母亲在看到眉间尺的优柔寡断时，决定告诉儿子关于父亲的
血海深仇。眉间尺听后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愤怒——“忽然全
身都如烧着猛火，自己觉得每一枝毛发上都仿佛闪出火星来。



他的双拳，在暗中捏得格格地响。”任一个怎样坚强的少年，
在毫无准备下听到这样一个消息，都是难以接受的。然而意
识上的觉醒并不代表其行为上的成长，他只是在没有预兆的
情况下才马上下定了复仇的决定，这样的愤怒是不能一夜之
间就改变这个孩子天生的性格，他除了父亲留下的那把雄剑，
就没有强大的复仇的行为能力。而母亲没有给他选择的权利，
仅留下一句“你从此要改变你的优柔的性情，用这剑报仇
去”。那一夜他辗转难眠，母亲在长夜中失望的轻轻长叹，
其实也正是眉间尺内心中真实的迷茫的写照，可是父仇必须
报，这是他生命中应当承受的责任，容不得他的选择。从此，
眉间尺踏上了复仇的不归路。

他就不是为报仇而报仇，而是通过为父报仇而寻找自己的父，
自己的精神之父。每个人都需要一个精神寄托，那个寄托一
般都是美好的。眉间尺也有，但他的寄托是复仇。在他对这
个世界还未有太大的认识的时候，他便明白了自己是为复仇
而生的，未来就等于复仇。一棵被仇恨之水浇灌的树注定会
开出黑色的花朵。

在复仇的道路上，优柔寡断这个骨子里的性情仍是存在于眉
间尺身上。“他径直向前走，一个孩子突然跑过来，几乎碰
着他背上的剑尖，使他吓出来一身汗”。或许可以这样认为，
如果没有遇到宴之敖，眉间尺的父仇根本无法报成。所幸他
遇到了那个助他一臂之力的人——宴之敖。眉间尺的复仇仅
是他一个人的，而宴之敖则是一个阶级的代表。眉间尺相信
了宴之敖的话，他毫不犹豫地砍下了自己的头，抛弃了自己
的未来去成全一个仇恨。其实倘若复仇未成，那个未来也是
没有阳光的，他的生命早已不单是自己的血肉那么简单了。
高潮是三个人头在金鼎中互斗的事。“仇人相见，本来格外
眼明，况且是相逢狭路”眉间尺的头死死地咬住楚王的头不
放，楚王也不示弱“王又狡猾，总是设法绕到敌人的后面去。
”寥寥几笔就将王的狡诈声动展现出来了。接下来王公大臣
的描写更为微妙，诡异的神情令人哭笑不得，麻木了的动作
使人啼笑皆非。宴之敖者的头的参与使这个高潮又一次升华。



宴之敖者和眉间尺的头对楚王的一个头“于是他们就如饿鸡
啄米一般，一顿乱咬，咬得王头眼歪比塌，满脸鳞伤。”在
这金鼎沸水之中如此场景正是神奇呀!之后的事就是王公大臣
们的了，他们蠢笨的举动和宴之敖者和眉间尺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其实宴之敖者和眉间尺是沾了“楚王的光”，才得以
隆重的安葬，和楚王埋在一起。这时，老百姓们的举动更具
有讽刺性，“大出丧” 变成了全民“瞻仰”的“狂欢节”。
全文就在这样一个“似悲实喜”的讽刺结局中结束了。

这个复仇的故事是沉重的，鲁迅先生想体现的思想也是无比
沉重的,它是鲁迅革命的复仇主义的艺术结晶。他是在向当时
那个黑暗的社会和残暴的专制统治者提出严重的控诉。“真
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那是他的决心，却是那么
地让人痛心。相信宴之敖是鲁迅自己的写照，他是一个弱小
的个体，但这并不代表因为自己的力量弱小，他便放弃。而
王则指可恶可恨的封建官僚，鲁迅用笔代剑扼杀封建势力，
点出百姓当看客的麻木，沉重的敲醒中国人的精神脊梁。他
有穷尽一切同楚王一样的黑暗势力抗争的决心。鲁迅先生也
进行着他的复仇，他的复仇实际上是对人类所遭受到的一切
创伤和迫害的复仇。

《铸剑》是一个复仇故事。

故事上写了主人公眉间尺与闹夜的老鼠折腾了一番。然后他
的母亲跟他讲述了父亲当年帮助国王用神铁铸造了两把举世
无双的神剑，一把是雄剑，另一把则是雌剑，他(父亲)怕国
王会将自己置于死地，所以把雄剑放在家里，自己把雌剑献
给国王。眉间尺听了之后愤怒极了，立刻叫母亲找出雄剑，
发誓明天一早就去替父报仇。

眉间尺在复仇的路上遇到了“黑衣人”，“黑衣人”说帮他
报仇，只要眉间尺头颅和雄剑就可以了。眉间尺很干脆的把
这两把两样“宝物”给了“黑衣人”。



国王在王宫里无聊，就把官员叫来，叫他们找一个会变戏法
的人来，给他(国王)解解闷。然后，官员们就把黑衣人叫来。
然后将国王的头砍入水中，仇人相对，本来就格外眼明，况
且是相逢狭路，由于王头特别狡猾，让眉间尺的头受伤多处，
黑衣人有些焦急，便把自己的头也给砍入水中……最后王头
大败，二人报酬成功。

读了这篇短文，使我深刻感受到：邪恶是永远不可能战胜正
义的!

《铸剑》主要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王杀了眉间尺的父亲，眉
间尺因为自己能力弱便牺牲了性命让黑衣人去帮他报仇，黑
衣人借着眉间尺的头又杀了王。

所以故事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因爱杀人。

王因爱剑杀人，这种爱是占有的爱。王是猜疑、残忍的，为
了不让别人也得到这样好的剑，王杀了眉间尺的父亲。这样
的爱在我们身上其实很常见，只是作者把它放大了。比如母
亲对于儿子的占有，会导致婆媳之间的矛盾。在现实生活中，
这种占有的爱所产生的影响往往很久才能看得出来，可是已
经深入骨髓，无药可医了。

眉间尺因为出于对父亲的尊重或者可以说是对于母亲的爱而
去杀王，这种爱是盲目的爱。他生下来就没有父亲，因此在
他短短的十六年生活里其实根本无所谓“父爱”，父亲对他
来说只是个称谓而已。但当他知道了父亲的死因，并且母亲
让他去报仇的时候他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必须要完成。尽
管他是个优柔寡断的人，更是个善良的孩子。对这种责任的
承担大部分可以归结与对母亲的爱。有的时候以“爱”之名
会做出一些伤害别人、伤害自己的事。更会变成一种沉重的
负担。

黑衣人遇到眉间尺时说“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



只不过要给你报仇。”黑衣人仅仅是为了杀戮而去报仇，他
爱着杀戮，这种爱是畸形的爱，是对某种嗜好疯狂的爱。别
人加给黑衣人的伤以及自我伤害让黑衣人对自己痛深恶绝。
他的灵魂背负着无法言说的沉重，所以陷入了一圈一圈的轮
回。直到他在杀人的过程中死掉。然而即使死了也要奋力地
撕扯对方的头颅。黑衣人的爱化作了一种歇斯底里的复仇。
这种扭曲的爱在现实生活中也不乏范例。

占有的爱、盲目的爱、偏执的爱，鲁迅通过《铸剑》告诉我
们，爱其实并不像表面那样光鲜，它蕴含着无限可能。

周宣王时代的楚国。楚王奢杀，找来天下第一铸剑名师干将
及其妻子莫邪为他铸剑。干将夫妇采金英铁精，苦干三年，
为楚王造一名剑。楚王怕干将为他人所用，剑成之日就斩杀
了干将。干将妻莫邪对此早有所料，她要丈夫铸成两把剑。
一把雌剑献了楚王，一把雄剑莫邪保留着。 干将被害20xx年
后，莫邪含辛茹苦养大儿子眉间尺。莫邪把其父遇害情景告
诉眉间尺，眉间尺一改以往柔弱性格，决心以雄剑为父报仇。
眉间尺凭一股勇气来到王城，杀不成楚王，又被通缉捉拿。
侠士晏之敖来见眉间尺，他可以杀楚王，但要借重眉间尺的
宝剑和头颅。眉间尺信任他，把宝剑和自己的头颅给了晏之
敖。晏之敖以献眉间尺之头晋见楚王，并设计在煮头的鼎边
用雄剑砍下了楚王的头，眉间尺和楚王两颗头在鼎中进行殊
死搏斗。眉间尺年幼，不是楚王对手，被楚王的头咬住不放。
晏之敖见状，拔剑自刎，头颅掉入鼎中，加入战团，终于把
楚王头咬得无声无息。三个头都煮成了白骨，无法分出彼此，
楚国王公大臣出于无奈，只好将三个头颅均以王礼分而葬之。
这就是三王冢的来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