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故乡的读后感(大全8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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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给
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故乡的读后感篇一

乡愁埋藏在岁月的日子里。这么多年，无论走得多远，飞得
多高，都总想着回去故乡。

那儿很美，如梦一般。

鲁迅先生的故乡是极冷的，总有北风凛冽地刮着;而我那儿是
不惧寒风的，深冬时，故乡总有青秀的山四面罩着，像一个
婴儿躺在摇篮里，那样暖和;那儿的天也不是苍黄的，而是碧
蓝的如一块玉，水也终年绿着;那儿也不是荒村，稻麦在田里
垂着，青灰色的瓦上也闪烁着明亮的光。

那是什么时候的故乡呢好像忘却了，只记得那时每个人的脸
上都挂着笑，一片欢笑里，露水滴到台阶上“叮咚”作响。

如今再回到故乡，我却再也看不见露水了，更多的是飞扬的
尘土。青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倒下的树木。没有人再种
庄稼，自然就没有了那些金黄的稻麦——还有谁能照顾他们
呢故乡的人似乎也都不笑了，黄昏时分，我只能听见他们劳
累了一天后的叹息。

我疾步行走，在钢筋水泥中寻找，却再没找到那些青灰瓦的
房子。行走在那些肮脏的水泥房间，让我痛苦不堪。

凛冽的风，苍黄的天，荒凉的村……我的故乡和鲁迅先生的



故乡，竟也是一样的。

几年前，爷爷奶奶都是健在的。奶奶甚至还独自一人，专程
来虎门照顾了我三年。爷爷一辈子没离过故乡，便也不再离
开了，执意守着那栋老房子，但终也是行得路。可这次回去，
爷爷却坐在了轮椅上，由奶奶推着，行得慢极了。

忽又记起父亲说的：

“你爷爷奶奶也都将是不久于人世的了。如果他们死了，我
也就没有必要再回去了。”

鲁迅先生回故乡，不也是为了接他的母亲吗除了他的母亲，
他在故乡还有什么能够留恋的呢

原先，我们都是如此。当一个地方没有什么再值得我们牵挂
的时候，我们的完美和憧憬，也就随之破灭了。我不禁为故
乡流下了两行热泪。

可我还会回去，哪怕只抱着一丝丝期望。就像鲁迅先生说的：
“期望是本无所谓有，本无所谓无的。”毕竟，那是我以往
美丽的故乡。

故乡的读后感篇二

在这个寒假中，我看了很多本书。但令我印象最深的一本书
还是《故乡》。

我非常喜欢这本书后面的一句话：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
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
也便成了路。

重压之下，变得衰老、拘谨与可悲。



真正的金子。

从闰土身上可以看出旧社会的黑暗与劳动人民的`苦难，我们
应该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新中国、一个新社会感到幸福。

故乡的读后感篇三

读完鲁迅先生的《故乡》这篇文章，我最想说说文中的闰土
了。

鲁迅在文中回忆闰土时讲了一个活泼能干的少年形象：“深
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
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
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
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是一个典型的南方英俊少年
形象。在家族的一次大祭祀中，闰土和鲁迅认识了，并成为
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虽然他们家境不同，那时，闰土的家
境虽然不是很好，但是他知道许多事，见多识广。而鲁迅家
境很好，是个地主少爷。却整天被困在四角的天空里。闰土
向他讲了许多稀奇的事：獾猪、刺猬、猹、角鸡、鹁鸪……
使鲁迅难忘。

但二十年后，当他们再见面时，闰土竟然还叫他“老爷!”书
中是这样描写的：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
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
道：“老爷!”二十年了，怎么这样叫?以前是以哥弟相称的
好朋友。鲁迅感觉他和闰土间隔了一层透明的屏障。是永恒
的，不可破碎的。

在那时，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等导致闰土十
分贫穷，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从书中的外貌描写可以
看出，闰土家境十分不好，再加上六个孩子，唉!

鲁迅的《故乡》还表达了一个意思：自由。自由是美好的。



是啊，没有了自由，就算给我1000个亿我都不换，在《少年
闰土》片段中，鲁迅写道：啊!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
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
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
的天空。从这一句中我感受到鲁迅在那时是多么渴望自由啊!

比起现在，我们自由的生活，无忧无虑，丰衣足食。一到下
课就和同学们闹，不可能像闰土和鲁迅呢样有着隔阂。

故乡的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读了鲁迅的作品《故乡》，令我十分之感动。

闰土当之无愧是重点人物。20年的转变，使得他从一个勇敢
机智、见多识广的小男孩成为一个庸俗、卑躬屈膝的下人。
到底是什么使他的改变如此之大呢？是贫穷？还是……这是
我们所不能得知的。但是从鲁迅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知道，
在鲁迅的心里，闰土一直是一个勇猛聪明活泼的人，要不然
不会一提到闰土就会想起他在刺猹的场面。可是，当闰土与
鲁迅说话的时候，第一个词竟然是“老爷”。

我相信当时鲁迅的内心震动肯定是很大的，他也许料想过千
百种交谈方式，但是肯定惟独没有料到这种。按照封建社会
的标准来说，闰土是应该叫鲁迅老爷，但是，从20年前的迅
哥儿到20年后的老爷，跨度是不是太大了一点？闰土的改变
是显而易见的，岁月在他的脸上，手上，都留下了沧桑的痕
迹。但是，容貌的改变并不是他最大的改变，他最大的改变
就是心理上的改变。也许，他的心里还是把鲁迅当成迅哥儿
的，但是当时的社会不允许；也许，他的心里还是想和鲁迅
一起玩耍，但是他知道，他和鲁迅之间还有主仆关系。一
声“老爷”又包含了闰土多少的感情？是懦弱？是卑怯？还
是因为久久不见不熟识的陌生？这，也许只有闰土知道了。

不知看过《故乡》的朋友们注意过没有，虽然杨二嫂是一个



配角，但是她也是其中一个改变很大的人物。20年前，她曾
经有豆腐西施的美名，可是在20年后，她的样子简直让鲁迅
认不出来了。对于她的样子，鲁迅只找到了一个形容
词——“圆规”。如果单纯是外貌上的改变也就算了，杨二
嫂成为现在这副“丑模样”也是因为她的内心在渐渐地改变。
她去鲁迅家的时候，居然提出了要一些旧家具的要求，被他
拒绝后大放厥词，说什么“越富越一毫不肯放松，一毫不肯
放松便越有钱”。如此尖锐的语句，简直不像是一个“西
施”所能说出的话，倒像是一个混着菜味和尖酸刻薄话的中
年妇女。不仅如此，杨二嫂离开的时候，还拿了鲁迅母亲的
一副手套。

如此种种，此人的改变也是巨大的。 啊！我读了这篇文章，
使我深受启发！

故乡的读后感篇五

到这篇文章已经感受到读后感的笔记与运笔书写的认真程度
会影响思路，这也就是说读书写字是两个基本点，书中的意
境与自己的价值观是两个基本点，这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
思想。

文中第一段对故乡和家乡的区分给了我这样笨嘴拙舌的人一
个新的说辞，我的确遇到别人问我老家是哪的，脑子里词汇
少，而且也不想费口舌就直接说住址，有时候会看看对方是
哪的人好，确定一下范围，但是最终还是不想多费口舌。

对芥菜的描写引经据典价值多样，但似乎故乡的人不太加以
利用，只是采取食用。

黄花麦果和紫云英都与祭祀有关，黄花麦果，可做成糕点，
小孩们特别喜欢。在北京的家乡也有售卖，但没有作者故乡
儿时的味道了。



现在城区里的野菜都长在公园里吧，可以在生长的季节里采
点做包子馅烙个糊饼之类的。

故乡的读后感篇六

归乡了，又回到了故乡。

“到乡翻似烂柯人”

朋友们都被时间隐去了，被仆人取代了，那儿时纯真的友谊，
再难寻觅。

色早已被人忘却……不变的只有那一轮皎洁的明月和那璀璨
的群星。

“月是故乡明”

前，徘徊着，彷徨着，迷茫着……

用例了。

路，要靠自己走，每个人都应该靠自己走出一条路；

以前的人没有路，靠自己走出一条条路；

现在的人有路，便不费心思去找路了；

作为我们，更应在这个世界中走出自己的路。在旧社会的黑
暗之后，走出自己的奕奕光辉。

故乡的读后感篇七

从鲁迅的《故乡》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的童年是一座被尘
封的大院。



童年的鲁迅，仿佛是一个生活在天堂的魔鬼，丰衣足食却寸
步难行；而闰土则是生活在地狱的天使，生活艰辛但充满快
乐。闰土的童年必须要看瓜田，但他自由、快乐。鲁迅的童
年虽丰衣足食，但他只能悲哀地念着"之乎者也"。闰土还可
以去做无穷无尽的新鲜事，看无边无际的海洋；而鲁迅只能
看到那"四角的天空"。

没有了自由，多少财富都是破铜烂铁。自由才是真正的金子！

可那毕竟是几十年前的封建社会，离现在已经有那么漫长而
浩瀚的一段历史。可是，到了现在的社会，大人们还是大同
小异、异曲同工地为我们打造一个标准童年：束缚。

我觉得束缚再加上比较再加上无穷无尽的学习，与监狱相比
也已只有毫厘之差了。作为社会未来的新动力，我们的生存
状态难道没有理由受到关注吗？大人们总是以为吃饱穿暖学
习好，就是一个孩子的全部，可这些却恰恰是我们这些孩子
最忽略的。

我们需要自由，我们要亲身经历，我们也要知道许多新鲜事，
我们要一个快乐的童年，我们要逃离束缚！

《呐喊》是鲁迅先生自《狂人日记》后的第二本经典小说集，
是世界的名著，这本书中有些文章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例如有
《故乡》，《药》，《孔乙己》。

在《藤野先生》中鲁迅先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日本的首
都东京留学时，看到和听到当时中国人民的麻木不仁从而使
鲁迅先生强烈的爱国意识苏醒.。

当然，在《呐喊》这本书中，像这样的文章还有许许多多，
鲁迅先生写这些文章是为了让当时的中国人民看了以后，能
够清醒过来。



故乡的读后感篇八

在这个寒假中，我看了很多本书。但令我印象最深的一本书
还是《故乡》。

我非常喜欢这本书后面的一句话：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
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
也便成了路。

鲁迅在（故乡）这篇小说里描写了两个故乡，一个是过去的
故乡，一个是现在的故乡。过去的故乡以闰土为中心；现在
的故乡主要描写了成年闰土的变化，这肘的闰土己经不是小
时候的圆润、可爱与活力，而是在生活的重压之下，变得衰
老、拘谨与可悲。

从鲁迅的《故乡》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的童年是一座被尘
封的大院。童年的鲁迅，仿佛是一个生活在天堂的魔鬼，丰
衣足食却寸步难行；而闰土则是生活在地狱的天使，生活艰
辛但充满快乐。闰土的童年必须要看瓜田，但他自由、快乐。
鲁迅的童年虽丰衣足食，但他只能悲哀地念着“之乎者也”。
闰土还可以去做无穷无尽的新鲜事，看无边无际的海洋；而
鲁迅只能看到那“四角的天空”。没有了自由，多少财富都
是破铜烂铁。自由才是真正的金子。

从闰土身上可以看出旧社会的黑暗与劳动人民的苦难，我们
应该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新中国、一个新社会感到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