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子夜读后感高中生 子夜高中生读
后感(优秀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
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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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夜读后感高中生篇一

《子夜》反映了一九三零年左右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
中国社会的面貌，并且立足于这样一个广阔的背景，透过人
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发展，鲜明有力地显示了整个时代的发展
趋向和壮阔波澜，故事以戏剧般的场景来开端：主人翁吴荪
甫在乡下的父亲吴老太爷避战乱来到上海，扑朔迷离的都市
景观使这个足不出户的老朽——吴老太爷深受刺激而猝死。
第二天吴府办丧事，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纷至沓来吊唁。他
们聚集在客厅，名以上是来吊唁，在私底下无不是在打听战
况、谈生意、搞社交。善于投机的买办资本家赵伯韬找到吴
荪甫和他的姐夫杜竹斋，拉拢他们联合资金结成公债大
户“多头”，想要在股票交易中贱买贵卖，从中牟取暴利。
杜竹斋心下犹疑，赵伯韬遂向他透露了用金钱操纵战局的计
划。吴、杜决定跟着赵伯韬干一次。这次合作，小有波澜而
最终告捷。

在双桥镇农民成功后，它打破了吴荪甫“双桥王国”的美梦，
但在此同时他与杜竹斋等人筹划的益中信托公司就成立起来
了。他决定将双桥镇劫后的余产折合现金投放到益中信托公
司，干一番大事业。他起用丝厂职员屠维岳，蒙骗分裂工人
组织，平息了工潮。这时，杜竹斋驱车赶来，报告了公债投
机的手的喜讯。吴荪甫意满志得，感到胜利正在向他招手。

然而好景不长，交易所的斗争也日渐激烈。原先吴荪甫与赵



伯韬的联合转为对垒和厮拼的局面。益中信托公司，作为与
赵相抗衡的力量，形成以赵伯韬为“多头”和益中公司
为“空头”之间的角斗。赵伯韬盯上吴荪甫这块肥肉，想乘
吴资金短缺之时吞掉他的产业。几个回合较量下来，益中亏
损八万元栽了跟头而停下来。此时吴荪甫的资金日益吃紧，
他开始盘剥工人的劳动和克扣工钱。新一轮的罢工到来，受
到牵制的屠维岳分化瓦解工人组织的伎俩被识破，吴荪甫陷
入内外交迫的困境。

赵伯韬欲向吴荪甫的银行投资控股。吴决心拼一把，他甚至
把自己的丝厂和公馆都抵押出去作公债，以背水一战。他终
于知道在中国发展民族工业是何等困难。个人利害的顾虑，
使他身不由己地卷入到了买空卖空的投机市场来。

公债的情势危急，赵伯韬操纵交易所的管理机构为难卖空方
吴荪甫。几近绝望的吴荪甫把仅存的希望放在杜竹斋身上。
千钧一发之际，杜倒戈转向赵一边。吴荪甫彻底破产了。推
荐理由：

首先是思想方面。“子夜”，原指夜半子时，，也就是深
夜11点至凌晨1点。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这个时刻一过，
黎明就要来到。作者以此作书名，形象地概括了30年代初期
中国社会的主要特点，寓意深刻。作者运用象征手法反映出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旧中国社会，同时也表达
了作者对中国人民即将冲破黑暗走向黎明的坚决信心，“子
夜”高度概括了小说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内容。它反映了30年
代中国的真实社会生活，向人们展现了大都会生活的种种，
详实细腻的生活描绘，使读者沉浸其中，真实的感受到当时
的社会，可以说是一份难得的史料。

其中其史诗品格，无疑得益于“诗”与“史”两种语言巧妙
调适与组合，使得小说既有诗的韵味，又有史的厚重。这正
是当代很多小说所没有，或者说达不到的层次，这个是也是
当代大学生应该学习的。再者就是在小说的结构与线索的设



置方面。小说以赵吴之间的矛盾为主线，以双桥镇与吴的矛
盾、裕华丝厂女工罢工斗争与吴的矛盾为辅，三线交错发展，
从而联系社会各方面，展示着宏大的社会面貌，同时深刻具
体的展现着人物的形象。最后就是小说的人物方面。在吴荪
甫这个典型人物的塑造上，作家缜密的艺术构思和卓越的创
作才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作家笔下的工业资本家吴荪甫，
不是庸碌卑琐的人物。他曾经热心于发展故乡双桥镇的实业，
打算以一个发电厂为基础建筑起他的“双桥王国”来。但双
桥镇不是“英雄用武”的地方，他的“目的是发展企业，增
加烟囱的数目，扩大销售的市场”。不仅这样，他还知道如
果发展民族工业。他具有游历欧美得来的管理现代工业的知
识，有魄力，有手腕，炯炯有神的眼光常常能够煽起别人勃
勃的事业雄心，愿意和他合作。但是吴荪甫这个工业界的骑
士却是生不逢辰的。他不是生活在十八、九世纪的欧美，而
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侵略的魔手紧紧
扼住了中华民族工业的咽喉，因而他的发展民族工业的雄心
不能不成为一个无法实现的幻想。野心勃勃、刚愎自信的吴
荪甫，也只剩下了一条“投降的出路”。通过上述这些描写，
《子夜》揭示出了作为民族工业资本家的吴荪甫的两面的性
质：他和帝国主义及其卵翼下的买办金融资本家之间存在着
矛盾，和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在帝国
主义统治下，中华民族工业是永远得不到发展的，半封建半
殖民地的中国是永远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这是历史
的必然的法则，谁也不能够改变或者动摇它。

经典片段分析：小说的高潮发生在两次工潮中。第十三章至
第十六章写工人运动，吴荪甫腹背受敌，陷入困境中，小说
情节趋于紧张并逐渐推向高潮。双桥镇农民的成功，打破了
吴荪甫建设“双桥王国”的幻想。第一次为对付工人罢工，
吴荪甫起用屠维岳。他先是暗中收买领头的女工姚金凤，瓦
解了工潮的组织;当姚金凤的走狗身份被识破之后，他使吴假
令开除姚而提升那个把事情捅出去的女工薛宝珠。这样一来，
以反间计迷惑分裂工人群众，结果薛被认为是真正走狗，姚
的威信恢复，工人反而不肯接受对姚金凤的处置。接着作为



让步，吴收回成命，不开除姚，并安抚女工给予放假一天。
吴荪甫依计而行，果然平息了罢工。第二次工潮中，屠维岳
软硬兼施，一面派流氓李麻子率人罢工集合，逮捕工人代表
和共产党;一面对工人花言巧语，收买人心，又诱骗被捕的何
秀妹招出地下党名单。企图未遂时，他又坚决镇压。屠维岳
是小说中别具特色的人物。他富于戏剧性的出场，就已显示
出善于揣摸主子心理的特点。吴荪甫对屠维岳从斥退忽而又
起用和提升并予以重用，既显示了吴荪甫的善于用人，也表
现出屠维岳的机灵和城府。手握权柄之后，他对工人软硬结
合，欺骗分化，为吴荪甫竭尽忠诚。他还利用黄色工会的派
别纷争，借刀杀人，以提高自己的地位。

在这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中，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个有血
有肉的“真人物”，极力突出当时的尖锐矛盾与种种利益纠
纷，详实的情节描写无不时刻调动着读者的心绪，这也体现
了作者对社会的社科认识，只有对社会有所观察的人才能真
正知道大众的疾苦。在这一情节过程中，人物动作、神态、
语言描写以及细节描写，给人以强烈真实的画面感，各种矛
盾几乎破纸而出，足见作者描写手法的功底。

子夜读后感高中生篇二

作者：柏彤彤

白玫瑰就像是林佩瑶的缩影，从盛开到凋谢，折射了林佩瑶
的一生。

林佩瑶是《子夜》中最具悲剧性的人物。当她还是“密司
林”的时候，她就宛如田野里那刚刚绽放的白玫瑰，温文尔
雅，浑身散发着仙气，有着绰约的风姿。享受着“五四”的
春风，品味着莎士比亚的《海风引舟曲》。那时候的“白玫
瑰”，禀受了父亲的名士气质，曾经架起了多少的空中阁楼，
曾经有过多少淡月清风之夜里，半睁了美妙的双目，玩味着
她自己想象中的好梦。



但这样的“仲夏夜的梦”是短暂的，双亲的离世将这个世界
的黑暗投射进林佩瑶的心里。于是乎，她爱上了那庶近于中
古骑士的青年，然而那“彗星”般的少年突然失踪时，她那
半惊半喜的心却也变得冰凉。在现实的冲击下，她绝望地选
择了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丈夫。然而，学生时代受到的
古典文学的教育，使她并未意识到她那紫脸多疱的丈夫正是
那个时代的“王子”。他们不像中古时代的那些骑士和王子
会击剑、会骑马；他们会的是打算盘、坐汽车。而那已成为
吴少奶奶的林佩瑶，并未认识到她迥不同于中世纪的美姬。
现在的她宛如被插在花瓶中的花，丢了思想，丢了灵魂。

突兀出现的初恋情人将她从沉睡中唤醒，旧损的《少年维特
之烦恼》和干枯的白玫瑰使她那“缺了什么”的感觉有了寄
托。于是，她用一个吻来回报他，换来的却是自己无穷的罪
恶感和梦里的呼喊呻吟。她的灵魂开始抗议，在丈夫要求她，
去说服妹妹林佩珊不要和范博文交往时，她选择尊重妹妹的
意见，忤逆一向具有权威的家主。

林佩瑶的一生似乎是一种不成悲剧的悲剧，一种优越生活表
层下的更悲哀的悲剧。她渴望着古典贵族浪漫，却被动接受
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正如那灿烂盛开的白玫瑰，却终究逃
不过被剪下最终枯萎的命运。无奈她生不逢时，在那中国民
族工业昙花一现的时代背景下，似乎注定了她诗意的爱情和
浪漫的想象，在丈夫和家庭间定要承受人格的分裂。

“白玫瑰”的一生正如一场梦，钟声响起梦结束。

没有风，淡青色的天幕上停着几朵云，一切都是那平和与安
宁，只等待着最后一次钟声的来临。

《子夜》标志着茅盾的创作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成熟阶段，
是我国现代文学一部杰出的革命现实主义的长篇。它从一九
三一年十月写起，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完稿。在动笔以前，
还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准备和构思的过程。民族工业资本家吴



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的矛盾和斗争，是贯串
《子夜》全书的主线。环绕这条主线，《子夜》反映了一九
三零年左右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的面貌。

《子夜》从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来突出吴荪甫的
性格特征。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
人物，吴荪甫的性格是一个鲜明的矛盾的统一体。

他希望实现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想，盼望国民党反
蒋派与地方军阀的联盟“北方扩大会议”的军事行动赶快成
功，然而当北方的军事进展不利于他的公债活动的时候，他又
“惟恐北方的军事势力发展得太快了”。他精明强悍，但又
不能不表现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他有时果决
专断，有时狐疑惶惑，有时满怀信心，有时又垂头丧气;表面
上好象是遇事成竹在胸，而实质上则是举措乖张。这一切，
都是如此矛盾而又很自然地统一在吴荪甫的性格里。

《子夜》不仅从吴荪甫同赵伯韬在益中信托公司和公债投机
市场上的矛盾和斗争来描写他的性格和命运，它还写出了吴
荪甫同农村封建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和他对农民武装起义的
势不两立的态度，而在对待工人运动的态度上，更显露了他
拚命压榨工人、仇视革命的反动面貌。

子夜读后感高中生篇三

《子夜》标志着茅盾的创作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成熟阶段，
是我国现代文学一部杰出的革命现实主义的长篇。它从一九
三一年十月写起，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完稿。在动笔以前，
还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准备和构思的过程。

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的矛
盾和斗争，是贯串《子夜》全书的主线。环绕这条主线，
《子夜》反映了一九三零年左右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
中国社会的面貌。



1930年5月的一个夜晚，上海滩工业大亨吴荪甫和吴二小姐芙
芳、姑老爷金融财阀杜竹斋正在戴生昌轮船局迎候从老家双
桥镇避乱而来的吴老太爷。靠《太上感应篇》作精神依托、
二十五年不曾跨出书斋半步的吴老太爷，实际上已是一具古
老的僵尸，一到上海，资本主义都市的气息立刻使他风化了。
吴老太爷因刺激过度得了脑溢血，当晚就咽了气。第二天，
吴府大办丧事，各种人物云集吴家。主人公吴荪甫因投有巨
大资产的家乡双桥镇农民造反，城里的裕华丝厂工人怠工，
显得很是忧愁。但当他听到杜竹斋讲到金融买办赵伯韬、尚
仲礼要拉他们组织秘密“多头”公司，搞公债投机时，眼里
马匕闪出兴奋的光彩，丢下丧事立即找赵伯韬谈判，心里构
思着一个大计划：吞下一切中小实业家，成为工业霸主。他
和太平洋公司总经理孙吉人、大兴煤矿公司总经理王和甫几
番筹划终于成功，组成了实业界财团“益中信托投资公司”。
吴荪甫在公债投机中得手，“益中”仅花五六万就吞并了估
价30万的八个厂。吴把汇集的全部资产做起公债来，先
做“空头”，后改做“多头”。赵伯韬是上海公债市场里的
魔王，有美国人撑腰，又和军政界有联络，神通广大。他要
搞金融托拉斯来控制工业资本，并扬言要“直逼到吴老三垮
台，益中公司倒闭！”吴荪甫既要扩厂搞实业，又要搞公债
投机，资金紧缺。杜竹斋又在节骨眼上退出益中。一些储户
纷纷要求提前取款。为了与赵伯韬斗到底，吴收买赵的情人
刘玉英、经纪人韩孟翔做内线。但是阎军突然全线出动，四
天之内要打到济南，公债猛跌，“多头”面临惨败的威胁。
为了转嫁危机，吴荪甫下令工人工资按八成扣发，闹事者镇
压！工贼屠维岳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济于事。工潮掀起，吴
荪甫被困在厂内，如惊弓之鸟，狼狈地从后门溜走。为了摆
脱烦恼，寻求刺激，吴荪甫一伙带上交际花徐曼丽去江上游
乐，由于开足马力，结果撞翻了一条舢板。赵伯韬找上门，
扬言要实行全面经济封锁。益中终于败给了西方的“洋行”
和东方的“会社”。

吴荪甫感到自己要山穷水尽了。但他还是孤注一掷，要和赵
伯韬进行最后的较量，甚至把吴府住宅的地皮都押了出



来。“多头”与“空头”决战的时刻到了，赵伯韬掌握了吴
荪甫一伙的底细。吴最后抛出150万“裁兵”公债，这时如果
杜竹斋能加入吴的行列，吴就能取胜，但是杜竹斋趁他们压
价时站到了赵伯韬的一边，大量扒进。吴荪甫一败涂地，准
备用枪自杀，但并未开枪。最后吴荪甫与少奶奶在子夜的钟
声里出码头避暑去了。

《子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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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夜读后感高中生篇四

《子夜》是茅盾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写于1932年12月。

故事从1930年5月的一个傍晚开始，三辆雪铁笼汽车闪电似地
驶过外白渡桥，戛然停止在内河小火轮的汇集处——戴生昌
轮船局大门口。工商界巨头吴荪甫和他的二姐夫，金融界大
亨杜竹斋夫妇，来此迎候从老家双桥镇前来避乱的吴老太爷。

吴老太爷的守旧思想，与新式企业家的儿子吴荪甫格格不入。
一到上海，他就受到强烈的刺激。机械的噪音，耀眼的霓虹，



薰人的香气，时髦的男女，都令他神经发疼。一进吴府大门，
他就因脑溢血而断了气。

第二天，吴府大办丧事。纷至沓来的客人中，既有企业老板、
金融巨头，也有官场政客，寄生文入。他们名为吊丧，实则
各怀鬼胎，或寻欢作乐，或暗作交易。这时，吴荪甫的思想
也不在丧事上。家乡农民暴动与丝厂工人罢工，他得布置对
策。杜竹斋拉他和金融魔王赵伯韬合伙做公债多头，他忙着
筹划谈判。

双桥镇农民暴动的成功，打破了吴荪甫建设“双桥王国”的
幻想。但这时，他与杜竹斋等人正在筹建“益中信托公司”，
妄图一举吞并一系列中小企业。他决定将双桥镇劫后的余产
折合现金，投放益中信托公司，干一番大事业。他起用丝厂
职员屠维岳，蒙骗分裂工人，平息了里的工潮。这时，杜竹
斋驱车前来，报告了公债投机得手的喜讯。吴荪甫一一突破
了重围，志得意满，感到更大的胜利在向他招手。

然而好景不长。端午节后，传来了省政府的命令;为支撑双桥
镇市面，吴府在那里经营的工厂、商店不得关闭。抽回资金
的计划落空了，吴荪甫勃然大怒。但一想到“益中”即将吞
进七、八个小厂，又不由回嗔作喜，爽快地表示顺从省政府
的命令。可是，新的矛盾又使他陷入窘境：要扩充、整顿那
些亏本的小厂，要资金;要搞公债投机，牟取暴利、也要资金。
吴荪甫日益感到资金兜转不灵。在这种关键时刻，赵伯韬又
堵住了吴荪甫的去路。慑于赵伯韬的压力，杜竹斋退出
了“益中”。吴荪甫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

雄心勃勃的吴荪甫并不甘心失败，他决意要在公债市场上同
赵伯韬较量。他收买了赵伯韬的姘头刘玉英，又笼络了交易
所经纪人韩孟翔。但是，时局的发展对吴荪甫十分不利。有
消息说：阎军全线出击，四五天内就要打进济南。公债猛跌，
“多头”面临惨败的危险。吴荪甫再也沉不住气了。尽管厂
里新的工潮一触即发，他仍然决定把公债投机上的损失转嫁



到工人头上。他断然下令：裁人，减工资，延长工时。工人
被激怒了，他们举行了罢工。屠维岳束手无策。被围困在厂
内的吴荪甫，也只得从后门溜走。

前程的暗淡，事业的危机，咬啮着吴荪甫的心。为了排除心
头烦闷，他疯狂地寻求着刺激。他带着交际花徐曼利，乘坐
小火轮，在长江上寻欢作乐。上岸后，他又寻访秘密艳窟。
回到家里，他仍然感到精神颓丧。突然，不速之客赵伯韬来
访，他要用吴荪甫吞并小厂的办法来吞并“益中”公司了。

吴荪甫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和同人们商量决定，以适当的
价钱，将“益中”顶给西方的“洋行”和东方的“公社”，
再将办厂的资本投放公债市场，与赵伯韬作最后的决斗。谁
知在紧要关头，收买的人倒戈了。吴荪甫孤注一掷，把住宅
也押上去。交易所挂出的牌子步步下跌。这时，如果杜竹斋
能与吴荪甫合作，“空头”便全胜了。可是，杜竹斋最终站
到了赵伯韬一边。吴荪甫倾家荡产，彻底失败了。曾经显赫
一时的工业巨头，如今成了丧家之犬。他绝望地用枪口对准
了自己的胸膛，但又立即镇静起来。他命令少奶奶赶快叫家
人收抬行装，当晚就登上了去外地避暑的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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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夜读后感高中生篇五

写成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子夜》,诗作家矛盾对己所处时代
城市内部的变动与新生所展开的全方位描绘，它“包罗万象
的任务和事件之大之广，乃近代中国小说少见的”。这其中，
内外交迫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依仗外权的买办资产阶级的较量，
农民的破产和工人的抗争，工商业的若内强食，知识分子的
苦闷与迷惘，都在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的悲剧这一条主线上展
开。

小说人物吴荪甫的性格是多质的，处在多方面的社会关系和



利益关系中，他呈现出各种矛盾和反逆的情态。不同于没落
地主阶层的吴老太爷，他是现代社会中刚毅、果敢、有胆略、
有魄力的民族资产阶级新人。他抵制外国资本的侵袭，在买
办资本家赵伯韬的要挟利诱面前不失胆色，机缘到来的时候，
他不择手段地侵浊弱小资本家的产业，对付工人，他软硬兼
施，竭尽所能的剥削工人，镇压工人。家庭生活中，他又是
冷漠、专断和狂躁的。吴荪甫是诗强悍的，也是虚弱的，在
他刚愎自用的气概下掩盖的是那纷乱惶惑，躁动不安的灵魂，
积贫积弱并不断受到外来资本挤压的中国民族工业的生长环
境，使吴荪的才能无法施展，他不能不感到自己政治、经济
上的软弱无力，这种软弱性是吴荪甫潜在的个人性格的弱点，
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所致。

在《子夜》这部书中，许多事态情节平行共识，多线纷呈。
交易商公债的起落消长，诗贯通始终的一条主线，还有知识
分子和女性群体的线索、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线索。尽管
对农运的描绘在全书中有些游离，但是这些不同的叙述脉络
无意使整体布局张弛有致，错落有序。

就语言风格来看，《子夜》长于对人物和场面的工笔描画，
客观细致的情状抒写同深入的剖析融合起来，起伏跌宕，舒
缓有节，独居才情。

作者：柏彤彤

白玫瑰就像是林佩瑶的缩影，从盛开到凋谢，折射了林佩瑶
的一生。

林佩瑶是《子夜》中最具悲剧性的人物。当她还是“密司
林”的时候，她就宛如田野里那刚刚绽放的白玫瑰，温文尔
雅，浑身散发着仙气，有着绰约的风姿。享受着“五四”的
春风，品味着莎士比亚的《海风引舟曲》。那时候的“白玫
瑰”，禀受了父亲的名士气质，曾经架起了多少的空中阁楼，
曾经有过多少淡月清风之夜里，半睁了美妙的双目，玩味着



她自己想象中的好梦。

但这样的“仲夏夜的梦”是短暂的，双亲的离世将这个世界
的黑暗投射进林佩瑶的心里。于是乎，她爱上了那庶近于中
古骑士的青年，然而那“彗星”般的少年突然失踪时，她那
半惊半喜的心却也变得冰凉。在现实的冲击下，她绝望地选
择了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丈夫。然而，学生时代受到的
古典文学的教育，使她并未意识到她那紫脸多疱的丈夫正是
那个时代的“王子”。他们不像中古时代的那些骑士和王子
会击剑、会骑马；他们会的是打算盘、坐汽车。而那已成为
吴少奶奶的林佩瑶，并未认识到她迥不同于中世纪的美姬。
现在的她宛如被插在花瓶中的花，丢了思想，丢了灵魂。

于是，她用一个吻来回报他，换来的却是自己无穷的罪恶感
和梦里的呼喊呻吟。她的灵魂开始抗议，在丈夫要求她，去
说服妹妹林佩珊不要和范博文交往时，她选择尊重妹妹的意
见，忤逆一向具有权威的家主。

林佩瑶的一生似乎是一种不成悲剧的悲剧，一种优越生活表
层下的更悲哀的悲剧。她渴望着古典贵族浪漫，却被动接受
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正如那灿烂盛开的白玫瑰，却终究逃
不过被剪下最终枯萎的命运。无奈她生不逢时，在那中国民
族工业昙花一现的时代背景下，似乎注定了她诗意的爱情和
浪漫的想象，在丈夫和家庭间定要承受人格的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