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鲁迅明天读后感(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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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
起来看看吧。

鲁迅明天读后感篇一

也不能说：鲁迅是伟大的，然而谈者太众，以至失了新鲜感；
又不能说：我这篇是不同的，我是想要说些不一样的。所以，
确乎是个困难的话题。然而，一本《呐喊》，薄而沉重，中
国的学生们，无论如何算是读了大半的，年来岁去，谁人读
起开篇自序里的字句能不唏嘘自叹的？有多少人到中年，累
了歇了，坐椅子上一声叹息，连吐落的第一口气里都有着疲
惫的痕迹，于是他们能够想到的，有时候惟有鲁迅。一个民
族文化的着落点，有失便就有重构，倘若说旧文化隳于五四，
则新文化的构建，有一大部分乃可以说是从《呐喊》而起，
这之间，有着总体与个人差异的说法，所公认的，是鲁迅作
为旗手，举的标志物明白而辉煌。

在自序中，鲁迅写道：“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
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
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
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
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这是作者最初的
困惑和最审慎的态度，得来的回答不够令人满意，却现实功
利且无可奈何。

一个问题浮现：究竟是谁人的呐喊声？——关于呐喊者，关
于呐喊本身。困惑首先在于鲁迅的身份定位：知识分子否？
还是作家？抑或学界同声呼唤的启蒙者？最切实际、最大的
可能是三者兼具。我们意愿读懂《呐喊》，向往理解作者，



因而这是困境，也是高潮。

竹内好眼中的鲁迅，是个孤独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说“作为
启蒙者的鲁迅和近似于儿童的、相信纯粹的文学的鲁迅这种
二律背反同时存在的矛盾同一”，恐怕也是由于看出了鲁迅
形象注定无法单一的历史文化定位。

郜元宝有言，“在现代中国，纯粹观念形态的思想很难生根，
能在现代中国生根的思想必须像鲁迅的文学那样，带有个体
生命的气息，就是说，必须具有文学的形态。文学之外无思
想”——能不能这样说呢？正是由于鲁迅身上既承传了古士
大夫们的风骚之骨，又显露出新的社会阶层敏锐的洞察和感
悟力，且兼具之前所未有的时代启蒙者的特殊方法论意义，
其难得的完整性和客观性决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
殊地位。

首先，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建国前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归类于资
产阶级，然而作家不是，甚而有众多作家誓言与知识分子的
固有身份定位决裂，如沈从文所宣称的那样。我们会发现，
一旦历史政治形势与时代命运非正常的密切起来，此一现象
便绝不单一。这种令人尴尬的情形似乎反映出特定历史阶段
作家层与知识分子阶层的剥离，纵然作为时代丰富性的标志
之一，但却造就了同时代文学最大的暗伤：斗争无所不在，
且都局限于当下和表层，无法深化作品主题，亦不能超脱自
身于时代之外。

就知识分子、作家以及启蒙者三个身份所涉及的范围来说，
知识分子最具私人性；作家由于其作品的公众性，必须具备
相当程度的大众和普世原则；而启蒙者这一身份，则反映出
整个时代乃至超越时代的需要和宽泛，正如t.s.艾略特在其
《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指出的，任何一个诗人或作家必然
与其整个民族的历史发生某种联系，他们一面创出新的历史
份额，一面将自己添加进历史，成为整体的一环——这是作
为诗人或作家的必然和超然。



作为启蒙者的作家或者说知识分子，他本身可能并不能非常
清楚的反映出这一点，但他的身上定然有着集结整个时代最
典型、最清晰且最能与历史相协调的样貌特质。而之于近现
代的中国无可置辩的是，能够超越时代，将进步的作家身份
与知识分子的传统近乎完美的结合，并创造性的赋予其难能
的启蒙者角色定位的，现代作家中，只有鲁迅一人。

[]

鲁迅明天读后感篇二

鲁迅，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一九零四年赴日本仙台学
医，后弃医从文，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一九二三年
八月，短篇小说集《呐喊》出版，小说真实描绘了从辛亥革
命到五四运动的时期的社会生活，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
矛盾。小说集《呐喊》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与成熟的标志，
开创了现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先河。作品通过写实主义、象征
主义、浪漫主义等多种手法，以传神的笔触，生动形象地塑
造了狂人、孔乙己、阿q等一批不朽的艺术形象，有力揭露了
封建恶势力，有力表达了作者渴望革命，为时代呐喊，希望
唤醒国民的思想。

鲁迅先生的作平语言总是幽默而带有讽刺。“老栓也向那边
看，却只见c堆人的`背后；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
被无形的人捏住了的，向上提着”将―群看客滑稽的模样描。
写的淋漓尽致。鲁迅先生用幽默而又带有讽刺意味的语言，
愤怒而又带有鼓励的语气，激励着当时半梦半醒的中国人，
用带有指责和批评的语言，说明当时社会的黑暗，底层百姓
的麻木与无情。鲁迅先生拿起笔，写出一―篇又c篇的文章。
为整个国家的雄起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的作品影响了一―
代又c代人，挽救了一一个又―一个愚弱的国民。“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文字的魅力就是如此之神奇，鲁迅先生的文章
如点点火星，照亮了每―一个人的心。



鲁迅的笔是锋利的，可以说是力透纸背，他笔下的一一个个
小人物映射出的都是社会中的大问题。《药》中他正是巧借
华、夏二家的悲剧想要大声呐喊出的是华夏民族的悲哀，
《故乡》中塑造的一一个个愚昧的国民形象到今日难道就不
复存在了吗？他们一直存在着，如果没有全民教育的普及，
他们将一直存在着。《呐喊》对我的的影响很大，让我更加
清楚地认识并了解到了“旧社会”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而
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更应该由所有人来好好珍惜。

鲁迅明天读后感篇三

《呐喊》是鲁迅先生自《狂人日记》后的第二本经典小说集，
它是中国的名著。同样也是世界的名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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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鲁迅先生的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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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先生强烈的国意识苏醒，医学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因此
他弃医从文，从此投身文学的知识宝库中。

鲁迅先生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八个字来概括了那时的
中国人民，以及对于他们的怜惜和悲伤。

《孔乙己》中那个因为家境贫困好吃懒做，无所事事，社会
层次低而又向往社会上流阶级的生活的孔乙己，从孔乙己在
澡堂是人们取笑的话题，在生活中他常常以偷为职业，在最
后因为偷了有钱人的书后被打折了腿，最后还是默默地离开
了人世。

《故乡》中那个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豆腐西施”，还有和
剧中主人公从小玩在一起的那西瓜地上银项圈的小英雄闰土
见到老爷时欢喜而又凄凉的神情，从而体现了当时人民的麻
木，在受到封建势力压迫和打击下的情形，而《药》则更能



够淋漓尽致地表现这一点。文中凶暴残酷的刽手康大叔，因
为小儿小栓的痨病而拿出所有家档去买了个人血馒头的.华老
栓，和那些在茶店里议论纷纷的茶客，但是文中最不幸的就
是因为革命而被处死，最后用自己的血作了人血馒头而牺牲
的人，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了当时社会的状况，康大叔的残
酷，卑鄙，仗势欺人。华老栓的愚昧，迷信，麻木，茶客们
的盲从和人与人之间的势利，夏瑜的英雄气概但是完全脱离
群众的革命是无法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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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用幽默而又带有讽刺意味的语言，愤
怒而又带有鼓励的语气，激励着当时半梦半醒的中国人，用
带有指责和批评的语言，说明当时社会的黑暗，表现了鲁迅
先生急切的希望沉睡中的巨龙――中国，早日苏醒，重整我
中华雄威！

沉睡中的东方巨龙，经过若许年的奋争，走到了今天，展现
在我们面前的是处处勃勃生机的崛起中的中国！这是经过了
几代国人的浴血奋战和不懈努力换来的成果，成果来之不易！
以至于侨居海外的中华儿女也会发出长抒一口气的幸福感慨：
祖国强大的感觉真好！

放眼望去，无论从世界范围的gdp排行还是从航天航空，亦或
从部分领域的科技发展，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
和自信日趋强大和领先，做为龙的传人，中华儿女，我们更
应该努力进取，把握机遇，为我们的祖国早日崛起于世界的
东方，努力，再努力！

鲁迅明天读后感篇四

《狂人日记》是鲁迅先生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现代文学
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发表在1918年5月的新文化运动的先
锋报刊??《新青年》上;作者首次采用了鲁迅这一笔名。本篇



塑了一个反封建战士???狂人?的形象，通过?狂人?的叙述，
揭露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文明史，实质上是一部?吃人?的历
史;披着?仁义道德?外衣的封建家庭制度和封建礼教，其本质
亦是?吃人?的。同时，作者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呼吁人
民觉悟起来，推翻封建制度。《狂人日记》以鲜明的反封建
思想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思想界，文化界引起了巨大反
响，从而为整个中国新文学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艺术
手法上，《狂人日记》也独具特色特色，在新文化运动中起
到了了广泛的影响;作者用写实主义手法描写狂人的多疑敏感、
妄想，都符合迫害?狂?的病态特征，而且用象征主义的手法
写狂人含义双关的表述;?狂人?对封建势力做得象征性描绘，
将写实的手法和象征的手法结合得天衣无缝。从而产生了极
强的艺术感染力，其次是语言性格化。《狂从日记》使用的
是现代文学语言，作者精心构思了一个?语言杂错无伦次?的
狂人。语言似杂乱而实敏锐，即符合精神病人的特点，又道
出了被压迫者的心声;性格化的语言成功的塑造了貌似狂人而
实具象征意义的战士形象。

鲁迅明天读后感篇五

在封建社会，寡妇的生活是十分可悲的，不管她们怎样挣扎，
都逃离不了社会加予她们的枷锁。单四嫂子的悲剧令人窒息，
悲剧原因是：第一，神经的麻木。几千年的封建礼教麻木了
她的神经。她唯一明白的，就是把宝儿抚养大，可以挣钱养
活自己，以防老送终。可是在生活贫苦的情况下，一个刚刚
三岁的小生命是何等的脆弱。然而当宝儿死了之后，她什么
也想不到，也不可能想到：“单觉得这屋子太静、太大、太
空罢了。太大的房子四面包围着她，太空的东西四面压着她，
叫她喘气不得。”第二，世人的冷漠。“还有些古风”的鲁
镇，人们之间没有关爱，愚昧、麻木、无知、冷漠、损人利
已成为社会的通病。当单四嫂子因孩子陷入凄苦时，她没有
得到任何同情和帮助，而是风刀霜剑紧相逼迫，迷信、庸医
欺骗了她纺纱的可怜积蓄，害了她儿子。“动过手开过口的
人”吃了她的丧家饭，使她既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又耗尽了



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一点可怜的钱物，她在精神和物质上都
陷入绝境。这令人心寒。

对单四嫂子这个人物，作者倾注了爱与恨的情感因素，作品
中关注了作为下层劳动妇女的生活境况。单四嫂子一方面具
备了温柔善良、勤劳朴实、有忍耐精神的品格，但是成长在
旧中国传统封建农村社会，她同时又受到封建传统文化的影
响，自觉而又盲目的跟从，就这样一步一步她逐渐促使其成
为封建思想异化下的一个受害者。对于单四嫂子性格的善良
勤奋地刻画是作者站在“爱”的立场之上的，即对个体生命
的价值的关注，同时又是作者本人对她深深的敬佩之意。但
是对她本人的无意识的接受封建思想，在这一点上作者是充
满憎恨的。单四嫂子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这就与鲁迅个人
经历中的情感体验息息相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寡母托
孤”的传统，鲁迅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由母亲养大成
人，因此鲁迅本人深深地受到他母亲的教导和影响，虽然外
出求学让鲁迅在理智上承认西方的价值观念，但是从心理上
却不能够摆脱传统文化对他本人的影响。作者本人在情感心
理之间的矛盾就对他创作《明天》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
其是集中表现在对单四嫂子的感情基调上，如她对宝儿的伟
大的母爱就是鲁迅在母亲那里得到的关爱在某种程度上的反
映，在她的身上，展现了鲁迅重视个人生命价值的思想价值
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