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琐记读后感初中(实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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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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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
下吧。

琐记读后感初中篇一

《朝花夕拾》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为最恶的心，应该堕
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二十四孝图》。

读了鲁迅先生的作品，让人深有感触的。虽是白话文，但我
也看得津津有味!

在初一时学了《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知道《朝花夕拾》
原本叫做“旧事重提”，收录了鲁迅先生记述他童年和青年
生活片段的文章。那个本应该是个快乐的童年却笼罩在那封
建社会里，时不时透出些迂腐的气息。于是鲁迅要骂，骂那
个封建的社会。

再接触《阿长与山海经》一文，让我感到鲁迅先生写作手法
的高超。长妈妈这个角色，需要分一为二看待。因为当时封
建社会的影响，阿长保留了许多迂腐的习俗。像要在新年的
早晨对她说恭喜，然后还要吃福橘;喜欢切切察察，喜欢告
状;还盲目的对“长毛”的故事乱加评论;甚至还踩死
了“我”最喜爱的隐鼠。因此，那时的鲁迅对她怀恨在心。
但这个粗俗、守旧的妇女却做了些让人对她要刮目相待的
事——买《山海经》。在长妈妈知道“我”喜欢《山海经》
后，跑了许多路，帮“我”买来了《山海经》。由
此，“我”又认为她“有伟大的神力”。在《阿长与山海经》
的结尾，鲁迅表达了他对阿长的爱，他希望仁慈的地母能让



阿长安息。

在这，我不得不佩服鲁迅先生的人格。对长妈妈，他说不出
敬爱，也说不出仇恨。也许说这是他善良，抑或说这是他忧
郁。因为，文字的创造者赋予了文字的内心一种更加深厚的
感情。表面或许是你看到的样子，内在你却是那么难琢磨到
的。

放开心去想，去看，去体会鲁迅先生的世界。

琐记读后感初中篇二

虽有读书的习惯，但迫于生活的压力，闲暇之时也是偶有走
马观花看看孩子的书籍或者课外读物的习惯。有幸受校方老
师之约，陪孩子仔细阅读一篇文章――《琐记》，深刻领略
一下革命前辈的心路历程，有感而发。

文章题目，看似过往的琐碎小事，但通过对这些所谓的小事
的详细描述，充分反映了当时的人性及社会状态，表达了作
者对人情冷落、低俗、封闭、无知的无奈，对社会落后、封
建、迷信状态的厌恶。从而引发了新一代的青年冲出束缚，
崇尚科学知识的新思想的产生。本文是一篇看似形散而神不
散的回忆性散文，以琐碎小事为铺垫，通过大跨度的时空连
接，阐述了作者的心路历程――摒弃枷锁，崇尚科学。

我们来回顾一下文章的内容。

起始，文章用大幅的文字描述了衍太太的为人。衍太太
的“和善待人”，对自己孩子的严厉，对别家孩童放纵
的“老好人”，深得孩童的信赖。文章开头埋下伏笔，采用
先抑后扬的手法，话锋急转，引出衍太太对别家孩子不负责
任的事件，体现了她的虚伪及低俗；通过对别家孩子转圈圈
的语言及行为描述，体现了她两面三刀的人格特点；通过她



肆意造谣，流言飞语引起了作者对这种人性的愤怒。她是当
时具有典型小市民思想的代表，深受作者的厌恶，为作者离
开故土，寻求新思想做好铺垫。

可恶的人性，是危害社会的危险因素。我们在学习文章细致
诙谐的写作手法的同时，也要学习作者对待社会不良因素的
态度。作为青少年，更要摒弃社会不良风气，正确认识善良
与邪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离开故土以后，对诸多琐事的描述，细致体现了当时社会的
封建落后、封建统治根深蒂固，及对封建迷信的讽刺。

让我们来看一下，作者到了南京进入学堂的状况。通过对学
堂学习功课内容的叙述，体现根深蒂固的封建教育统治，对
学生思想的束缚，揭露了教育的实质―――维护封建统治秩
序的工具。通过对“螃蟹态度”及“螃蟹姿态”的细致描述，
颇具风趣和诙谐色彩，深刻体现了中国社会普遍的教育丑态。

文中说“只可惜那两个淹死鬼失了池子，难讨替代”，淹死
两个学生，建起庙宇，请和尚做法，这些充分体现了封建迷
信思想对中国的影响。

对封建思想的深恶痛绝，引发了作者对新知识的渴望和追求。

文中说“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无一
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
作者引用白居易的《长恨歌》诗句，充分表达了其求知若渴，
上下而求索的无奈与不懈追求，也深刻阐明了中国的社会现
状――郁闷无知，闭塞落后。要想实现伟大理想，“所余的
还只有一条路：到国外去。”到国外去干什么呢？求知，来
拯救中国的社会！

通过国外生活的简短描述，描述了前辈同学的指导意见的错
误，虽是仅仅白费了几双袜子和赔了一点钱换了半圆的银元



和纸票，进一步验证了中国的闭塞与落后，讽刺意味浓厚。
发人深省，令人深思。

读完全文，我们不仅要学习作者朴实醇厚、含蓄精炼、讽刺
诙谐的写作风格，更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作者打破旧习束缚，
摒弃枷锁、崇尚科学，追求新知识的革命精神。

鲁迅革命前辈的文章立意深刻，发人深省，需多读多想多思，
方能知其深意。

琐记介绍了鲁迅先生冲破封建束缚，为追求新知识，离家求
学至出国留学的一段生活经历。文章从作者切身感受出发，
写出了进化论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对进步青年的影响。
第九段中说城中的一所中西学堂也成了“众矢之的”。这也
的确说明了封建旧思想的根深蒂固，人们对新思想的不了解、
不认同。

令我感受最深的是作者在雷电学堂求学时，校长出了个《华
盛顿论》的文题，国文老师竟不知华盛顿是什么。这也足见
当时人们头脑之古旧、思想之老化，人们对新思想的不接受
与排斥。这样的老师，岂不是要耽误学生的学业吗？我也很
痛恨那些所谓的“中国通”、“支那通”，对中国悠久文化
的曲解。他们简直是对华夏文化的污辱。

当然，那些奇谈怪论是肯定永远不会被我们所接受，也永远
应该去抵制的。文中最有趣之处当数要去日本留学之前的那
两条所谓的“经验”，简直是一堆废话，没有一点可用之处，
也由此可见中国人当时对一些外国事物的误解。后面的几段
中，也写出了当时一些新文化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和老一辈
对学习新知识的不支持。《琐记》可以说是哪个时代社会的
一个缩影，很好地写出了当时社会的一些现象，是一篇不错
的回忆性散文。



琐记读后感初中篇三

一、平民的视角，“社会史”的叙事方式

我所读过的有关文革音乐的文章，大多是以上层的、精英化
的视角来描述音乐史实和音乐现象，很少有人以平民的视角，
来观察社会下层普通民众对文革音乐的接受状况。那么在文
革期间普通民众的音乐生活是怎样的呢？他们是如何接受当
时的音乐呢？民众的行为是否对文革音乐的发展产生过一些
影响和推动呢？在这本书中田青先生做了回答。他从平民的
视角，采用社会史的叙事方式，来考察普通百姓在文革期间
的音乐生活现象。尽管这本书也经历了意识形态的扭曲，但
它忠于个人体验，因此把历史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写了出来。

在许多知识分子的眼中，文革音乐是意识形态的载体，与专
制统治紧密相连，毫无美感可言。这种观念是有一定的道理
的。在文化专制主义的历史氛围中，全民学唱“语录歌”，
举国欣赏“样板戏”已经成为特殊年代的一项政治任务，这
种强迫式的接受消解了真正意义上的审美欣赏，更何况千篇
一律的“高强硬响”也降低了听众的兴奋点，从而很难产生
美学意义上的审美快感。然而，事情总是具有两面性。和知
识分子相比，普通民众对文革音乐的反感也许没有那么强烈，
与强迫式的接受同时存在的是一种民间游戏式的接受方式。
这一点可以从田青先生书中的描述窥见一斑。在书中，田先
生通过对一件件生活琐事和一个个活生生人物以及他们的演
出状况的描写，将这种民间的接受和欣赏方式呈现出来。比
如，在“土台子上的7造反有理’”一章中，田先生形象地介
绍了他们演出《造反有理》这个节目的表演方式：“全体队
员排成一队，闪在门后。人未上场，先在后台大吼三声’造
反有理’，然后一边有节奏的吼着，一边甩着胳膊，迈着大
步，冲上台来……”，不知道文革音乐在这样的演出形式中
还能够完全保留意识形态的内涵吗？尽管在田先生的书中，
没有明确的总结出文革音乐在接受方式上的两面性，但是一
种不言而喻的东西注入在他的书中：普通民众对文革音乐的



反应与知识分子是不一样的，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从文
革音乐中并不能深入地理解所谓的政治意义，这些“畸形”
的音乐和他们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以特殊的方式培
养了他们的审美趣味，不管多么单调难听，他们也能够接受，
这就是普通百姓的心理审美方式。缺少了这一点我们就不可
能理解“黄河涛声”中的普通群众，面对危险高唱“我们都
是来自五湖四海……”时所流露出来的那种激情、兴奋和满
足。

二、写作技巧高明，文字功底深厚。

田先生的《“长征宣传队”琐记》很“好看”。它不是正宗
史学著作，不是必读教材，更不是考试参考书目，不好看又
有谁愿意看呢？本人正是因为它的幽默风趣才看的。此书的
开头结尾遥相呼应，作者在序言中用一张发黄的照片钩沉出
一段生活历史的记忆……文章结尾再次以照片来回应。文章
的主体部分按照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分为七个章节：

1、长征宣传队缘起；

2、王永革的“篡位夺权”；

3、踏上征途；

4、土台子上的“造反有理”；

5、“泊镇辩论”与“铁路事件”；

6、黄河涛声；

7、从水泊梁山到兰考。

这七章尽管也是对事件的历时性考察，但在写法上却有一个
非常显著的特点：更加关注对人物的描述，关注人物在这些



生活琐事中的表现，他最与众不同的一点就是将大多数正史
著作中着力渲染的政治制度和时代氛围内化到人物的描述中，
以至于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不再是风云变幻，制度消长的理论
介绍，而是一个个在意识形态浸染中“异化”了的人物形象，
有血有肉有生活。例如在“长征宣传队缘起”这一章中，他
对宣传队队员杨光的描述――让我至今不解的是，他被当
作“漏网之鱼”关进“牛棚”隔离审查之后，却显出一种如
释重负的平和样子，有一种“终于当上了”的感觉。也许，
每一只被猫爪子按在地上的老鼠，也都会轻舒一口气“哎，
可不用再整天担心被抓了……”――在田先生的笔下，扭曲
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这种写法不仅大大增强了趣味性和可
读性，也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因为通常人们关心人及其命
运要胜过关心制度，一切从“人”说起，符合历史的逻辑和
结果。该书不仅在叙事写法上引人入胜，而且语言生动活泼，
妙趣横生，幽默风趣的语言俯拾即是，在此我们就不一一举
例了。

这本带有文学性和艺术性的回忆录有学术价值吗？这是我们
许多人关心的问题。毕竟，在这本书中没有提供众多的详实
的史料，也没有关于文革音乐的分析。然而西方历史编撰学
告诉我们：历史编撰重要的是你站在什么学术立场上，用什
么研究方法去搜集、整理、辨析、考据史料，从而得出这样
而不是那样的结论。也许田青先生的这本著作给我们树立了
一个榜样。

琐记读后感初中篇四

这个寒假的天气却是不错的，阳光明媚，晒得人暖暖的，这
样的境况委实适合泡上一杯香茗，读上一本好书的。好书如
此多，从其中挑出一本来也绝非难事，在书架上翻检的时候，
目光不由的被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而引，信手拈来，这
个明媚的午后就由它陪我了。大概了翻看了这本集子，文章
不多，仅十篇。读完小引之后，便决定顺着文章的目录一片
一片的读下去。第一篇的题目叫做《狗?猫?鼠》。鲁迅现在



的文章是极有思想的，这题中的猫鼠狗自然也绝非是去写那
猫鼠狗的各种秉性，而是借猫鼠狗这三个动物来借喻时下的
人们的生活意识形态。虽说本文的题目为《狗?猫?鼠》，而
先生的众多笔墨都用来写自己的“仇猫”。先生仇猫有许多
的理由，猫的秉性和一些人很相像，看似乖巧，实则暗藏
着“妖气”；先生还是既不喜欢猫的叫嚷声的，听到猫的叫
嚷先生总要嫌烦，而这个猫则是更像及了那些与先生叫嚷
的“名人”，先生自是要去仇猫的；还有一条也是先生仇猫
的缘故，但凡猫若是捕食到比自己弱小的动物就尽情玩弄，
直到玩厌了，才吃掉，这却是和当时一些人的做法无二的，
一旦手中有了他人的把柄，必是会就想尽办法慢慢地折磨别
人，自己享受着其中的“乐趣”。这是何等病态的一种社会
形态，笑人无妒人有，那确实是先生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悲哀。
先生仇猫委实不是口头革命，先生对付猫自有一套办法。开
始只是从家中养的一只花猫下手，逐个推广，以致后来猫都
从来不接近先生了。

文章至此，先生的态度已是明确至极了，而此时，先生笔锋
一转，又引至了一只他收留的小隐鼠，隐鼠与那些比“名人
名教授”还轩昂的大鼠是决然不同的，而先生的这个小隐鼠
似乎也是葬身于猫之口中，随后来得知是长妈妈所谓，但是，
先生和猫之间的矛盾委实不能“相逢一笑泯恩仇”了。细细
品味，先生所言的狗鼠猫，其实就是代表了先生所生活的时
代的三类人。先生用极其细腻的笔法描绘了这三个阶层，先
生正是以笔为枪，抨击了那个时代的“名人”，表达了自己
对于那些生活在底层的弱者的同情和支持，而那些“名人”
各种媚态，对弱者的各种折磨，先生也嗤之以鼻！先生的文
章或许我还读不懂其中的真味，但是却能深切的感受到先生
对那个日渐浑浊的世道的无奈与悲切，他用他的笔战斗着，
挽救着奄奄一息的中华民族。向先生致敬！

鲁迅先生的文章实在值得回味，反反复复的看才能大概了解
其中滋味。曾经看过一篇关于先生的文章的评论，说先生的
文是只可浏览不能详读的，盖因先生实在是个忧国忧民的革



命文人吧，这等的'境界不是常人可以理解的。今天看了先生的
《朝花夕拾》册子中的第二篇文章《阿长与山海经》。也是
颇有些感触的。这篇文章，先生用深沉隽永的笔描写了一个
在先生家做工的女性，长妈妈。

文章着重写了先生幼年时与长妈妈的一段经历。长妈妈是一
位保姆，而先生对她的印象能如此深刻，可见先生对她的感
情至深。文章开篇介绍长妈妈的时候，铺成直叙的写了长妈
妈名字的由来，人物的性格，甚至对于长妈妈那个“大”字
形的睡姿也反复提及。后面通过对于长妈妈的言语行为，也
给了读者一个很直观的概念，其实所谓长妈妈也就是那个时
代下生活在最底层的劳动人民，有一些陋习，但是也有敢于
创新的可爱一面。

琐记读后感初中篇五

把《纽约琐记（修订版）》翻完后，终于确认了陈丹青在这
书再版序言里的话――他出过这么三五本书，也就这么一本
尚可读。大致原因，这虽是陈丹青先生第一回写书，但写得
扎实，写得用功，特别那洋洋一大篇《回顾展的回顾》，读
得出学生认真作论文的傻而珍贵的劲头。文字技巧，也不像
之后那些书里捻熟得有些油滑。之后的书，批驳教育的文字，
狂风一样刮着，刮完了，弱下去，只剩下不流动的空气。虽
是不断再版着，那也只是畅销书的畅销罢了。

论阅读感，我其实很喜欢《退步集》，那是我读陈丹青的头
一本书，也吸引我读掉他所有的书。因为文字好看，又是在
骂人――好看的骂人，读起来很爽快的。《退步集续编》，
凑数文章多，论及鲁迅的那几篇还可看，其余的不值书钱。
《音乐笔记》谈的什么，不记得了，大致是借音乐谈他自己
比借他自己谈音乐的文章多。至于《多余的素材》，题目也
真恰当的，确是不成品的素材，确是多余出版，也许不如不
出版的。



学生的时候，看到过原先两卷本的《纽约琐记》，觉得贵，
舍不得买，似乎那个版本没彩图。这回的修订，定价比原先
两本还贵，但我见到里面缤纷的彩页，大师画作与珍贵照片
堆叠书页，即刻买下来。

我美术眼界的开窍，多亏李泽厚的那本《美的历程》，虽然
那本书说的不全然是美术，但让我晓得美不是“好看”那么
简单，就像我读过余华那本谈古典音乐的书，看过一些涉及
摇滚历史的电影，晓得音乐不是好听那么简单。后来读朱光
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如坠云雾，美的历史变成满篇满
眼的哲学用语，读到康德那一章，终于读不下去，读不懂，
放下了。后来明白，应该先看些哲学书的。这读了半本的书
让我好歹明白，美不是漂亮那么简单，而是可以升华性命的。

《纽约琐记》的好，我想是对一个个画家的个性，一幅幅画
作的气质进行对照的罗列与陈列，让我明了美的概念里有着
美学概念之下实在而生活的一面。陈丹青写画家们的平常日
子，比如他写他的画家朋友奥尔，如何一边给人油漆广告牌
忙生计一边自顾画着卖不出的崇古画。他也会写画家的逸事，
比如他写德加画画的斤斤计较，会将许久之前送给朋友的画
拿回来重新修改。他甚至单单描述画家的样貌。他也提出自
己的观点，乐意颠覆往常的看法，比如他说毕加索的画人物
肖像其实没有夸张，也没有变形，只是以儿童的视角，企图
在画布上画出它所见的全部，所以将立体的面画成一个平面
而已；比如他说夏加尔到晚期的画是假天真，天使飞得太久
了。

我不知道他对不对，我并不懂得画。但我知道他说的好，因
为那全然是一个阅画无数的画家看画的真切感受，是喜爱，
是憎恶，是敬而远之，是远之且不敬――怎样感受，陈丹青
便怎样说出来，丝毫不掩饰的。这是这本书最具价值的地方
了，因为这些感受，叫我意识到，学会如何感受一幅画，是
懂得画为何美的第一步。



我原先去美术馆看各种展览，只是硬生生盯着一幅幅画，盯
着画里不动的景象，盯着色块，盯着笔触，盯着水早已干了
的墨，看完了，好像没有看。

相比《回顾展的回顾》的严肃较真，书里有趣的，是一篇
《我的画室》。画室是画家的中心，连接着怎样生存与生活。
陈丹青讲了自己画室的租金，讲了怎样从一间空屋很快“摊
得一塌糊涂”，讲了画室的被拆迁以及为拆迁而打的官司。
那是一个留洋中国画家的生活自描了，陈丹青文字好，不乱
抒情，读来轻松不轻巧。

书里也有对画论的辩论，对历史的翻检，有些是我不能理解，
不能全懂的了。须得再多看些书，多看些画，再去读。

读完这书，按照书里提及的画家，又去城里一间卖美术书的
小铺子里淘了几本画册，都是多年前出版的次等货色，印刷
粗糙。我只买的起这些便宜货，不过这不大的城里真想买好
图册，也买不到的。至于美术馆，有小小的两座，有一些省
内当代画家的展览――和没有一样。只能眼巴巴再翻翻书里
《美术馆》这篇文章，借陈丹青描绘，再幻想一把国外那些
琳琅满目挂着珍贵画作的美术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