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灯下尘读后感(通用5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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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下尘读后感篇一

鲁迅的《灯下漫笔》是鲁迅思想彻底转向革命的标志性篇章，
是自“五四”以来思想革命领域的重要文献，其意义在于不
但提出问题，而且试图通过努力探索，给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和方法。

《灯下漫笔》写于1925年，是鲁迅写给革命青年的'经典战斗
檄文，相比早期的“呐喊”言论，《灯下漫笔》这样的杂文
更多了全面、理性、纵深和冷峻犀利的揭露和分析，不但能
够直指病灶，而且更为明确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使革命的杂文呈现出新的气象。这是所谓的经典评析，我承
认自己对于作品的解释和评述和所谓的经典还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我正在学习怎样去评论一个作品，我会让自己成长起来
的。

文章的第一节讲国民的奴隶性，通过对历史的深刻洞察，鲁
迅指出国民奴隶性的发生根源和赖以长期存在的政治的、经
济的、文化的根源，从而揭露漫长的封建政治历史的真想，
即：一，想做奴隶而不得做的时代；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
时代。显然这两个“做奴隶”的时代，都不是中国历史继续
前进的方向，鲁迅指出，第三条路就是：开创一个做主人的
新时代，正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第二节同样是通过对
封建政治和中国文化的审查，指出封建文化的“人肉宴席”
的本质。它是一种吃人的文化，而“中国人的耐劳，中国人



的多子”都是这样的“人肉宴席”“办酒的材料”。鉴于封
建社会文化的吃人本质，鲁迅呼吁革命的青年人“扫荡这些
食人者，掀掉这宴席，毁坏这厨房”。

灯下尘读后感篇二

总有一些文章让人振聋发聩，深入人心，就像一把尖刀直刺
到我们的骨髓里,抵达灵魂深处,让我们难受痛苦，也让我们
深思醒悟。读鲁迅《灯下漫笔》就有这种感觉,这一次鲁迅先
生将矛头直指中国历史的本质以及国民的奴性人格,思想深刻，
入木三分。

鲁迅从袁世凯复辟钞票贬值一事作为契机，引发议论“我们
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也由此对
国民的奴性( 包括自己的)作出了深刻的剖析和严厉的批判。

在阶级社会的几千年的历史中，百姓向来只是会劳动会说话
的工具，没有任何“人”的价值可言。“将人不当人”，本
来是奴隶主、封建地主和资本家对待被剥削者的行为准则，
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月，甚至还产生“乱离人，不及太平
犬”的叹息，这就说明人的价值更低于牛马，不如猪狗了。
换言之，如果人的价值等于牛马，则应该心悦诚服，讴歌恭
颂太平的盛世了。但是，鲁迅的一句“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
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是如此，然
而下于奴隶的时候，确是数见不鲜的”，道破了中国人几千
年的生存状态，露出了中国人病态心理的本质，把一批中国
人心安地作奴隶的嘴脸放大在人们的面前。究其源头就在于
国民的奴性人格，习惯了当牛做马的日子，即便不是奴隶也
得成为奴隶。

中国人的奴性从何而来?是来自中国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等
级制”，是来自古代所谓的明君、圣贤、大儒之徒和现在的
学者、教育家长期的思想侵犯,残酷的“等级制”，长期的思
想教化，使得中国的百姓安于现状, 愚昧麻木，逆来顺受,奴



性思想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早已生根。正是因为厌恶国民的那
种麻木、不言反抗的奴性心理，所以鲁迅选择了笔伐，想要
通过这种无奈而悲愤述说去唤醒浑浑噩噩的国人。 但是鲁迅
也意识到这样做还不够，还需要青年“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
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

文章的第二部分是以一个日本人的随笔《北京的魅力》作为
开头，道明了中国固有文明的本质“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
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
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在这种生存环境下，中
国人是争取不到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地位的。“于是
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
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
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孩子。” 在这“吃”与“被
吃”的循环中,中国人不断在自己制造的等级制度、礼教中被
吞噬、被扼杀，现在还要被自己“盛宴”款待的西洋人掠夺、
侵杀。

看着“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
去”，鲁迅先生最终吐露心声，呼吁青年“扫荡这些食人者，
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让蒙昧无知的心灵获得重生，
在革命先行者的引导下，抛却奴性，重拾尊严，这正是希望
所在呀!

在文章第一、二部分的结尾，鲁迅都对青年人寄予了厚望，
希望中国青年人正视国情，抛除奴性，驱除鞑虏，建立民主
国家，建立一个把人当“人”的新世界。

灯下尘读后感篇三

和孩子一起准备过马路，恰遇红灯，拉住了欲跟着闯红灯的
人往前走的孩子。红灯变绿灯后，再不紧不慢地走过斑马线。
孩子有些不满地冲我说：“爸爸，你总是这样循规蹈矩，你



看那些闯红灯的人，不是什么事都没有吗？”

孩子说得没错，这次闯红灯的人确实什么事也没有，还在我
们前面兴冲冲地行走着呢。这也使得我被孩子数落，一时间
竟然找不到反驳的理由。

难道真是这样吗？夜深人静，想起白天过马路的经历，一阵
深深的不安突然袭来，让我陷入沉思之中。

“红灯停、绿灯行”，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句子，说得浅一
些，它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必须遵守的交通规则，说得深一
点，它是我们确保交通顺畅和行人生命安全的一种社会底线。

我们已经感觉到，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物欲化，社会底线也
在下降，人们的容忍度变得越来越宽。原来看不惯的东西，
因为长期耳闻目睹，“久入庖肆而不闻其臭”，现在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了；原先不能接受的陋习，起初怀着众人皆醉我
独醒的清高，现在痛苦地发现已在现实中大肆风行了。人们
在践踏社会底线的同时，可能没有想到，我们的整体素质和
社会的整体素质都在下降。人性的堕落，常常从无视公理开
始，社会的尊严，常常因底线被践踏而萎缩。

试析人们常常闯红灯践踏社会底线的行为，我想主要有四个
方面的原因：

一是侥幸心理作祟。交通规则人人都懂，但一部分人没有从
心灵上去重视它，没有从行动上去遵守它，心存侥幸，总想
着，世界那么大，老天爷不会让我那么容易“中奖”吧。全
国每年成千上万起因闯红灯而酿成的恶性事故，一个个鲜活
的生命被旋转的车轮带走的事实，都没能给他们应有的警醒。
人们习惯于当事故发生，亲人伤残或离去，才痛哭流涕，追
悔莫及。这是很可怜的。

二是自我心理膨胀。一些人在为人处世中，一切以自我为中



心，没有是非观、荣辱感，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集
体、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不讲公德、
不遵规则、不守底线。这类人，视规则如儿戏，说欺骗为智
慧，用公平设陷阱，把诚信当吆喝，借宽容以放纵，贪婪、
嫉妒、报复、吝啬、虚荣等病态阴暗集于一身。这是很可恶
的。

三是规则意识淡薄。所谓规则，是指规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
守的制度或章程。很多人是没有规则意识的，他们喜欢自由，
不喜欢约束。但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只有在规则范围
内的相对自由。毋容置疑，我们驾车行驶在路上，没有了红
绿灯，没有了交通规则，也许获得了暂时的自由，但最终会
使我们的交通变得混乱不堪，甚至让我们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是很可悲的。

四是社会监管不力。更多的时候，规则是因为得到每个社会
公民承认和遵守而存在的。只要是规则，便具有制约性，因
为规则都具有绝对的或相对的约束力。人的行为是一种在一
定的范围内得到许可的行为，才是可行的行为，而不是一种
完全的无拘无束的行为。

当人的行为超越了规则，超越了社会的基本底线，而社会监
管部门没有意识到加强监管力度，或者监管人员人浮于事，
成为事实上的“稻草人”，“拍簸箕吓麻雀”，是起不到震
慑作用的。社会监管不力，正能量得不到弘扬，就会造
成“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的现象。一颗老鼠屎掉进了一
锅汤里，如果及时把老鼠屎和旁边的汤一起舀掉，还能保证
一锅汤的品质；如果处理不及时，一颗老鼠屎污染了一锅汤，
一锅汤就真正的坏掉了。这是很可惜的。

我想对孩子说，不管别人遵守不遵守规则，有没有底线，你
总得有自己做人的底线，总得有你为人处世的标准。你必须
要树立牢固的、正确的规则意识，才是对自己、对他人、对
国家、对社会有责任、有担当的表现。这是百益而无一害的。



灯下尘读后感篇四

琼斯太太为了弥补皮尔斯失去父母的心情，可以说花了多少
心血啊！什么？你问琼斯太太是谁？皮尔斯又是谁？想知道
答案就听我讲一个故事吧！

从前，有一个男孩叫皮尔斯，一次意外车祸中，他的父母双
亡，他成了孤儿，之后他又学会了打架、逃学、这样的生活
一直持续到一个多管闲事的人出现在他的眼里。她是琼斯太
太。之后，如果皮尔斯在打架时，老太太就会跑出来，对皮
尔斯唠唠叨叨说上一大堆话，皮尔斯决定去报仇，于是他跟
踪琼斯太太，并砸碎了她家的灯，却被老太太换上了，可是
皮尔斯不服气，于是就天天砸，可老太太却天天换，终于有
一天，皮尔斯砸完灯泡准备逃走，却被老太太发现了！琼斯
太太一言不发地把灯泡换上，老太太说：“你以为我每天换
是为了和你较劲吗？我是为了给过路的汽车司机点上一盏灯，
让世界上不要再多一个像你一样的孩子。”

故事从这里就完了，其实每一个父母老师都是你心中的点灯
人，一丝爱、一句鼓励的话就能让你感觉到希望。

有一次，我考试没考好，回家路上，天蓝得像宝石一样蔚蓝，
映在我眼里却是灰茫茫的一大片，仿佛过一会儿就会下起倾
盆大雨。回到家，我看着妈妈那写满笑容的脸，我真不想把
这个坏消息告诉她。但是，我还是要把试卷交给妈妈，妈妈
顿时皱起了眉头，叹了口气：“考得很不理想啊！下次在努
力吧！”这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却这句话被我深深地刻在了
脑海里。在下一次的测试发试卷，我的眉头像一条打了死结
的绳子一样愈来愈收紧。从拿到试卷的那一刻起，正在收紧
的眉头就像得到解放一般，“哈哈！这很明显比上次的那次
没考好很好了！”我暗暗想到。虽然是暗暗，但是脸上已经
洋溢着得意与兴奋的表情。

但是，让我感谢的不是那句“考的很不理想啊！下次在努力



吧！”这句话，而是妈妈那无私的爱。

灯下尘读后感篇五

读先生的《灯下漫笔》，以至于眼中噙泪。伟人并不只与时
代相关，其见识往往超越时代，而至有不朽的意义。那
时“漫笔”所表达的含义，于今何尝不是！

使愚氓和土匪做了主人，并不能使他们变得文明和仁善，而
成了遍天下的土匪和愚氓。所谓颠倒乾坤、改天换地，不过
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愚弄孩子而已。

先生说中国的历史只有两种时代，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
之所谓‘一治一乱’；“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
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今天怎样了呢？这第
三样的时代仍未见创造出来，眼见的仍然是专横跋扈奢靡腐
化的统治阶级和沉默的顺从的国民。并且国民的遭遇在许多
方面比起以往的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先生死后，又有谁洞悉古今，为人民、为公正的思想而仗
义呢？为改变国民千古的劣根性或者说奴性而鞠躬尽瘁呢？
时代怀念先生，时代需要先生这样的人出现。世上是没有神
的，人们信仰的只是思想。有谁又会建立崇高而正确的思想
使人信仰呢？或许建立崇高而正确的思想并不为使人信仰，
而是照亮人们心灵，作为人类精神的营养，使人不惑而已。
而这建立的责任，便在有文化和修养的、不浮躁和急功近利
的、冷静淡定的、有先生一样气概格局和骨头的新的作家的
身上。

一个民族的文化，可以形成一个民族的气质。愿那些可以不



朽的的国学的精粹以及先生所提倡的国民性，可以成为中华
民族的气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