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茅盾子夜读后感(汇总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
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
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茅盾子夜读后感篇一

《子夜》，原名《夕阳》，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约30万字。
茅盾于1931年10月开始创作，至1932年12月5日完稿，共十九
章。有些章节分别在《小说月报》和《文学月报》上发表过。
半个多世纪以来，《子夜》不仅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且
被译成英、德、俄、日等十几种文字，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
响。

小说以1930年5、6月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上海为背景，
以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为中心，描写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矛
盾和斗争。

茅盾子夜读后感篇二

小说惊心动魄地描写了一个刚强有为的民族刚也巨头吴荪莆，
在帝国主义和军阀政治双重压迫下，在工农革命的夹击中，
一败涂地的悲惨命运。

吴荪莆的斗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他并非一个束手待毙的人。
他凭着自己的财力，游历过欧美的见识，以及在同行中过人
的智谋和手段，既获得同业的重视也颇自大自是，具有狂妄
的野心。他向往的理想境界是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戴上二
十世纪中国工业王子的桂冠，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犹如
一只正要摄食的狮子。一心发展。

虽然片面地说是为了自己的理想，但还是会为了中国的经济



发展作出贡献。我们也该像他一般为了自己的目标不懈奋斗，
造福国家，造福人民。

不幸从农历端午节后，省政府传来了命令：为了支撑双桥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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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荪莆勃然大怒。但转念一想益中即将吞进七
八个小厂，又不由的回嗔作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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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取暴利也要资金。吴荪莆
日益感到资金周转不灵，在这种关键时刻，交易所的斗争也
日益激烈。赵伯韬盯上吴荪莆这块肥肉，想乘吴荪莆资金短
缺之时吞掉他的企业。随后工厂举行了罢工，市局发展对吴
荪莆十分不利。

吴荪莆陷入内外交迫的困境。前程暗淡，事业的危机，咬啮
着吴荪莆的心。为了排除心头烦闷，他疯狂地带着情妇寻欢
作乐求刺激。突然，不速之客赵伯韬来访，他要用吴荪莆吞
并小厂的办法来吞并益中公司了。赵伯韬向吴荪莆的银行投
资投股。吴荪莆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决心拼一次，与赵伯
韬作最后的决斗，然而内线和赵伯韬的情妇刘玉英竟是两头
作内线;连忠于友情的韩孟翔也临阵倒戈益中公司全军覆没。
吴荪莆倾家荡产，彻底失败了。

虽然曾显赫一时的工业巨头成了丧家之犬，但从他失败的经
历来看证明了一个不变的真理：强者生存.

在快速发展的时代中，热爱祖国永远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茅盾子夜读后感篇三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处在的黑暗统治下，当时以蒋为代
表的地主、大资产阶级篡夺了大革命的胜利果实，内有蒋，
外有帝国主义，他们把中国进一步推向了“两半”的社会的
深渊。民族资产阶级、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等这些历史上的



名词，在《子夜》中得到了深刻的诠释。《子夜》用社会科
学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正确地反映了时代的旋律和阶级
关系。冯血峰曾评价说:“《子夜》是把鲁迅先驱地英勇地所
开辟的中国现代的战斗的文学的路,现实主义的路,接引到普
洛革命文学上来的里程碑之一”。

吴荪甫是《子夜》九十多个人物中性格最鲜明的，是三十年
代民族工业资本家的典型，是诠释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民
族资产阶级的双重性，在他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他有着发
展民族工业的野心、魄力和手段，他“富于冒险的精神、硬
干的胆力”因此，他不仅在家乡双桥镇办起了钱庄、当铺、
油坊、米厂、电厂等，还在上海有一家裕华丝厂，甚至还和
孙吉人、王和甫等民族工业资本家组织了益中信托公司。他
们幻想着“他们的灯泡、热水瓶、阳伞、肥皂、橡胶拖鞋，
走遍全中国的穷乡僻壤!”他们高呼“只要国家像个国家，政
府像个政府，中国工业一定有希望”。

但“他动辄想到保守，想到了妥协”。在他的野心受到买办
金融资本家赵伯韬的阻挡时，他选择了镇压工人罢工来转嫁
自身危机，同时大搞“公债投机”，妄图用此击败“公债魔
王”赵伯韬。现实是残酷的，当时的社会历史现实和民族家
的固有软弱性，决定了吴荪甫的命运只能像企图用“大放
盘”“一元货”的办法度过难关的小商人林老板一样。他的
悲哀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全社会的。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通过《子夜》可以认识三十年代初期
中国社会现实,认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认识旧中国半殖
半封的社会性质,了解三十年代的党所领导的工农斗争的风起
云涌之势等等。

因此，《子夜》是茅盾先生展现给后人的一幅历史画卷，让
今天的人们能清晰的了解那段历史。

同时，第四章的农民武装活捉老地主，吴荪甫的舅舅曹剥皮



及第十三，十四章描写的上海裕华丝厂女工的罢工，都是在
用文学眼光叙述历史事件，让人们在文学欣赏中体会到那段
波澜壮阔的历史。

?子夜》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旧中国社会的一角，茅盾犹如
一个说书人，道出了那段辛酸的历史，展现了一个千疮百孔
的民族的血泪。

茅盾子夜读后感篇四

《子夜》的情节结构，茅盾处理得相当成功的，各条线索齐
头并进，中心突出，既相对独立，又纵横交织，使生活内容
和众多的人物、事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艺术的
整体，像一座纵横交错又浑然一体的建筑群。

完整概括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宏伟构思，茅盾是写历史画卷的
大手笔，概括历史完整画卷的巨匠。他的创作是艺术化的历
史，历史化的艺术。通观茅盾的作品，我们可以窥见中国现
代革命史的复杂斗争，寻觅到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种倾
向，各种代表心物的音容笑貌。

茅盾创作《子夜》时，明确地提出要“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
会”要以农村与都市的对比反映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
正是出于对社会面貌整体把握的需要，他把吴荪甫设计成纱
厂老板，因为这一角色便于“联系农村与都市”。

《子夜》不仅顾及到社会空间上的全景展现，而且更注意社
会结构的全景式表层模拟。他把每一个都作为他所属的阶级的
“标本”来塑造。写出他们所具有的社会角色特性。像吴荪
甫、赵伯韬、等不同类型的资本家，像吴老太爷、曾沧海、
等不同特点的地主。像李玉亭、范博文、等不同模式的知识
分子，既是“单个人”，又都是带有特指意义的社会角色。
他们个人的命运、事实上反映了某一社会群类的基本状况。



在进行大规模的全景式描写时，茅盾注意在具体的情节安排
上虚实结合、远近结合，因为这样才能显示出作品的色彩与
波澜，也才符合生活的实际。

他以城市为近景，以农村为远景的布局，以光怪陆离的城市
为主要的生活舞台，通过作品中人物的谈论或政治形势的变
化，起伏不断地引出农村这一条线索。在围绕吴荪甫这个中
心人物引出各种经济斗争和阶级斗争时，采用不同的方法安
排线索，形成虚实结合，疏密相间的布局。在这里，我们可
以看出，茅盾与那些提笔一泻千里的作家有很大的不同。他
这种阔大的构思，为我们贡献出《子夜》这样一部概括中
国30年代社会生活的完整面貌的百科全书。

子夜读后感800字5

时常在想我们没有权利去选择一个时代，却又权利去选择一
种人生。生活在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吴荪甫对于生活在
这样一个时代他不能说“不”，因为他没有权利，然而在这
样一个时代下，他却有权利去选择一种人生，他毅然成了那
个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他毅然挑起了发展民族工业
的重担，高举起民族工业的旗帜，虽然他最终还是走向
了“买办化”但是这其中有他太多的无奈和不得已。

“狞笑”是书用的中描吴荪甫用的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似乎
又给他那多包的紫脸增添了几分狰狞，能想象出那是一副怎
样的面孔。那如何来解读这样一副令人发颤的面孔呢?我想应
该从历史发生的大背景下去剖析。生活在二十世纪的吴荪甫，
他只能去适应时代，而不能去改变一个时代。外国廉价物资
的输入，使大量资本外流，国内买办资本家的阻挠，还有军
阀的混战，都让吴荪甫所创办的民族工业的发展步履维艰，
民族工业的前景一片渺茫，这时他的内心是被怎样的焦灼着
呢?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工人风起云涌的罢工浪潮，投机商的
投机倒把，军阀官僚的贪得无厌，无不烦扰着他，让本该就
不痛快、安宁的心再加重一层负担，让本该早就怒浪滔天的



心海更是涌动着翻天的巨浪。他怎么对付?他怎么面对?他又
怎么发泄?也许他只有“狞笑”了，或许这“狞笑”更多的是
愤怒的笑，是无奈的笑。

吴荪甫也有作为一个民族资本家的苦衷。其实，他何尝不想
让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发展;他何尝不想让中国的民族工业独
立地站起来，撑起自己的一片天空;他又何尝不想不向那些投
机商、军阀官僚低头。可是这些在那个时代是天方夜谭，吴
荪甫这颗本该发出光辉的民族工业之星，却要面对陨落的悲
剧!

茅盾子夜读后感篇五

断断续续一共读了三次《子夜》，却没有一次耐心读完。在
寒假里也只是囫囵吞枣翻看了一遍，要是细读起来，我这点
倒也只是捉襟见肘。

?子夜》原书名《夕阳》，“夕阳”只意味着旧中国终究会被
列强吞并，而子夜是黎明的前夜，却又是最为黑暗的时候。
不得不叹服茅盾缜密细致的想法。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尽管战乱纷飞，但大都市上海依旧
是一番纸醉金迷灯红酒绿。谁知这是外表庄严、内里平
庸——明争暗斗、趋炎附势，世态炎凉、各怀鬼胎的戏码不
止一次在这里上演。

丈夫吴荪甫却从没有心思去注意这些风花雪月的故事，他是
一个有魄力有手腕有野心有冒险精神和财力的“英雄”或
是“屠夫”。的确，吴荪甫是矛盾的。他精明能干，想振兴
中国民族工业：这种受个人利益自私的驱使，在旧中国的大
变革时代，无疑是天方夜谭。他过分残酷地剥削压榨工人，
甚至他乘坐的汽车被愤怒的群众包围时，吴荪甫凶相毕露地
命令司机“开车!开足马力冲!”这损人利己的丑态和嘴脸毫
无保留地暴露在太阳之下。而又可笑地，他又有一颗爱国之



心。

狞笑，这似乎是对吴荪甫唯一的描写。反复出现的狞笑，是
对所处时代的不满，是愤怒又无奈的笑。

吴荪甫为了建立“双桥王国”而打压收并多个中小工厂，大
刀阔斧雷厉风行地处理。不曾想过满腔热血的他会因为姐夫
杜竹斋而破产，失去再与美国金融资本的赵伯韬一决高下的
机会。“他像一头攫食的狮子，但时代没有赋予他施展威力
的机会与条件，他被关在铁笼子里，即使拼命奔突、挣扎，
也无法冲出铁笼。”也难怪他一败涂地。

从没有看懂茅盾想表述的政治和工业经济斗争，只看懂了一
个生不逢时的民族工业资本家事业的起迭与陨落的悲剧。

“那不是太局促了么?可是，也由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