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孔乙己读后感(通用10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
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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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乙己读后感篇一

《孔乙己》是鲁迅笔下的短篇小说，主人公孔乙己更是一个
深受封建思想和科举制度毒害的读书人，让我们看到了封建
制度“吃人”的本质，而生在那个时代的人们是何其不幸，
其悲惨的下场正是对封建王朝的抨击和嘲讽，而这篇小说就
是为了惊醒中国人，改变自己的思想，是从精神上给国人医
治病症，让我深受启发。

小说描写了孔乙己去镇子口咸亨酒店喝酒的情节，孔乙己本
来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人，但仍然穿着长衫，把自己装扮的很
有学问和身份。当他在付账的时候，还将钱一个个摆出来，
显得自己很阔气一般，实际情况是，他不会营生，不懂得赚
钱养家，当他要面临讨饭的境地时，就去帮人抄书写字，赚
取几个大子儿糊口，而这时他参加科举得到的唯一个长处了，
写得一笔好字。

而讽刺的是，孔乙己是唯一一个穿着长衫还站着喝酒的人，
因为只有短衣帮因为穷困才只喝酒，不点菜，孔乙己也是如
此，因此遭到了很多人的嘲笑，而这也是封建时代的读书人
共有的无奈和凄凉。而他也有一个读书人的气节，那就是从
不耍赖，欠酒店的钱是肯定会还上的。

故事的结局并不好，孔乙己因为拿了丁举人几本书就被其私



设公堂打断了腿，从此成为了一个残疾人，只能用双手爬行
走路，而作为一个普通人，根本不敢和丁举人讨公道，而这
样的事，在那个“吃人”的社会里也是不会被腐败的官府过
问的。

孔乙己因为残疾无法谋生最后死去了，而他仅仅是封建社会
里众多被刻度制度毒害的人之一，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和形象，
深刻的揭示了封建社会的丑恶。

我们要珍惜今天的民主社会，建立自己的科学价值观，勤奋
努力做一个上进的人，不能像孔乙己一样不求学问，空有一
副读书人的外表，却名不副实！

孔乙己读后感篇二

这篇小说通过孔乙己悲惨一生的描写，即反应了封建文化和
封建教育，对下层知识分子的严重毒判，有力的控诉了科举
制度的罪恶，跟着重的表现了当时一般群众的冷漠麻木。从
更深的意义上，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朽。

人世间亲情，友情……是最珍贵的。我们不应该与文中旁人
一样世态炎凉，不该与丁举人一样凶狠残暴；不应该把别人
的痛苦建设在自己的快乐之上；更不应该与孔乙己一样丧失
做人的尊严。

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亲相爱，互相帮助。

爱人者，人恒爱之。所以为自己也为了别人，不要互相伤害。
“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会变成美好得人间”只有这样，
社会充满祥和，人性才飘逸芬芳。



孔乙己读后感篇三

《孔乙己》这本书讲述了在鲁镇，一位嗜酒的下层知识分子
孔乙己，因贫穷和未取得功名遭到嘲笑。在这种情况下，孔
乙己却不思进取，不想方法去谋生，而是进行偷窃。最终因
偷窃被人打断了腿，悄无声息的死去了。

读完这本书，我有很多感受。封建礼教的可怕。但更多的是，
悲哀。对于孔乙己这个人，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其
实细想一下，造成他悲剧的原因便是他自己。他一直在固守
着封建礼教，每天说一些“之乎者也”的话。在时代发展的
过程中，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不但没有开拓思想，反而一
直的固守旧的思想。被时代淘汰似乎成了必然。

不仅如此，在别人嘲笑他时，他从没有反思过自己，每天都
活在自己的世界中，贫困，却从不想着去打工谋生，而是好
吃懒做，进行偷窃。这一切都说明了这个人的不上进，他的
悲剧似乎也是必然的。试想一下，如果他能正当工作，那么
他的结局也定不会如此悲凉！

在这个故事中，我明白了，人不要一成不变，不要只活在自
己的圈子里。不要在被时代抛弃了之后，才后悔，叹息。一
定要懂得变化，抓住时代的脉搏，尤其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
代。

此外，一定要珍惜现在的生活，现在这个美好的时代，一切
皆有可能。

孔乙己读后感篇四

《孔乙己》这篇文章里，最让我痛恨的乃是那个丁举人。此
君属于读书人不假，可他虽也把四书五经研习得滚瓜烂熟
（不然怎么考上举人呢？），于里面的仁义道德却未学到多
少。同是读书人的孔乙己迫于生计，偷到他家里，被抓了个



现行。他没有同情心，不念在寒窗艰难的情分上放了孔乙己
也罢，就送官吧，孔乙己并非满脸横肉为非作歹之徒，可能
官老爷也不会怎么为难他。

可是不，胆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可要出口气！于是
乎，“先写服辩，后来是打。于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
孔乙己就这样被同是读书人的丁举人“治”成了残疾！

似要说丁举人从来就是这般穷凶极恶可能也不符合实际。事
实上，不管是生在官宦之家还是穷乡僻壤，读书人若不是走
歪门邪道，总要付出相当的努力才能成正果。或许仅仅是几
年前，丁举人也是一个寒酸的穷秀才，或是童生，也在咸亨
酒家里头四文钱一碗的酒解馋，也想给小掌柜讲讲“茴”字
的四种写法，也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人嘲笑……只不过，他的
运气比孔乙己好得多，中了举人。看过《范进中举》的人都
知道，在封建科举体制下，中了举人是何等的荣耀啊！说虚
的，是光宗耀祖；说实的，是财源大开、鸡犬升天。

为什么举人用敲门砖打开富贵之门后便将一点仁心丢到脑后
了呢？这固然与他的个人品质有关，但封建等级制度的“威
力”也不容小视。在摇身一变成为“举人老爷”后，丁举人
扬眉吐气，对那此还在科考漩涡中挣扎的昔日同道并没有什
么同情心―为什么有呢？既然读书只是为了博取功名，那么
书中的内容并不重要。“富贵”乃是我命中注定，你们考不
上就是考不上。孔乙己在他眼中仅仅是一个盗贼，自然免不
了皮肉之苦。

孔乙己读后感篇五

从孔乙己这一面看，小说反映了封建文化和封建教育对读书
人的毒害，控诉了科举制度的罪恶;从民众这一面看，小说揭
示了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人们冷漠麻木、思想昏沉的.精神
状态，社会对于不幸者的冷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



的腐朽和病态。

透过对外形的整体描述揭示孔乙己的特殊身份。孔乙己是站
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一外形的整体描述，集中而
简练的概括了人物的特殊身份。

肖像描述揭示孔乙己的不幸遭遇。?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
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胡子?。活画出一个穷困不得志，
又经常挨打的老书生的形象。断腿前后肖像的对照，更显出
他遭遇的悲惨。

透过服饰的细节描述揭示了孔乙己懒惰而又死爱面子的特征。
穿的虽然是长衫，但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
有洗?又脏又破，长期不洗不补，既说明孔乙己很穷;只此一
件长衫，又说明他很懒，连洗衣服都不肯动手。不肯脱下这
么一件长衫，是唯恐失去他读书人的身份。作者透过一件破
长衫的描述，把孔乙己的社会地位、思想性格和所受的教育
揭示的十分深刻，让我想到当时社会的恶劣。

透过个性化的语言描述，揭示孔乙己自命清高的性格。多次
写他满口?之乎者也?，反映他受封建教育毒害之深。孔乙己
用?四书?五经?中的所谓?圣言?为自我辩解，连偷书也说成?
窃书不能算偷。这些性格化的语言极能表现人物鲜明的个性。

透过对人物动作、神态的描述，显示孔乙己善良的心地。孔
乙己教小孩子们识字，分茴香豆给孩子们一人一颗，表现了
他善良的心地。

总的来说，孔乙己在我心中是一个光明正大，心直口快的人，
他不会被当时社会而弄巧成拙，反而更厌恶封建文化，是鲁
迅笔下的一个优秀人物。



孔乙己读后感篇六

我相信，一个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是可悲的，也是悲剧的。

孔乙己是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在很多情况下，个人只不过
是社会以及统治者的工具罢了，正如那们的导演在《末代皇
帝》所传递的悲凉的声音：“当这个王朝要灭亡了，你也要
去陪葬。”

孔乙己就是个陪葬品。

社会是变动的，变动是残酷的，那位英国的达尔文在提出了
生存竞争之后，摧毁的不仅是神权的统治，也摧毁了一代人
对于美好秩序的想象。

人的不屈与反抗在世俗这位x君王面前永远是渺小的，每一个
时代都反对与他意见相左的人。

帕斯卡尔曾经对于人为何宁愿向着禽兽也不愿向着天使表示
过疑问，但事实是，天使活不下去禽兽活下去了。

孔乙己读后感篇七

鲁迅的小说，我读过不少，但给我的印象最深的要数《孔乙
己》了。这篇小说反映了孔乙己一生的悲剧，透过文字，我
仿佛看到悲剧正一步步上演，孔乙己正一步步走向死亡，我
不禁产生无限悲凉之感。

孔乙己深受封建科举制度之苦。首先，封建科举制度毒害了
他的思想，使他产生“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错误认
识，以致鄙视劳动，几乎丧失了生活能力。其次，封建科举
制度摧残了他的肉体。孔乙己只因偷了丁举人家的东西，就
被打断腿，进而完全丧失生活能力。由此可见，封建科举制
度是造成孔乙己悲剧的直接原因。



但如果把孔乙己悲剧形成的原因完全归罪于不健全的封建科
举制度，我认为是错误的，或者至少说是不全面的。如果说
封建科举制度使孔乙己完全丧失生活能力，那么残酷的社会
世态则直接把孔乙己推进死亡的深渊。试想，孔乙己在完全
丧失劳动能力之后，如果人与人之间还有关爱的话，有些人
家就有可能收留孔乙己，如果这样，孔乙己就可以在人们的
怜悯接济中度过余生。或者退一步想，即使没人收留孔乙己，
孔乙己也完全可能沿街乞讨而生存下来。但是，事实却恰恰
相反，孔乙己只是冷酷社会里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他的伤
疤人人都可以揭，就连小孩也不把他放在眼里。在这样一个
社会里，可以说，等待孔乙己的只能也只有一个归宿，那就
是死亡。

孔乙己读后感篇八

轻轻翻着《呐喊》的扉页，一个个熟悉的著作映入眼帘。转
动的目光，它将我带到鲁镇的酒店。“他是站着喝酒而穿长
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
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
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就是本章的主人公，
鲁迅先生笔下活灵活现的孔乙己。读《孔乙己》有感孔乙己》
是鲁迅先生在“五四”前夕发表的一篇白话小说。

再看看当今这个法治社会一个个“最美”英雄脱颖而
出：“最美教师”张丽莉，“最美司机”吴斌，“最美乘
客”陆学华……这些英雄都给我们留下了一笔财富，一笔精
神财富。就拿“最美乘客”陆学华来说吧：22年月3日晚上7
点左右，正驾驶大巴从宝应赶往扬州的司机突然晕倒，坐在
第一排的乘客陆学华，一个拥有十多年货车驾龄的普通乘客，
箭步上前，稳住了方向盘，让车上的乘客免遭悲剧的发生。
在这惊心动魄的9秒中，陆学华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最美。

这些“最美”的英雄们都是生活在我们周围的普通人、平凡
人。关键时刻，他们用行动告诉了我们，什么叫无私，什么



叫责任，什么叫最美。倘若我们人人都有强烈的责任感，挺
身而出的勇气，就像韦唯唱的那样，“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
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让我们每个人都多一份责任，多一份担当吧!让我们一起弘扬
中华美德，引领幸福成长吧!

孔乙己读后感篇九

《孔乙己》，我不禁生出了许多感想。它使我想到了我自己，
使我认真思索了"生活"这件事。对于这个简单而又复杂、平
凡而又特殊的问题，每个人有着不同的解说：有人说，生活
是不断需求的过程，而非享乐的过程；有人说，生活像果盘
中盛着的收获与失落；有人说，生活就像洋葱会让你落泪；
还有人说，生活是由无数烦恼组成的念珠——不同的人对生
活有不同看法，不同的人生观，对生活的感悟也不同。

孔乙己是个人很可怜，用"可怜"这个词，也许会让人感到很
老套，但是我想不出别的词语。他生活在一个麻木、冷酷的
社会环境之中。《孔乙己》是继《狂入日记》后第二篇评击
封建礼教和封建文化的文章。主人翁孔乙扭曲的心灵已被封
建文化所骨化，他穷因潦倒，被人们作为笑料；满口仁义道
德，之乎者也，却为生活所迫也当起"梁上君子"，最终，死
是对他最好的解脱，在封建压迫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社会，
只有死人和疯子幸免于难，这是多么讽刺！这个受"万般皆下
品，唯有读书高"封建思想毒害的孔乙己爬着离开了人世。也
许死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

就是这样的一个孔乙己啊，衬托出来了那个时代的悲凉。从
孔乙己这一面我发现，小说反映了封建文化和封建教育对读
书人的毒害，控诉了科举制度的罪恶；从民众这一面看，小
说揭示了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人们冷漠麻木、思想昏沉的
精神状态，社会对于不幸者的冷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



社会的腐朽和病态。衬托出来了那个时代的悲凉。那个时代
人的冷漠让我感到震惊，无法想象那个时代的人可以对死亡
这么的轻描淡写。

再来说说现在。照理，时代的发展到今天，"科考"应是十分
公平了。但是，重蹈覆辙的现象仍是层出不穷。中考，高考，
这场场考试，都是独木桥。成千上万的学生要从这里经过，
没有真正的本领，抑或是没有充分的准备，只得被迫跌进河
底，甚至今生永远都爬不起来。即使如此，也比孔乙己那时
好的太多太多。我庆幸我生在21世纪，这是一个人性的时代，
是一个充满爱的时代。

孔乙己读后感篇十

这篇文章是看了好几遍了，这印象却是不可磨灭的。

一位衣脏不洗，满口“之乎者也”的酒鬼—孔乙己，就是这
篇小说的主人公。在鲁迅先生的笔下，其形象被表现得淋漓
尽致。

他身无分文，却长衫终日，这是要面子，还是自欺欺人，是
地位低下，还是自命清高。

他在人们的讽笑中度过了那昏暗的时光。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多么矛盾呵，
可见孔乙己对自己唯一值得“炫耀”的事是——他读过书。
尽管是老童生，这也是他唯一有尊严的地方。

“‘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孔乙
己竟天真地以为旁人不晓得他这些钱是偷来的，相当自信地
掏钱，可真是自命清高呵!可是他的尊严被旁人毫不留情地摧
毁掉了。“你一定又偷人家的东西了!”“什么清白?我前天
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



字么?”“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老不到呢?”

就这么的结局，孔乙己的不幸人生到底是谁造成的呢?

在人们的眼中，他是一个可悲、可笑、可怜、可气、可有、
可无的人。

作为当代中学生，一名青少年，应该从这里去吸取教训，不
能碌碌无为而终生，更不可见他人之不幸，而成自己的乐活。
孔乙己被科举制而迫害，成为当时社会的牺牲品。在现在这
个社会中，中学生正是最容易接受那些新事物的时候，而社
会却又如此的复杂。中学生—稚气未脱而又渴望长大。在这
个社会中，更得有一双慧眼，去寻找正义与前进，也就是要
在接受信息时，控制好心灵小窗的敞开大小，理性选择信息，
取其精华而又要弃其糟粕。

放眼2世纪这个社会，不正之风无时无处地不在如传染病似地
肆意传播。而这一类的“病人”也有着很多。

因此，全社会更应该联合起来，扫除一切不正之风，排除一
切隐患，净化空气，净化人类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