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范爰农的读后感(优质10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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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
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
帮助。

范爰农的读后感篇一

今天我又读完了《朝花夕拾》中的《范爱农》这一篇。
本篇主要讲述了在日本的范爱农回到了中国跟鲁迅先生一块
教书，并一块儿革命的，最后离世的故事。体现了鲁迅先生
和范爱农先生，同甘共苦，坚持革命的故事。
读完这篇文章，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当年在日本的时候，
是他坚持抵制发报回国。然而回到了中国以后。他义无反顾
的参加入到了革命当中。和鲁迅先生一块，积极的为国家作
出贡献。然而，就在革命的几年后，鲁迅先生接到了一封电
报。范爱农先生死了，这无疑对鲁迅先生是一个打击。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先生和范爱农先生这种义无反顾的为国
家做贡献，这种无私的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
读完这篇文章，我受益非浅。

范爰农的读后感篇二

最近总是在翻看《朝花夕拾》，总以为鲁迅的文章每一段时
间段读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触。于是又捧着书本读了起来，今
天读到的这篇文章是《朝花夕拾》这本散文集中的最后一篇
文章，是鲁迅先生追忆好友的一篇文章《范爱农》。

对于范爱农这个人物的表现手法，鲁迅先生似乎用了先抑后



扬的手法来传达对人物的评价。开始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因
为徐锡麟的事情，两人的矛盾顿显。无论范爱农至于先生，
还是先生至于范爱农，两个人都是不太对付的，范爱农不喜
欢先生溢于言表，先生确实觉得范爱农可恶的可先革命便将
他革去！可见，二人在日本留学之时，关系是相当不妙的。

鲁迅先生本与范爱农并无任何瓜葛，但在回国以后，两人却
又偏偏再次相遇，而且还很好地化敌为友了。经过不断的交
流，两人对社会的改革理想，都是让他们成为无话不谈的挚
友的催化剂，再后来机缘巧合，两人还成为了同事，这样的
阶级感情又深了一步。可惜，有聚终有散，范爱农与先生亦
是因为工作原因而分别。

纵观范爱农的一生，从他在革命前不满黑暗社会、追求革命，
辛亥革命后又备受打击迫害的遭遇，表现了他对旧民主革命
的失望。先生用自己的笔描写了这位同仁，对这位正直倔强
的爱国者表达了尊敬。

范爱农终是无法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社会立足的，他内心的
痛苦悲凉或许真正只有先生能和他产生共鸣吧。范爱农生活
越来越拮据，一天晚上，在醉酒之后，范爱农溺死于河中。
先生亦不知到底是自杀还是失足。

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先驱者注定了是悲凉的一生，那段黑暗
中，作为这个脊梁的知识份子更是如此。让我们向这位在黑
暗中觉醒着的知识分子致敬吧！

范爰农的读后感篇三

今天读到的这篇文章是《朝花夕拾》这本册子中的最后一篇
文章了，是先生追忆好友的一篇文章——《范爱农》。

对于范爱农这个人物，先生似乎用了先抑后扬的手法来描述。



开始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因为徐锡麟的事情，两人的矛盾顿
显。无论范爱农至于先生，还是先生至于范爱农，两个人都
是不太对付的，范爱农不喜欢先生溢于言表，先生确实觉得
范爱农可恶的可先革命便将他革去!可见，二人在日本留学之
时，关系是相当不妙的。

本与范爱农此人无任何瓜葛，可先生回国后，两人再次相遇，
便很好的化敌为友了。经过不断的交流，对社会的改革理想，
都是让他们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的催化剂，再后来机缘巧合，
两人还成为了同事，这样的阶级感情又深了一步。可惜，有
聚终有散，范爱农与先生亦是因为工作原因而分别。

纵观范爱农的一生，从他在革命前不满黑暗社会、追求革命，
辛亥革命后又备受打击迫害的遭遇，表现了他对旧民主革命
的失望。先生用自己的笔描写了这位同仁，对这位正直倔强
的爱国者表达了尊敬。

但我还想凭目前粗浅的认识，再说点感想，整篇文章，无论
示范爱农也好，“我”也罢，都给我一种很真实的感觉。不
是说这事，这人一定完全是真的，但那种感情，直白的情感
流露，我却有意无意的都能感到，并体会得真真切切。我记
不清是那篇文章了，：写文章要真诚。现在，我也体会了为
什么写文章真诚，才能有真实感，才能感人肺腑;才是好文章，
才是好作家!鲁迅就是鲁迅。

回到范爱农，一位觉醒的知识分子，但是无法在黑暗社会立
足。他无法与狂人一样，最终与这个社会妥协，也无法像n先
生一样忘却，所以他的内心痛苦、悲凉。我也疑心他就是自
杀的，因为从另一角度想，自杀对于他这种人来说，或许是
一种解脱。

范爱农终是无法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社会立足的，他内心的
痛苦悲凉或许真正只有先生能和他产生共鸣吧。范爱农生活
越来越拮据，一天晚上，在醉酒之后，范爱农溺死于河中。



先生亦不知到底是自杀还是失足。

让我们像这位在黑暗中觉醒着的知识分子致敬!

范爰农的读后感篇四

花拳绣腿也好，朴实无华也罢，终究不明白散文如何写法。
于是找一两篇范本来读。手摸着书架上一排书脊，一眼看中了
《鲁迅散文全编》，漓江出版社出版的。

鲁迅是个大文豪，恐怕无法学到他的博大精深。但读一读也
无妨，于是翻开来浏览。随手翻到了《范爱农》这一篇。

读了开头，便有勃于我的常规思路。开头并没有写范爱农，
而是写东京客店里，从报纸上看到安徽巡抚恩铭被徐锡麟刺
杀的新闻，及稍后秋瑾和徐锡麟被杀，几个中国留学生议论
的情形。之后在一个同乡会上讨论发电文时，范爱农才出场，
并且是以声音先出场的：“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
什么屁电报呢。”之后鲁迅看到的“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
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渺视。”一句气愤的话
语，一个“眼球白多黑少的人”，将范爱农的个性和形象，
跃然纸上。

鲁迅愤怒了，这个范爱农，对自我的先生徐锡麟被杀，
竟“那么冷”，而之后由谁拟电报稿的事，范爱农又说了一句
“何必推举呢自然是主张发电的人罗——”这一句，又进一
步写出了范爱农的“离奇”、“可恶”。是个怪人，不易沟
通。

我想，鲁迅的写法，应当是先抑后扬吧，前面“抑”着。接
下去的阅读，应当在某处出现“扬”的文字。阅读的过程中，
一心想尽快的读到鲁迅是如何写范爱农之后的“扬”的。可
是，这中间，写了鲁迅和范爱农的一些简单的交往之外，主
要还是一些当时的社会现状，以及一些场合范爱农与鲁迅的



对话，对范爱农并无详细的描述或深刻的议论什么的。读到
最终，终究没有读到“扬”的地方，范爱农最终竟是掉进水
里淹死了。而鲁迅怀疑他是自杀，最终鲁迅“也不明白他究
竟是失足还是自杀。”

于是我又倒回去重新浏览一下。这才细细的想一想，鲁迅究
竟是怎样写范爱农的。整篇文章，着笔范爱农的地方其实倒
并不多，总共也可是几处。而范爱农的语言、个性、形象，
以及其悲惨的结局，却久久留在我的心里挥之不去。

范爱农的结局，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个性，还有当时那个社会
的原因，也是鲁迅对那个社会的控诉吧。

可是，我也想到了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鲁迅是真诚、坦率的，但鲁迅并没有帮范爱农什么忙。范爱
农与鲁迅是有书信往来的，范爱农在给鲁迅的信件里说了些
什么，不得而知。也许范爱农求助过鲁迅，也许没有。但范
爱农是多年心存期望的，也许期望鲁迅能帮他找份差事。以
至于范爱农到最终，还时常说：“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
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但终究鲁迅没有叫他，或
许鲁迅确实没有办法，或许，正因为范爱农他那样的性格，
鲁迅不愿意叫他。

也有可能，鲁迅以往应允过范爱农帮他找份差事，否则范爱
农也许不会那样说。那么凭鲁迅当时的社会地位，帮范爱农
找个差事，应当不会是什么太难的事情吧。但终究范爱农没
有接到鲁迅的电报，范爱农一等再等，最终因为穷困潦倒，
最终因为他的个性与人相处困难，最终等待鲁迅的电报等的
没有了耐心，最终因为喝酒，于是，不如死了算了，一了百
了。

鲁迅经过写范爱农，折射出对当时的社会和zf的黑暗进行控
诉和抨击。正是当时那个社会造成了范爱农最终惨死的结局。



鲁迅虽然写的'是范爱农，可范爱农的身后，潜藏着一个巨大
而黑暗的社会背景。

范爰农的读后感篇五

很早就读过鲁迅的《朝花夕拾》，文中描绘了许多他童年的
生活以及早年的经历，当读到《范爱农》中的一段：“从此
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第二天爱农就上城
来，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在
书上踌躇满志的鲁迅，原来也像我一样，在那个纠结的年龄
里，对范爱农又爱又厌，正如我们那年为一颗糖而与好朋友
争吵，继而又在好友安慰中与〖〗她深深拥抱。

范爰农的读后感篇六

范爱农终是无法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社会立足的，他内心的
痛苦悲凉或许真正只有先生能和他产生共鸣吧。范爱农生活
越来越拮据，一天晚上，在醉酒之后，范爱农溺死于河中。
先生亦不知到底是自杀还是失足。

让我们像这位在黑暗中觉醒着的知识分子致敬!

范爰农的读后感篇七

几年前，我和家里人打算出去旅游，于是找到一家旅行社咨
询。看了这个旅行的介绍，我看中了一个坐游轮出海，七天
七夜的团。旅行社接待我们的是一个老女人，我跟她说“我
们想报这个团。”这个接待的老女人，看了我一眼，说
道：“这个啊？这条船很旧的，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哦！”
听这么一说，我们最后就选择了另一个团。后来，这个“船
很旧”就成了我们的笑柄，以后我们就给这个老女人取了一
个绰号，叫做“船很旧”。正是因为她的率直、实在，后来
我们只要是去旅游，都会找到他们家报团。然而，好景不长，
这条“旧船”没过多久就“沉了”（公司倒闭了）！



我一直带着一个疑问，为何这么实在，从来不会说谎话的人，
都混的不好；反而那些坑蒙拐骗的人，却越做越火，不但没
人举报，还有越来越多人为他们数钱？带着这个疑问，终于
在鲁迅先生的《范爱农》这篇文章找到了答案。
范爱农是一个性格非常耿直的人，耿直得就连身边的朋友都
反感他，讨厌他。他是一个革命分子，为了革命奋不顾身总
是冲在最前方，全力以赴做事。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种人，
只是实实在在做事，不会拐弯抹角。最后，报社混不下去解
散，他也失业了，最终走上了绝路，掉进水里淹死了。是什
么导致了范爱农的死？因为水太深了！他以为自己会游泳，
其实大多数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人。
本文的结局有着非常深的含义，也许大多数人的理解，都是
范爱农自杀掉进水里淹死的，我不太认同。范爱农的死因，
就是高估了自己游泳的能力，而不知道水太深了，喝点小酒
做着这么大胆的事情，不溺水才怪！
回想起我创业的经历，都是跟范爱农有着惊人的相似！我原
本以为，懂一点编程技术就很了不起，自己出来开公司，结
果呢？会游泳又如何？水太深，被淹死了啊！于是，开两次
倒两次。现在出来做培训，同样水也是很深的，不但受到成
功人士的破局，而且各种各样的看客种种不配合，可谓困难
重重。
有幸的是，我有了经验，每一次碰壁，都会画一个记号，不
会再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就把这些记号，总结成了《真
诚的套路》这本书。所以说，不懂套路比懂套路更可怕！不
懂套路的人，总以为水很浅，以为自己很有才，最终造成
了“范”式悲剧。

范爰农的读后感篇八

范爱农终是无法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社会立足的，他内心的
痛苦悲凉或许真正只有先生能和他产生共鸣吧。范爱农生活



越来越拮据，一天晚上，在醉酒之后，范爱农溺死于河中。
先生亦不知到底是自杀还是失足。

让我们像这位在黑暗中觉醒着的知识分子致敬!

读完鲁迅先生的《范爱农》，想到了先生不是很佩服的诗人
郑愁予的《错误》，觉得很贴切，先生与范爱农的相遇相识
相交都让我想到“美丽的错误”

这个词，是同诗一样美丽而充满淡淡的却拂之不去的哀伤，
一种跨越万水千山却寻不到岸端的心竭力尽之辛苦。

《范爱农》，出自鲁迅的《朝花夕拾》。是鲁迅的一篇回忆
性散文，于1926年11月18日创作。

《范爱农》追叙作者在日留学时和回国后与范爱农接触的几
个生活片段，描述了范爱农在革命前不满黑暗社会、追求革
命，辛亥革命后又备受打击迫害的遭遇，表现了对旧民主革
命的失望和对这位正直倔强的爱国者的同情和悼念。

范爰农的读后感篇九

范爱农是鲁迅先生作于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篇回忆性散文，收
录于朝花夕拾。在范文之前，鲁迅曾以?黄棘?的笔名于198
月21日在绍兴民兴时报上发表了哀范君三章的悼亡诗篇。

无论何者，都体现了鲁迅执着于现实人生，注重于社会文明
批判的文化思想家的特点。也为我们了解当时轮训的真实思
想提供了珍贵的材料。

范爰农的读后感篇十

几年前，我和家里人打算出去旅游，于是找到一家旅行社咨



询。看了这个旅行的介绍，我看中了一个坐游轮出海，七天
七夜的团。旅行社接待我们的是一个老女人，我跟她说“我
们想报这个团。”这个接待的老女人，看了我一眼，说
道：“这个啊?这条船很旧的，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哦!”听
这么一说，我们最后就选择了另一个团。后来，这个“船很
旧”就成了我们的笑柄，以后我们就给这个老女人取了一个
绰号，叫做“船很旧”。正是因为她的率直、实在，后来我
们只要是去旅游，都会找到他们家报团。然而，好景不长，
这条“旧船”没过多久就“沉了”(公司倒闭了)!

我一直带着一个疑问，为何这么实在，从来不会说谎话的人，
都混的不好;反而那些坑蒙拐骗的人，却越做越火，不但没人
举报，还有越来越多人为他们数钱?带着这个疑问，终于在鲁
迅先生的《范爱农》这篇文章找到了答案。

范爱农是一个性格非常耿直的人，耿直得就连身边的朋友都
反感他，讨厌他。他是一个革命分子，为了革命奋不顾身总
是冲在最前方，全力以赴做事。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种人，
只是实实在在做事，不会拐弯抹角。最后，报社混不下去解
散，他也失业了，最终走上了绝路，掉进水里淹死了。是什
么导致了范爱农的死?因为水太深了!他以为自己会游泳，其
实大多数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人。

本文的结局有着非常深的含义，也许大多数人的理解，都是
范爱农自杀掉进水里淹死的，我不太认同。范爱农的死因，
就是高估了自己游泳的能力，而不知道水太深了，喝点小酒
做着这么大胆的事情，不溺水才怪!

回想起我创业的经历，都是跟范爱农有着惊人的相似!我原本
以为，懂一点编程技术就很了不起，自己出来开公司，结果
呢?会游泳又如何?水太深，被淹死了啊!于是，开两次倒两次。
现在出来做培训，同样水也是很深的，不但受到成功人士的
破局，而且各种各样的看客种种不配合，可谓困难重重。



有幸的是，我有了经验，每一次碰壁，都会画一个记号，不
会再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就把这些记号，总结成了《真
诚的套路》这本书。所以说，不懂套路比懂套路更可怕!不懂
套路的人，总以为水很浅，以为自己很有才，最终造成
了“范”式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