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沉沦读后感 郁达夫沉沦读后感(优
秀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
吧。

沉沦读后感篇一

在异国他乡倍感孤独和空虚，成为了“忧郁症”的患者。他
不甘沉沦，但又不可自拔地沉沦下去，在彷徨失措中，来到
酒馆妓院，毁掉了自己纯洁的情操。事情过后又自悔自伤，
感到前途迷惘，绝望中投海自杀。他在异国的遭遇，与祖国
民族的命运密切相联，因而主人公在自杀前，悲愤地疾
呼：“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
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小说强烈的表达了一代
青年要求自由解放、渴望祖国富强的心声。在处于半封建半
殖民地屈辱地位的中国青年中引起同病相怜的强烈共鸣。

大多数作品选和文学史对这部小说都做以上的解读，即从意
识形态的角度强调小说中主人公爱国的社会意义。事实上，
我在读过小说之后，觉得小说中“我”几次写到“祖国”，
都和传统意义上的爱国并无太大关系，只是“我”自怨自艾
时的一种借口。

大多是由于所谓的“忧郁症”导致的敏感、多疑、偏狭造成
的，很难都推到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对“支那人”的歧视上：
因为“我”不仅是感到“日本人”对自己的冷淡而发出复仇
的呼喊，即使是自己的同胞甚至自己嫡亲的兄长，也会反目
成仇，因此与其说是由于祖国弱小，身在海外受到歧视社会
原因使“我”产生痛苦，不如说是由于“我”本人的性格弱
点使自己产生痛苦，是一种病态的痛苦，作者只是以自然主



义的手法将这种痛苦表现出来而已，将小说的主题勉强拉
到“爱国主义”上，我以为并不符合小说的真正实质。而从
叙述者的语气中，也可以看到作者对这一点是有着清醒的认
识的，因此在描写到主人公的某些内心情绪时，会有一些近
似调侃的句子出现。

如描写到他与兄长之间发生了龃龉，并写信与兄长]“绝交”，
描写他心中“恨他的兄长竟如同蛇蝎一样”，然后写道：
他“把他兄长判决是一个恶人，他自家是一个善人。他又把
自家的好处列举出来，把他所受的苦处，夸大的细数起来。
他证明得自家是一个世界上最苦的人的时候，他的眼泪就同
瀑布似的流下来。”

在这一番描述中，作者虽然没有出面分析主人公的极度“自
我中心”的错误，但语气显然是不赞同的。

总之，我以为，与其说《沉沦》是一部社会悲剧，不如说它
是一部性格悲剧，

以“我”的性格，不论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恐怕都不会
感到快活。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毫不掩饰地揭示了一个
恋慕少女的少年内心的情绪躁动。而之所以有文学史上那看
似严肃的解读，我以为主要是因为“性”的问题是建国后评
论者力图回避的话题，但小说的作者却又是一位现代文学史
上无法回避的进步作家，《沉沦》也是一部无法回避的代表
作，因此只好借着小说中几次出现的“祖国”字样，将小说
的主题拉到“爱国主义”上面，对其中显而易见的“性的躁
动”避而不谈了。以我之见，这部小说是一部“私人化”极
强的作品，如果说它反映了什么时代进步思想的话，那也只
是由于作者对“性欲躁动”和内心隐秘的大胆揭示，所展现
出来的，对“个性”自由、解放的强烈追求。



沉沦读后感篇二

在读毕《沉沦》时，我最大的感受便是“挣扎”，一位在异
国留学的中国青年，在现实的打击与自身的质疑之中不断挣
扎、无助。《沉沦》的主人公从一定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以
郁达夫本人为原型进行塑造，他们的经历几乎吻合。所以可
不可以说，郁达夫是借这个虚拟的自己表达当时的某种情感
呢？
我们不难发现，主人公的忧郁是在外界与自身的双重压力下
逐渐加剧。从小丧父，时局动荡，学习环境不断变化，自我
的天性遭到压迫，亲人的不理解，自己的否定迷茫，都造就
了他敏感多疑的个性。在辍学回家、幽居高阁的那段时间，
他的抑郁已经发端。而后长兄带他远赴日本求学，语言不通、
性格不合的他只能面对一天天与同学背离却无可奈何的窘境。
但是这境地是旁人造成的吗？不，是他一步一步将自己逼上
了这条路。他说：“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轻笑
你，愚弄你”，他说：“自家是个孤高傲世的贤人，一个超
然独立的隐者”，他说：“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
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他的愤世嫉俗、他的多疑
怯懦、他的自卑激进，将自己牢牢束缚，绝不肯给旁人机会
开解自己。他与周遭同学渐渐失和，与兄长突生嫌隙，但是
在这种情况下他做了什么去挽救吗？没有，他唯一做的就是
怨天尤人，甚至放弃自我，自毁前程。既然认为错误都是由
他人造成，那么何谈正视自我，端正态度？在文章中，我注
意到一点，就是他经常说中国的弱小，甚至在侍女问他“府
上何处”时，他也只敢回答“支那”，像这样全无民族自尊，
处处鄙夷自我的人，又谈何理解认同？
在另一方面，也就是欲望方面，他也表现得异于常人。也许
是生活学业的不如意增加了他的苦闷，也许是未经人事的新
奇但求之不得的气恼催化了这种欲望，初见女学生时的羞怯
激动，偷看旅店主人的女儿洗澡时的澎湃，偷听他人行秽乱
之事时的震惊苦闷……都一点一点加剧了他的自卑。在遇见
心爱的女子时，他大可以勇敢地追求、展现自我，即使被拒
绝，至少努力过，也不至于后悔。但是他呢？他只会一遍又



一遍地在脑海中回想，因自己的羞惭否定自己的价值，进而
否定她们对自己的认同，而在想到这种可能性后，又会催生
出对女子们的怨恨以及对自己现状的愁苦。在这种反反复复
的心态中，他的身体日益消瘦，心理也逐渐萎靡扭曲。
我还注意到一点，就是华兹华斯在文中的出现，“我”多次
手捧书籍，试图沉浸于此，但总是不能如愿，“我”会轻易
睡去，会被人打断，总之就是无法与之相通。那么，这可不
可以说明，“我”永远也无法实现书中的描述的事情？虽然
我们都身处大自然，都沉迷于美景，但华兹华斯对美的感悟
是澄明的，是由心生发的，清新而隽永。但是“我”，是在
被现实打压，在胸中苦闷的情况下来到田间野外，“我”对
自然的爱不是纯粹的，而是有前提的，所以“我”无法真正
融入书本，与之产生共鸣。困倦与他者，都是“我”的借口，
我的无恒性，是在目睹华兹华斯的情感流露后的逃避，因
而“脱头脱脑”、“全无次序”，甚至生出“厌倦”的心。
《沉沦》难道不是郁达夫对当时的青年以及当时的自己的深
度解剖吗？他的忧郁，他们都有；他的自卑，他们都有；他
的苦闷，他们都有……他在剖析自我的同时，也在一刀一刀
地割着青年们的肉。他呐喊，他彷徨，他无助，他怀疑，进
而，他崩溃了。弱小的国家、动荡的时局中的青年们呐，是
如此的渺小而懦弱。他们在挣扎中徘徊，在痛苦中摸索。郁
达夫想表达的，他所寻求的，皆在声声呐喊中。（邹嘉玲）

沉沦读后感篇三

在1921年郁达夫的短篇小说《沉沦》刚出版时上海文艺界就
对其进行了猛烈攻击。

这部小说主要讲述的是一个中国学生在日本留学中的遭遇，
而这位主人公即郁达夫本人的化身。

主人公独自在异国他乡，饱受着“种族歧视”和“生理需



要”的折磨。他为获得自己渴望的真挚的爱情愿意抛弃一切，
然而，他所渴望的爱情却难以实现，以至于他的内心逐渐失
去了理智的控制，他开始偷窥浴女、到妓院寻欢，开始为了
满足自己的一时愉悦与满足而深陷在堕落的沼泽中不能自拔。

而这一切的源头是列强各国的入侵、中国的逐渐衰败、中国
人的虚伪、中国人的思想落后。这些让几乎所有的中国青年
陷入了迷茫。

这部以第一人称表达为主的小说从主人公内心的矛盾和当时
的社会入手，郁达夫用这个第一人称表达出了对当时社会的
疑问和哭诉，表达出了郁达夫内心的伦理与情感、本我与超
我的一系列的矛盾冲突。

在很久以前就听说《沉沦》这部作品了，但不知道是出自哪
家，而且对这“沉沦”二字充满了迷惑和不解，也许是好奇
吧，想知道这部书到底告诉我们什么故事。

读了《沉沦》和对郁达夫个人生平的了解，我知道了这里面
有很大的个人经历自序的成分。感觉到里面的语言风格是凄
凉的、悲苦的、感伤的，而且随处可见。我知道有很多人对
郁达夫先生的评价是不高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好的，低劣的。
但我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在心中翻腾，这感觉却是最起码的深
沉和严肃。我想说一个人只有在心情和作者在写作品时的心
情相似的时候，才会引起共鸣。

提到郁达夫就不能不说他的小说，而在他的小说中又不能不
提到《沉沦》，提到《沉沦》呢，又不能不说《沉沦》中表
现出来的性苦闷，性压抑，以及故事里主人公所表现出来的
精神忧郁证和精神衰弱症。还有这些给他们带来的生活上和
精神上的痛苦。

以往的中国向来是谈性色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不
断进步这种现象似乎稍有好转。因为稍有不慎就会被划到那



一面去了，而这中间的尺度又似乎只有“大家”才能娴熟的
把握。普通的作家似乎是望尘莫及的。

但因为郁先生所处的时代便赋予了他的作品的新的生命和内
涵。毕竟那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的时代中的一个时期。
就《沉沦》中的“我”而言，性苦闷是有原因的，首先，是
身处异国而同时遭受着日本人的凌辱，被人看不起。其次，
是因为对真挚爱情的追求的愿望始终得不到满足。由于文中的
“我”是没有朋友的，没有亲人的，没有恋人的。所以就谈
不上什么友情、亲情、爱情了。所以“我”变得忧郁、孤独、
深沉。

“我”在文中第一次犯下了罪恶的时候，是无意识的，然而
第二次、第二次······却是在有意识的情况下犯下的。
而在这过程中“我”是无法自控的，可以说是无法自拔
的。“我”之所以在文中仇视一切，觉得身边的人都是看不
起自己的，是自己的敌人，而自己虽然是自卑的但
在“我“的内心深处又有些瞧不起周围的人，也就是说这种
极度的自卑当中有一点点自恋的成分。

文中多次提到“祖国啊，你何时才能富强啊”从中我们可以
看出此文有一定的爱国主义色彩。我不知道到底是由性苦闷
导致的忧郁和精神衰弱，还是因为自卑和忧郁导致的性苦闷。
或许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但我不得而知。

文中的心理描写可以说是非凡的，从中我们可以了解“我”
的心理矛盾的斗争是多么的激烈，一种向善的焦躁与贪恶的
苦闷之间紧张的内心冲突，时而冲动但尚思克制，但最后终
究得到解脱达到更高的境界，使灵魂得到一次次的净化和升
华。但文中的自我暴露和剖析是惊人的，是坦诚的。“我”
在文中的行为是奇异的，是被大家所接受不了的，这其实是
他对周围人和环境以及整个社会的畸形的反抗和深沉的的抗
诉。



这篇文章开篇第一句就写到“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使
整篇小说透出一种凄清的氛围。奠定了一种悲的基调。小说
以第三人称叙述，主人公“他”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作为
一个留日中国学生的代表。透过他的经历和思想感情使我们
生动的看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留日华人的心理状态和对祖
国的失望的情感。他是一个支那人，自始至终都有这样的自
卑阴影笼罩在他身上。正是这样长期的压抑造成他性格的忧
郁，心理的变态。一方面，他希望他的同学来对他讲一些闲
话，但同时，他又认为他们是仇敌，这样一种充满矛盾、挣
扎的心理。日本人对支那的仇视、欺侮终使他发出感慨:“中
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在隐忍过去了。”强
烈的表达了希望祖国富强起来的感情和对祖国现状的不满和
失望。

他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虚幻的，聊以自慰。每被别人欺
侮时，总把自家家兄拿出来作比，且把兄长待他刻薄的事细
细回想，把自家的好处列举出来，仿佛内心就能获得一种安
慰，舒畅起来。“他觉得悲苦的中间，也有无穷的甘味。”
这不禁让人想起阿q的精神胜利法了。而造成这种变态心理的
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祖国积弱的现状，使他遭受歧
视，同时它自身的自卑和忧郁也导致了心理的残疾。而他也
需要在不相容、仇恨中来减轻自卑，从中缓解苦闷。

而小说中作者对于性的描写也显得大胆而开放。在日本女生
面前的羞赧，在被窝里的邪念，看到“伊扶”的，到最后去
妓院，是一种沉沦。“我已经变了一个最下等的人了。”他
早年在中国接受传统文化及封建伦理道德的影响，对性带有
罪恶感，然而同时，性欲是天性。他在二者之间挣扎。作者
在此处抨击了封建的礼制对人性的扼杀，向封建发出挑战。

而他对于自然有着近乎变态的迷恋，与世隔绝，与他人决不
相容。更加导致他的敏感，也就愈加加深了他的仇恨。对身
处异乡的他，个人的苦闷感和寂寞感代表了当时一群留日知
识分子的心理，然而这之中又夹杂了他们想要冲破苦闷、摆



脱寂寞的抗争以及对人生的思考。然而这些青年又有着朴素
的爱国主义思想。

总的来说，通过主人公在留日的经历，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和
近乎心灵独白式的写法把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活生生完全展现
在读者的眼前。使我们看到人物内心的冷寂、灰暗、忧郁。
沉沦表现了一种对社会的黑暗的控诉。然而“沉沦”并非只
是沉沦，更多的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人性的觉醒和挣扎。

《沉沦》是一篇完全由主人公的主观世界所表达出来的文章。
郁达夫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写出了主人公眼睛看到的世界与他
内心里的世界所表达出来的冲突。主人公在看到自然风景时
内心的平静祥和，在他与人相处时的种种不融洽造成了他心
里的苦闷、矛盾、挣扎、逃避等等心理状态。

他不是在教人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只是在告诉你当人际关系
不融洽时，你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会有很多的苦闷，会有
很多的挣扎，也会产生一些与平时不同的行为。这些苦闷与
特例的行为或许会使你在别人的眼里看起来很奇怪，从而更
加剧了你与别人之间的距离。但其实这时你只是生病了而已，
就像感冒病菌得不到控制时，会让人发高烧。在与他人相处
时，不同的人肯定有不同的想法，当他人的想法与你的想法
产生冲突，而这冲突你知道，但怎么努力也无法解决，甚至
在拉大你与他人的距离时，别纠结，你所要做的只是为这冲
突找一个合理的释放。当这冲突找到适当的出路，你的病就
会好了的。

主人公在面对自然环境时，能看到它美丽的风景，会自然到
自言自语以抒发自己在人群里那种孤寂的感觉。而这种自我
的感觉却又很轻易的被小草随风浮动的声音所打断，他或许
还是在期盼能有人与他一起欣赏这美丽的风景吧!这种心情，
还是自己主动出击，约约朋友，会一会，自己的坏心情还是
只能靠自己才能转化为好心情!主人公在日本留学，他深感到
自己作为外来者很难融入日本同学之间的话题，于是他想发



泄这种苦闷，就找到同是留学生的中国同学，但在与他聊天
后，反而更加剧了这种苦闷，以致于他连中国同学也愤恨上
了。

让一个人切身的感同身受的去理解另一个人的感受是相当困
难的，因为大家都是普通人啊。我想能做到感同身受的人也
就两种人:一种人情感智商相当高的人，他会在同情的基础上
试着去理解你;另一种人就是经历过这种苦闷的人，他会理解
你的感受。但往往在这个时候，通常会有另一个不满足的声
音在心底里出现，谢谢你的理解，但请告诉我怎样才能摆脱
这种苦闷。主人公用各种途径释放自己内心的苦闷，他一直
都在凭借自己的力量不断的挣扎，在文章的最后，更呐喊出:
中国，强大起来吧。他心底里最强的心声。

而我想，时间若是定义在现代，“坚强起来吧，脆弱的内
心”这最强的呐喊声，“坚强起来吧，去找到处理事情的正
确态度!”

文章的主人公是个在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诗人。按当时的情
况来说，他的条件是很不错的，不仅能吃饱穿暖，还能去学
习，甚至可以去留学。但谁想到，这些令大多数中国青年眼
红的条件却让他一步步沉沦。我不得不说他是一个没用的人，
是一个懦夫!作为一个男子汉，却不能说到做到，做为一个炎
黄子孙，却不能为祖国争光。明明在心里痛骂那些沉迷酒色、
俗事的人，自己却同样不能抵制住她们的诱惑或者不如说是
他自己的“想入非非”。羡慕别人的交际广，人缘好，而自
己却不学着去做，还在背地里把人家当成是仇敌，认为别人
故意这样对他，甚至把这件事归咎于祖国……最后终于跳海
自杀了。我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沉沦读后感篇四

《沉沦》是20世纪20年代创作的，是郁达夫早期的短篇小说，
也是他的代表作。当初出版时亦是震惊文坛。



《沉沦》讲述了一个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遭遇。通过对“一
个患有青年忧郁症病人”的解剖，揭示了主人公内心灵与肉，
伦理与情感，本我与超我的矛盾冲突。与其他的小说相比，
《沉沦》带有“自叙体”色彩，注重内心纷争苦闷，大胆而
深刻地揭示了人物的心理活动。
以“他近来觉得孤冷的可怜”开头，给人一种凄冷之感，奠
定一种悲的感情基调。小说谨以他一人代表所有留日中国学
生，透过他的生活经历，思想感情，我们可以很明了的看到，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留日中国学生的心理状态和对祖国失
望的情感。因“他”是一个支那人，一直都有一种自卑的阴
影笼罩在他身上，很多很多想做的事不敢放手去做，最后悔
恨不已。同时，在一方面，他希望同学们多讨论他，对他讲
闲话，给他予关注，但在另一方面来他又认为他们是仇敌，
整个人处于极度纠结、矛盾之中，甚至与同为中国留学生的
同学都断了联系。在这些生活小处中，能感受到他对祖国的
现状的不满与失望，同时表现出了希望祖国富强起来的强烈
感情，在文章的结尾同样表达了这一想法。
文章最大胆的一点是对性的描写，大胆、直白、毫不隐藏感
情，由开始在日本女学生面前的羞涩，再到最后去妓院，成
功的变为了下等人，这是一种沉沦，可以说是文章能看出来
的最明显直白应题的一个方面了。但总的来说，通过主人公
留日经历，让我们看到了人物内心的冷寂、灰暗、与忧郁。
沉沦表现了一种对黑暗社会的批判，然而，沉沦并非只是沉
沦，更多的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人性的挣扎。（刘丽丽）

沉沦读后感篇五

小说讲述了一个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遭遇，通过“一个病的
青年忧郁症的解剖”(郁达夫《〈沉沦〉自序》)，揭示主人
公内心灵与肉、伦理与情感、本我(id)与超我(super-ego)矛
盾冲突。与郁达夫其他的小说作品一样，《沉沦》是一
篇“注重内心纷争苦闷”的现代抒情小说(也叫“自我小



说”)，带有“自叙传”的色彩。因此，小说大胆而深刻的揭
示任务复杂而丰富的心理活动。

《沉沦》的主人公“他”出生在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家庭，在
“他”四处求学中接受的则是较为开放的进步思想。在中西
文化交融的环境下长大的主人公既有中国文人某种气质，同
时又有一些自由与叛逆的思想。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仍占统治
地位的社会环境下，他的自由思想被压抑。当他离开w学
校“打算不再进别的学校去”，他选择了蛰居在小小的书斋
里。他的内心里也因此而压抑，产生了“忧郁症的根苗”。
此后的留学生涯他的忧郁症就更加严重起来。在异国他乡，
饱受“性的苦闷”与“外族冷漠歧视”的“他”渴望真挚的
爱情，并愿为此抛弃一切。

然而这种渴望在现实中难以实现，他的内心逐渐失去理智的
控制，他开始自渎，窥视浴女，甚至到妓院寻欢，只为了寻
求自己感官上的一时愉悦与满足，最终深陷在邪恶的沼泽里
不能自拔。那饮鸩止渴的行为显然让“他”更加苦闷，愉悦
过后是更大的空虚，欲望越来越大，他开始寻求更大的刺激，
而他的经济状况却穷困潦倒，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最终
“他”只有投海自尽来结束这个恶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