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鲁迅传读后感(通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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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
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鲁迅传读后感篇一

在《狗·猫·鼠》中，鲁迅先生清算了他仇猫的缘由。一则
是猫对于自己抓捕到的猎物，不肯一口咬死，定要尽情玩弄
一番之后，直至玩厌了，才肯吃下去。二，猫与狮虎同族，
却一副媚态。三，猫吃了鲁迅先生小时候最爱的小鼠，虽然
是个误会，但这可厌的猫确实在日后吃了小兔子。

这篇文章虽看上去是鲁迅先生对猫恶行的控诉，但在我看来，
却别有深意。鲁迅先生的文章带有一定的批判色彩，其实他
借用猫的形象来讽刺当时社会之中，那些恃强凌弱、仗势欺
人的暴虐者。猫在玩弄猎物这一点上，确实颇与人们的幸灾
乐祸，折磨弱者的坏习惯相同，我实在赞成这句话。当时的
中国，与典型的弱肉强食一般无二，有些人认为自己拥
有“强大”的力量，便去抓住另一类“弱小”者的错误与缺
点不放，如猫般折磨他们，这种坏习惯竟逐渐成为当时的社
会风气！而在鲁迅先生的笔下，这些都毫不留情地揭露出来，
更表现了他对弱者的同情和对暴虐者的憎恨。

鲁迅先生仇猫，也与它们一副媚态有关。那些封建社会中的
所谓“绅士”们带给鲁迅先生厌恶，而他们的种种丑态，竟
与猫的天生媚态出奇相似。文章之中多次的批判讽刺，令我
对鲁迅先生在那样一种情势下，这样一种勇气和坚忍不拔的
批判精神深深折服。

在我阅读《狗·猫·鼠》这篇文章时，注意到鲁迅先生的一



段文字：“在动物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
由，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这句话着实写出了人
共性的一些丑恶。人类文明虽然进步了，人类虽然是最高等
的动物，却再没有如同动物一般的是非分明。我们总在为各
种事情找着各式各样天花乱坠的理由，为了一些浮华肤浅的
东西变得做作甚至虚伪，于是我们便很难看到是非对错看的
明朗以及那些爱憎分明的人了。而更可怕的在于，没有了爱
憎分明，是非黑白便在某些徒有华表的东西下变得很轻很轻。
这便是一种最不可取的态度！

在鲁迅先生这篇对“猫”的控诉之中，我看到了鲁迅先生的
爱憎分明，也更加坚定我的信念了！

鲁迅传读后感篇二

本文通过对江南雪景柔美和北方雪景壮美的细致描绘，表达
了作者对北方的雪的喜爱之情，寄托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憧
憬，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鲁迅《雪》读后感，希望能给
大家带来帮助。

已经多年难得见雪，见雪也至少要到春节前后苏州，竟然下
起了纷纷扬扬大雪。一时间心头不由得也迷信起来。眼睛从
荧屏移向校园，虽没有看见雪野中有各色花草、蜂蝶，但欢
呼雀跃学生却是随处都是，更有一群青年教师，女打着花伞，
男举着相机，在已被白雪半遮半掩绿树碧草间照相，那种兴
奋直逼进三楼阳台上我心里面来。“明天肯定有人塑雪罗汉
了。”我自然地想道。忽然间，我有了一种感觉，这是一幅
热闹画面呀!而这热闹，全是因为“江南雪”“滋润美艳之
至”讨人喜欢缘故了。而“朔方雪”不同，它“如粉，如
沙”，只因太过冷峻，人们是宁愿居屋烤火也不愿意亲近，
于是尽管它“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
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
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别有一种“壮美”，但



只能面对“无边旷野”、“凛冽天宇”——“是，那是孤独
雪。”有一种想法在心中升起：“暖国雨”、“江南
雪”、“朔方雪”象征着三种人生——“向来没有变过冰冷
坚硬灿烂雪花”，让“博识人们觉得他单调”，自己应该感到
“不幸”而又不一定感到不幸人生;“滋润美艳之至”，如小
丑般媚俗而受宠，却终究因没有灵魂而成为匆匆“过客”人
生，永远独立独行，用“蓬勃地奋飞”“使太空旋转而且升
腾地闪烁”，却必须忍受“孤独”人生。

如此，“是，那是孤独雪，是死掉雨，是雨精魂。”这句话
好像也不是太难理解了，同时，作者对三个形象基本态度似
乎也与作者用语感情色彩，更与作者人生态度相吻合了。读
书偶得，存此一说，以备斧正。

我喜欢雪，从小就喜欢他。看了鲁迅写的《雪》这篇文章。
又使我加深了对雪的喜爱。

鲁迅笔下的“江南艳雪”，美艳、充满生机，用鲁迅写的句
子来说“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时还在隐约着的
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江南的雪并不冷，
雪中有宝珠山茶，有单瓣梅花，有冷清的杂草，还有不辞辛
劳的忙碌着的蜜蜂，使江南的雪日更加的热闹，更加充满着
生机。

江南的雪不仅令人赏心，更让小孩子们欢心。小孩儿们在雪
地中，不顾手冻得通红，硬是将雪堆了起来，白天消释皮肤，
夜晚又结了冰。

朔方的雪如同沙粉，不粘，撒在朔方大地，大风旋吹，将雪
吹到了无边广旷的田野，无人之际的荒田。

朔方的雪是孤独的，他不与任何人交谈，独自来到这个世界
上又独自的离开。在他来到这个世界与离去的那段时间里，
他不羁拘束，向着更广阔的地方飞去，去探索、去发现这个



世界。不到太阳升起将他消释的那一刻，他永远都是自由的!

我爱雪，更爱鲁迅笔下的雪。

江南艳雪、朔北孤雪。

《雪》是一篇寓意深邃的散文诗，也算是一篇“绝好的眷念
故乡，回忆儿时的抒情小品文”，在故乡的自然景色的描绘
中流露了“鲁迅心灵”里一种“深刻的恬适的回味”。作者
鲁迅在自然景物的描绘中，象征和寄托了更为深远的情感。

滋润美艳的“南方的雪”，寄托了鲁迅对美好理想的炽热追
求，这旋转飞腾的“朔方的雪”。则蕴含了鲁迅反抗冷酷现
实的斗争品格。在这两幅鲜明对立的图景中，贯穿着鲁迅一
个共同的哲理：要用战斗来创造一个春天一般美好的世界。

这篇散文诗写的是雪，别出心裁地从描写雨来开篇的。“暖
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人
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鲁迅在这里并没有对
“暖国的雨”流露出贬抑的感情。他是由北方落雪的自然现
象引起感兴，而想起来南国的温暖，曲折地对于使“暖国的
雨”变成“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的北方凛冽的严冬，
表示了自己的不满。开篇这一段抒情的设问，是与篇中这个
抒情的主旨有机相连的。

为了充分展露自己追求美好理想的心声，鲁迅以异常热烈而
深情的笔调来描写江南落雪的景象。在一幅“冬花雪野”图
中，使人感到了春天的温暖和生活的快乐。鲁迅描绘了这幅
图后，又绘声绘色地再现了为江南雪天孩子们稚气天真的创
造而欢愉，也为雪罗汉的消融坏掉而惋惜。在这些“江南的
雪”的情景描写中，鲁迅倾注了自己多少向往、景慕的深情!
美好的图景，寄寓了追求美好理想的心境。

柔美的江南雪，壮美的朔方雪，不仅寄托了鲁迅对美好理想



的炽热追求，同时也抒发了自己同凛冽的严冬一样的社会勇
猛奋战的激情。

《雪》是一篇寓意深邃散文诗，也算是一篇“绝好眷念故乡，
回忆儿时抒情小品文”，在故乡自然景色描绘中流露了“鲁
迅心灵”里一种“深刻恬适回味”。作者在自然景物描绘中，
象征和寄托了更为深远情感。

滋润美艳“南方雪”，寄托了鲁迅对美好理想炽热追求，这
旋转飞腾“朔方雪”。则蕴含了鲁迅反抗冷酷现实斗争品格。
在这两幅鲜明对立图景中，贯穿着鲁迅一个共同哲理：要用
战斗来创造一个春天一般美好世界。

这篇散文诗写是雪，却是别出心裁地从描写雨来开篇。“暖
国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坚硬灿烂雪花。博识人们觉得他单
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鲁迅在这里并没有对“暖国
雨”流露出贬抑感情。他是由北方落雪自然现象引起感兴，
而想起来南国温暖，曲折地对于使“暖国雨”变成“冰冷坚
硬灿烂雪花”北方凛冽严冬，表示了自己不满。开篇这一段
抒情设问，是与篇中这个抒情主旨有机相连。

为了充分展露自己追求美好理想心声，鲁迅以异常热烈而深
情笔调来描写江南落雪景象。在一幅“冬花雪野”图中，使
人感到了春天温暖和生活快乐。鲁迅描绘了这幅图后，又绘
声绘色地再现了为江南雪天孩子们稚气天真创造而欢愉，也
为雪罗汉消融坏掉而惋惜。在这些“江南雪”情景描写中，
鲁迅倾注了自己多少向往、景慕深情!美好图景，寄寓了追求
美好理想心境。

柔美江南雪，壮美朔方雪，不仅寄托了鲁迅对美好理想炽热
追求，同时也抒发了自己同凛冽严冬一样社会勇猛奋战激情。

鲁迅先生的《雪》，没有繁琐的语句，华丽的词藻，只有简
洁的文段，纯美的语言，读完之后勤部，一股真实感弥漫心



头。

江南的雪，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滋润美艳;朔方的雪，是
包藏火焰的大雾，冰冷坚硬。江南的雪，蕴含着春温，在晴
日下慢慢消逝，朔方的雪，抗击着严寒，在晴日里蓬勃地奋
飞。两种截然不同的雪，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鲁迅先生更
欣赏朔方的雪，这种雪大概就是先生一生命运的真实写照吧!

“雪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
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
升腾的闪烁。”这是何等壮丽的景象啊!向我们展示了如此旺
盛的生命力，这极富动感的雪，不正是先生的品质吗?雪孤独
但却坚强，这不正是先生处身孤独而永不颓废的伟大品格吗?
是的。这正是先生一生的精神品质，在黑暗中渴望光明，在
严寒中向往温暖，积极向上的精神。

朔方的雪，是孤独的雪，是死去的雨，是雨的精魂!这是先生
对雪的赞美，更是自己内心的独白，抒发了先生对光明的向
往，对黑暗的憎恨，深化了主题。

朔方之雪，雨之精魂。

鲁迅传读后感篇三

鲁迅先生是如此独特，如此博大，以致于人们对他总有说不
完的话题，他写的小说——《药》，把当时的社会现实揭露
得淋漓尽致。

《药》是愤怒揭露“吃人”的封建制度的名篇，在这里，不
仅有被愚昧、迷信“吃掉”的普通百姓，还有被封建专制的
屠刀“吃掉”的年轻革命者。

是药？——是人血馒头。



是药？——是愚弄，毒害百姓的鬼话。

不是药吗？——是药。反映苦难，深挖病根，引起疗救者的
注意，是一剂医治社会的良药。

华老栓夫妇对儿子的爱是发自内心的，但由于当时社会的扭
曲，使他们的爱也变得扭曲。他们从刽子手手中买来人血馒
头为儿子治病，为了这个“药”，华老栓用了一生的积蓄，
为了这个“药”，华老栓把别的事都置之度外，虽年老体迈，
但却还“迈步格外高远”。为了这“药”，华老栓弯下了他
那本只不起来的腰，皱瘪的脸上挤出苦涩的笑容。为了
这“药”华大妈不知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不知流了多少泪
水……可见，当时人们身上的封建思想，是何等的牢固！

夏瑜，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战士，其革命精神、革命意志、
革命信心是无可厚非的。但从历史的、政治的角度来说，其
失败也是必然的。在当时复杂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的本质
决定了他们不能承担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任。

文章的结尾处，写到夏四奶奶去上坟遇见了华大妈。当时的
夏四奶奶踌躇、羞愧，但又硬着头皮。这恰好反映了夏四奶
奶矛盾重重的心理。然而，在平常人看来，一个母亲去给自
己的儿子上坟是一件正常不过的事情，为什么又羞愧
呢？——故事发生在扭曲的社会里，而夏四奶奶当时的身份
是：一个被处决了的罪犯的母亲，在社会上将承担多大的压
力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她无地自容，而产生这一系列现象的
原因在于夏瑜参加革命并为之献身，废除旧的社会制度进行
革命，固然是十分好的。况且，夏瑜不是人民大众的敌人而
是统治阶级的敌人，他所进行的革命不但没有得到家人与人
民的理解与支持，失败后留给人民的是怨恨，留给家人的是
羞辱。



鲁迅传读后感篇四

在我看来鲁迅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他所得到的称号当只无愧！
而当代中国社会需要鲁迅这样清醒的斗士，人们的精神需要
鲁迅这样的文化先锋。当代青年作为文化传承者，应该把解
读鲁迅作为一生的文化使命，让鲁迅精神在更加广阔的时空
范围内影响中国、中国人，重塑中华民族之魂。

青年一直是鲁迅生前所关心的对象，他一生以“立人”为己
任，认为青年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在《热风》中有这样一段
深情的话：“愿中国青年……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会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
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明日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
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不但
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亮人
类，连我也在内。”这段话中包含着作者对于中国青年和社
会的无尽期望。

但由于历史的变迁，时代环境的变化，使当代青年对于鲁迅
其人、其精神在体认上存在着一种间隔。绝大部分青年只知
道鲁迅是中国现代以来最伟大的作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
主将”，他以作品作为武器，与封建社会做斗争，然而社会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社会主义新时期，鲁迅的作
品已经丧失了它的价值与意义。另外，鲁迅先生一生执著于
中国的启蒙，要打破铁屋子的黑暗，然而自身却难以摆脱因
怀疑一切而带来的“鬼气”，这使他成为中国最忧愤的灵魂
之一。鲁迅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我们与鲁迅一样，处于一个历史、社会、文化的转型期：面
对东西方文化的冲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困难的歧路面
前，我们自然会产生与鲁迅类似的探索与思考。在转型时期，
选择属于民族的，社会的道路。此外，在更加合理的现代教
育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接受了多元化的思想。不会再把
鲁迅当作一个神、或者偶像来崇拜，也不会轻率的、偏激的



去否定他，而是以更科学的态度去分析理解，与鲁迅进行平
等、独立的对话，从而在内心中接近真实的鲁迅。

鲁迅作品本身是十分艰深的，白话文初创时期语言的生涩，
造成语法以及文字阅读上的陌生。另一面，从中学时代便开
始的鲁迅作品的学习，并不是在主体阅读基础上形成的个性
化体认，而是教师主观式的灌输，甚至是左的思想的影响。
鲁迅的每个思想命题都有它的现实针对性，并且是在思想文
化斗争的具体实践中展开的。阅读鲁迅作品，研究鲁迅精神
不仅仅从鲁迅这一个人的角度出发，更要把鲁迅作为一个文
化系统来看待，从阅读的实践当中不断发现它在思想文化方
面的价值和意义。因而当代青年更应该把解读鲁迅看成自己
的文化使命，让鲁迅精神成为人生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面对纷繁芜杂的社会现状，我们要拥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拨
开现实的黑与白，从多个方面去理解，思考。克服理解的偏
颇，不断地深入理解，其思想，其当代价值，作为自己认知
世界的财富。同时，鲁迅精神作为自身人格重塑的力量，面
对各种歧路和文化危机保持个人的追求，自觉的承担青年应
有的责任和使命。

鲁迅先生留给我们的东西是属于历史的，但是他的意义与价
值不仅属于当代，同时也关照着未来。他的作品和精神将伴
随我们一路前行，我们也有把这种宝贵的财富一直绵延下去
的重要使命，让鲁迅的作品随着时代常读常新。

鲁迅传读后感篇五

鲁迅先生是如此独特，，如此博大，以致于人们对他总有说
不完的话题，他写的小说——《药》，把当时的社会现实揭
露得淋漓尽致。

《药》是愤怒揭露“吃人”的封建制度的名篇，在这里，不
仅有被愚昧、迷信“吃掉”的普通百姓，还有被封建专制的



屠刀“吃掉”的年轻革命者。

是药？——是人血馒头。

是药？——是愚弄，毒害百姓的鬼话。

不是药吗？——是药。反映苦难，深挖病根，引起疗救者的
注意，是一剂医治社会的良药。

华老栓夫妇对儿子的爱是发自内心的，但由于当时社会的扭
曲，使他们的爱也变得扭曲。他们从刽子手手中买来人血馒
头为儿子治病，为了这个“药”，华老栓用了一生的积蓄，
为了这个“药”，华老栓把别的事都置之度外，虽年老体迈，
但却还“迈步格外高远”。为了这“药”，华老栓弯下了他
那本只不起来的腰，皱瘪的脸上挤出苦涩的笑容。为了
这“药”华大妈不知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不知流了多少泪
水……可见，当时人们身上的封建思想，是何等的牢固！

夏瑜，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战士，其革命精神、革命意志、
革命信心是无可厚非的。但从历史的.、政治的角度来说，其
失败也是必然的。在当时复杂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的本质
决定了他们不能承担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任。

文章的结尾处，写到夏四奶奶去上坟遇见了华大妈。当时的
夏四奶奶踌躇、羞愧，但又硬着头皮。这恰好反映了夏四奶
奶矛盾重重的心理。然而，在平常人看来，一个母亲去给自
己的儿子上坟是一件正常不过的事情，为什么又羞愧
呢？——故事发生在扭曲的社会里，而夏四奶奶当时的身份
是：一个被处决了的罪犯的母亲，在社会上将承担多大的压
力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她无地自容，而产生这一系列现象的
原因在于夏瑜参加革命并为之献身，废除旧的社会制度进行
革命，固然是十分好的。况且，夏瑜不是人民大众的敌人而
是统治阶级的敌人，他所进行的革命不但没有得到家人与人
民的理解与支持，失败后留给人民的是怨恨，留给家人的是



羞辱。

鲁迅传读后感篇六

《雪》是一篇寓意深邃散文诗，也算是一篇“绝好眷念故乡，
回忆儿时抒情小品文”，在故乡自然景色描绘中流露了“鲁
迅心灵”里一种“深刻恬适回味”。作者在自然景物描绘中，
象征和寄托了更为深远情感。

滋润美艳“南方雪”，寄托了鲁迅对美好理想炽热追求，这
旋转飞腾“朔方雪”。则蕴含了鲁迅反抗冷酷现实斗争品格。
在这两幅鲜明对立图景中，贯穿着鲁迅一个共同哲理：要用
战斗来创造一个春天一般美好世界。

这篇散文诗写是雪，却是别出心裁地从描写雨来开篇。“暖
国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坚硬灿烂雪花。博识人们觉得他单
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鲁迅在这里并没有对“暖国
雨”流露出贬抑感情。他是由北方落雪自然现象引起感兴，
而想起来南国温暖，曲折地对于使“暖国雨”变成“冰冷坚
硬灿烂雪花”北方凛冽严冬，表示了自己不满。开篇这一段
抒情设问，是与篇中这个抒情主旨有机相连。

为了充分展露自己追求美好理想心声，鲁迅以异常热烈而深
情笔调来描写江南落雪景象。在一幅“冬花雪野”图中，使
人感到了春天温暖和生活快乐。鲁迅描绘了这幅图后，又绘
声绘色地再现了为江南雪天孩子们稚气天真创造而欢愉，也
为雪罗汉消融坏掉而惋惜。在这些“江南雪”情景描写中，
鲁迅倾注了自己多少向往、景慕深情!美好图景，寄寓了追求
美好理想心境。

柔美江南雪，壮美朔方雪，不仅寄托了鲁迅对美好理想炽热
追求，同时也抒发了自己同凛冽严冬一样社会勇猛奋战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