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鼠疫加缪阅读理解 局外人鼠疫读后
感(汇总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鼠疫加缪阅读理解篇一

透过明敏和挚忱阐明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类良心的种.种问
题。——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辞。

一个星期，断断续续，我看完了这个寒假的第一本书，加缪的
《鼠疫》。这部顶着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作品确实给我带来
很大的震撼。阅读过程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最后的收获
也不能说不丰厚。不过对于一个没有什么哲学基础、现代主
义文学阅读积淀远远不够的我来说，这部小说值得去深究的
课题还有好多。

小说在一个真实的城市中描述了一个虚构的灾难。阿尔及利
亚是加缪的故乡，所以它的港口城市奥兰成为作者笔下的故
事发生地就显得很好理解。那么为什么要写一场原本没有发
生过的灾难呢?为什么要让这场大灾难发生在奥兰这个城市
呢?这里就要说到加缪在创作之初的象征意指和小说创作的背
景。早在1940年，加缪就已经开始酝酿用一种寓言的象征形
式来揭露法西斯侵略暴行。那么，如何寓言?如何找到寓言的
发生载体呢?在加缪当时的日记中，他曾经把法西斯军队称
作“像老鼠一样”，所以用鼠疫来指代这场灾难也就是一件
很自然的事情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鼠疫”即法西斯战
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1942年，加缪肺病复发从炎热的奥兰
转移到了法国南部山区进行疗养。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
战如火如荼之际，且德国军队已经进驻法国南部，作家处于



无法和家人团聚和极端的忧虑之中。所以在小说中，关于两
地分离的相思之情的描写才可以逼真传神。其实，单从其象
征意义来看，这注定会是一部不平凡的小说。

小说讲得是小城奥兰中的居民一直过着庸庸碌碌的生活，生
活的索然开始让他们变得麻木不仁，对身边的事情漠不关心。
他们在乎的只是自己的收益，自己的幸福。在这里。小说暗
合了二战前夕，欧洲各国妥协退让的绥靖政策和人民的平淡
生活。可是忽然，小城里的死老鼠渐渐多了起来，遗憾的是
这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确实，似乎这件怪事与他们没有什
么关系。可是后来一些人陆续开始发烧，并伴有腹股沟的肿
块。鼠疫就这样到来了，很突然却很残酷的到来了。小说的
深刻之处在于对这座已经死气沉沉的孤城中广大群众的刻画，
绝望、恐惧、悲伤，这些情感在加缪笔下显得那么饱满和厚
重。也就是在这里，加缪将自己这些思想的转变完全的表露
出来。具体是如何表现的，我将在文章结尾处，阐述我的观
点。小说最后，鼠疫结束的也是那么突然，就像他到来那样。
而人们也开始慢慢投入到新的生活中去，他们有些人回到过
去的生活，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有些人以鼠疫作为一个证
明自己高贵伟大的筹码，追求爱情。这个时侯，关于人的虚
伪、健忘和麻木描摹把小说升华到一个严肃的人性的高度，
令人肃然起敬。

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反抗者的角色——医生里厄。他是一个坚
定信念与疫病作斗争的典型代表。他用自己的行为感召了许
多与鼠疫作斗争的参与者，如朗贝尔。他善于观察身边的人
和事物，也为了全城人民能打败鼠疫做出了巨大的精神牺牲，
他与病重的妻子相隔两地，直到妻子病逝他也无从得知。还
有那个在信仰中挣扎着的神甫;行事古怪的科塔尔;老无所依，
执着于炼字琢句的格朗;坚定支持里厄工作，最后染上鼠疫身
死的塔鲁……这些鲜明的角色无疑成为小说成功最重要的因
素。



鼠疫加缪阅读理解篇二

加缪的一生，我们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从阿尔及利亚到巴
黎”这样的一生，加缪是在阿尔及利亚出生的法国人，是集
小说家、哲学家和剧作家于一身的伟大作家。

《鼠疫》讲述的是阿尔及利亚小城阿赫兰的故事，从几只老
鼠莫名其妙地死亡到爆发全城瘟疫、再到瘟疫逐渐退却，在
灾难面前，各色人等各种表现：有只是想“做好一个人”却
始终恪尽职守尽职尽责的里厄医生、有追寻圣人之路为瘟疫
毕献经历最后却倒在战胜瘟疫路上的志愿者塔鲁、有想尽办
法出城寻找爱情最后却留下来做志愿者的记者朗贝尔、有信
仰矛盾的帕纳鲁神甫、有一直耿耿于怀于如何描写那位女骑
士的小职员格朗以及在瘟疫中投机倒把一夜暴富最终疯癫的
罪犯柯塔尔等等。

大多数人从最初的恐慌焦虑、痛苦愤懑、孤单寂寞，渐渐呈
现出一种冷漠平淡、沮丧认同、逆来顺受，他们已经完全适
应了亲人的离世、朋友的离别，甚至可以平静地谈论瘟疫的
各项统计数字，仿佛与己无关，鼠疫已经夺走了大多数人正
常感情生活的能力，已经感觉不到那种撕心裂肺地离别或久
别重逢的喜悦，整个城市呈现出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而
以里厄和塔鲁为代表的一直战斗在瘟疫最前线的那些人从没
有放弃希望，他们内心深处也埋藏着思恋，也有困惑和不安，
虽然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对爱的追寻，但大难当头却毅然抛却
了心中的那份羁绊，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拯救每一个病号身
上，做好最简单最需要做的就是他的追求。

鼠疫加缪阅读理解篇三

我读过两遍加缪的《鼠疫》。第一次是非典消失后，第二次
就是今年春节这个意外的“长假”。

为此特摘选加缪长篇小说《鼠疫》部分内容分享。在一场鼠



疫中，人们承受着孤独、焦虑、痛苦与挣扎。在全城绝望的
境地，所谓英雄就是每一个微不足道，坚守着正直与善良生
活的人。

愿我们能在加缪的文字中捕获到信念与勇气。

“我呢，我就知道，也用不着等什么化验。有一段时间，我
在中国行医，二十年前，我在巴黎也见过几例。只不过当时，
还没大敢给他们的病定名。公众舆论，那可是神圣的：切勿
恐慌，千万不可恐慌。

还有，正如一位同行所讲：‘这不可能，众所周知，瘟疫已
然从西方灭绝了。’对，众所周知，除了死者。好了，里厄，
您跟我一样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里厄大夫还在思索。他站在诊室的窗口，眺望搂抱海湾的悬
崖的岩头。天空虽为蓝色，但是，随着午后时间的流逝，光
泽也渐趋暗淡了。

的确，天灾人祸是常见之事，不过，当灾难临头之际，世人
还很难相信。

人世间流行过多少次瘟疫，不下于战争。然而，无论闹瘟疫
还是爆发战争，总是出乎人的意料，猝不及防。里厄大夫跟
我们的同胞一样，也是猝不及防。必须这样来理解他的游移
不决。也必须这样来理解他在担心和信心之间摇摆不定。

面对一场爆发的战争，人们总是这么说：“这仗打不久，这
么打也太愚蠢了。”毫无疑问，一场战争肯定是愚蠢到家了，
但是愚蠢并不妨碍战争会持续很久。人若是不总为个人着想，
那么就会发觉，原来愚蠢是常态。在这方面，我们的同胞又
跟所有人一样，他们考虑自身，换言之，他们是人本主义者：
他们不相信灾祸。



灾祸无法同人较量，于是就认为，灾祸不是真实的，而是一
场噩梦，总会过去的。然而，并不是总能过去，噩梦接连不
断，倒是人过世了，首先就是那些人本主义者，只因他们没
有采取防范措施。

我们的同胞，论罪过也并不比别人大，只不过他们忘记了应
当谦虚，还以为自己无所不能，这就意味着灾难不可能发生。

里厄大夫一直在凭窗眺望。玻璃窗外，天光明净，春意盎然。
玻璃窗里面，“鼠疫”这个词还在室内回响。这个词不仅具
有科学所赋予的含义，还拥有一幅幅长长排列的图景：这些
图景非同寻常，和这座黄灰色的城市很不协调，尤其此刻，
这座城市还颇有生气，算不上热闹，倒也挺嘈杂，总的来说，
一片祥和的气氛，如果说“祥和”与“死气沉沉”可以并用
的话。

而且，如此安定、与世无争的清平世界，也能轻而易举地抹
掉瘟疫的陈旧图景，如雅典闹瘟疫时飞鸟绝迹;中国的城市到
处是奄奄一息的病人;马赛的苦役犯将浑身流脓血的尸体叠放
在坑里;普罗旺斯地区筑起高墙，以便阻遏鼠疫的狂飙;君士
坦丁堡医院里硬地面上放置着潮湿腐烂的床铺，用钩子将病
人一个一个拖走。

黑死病肆虐时期，医生都戴着口罩，仿佛戴着面具参加狂欢
节;米兰活着的人在墓地里交欢;在惊恐万状的伦敦，车水马
龙，都载着死尸，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到处都回荡着持续不
断的号叫。

不，这些图景还不够强烈，不足以扼杀这一天的安宁。从玻
璃窗外，突然响起一辆看不见的有轨电车的叮当声，一瞬间
便打破了残忍和痛苦的景象。唯独在星罗棋布的灰暗房舍尽
头的大海，才能证明世间还存在着令人不安和永不消停的东
西。



里厄大夫眺望海湾，遥想当年卢克莱修描述的柴堆，那是雅
典人因遭受瘟疫的袭击而在海边架起来的。雅典人趁黑夜将
尸体运去，但是柴堆不够用，送葬的人便争夺位置，拿着火
把大打出手，宁可打得头破血流，也不愿抛弃他们亲人的遗
体。

然而，这种令人眩晕的景象，一碰到理性就破灭了。不
错，“鼠疫”这个词已经说出口了，不错，就在此刻，瘟疫
正折磨、击倒一两个牺牲品。可是，这有什么，说停就停了。

鼠疫加缪阅读理解篇四

原创：杨慧灵

终于在今天看完了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鼠
疫》，我看的是孙睿君翻译的版本。

刚开始看的时候没想到里边会是讲的两个单独的故事，分别是
《局外人》和《鼠疫》。但是《局外人》才占篇幅的五分之
一，以至于感觉还没看出个所以然，就已猝不及防地进入
《鼠疫》的剧情了（哈哈，就像看川端康成一样）。

但是我还是想把两个故事放在一起讲，因为我感觉它们在某
一点上还是有一定的关联的。

第一部分《局外人》

《局外人》以主人公回去参加母亲的葬礼开篇。在整个葬礼
过程中，主人公都表现的很冷淡，之后又在守孝期内和玛丽
发生了关系，然后玛丽成了她的女友。在一次和朋友去海滩
玩的时候射杀了一个阿拉伯人，之后的故事就是讲他的审讯
过程，在这中间还有一个神甫希望能够“救赎”他，以及他
和神甫的一系列“较量”.



故事的从头到尾主人公都是一副很冷淡的样子，或者他的心
里根本是空空的没有任何内容。他冷眼旁观母亲的葬礼。想
到要和玛丽结婚时也是无所谓，结与不结好像没什么不同。
甚至面对法官对自己最后的审讯也是一样，好像他是一个观
众在分析别人案件的进程，死亡也无所谓。这就是应了文章
的题目《局外人》吧。

在监狱里主人公有几次都想到了他的母亲，我以为他的心理
活动终于要显露出来了，最后却还是没有，故事读完，我也
没触摸到主人公心里的那个点。

而整个故事我觉得需要特别一提的就是，最后判主人公死刑
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却是因为他在母亲葬礼上表现出的冷漠。
这一点有些讽刺。几乎养老院所有的人提供证词的人都出来
指认这一点。引用文中检察官的两句话：“…这人母亲才死
了两天，就乱搞男女关系，更为了结束桃色事件就草菅人
命…”“…我控告，此人在埋葬母亲的时候就有了一颗草菅
人命的心…”

最后案子判下后神甫再一次来监狱里找主人公，此前他已多
次拒绝见他。神甫问他为什么不愿意见自己，他说上帝是不
存在的，他的心里没有一线光明，活着却不停想象自己怎样
死去。有人在痛苦的石头上看到上帝神圣的面容，而他的石
头上什么都没有。

第二部分《鼠疫》

《鼠疫》讲的是奥兰城街上人们发现老鼠突然多了起来，到
处可见老鼠的尸体，后边慢慢就爆发了《鼠疫》，大概和非
典的程度差不多吧，每天都有很多的人死去。

这篇文章让我想要和《局外人》一起讲的就是：《局外人》
的主人公面对自己的死亡始终都是冷漠的，平淡的。而《鼠
疫》里的人们却是每天真真实实的看着自己身边的'人一个个



死去，并且知道自己也会死掉，那种恐惧，渐渐到麻木。

中间有一部分讲到埋葬死去的人，最开始还尽量追求体面，
直到后面死去的人越来越多，多的没地埋，面对一车车尸体，
就像是处理xx一样，焚烧。

也有一部分人们寻求天主教的庇护，更多的想的却是及时行
乐，反正到时候主也会庇护他们。

文中有两个人让我印象深刻，一个是里厄医生，他说因为他
不信仰所以才会救死扶伤。而另一个人是神甫，他始终拒绝
看医生，直到染上鼠疫死去。

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医生真的是很伟大的，曾经被人敬仰
的医生因为面对鼠疫的无能为力而让人以为他冷血无情，医
生承受着这样的冷漠，依旧为鼠疫而抗争，见证一例又一例
的死。老人的，年轻人的，小孩的，男的，女的，认识的，
不认识的，还有自己的亲人。最后，塔鲁医生也死去了。

之后好像就有奇迹出现了，开始有了两个染上鼠疫却并未死
去的人，在大街上又看到了猫，这是鼠疫渐渐退去的象征。

鼠疫最终好像被打败了，这次的抗争好像是胜利了，但是文
章的结尾却这样写道：鼠疫的病菌永远无法消灭，它会几十
年如一日地沉睡在家具及衣物中，它会潜伏在屋子、地窖、
箱子、帕子以及废纸里，可能某一天，厄运会再度降临，或
者瘟神再作乱一次，显示出它的功力，让所有的幸福在一座
城市中死去。

没有永恒。

.6.26重庆



鼠疫加缪阅读理解篇五

若要一个人回忆自己的人生，他们总会说生活苦难多于幸福。
放眼望去，生活仿佛起起伏伏的山峦，跌宕起伏，但实际上
生活大多是平坦的马路，只是在时间的冲洗下，平淡的被自
己忘却了。

《鼠疫》中的奥兰是一座平淡的城市，它与其他城市存在差
异，你可以看作是与众不同，但不过在所有城市都拥有“与
众不同”的情况下，这种不同仿佛是湖面上的一圈涟漪，不
会惊起太大的波澜。这份平静让大多数人得到了一种满足感，
他们生活在里面，从不会怀疑这座城市的真实性，毕竟这座
城市从小到大与他们为伴，他们吃喝拉撒、行为处事都在这
座城市里。实际上，他们也没有理由怀疑这座城市，因为这
种真实的感觉指导着他们正常有序的生活，这对于平淡的一
生来说，已经足够了。

或许是奥兰的不幸，又或许是奥兰的幸运，一场鼠疫打破了
它的平静。这不是什么小打小闹，这是一场狂风暴雨。鼠疫
最伟大之处就在它的严重性，它不是路上的什么绊脚石，只
能让人踉跄一下，它是低谷，是苦难，是绝望，它让整座城
市陷入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之中。这仿佛是人生中最艰难
的时刻，因为它让所有人第一次直接面对上了最大的虚
空——死亡。这立刻让人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虚无感，赖
以生存、司空见惯的真实感在死亡面前瞬间崩塌。这种感觉
就如西西弗斯，众神惩罚你推一款石头上山顶，但快到山顶
时石头永远会重新滚落，而你必须重新开始。上帝让你预见
了自己总是会去向虚无的死亡，在这份虚无面前，你做的什
么事都失去了意义，这种对虚无结局的预知，让你产生了无
意义、消极的悲凉之感。这本是每个人无法逃脱的折磨，但
它其实一直被压在心底，而当艰难的时刻来临时，这份折磨
就开始蚕食一个人的生活，让其双眼不得不直视这个问题，
也就是加缪所说的“荒诞”之感，一种人的理性与世界的非
理性部分的冲突。



人面对这个荒诞的问题，加缪提出了三种道路[1]：1.自杀。
既然人终究走向虚无，那么活着的意义就消失了，一个注定
毁灭的躯体，有什么必要存在呢。2.哲学性自杀。既然人的
理性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就用非理性的方式解决，提出一
个上帝，让上帝告诉人应该遵守一定的原则活下去，而人要
做的就是无条件相信这个上帝。3.反抗。这种反抗就是《鼠
疫》中里厄、塔鲁等人对鼠疫的斗争。

才会产生对立的虚无。反抗是对一个世界的否定，是对另一
个世界的向往。如果不存在反抗，那么世界就只有一个，就
不存在与这个世界说“不”的世界，那就自然没有“荒谬”
的问题。正如奥兰平静的生活较之奥兰居民是一种美好，这
种美好是人真实经验到的，这种感觉虽然无法诉说，但谁也
不能怀疑它。正是这种经验，唤起了人们对永恒的渴求，才
随之产生了对虚无的恐惧。所以当鼠疫发生的时候，里厄一
行人会选择对抗鼠疫，而不是因为人固有一死，就让鼠疫随
意蚕食奥兰居民。他们相信这种人生的荒谬是来源于人在这
个世界上最真实的思考，荒诞不仅仅意味着无法逃脱的宿命，
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对生活的真实性的肯定。这是一种精神胜
利，而在精神缺乏的年代，最需要的就是对精神力量的肯定。

荒谬会产生反抗，也不可避免地产生自杀。在现代社会的教
育下，这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杀。不同于哲学性的自杀，
它并不是去寻找上帝，而是消极地面对存在必要性的问题，
《鼠疫》中的科塔尔揭示了这个精神问题。当遇到苦难时，
科塔尔也感到了“荒谬”，但他面对这种折磨时，更多地表
现出向往之情，他期望别人一样遇到折磨，让他们活得和自
己一样，从而找寻慰藉。加缪借塔鲁之手表达的对科塔尔的
态度十分有趣，他在看待科塔尔时，并没有诉诸恶意，而
是“他开始喜爱上这些囚禁在天空和城墙之间的人了”。他
并没有谴责这类人，而是表达出了对这类与“鼠疫”产生共
情的人的理解与同情。科塔尔是我们在面对“鼠疫”这样的
挫折时，内心的一种消极式的积极暗示。他积极在其本质上
不是孤独的，而是一种渴望与他人拉近的热情；他消极在其



表达方式上，不是里厄那样渴望消灭“鼠疫”，让人过上较
之更美好的生活，而是渴望大家一起堕落。这种精神上的自
杀，他终究会发疯，对真实越来越恐惧，最后为了解决荒谬
不得不放弃接触真实，变成大海上的一座孤岛。

正如加缪在最后所说：“鼠疫杆菌不会灭绝，也永远不会消
亡……也许等到那一天，鼠疫再次唤醒鼠群，将它们大批派
往一座幸福的城市中死去，给人带去灾难和教训”，鼠疫作
为生活中的苦难、绝望、无意义，它不会消亡，永远存在于
人类之中。而反抗得到的幸福也只是无尽痛苦中一个可以忽
略掉的片段，“他也明白，这部纪事不可能时最后胜利的纪
事”，但加缪仍然呼吁：“所有当不成圣贤，又不甘心横遭
灾祸的人，当然要将个人的伤痛置之度外，努力当好医生，
抗击瘟神乐此不疲的恐怖”。人生的无意义性往往让人安于
无意义，丧失撕破黑暗的斗志，这才是其可怕的地方。愿人
在某一天不得不面对荒谬时，可以找到荒谬背后的真实，鼓
起勇气去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