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鲁迅全集读后感(实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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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
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
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鲁迅全集读后感篇一

鲁迅先生是我一直都挺崇拜，挺欣赏的文学家，他的每一篇
作品我都读过，每一次读都有不同的感觉，不同的收获，但
我最喜欢看的还是鲁迅的小说，我感觉他的小说很真实，批
判了当时旧社会的丑陋面目。《孔乙已》是我在《呐喊》中
比较喜欢的一篇，可能是这篇学生，所以对这篇所有的细节
都比较了解。我第一次读这篇是在初中课堂上，那时老师让
我们自己先读，当时，我读得很认真，因为我对这篇挺感兴
趣的，因为是鲁迅写的。当时读得不太懂，听老师分析后，
感觉明白了很多。

着，他一生都在寻求功名，一直考，一直考，可都考不上，
在一次又一次的绝望中，他成了一个行尺走肉，一个麻木而
不任的人，正像他所说的“窃”书不为“偷”，因此在一些
丑恶的人心中成了一个“小偷”，可在孔乙已的心中，他并
不这么想，在与他同龄中，只要是见到他，除了笑，没有话
讲，因此只好向孩说话，他也只有在孩子面前，他才会有受
到蔑视的笑，后来有人说他又去偷书，结果被打断了腿，当
他再一次来到客栈时，讽刺的笑声就没有停过，此时的孔乙
已更偈一个行尸走肉，只靠着两只手来行走，终于，在人们
的笑声中，消失了。过了几年，终于没有再见孔乙已，有人
说的已经死了。



人物时，运用了大量的手法，在人物外貌，动作，语言上都
有很多的描写。作者笔墨越多，所想表达的人物形象越明显。

在他文字的激励下，人们能够奋发有前，能够从麻木不仁中
清醒过来，

使这个社字，在文字的背后是他一颗爱国的心。也许他的文
字并没有激励到每一个人，但不可否认，还是有一部分人，
还有一些知识文化的人都能在他文字的激励下而清醒觉悟过
来。

现在，有许多文章，作品都表达了爱国之情，但我比较情有
独钟，只喜欢鲁迅先生的，因为他朴实而强有力的文字中，
人们看到了当时丑恶的面目，我觉得孔乙已那篇比较明显，
通过对孔乙已人物形象的描写，从颓废，每一个文字，从直
接到间接，从明显到不明显，让读者真实地看到了像孔乙已
那类生活在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的从善良、爱面子的人转
变成颓废，麻木不仁封建的人。

这样的文章没有用华丽的文字，但字字都像利刀像一样直插
人心，这就是我

这也就是我爱国的表现。

所以大家一起来《呐喊》吧！为我们赖以生存的中国来呐喊
吧，作为学生，要好好学习，作为工作，要好好工作，大家
都尽一份力，使我们国家更家美好。

鲁迅全集读后感篇二

在一件小事中，鲁迅先生把一位平凡的人不能再平凡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车夫写的那样的光辉伟大，事情是这样的：一
天，鲁迅先生有急事鼓了一辆车去s门，但路上，人力车的车
把碰到了一位衣衫破烂的老妇人，当时，鲁迅先生不以为然，



认为她并没有受伤，于是，挥挥手让车夫快些走，但车夫却
完全不理会鲁迅先生，而是“傻傻的”跑过去把老妇人扶起
来，并关切的问她的伤势，再把她送到警署去做检查，当时，
鲁迅先生看着车夫的背影，心里觉得他不再低微，而是变得
伟大起来，而鲁迅先生觉得自己又是那样的渺小，心里的愧
疚感便油然而生。

鲁迅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
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大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
《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
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
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
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
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
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
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的人。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
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为了揭示不
同生活的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
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
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
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
构样式不同，音调也不同，《孔乙已》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
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
说，也是诗，竟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
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鲁迅先生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以笔作枪，大胆
揭露人吃人的封建礼教，猛烈抨击封建文化与封建道德，从
而奠定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基石。我读过他的许多作品，其
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学里学过的文章《藤野先生》。鲁
迅写这文章的当时，中国在邻邦日本的心中的确是一个弱国，
可是，当我看到《藤野先生》中的那一段话，便没有来由地



心痛起来——“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自然是低能
儿……”让我想起在郁达夫先生的《沉沦》中，那个在心中
默默呼唤着“祖国啊，你怎么不快点强大起来，你的儿女在
这里受苦那!”的留日少年。这种国人，希望祖国强大而不去
努力，只是无助地祈祷，让人不仅怜悯他。但是那些看着自
己的同胞在影片里被杀头，而且还与日本人一同欢呼的国人，
那种骨子里的麻木不仁，不仅可怜，而且，可恨!在这篇文章
里我感受到的是鲁迅对藤野先生的感动、感激与怀念，即便当
《藤野先生》的形象深入人心，却少有人记得他的名字——
藤野严九郎。我感受到的是鲁迅“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
血荐轩辕”的报国之情。《藤野先生》，记叙的是一段感人
的师生情，一颗动人的爱国心。

《藤野先生》回忆鲁迅在仙台留学时期的生活，记叙了鲁迅
与藤野先生的相识、相处，离别的过程和对他的怀念。鲁迅
初到东京时，看到的是清国留学生在饱含中国人的耻辱的上
野公园的樱花树下的身影，听到的是留学生们傍晚学跳舞的
喧闹。这让鲁迅甚为厌恶，也正是这样，他去了仙台，在那
与藤野先生相识。藤野先生的衣着模糊，他为鲁迅添改讲义，
他就正解剖图，他关心解剖实习，他了解中国女人裹脚。在
这一个个片断中，我看到了那个对学生要求严格的藤野先生，
那个对鲁迅关爱有加，毫无民族偏见的藤野先生，那个对科
学严谨求实的藤野先生。这样一位有着高贵人格的老师，也
难怪鲁迅说：“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它是最使我感激，
给我鼓励的一个。”

《藤野先生》也同样记录了鲁迅的心路历程，学医救国到弃
医从文的转变，表达了鲁迅深深的爱国主义情感。在鲁迅留
学日本之时，是“风雨如磐暗故园”之时，也是鲁迅个人处于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时期。他曾
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
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
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但从匿名信事件、看电影事件，中国
人的麻木不仁中，鲁迅才深刻地认识到，学医可以拯救人的



身体，却不能拯救人的灵魂。鲁迅说：“从那一回以后，我
便觉得学医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
何强健，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
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提倡文艺运动
了。”

《藤野先生》中的藤野一直鼓舞着鲁迅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斗
争，“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下瞥见他黑
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
发现，而且增加了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
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藤野先生影响了
鲁迅的一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藤野对鲁迅倾注了无私的爱。
他平等公正、一丝不苟的为一个清国留学生改作业，连一根
画错位置的血管也要当面替学生改过来;他关心学生的个体差
异，听说中国人敬鬼，担心鲁迅不肯上解剖课;他尊重学生，
尽管替鲁迅弃医从文感到惋惜，但理解鲁迅这位弱国子民的
强国梦，临别还赠与题写了“惜别”二字的相片。这些对一
个受尽了歧视和污辱的清国留学生是多么大的鞭策和鼓舞啊。

藤野先生严谨的作风，对鲁迅真诚的关怀，还有，对于中国，
对于“人”的热爱。作品的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鲁迅对这
位恩师的赞扬与牵挂。藤野先生对鲁迅的耐心辅导，是希望
将日本精湛的医学技术传入中国，为中国的人们治疗身体上
的疾病(事实上，鲁迅先生留日学医的目的，也是如此)，在
此，藤野先生将医术还原到了它本来面目——为着所有人的
健康而学医，而不是以自己个人的利益为目标，着实可敬!

在文章的末尾，鲁迅先生写他至今，仍然被藤野先生的影子
鞭策着不断地“写为‘正人君子’所厌恶的文字”，又一次
表达了作者对藤野先生的怀念和敬佩。热爱学生、理解学生，
使藤野具有了强大的人格魅力，以至于影响学生的一生。

因此，作为教师，高尚的人格魅力有利于建立和谐的师生关



系，促进教学上的师生互动，为学生的终生发展打下精神的
底子。在学校人际关系中，居首位的是师生关系。美国罗杰
斯的“人际关系”理论、前苏联的“合作教育学”，都把师
生关系提到办学水平的高度来认识。良好的师生关系必须依
靠深厚的师生情感来维系，教师对学生的关心和热爱、学生
对教师的敬佩和爱戴，是产生师生情感的源泉，也是和谐师
生关系的基础。蔡云芝先生与学生的关系就十分和谐，他爱
学生，教学生唱歌跳舞，和学生打成一片，关心爱护弱势学
生，为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学生“打抱不平”，难怪学生做梦
都想到他，几十年以后仍然惦念着他。

对学生而言，教师一般都具有天然的影响力，如果这种影响
力是建立在教师身份所赋予的权力基础之上的，那是不稳固
的。而如果这种影响力是靠教师的人格魅力赢得的，那就相
当持久而且强大了，这种影响甚至强大到足以影响学生的一
生，教师高尚的德行和追求，深入学生心田，为学生奠定坚
实的精神基础。鲁迅就是时时受着藤野先生的鞭策，几十年
过去了，仍不敢有丝毫懈怠，他坚韧的斗争着，为民族的觉
醒和解放而奋斗。在鲁迅的精神家园里，有藤野播下的种子。

毋庸质疑，鲁迅是中国历史上较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至少
在当时，他鼓舞了无数青年人参与新中国的革命，用文字为
良药治疗了许多中国人麻木的心灵。我们应学习他横眉冷对
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格力量，永远传承下去。

鲁迅全集读后感篇三

鲁迅先生以笔为武器战斗了一生，被誉为“民族魂”。身着
一件朴素的“中式“长衫，短短的头发刷子式的直竖着，浓
密的胡须成一个隶书的“一”字，这就是他在劳苦大众心中
的闪烁身姿。

鲁迅先生崇高的精神，是一块无形的金光闪闪的灵魂
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他的精神灵魂。“淡泊以明



志，宁静以致远，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古
有刘备为复兴汉室江山，成就一方霸业，而广结好汉，奔赴
战争之路，今有鲁迅为在黑暗中拯救劳苦大众，以笔为武器，
揭开反动势力的丑恶嘴脸，崛起人民的觉悟而与反动势力做
斗争。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只要中国人团结一
心，一致对外，方能振兴中华。中国才能成为永远屹立在世
界东方的巨人。

虽然现在处于太平盛世，但谁又能保证中国永远会一帆风顺。
所以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一个自强自立，勇于承
担的中华少年，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
献。

祖国的建设需要我们，我们要像鲁迅先生那样自少至老手不
释卷，关心劳苦大众，即使做了官，也不忘老百姓的恩德。

文档为doc格式

鲁迅全集读后感篇四

鲁迅的作品中，“寂寞”一词总是如影随形的出现，寂寞的
来源从他的生活中处处缠绕而来，今非昔比的寂寞，如“所
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
神的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总之，“偏苦于不能
忘记。”不吐不快，而又惶恐抒发己心后无人问津的寂寞，如
“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
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
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
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含着莫
大的犹豫迟疑，对公众未知反映的恐惧。长期寂寞惯了的后
遗症。



这种知识分子的寂寞广泛的表现于他笔下的人物之中，从悲
观执着的魏连殳终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积极活跃的吕纬甫
渐渐沦为世间一个模模糊糊，泯然众人的影子。这些跌跌撞
撞的人物在四周如冷壁一样的时代起起伏伏，与庸众不同，
与当权者不同，也许在未来，还会与起初意气风发的自己不
同。实是知识分子难言的苦衷。

以至于后来这种寂寞竟逐渐成了他笔下斗士的一种习惯，习
惯了独行，《长明灯》里那个执意要熄灭长明灯的“他”总
是在强调“不能，不要你们，我自己去熄。”这里，所谓独
行是拒绝“他”的反对者。

在自序中，鲁迅也曾感慨，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传染给和
他年轻时一样做着好梦的年轻人，这里，确实拒绝任何的追
随。

于是，忽而有了一种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之感。

电影《梅兰芳》中，邱如白对孟小冬说，谁也不能毁了梅兰
芳的孤独。同样，倘若是毁了鲁迅这份寂寞，恐怕也不会有
《呐喊》。这份寂寞是他长期压抑在自己的无聊与哀伤中，
又如寒风砭骨，屡屡催促着他去打破这个沉默的时代。“只
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
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
我回到古代去。”因为寂寞而无言，亦因为寂寞而想要一吐
为快。

在开与不开口的犹豫后，继而呈现的即是鲁迅作品中是他对
现状的某种顾虑与挣扎，包含着对旧时代的厌恶和妥协，一
方面在揭露，一方面又麻醉着自己使自己沉入国民之中。这
种矛盾的冲撞在其早期的小说中流露的较多。

这样的带些纠结的挣扎隐约可从《端午节》中窥得一
二：“又如看见兵士打车夫，在先也要愤愤的，但现在也就



转念道，倘使这车夫当了兵，这兵拉了车，大抵也就这么打，
便再也不放在心上了。”错的不是当时的个体，而是个体行
事方式的定位，当兵的欺压车夫已经成为社会公认的某种现
象，似乎已成为职业的天性，不论是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
都自然而然的承受着这样的事实。

如同文中的“只要地位不至于动摇，他绝不开一开口”，其
实细想之下，鲁迅早年独自一人抄拓碑时，面对这样一个铁
屋子，也曾经抱有不开口的想法，对身边的种种，也仅仅是
如方玄绰一般有感慨而无行动，深以为自己无力去唤醒，深
以为大而激进的变动在中国行之不通，深以为自己不是一个
振臂高呼而应者如云的英雄，他恐惧所谓“叫喊于人生之中，
而无生人之反应既无赞同，也无反对，如置无边无际的荒
原”的境地。

鲁迅认为中国人的自大是一种合群的自大，而他自己恐怕也
同样经历过，因为一个念想，唯有在心中百般徘徊，百般自
问，才能流畅的舒展于文字，而那些进入他眼中形形色色的
人，不同于童年的萧瑟的故乡，终于来到的了纸上，他笔下
有太多麻木与生活而不自知的人物，而方玄绰似乎又与他们
有着一丝的不同，这个小人物虽然亦瑟缩在当时社会的既定
规则之中，但却曾经愤愤不平，也曾经认识到“易地则皆
然”，在麻木的同时认识到了麻木的存在的现象。

我们在写过去的自己的时候，尤其是难过的岁月，看着原先
的自己这样袒露在如今的我们的笔下，慨然是一定会有的，
同样也会欣慰那只是过去，而如今毕竟有一些改变。鲁迅在
塑造他时，想必从中窥得自己当年的影子，而自己已然和那个
“清高守规”的方玄绰大有不同了。他完成了方玄绰未达成
的转变。

鲁迅他当然是一个战士，一个时代的匕首，但同样也是一个
在平凡不过的凡人，有着自己的胆怯和忧郁，也正是这种种，
让他的作品不是一味的偏激和讽刺，似似有常人的无奈与怜



悯。并不是一开始，周树人就是鲁迅，他的锋利固然出挑，
而锋利之前的暂时的驽钝却更为可贵。

鲁迅全集读后感篇五

在初中时就已学过鲁迅的文章孔已己。但在那时总觉得文章
太长了，所以老师讲到哪，就跟着看到哪，更别说去认真体
会了。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朋友家看到一本呐喊，便向她借
了这本。

当重新再读时，感觉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在读孔已己这
篇文章时，有了更深的感触。孔已己扮演的只不过是人们茶
余饭后的笑料。在那些商人和地主的眼里孔已己这个穷困潦
倒的读书人毫无尊严和人格可谈。这让我们看到了穷人在旧
社会的悲哀。

我还记得有一段的意思大概是这样的，孔已己因为偷了丁举
人家的东西被打折了腿。当人们再次见到他时，非但没有怜
悯之，反而不停地取笑他。孔已己偷东西是有错，但是他已
被打折了腿，受到了惩罚。作为同胞不应该再取笑了。这同
时也说明了在旧社会的人们是多么的麻木、冷漠。同时也能
看出读书在旧社会人们的脑子里是无用的。

又例如连一群小孩都欺负他，到最后他是死是活人们也不知
道，照常过日子。从一篇文章中我们就能看到旧社会存在的
这么多的问题，更别说是其他更多更严重的问题了。

像反映这类现象的在呐喊中还有很多，我只是从中选了一篇
我所喜爱的文章。

呐喊这本短篇小说对我的感触很深，它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
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
对中国旧有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彻底
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



强烈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