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野草读后感悟(精选9篇)
我们得到了一些心得感悟以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感悟，这样能够给人努力向前的动力。好的心得感悟对
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心得感悟以下是
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感悟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
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野草读后感悟篇一

读完一本书以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是时候
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到底应如何写读后感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野草读后感，供大家参考借鉴，
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我读几遍了，头脑仍然一片空白。
要是说非得找几个词来概括它给我的印象的话，那就是：旷
野，荒原，燃烧。我甚至已经记不清楚《野草》里是否有这
几个词，也不想翻书去求证。我想有时候读书不求甚解也好，
起码留给自己一个想象的空间。所以我想极力避开人们对
《野草》的解读，虽然那会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并且会让我
了解到诸多关于革命、荒诞、存在、本体等等之类的伟大意
义。我并非不承认或者不赞同人们的`看法，只是这些东西看
多了产生审美疲劳，甚至产生深恶痛绝之感。因为是读后感，
因此就减去了学术上的种种规范，说话可以相对放肆坦诚，
所以下面我将张口胡言乱语了，请诸君做好心理准备。

人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总会产生一些莫名其妙的想法，从
而做出一些不同寻常的举动来，这样事情就变得有趣了。我
很喜欢《野草》，也很尊敬鲁迅先生，他文中所显示出来的
荒原意识让我的神经异常活跃和兴奋，以至于在阅读时我完
全沉浸在里面的场景里了。不过这个场景仅仅是我自己想象
的而已，并非是鲁迅先生在写作时头脑所浮现的场景。但我



觉得这并不妨碍我对它的理解，我总是相信有那么一个世界
我们从未抵达。这个世界它不应该属于任何一个时代，或者
局限在任何一个意义，它因为具有无限的扩张力而无法用言
语表达，只能感受。我也相信《野草》除了具有它所该具有
的时代和现实意义外，还有一个世界它从未展示，那就是荒
原。虽然我们可以根据鲁迅先生的文字进行荒原的场景想象，
然而真正的荒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我们所看到的荒原只
是被鲁迅先生物象化的荒原，每个人心中的荒原都是独一无
二的。所以，我们没必要极力去挖掘或者吹捧别人心中的荒
原世界，我们应该花的时间去认识自己心中的荒原。在这里
我并不是说人们对鲁迅先生《野草》的挖掘是一种吹捧，我
也相信人们对它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与先生所想的是相符的。
我只是想告诉自己，人们对《野草》的无限度挖掘只是《野
草》荒原世界中一个小小的角落。问题在于，人们都想极力
让别人去认同自己所看到的角落。这种想法将归结于严密逻
辑的胜利呢，还是思维空间过于狭小的悲哀?也许根本就无法
回答。

上面的说法或许过于武断。人们会不禁要问：究竟什么是荒
原?什么是旷野?这些词从哪儿来?具有什么样的实际意义?不
得而知。太过于抽象了，我们压根无法触摸，又何来的理解?
不具有实际意义的东西我们把它摆在那又有何用?如果大家非
得这样刨根问底，我就只好沉默了。不过我仍然在想，“燃
烧的荒原”是否更具有震撼力和吸引力?且不管别人如何想，
我先第一个赞同。确切来说这是一种梦境，或者说这种梦境
与我心灵深处的梦境是相通的，所以我特别有感觉。觉得特
别的兴奋和有意义。说到这里连意义也是抽象的了。我无法
解释这种奇怪的念头。这也许就是《野草》在我这里所产生
价值，一个抽象的价值，一个抛开了时代和现实意义的价值。
我相信这个世界允许这种价值的存在。

看到这里估计大家要么目瞪口呆，要么厌烦透顶了，但我还
是要把话说完。《野草》留给我的印象只有三个词：旷野，
荒原，燃烧。这个印象不仅仅属于我，它具有更加普遍的意



义，它让我相信——有一个世界我们从未抵达。

野草读后感悟篇二

鲁迅先生投笔从戎，便是誓为贫苦百姓的保护者，甘做刀笔
吏，他对敌的议论，总是锋芒毕露，直入对手骨髓。

在《复仇》、《复仇（其二）》两篇散文诗中，鲁迅复仇的
矛头却直指百姓那些他一心想唤醒、想拯救的人。这是鲁迅
对愚昧百姓怒其不争的体现，也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

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

这样的反转构成了一重的复仇：不让庸众鉴赏，得以生命飞
扬的大欢喜，却偏给观看他们的厌烦和无聊。此外，还有一
重复仇，这是将读者也算计在内的。将杀戮的快感直接导向
将读者，自然而然将读者引诱到看客面。因而，如果被引诱
至这种视角，则读者也沦为作者所批判的庸众。鲁迅先生的
矛头这回指向批判者自身，这是间接的和深层次的复仇。

《野草》是鲁迅先生创作中最薄的一本散文诗集，这本小册
子自从诞生起到这天，一向让人们去言说，而又言犹未尽。
这本诗集包含了鲁迅的全部哲学，鲁迅正是透过这些构思的
小故事，向人们传达他最深的生命体验。《野草》可算作我
们窥得鲁迅内心的窗口。而《野草》中的两篇以复仇为题的
作品，也昭示了鲁迅先生长久以来在许多作品中显示出的独
异的个人与庸众的关系，映射到现实生活中，也是作为一个
思想的启蒙者与未开化的人民之间的关系。《野草;复仇》中
的复仇是在独异的个人与庸众之间进行的。而《野草》中的
复仇的概念在《铸剑》中受到进一步的推广，构成了一个哲
学好处上和美学好处上的复仇主题。



野草读后感悟篇三

读鲁迅的文章，总会有一股细细的忧伤在心头蔓延，为自己
懂得太少而悲伤。读鲁迅，其实是读人生。

今天，一整天都在啃鲁迅的散文集《野草》，越往里看，我
就越有走进洪荒的错觉。离当今纷扰的社会到底有多远，这
已不是万里之遥的分隔，而是彻底的转身之向了。

一直没有人，甚至没有鸟兽的痕迹，有的，一切都是比这些
还黑暗的一面。梦境里，也唯有在梦境里才能享受片刻的安
宁。这里没有路的，能否向前进，能否到达安宁的世界，这
都是个未知数。

野草越发茂密，路就越发难找了，地老天荒，天荒地老，这
是另外一个世界，一个隐秘的世界。我在草丛中徘徊又彷徨。
空气越发的清爽，隐约有山野的气息?我兴奋地穿越在草丛中，
没有人知道，这个草丛，这一个隐秘的世界，其实也可以让
人快乐的，尽管只有片刻，却令人刻骨铭心。

转过身来，茂密的草丛正在迎着风儿起舞，仿佛是在嘲笑我：
“哼!看你还往哪跑!逃得了我们，逃不了大山!”

人生似乎是个始终都无法打破的迷，它的神秘，它的苦，它
的乐，我始终都无法揭开。于是，当我还来不及享受片刻安
宁的时候，自己又被卷进了另一种漩涡，挣扎，挣扎，拼命
地挣扎!眼前，是陡峭的高山;身后，是草丛辱骂的私语。往
前，往后?我不知所错。别人的评论清晰地跑进耳中，讽刺的，
毒骂的。。。。。。唯独没有鼓励的。饶了我把?我不想走了，
只想在这里寻求片刻的安宁!

以上是小编为大家整理好的范文，希望大家喜欢



野草读后感悟篇四

屋里不时会发出一点动静，那是飞虫撞击窗户玻璃的声音。
有时还有飞蛾扑向油灯惨烈身亡的声响。但更多的仍是安静。
屋子里的人在写东西，他已经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了。
或许是他已经快完稿了吧。不经意，声响惊动到了他。他轻
轻放下手中的笔，对着青油灯，习惯性地点燃了一支烟，看
着眼前这悲壮的一幕，陷入了深思。许久，皱一皱眉头，轻
轻叹口气，缓缓的'吐出烟雾。而后望了望窗外黑而高的夜空，
看发白的月亮，听夜游恶鸟的声音。

这就是我眼中所敬仰的鲁迅先生。

读鲁迅的书，必须也是在深夜，最好也抽烟。鲁迅先生抽烟
是为了提神，是为了保持大脑兴奋以更好的思考与写作。这
样的例子中外并非少见，典型的还有美国的海明威。他为了
写作是每天都要喝许多咖啡的。据说晚年多病，很大程度也
是因为咖啡慢性中毒。我说抽烟其实是为了说明读文章时必
须百分百的的投入到文章里面，必须身临其境，和文字里的
灵魂和为一体，才能感受文章的妙处。而并非给大家找吸烟
的理由。其实，我是对吸烟很反感的。况且，我也不必用吸
烟这种方式来使大脑兴奋，因为我的大脑可以一直都很兴奋，
读后感《600字》。特别是入夜。

野草读后感悟篇五

鲁迅先生投笔从戎，便是誓为贫苦百姓的保护者，甘做刀笔
吏，他对敌的议论，总是锋芒毕露，直入对手骨髓。

在《复仇》、《复仇（其二）》两篇散文诗中，鲁迅复仇的
矛头却直指百姓——那些他一心想唤醒、想拯救的人。这是
鲁迅对愚昧百姓“怒其不争”的体现，也是为了“引起疗救
的注意”。



鲁迅在《野草》的序中说：“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
《复仇》。”所谓的“旁观者”，即看客们，这类形象在鲁
迅的作品中屡有刻画。但在《复仇》中，鲁迅却直接将矛盾
集中于“当局者”：“他们俩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
广漠的旷野之上。他们俩将要拥抱，将要杀戮。”“裸着全
身”，指的是全身心的依靠，是爱的表现；“捏着利刃”，
却是指向杀戮，是恨的体现。他们复仇的方式十分奇特。之
后看客出现了，出现了这极致的大欢喜的观看者，“拼命地
伸长颈子，要鉴赏者拥抱或者杀戮”。但是这样的拥抱或者
杀戮迟迟不来，且“不见有拥抱或杀戮之意”。于是，路人
们就觉得无聊，“觉得有无聊钻进他们的毛孔，觉得有无聊
从他们自己的.心中由毛孔钻出，爬满旷野，有钻进别人的毛
孔中”想象中拥抱和杀戮的生命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并没有
到来，然而，“看”的对象却已经发生反转，由路人看杀戮
者，变为杀戮者看路人：杀戮者“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
路人们的干枯。”

这样的反转构成了一重的复仇：不让庸众鉴赏，得以生命飞
扬的大欢喜，却偏给观看他们的厌烦和无聊。此外，还有一
重复仇，这是将读者也算计在内的。将杀戮的快感直接导向
将读者，自然而然将读者引诱到看客面。因而，如果被引诱
至这种视角，则读者也沦为作者所批判的“庸众”。鲁迅先
生的矛头这回指向批判者自身，这是间接的和深层次的复仇。

《野草》是鲁迅先生创作中最薄的一本散文诗集，这本小册
子自从诞生起到这天，一向让人们去言说，而又言犹未尽。
这本诗集包含了鲁迅的全部哲学，鲁迅正是透过这些构思的
小故事，向人们传达他最深的生命体验。《野草》可算作我
们窥得鲁迅内心的窗口。而《野草》中的两篇以“复仇”为
题的作品，也昭示了鲁迅先生长久以来在许多作品中显示出的
“独异的个人”与“庸众”的关系，映射到现实生活中，也
是作为一个思想的启蒙者与未开化的人民之间的关系。《野
草·复仇》中的复仇是在独异的个人与庸众之间进行的。而
《野草》中的复仇的概念在《铸剑》中受到进一步的推广，



构成了一个哲学好处上和美学好处上的复仇主题。

野草读后感悟篇六

都说他是中国魂，是战士。

但在我心里他就像是一位父亲。一位教我怎样从绝望中站起
来的父亲。

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他了。最初的阅读是打发时间，后
来才慢慢爱上鲁迅先生那质朴而有力的文字。以前看的都是
他的小说，杂文，看他带领青年“革命，斗争”。但这一次，
我似乎看到了我不曾发现的一面。

无论一个人有多么坚强，多么伟大，在他心灵的某一处一定
是脆弱的，哪怕只是一小块。

“希望，希望，用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来袭。
虽然盾后面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
尽了我的青春。”这一句出自《希望》一问中的。表面上作
者上一在写希望，写得气势磅礴，说是“希望的盾”，可我
却未曾感觉到一丝丝希望的气息，能感知的只有那灵魂里深
深的绝望，带着希望的绝望。青春耗尽，革命未成。在非人
间里，人们还在黑中挣扎，呐喊。就算他竭尽全力也显得多
余。“我愿这样朋友——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
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
我”是啊！鲁迅先生曾在《影的告别》里这样说。他愿意没
有人同他一起，他愿意一个人承担所有的“黑与恶”，他愿
意自己被黑暗沉没而换取他人的光明，他总是默默得无私着，
把他的力量与勇气灌输给每一个有灵魂的人。他是中国大地
的父亲，我们都是他的孩子，他用他的怀抱紧紧将光明围住
留给孩子。他爱他的孩子。“水中的青春的底子，一切事情
统在上面交错，织成一片，永是生动，永是展开，我看不见
这一篇的结局”青春在水里，一碰就破，稍纵即逝。鲁迅先



生的那篇青春看不见结局，他的青春等不到花开的一刻，他
的青春来不及见证光明洒满中国大地的那一天，他的青春需
要他身后的青年战士来延续。只有如此，青春，才永是生动，
永是展开。

……

看过《野草》后，最喜欢是那篇极具讽刺性的《死后》，他
写的是自己“死”后，社会各界人士做出的反应“或者害得
他们伤心，或者要使他们快意，或者要使他们添些饭后闲谈
的材料，多破费宝贵的工夫”。这很现实，人在生前会有很
多朋友，会树敌，更多的则是陌生人。死后，亲朋好友为之
痛惜，敌人为之兴奋不已。陌生人不会有什么反映，至多成
为饭后谈资。没错，应该是这样子了。

鲁迅先生是一个雕刻家，他用文字刻出一副名叫“现实”的
浮雕，这浮雕就在我们周围的生活里。

跟鲁迅先生相比，我很想弄清楚有些人是否反对过当局，是
积极地，还是消极地，是一开始的背叛，还是最终的变节，
是真正反对还是装装样子。那黑暗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所有的
无限。可是只有鲁迅先生如钢般地挺在中华大地上，试图撑
破这片积压了许久，愈渐浓密的黑暗，让光明托起我们去触
摸太阳。

人生要轰轰烈烈，要冒险，要有胆量，直面死的威胁。

而鲁迅先生就这样冒则后危险，带着胆量，轰轰烈烈地与死
亡决斗。他始终在痛着，提醒自己还活在非人间，他的肩上
担负着的是未来。

绝望之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既然如此，我们也只有背水一
战，路再艰难，总会有尽头。前进吧！为了未来。



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微笑。

野草读后感悟篇七

鲁迅的这本书所收散文诗23篇（包括一首打油诗和一出诗
剧），最初都曾陆续发表于1924年12月至。26年1月的《语丝》
周刊上，《题辞》最初也曾发表于1927年7月2日出版的《语
丝》第138期，发表时署名均为鲁迅。

寒假的一天，我看了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鲁迅写的散文诗集《野草》。

我一看这本书就入了迷，爱不释手，一口气就将它读完了。
其中有一篇我印象最深的《雪》，这篇文章与众不同，写得
十分优美，表达的思想感情很强烈。我想大家一定是迫不及
待了吧，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吧！

《雪》这篇文章我觉得很有特色，与我们写的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写雪的着重点一般都是它的形状、颜色、飘落的样子等
等，而鲁迅写的这篇《雪》的着重点却是孩子们怎样塑雪罗
汉。我个人认为这是《雪》这篇文章的闪光之处。“第二天
还有几个孩子来访问他i对着他拍更1卓头1嬉笑。但他终于独
立坐着了。晴天又来消释他的皮肤，寒夜又使他结了二层冰，
化作不透明的水晶模样7连续的晴天又使他成为不知道算什么，
而嘴上的胭脂也褪色了。”（作者没有直接描写鲁迅的诗集
是如何描写雪的，而是先写普通人所描写的雪，然后再和鲁
迅笔下的雪作比较，突出鲁迅诗集中对这一段话里蕴藏着一
个道理：看似强大的事物却经不住一点小小的考验，就已经
完全变了样，认输了，低头了。在我们身边也存在着这样的
事情，我们要去克服它，消灭它，不使它成为你生活的累赘。

《雪》这一篇用了许多的修辞手法，将文章写得更加生动形
象，让人读了以后，眼前仿佛就出现了这个情景，如：“但
我的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



着，也听得它们嗡嗡地闹着。”这一句话用了拟人的修辞手
法将蜜蜂飞来飞去，写出了忙碌。蜜蜂一边飞一边发出嗡嗡
的声音，这是很正常的事，而作者却把它们写成是在吵闹，
这更加突出了作者之文采。只要你一闭眼，眼前就会出现书
中所写的这一幕。

“雪”在我的脑海里是很美的，但在作者笔下的《雪》中觉
得更加美丽，我：鲁迅龍写出这样美的雪景他肯定是注入了
自己不少的感情在里面然是王里能将雪写得迦此羡厘i我从中
发现写作文最重要的是要用真情实感去写。〔作者能从鲁迅
描写的雪景中看到鲁迅所倾注的真情实感，而不是仅仅停留
于雪景之美，抓住了诗集中的精华部分。）我从这本书中获
益匪浅。

野草读后感悟篇八

在我的案头放着一本叫《野草集》的书，闲暇时总是爱翻一
翻。说它是一本书，却少了书的很多要素，没有出版社名称，
没有书号，没有字数，也没有定价等等。它是208队原总工程
师李孝颐老先生，将自己几十年来从事地质工作的心得体会、
见闻、感悟、绘画、科普文章等，精心编辑成册，自费出版，
全部赠送给亲朋好友和同事。我有幸获赠该书，初次阅读并
没有多少感慨，多次阅读后，似乎产生了许多共鸣。

全书共有280页，近30万字篇幅。共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
主要是回忆录和日记，记录了作者从小到退休这几十年间的
生活和工作回忆。第二部分是作者写的科普文章，内容涵盖
地质灾害、古生物化石、钓鱼的器具研制等等。第三部分是
散文和随笔，作者用细腻的笔触，褒贬了一些社会现象和公
众人物。第四部分是作者写的小说、独幕剧、寓言故事；第
五部分是诗歌、快板、对联、谜语等。

李孝颐老先生出生于1936年，今年已84岁高龄，编辑该书时
已82岁。他50年代参加工作即在208队，随队转战天府矿区、



华蓥山、贵州水城等，一直从事矿产地质、水文地质工
作。80年代曾任208地质队总工程师多年，后来担任中国援助
埃塞俄比亚打井供水工程队队长兼总工程师，带领项目组的
同志，驰骋在东非高原，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完成埃塞俄比
亚打井供水任务，获得埃方及中地公司好评。退休后，他非
常关心我队的各项工作，作为技术专家，经常亲临野外一线，
指导年轻技术人员的工作，随叫随到，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有空就写回忆录，写各类科普文章，绘画，经常参加局组织
的征文和书画比赛并多次获奖，真可谓多才多艺。

作为一名长期在野外工作的技术人员，本来工作就很忙碌，
还要抽时间写各类文章，到老来汇编成册，多达近30万字，
有几人能做到？李总的这种孜孜不倦、勤奋好学、勤于动脑
动笔的精神，为我们地质工作者树立了榜样。

初读该书，给人的印象是“散”，有小说、诗歌、散文、对
联、剧本等。但再读时，慢慢就品出一些地质人特有的味道。
虽然文章体裁多样，但文“散”而神不“散”，都集中反映
了一位地质工作者勤于思考、积极进取、甘于奉献、乐观向
上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我们年轻的地质工作者需要学习
的。

今天，我把李总的这本书分享给大家，理由有三。

其一，这不是小说，也不是电视剧，是真人真事，是我们地
质人自己写自己的故事，完全原创。细读慢品，你会更加了
解208队的发展史，了解一位地质队员的成长史，你一定会有
一种真实感、亲切感。

其二，通过读这本书，要传承一种精神。把老一辈地质工作
者艰苦奋斗、吃苦耐劳、勤于思考、乐观进取的精神传承下
来。

其三，我们每一位地质工作者，都要甘做一棵无人知道的小



草。李老总从一名普通的技术员，成长为208队的总工程师，
知名专家，就是从不知名的小草做起的。正如他书中写道的：
“我爱野草碧绿的颜色和柔韧的身姿，赞赏它无怨无悔、很
少索取、只知奉献的高尚品格。敬重它百折不挠、奋发向上、
顽强抗争的可贵精神”。

愿我们都向李总学习，从点滴做起，从小草做起。虽然没有
花香，也没有树高，但是我们也从不寂寞，从不烦恼，我们
只知道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应该做的事！虽然我们很渺小，但
我们仍然要执着地将大地拥抱！

让我们大家都静下心来，多读书，读好书，勤动脑，多动笔。
用阅读的方式净化自己浮躁的心灵，升华自己的思想，做一
名有文化、有品味的地质人，做一名多才多艺的地质人！

野草读后感悟篇九

今天上语文课时，侯嘉俊同学给我们分享了一篇文章――
《野草》。

讲述的是小草在一个石缝里拼命地生长出来，表达了小草的
生命十分顽强。

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小草的生命很顽强。同时，我也知道了我
们遇到困难不要放弃，要像小草一样，坚持下去，像我们常
说的一样：不经历风雨，又怎能见彩虹？是啊！现在想起以
前的我上过许许多多的兴趣班，可我都半途放弃了，现在，
我要像小草那样，坚持下去，才能够获得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