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彷徨读后感(汇总8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
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
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彷徨读后感篇一

鲁迅先生的《彷徨》多是以农民知识分子作为中心人物，在
思想苦闷的二十年代中期，鲁迅先生注意到了生活在社会底
层的普通人民群众生活以及精神上的穷困潦倒，无论是《祝
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长明
灯》、《示众》还是《高老夫子》、《孤独者》、《伤逝》、
《弟兄》、《离婚》，都能从中都感受到鲁迅先生的深沉与
愤慨之情。鲁迅先生铿锵有力的话语犹如匕首一般深深扎在
敌人的胸膛，刺痛敌人的神经，以独特的视角去观察贫苦人
民的生活，从平凡中感受震撼人心的东西。文中的人物形象
以及生活现状都真实的反映了社会现实，深沉有力地控诉了
旧时代地主豪强的压迫以及封建礼教对人们精神的束缚，表
现了自己对人民生活贫穷、精神麻木的深切同情，更表达了
自己对未来中华民族命运的殷殷期望与高盛呐喊，触动我们
的灵魂深处。

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其中的.《祝福》一篇，鲁迅先生以命运
多舛的祥林嫂为描写表达的对象，取材于社会现实，代表了
一个时代的中国劳动妇女的形象，从人物悲惨的生活遭遇以
及变化的思想轨迹中透露了旧社会对劳动妇女的压迫与剥削，
尤其是在精神上的摧残，忍受着肉体和精神双重打击压迫的
祥林嫂的悲惨命运折射的是整个社会的沦落与消沉，透露着
这一时期社会的冷漠与隔膜，贯穿着鲁迅先生对贫民的“哀
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殷殷关心。



我想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不正是前辈们不惜以生命为代价
所祈求的美好未来吗?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我们是幸福的，是应
该为之自豪的，古老的中华民族经受了一个又一个的磨难才
迎来了今天的胜利曙光，我们应该珍惜这一切来之不易的现
在，让华夏这个伟大民族更好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彷徨，是人生常常遇到的一种处境，然而鲁迅先生的伟大之
处就在于虽然彷徨，虽然孤独，虽然无奈，虽然失望，却从
不曾忘记过用自己的力量与之作斗争。我们身处这个民主的
新时代，体验着阳光普照的美好生活，不应忘了前人所做的
不懈努力，所以，无论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多大的挫折，都要
始终保持着一颗不灭的心，就像海子所说过的：“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保持着不变的信仰，我们所想要的时间会给予
我们，只要肯攀登人生的顶峰。

彷徨读后感篇二

《彷徨》是我国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鲁迅的作品。鲁迅爷爷
写小说多用辛辣笔调讽刺当时的反动派。这部小说集有十个
小故事，每个故事都蕴含深刻的意义，都让我叹为观止。因
为本人水平有限，不宜篇篇俱到，所以挑选自己印象最为深
刻的一个故事来谈点自己的感受。

故事名叫《祝福》，主人公为四十多岁的女长工祥林嫂。故
事起初阶段，祥林嫂在鲁镇还是一个十分受欢迎的人，后遭
不幸——丈夫得瘟疫死了，儿子也被狼叼走了，一个幸福美
满的家毁了。于是她被鲁镇的人视为丧门神，没有人愿意接
近她，更没有人同情她。她无依无靠，对人世间没有了半点
念想，最后自杀了。

为什么祥林嫂在遭遇不幸后不仅得不到应有的同情反而会不
受欢迎呢？为什么祥林嫂要自杀呢？这便是我要探究的问题
了。



但是，故事中的鲁四老爷可不这样想——祥林嫂丧了家室是
不吉祥的，有些事是不能让她做的，祭祀是一项神圣的作业，
再看祥林嫂笨手笨脚，万一打破用具可不得了。既然这个祥
林嫂碍手碍脚干不了什么事，还得白吃我的粮食，不如重新
找个干活的好手。

祥林嫂不明白自己怎么就被鲁四老爷这正人君子厌恶了。封
建礼教使她相信自己是肮脏的。于是糊里糊涂去捐门槛，想
要赎回一个清白的名份。孰不知被寺庙里一群贪财好利的小
人，榨干了所有的积蓄，名声还是臭的。

当祥林嫂拖着疲惫的身子从寺庙走向她的“家”——鲁四老
爷的宅院时，这个家的大门已经被鲁四老爷严严实实地关上
了。

终究，祥林嫂被鲁镇上她以性命相托付的、唯一的“亲
人”——鲁四老爷抛弃了！

活人对这个问题实在很难理解，鲁迅在祥林嫂强大的眼神力
量逼视下，慌张地搪塞道：“应该可以吧。”就急匆匆地离
开了。

对祥林嫂而言，活着已经没有任何念想了，死就是一种解脱。
死后是怎样的生活无从考证。读到此处时，我由衷祝福祥林
嫂在九泉之下能与家人团聚。

祥林嫂的悲剧是整个封建社会的悲剧，祥林嫂是封建等级制
度、封建礼教的牺牲品。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过去，好像不可
思议，但事实就是那样。

读了《祝福》这篇故事，我觉得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很幸运也
很幸福。我们应该努力学习的姿态，来珍惜当下这自由、平
等、公正、法制的幸福生活。



彷徨读后感篇三

彷徨是苦闷的，彷徨时迷茫的，彷徨时无处宣泄的，彷徨就
像游走在荒野上的孤魂，不知该何去何从，不光是身体的无
归无依，更是灵魂的无法寄托。

二十年代的中国，黑暗、混乱、动荡不安，满目苍夷，热血
青年奋起反抗，期望着改变这个千疮百孔的旧世界。“有的
隐退，有点高升，有的前进。”鲁迅当时像布不成阵的游勇
那样“孤独”和“彷徨”。曾经，他看不到有更好的出路，
出路似乎总是在未来，而不是在现在。他在《彷徨》的书扉
页上用了《离骚》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
求索。”这又表现了鲁迅是十足的智者，是坚强的.斗士，虽
然彷徨，虽然苦闷，但仍然求索，不轻眼放弃，仍然在锲而
不舍地抨击着封建社会，表现了对生活在封建势力重压下的
农民及知识分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关怀。他的
人生是一个圆，有彷徨，有苦闷，但没有放弃。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如此，在生活的重压下，总是会
有那么一点多多少少的沉重感。压力来源于责任，和期盼，
承受，是我们面对压力的唯一方法，我们承受着亲人的与好
友对自己寄予的热望和要求，我们承受着人生变故中的各种
打击和煎熬。

生活在一个比较民主，相对自由的世界的我们，承受着我们
这一代的“承受”。有悲伤，有泪水，有欢乐，有笑颜，但
作为中国的花朵，我们应该抬起头，挺起胸，呼吸一口新鲜
空气，向我们的鲁迅一样勇敢地前行！

彷徨读后感篇四

可惜的是，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我们的主流评论体系中，对
于鲁迅的解读仅仅停留于对黑暗社会和国民劣根性鞭辟入里
的批判，似乎更关注鲁迅的作品之于当时或现在，对于中国



社会发展某一阶段的状态反映，并以此来确定其在文学史上
的地位。假如鲁迅的作品只有政治意义或社会批判意义，只
是针对彼时彼境某一人群生存状态的.书写，那么当时过境迁，
阶段作品或伟大作品只能成为博物馆艺术，而不可能成为穿
透漫长时光而丝毫不减其光彩的长河作品。而我们的中小学
教科书或教科书式的所谓权威评论似乎正在做着这样的事，
对鲁迅作品的解读和阐释仅止于阶段作品，却将鲁迅其人捧
至神圣而不可撼动的地位，于是神坛上的鲁迅变成了一幅刻
板的木刻像，黑白分明没有血肉。而在这样集体强迫性的膜
拜之后，当我们重新构建自我价值体系和评判体系的时候，
对鲁迅的态度便有了两极分化的趋势：奉若神灵越捧越高，
或视为垃圾踏上一万只脚。鲁迅早在几十年前便提出了“骂
杀”“捧杀”之说，却在身后无数追随者和抨击者的捧与骂
中愈显面目模糊；《灯下漫笔》中说中国人从来没有争取到
作为人的价格，而当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被越来越当成人
看待的时候。

所以，在这一篇的阅读笔记中，请允许我把鲁迅扔进垃圾筒。
此刻我们要的只是《彷徨》，是那一群人的生存状态中所映
射出人类的种种不堪和困境，而不是以叙事内容去鉴定叙事
者骨头的硬度思想的深度批判的力度从而给叙事者冠以带了
一个又一个“家”的冗长头衔。我们永远无法挣脱的东西，
叫生活。鲁迅冷冷道来，铺开了生活绝望的巨网。网中的人
可以选择挣扎或不挣扎，而结果都是一样的。灰暗阴冷的调
子挟裹着湿冷的风席卷而来，所有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在生活
的泥沼中沦陷，无论他或她以何种姿态与生活对话，无论他
们是逆来顺受地妥协麻木不仁地顺逐还是孤独地守望心灵月
亮。而鲁迅站在高处，热肠挂住，冷眼看穿，如一个造世主
看着他的子民们匆匆奔赴命运既定的悲剧走向。

倘若在这寒冷中可以分给她一丝温暖，会不会结局就会改变，
她也许就不会这般绝望地走向死亡。和祥林嫂相比，我们是
幸福的。那么，我们就要珍惜我们现在的幸福，不要等到失
去了才追悔莫及。如若我们遭受不幸时他人对我们伸出援手，



那当他人有困难时我们就会主动去帮助，温暖自己，温暖他
人。

彷徨读后感篇五

我一直觉得，特别口号化的东西是唬人的。但对“年轻就不
要服输”这一句，却再认同不过了。那些几近崩溃的日子，
那些睁开眼就觉得人生真难得日子，那些让眼眸变暗、让脚
步变沉的日子，终于过去了。我所有的努力和执着，都在那
一句“我没输”里得到了最好的印证。

那段日子过于疲惫，以至于活动结束后，我的解脱感远大于
成就感。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刻意避免回忆这场让
人五味杂陈的活动。但是，随着时间流逝，随着接下来的一
些不大不小的挫折的来临，我竟然开始感谢那段时光了。

正是因为那段经历，日后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窘境，我都会告
诉自己，一定会有办法，也一定会有出路的。人都是这样，
吃过亏之后才发现自己成长了，忍受过痛苦之后才发现自己
变得更坚强了。

所以，永远不要以为走投无路了，你只要足够坚定，运气会
眷顾你；永远不要轻易放弃，或许再坚持一下，这个坎儿就
跨过去了；永远不要活得太安逸，因为你不知道别人有多努
力，没有人会轻易放弃。

有段时间开始不看这些年轻作家写的书了，(.)正能量、心灵
鸡汤的矫情式写法，我有点免疫力了。但终究敌不过好奇他
们的经历，所以跟朋友借了他们这本最新的《我们都一样，
年轻又彷徨》。确实就是心灵鸡汤式的写法，但文中有一些
观点博得我的喜欢，所以最后决定还是分享给你们。

希望从这类书中，收获的不只是大道理，更是一种“如果我
是他，我会怎么做？我们差距在哪”的思维模式吧。



彷徨读后感篇六

《我们都一样，年轻又彷徨》是北大最励志双胞胎苑子文与
苑子豪合力所著。初闻兄弟俩的名字在一档综艺节目里，刚
出场时我以为他们俩是同一个人，结果节目组对他俩进行了
不同的访问。这时我才睁大眼睛看节目下方的标题“北大双
胞胎兄弟——苑子文苑子豪。”

这本书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由苑子豪执笔，原因是哥
哥“让贤”，所以后半本由苑子文书写。我喜爱这本书不因
为它华丽辞藻，不因为它平易近人，因为它收藏过往。

青春，这个充满喜乐哀愁的字眼，同时又温暖着我们的文字。
对于我来说，我的青春才刚开始。哦不！已经开始了。从初
一就已开始，从褪去身上青涩开始。

时间是世间最快的东西。

然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书中那二十个好友们的经历。远
方先生是理科生，他的成绩足以上清华大学物理系。可是当
高考考场铃声响起那一刻，他的英语答题卡还未填。后来他
只去了一个不错的二本院校。高考前他与苑子豪约定，他去
清华，子豪北大，横扫天下！这些在现在看来都成了一场笑
话吧。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挺过去，人生豁
然开朗；挺不过去，时间会教你与困难握手言和。人生不如
意事十之八九，再见，远方先生！

在逝去的高一日子里，我得到了许多也失去了许多。被朋友
伤害了的时候，别怀疑友情，到提防背叛你的人。原谅，但
不遗忘。知心朋友无须多，一两个足矣。但愿我能如书中所
写：好的.请坚持，坏的请努力，你要看到别人的光芒，更要
信仰自己的力量。

青春是一场大雨，即使感冒了，也愿意再淋一次。多年以后，



我们都长大了。经过谎言，承受欺骗，习惯敷衍，忘记誓言，
放下了一切。既然无法得到，索性就放手成长。年少的忧伤
是人生必经的花园。

眉毛上的汗水，眉毛下的泪水，你总得选一样。

彷徨读后感篇七

苑子文的一句“不是没有挫折，而是一路都在认真选择。”
触动了我的心，他的成功离不开他认真的态度。

从书中，我可以感觉到苑子豪是一个有些许自恋的大男孩，
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为自己勇敢的活着；他的文笔幽默风
趣，读起来趣味十足；苑子文的文笔相对成熟一些，思维更
加严谨，角度更富有逻辑性；我从文字里可以读出他稳重、
坚韧的品质。

或许因为年龄相近，引发的共鸣很多。回想起自己的青春，
和他们所写的故事在相似中又有种种不同。高中时代的自己，
远没有苑子豪那般努力，没有像他那样破釜沉舟的勇气。那
时的我，理综和数学不是很好，我总是不愿意自己控制时间
去刷试卷，吃不了钻研难题的苦。

前几天听电台，意外发现了一个词——“逆商”，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人面对挫折、摆脱困境和超越困难的能力。在苑子
文和苑子豪的身上，我看到了不低的“逆商”。苑子豪在高
考前的自主招生中失利，消沉了一段时间，重新拾起北大梦；
苑子文在组织一场大型比赛时，遇到赞助突然撤资的意外事
件，倔强、近乎偏执的他在所有人都以为没有办法的时候，
拉到了两家全额赞助，他那不服输的性格真的值得我好好学
习。他在文中写到：“我所有的努力和执着，都在那一
句‘我没输’里得到了最好的印证。”

文章中故事里面的主角都有各自的特点，有人委曲求全，有



人我行我素，有人为爱拼搏，有人因爱堕落。这里面大都是
一些关于爱情、亲情、友情的故事，在情谊中夹杂着梦想。
以前的我一直认为，每一个成功的人从很早开始就有自己想
要实现的梦想，一直没有找到梦想的自己注定无法成功。看
完书后，却发现并不是这样。有许许多多的作家，他们一开
始从未想过要成为一个作家。苑子文在书中写到：“我们一
直都有梦想，也一直在否定前一个梦想，在这个过程中，我
们把梦想定义得更实际。”从实际出发，体验实现梦想的喜
悦，或许这一个个目标称不上梦想，只能算是努力的方向，
但我觉得拥有更实际的梦想更有意义，哪怕只是短期的一个
目标。

转眼间，我已经是大四，年龄比苑子文、苑子豪写这本书的
时候还要大。回望自己的大学时光，说不清具体留下了什么。
我没有像亲朋好友期待的那样活的光鲜亮丽，依旧穿着自己
喜欢的卫衣牛仔裤，过着自己觉得合适的生活。在我的青春
里，数学公式会遗忘，英语单词会陌生，甚至是之前背的滚
瓜烂熟的文言文也会变得磕磕绊绊；但在青春里遇见那些人、
那些事却能印象深刻。果然，在记忆长河里留下的都是那些
有血有肉的人。

苑子豪的一句“毕竟学会接纳自己，才能刀枪不入。”活了
这么久，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我的过去，都真实的存在着，
属于我自己，也只有我最清楚它的一切。在不想被掀开时，
可以拒绝，毕竟我是它的主人。纵使它有千疮百孔，我也要
坦然接受。现在的我，能做的大概就是学着给失败和跌倒做
减法吧！

青春里的我们，年轻又彷徨，平凡又坚强。

彷徨读后感篇八

《彷徨》是作者记述的平时生活中的一些日常琐事和所闻所
感，以及对往事的一些追忆，通过文字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



看法，对当时社会的评论，无形中也对未来寄予了很大的希
望和美好的祝福，希望构造一个理想的世界。

《祝福》讲的是作者在年底回到故乡鲁镇，在拜访老朋友时
偶遇祥林嫂，描述了祥林嫂当时的凄惨现状导致了死亡，又
介绍了祥林嫂的背景以及悲惨命运，心中产生了一些疑虑，
后来在朦胧中，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连绵不断，这“祝
福”声似乎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
了全市镇。在蘩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
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
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熏熏的在空中蹒跚，预备给鲁镇的
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幸福的家庭》叙述的是作者想靠捞几文稿费来维持生活，
他认为做不做全由自己的便，那作品，像太阳的光一样，从
无量的光源中涌出来，不像石火，用铁和石敲出来，这才是
真艺术。那作者，也才是真的艺术家。于是，他拟定了“幸
福的家庭”为题，开始写文稿，他以现实生活为基础，进行
想象，将自己理想中的幸福家庭展现在文字间，不断地将现
实与想象进行比较。

总之，《彷徨》一书贯穿着对生活在封建势力重压下的农民
及知识分子“哀其不辛”，“怒其不争”关怀，艺术技巧圆
熟-----深亡的历史图景，对人物命运的叙述参透感情“画眼
睛”“勾灵魂”的白描手段，丰满的人物形象具有典型的意
义。

我们活得要有意义，要投入生活，深入社会;有理想，有目标，
有行动;要敢于奋斗，要敢面对和承受现实，更要敢于表达自
己的内心世界。其实，彷徨主要源于责，期盼和压力，因而
承受便是生命的一种需要的方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