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鲁迅杂文集读后感(实用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
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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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杂文集读后感篇一

单位的书柜上不经意多了一本《鲁迅杂文精编》，想起了昔
日读书时代的《朝华夕拾》，那个不同年代的童年之梦-热爱
自由向往的生活，便拿着翻看起来，鲁迅先生的文采非比寻
常，嬉爱辰骂皆成文字，某些论点上更是一针见血的犀利，
一口气下来读了十多篇，就这样间隙的一直读着，某天竟忽
然嫌隙起来，杂文的字里行间，缺看不到几句称颂的话。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是现代中国的伟大思想家、文
学家、革命家。他在文章中表现了他热爱自然、向往自由的
那股热情。希望自由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生活，不希望整日
在父母的管束中生活着，这正是儿童期间所希望的。曾几何
时，我已经远离了童年，进入了青年，每天都活在在这忙忙
碌碌、纷纷扰扰的工作之中，但我自己认为自己还是一个稚
气未脱的孩子，有时还做着甜美的童年之梦，回忆起那些童
年琐事，还是记忆犹新，忍俊不禁。而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
小时候游乐场地现已变成高楼大厦，我和儿时小伙伴们都为
了自己的.前程努力奋斗，因此对大自然的接触也少了许多，
但我心中对大自然的热爱始终如一，向往自由，这也许就是
我和鲁迅先生的相似之处吧，让我在读过鲁迅先生的文章感
触颇深。

书中头几页的出版说明中讲到鲁迅可以说骂了，但他骂从不
对被骂对象的外形上加以丑化，而是打击、剖析：从政治、
道德、精神方面，结论予以最本质的揭露。相比那些优美的



散文来说，杂文激烈了许多，尖锐了许多，原本一门心思的
扎了进去，读到会意处，不忘会偷笑几声，而后的偷笑少了，
文字在视线里渐渐模糊，或者停留在某一段、某一句，竟然
不知文意，在也读不下去了，骂的堆筑的太高，作为读者我
难免也要发几句牢骚，写上几段感慨。况且这些文字确实激
烈又尖锐，在短的时间太过频繁的阅读，会有一定的反面效
应，一件事物关注的太多，即便是好的，可能也会变了味道。
然而它真的变了味道，物极必反，在此，虽无这般夸张，但
是要懂得如何适可而止。书，要慢慢的读，闲暇之余，翻将
几页来看，倒也意味深长，耐人寻味。嫌隙的也并不是文字
本身，而是自己在文字基础上附加了个人的情感，报喜不抱
有，见好不见坏，在长篇读之后，精神疲乏，需要另类的轻
轻的文字来解脱释放。

或许我就不该只看一个人的文章，只欣赏一种风格的文字，
鲁迅的文字是**年代的写实，这些苦难动荡的日子，多多少
少给我加重了沉闷与压抑，然而我又是那种见不得伤口的人，
尽快终结这样的痛苦，回到我真实的和平的世界，岂不痛快？
再有兴致百家各样的文字调剂看着。换一换异样的口味。；
领会异样的风采，正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别有一番
韵味。

尽管有些情绪，我仍旧会一如既往的喜爱杂文。

鲁迅杂文集读后感篇二

鲁迅先生是个笔锋尖锐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在其大量的文学
作品当中，读者时常感受其“痛心疾首”的言论，呼唤麻木
不仁的愚昧国民能早日清醒。最直接讽刺当时落后封建的社
会现状的莫过于鲁迅的杂文。《且介亭杂文》《华盖集》
《热风》《坟》《二心集》《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等
杂文集均能体现鲁迅“哀国人不幸，怒国人不争”的思想。而
《鲁迅杂文选》则把其中多部杂文集中的名篇收录其中，以
一百余篇的别具一格的文章反映鲁迅民初时期的思想革命论



调。

鲁迅的杂文自我中学就被收录到语文教材中，此番重温《鲁
迅杂文选》，依然感受到隐藏在鲁迅笔锋下的一腔热血。在
书中，我还发现鲁迅不仅仅是文学家和思想家，他还很会演
讲，曾到上海、香港等地给知识分子分享个人见解。

鲁迅的杂文都贯穿着“哀”和“怒”两种基本精神，而笔调
大多以讽刺为主。事实上，鲁迅为人幽默，洞察力强，谦虚
待人。如书中《论“他妈的!”》《论睁了眼看》两文，观点
敏感，语言辛辣，但更显示出作者的机智幽默，并且直
穿“敌人”的“死穴”。《论“他妈的!”》一文中鲁迅把国
人常说的脏话提升为“国骂”，然后引用俄国的类似情况来
加以对比，指出发明这一句话的人物“确实算一个天才，然
而是个卑劣的天才”。人们不能蔑弃扫荡我的余泽和旧荫，
而硬要去做别人的祖宗，无论如何，总是卑劣的事。鲁迅指
出：“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
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这恰恰道出了文
章的写作目的。

《论睁了眼看》一文，作者点出中国人丑陋的一面——懦弱，
这也是其小说中经常反映的国人的一种劣根性。文中写
道：“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
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
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
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文章的题眼为“睁了眼看”，实
际上讽刺的是我们缺乏勇气不敢正视前方。刚开始我以为作
者又把政治拉上了，但看完全文才发现文章所批判的是中国
文艺，尤其是封建性质的。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
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
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鲁迅大力提倡白话文而批判文
言文，他认为中国文学在当时唯一的出路就是语言的变革。



关于文艺如何发展，作者曾到香港、上海进行深刻而精彩的
演讲。《无声的中国》是鲁迅于1927年2月16日在香港青年会
讲。读罢其演说词，大受启发。里面说到当时提倡文学革命，
其实就是文学革新，本该平和进行却有不少人反动。假如现
在我们还说着古代的话，说着大家不明白的话，已经弄得像
一盘散沙，痛痒不相关了。于是，鲁迅主张青年们“将中国
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推开古
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如此鲜明的观点在演讲中确
实能扣人心弦，但以辩证的角度来看，我跟作者不同的是，
古文不必全盘否定，它的存在也代表了过去的历史价值。所
以，抱着古文而死掉，舍掉古文而生存这一说法我不敢苟同，
但不得不佩服鲁先生坚定的立场。而尤其引起我共鸣的是，
他提出我们要说些较真的话，发出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
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

刚才说到鲁迅关注中国文艺的道路，而在他于上海暨南大学
发表的演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当中，更是独到而尖锐地
探讨政治如何“破坏”文艺的问题。政治想维系社会现状使
文艺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他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
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能进步起来。这既符合不能固步自封的
道理，又吻合了马克思哲学的原理。作者强调文艺和人一样，
不能安于现状，否则就是“挨打”。这种怒气，浸透在演说
词里，丝丝入扣，“怒国人不争”，这就是鲁迅一贯的观点。

“文艺催促旧的渐渐消灭的也是革命(旧的消灭，新的才能产
生)，而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一样改变，
还是处处碰钉子”。中国碰钉子、碰壁的人太少，仅靠鲁迅
一人去“碰”，还是不能碰出什么气势。但这个“碰”，意
味着我们不乏先见者。

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
思想，因为这会使能力分散。《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里，
鲁迅的语气分明温和了，转而利用巧妙论证法道破知识阶级
能否存在的问题。鲁迅自嘲：“有一班从外国留学回来，自



称知识阶级，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灭亡的，却不在我所论
之内，像这样的知识阶级，我还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呢。”
一巴掌拍向所谓的知识阶级，看来鲁迅的哀愁已达到悲壮的
程度了。

鲁迅杂文集读后感篇三

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
思想，因为这会使能力分散。《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里，
鲁迅的语气分明温和了，转而利用巧妙论证法道破知识阶级
能否存在的问题。鲁迅自嘲：“有一班从外国留学回来，自
称知识阶级，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灭亡的，却不在我所论
之内，像这样的知识阶级，我还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呢。”
一巴掌拍向所谓的知识阶级，看来鲁迅的哀愁已达到悲壮的
程度了。

因为中国人陋习不少，鲁迅认为这是个要不得的习惯。常言
道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倘若“习惯”停留在不思进取的思想
上，便要不得。《习惯与改革》一文，作者主张给“体质和
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进行一点改革。但改革就必须革新，
而不是复古，这点与作者“摒弃古文”的思想是一致的。最
终，此文同样成为讽刺封建愚昧的刀具，剖开停留在“习
惯”或大喊未来而依旧怠慢的革新的事实。仅大叫未来的光
明，其实也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听众的，至少我这么认
为。

如此看来，鲁迅的杂文无不外乎是论述政治落后和文艺需要
革新，只不过形式上稍有不同而已。对于一个弃医从文的意
欲救治国人愚昧思想的文学大家，其一哀一怒的慨叹和激愤
始终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鲁迅杂文集读后感篇四

鲁迅先生是个笔锋尖锐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在其大量的文学
作品当中，读者时常感受其“痛心疾首”的言论，呼唤麻木
不仁的愚昧国民能早日清醒。最直接讽刺当时落后封建的社
会现状的莫过于鲁迅的杂文。《且介亭杂文》《华盖集》
《热风》《坟》《二心集》《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等
杂文集均能体现鲁迅“哀国人不幸，怒国人不争”的思想。而
《鲁迅杂文选》则把其中多部杂文集中的名篇收录其中，以
一百余篇的别具一格的文章反映鲁迅民初时期的思想革命论
调。

鲁迅的杂文自我中学就被收录到语文教材中，此番重温《鲁
迅杂文选》，依然感受到隐藏在鲁迅笔锋下的一腔热血。在
书中，我还发现鲁迅不仅仅是文学家和思想家，他还很会演
讲，曾到上海、香港等地给知识分子分享个人见解。

鲁迅的杂文都贯穿着“哀”和“怒”两种基本精神，而笔调
大多以讽刺为主。事实上，鲁迅为人幽默，洞察力强，谦虚
待人。如书中《论“他妈的!”》《论睁了眼看》两文，观点
敏感，语言辛辣，但更显示出作者的机智幽默，并且直
穿“敌人”的“死穴”。《论“他妈的!”》一文中鲁迅把国
人常说的脏话提升为“国骂”，然后引用俄国的类似情况来
加以对比，指出发明这一句话的人物“确实算一个天才，然
而是个卑劣的天才”。人们不能蔑弃扫荡我的余泽和旧荫，
而硬要去做别人的祖宗，无论如何，总是卑劣的事。鲁迅指
出：“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
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这恰恰道出了文
章的写作目的。

《论睁了眼看》一文，作者点出中国人丑陋的一面——懦弱，
这也是其小说中经常反映的国人的一种劣根性。文中写
道：“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
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



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
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文章的题眼为“睁了眼看”，实
际上讽刺的是我们缺乏勇气不敢正视前方。刚开始我以为作
者又把政治拉上了，但看完全文才发现文章所批判的是中国
文艺，尤其是封建性质的。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
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
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鲁迅大力提倡白话文而批判文
言文，他认为中国文学在当时唯一的出路就是语言的变革。
关于文艺如何发展，作者曾到香港、上海进行深刻而精彩的
演讲。《无声的中国》是鲁迅于1927年2月16日在香港青年会
讲。读罢其演说词，大受启发。里面说到当时提倡文学革命，
其实就是文学革新，本该平和进行却有不少人反动。假如现
在我们还说着古代的话，说着大家不明白的话，已经弄得像
一盘散沙，痛痒不相关了。于是，鲁迅主张青年们“将中国
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推开古
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如此鲜明的观点在演讲中确
实能扣人心弦，但以辩证的角度来看，我跟作者不同的是，
古文不必全盘否定，它的存在也代表了过去的历史价值。所
以，抱着古文而死掉，舍掉古文而生存这一说法我不敢苟同，
但不得不佩服鲁先生坚定的立场。而尤其引起我共鸣的是，
他提出我们要说些较真的话，发出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
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

刚才说到鲁迅关注中国文艺的道路，而在他于上海暨南大学
发表的演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当中，更是独到而尖锐地
探讨政治如何“破坏”文艺的问题。政治想维系社会现状使
文艺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他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
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能进步起来。这既符合不能固步自封的
道理，又吻合了马克思哲学的原理。作者强调文艺和人一样，
不能安于现状，否则就是“挨打”。这种怒气，浸透在演说
词里，丝丝入扣，“怒国人不争”，这就是鲁迅一贯的观点。



“文艺催促旧的渐渐消灭的也是革命(旧的消灭，新的才能产
生)，而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一样改变，
还是处处碰钉子”。中国碰钉子、碰壁的人太少，仅靠鲁迅
一人去“碰”，还是不能碰出什么气势。但这个“碰”，意
味着我们不乏先见者。

鲁迅杂文集读后感篇五

柔和的阳光挥洒在琉璃般的玻璃茶桌上，闻着茶随风飘散的
淡淡清香，打开那本崭新的书本，我要再多次品读手中的这本
《鲁迅杂文精选》。

杂文，顾名思义，是指现代散文中以议论和批评为主而又具
有文学意味的一种文体。是随感录、短评、杂说、闲话、漫
谈、讽刺小品、幽默小品、知识小品、文艺政论等文体的总
称。

而《鲁迅杂文精选》这本书收集了鲁迅的部分杂文，充分表
现了鲁迅先生的坚韧人格和鲜明个性。杂文虽然古已有之，
然而直到到了鲁迅的手里，杂文的艺术魅力和思想潜力才充
分表现出来。在艺术形式上，鲁迅的杂文擅长分析，以其高
度严密的论证，总能够在有限的篇幅里，一针见血地把道理
说得深刻透彻，因此具有高度的说服力。同时，鲁迅杂文特
别擅长使用讽刺手法，把社会上公然的、常见的、不以为奇
的，但却不合理的事物，加以精练、夸张，给予辛辣的讽刺，
使其文很有感情力量，常常能制强敌于死命。鲁迅经常运用
典故或自己创造的故事，以具体生动的事例，来论述抽象的
道理。总之，鲁迅的杂文，形式丰富多彩，手法不拘一格，
莫不清新独创，给予读者以隽永的艺术享受。

对于文明，它对封建旧文明旧道德、对资本主义文明、半殖
民地文明，对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等都进行了毫无保留的批判;
深刻地暴露并批判了国民劣根性，对国民卑怯保守的病态心



理作了深刻的剖析。对于社会，它对社会的一切黑暗、统治
者的凶残、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都给予了猛
烈的抨击和批判。与此同时，对于统治者的压迫以及文化界
同仁的污蔑攻击，鲁迅也不惜用杂文对他们进行毫不留情的
讽刺。

读了鲁迅先生的杂文，我仿佛看到了他本人正在对社会、事
物做一个评判。文章详细的学出了作者的内心思想及观点。
我忽然也理解了许多，更多的思考像泉水般涌现出来，读了
鲁迅的文章真是能让人豁达开朗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