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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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
大家分享阅读。

读孤独者有感篇一

《孤独者》是一个独战多数的孤独者的悲剧。魏连殳常
说“家庭应该破坏”，乐于接待失业、失意的人，认为孩子
总是好的，将老屋无限期地租给女工住，爱发没有顾忌的议
论，可见不乏进化论、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思想及民主、
自由的新观念，是个敢于独战多数的具有五四新时代精神的
新青年，对于闭塞、停滞、守旧、自私、愚昧而且容不得异
类的一般大众而言，他确乎是个异类。魏连殳的思想、个性
与强大而守旧的环境的冲突，决定了他孤独者的悲剧的命运。
通过魏连殳的故事，鲁迅在小说中展开了“现代”受到传统
中国围困的主题，其提出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与道
路”的主题，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小说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送殓”一场表现了魏连殳独战多数的丰采。族人排好了阵
势，村人们兴奋地等待两面的争斗，可是魏连殳一句“都可
以的”，便以无戏可看向看客们复了仇。虽然复仇，被那些
呆滞、冷漠、麻木的“群”包围着，其内心是痛苦、孤独的。
鲁迅小说中曾经反复写过孤独的个体被麻木的“群”围困的
场面：路人向“狂人”射出吃人的目光，黑暗中看客们伸长
了如同鸭颈般的脖子品味夏瑜的就义，咸享酒店的长衫客与
短衣帮合力赏鉴孔乙己的尴尬、颓唐，鲁镇的人们用研究的
眼色盯着祥林嫂额上“耻辱的记号”的伤疤，（它们都是鲁
迅在日本仙台学习时“幻灯片事件”经验的纷繁多样的表现，
参见《呐喊自序》、《朝花夕拾藤野先生》）。这些眼睛对



于被围困个体意味着什么？鲁迅在小说中曾写过懵懵懂懂的
阿q和复仇者眉间尺对于看客们眼睛的感受。在阿q，它比“又
凶又怯”“远远地穿透了他的皮肉”的“狼的眼睛”更可怕，
“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
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远不近地跟他走。这些眼睛们似乎连
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对于眉间尺，“遇到这
样的敌人，真是怒不得，笑不得，只觉得无聊，却又脱身不
得”，置身于此的魏连殳的感受则二者兼而有之，如同置身
无物之阵、荒原，“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
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孤独导致悲伤，却并不必然就
失败。

他有所希望（“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我以
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有所眷顾（“还有
人愿意我活几天”），“有所为”（“喜欢发表文
章”，“发些没有顾忌的议论”）。他有韧的精神，他“愿
意为此求乞，为此冻馁，为此寂寞，为此辛苦。”然而，不
久，愿意他活几天的“已被敌人诱杀了”，对于孩子的信心
也动摇（“一个很小的小孩，…指着我道：杀！他还不很能
走路…”），而且他被解职了。活的意义、的价值、的条件
均已失去，这是内外双重的压迫。生命已经没有意义。“我
自己也觉得不配活下去；别人呢？也不配的。”为爱、为希
望而活既不可得，乃为恨而活。“偏要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
人们而活下去”―――“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
切”，以自己的生命向社会进行复仇。魏连殳的悲剧不在于
他的死，也不在于他的失业，他的悲剧在于生命意义的丧失。
生命已经无处立足，死亡就不是悲哀，死亡只是他自由地使
用生命进行复仇的盛典――为了恨！然而这样的复仇除了啃
啮自己的心――目睹自己的腐烂――之外，于大众的愚昧、
于社会的守旧、于旧势力无损丝毫。倒是那戴着肩章“不妥
贴地躺着”的带着“一柄纸糊的指挥刀”的尸体，对于主人
公不啻是个讽刺，人物的尴尬结局显示了作者对于其人生道
路的冷峻态度。小说的深刻之处还在于，这是一个几乎无事
的悲剧，“这也是向来如此的”，“s城人倒并非这一回特别恶。



”并没有特别的人、特别的事件、特别的迫害，围困是
由“无主名”的日常性的社会生活环境完成的，如此，小说
显示了社会改造的艰巨性。

小说如一首诗，具有峻峭幽深的艺术风格。小说中的人
物“我”既是叙述者，也是一个与魏连殳在精神、气质上颇
有相通之处的人物，他们仿佛是精神上的孪生者，然而他与
魏连殳的取向颇有差异，他不信进化论，对魏连殳的多疑，
看得人们太坏也不以为然。他对魏连殳是牵挂的，但又会不
由自主地在内心对于魏连殳的“我还得活几天！”的声音冷
峭地反问“为什么呢？”。

这两个人物其实可以看作双重性对偶式主人公，他们的关系
正是一种论争性关系，它是鲁迅对于中国传统小说中正副人
物分身法的创造性运用。众所周知，无论是魏连殳还是人
物“我”都带有鲁迅自己的思想情感的某些特征，鲁迅运用
这一独特的方法表现了他对于孤独的知识者的命运的复杂情
思。

读孤独者有感篇二

诗意地说，孤独是一种远离人间冰冷的美丽；哲理地说，孤
独是一种人生旅途上美仑美奂的境界。但现实中的孤独大多
数时候以痛苦、无奈为伴，并无美丽或者美轮美奂的感觉。
身处各个时代的人们，都需面对“孤独”这一心境。有人站
在时代前沿，一览众山小，感到孤独；有人被历史的车轮碾
压遗弃，感到孤独；有人不能得到亲朋好友之爱，感到孤
独……鲁迅《孤独者》中的主人公魏连殳基本性格特征就
是“孤独”，其处境和精神的孤独同当时社会不协调。一
种“我心伤悲，莫知我哀”的纠结。

魏连殳作为寒石山唯一出外游学的学生，“人们提起他的名
字，都说他很有些古怪”，从村人看来他是“异样”之人。
新思潮的影响使他成为旧势力的坚决叛逆者，旧习俗的孤独



异路人。他的议论“往往颇奇警”，身边也常聚集一些时常
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是“零余者”，因此便不幸的被那
个社会视为“异类”。为自己的信念，他也曾愿意“为此求
乞，为此冻馁，为此寂寞，为此辛苦”。然而他的思想言行
终为社会所不容，为人们所不解。之后他受人排斥于流言中
失业。最终被迫投靠有权有势的杜师长，不得已“躬行我先
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
切了”，他为五斗米折腰，其内心是一种绝望的痛苦，那刻
他的灵魂死了。忍让退缩以至于走进自己先前所憎恶的泥坑，
显示了当时知识分子虽然许多方面可以站在时代前沿，但内
心懦弱与自卑的一面。再之后，他“含着冰冷的微笑”在惨
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死去了。魏连殳选择在外表喧嚣繁华
的生活假象中走向终结。鲁迅为这世界增加了一种经典而又
永恒的哭声：“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
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
夹杂着愤怒和悲哀”。一个彻底的孤独者形象，凄厉哭声勾
勒后人对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深深的同情与悲哀……反思魏连
殳的“孤独”，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孤独？开始站在时代前沿，
一览众山小，感到异类的孤独，后又被历史的车轮碾压遗弃，
感到绝望的孤独。这是孤独者极端的异类感和绝望感。

“孤独”这个词在当前忙碌社会并不罕见，甚至可以说是一
个常用词。人们之间说出亲切的话，做出亲切的笑脸，却可
能只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之间的“社交礼仪”。

人们之间相互冷淡，用爱构筑的沟通之桥被现实的功利之心
腐蚀，孤独似乎变成一种时髦。事物一旦变成时尚，就易迅
速被解构。于是孤独就走向它的反面，成为矫情的孤独，变
成对孤独的调侃。

当前社会，为利而奔波的忙人，在繁华之后的苍凉，纷扰过
后的空虚中产生莫名的孤独感。在鲁迅先生的《孤独者》面
前，这是一种现代社会为利而忙的孤独版本。轻声地问自己-
-孤独吗？孤独，一种心灵的搏斗，一种心灵的拷问。对前方



之路的迷惘，不啻是水中月，镜中花。似在树林中迷失了方
向，焦急地寻找能领我们回去的羊肠小道。最后找累了，索
性咬紧牙，于密林中穿行，踏着糟烂的枯树枝和沼地上溜滑
的草墩。内心坚信：最终总会走出一条路来。

读孤独者有感篇三

他就一直待在那个墙角，趴在木板上，用三条“腿”划着他
的小木车。木车的轱辘已经生锈了，早已褪了色，木板也已
久经风霜，破旧得布满裂纹，被岁月折磨个透。

他的外表也是如此，脸上的一道道裂纹正是被寒风划出的口
子。已是花甲之年的他胡发已白，几撮银丝紧紧地趴在头皮
上，龟裂的唇上方是长着雀斑的鼻子，胡渣狠狠地扎进凛冽
的寒风。我每逢路过，都会瞥上一眼，奇怪的是，他的嘴角
总是上扬的，瞳孔中的目光总是投到面前的钱罐或行人冷漠
的脸上，仿佛他与所有人都是挚友一般。

我始终无法理解他的阳光和自信从何而来——身体残疾，乞
讨来的钱很少，所有人都于他冷眼相待。他在这世上那样孤
独，那样渺小，却还是以笑容面对一切，这是何等的乐观啊！
但这份信心却无人理会，只是空落落地飘在那里，像茫茫大
海中的一扁孤舟，那样的无助可悲。

然而，我的态度仅在那次相遇中转变了。

还是一个与之前同样平常的周末，我还是一样走过他身边，
他还是笑着趴在木车上，但这次他不是一个人了，他身旁还
有一只白色的小狗，毛发已然沾满污渍，在他的木车旁一跳
一跳地玩着。那只小狗追着地上的“玩具”绕着木车跑——
那是他用钱罐盖子在空中晃动留下的阴影。小白狗很活泼，
却只能一跳一跛地跑动。

我停下脚步，侧头看了看小狗的后腿——原来它的一条腿竟



然是瘸的！和他的主人一样，身体是残疾的。我不由得一惊，
向后退了两步。正逗小狗玩的他突然坐起身，瞪着我，一只
手冲我快速挥动，喊道：“小心有车！”我回过神来，赶忙
往前走，一辆摩托车从身后飞驰而过。小狗也听懂了似的，
看了看他的主人，叫了两声，那瞳孔中的光和他一样，都是
充满了希望和期盼的。目光，投射在这大千世界的角落中，
使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的人们感受到温暖，并从内心里知道：
有人还在关注着他们，没人是孤独无助的弱小生命。

我由衷地对他说了声“谢谢您”，给予他一个同样的微笑和
一句同样温暖的祝福，从口袋掏出十元钱放在了钱罐里，低
头又看了看那可爱的小狗，转身离开了。这十元钱中包含的
是满满的温暖和感激，以及对乐观和温暖更深刻的感悟。

读孤独者有感篇四

我松下一口气，终于把鲁迅的《孤独者》读完了，这是一篇
仅为十几页的短篇小说，可我却分了几次才读完，不仅是因
为鲁迅先生文笔的晦涩与深奥，更是文中的冷峻与黑暗让我
难以品味。

余杰说：“我习惯在夏夜最燥热的时候读鲁迅。没有一丝风，
室内像个蒸笼。翻开书后，黑色的方块字一行比一行凉，如
冰一般凉入骨髓里，一行比一行苦，如黄连一般，要治病就
得慢慢咀嚼。渐渐觉得灵魂被掏空了一般，欲笑却又无可笑，
欲哭亦觉无所可哭。”我同样也是在这么一个酷夏读着鲁迅
的小说，“灵魂”真若“被掏空了一般”，空旷而迷茫，失
落而无望。有时我真恨鲁迅，他首先为我们揭示一个黑暗
的“现实”，然后再隐约点亮一丝希望，最后当这点零星
的“希望之光”还尚为火星之时，再迅速拈灭它，如从未出
现过一般。

如《药》中的夏瑜的坟上纵有凭空出现的花环，但连乌鸦也
不愿栖在上面；又如《孤独者》中作者借魏连殳的话表



示：“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然而又让“天
真”的孩子“拿着一片芦叶”指着魏连殳道：杀！而那个孩子
“还不很能走路……”。我知道这怨不得鲁迅，鲁迅先生是
讲真话的人，事实如此。只是我还像很多人一样，即使相信
这个残酷的现实却还要寄托一丝美好的希翼，中国人历来喜
欢圆满。

这个故事是送殓始送殓终，“满脸黑气”的革命者魏连殳走
了，不是死于革命，而是死于痨病。为他送葬的一切也
是“死一般静，死的人和活的人都是”，这些是“敬”他的
人，是他死前去做顾问“交运”赚来的“敬”，是的，他为
了摆脱生活的惨状，他从事了他所反对的。他不再是孤独者
与异人，而是人们敬重的“魏大人”。这些是他“躬行先前
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
所换来的，也就是说他放弃先前毕生所追求的崇高理想，而
俯就于所反对的现实黑暗。他叫老人家为老太太时不得敬，
他温和恭敬的请孩子们吃花生时不得敬，而他“交了运”后
唤老人为老家伙，给孩子们东西让他们学狗叫或磕头时却得
了敬，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可悲？魏连殳虽然改变了自身的。
生活惨状，但用他的话说却是“已经真的失败”。

读孤独者有感篇五

今天，我读了鲁迅先生写的《孤独者》这篇文章，孤独者写
了主人公魏连殳的对剧。从文章的一开始他就不被别人所理
解，所学的是动物学，却到中学堂去做历史教研，对人总是
爱理不理的，却常喜欢管别人的闲事，常说家庭应该破坏，
一领薪水，却一定寄给他的祖母，一日也不拖延。这是行为
在别人眼里是古怪的。可是我们才能从这字里行间中感受到
主人公魏连殳的精神。

其实在文章的一开始主人公魏连殳心中对这个世界还是有些
热爱与留恋的。虽然他知道像他这样的人必定不被别人所理
解，但他仍然热爱着合做自己所喜爱的事情。如，和小孩子



们一块儿玩耍，喜欢发表文章，喜欢看些书……可到后来他
这样的生活完全被打乱了。

在他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之后，主人公魏连殳看似在活着，
其实内心早已死亡，早已麻木，只剩一个没有灵魂的残缺的
躯壳了。一开始是联系“我”去做抄写的工作，后来又求过
许多人。最终他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去躬行自己之前所憎
恶，所痛心的一切事物。魏连殳一点一点被迫的成为了人人
所称赞，所羡慕的杜师长的顾问，每月的薪水也不知道翻了
几倍。可魏连殳并不快乐，从他每日流水似的花钱就能看出
来。以至于最后葬礼都没有花大价钱，葬礼也是只有零星几
个人。孤孤单单的去了。也正好契合了题目——孤独者。

我从这篇文章中的主人公魏连殳看到了当时时代的缩影，以
及当时五四运动中千千万万个热血奋斗，想要推翻封建礼教
的青年们。我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一定要学习他们的精神，
不惧权威，有错就要指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