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狂人曰记的读后感(精选8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
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
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
助。

狂人曰记的读后感篇一

今天我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鲁迅是我国的大文豪，看
的时候起还真担心读不懂，打开电脑，我静静地读了起
来……。

文章不是特别长，分为好几篇，一天一篇，跟日记一样。
从“狂人”的日记中，我看到的是一个吃人的社会，一个特
别黑暗残暴的社会。所有的人都想着如何去吃别人，就连自
己的亲人都不放过，比如文章中的大哥，主人公的妹妹就让
它给吃了，而且父母生病，还要把自己的腿上的肉割掉，蒸
熟让父母吃掉。还有杀了犯人，还有生病的人，用馒头蘸血
舐。还有每天都是惊险的一天，都有人惦记着要吃你，描写
出了一个可怕无情的人吃人的社会，黑暗恐怖让人害怕的一
群人，读来让人胆战心惊。这不就跟当时的情况相同吗，你
不吃别人，别人就要来吃你！

主人公“狂人”到底是真狂还是假狂？狂人的“狂”，一方
面是由于他所具有的精神病人的某些特征，更重要的一方面
却是他对传统和世俗的反抗；狂人的“不狂”，则在于
他“超前”的思想认识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并且被历史
所证明是正确的，只是他说出了当时的人们不敢说或者是还
没有说出的骇人听闻的话罢了。

最后，鲁迅还感叹地说道：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这其实是在文章中的'结尾说了一个含义超深的
句子，以此来唤醒国人反抗当时黑暗社会的意识！

狂人曰记的读后感篇二

“吃人的人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即使我被吃了，
可依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今天，我又品味着这令人深思
的话语。

此文通篇读来，总觉些许怪，是除语言外说不出的怪。若非
语文老师言：“狂人，即疯子”，现今我仍予狂人以诸多奇
怪可笑之解释。全文从一个疯子的角度下笔，自是不同寻常，
其实文中之我并非狂人，乃他人灌此名予我以便“吃”我。
通篇“吃人”，似原始，如童话，更具虚幻之感。所述之世，
若到处充满假、恶、丑，无丝毫真、善、美。“我”兄
欲“吃我”，见当世亲人间之残忍无情。然“我”劝兄之言
语，竟非出于狂人之口，确是一有先见、良知、正义感之人
言之。“我”之遭遇、思想，正是先生之遭遇、思想，故先
生定欲借此文以告世人。

看终句，“没吃过人的孩子们，或有，救救孩子。”孩子之
心灵纯洁美好，没被世俗所污，故先生寄一切希望于孩子，
此乃对未来之美好向往。，少不同那时之失望痛心。今非非
人间，先生定竭力善之。先生之精神，乃国之精神，若不被
后世继承发扬，奈何?先生虽已去，但诸多事吾辈亦可做，虽
不及先生，实可做。先生为国献之甚多，吾辈竭力还先生
一“风清气正国貌新”又如何?此举更为国矣!

鲁迅之前，无一鲁迅，希望鲁迅之后，无数鲁迅!

狂人曰记的读后感篇三

“狂人”出生于封建士大夫家庭，身受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
的束缚和压迫，造成对社会的恐怖心理。他认定现在是



个“吃人”的世界，封建制度是“吃人”的社会。他半夜察
看历史，看见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他对吃人社会发
出勇敢的挑战，相信将来的社会是“容不得吃人的人”，喊
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小说揭露了封建礼教在仁义道德
掩盖下“吃人”的本质，被誉为“彻底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
声春雷”。

《狂人日记》中所谓狂人，就是一个精神错乱的人物，语无
伦次，意识好象也有些不清，鲁迅用了非常颠倒的次序，借
狂人之口，叙述了中国从前的本真：人吃人。虽说文章是虚
构的，可也微微泛出点点恐怖的味道。整篇文章读上去会感
到压抑，流露出十分暗淡的调子，可你只要细细“品尝”如
此深奥的小说，兴许也会感到忧愁：高远的夜空，朦胧的月
光，以及“吃人”人的神情……鲁迅以神一般的描写，叙述
了旧中国儿女的凄楚和绝望，又以神奇的笔触，有道出几千
年无人敢道出的咏叹。

在那位“狂人”眼里，他不仅想保护自己，又想保护那些千
千万万人当中又要被“吃”的孩子。

这篇小说是描写一个迫-害狂症患者的心理活动，把他生活的
感受和心理幻觉柔和一体，用人物自叙的方式“暴露家族制
度和礼教的弊害。”

“狂人”出生于封建士大夫家庭，身受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
的束缚和压迫，造成对社会的恐怖心理。他认定现在是
个“吃人”的世界，封建制度是“吃人”的社会。他半夜察
看历史，看见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他对吃人社会发
出勇敢的挑战，相信将来的社会是“容不得吃人的人”，喊
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小说揭露了封建礼教在仁义道德
掩盖下“吃人”的本质，被誉为“彻底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
声春雷”。

《狂人日记》中所谓狂人，就是一个精神错乱的人物，语无



伦次，意识好象也有些不清，鲁迅用了非常颠倒的次序，借
狂人之口，叙述了中国从前的本真：人吃人。虽说文章是虚
构的，可也微微泛出点点恐怖的味道。整篇文章读上去会感
到压抑，流露出十分暗淡的调子，可你只要细细“品尝”如
此深奥的小说，兴许也会感到忧愁：高远的夜空，朦胧的月
光，以及“吃人”人的神情……鲁迅以神一般的描写，叙述
了旧中国儿女的凄楚和绝望，又以神奇的笔触，有道出几千
年无人敢道出的咏叹。

在那位“狂人”眼里，他不仅想保护自己，又想保护那些千
千万万人当中又要被“吃”的孩子。

初中狂人日记读后感

狂人曰记的读后感篇四

作品通过狂人的形象，尖锐地揭示了家庭制度和礼仪教育
的“吃人”本质，展示了作者对以家庭制度和封建礼仪教育
为主要内涵的中国封建文化的抵制；也展示了作者深刻的忏
悔意识。作者以彻底的“革命民主义”立场，深刻反思了中
国文化，对中国乃至人类的未来表达了深深的愤怒。小说在
艺术上很有特色，就是鲁迅所说的“特殊格式”。

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借虚证实。选择狂人作为小说的主角
是一个非常精心的安排。在黑暗势力陈陈相因地压在人们头
上的社会里，一切都习惯了，一切都被视为理所当然。鲁迅
故意通过“迫害疯狂”患者的感受，通过他在精神错乱中写
的错误，从一些“人吃人”的具体事实，进一步揭示了“人
吃人”的本质，从而总结了封建是社会的历史现象。

今天，我读了鲁迅的《疯狂日记》。鲁迅是中国的大作家。
我真的.很担心拿起他的散文看不懂。我打开第一页，静静地
读着...



这篇文章不是很长，分为几篇文章，每篇文章都是一天写的，
就像日记一样。从这本“疯子”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人吃人的社会。每个人都在思考如何吃人。即使是他们的亲
戚也应该吃他们自己。每天都是惊心动魄的一天。有些人想
吃你，描述了一个可怕无情的人吃人的社会。一群黑暗可怕
的人读起来很害怕。

然而，在一篇文本被创建后，它脱离了作者成为一个独立的
东西，所以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解释。就
像今天的世纪末一样，在我看来，《疯狂的日记》可以解释
第三个意义：这是疯狂的“对人类的深刻批评”。

它仍然通过“疯子的视角”照顾周围世界的真相：敢于抽象
思考世界和生活的疯子，发现人与人之间的警惕、滚动和杀
戮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恶性循环：他们想吃人，害怕被
别人吃，用怀疑的眼睛互相看着。……于是疯子呼吁人类和
睦相处：去了这个心思，放心走路吃饭睡觉，多舒服啊。这
只是一个门槛，一个关头。然而，他们是父子、兄弟、夫妻、
朋友、师生的敌人和不认识的人。他们组成了一个团体，互
相鼓励，互相约束，拒绝跨越这一步。绝望中，疯子大喊大
叫，呻吟着，发出“救孩子”……绝望之声。

狂人曰记的读后感篇五

《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真正现代白话小说。
令人惊异是，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具有开山意义作品，已
经显示出极其成熟特色，使后来许多研究者为之倾倒，究其
原因，除了鲁迅深厚文学素养外，我们也无法不叹服于先生
天才。

下面，我将对《狂人日记》进行个人化解读，其中自然有偏
颇之处，然而作为一位读者，我想也可以有放肆一下权力。
翻开《狂人日记》，首先进入读者视野是“狂人臆想世界”。
这个狂人臆想世界，是通过“常人视角”叙述出来：狂人发



病枣旁人侧目枣家人延医救治枣狂人复原。这一层意思凡识
字者均可以解读出来，因为在小说“序”中清楚地交待了：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分隔多年，
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
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
候补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
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
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
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
究。

通过常人视角，我们可以合理地解释狂人眼中他人对其“迫
害行为”。比如小说第一节中狂人记道：

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眼色便
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议论
我，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根，晓得他
们布置，都已妥当了。

因为得知狂人发了狂，因此大家对他有些害怕，并且议论他
事情，然而落在狂人眼里，却认定是大家谋划好了，要害了
他了。

再如，狂人大哥请了医生来给狂人诊治，开了药，嘱咐大哥
赶快给狂人吃下，然而在狂人眼里，却是这样情形：

老头子跨出门，走不多远，便低声对大哥说道，“赶紧吃
罢！”大哥点点头。原来也有你！这一件大发见，虽似意外，
也在意中：合伙吃我人，便是我哥哥！

有了这些描写，于是我们得到一个完整符合逻辑故事：一个
年轻人由于脑筋出了毛病，因此疑神疑鬼，臆想所有人都在
对他进行迫害，并且吃人，但不久之后由于医生治疗年轻人



疯病治愈了，重新进入了正常人生活轨道（赴某地候补矣）。
我们所看到“狂人日记”就是这样一个医学上病例记载。由
于鲁迅曾经学习过医学，并且护理过患精神病家人，因此这份
“狂人日记”模拟得十分真切、详尽。

以上是对《狂人日记》第一层解读，然而大多数人都可以很
轻易地透过病例假象，看到鲁迅以象征形式对封建传统所进
行批判枣在这里，我将它作为我第二层解读，即狂人“狂行
下表层批判”。

当我们以“狂人视角”对作者笔下世界进行关照时，我们就
开始了解狂人眼中世界真相：狂人忽然醒悟“传统”杀人、
吃人罪恶枣周围人无法容纳清醒者开始对他进行迫害：加
之“疯”罪名枣狂人重新屈服于恶势力，同流合污（或被
吃）。

这是在《狂人日记》发表当时和以后，大多数评论者所解读
出来共同结果。在这种解读中，出现了一个时代化批判对象：
“传统礼教”——这正是新文化运动着力批判对象。鲁迅作
为新文化运动主将，他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以此为自己
批判焦点，是无可置疑，而且也确是鲁迅当时创作目，在作
品中，也用狂人自白清楚地昭示出来：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
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
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
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
人”！

另外，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也曾表示
《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弊害”。

正因为有了这种共同解读，《狂人日记》才被作为“五四”
启蒙运动一个文学范本，通过它，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打起



一面大旗：“救救孩子”！

然而一个文本在它被创作完成之后，便脱离了作者成为独立
存在事物，因此在不同时代中，不同读者将会有不同解读出
现。正如世纪末今天，在我眼中，《狂人日记》可以解读出
第三层意义：这就是狂人“对人类深层批判”。

依然是通过“狂人视角”关照周围世界真相：敢于对世界和
人生做抽象思考狂人，发现了人与人之间提防、倾轧、残杀，
并且已经成为一种难以扼止恶性循环：

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眼光，面面
相觑。……

于是狂人呼吁人类和睦相处：

去了这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何等舒服。这只是一
条门槛，一个关头。

然而：

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人，都结成
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

绝望当中狂人呐喊、呻吟，发出“救救孩子……”绝望之音。

对人类整体批判也许并非鲁迅创作时清醒本意，但狂人眼中
常人世界却具有广阔共时性和世界性，因而其批判便决不仅
止于五四前中国国民而可以延伸到整个人类；其批判所指人
类劣根性也不是仅仅消灭“封建文化制度”并可以根除——
也许它本就是人类基因中根深蒂固一个分子，永远无法消除，
并将在最终导致人类自我毁灭。这征兆，我们在今天已经可
以看出：可以将地球毁灭几千次核武器、每个人都参与其中
对地球污染、因人类道德沦丧爆发出来无法治愈世纪疾



病“爱滋”……鲁迅正是因为看到了人类这种难以根除劣根
性，因此才感到深深绝望，“救救孩子”呼声之后才不是一个
“感叹号”而是“省略号”。在他看来，这呼声俨然如将封
闭在无法打破铁屋子里将死之人唤醒，使他们感到无法解脱
痛苦。

初中狂人日记读后感

狂人曰记的读后感篇六

读过《狂人日记》后有感，《狂人日记》是现代文学史第一
篇真正的现代白话小说。他具体的反映了“封建制度”的残
酷，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鲁迅以其长期对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深刻观察发出了震聋发聩的呐喊：
封建主义吃人。是一座里程碑，开创了中国新文学的革命现
实主义传统。

从整片的文章来看，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狂人臆想的世界，他
对别人充满了猜疑和害怕，总认为别人会害他。在他被治愈
后看到了世界的真相并且醒悟到“传统”杀人，人们无法容
纳他的清醒而对他再一次的加以迫害，致使他重新屈服在恶
势力权下，与他们同流合污。当时的社会对人的迫害是如此
的深，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意识到了封建制度的
可怕，不但使人发狂，也可以把人吃掉，已经没有了真正的
仁义道德。人与人之间只是猜疑，提防，残杀，成为一种难
以扼制的恶性循环。因此鲁迅在绝望中以狂人的口吻呐喊，
呻吟，“救救孩子……”的绝望之音，让人去关注社会。

那么在今日的社会中存在怎样的问题呢？现在是科学发达的
社会，受全球化的影响，人们越来越倾向个人主义和消费主
义，人与人之间缺乏沟通与理解。特别在中国，由于一胎化，
使孩子成为家里的皇帝和皇后，同时他们也受社会的暴力现
象影响，让他们在社会环境中感到压抑的'心理，心态扭曲，
缺乏道德意识，自控力差，遇到不顺心的事就会以暴力伤人，



甚至以残忍的手段杀人。可怕的是他们没有认识到这后果的
严重性，不知道他们所作的是犯罪的行为。在这样的环境中
我们也要像鲁迅那样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

一方面要尽量减少未成年人接触暴力媒介的机会，避免他们
去学习模仿；另一方面，帮助他们认识真正的仁义之德，关
注他们心灵的充实和健康，使他们成熟和成长起来，增强对
不良文化和环境的抵抗力。

这样他们才不会成为现代的狂人，去与社会同流合污，吃人
或被吃。

狂人曰记的读后感篇七

最近几天看了鲁迅写的小说《狂人日记》，深刻体会了当时
旧社会的黑暗。

这部小说主要讲述旧社会，鲁迅来到大哥的故乡。但是那里
的人很奇怪。鲁迅一个人走在路上，路上的人都在冷冷地议
论他，好像怕他，又好像想害他。当我读到一个女人在街上
打她儿子的时候，她说：“老子！我要咬你一口，喘口
气。”看到这里，我不禁震惊。虎毒还不吃孩子！再说这个
真女人怎么能这么狠心！然而，更可怕的还在后面。那一天，
一个人来告诉大哥，村里死了一个恶人，村里几个人挖出他
的心和肝来吃，说他可以勇敢。最后鲁迅终于明白，大哥是
和那些人在一起的，目的是为了吃鲁迅。我意识到妹妹五岁
去世是因为被大哥吃了，我意识到这是一个人吃饭的地方。

我觉得：旧社会太黑暗太可怕了。那些人太残忍了，以为吃
别人的就能弥补自己的，所以忍心伤害自己爱的人。嘿！可
悲的是，可悲的是，旧社会如此黑暗。



狂人曰记的读后感篇八

《狂人日记》是鲁迅创作的第一个短篇白话日记体小说，小
说通过被迫害者“狂人”的形象以及“狂人”的自述式的描
写，揭示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鲁迅先生运用精神病
人内心的独白方式把他想所表达的内容发挥地淋漓尽致。那
时候人们生活在非人的社会中，鲁迅先生目睹了这一切，他
毅然决然的弃医从文，踏上了革命的道路，化笔为刀，用手
中的笔跟敌人作战斗，用手中的笔唤醒沉睡的东方雄狮，让
人们知道祖国的荣辱兴衰。鲁迅不仅仅是一名作家，同时也
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他用他手中的笔揭示腐朽黑暗的社会，
他就在这片蓝天中尽情地展翅高飞，写作则是最适合他
的“翅膀”。

鲁迅先生抨击了当时吃人的社会现实。他巧妙借助”我”这
一角色，描绘了人性的丑恶与世界的残缺。说实话，这篇文
章的色彩过于晦暗，但这晦暗中分明灼射着亮光，透露着激
荡与高昂!”吃人!”真的是吃人吗?这显然不是先生的直接目
的，先生眼中的吃人只不过是在社会现实的无情压迫和吞噬
下，人性一点点地泯灭。或许在茫茫夜幕下，先生一人独立
于窗前，望着窗外被流水般月光笼罩的夜独自叹息。”吃人
的人的兄弟”，天下谁不为兄弟?所以先生揭露的显然不只一
人，而是整个民族。”食人”的民族，何时能清醒?先生以灰
冷的一面，向尘世发泄着愤懑。然而，黑暗是如此的深广，
吞噬了一切，只有先生那炽热和焦灼的心在跳动着，熠熠发
光!

《狂人日记》让我深切体会到先生内心的痛苦，一方面又为
当时社会的忧愤，同时又对中国甚至是人类的前途表达了深
广的忧愤，直指中国封建主义文化的核心，同时对现实社会
中的`黑暗又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