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彷徨读后感(优秀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那么该
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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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彷徨读后感篇一

《彷徨》是鲁迅目击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的“分
化〞，一方面披露了妥协性，又一方面正在“转变〞，社会
的力量需要有人领导!然而曾被“新文化运动的〞所唤醒的青
年知识分子那么又如何呢?在这样的追问下，产生了《彷徨》。
在这方面，主要表现了那些从黑暗中觉醒，满肚子不平，憎
愤，然而脑子里空空洞洞，成日以不平与牢骚喂哺自己的灵
魂，但同时肩负着旧时代的重担，偏见，愚昧，固执，虚无
思想，冒险主义，短视，卑怯，这样的人们。

《彷徨》中有不少热情向光明的人物，但这些人物也不少缺
陷，梦想着深山大泽丛林伏莽的“消生〞。现代人不能没有
缺陷，因为现代人是前代人的后代，而且是长期被压迫下的
人们的后代，又是被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包围，被种种偏见
与愚昧包围。但是，鲁迅并不以为这种缺陷是“命〞定的，
是天老地荒终日如斯的，正因为他并不信永远会如此，所以
他要无情地剥露这些缺陷的所以然与根源，也正因为他不信，
所以他借着“无有〞写他的渴望，而《离骚》的句子“路漫
漫其修远今，吾将上下而求索，〞正是他的渴望的暗示。

《彷徨》中的每一篇文章，无不表达鲁迅此时“彷徨〞的心
情。吕韦甫将生活的种种辛酸与坎坷从酒楼上带进读者的心
间，清楚看到两个字：无奈。这种“无奈〞充满着他的生活，
使他“飞进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这不就



是鲁迅自己的遭遇吗?生活象一潭死水透年出一点生机，所有
的一切都“织在蜜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找到出口，
正是鲁迅的信念，然而此时他却只有“不以深冬为意〞的气
概，只可惜理想与现实隔着遥远的距离。但鲁迅是不会止步
的。他的一生，就是不停地改造自己，实践自己的一生，也
是不停地追求光明与真理的一生。黑暗的社会对人来讲是无
所谓希望的`，即使有几位肯挣扎一下的都被滚滚的洪流冲散、
淹没。只有鲁迅深信前方一定是有希望的，无论这希望是多
么遥远，多么渺茫。

抚慰。每个时代都需要这样“铁肩担道义〞的勇者，独立潮
头，振臂呼喊，这样，时代才有希望，历史的车轮才能向前
推进!

彷徨读后感篇二

近日里读了《彷徨》，让我深深地感到鲁迅先生那种深厚、
愤慨，如同匕首投枪，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困难心情。

《彷徨》收录1924年的《祝愿》、《在酒楼上》、《肥皂》
和1925年的《孤独者》、《伤逝》、《离婚》等，共11篇。
《彷徨》虽然反映了鲁迅在20年头中期的思想苦闷，更多的
留意了学问分子的苦痛和挣扎，但也表现了他不断探究真理、
找寻出路的珍贵精神。同《呼喊》相比，《彷徨》较多的流
露了作者当时愁闷、彷徨的心情，但对于社会的分析和批判
同样是醒悟和深刻的。

《彷徨》中有关农村题材的作品，都是表现农村妇女命运的。
《祝愿》中祥林嫂的悲剧性命运，是对封建礼教吃人的又一
次有力控诉。《离婚》是鲁迅先生最终一篇以现实生活为题
材的小说，深刻地展示了辛亥革命后农村的现实，说明农村
妇女的命运并没有变更。《彷徨》贯穿着对生活在封建势力
重压下的农夫学问分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关心。最触动我
灵魂深处的是《祝愿》。《祝愿》是《彷徨》中的名篇，里



面有一个我们众所周知的人物祥林嫂。她作为一个受羞辱，
受迫害，被剥削，被奴役的中国劳动妇女是富有典型性的，
她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她的生活遭受，思想轨迹及被扭曲
的性格充分暴露了旧社会对劳动妇女的深重压迫，尤其是精
神捶残。《祝愿》把目光关注于农夫身上，深刻地展示了20
世纪初中国农村的`社会现实和农夫的现状，揭露了封建伦理
道德观念的凶残本质。祥林嫂的凄惨命运说明在这个社会中
穷人无福可祝，无福可言，也说明这社会的冷酷、麻木。而
这一切，正反映了先生对这种气场，对这一社会的剧烈不满，
厌恶以至气愤。

《彷徨》是先生目击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的分化，一方面
披露了妥协性，又一方面正在转变，社会的力气须要有人领
导！然而曾被新文化运动的所唤醒的青年学问分子那么又如
何呢？在这样的追问下，产生了《彷徨》。在这方面，主要
表现了那些从黑暗中觉醒，满肚子不平，憎愤，然而脑子里
空空洞洞，成日以不平与牢骚喂哺自己的灵魂，但同时肩负
着旧时代的重担，偏见，愚昧，固执，虚无思想，冒险主义，
短视，卑怯，这样的人们。

读着《彷徨》，我感到一阵阵的苦痛，为那时凄惨的现状而
苦痛，为那时麻木的人群而苦痛，然而在这苦痛之中，我又
为有先生这样醒悟的人们而感丝丝劝慰。每个时代都须要这
样铁肩担道义的勇者，独立潮头，振臂呼喊，这样，时代才
有盼望，历史的车轮才能向前推。

彷徨读后感篇三

近日里读了《彷徨》，让我深深地感到鲁迅先生那种深沉、
愤慨，犹如匕首投枪，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复杂心情。

《彷徨》收录1924年的《祝福》、《在酒楼上》、《肥皂》
和1925年的《孤独者》、《伤逝》、《离婚》等，共11篇。
《彷徨》虽然反映了鲁迅在20年代中期的思想苦闷，更多的



注意了知识分子的痛苦和挣扎，但也表现了他不断探索真理、
寻找出路的可贵精神。同《呐喊》相比，《彷徨》较多的流
露了作者当时忧郁、彷徨的情绪，但对于社会的分析和批判
同样是清醒和深刻的。《彷徨》中有关农村题材的作品，都
是表现农村妇女命运的。《祝福》中祥林嫂的悲剧性命运，
是对封建礼教“吃人”的又一次有力控诉。《离婚》是鲁迅
先生最后一篇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深刻地展示了辛亥
革命后农村的现实，表明农村妇女的命运并没有改变。《彷
徨》贯穿着对生活在封建势力重压下的农民知识分子“哀其
不幸”“怒其不争”的关怀。最触动我灵魂深处的是《祝
福》。

《祝福》是《彷徨》中的名篇，里面有一个我们众所周知的
人物——祥林嫂。她作为一个受侮辱，受迫害，被剥削，被
奴役的中国劳动妇女是富有典型性的，她的悲剧是社会的悲
剧，她的生活遭遇，思想轨迹及被扭曲的性格充分暴露了旧
社会对劳动妇女的深重压迫，尤其是精神捶残。《祝福》把
目光关注于农民身上，深刻地展示了20世纪初中国农村的社
会现实和农民的现状，揭露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凶残本质。
祥林嫂的悲惨命运表明在这个社会中穷人无福可祝，无福可
言，也表明这社会的冷酷、麻木。而这一切，正反映了先生
对这种气势，对这一社会的强烈不满，厌恶以至愤怒。

《彷徨》是先生目击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的“分
化”，一方面披露了妥协性，又一方面正在“转变”，社会
的力量需要有人领导！然而曾被“新文化运动的”所唤醒的
青年知识分子则又如何呢？——在这样的追问下，产生了
《彷徨》。在这方面，主要表现了那些从黑暗中觉醒，满肚
子不平，憎愤，然而脑子里空空洞洞，成日以不平与牢骚喂
哺自己的灵魂，但同时肩负着旧时代的重担，偏见，愚昧，
固执，虚无思想，冒险主义，短视，卑怯，——这样的人们。
读着《彷徨》，我感到一阵阵的痛苦，为那时凄惨的现状而
痛苦，为那时麻木的人群而痛苦，然而在这痛苦之中，我又
为有先生这样清醒的人们而感丝丝安慰。每个时代都需要这样



“铁肩担道义”的勇者，独立潮头，振臂呼喊，这样，时代
才有希望，历史的车轮才能向前推进！

彷徨读后感篇四

《彷徨》是我国现代比较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的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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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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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后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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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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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彷徨读后感篇五

《呐喊》是鲁迅先生是正值五四革命精神高扬时期所作，作
品真实的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日子，揭示了
种种层次的社会矛盾，对封建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
深刻的剖析，和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日子的浓重的忧
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愿望。

其实在读完《呐喊》的第一感觉，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自
责，我自己有点奇怪为什么会这样?经过我的思考后，我发现，
以前人的观念真的让人不可理喻，我常常跟我身边的人说，
如果我生在那个年代，我一定象孙中山那样，对人们的思想



进行彻底的教育。

我对《呐喊》中的阿q正传，比较感兴趣，尤其是阿q，我觉得
那样的年代里像啊q这样的人是少之又少，在如今发达的21世
纪，也几乎没有象啊q的人了，其实我还是挺佩服啊q这个人
物的，时代虽然抛弃了他，但他并没有放弃了自己，而是不
断的努力活下来，也许有人会说苟且活着还不如死，但是，
生命是第一位啊，没有生命许多都是空想。

如今，像这样发达的21世纪，我想很少有人想到曾经那么愚
昧的国民了，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至今还有那些愚昧的`国
民的存在，也许有人会觉得不可思议，但这的确是真的。

未来的日子里，我们除了自己要好好的活着之外，也要帮助
别人好好的活着，因为我们的社会在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