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夜鲁迅读后感 回忆鲁迅先生读后
感(大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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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
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
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了解一下吧。

秋夜鲁迅读后感篇一

行动呐喊，思想彷徨，运交华盖，寂如野草，后人朝花夕拾。

这是鲁迅。

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到现在仍然是经典。她从一个女学
生的角度，用清丽自然的笔触刻画了日常的鲁迅先生的样子。

萧红是一位心思细腻，对生活充满无限美好想象的女作家，
但身在那样一个时代，包办婚姻，远离家庭，她的遭遇是不
幸的。在她心灰意冷，被这个时代的悲剧包围着的时候，调
皮的海婴公子、温柔的许先生，以及最令她敬爱的鲁迅先生
出现了，鲁迅一家对萧红的欣赏与呵护给了她悲凉人生中最
难得的温暖。鲁迅去世后，萧红写了《回忆鲁迅先生》来怀
念他。他们二人之间的情谊，一直是文坛里的一段佳话。可
以说，没有鲁迅，就没有萧红。

在萧红的笔下，鲁迅先生似乎不再是我心中那个“横眉冷
对”、严肃冷峻的革命家的形象了，伟人超脱于常人，却也
有平实的一面。

开头写“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
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



常是笑得咳嗽起来。”简单的两句话，就刻画出了一位亲切
的鲁迅，一位内心沉稳却也不失幽默、会开怀大笑的先生。

“天晴啦，太阳出来啦。”萧红的这句话是我全文印象最深
刻的一句。梅雨季，很难有晴天，一丝阳光就能使萧红三人
露出展然会心的笑。似乎很难想象，当时是何等黑暗混乱的
社会局面，何等忧郁的心境，才会使许先生和鲁迅面对晴天，
面对光明时，流露出如此发自内心的欢喜。

“死了是不要紧的，只要留给人们更多，鲁迅先生就是这样。
”鲁迅先生是无比地关爱青年，他将自己献身给了革命，给
了中国，给了人民。

郭沫若说“鲁迅先生是革命的思想家，是划时代的文艺作家，
是实事求是的历史学家，是以身作则的教育家，是渴望人民
解放的国际主义者。”

笑声明朗，渴望光明，鼓励青年，殚精竭虑，伟大而平凡。

这亦是鲁迅。

秋夜鲁迅读后感篇二

我们常觉得缺少什么似的，常感到一种未曾填满的空虚。我
们也许是在心胸里描写着华丽的舞台，美妙的音乐或新鲜的
戏剧罢，眼前向我们躺着的呢，只是一条冰冻的道路；虽然
路旁未必没有几株裸树，几个叫花子，几堆垃圾或混着黄灰
的残雪，然而够荒凉的了。云卷云舒，花开花落，总有一些
事情让我们的心灵泛起涟漪。鲁迅先生的文章，就有这样神
奇的效果。

从中国小说发展的角度看，鲁迅的小说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
形式上都称得上是一次深刻的革命。他用“借一斑而略知全
豹”的手法，从普通的日常生活事件中提炼情节，揭示现代



中国人的灵魂，在有限的篇幅中塑造了具有无限生命力的艺
术典型。鲁迅的小说提供了外为中用，在继承民族传统的基
础上借鉴外国，发展我国新文学的经验，还提供了以现实主
义为基础，兼有浪漫主义的手法，吸收其他多种艺术表现手
法的营养，使艺术方法多样化的经验。他以自己独特的小说
创作实践，实现了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转变。

对于作者的这篇文章，我想多少会有一点个人的情感在里面，
萧红从小得不到父爱，没有家庭的温暖，她把鲁迅当作老师
和父亲。原来的一双对人间有些怀疑的眼睛，一下子便明亮
起来；一个孤立无援的贫弱女孩子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家。

鲁迅先生的一家同这个东北的姑娘一见如故。鲁迅先生喜欢
她，关怀她；许广平同情她，爱她，处处照应她。甚至连小
海婴也不愿意离开这位年轻的、梳着两条小辫子的东北阿姨。
萧红成了鲁迅先生家中的常客，亲密得宛如一家人。萧红在
文坛上健步地奔跑。人们看到她前进的脚印下，也流着一位
慈祥老人的汗珠，这位老人正是伟大的鲁迅。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没有鲁迅先生，也就没有萧红。她很可
能默默无闻地寂寞下去，甚至颓唐地毁灭自己。是的，没有
鲁迅先生在荆棘满地的前面为青年们开路，萧红同时代的一
批青年作家也就不可能冲出牢笼走进文坛。三十年代出现的
一批生龙活虎的青年作家，有谁没有受过鲁迅的哺育呢？在
建立我国现代文学队伍方面，鲁迅先生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鲁迅是中国青年作家之父，他一生对青年的帮助，是人们万
世所感念的。

不管真实的鲁迅到底是什么样子，不管他是不是真的勇士，
但他一定是看透了中国这个社会。鲁迅所具有的批判精神是
我么这个社会最最欠缺的。



秋夜鲁迅读后感篇三

中国历史上有无数个文学家，但没有谁能像鲁迅这样
用“笔”来唤醒愚昧迂腐的社会；中国历史上有无数个成功
的名作，但没有哪一篇能像鲁迅的文章一针见血、鞭辟入里，
让人茅塞顿开，产生无尽的遐思。而鲁迅故里，就是他思想
形成的起点，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令海内外的崇拜者提起
它就会产生一种神秘的向往。

小桥流水人家，渔樵薄雾细雨。江南的气韵婉若一幅水墨画，
古朴雅致。百草园的乐趣无限，可在我们看来却是一座荒废
的园子，这是鲁迅童年时所向往的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乐
园。阳光照射着他红扑扑的脸颊，随着他去三味书屋。屋中
褪色的木椅，放在书桌上的经史，寿镜吾老先生的遗像，仿
佛又把我们拉回到了一百多年前：书声琅琅，直入耳旁……
白墙灰瓦，绿树成荫，翠竹夹道，翰墨书香。

后来因家道的衰落，鲁迅离开了三味书屋，踏上不断求学的
征程。

1906年，鲁迅在仙台学医时，观看“日俄战争教育片”，他
从日俄战争，杀中国人的场景中敏感地意识到了中国人的愚
昧与精神上的麻木。而比身体和物质更重要的，是人的精神。
于是他果断决定“弃医从文”，欲唤醒沉睡的人们。我抬起
头看着“三味书屋”的匾额，仿佛对它又有了更深的体会。

我穿过一座座院落，漫步鲁迅儿时生活的地方，仿佛又亲身
体会到了《少年闰土》中那“四角的天空”，沉思着，沉思
着。而后，我便又走回鲁迅故里的大门。夕阳映在白墙上，
染红了鲁迅的石刻。他的头发直立，眼睛炯炯有神，
那“一”字形胡须浓密极了，指尖夹着一支长烟，身着朴素
长衫，正凝然沉思。往事越千年，历史的风尘不能把他从沉
思中唤醒。我通过他深沉的目光，努力想从中发现这位东
方“文学家”的过去。我看到他在为改变社会迂腐局势时的



不断求学，探寻新思想；我看到他在因张勋复辟乱作时，愤
而离职与迷茫困顿；我看到他在“五四运动”前后，怕青年
不懂得反动势力的狡猾与凶残时发表文章，为青年指明前进
的方向。“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敢于挑
战权威，历经磨难不退缩。这样一位为国为民、勇于提出新
思想的人，才能让社会不断进步。

古往今来有两种人，一种人自私自利，他虽然活着，但已
经“死”了；一种人为国为民，为社会、国家的事业做贡献，
即使是死了，却还“活”着。这是精神上的最高境界：“人
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历史的长河在召唤我们，呼唤我们。我们回望着百年前的历
史，总能看见那个在“战场”中镇定自如、直爽率真的鲁迅！

秋夜鲁迅读后感篇四

对于普通人来说，伟人似乎总是高高在上，令人不可触及。
提起鲁迅，总会想起很多词语：深邃、沉重、严厉、倔强、
勇毅、果敢……浓黑的一字须，根根向上的头发，吸着烟斗、
面目严肃冷峻，这是鲁迅通常留给我们的印象，他似乎“对
一切人都怀有忧虑和敌意”，但实际上，伟人也和普通人一
样，拥有喜怒哀乐。他活着的时候，周围有许多文学青年愿意
“亲近”他，萧红就是其中的一个。在林林总总的鲁迅回忆
录中，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是一枝独秀。作者通过女性
的细心体察，敏锐捕捉到了鲁迅先生许多有灵性的生活细节，
表现出鲁迅超群的智慧，广阔的胸襟和可亲可敬的品质。它
不仅是鲁迅回忆录中的珍品，而且可谓是中国现代怀人散文
的楷模，是敬献于鲁迅灵前一个永不凋谢的花圈。

“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这些动
作表现出鲁迅一往无前、义无返顾的大无畏精神。淡淡几笔，
形神兼备地描绘了鲁迅的一些习惯动作，就画龙点睛般地勾
画出一个独一无二、鲜灵生动的“活的鲁迅”。



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
见得……”他自己就从来不注重穿着，但却从不缺乏审美观，
那些美学的诊断足见他独到的眼光，那根桃红色的束发的绸
条马上引来了鲁迅的严正反对“不要那样装饰她……”看来
自然朴素、庄重严肃还是鲁迅追求的美的境界。“你不穿我
才说的，你穿的时候，我一说你该不穿了。”如此一句简单
的语言哪里可见鲁迅的尖锐与咄咄逼人，它体现了鲁迅怎样
的人情练达！

鲁迅“欢喜吃硬的，油炸的，就是吃饭也欢喜吃硬饭”;就是
生病的时候也不大吃牛奶、鸡汤;“鲁迅先生前面摆着一碗酒，
酒碗是扁扁的，好像用做吃饭的饭碗”，他从不在意用什么
精致的东西，简单随意的生活也隐隐透露着鲁迅刚毅倔强的
个性。他虽然胃不好，但对着萧红亲手做的点心，就算做的
不好，鲁迅也还是在桌上举着筷子问许先生：“我再吃几个
吗?”，言辞间自然地流露出对妻子尊重与依赖的爱意，还有
更多对小辈的体恤。

描写特别生动具体的是鲁迅在寓所接待并宴请冯雪峰的场面。
萧红笔下的冯雪峰开朗健谈，学问渊博，广-闻多见，“走过
二万五千里”，被鲁迅戏称为贩卖精神武器的“商人”。冯
雪峰——为毛泽东和鲁迅牵线搭桥的人，在触摸巨人心灵的
同时，他用自己的思想、学识、胆略，影响着鲁迅，鲁迅亦
承认“还没有人解剖过我像我自己那么解剖”的。这个部分
鲁迅的诙谐风趣，自然随和，当可为我们所见，对于青年人
的爱护，对革命的支持在此文中也进一步得到体现。

“青年人写信，写得太草率，鲁迅先生是深恶痛绝之
的。”“但他还是展读着每封由不同角落里的青年的信，眼
睛不济时，便戴起眼镜来看，常常看到夜里很深的时光。”
他强烈地要求着别人，严格地约束着自己，却仍能宽容地对
待别人，谁说鲁迅不可亲近?他对于青年人的爱，让我们强烈
地感受到鲁迅的可亲的体温，他是那个寒冷年代的一个无可
替代的强大的热源。



阅读鲁迅的著作可以感知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鲁迅;今天又
通过《回忆鲁迅先生》，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生活化真
实化的鲁迅，鲁迅是人而非神。他有着普通人的心态，他可
以对人的穿着品头论足，他可以和年轻人开童心未泯的玩笑，
他有普通人一样饮食、起居，他同样可以享受亲情，享受天
伦之乐。正如他的诗歌所说的那样：“无情未必真豪杰，怜
子如何不丈夫。”

秋夜鲁迅读后感篇五

这是个浮躁的社会，浮躁的我读不得长篇大论，如今已经基
本不怎么读小说了，所以这篇对我来说已经算是足够长了，
纪念鲁迅先生，这篇文章写的那么平和沉稳如小溪潺潺流淌
如清风徐徐拂面。

初中时期最崇拜的鲁迅先生，一本不知是我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朝花夕拾》，读着读着就没有了。

所以后来喜欢写文，一度写些貌似的杂文，一些貌似有强
烈“思想”的小文章，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摇滚青年。

然而鲁迅原来生活中竟是这样一个无所欲求的人，不仅不是
摇滚青年，并且根本是不听音乐的。

这本书是一本一些系列的文集，这个系列有几篇纪念故人的，
如林徽因的《悼志摩》，我是读过两遍的，文中林对徐的感
情已经压抑了很多，而对徐的形象塑造投入了更多心力，旨
在让人更多的了解徐志摩除了诗歌外所不为人知的几面。这篇
《回忆鲁迅先生》则从鲁迅和鲁迅妻子生活中各个细节入手，
这里并没有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而是以一个极
近的旁观者的双眼一样把鲁迅简朴的生活、辛勤的工作和对
友人的热情描摹的淋漓尽致。我读了之后竟有些许的哀伤感
怀，心中也对这少年时的偶像有了更多的了解。



只可惜英年早逝。鲁迅先生未能等到新中国成立。也或许还
好，要不也会在那场荒诞的运动中被打到罢。

秋夜鲁迅读后感篇六

前两天到图书馆借书，看到书架上有一本箫红的集子，顺手
就把它取了下来。我读书就是这样，摸到那本读那本，没有
什么计划性。封皮上写着她的两部代表作〈呼兰河传〉和
〈小城三月〉的标题。回到宿舍，随手翻翻，发现最后一篇
是她写的纪念鲁迅的回忆录〈回忆鲁迅先生〉。读之欣欣然，
竟然先把这最后一篇给一气呵成地读完了。

读过回忆鲁迅的文章不多，但可以说，此篇是为数不多的佳
作。正如本书的序言里所说的那样：自从我们失掉了鲁迅夫
子之后，我们收获了多少怀念的好文章，但箫红的这一篇可
说是空前的绝唱。

曾有人批评箫红，说她由于没有受到完整正式的教育，写的
文章中有的句子有语病。但我想，文章贵在思想，而散文贵
在一种真实的对于生活的体悟。在这篇文章中，箫红以她独
特的女性的视角，细腻的笔触，给我们留下了不可多的宝贵
的鲁迅先生的另一面。

中学时，语文老师介绍鲁迅时说道：鲁迅的杂文如一把匕首，
刺向敌人的心脏。当时对鲁迅的感觉很冰冷，视他为杀手一
般。前些日子和朋友谈起鲁迅，朋友说，有人说鲁迅的文章
如他的胡子——-又直又硬。其实，鲁迅和鲁迅的文章并不是
完全是这样的。

如果我是一个语文老师，我倒是先把鲁迅的散文介绍给我的
学生。曾有一段时间，我的枕头边放着一本鲁迅的散文集。
早晨起床时，我不敢摸它，因为一旦打开便放不下。〈故
乡〉，〈社戏〉，〈从北草园到三味书屋〉〈风筝〉都是我
特别喜欢的文章。还有他的人物回忆，比如〈范爱农〉，



〈藤野先生〉，文字温暖，真挚，感人。这些文章读了很多
遍，每一次都是爱不释手，掩卷之余，怅然若失。

我曾看到鲁迅的很多照片，他总是神情严肃，甚至有一张他
躺坐在一堆坟冢之中，还有他的题词：我躺在厦门的坟中间，
显得放浪形骸。箫红在本篇的开头就写鲁迅的笑：鲁迅的笑
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喜欢。下面还有写他的笑
的：“……鲁迅的笑声冲下楼梯来，原来有几个朋友在楼上
也正谈的热闹”。

生活中的鲁迅细致，周到。有一次鲁迅伤风初愈，夜里十二
点谈话后，仍然坚持下来送箫红。临别时，他提醒箫红下次
再来时辨认门的方法。箫红出门后回头看时，鲁迅先生那一
排房子黑黑的，若不是告诉的那样清楚，下次来她怕要记不
住的。

鲁迅在临终前，仍然忘我的写作，翻译，关心青年。我曾看
到一张鲁迅的一张在去世前不久和青年文学爱好着一起讨论
的照片。照片中的他，只能看到半张瘦削的脸庞，做着手势，
背挺的笔直。

1936年5，6月份，鲁迅重病在身，有一段时间，高烧不止，
卧床不起。箫红去看望他。“天气热起来了，客厅的门窗都
打开着，阳光跳跃在门外的花园里。麻雀来了停在夹竹桃上
叫了三两声就又飞去，院子里的小孩子门唧唧喳喳地玩耍着，
风吹进来好象带着热风，扑到人的身上。天气从刚刚发芽的
春天，变为夏天了”我读到这里时，心情沉重。如果以后我
要是有机会作导演拍〈鲁迅〉电影时，我一定把这一段插进
去。一边是生，另一边是死；一边是阳光明媚，另一边是死
气沉沉；一边是希望，另一边却是绝望。

最后是结尾。1936年10月17日，鲁迅先生病又发了，又是气
喘。17日，一夜未眠。18日，终日喘者。19日，鲁迅安详地
睡着了。鲁迅逝世时箫红远在日本，并未在场，但她写的如



在场一般。

秋夜鲁迅读后感篇七

在《藤野先生》中鲁迅先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日本的首
都东京留学时，看到和听到当时中国人民的麻木不仁从而使
鲁迅先生强烈的爱国意识苏醒，医学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因
此他弃医从文，从此投身文学的知识宝库中。

鲁迅先生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八个字来概括了那时的
中国人民，以及对于他们的怜惜和悲伤。

《孔乙己》中那个因为家境贫困好吃懒做，无所事事，社会
层次低而又向往社会上流阶级的生活的孔乙己，从孔乙己在
澡堂是人们取笑的话题，在生活中他常常以偷为职业，在最
后因为偷了有钱人的书后被打折了腿，最后还是默默地离开
了人世。

《故乡》中那个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豆腐西施”，还有和
剧中主人公从小玩在一起的那西瓜地上银项圈的小英雄闰土
见到老爷时欢喜而又凄凉的神情，从而体现了当时人民的麻
木，在受到封建势力压迫和打击下的情形，而《药》则更能
够淋漓尽致地表现这一点。文中凶暴残酷的刽子手康大叔，
因为小儿子小栓的痨病而拿出所有家档去买了个人血馒头的
华老栓，和那些在茶店里议论纷纷的茶客，但是文中最不幸
的就是因为革命而被处死，最后用自己的血作了人血馒头而
牺牲的人，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了当时社会的状况，康大叔
的残酷，卑鄙，仗势欺人。华老栓的愚昧，迷信，麻木，茶
客们的盲从和人与人之间的势利，夏瑜的英雄气概但是完全
脱离群众的革命是无法成功的。

当然，在《呐喊》这本书中，像这样的文章还有许许多多，
鲁迅先生写这些文章是为了让当时的中国人民看了以后，能
够清醒过来。鲁迅先生用幽默而又带有讽刺意味的语言，愤



怒而又带有鼓励的语气，激励着当时半梦半醒的中国人，用
带有指责和批评的语言，说明当时社会的黑暗，表现了鲁迅
先生急切的希望沉睡中的巨龙——中国，早日苏醒，重整我
中华雄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