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伤逝读后感(通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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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
才比较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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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逝读后感篇一

《伤逝》，作者鲁迅，故事讲的是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

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这是文章的开篇词。男青年涓生爱着女青年子君，在他们相
爱的初期，同居之前，他是非常爱着子君的。期待子君的到
来。在久待的焦躁中，一听到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路的清响，
是怎样地使我骤然生动起来呵！在一起时，他俩热烈的交谈
着：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
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
奇的光泽。但是，同居后不久，子君操持着家务，可惜的是
忙。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功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由
此可见，子君是一心一意的过日子，操持的家务，为涓生计
算着柴米油盐，煮饭洗衣。可涓生觉得没有思想的交流了，
开始不快活起来了。不久，涓生失业了，人们真是可笑的`动
物，一点极微末的小事情，便会受着很深的影响。日子过得
艰难了，人也起变化了，把子君养的油鸡吃了，不久，养的
狗阿随也无力伺养了，放了生。我一回寓，觉得又清静得多
多了；但子君的凄惨的神色，却使我很吃惊。涓生非但不去
安慰子君，反而开始嫌弃子君了。（我）现在忍受着这生活
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但子君的识见却似乎只是浅薄
起来，竟至于连这一点也想不到了。后来涓生不管子君，找
到个烧着火炉的免费的图书馆里看书、度日，我终于在通俗
图书馆里觅得了我的天堂。同时，嫌弃着子君：她早已什么
书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



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
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
说得多么冠冕堂皇，就是嫌弃呗！说出我的意见和主张来：
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为的是免得一同灭亡。是
的，人是不该虚伪的。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
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
子君的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瞬间便又苏生，眼里
也发了稚气的闪闪的光泽。这眼光射向四处，正如孩子在饥
渴中寻求着慈爱的母亲，但只在空中寻求，恐怖地回避着我
的眼子君随她父亲走了，不久，传来子君死了的消息。

这篇故事看得我很是生气，给我的感觉涓生就是一个负心汉！
相恋是美好的，他是如何的期待、盼望着子君的到来，那么
热烈的交谈。同居后，生活里就主要是柴米油盐了，女人这
样的为你做，照顾着你，正是因为爱着你呀！不然，谁愿意
做这些粗活？玩、享乐谁还不会吗？可这男人看不到，吃饱
喝足了，就需要精神上的交流。没错，但这是建立在你吃饱
喝足的基础上啊！饿着肚子的时候你需要什么呢？很鄙视这
男人，他自私，狭隘，只知道自己，看不到别人为他所做。

在文章的最后，涓生后悔了：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
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
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
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
恨和悲哀。我甚至不相信涓生的忏悔，觉得人性难移。同时，
也认为后悔是没有任何作用的。错了就是错了，害人害己而
已。

伤逝读后感篇二

《伤逝》是涓生的手记，是涓生在子君死后深深的忏悔，涓
生说道：“即使在孽风怒吼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
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然而在我看来，涓生也仅
仅是因着子君的死而忏悔，而悲伤，许下这般誓言;因着子君



的死发现自己是自私的，因为自己的自私抛弃了子君，间接
导致了子君的死亡。若能重来一次，涓生许不会抛弃子君，
但我坚信他们的故事依然会以悲剧结尾。因为时代的局限，
封建的枷锁仍然存在，依然有一群“坚贞”的“卫道士”反
对他们的结合;两个人的性格弱点仍然存在，必不会一朝一夕
改变，依然无法契合，依然会滋生隔阂与不快;而他们的爱情
依然需要面包作为基石，没有面包的爱情依旧是重重危机。

封建礼教仍然是那个时代最坚固最高耸难以逾越的墙，纵使
主人公自己是“叛逆”的`，追求自由的，不在乎封建礼教、
纲常伦理，可是当身边大多数人都信奉纲常、崇拜礼教时，
自己的心意还是那么坚定吗?众人皆道山中有老虎，而自己明
知山中无虎也难免生出有虎的怀疑与忌惮，自己终究不会走
上进山的路，就算不用为了生计而惆怅挣扎，爱情永远不能
跳出那个时代的局限。《金粉世家》中内阁之子金燕西爱上
清贫女子冷清秋，为了追求她买下她隔壁的房子，带她游山
玩水，极尽浪漫。二人突破重重阻碍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可
也逃不开悲剧的结局，再浪漫的罗曼史最后也不过冷清秋轻
声一叹“齐大非偶”，金冷二人的爱情一如子君与涓生，终
究囚在了时代的牢笼里，门第之言，伦理之言，当身边的人
以封建古板的教条为信仰时，涓生与子君终究无法不在乎，
无法一味地坚持自我。

伤逝读后感篇三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这是《伤
逝》中子君掷地有声的言语。起初，她是那样的大胆与勇敢：
同涓生谈打破旧习，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
雪莱······他们的言语充满了整间会馆，接下来便是
自由恋爱并义无反顾地与涓生同居。难道共同的话语，共同
的理想就可以令他们不顾现实的存在而携手以相老吗?不，结
果是：不久后，涓生失业，子君愁苦，两人凄然分手，子君
抑郁而死，涓生也悔恨交加。



《伤逝》是有创作背景的——1925年10月，正是鲁迅与许广
平处于热恋之中的时候，鲁迅有对爱情对生活的希望与梦想，
但他却要认清现实，对热烈的爱情作出清醒的“冷思考”。
他需要考虑他曾经失败的婚姻，他要顾虑世人流言蜚语对许
广平的伤害以及他们17岁的年龄差距。但在接受了现实，认
清了敌人的`鬼魅伎俩，确证了许广平对自己的爱之后，爱情
上彷徨了多年的鲁迅终于呐喊了——我可以爱!

两人结合后，许广平并没有丢下曾经的信念与理想，把它们
都变成了对鲁迅坚贞不渝的爱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她协助鲁
迅工作，校对稿子，查找资料，安排鲁迅的饮食起居，一切
都是细心体贴，不亦乐乎。

鲁迅与许广平都是伟大的，因为他们都懂得人生的规则，当
然不仅仅是爱情方面。鲁迅知道如何在“热”中进行“冷”
思考，不沉迷于飘渺遥远的美好之中，而是将现实剖析。许
广平则了解怎样将理想与愿望有机结合，既没有让自己沦落
为家庭主妇，又没有让自己丧失工作能力。如果涓生、子君
也能如他们一般，大概就不会把所有的悔恨和悲哀埋葬甚至
遗忘中了吧!

无论是真实的鲁迅与许广平还是虚拟的子君和涓生都教会我
们——仰望星空追逐梦想的同时必须脚踏实地，用行动缩短
距离!否则我们将会被自己埋葬，甚至遗忘。

伤逝读后感篇四

涓生和子君，小资产阶级的理想与脆弱，经不起生活的考验。

《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部爱情小说，小说短短一万多
字却生动地描写了子君与涓生从相恋同居到爱情破灭的全过
程。语言简短有力，思想内容深刻庞杂。

他们相爱的时候，涓生是这样形容的，“去年的暮春是最为



幸福”，但就算如此愉悦时，他们走在路上，他仍会觉得到
时时遇到别人的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可见，
子君给他的幸福并没有坚定他的爱情，他的勇气在很早时段
都已经暗地里隐藏着不稳定性。文中描述子君的心理活动很
少，我们只能从涓生的想象中来寻找她的影子，但她的形象
却是鲜明无比的。尤其是于她的死对涓生全部的爱更是做了
一个永恒，“子君总不会再来的了……她的命运已经决定她
在我所给与的真实的---无爱的人间死灭了!”而这种美好东
西的毁灭，才更激起读者随之而来的悲情意识，也许这正是
揭示出悲剧人物形象的实质吧，令到我不免再次为之嘘唏心
痛了。

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悲剧，更让我们看到了爱情底下的更多内
幕，贫贱夫妻百事哀，谁对谁错世说纷纭，希望伤逝能给我
们带来对爱情更多的思考!”又起了一个催化剂的作用，加深
加快了她的悲剧化进程。但我们应该值得借鉴的是，既不能
象子君那样爱得失去了自我个性，也不能象涓生那样轻率地
开始。还是那句老话：没有足够的水，就不要走进罗布泊。
既然两人决定了相爱，就应该相互扶持，共同进步，哪怕结
局是一同灭亡，也要与爱同生。

伤逝读后感篇五

她的皮鞋高底尖触着砖路，发出清响，于是他骤然生动起来。
她会带来半枯的槐树的新叶，她会带来紫白的藤花……这一
切浓密的爱意都是要慢慢溢出来的羞涩呀！

“莫非她翻车了么？莫非她被电车撞伤了么？……”涓生的
思念被子君牵扯着，是极度的害怕失去让这年轻的脑袋装满
了恐惧。仅有子君安然无恙出此刻他面前，他的心才得以恢
复平静。

子君那时是大胆而不顾一切的，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
眼光灼灼注目下，她依旧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



境。他们大胆地同居了，为着他们所预见的新时代的曙光。
和熟人了断来往，和叔子切断干系，不理会“雪花膏”之类，
与油鸡们，阿随在院子里开始崭新的生活。一切似乎趋于稳
定。

然而他们之间突破了隔膜的了解让涓生觉着新生了一层隔膜。

他反复对自己说他这只禽鸟总要脱出牢笼，在新的开阔的天
空中翱翔，趁他还未忘却他的翅子的扇动。

子君劳累，子君也越来越冷寂。可是在那个年代，她抛弃了
自己的家庭，跟随涓生，如今又遭受这样的打击，谁能没有
情绪上的波动？她也每一天只能在油鸡，阿随，饭菜之间来
回。涓生选择了逃避，逃避“叭儿狗和油鸡之间”的位置，
逃避子君每日催他吃的相对无言的饭菜，逃去图书馆，去感受
“没有热气的火炉的温度”，去进行他的翻译工作。阿随也
被他丢弃，日子清净了么？不，磨灭刚进入高潮。

他告诉自己：他快要将人生的意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
生活。人必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他们幸福的小家成了他心中冰冷冷的地，子君对他温情的眼
神增加了他的苦痛，他觉着是子君槌着他的衣角，成为他前
进的累赘。他明白，自己已经不爱子君了。

然而子君还是默然离去，只言片语都未留下，只是将自己的
全部财产，放在了茶桌上，用手绢稳妥包好的仅有的财富，
全数交付涓生。

子君死了，不知何时死的，不知怎样死的，不知死在哪
里……

涓生连忏悔都是让人憎恨不已，他决意如果重来，他将选择
永远欺骗子君，让遗忘和谎言做他的前导。他将骗子君，自



己还爱她。可是，这样的谎言，实在更是残忍不已。

我无法理解涓生这样的人。既是最初有带领子君逃出封建枷
锁的勇气，却让这勇气被生活所泯灭。他们以往的纯真的爱
被生活物质的缺乏烙上不干净的印子，真是可笑。

半枯的老槐树还在，紫藤花也还在，可是生机不在，感情不
在，昔人不在……

伤逝读后感篇六

伤逝，伤的是又一股反抗力量的逝去，伤的是反抗最后走向
了消逝。

子君与涓生是一对在五四时期幸运地自由恋爱了的青年，他
们曾勇敢、曾幸福，修成正果后却又离散了。和整场运动一
样，两个青年有满腔热血，却不成熟，都未能完全对他们的
生活负责，都未为做好去应对各种磨难，只是热烈而单纯地
追求未知而神秘的自由，却没料到生活是艰难的，他们没有
争取完全自由的能力。这样的反抗，最终只能走向妥协，走
向失败。

子君的反抗，自然是受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与诱
惑，才有勇气追随了争取自由解放的队伍，才敢于说出“我
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英勇的话。
子君是受了诱惑的，被未知的、也许美好的东西的吸引。她
不知道自己究竟要的是什么，正如涓生所说：“她当时的勇
敢和无畏是因为爱”。因而婚后，子君与《倪焕之》中的金
佩璋一样，自觉地沉沦在繁琐而无趣的日常生活上，满足于
个人小天地里的幸福，丧失了人生理想，不再追求精神世界
的自由与欢愉。也许到死，子君自己也都还不知道，自己究
竟要争取什么。

相比子君，作为领路人的涓生，却让我感到更大的失望。当



与子君同时上街散步，只有看见子君高兴而自豪的走着时，
才敢也抬头挺胸起来。当丢失了本来就不高薪的工作时，涓
生不敢面对自己失业的`恐惧，就将自己的这份恐惧转嫁给子
君，认为是子君在恐惧。也许程度再深下去，就如《神经病》
中的方正英一样，对生活的担忧使自己神经衰弱，却对别人
说是自己的妻子发了神经。

涓生是虚伪的，高调追求自由，却在上街时缩在子君后头；
涓生是无能的，面对失业的压力，家庭的责任，只是选择躲
在通俗图书馆里；涓生是可笑的，不让子君打扰吃饭的他，
却计较自己吃饭介于油鸡与趴儿狗之间的地位；涓生是邪恶
的，在艰苦黑暗时期，竟认为“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
她应该决然舍去”，甚至想到子君的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