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狂人日记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之狂人日
记(实用8篇)

自我介绍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交环境中的差异，需要根
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力求与对方建立起良好的沟通。小编
为大家整理了一些岗位职责范文，供大家参考，并希望能够
对大家在工作中起到一定的帮助和指导作用。

狂人日记读书笔记篇一

《狂人日记》中"吃人"这个惊人的字眼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
人们的眼前, 鲁迅借狂人之口，令人们意识到封建主义"吃
人"!这一振聋发聩的呐喊使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醒悟了,
震撼了!

文中一个不懂世事的疯子道出了世间的本质，而那些将“疯
子”称为“疯子”的人却故意装作糊涂，明明干出一些吃人
的勾当，却做起了“君子”。文中写道“他们一翻脸，便说
人是恶人”，及其“翻天妙乎，与众不同”的处世原则更是
将封建统治阶级颠倒黑白的本领描述的淋漓尽致。他们“想
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遮掩，不敢直接下手”，这正是
他们缺乏勇气的体现。他们“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
了”，正如疯子对他哥哥的劝说中所说的一样：“吃人的人，
什么干不出!” 的确，吃人的人，什么干不出!为了吃人，竟
连自己的同胞兄弟也要谋害。从中可以看出在封建社会中，
少的是亲情，多的只是杀害、暴力与凶残。所以，小孩子，
狗，医生，陈老五以及大哥，都在以同样凶残的目光看
着“我”这块肥肉，他们要“育肥我”，然后再逼“我”自
戕，这样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又偿了心愿”，多么狡猾
无耻与凶残!更可悲的是我们的孩子们，他们何以有此等的心
思呢?!无非是老子娘教的， “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
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从字缝里看出字



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而如此无知善良的“我”
也在无意中成了吃人的人，成了吃人的人“销赃”的同伙。
所以他们将希望寄托于孩子身上，因此主人公在文章的末尾
高声呐喊：“救救孩子!”

文中"吃人"这个惊人的字眼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鲁迅借狂人之口，令人们意识到封建主义"吃人"!这一振聋发
聩的呐喊使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醒悟了,震撼了!

《狂人日记》一种自由的流露，一次正义的爆发。鲁迅先生
的声音在那个充满恶臭、血腥味的封建社会，唤起了沉睡的
人，沉睡的真的人，唤醒了整个世界!

…… 别再沉睡了，崛起吧。

初闻《狂人日记》大概是在5年级的时候吧!那是小姨还在上
学，寄宿在我家，一次学鲁迅的文章有一词不知所云，便去
请教，她解释的很多，但是没懂，小姨看我迷惑，便撂下话，
以后鲁迅的文章很多你会头疼的，《狂人日记》 《呐
喊》……很多暗喻，那是第一次听《狂人日记》一词。

小姨终究没能上大学，理由很简单，偏科厉害，文章写的一
流好，可理科却一窍不通，工作后的她经常来我家辅导我，
中学记得鲁迅的《长妈妈与山海经》 中间有些地方些许不了，
便解释，后来又听她默念，要是数学多考5分就能上大学，眼
中瞬间的期待变成了失望，看着课本依旧着看我写那些看着
对仿佛又不对的字。一会儿，又说，看过《狂人日记》吗?
我说没有，她便不再做声，那是我第二次听《狂人日记》。

初中毕业始终没有再学鲁迅的文章，许是太过深奥，学生都
懵懵懂懂，

高中后，家里买了电脑，通了网线，一次小姨在网络上找近
代文学作品，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到了《狂人日记》，也



巧，刚开网页，电话招呼她回去了，我也就无心看着这篇以
后成为我读后感的文章。今引其文章段落言句 做读后感之片
断。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鲁迅先生的文笔实在太犀利，人喻作狗，讽刺与谩骂却无形
中表露无疑，只是可有人能知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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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每叶上都写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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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先生无形中讽刺历来社会的制度以及当时时代的状况，
也充分说明了鲁迅先生对当时社会厌恶的态度或者是憎恶，
让人憎恶的社会可想而知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也从另一侧
说明了社会的腐朽和颓败!

早上，我静坐了一会。陈老五送进饭来，一碗菜，一碗蒸鱼;
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
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

鲁迅先生句句言语中带出来的讽刺和谩骂是众人所周知的，
文章模糊且深刻表现出社会 制度 人与人之间充满的互吃现
象，也许作为俗人，鲁迅先生是一个狂人，是一个患者，但
是从革命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先知先觉的人，历史上很多
背叛旧传统 的人都被称为“疯子”。如孙中山，鲁迅先生通
过狂也揭示了当时社会矛盾的对立，也成功的凸显了狂这一
本性!

《狂人日记》的现实主义精神，最重要的是念念不忘对封建
道德的批判、对愚昧国民的同性和鞭挞。在作品中，除了现



实主义的方法外，象征主义也时常可见。无论是“很好的月
光”，还是“赵家的狗”;无论是狼子村的炒吃心肝，还是李
时珍写的人肉可以煎吃，都既可以看作是现实主义的刻画，
也可以看作是象征主义的结合。狂人的精神病状的描写是逼
真的，而他的几乎所有语言又都是带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的。

文言文曾是我感觉中最难懂的，但是拜读了鲁迅先生的文章
后，我感觉鲁迅先生的文章的攻击力很强大，中国汉字的真
正意义得以从鲁迅先生的文章中展露无疑，也成功的凸显了
鲁迅先生对当时社会的深恶痛绝!

我认为，《狂人日记》将彻底的反封建精神和崭新而完美的
艺术相结合，深刻地体现了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实绩，对
其也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

“‘狂人日记’?怎么书还有叫这名的?有这本书吗?”听到这
本书的书名时，我心里这样想。所以就带着疑问，回到家来
从网上查，找到了《狂人日记》这本书的原文，我和妈妈仔
细地阅读了一遍。读完后，我想起了同学的一番话：“《狂
人日记》就是吃人的!特别恐怖……吃人的……”我觉得他说
的也对，但是还有很多地方我看不懂，所以又和妈妈查了查
故事的赏析，看完后，我才了解到：原来鲁迅写得这篇文章
并不只是说“吃人”：

鲁迅生活的那个年代，有很多不正当的礼教。由于当时肺结
核是很难治愈的，其中一些礼教发明了很多偏方。所以这些
礼教就说，可以用人血站着馒头给得病的人吃。很多人被逼
无奈，便信了这种偏方。鲁迅就想借着“狂人”的口来抨击
这种不良行为，来唤醒国民的愚昧。

看完后，我感觉鲁迅先生是一位主持正义，足智多谋的人。

初读《狂人日记》，觉得作者鲁迅先生似乎在说梦话，内容
凌乱近似无逻辑，于是，写这篇读后感，也从“梦”开始。



“狂人”近于“疯”，在做着“恶梦”，在境象中充满了青
面獠牙的家伙，黑暗阴森的笑，古怪的语句。却借着“疯”，
把带着愤怒、惊恐的鞭子一下子打到了隐痛之处，充满了内
在的紧张。每个人都睁着眼睛说谎话，互相深疑，都想控制
别人，却都无力超越他人，因而斤斤计较着。“狂人”被道得
“疯狂”了，从而说出一堆真话。

《狂人日记》塑造了一位“狂人”，看见什么人都以为是要
吃他：他看见邻居交头接耳地议论，就觉得是在密谋害他;医
生给他诊脉，他也觉得那人不过是刽子手假扮，是来“揣一
揣肥瘠”的，好分他一片肉吃;大哥安慰他，让他静养着，他
却怀疑是想养肥他，好多吃些肉;“狂人”还听说邻村狼子村
有个“大恶人”，被佃户打死，连心肝也被挖出炒了吃，又
联想起小时候大哥讲书时说的“易子而食”、“食肉寝皮”
的事，就越发相信了自己的判断。最后他终于鼓足勇气，发
出：“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
人，活在世上”的愤怒的呐喊。

初中初次看鲁迅先生的这篇《狂人日记》的时候就感觉很不
解，看完后只觉得这是篇恐怖小说吧。于是，没怎么在意就
略过了。这次《狂人日记》看了第一遍，也仍旧是这个感觉，
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挤出2个字：吃人!无奈，又认真看了6遍
之后，恍然大悟，收获一份很大的震惊，但却不是因为吃人。

鲁迅先生这篇文章是通过以虚写实，徐徐渐进，然后拨开迷
雾的手法带领读者的醒悟。

从开始心情爽快，夜晚很好的月光，看出还未意识到所存在
的危险，其中提到赵家的狗，为后来发展做出预示的铺垫。
后是今晚没月光，于是开始渲染阴暗的气氛，以赵贵翁为代
表的一群人都以仇恨的眼神看着我，连小孩子也一样，是他
们娘老子教的，与末句相呼应。表现出当时社会黑暗笼罩，
封建黑暗礼教已经从本质上侵蚀了整个社会从小孩到老者的
思想。那样的社会，阴冷的黑暗恐怖的气息漂浮在空气中，



令我感受到的是毛骨悚然!

从狂人意识到封建礼教的吃人到揭露吃人的本质，他们从遮
遮掩掩到赤裸裸露出凶恶的真面目，白厉厉的牙齿，可看出
礼教的吃人与暴戾。

四千年的封建社会，就是四千年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统治
的社会，也就是四千年吃人的社会，封建礼教的迫害使得现
在的人们变得麻木愚昧对于别人的遭遇没有同情心，对于自
己所遭受的，没有反抗，浑浑噩噩的度过一天又一天。

"你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
世上。"这句狂人的呐喊远比不过这四千年的吃人历史以及这
段历史造就的人们的愚昧与麻木无知。即使知道自己错了，
也麻木的无视和可笑的维护群抗，激昂放大声的疾呼换来的
是无力的共鸣，以及有力的吃人。

其中3处提到赵家的狗，凶恶吃人的眼神，令人毛骨悚然的狂
吠。从社会的深处散发出的黑暗与阴霾。作品中狂人其实是
一个敢于向传统世俗社会挑战的清醒反封建者向世人讲述这
个社会的吃人本质，意欲唤醒人们，一起推翻旧的吃人的封
建礼教。可是根深的蒂固的吃人礼教让受迫害的人们依旧麻
木，国民的劣根性一览无遗。

然从第一段"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看出仍有所遗憾，狂
人的最终屈服，意识到封建礼教根深蒂固，拔除非一人之力
所能为之，保持自主是多不容易，可作者仍补失憧憬未来。

文章的最后一句呼唤"救救孩子……"意欲新的希望的呼唤强
调科学的启蒙教育思想的行为，国民性的改教。孕育新文学，
倡导新的文学革命。



狂人日记读书笔记篇二

从日记中的胡言乱语看。狂人似乎是真的狂了，因为一个精
神正常的人怎么可能会有这么混乱的思想与言语，甚至后来
渐渐觉得别人对他的一颦一笑都是为吃他做的准备？从现在
的医学角度上看，这应该属于“被害妄想症”吧。但是，如
果套在他所处的环境下，我又觉得他并不是“狂”，更不应
该是他哥口中的“疯子”，因为他看到了那个封建社会中黑
暗的审处，而且他的一言一辞都在暗示着些什么。特别是那句
“你们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着这世上”一直在我
脑海里萦绕着。它似乎在预言着些什么，强而有力的。

我不晓小说具体是怎样对封建社会的多面地揭露和反抗。但
我认同小说承载着一种特定社会的内涵。而狂人的思想也造
就于那个年代，那个社会。我觉得，狂人是社会压迫下底层
人民的代表。所以他感觉有人要“吃”他，或许他也是知道
的，其实背后是这个社会在“吃”他。回到当代，以前的那种
“吃”表面上似乎没了，毕竟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也已
有一个世纪之久。但是，这种“吃”人的事情也不复存在了
吗？似乎不是，它将会一直存在着，直到社会能达到数千年
前古人所描述的大同社会。不过，“吃”人的东西随着年代
的改变也改变了，而且变得更加多元化，更加难以解决，因
为现在要改的是思想的东西，是扎根了五千年的民族的劣根
性。这绝不是一次辛亥革命，一次新文化运动，一次五四运
动能够彻底改变的东西。社会上太多真真假假了，我们不知
道如何去辨别，因为当知道红十字会的那些些丑事之后，我
不知道那些黑暗角落里的人还有没有心。他们用自己的贪婪在
“吃”那些等待被救助的可怜人。社会上太多生离死别了，
那些有权有势的黑了心的“李刚的儿子”在以我也不知道的
方式在“吃”我的同胞。社会上太多意外了，高铁的，公路
的，校车的……这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我没想到，连“他
们”也在悄悄地“吃”我们……想到这，我似乎可以感受到
当年的狂人为什么会不自觉地从头冷下了脚尖上。



现在的人不会蘸着别人的血去吃馒头，但并不代表这“吃
人”的事情在现在没有。只是他们变聪明了，他们知道
这“吃人”的人是不能活在这世上的，但是他们改不掉“吃
人”的习惯，所以他们在背地里“吃人”。他们啃食着我们
的生命，甚至啃食着我们的灵魂。他们给我们看见很多负面
的事情，他们让我们沮丧，他们似乎想让我们都变成狂人。
实际上，我感觉我们最终是会成为这个社会所孕育而来
的“狂人”，因为如果我们发出抗议，发出不满的声音，他
们会说我们是有“强迫症”的狂人；如果我们相信了他们，
以为自己有了“强迫症”，以为自己真的想太多，那么我们
会渐渐地对这些黑暗的事情无所谓，我们会默认会顺应甚至
会跟随，然后加入“吃人军团”成为突然清醒过来的那一代
眼中的“狂人”。相对于前者，后者更是可悲，那是真正的
狂，是直入骨髓的狂。

鲁迅先生最后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他希望可以救救孩子。
但显然，他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也无法实现。当所有人都在
疯狂地“吃人”的时候，孩子的命运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抱
着自己纯洁的心灵被他们“吃掉”；要么跟着他们一起
去“吃”，以保存自己的驱壳。到底要怎么去改变这个“吃
人”的社会，到底要怎么救救孩子，救救自己？鲁迅先生穷
其一生也没有得到答案，而现代社会的我们，有人也试图在
寻找这个答案，也有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反而迷失了自己。

狂人日记读书笔记篇三

《狂人日记》是出自鲁迅之手的白话小说，他把日记与精神
病病人的内心独白结合在一起，表达出了自己所想的内容。

狂人是一个症患者，惧恐多疑，逻辑思维不健全。鲁迅通过
对一个症患者进行内心独白的描写，不是为了拍出下层劳动
受到的，也不是写一个精神病人的纪实文学，而是要借狂人
之口来揭露几千年封建礼教的无知愚昧，哀叹民族的黑暗堕



落。

鲁迅抨击了当时吃人的社会现实。他巧妙地借用“我”这一
角色，描绘了人性的丑恶与社会的残缺。实在的说，文章色
彩过于晦暗，当着晦暗中又透着逼人的灼光。“吃人”，真
的是吃人么?鲁迅这样说，只不过是在说明在社会现实的无情
和吞噬下，人性一点点泯灭。他说“吃人的人的兄弟”，天
下谁部位兄弟啊?所以，这里的“我”并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
“民族”，“吃人”的民族，合适能觉醒，何时能认清鲁迅
借狂人之口，向世人发泄着愤懑。但是，社会的黑暗之深之
广，湮灭了一切，只有先生不肯抱残守缺，向着苍天不断地
发泄着。

鲁迅在文后借狂人之口发慨“救救孩子……”最后的省略号
使整篇文章意味深长。也许这只是“我”无助的呼喊，
但“我”代表着一类人，代表着内心充满着对美好社会向往
的一类人。那些无忧无虑生活的孩子们，原来可以有一个快
乐的童年，儿现在也加入了吃人的行列，也开始变得冷酷无
情，他们肮脏的心灵再也洗涤不清，无法再回到以前纯真的
模样。

但是!他这一声“救救孩子……”的呼唤，让我们看到鲁迅那
宁可燃烧自己，也要把光亮留给孩子的企盼!因为那不仅仅是
孩子，不仅仅是生命，更是希望!

狂人日记读书笔记篇四

《狂人日记》通过一个被迫害者“狂人”的形象以及“狂
人”的自述的描写，揭示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表现
了作者对以封建礼教为主体内涵的中国封建文化的反抗;也表
现了作者深刻的忏悔意识。作者以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
的立场对中国的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同时对中国的甚至



是人类的前途表达了深广的忧愤。

初次看鲁迅先生的这篇《狂人日记》的时候就感觉很不解，
看完后只觉得这是篇恐怖小说吧。于是，没怎么在意就略过
了。这次《狂人日记》看了第一遍，也仍旧是这个感觉，百
思不得其解。于是挤出2个字：吃人!无奈，又认真看了6遍之
后，恍然大悟，收获一份很大的震惊，但却不是因为吃人。

鲁迅先生这篇文章是通过以虚写实，徐徐渐进，然后拨开迷
雾的手法带领读者的醒悟。

从开始心情爽快，夜晚很好的月光，看出还未意识到所存在
的危险，其中提到赵家的狗，为后来发展做出预示的铺垫。
后是今晚没月光，于是开始渲染阴暗的气氛，以赵贵翁为代
表的一群人都以仇恨的眼神看着我，连小孩子也一样，是他
们娘老子教的，与末句相呼应。表现出当时社会的黑暗笼罩，
封建黑暗礼教已经从本质上侵蚀了整个社会从小孩到老者的
思想。那样的社会，阴冷的黑暗恐怖的气息漂浮在空气中，
令我感受到的是毛骨悚然!

从狂人意识到封建礼教的吃人到揭露吃人的本质，他们从遮
遮掩掩到赤裸裸露出凶恶的真面目，白厉厉的牙齿，可看出
礼教的吃人与暴戾。

四千年的封建社会，就是四千年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统治
的社会，也就是四千年吃人的社会，封建礼教的迫害使得现
在的人们变得麻木愚昧对于别人的遭遇没有同情心，对于自
己所遭受的，没有反抗，浑浑噩噩的度过一天又一天。

“你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
世上。”这句狂人的呐喊远比不过这四千年的吃人历史以及
这段历史造就的人们的愚昧与麻木无知。即使知道自己错了，
也麻木的无视和可笑的维护群抗，激昂放大声的疾呼换来的
是无力的共鸣，以及有力的吃人。



其中3处提到赵家的狗，凶恶吃人的眼神，令人毛骨悚然的狂
吠。从社会的深处散发出的黑暗与阴霾。作品中狂人其实是
一个敢于向传统世俗社会挑战的清醒反封建者向世人讲述这
个社会的吃人本质，意欲唤醒人们，一起推翻旧的吃人的封
建礼教。可是根深的蒂固的吃人礼教让受迫害的人们依旧麻
木，国民的劣根性一览无遗。

然从第一段“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看出仍有所遗憾，
狂人的最终屈服，意识到封建礼教根深蒂固，拔除非一人之
力所能为之，保持自主是多不容易，可作者仍补失憧憬未来。

文章的最后一句呼唤“救救孩子……”意欲新的希望的呼唤
强调科学的启蒙教育思想的行为，国民性的改教。孕育新文
学，倡导新的文学革命。

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

前天赵家的狗，看我几眼，可见他也同谋，早已接洽。

赵贵翁和他的狗，也在里面，都探头谈脑的挨进来……

狂人，何以狂?他每日惶惶不可终日，似乎人人都想害他，疑
人疑鬼，就连狗看他几眼，他也是“怕得有理”。逐渐崩溃
的他，每一样东西在他眼里都已变样。在他眼里，吃人的人
慢慢都露出了吃人的嘴脸。他从“易子而食”“食肉寝皮”
的记述联想开去，他在历史上看到的，满本都写着两个字
是“吃人”。这个发现又把历史和现实中具体的肉体上的吃
人，上升到仁义道德等纲常名教“吃人”的更深的层次。作
者通过狂人的逐步变狂来批判封建礼教对人的压迫，对人心
的迫害。文字间表面描写的是主人公的内心思想，实际上把
矛头指向封建制度，对毒害了几千年的知识分子的封建礼教
发起了血泪控诉。他的狂，是对封建宗法制度和礼教“吃



人”本质的暴露。

《狂人日记》采用了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实写狂人的疯话，一语双关地使他具有了象征意义，通过象
征主义实现了从反对肉体的“吃人”提升到揭露礼教“吃
人”。实写人物，用的都是现实主义;虚写寓意，用的是象征
主义。

狂人发出的“从来如此，便对么?”的质问，表达了时代的反
思和叛逆之声。“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
肉”，狂人也被纲常名教毒害而成了吃人者，“我”不仅是
狂人本身，也代指处于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之下的中国人，
封建纲常名教毒害了所有的中国人，作品由此表达了封建礼教
“吃人”本质最深层次的揭露和批判。

在传统势力支配下的社会，那些首先说出历史真理的先驱者，
常常被诬为狂人或疯子。狂人的言行导引着读者看到中国几
千年的宗法制度和礼教“吃人”的真相，让读者反思这一制
度对“人”的毒害，对人性的压榨和逼迫。狂人期望未来，
瞩目下一代，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这是对封建主义抗
争的号召，同时也向世人昭示了一条变革社会的途径。

《狂人日记》表现了现代人最初的觉醒意识，体现了中国现
代文学反封建的总体倾向，向封建纲常礼教发出了质问，抗
争，呼喊那些被蒙蔽的心灵找回自我，是对封建礼教发出的
利剑。

狂人日记读书笔记(三)

“吃人”……起来很不可思议……

《狂人日记》中“吃人”这个惊人的字眼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在人们的眼前，鲁迅借狂人之口，令人们意识到封建主
义“吃人”!这一振聋发聩的呐喊使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



醒悟了，震撼了!

文中一个不懂世事的疯子道出了世间的本质，而那些将“疯
子”称为“疯子”的人却故意装作糊涂，明明干出一些吃人
的勾当，却做起了“君子”。文中写道 “他们一翻脸，便说
人是恶人”，及其“翻天妙乎，与众不同”的处世原则更是
将封建统治阶级颠倒黑白的本领描述的淋漓尽致。他们“想
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遮掩，不敢直接下手”，这正是
他们缺乏勇气的体现。他们“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
了”，正如疯子对他哥哥的劝说中所说的一样：“吃人的人，
什么干不出!”的确，吃人的人，什么干不出!为了吃人，竟
连自己的同胞兄弟也要谋害。从中可以看出在封建社会中，
少的是亲情，多的只是杀害、暴力与凶残。所以，小孩子，
狗，医生，陈老五以及大哥，都在以同样凶残的目光看
着“我”这块肥肉，他们要“育肥我”，然后再逼“我”自
戕，这样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又偿了心愿”，多么狡猾
无耻与凶残!更可悲的是我们的孩子们，他们何以有此等的心
思呢?!无非是老子娘教的，“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
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 “几个字”，“我”从字缝里看出字
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而如此无知善良的“我”
也在无意中成了吃人的人，成了吃人的人“销赃”的同伙。
所以他们将希望寄托于孩子身上，因此主人公在文章的末尾
高声呐喊：“救救孩子!”

文中“吃人”这个惊人的字眼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人们的眼
前，鲁迅借狂人之口，令人们意识到封建主义“吃人”!这一
振聋发聩的呐喊使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醒悟了，震撼了!

《狂人日记》一种自由的流露，一次正义的爆发。鲁迅先生
的声音在那个充满恶臭、血腥味的封建社会，唤起了沉睡的
人，沉睡的真的人，唤醒了整个世界!

……别再沉睡了，崛起吧。



狂人日记读书笔记篇五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狂人日记》是鲁迅创作的第一个短篇白话文日记体小说，
也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小说，写于1918年4月。这里给大家
分享一些关于狂人日记读书笔记600字，方便大家学习。

狂人日记读书笔记600字1

民国时期，一位患有“迫害狂”症的病人写下了一册日记，
日记中，他的世界到处充满了恐惧。他觉得身边所有的人都
要吃掉他，不论亲戚朋友还是街头素不相识的路人，也包括
他那现在正在养活整个家的大哥。

狂人想：大哥对我讲书的时候，亲口说过可以易子而食;有一
回偶然议论起一个不好的人，他便说不但该杀，还当食肉寝
皮。除了大哥的话，还有那些周围发生的事也让这个丧心病
狂的人对“吃人”深信不疑。狼子村打死了一个恶人，几个
人把他的心肝挖出来油煎炒了吃;一个女人打她儿子，还骂道：
“老子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一想到这些，狂人便从顶
上直冷到脚跟。后来，狂人甚至以为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吃
过人，大哥把小时候死去的妹妹的肉体放在饭里给狂人吃。

这位狂人生动的描绘出了一个人吃人的社会，而也揭露了当
时社会的黑暗。可以说，狂人是被当时的非人道主义所逼疯
的。那些封建的想法，如：吃恶人心肝可以壮胆，都在记中
表现了出来。狂人痛恨那些封建礼教假借道德的名义，宣扬
残忍和暴力。日记最后，狂人喊着：“救救孩子”，这是对
旧社会的反抗和对新一代的担忧。

最令我感动的是这样一句话：“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有的
是正义和勇气;老头子和大哥都失了色，被我的勇气正气镇压
住了。”狂人所说的这一句话，让我懂得，只要我们有勇气，



只要正义是站在我们这边的，任何歪风邪气、封建迷信都会
迎刃而解。

狂人虽然是个丧心病狂的疯子，但他并不傻，他懂得什么是
人性，什么是真善美，他也知道：应该去追求一个真正美好
的社会。也许更多像狂人的人出现，社会才会更有朝气吧。

其实，回过头来再想“狂人”的“狂”，在那个变态的社会
中，反而是真正的不“狂”。鲁迅先生只不过想借“狂人”的
“狂”来唤醒沉睡的人来推翻那个充满血腥味的社会而已。

最后，借用一下某教材书上的话来作为我的结尾，“犀利的
思想与凝炼老辣的语言融为一体，撕开其潜意识里面的自私，
冷漠，懦弱等变态性的劣根心理，使他们在惶惶不安之中受
到灵魂的折磨。”

狂人日记读书笔记600字2

鲁迅先生是我个人比较喜爱的一位作家，也喜欢他说过的一
句话：“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今日一读周先生
写的《狂人日记》，看懂了一些俗世道理。

在夜间读这篇文章，不禁有些害怕。题目挺狂的，内容也疯
狂至极。文中多次提到了“他要吃我”，把那个社会的人都
形容成了可怕的吃人狂魔。他的哥哥，亲戚，村内人，都对
他的“肉”虎视眈眈，青黑的眼，惨白的脸，没有一点人性。
这也是让我感到发颤的。我怕那令人惶恐的外皮，更不想碰
触那颗散发凉气的心啊!在狂人眼里，人的劣根性就这么冒出
来了。

我不敢去想象那些脑里虚构出的场面，那样会让我头皮发麻。
我可怜那些吃人的人，没有属于自己的思想，被千百年来的
封建礼教束缚着却不屑去挣脱，我可笑那些吃人的人，不懂
得身体发肤授之父母，麻木如同行尸走肉。



文中的狂人也厌弃那些人，却只能无奈地不同他们一样。他
们的脑子是混沌的，他们的双手是罪恶的，他们的嘴是污浊
的。谁去救救他们啊?他们是沉睡着的，就如同当时的国民一
样，他们的双眼看不到身边人，他们的耳畔也听不见自由的
真谛。我痛惜晚清的腐败，也郁结于民国时期的战乱纷飞，
人民的无家可归。

最后一句——“救救孩子!”让我体会到了一颗赤心在跳动，
在黑暗中发出耀眼的红光，在不安与急切里交错着，感叹那
个时代之下的浮华与苍凉，同时也为有鲁迅这么一位文学大
师而感到骄傲。

我们有狂人的态度，却没有他们的精神。

狂人日记读书笔记600字3

看到《狂人日记》的题目时，感觉这篇文章好像是一个不正
常的人写的，整篇文章可能写的很疯狂，也可能写的一塌糊
涂。这样想着，不由自主的看下去。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
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
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我怕得有
理。"我从这段话中的"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想到主人
公三十年前可能就见过这个人。既然是赵家的狗，那么这个"
他"肯定也姓赵。读这段话的时候，我觉得鲁迅的文章和现在
我们写的文章大不相同，他的写作不用好词好句来描述，也
能使我们忍不住接着读下去，就像我亲眼看见了故事中的情
景。

整篇日记都在说吃人的事，"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养肥了，
他们是自然可以多吃;我有什么好处，怎么会好了""?他们这
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遮掩，不敢直截下手，
真要令我笑死。""有的是仍旧青面獠牙，抿着嘴笑。我认识



他们是一伙，都是吃人的人。大哥也忽然显出凶相，高声喝
道，"都出去!疯子有什么好看!这时候，我又懂得一件他们的
巧妙了。

"在正常人眼里，他们为主人公做的事情是正常的。但在狂人
眼里这些话会引起他的胡思乱想，怀疑他们的举动都是要吃
它，狂人有些惊慌失措"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
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根。我直跳起来，
张开眼，这人便不见了。全身出了一大片汗。文章中描述狂
人疑神疑鬼、紧张兮兮的样子，我觉得他真是可笑。

我上网查阅了一下，狂人日记的正确解释是揭露当时旧社会
的黑暗的事，鲁迅把自己当成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来看这个黑
暗的世界，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虚伪和本性。我又拿起书看
了一遍，其中有一段狂人的话我想了半天"吃人的是我的哥哥，
我自己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
的人的兄弟。"我有些转不过弯来，我猜想着这句话的所表达
意思。

狂人日记读书笔记600字4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几个为数不多的“不正常”的人，
在鲁迅笔下的这位“狂人”就是这么一位代表。

这位狂人把一切都想得那么坏，把别人的一举一动都理解为要
“吃我”，看到来给他看病的大夫，竟然被他看成了杀人的
刽子手了，他怀疑土绅赵贵翁要吃它，怀疑所有人都要吃它，
怀疑自己的哥哥也要吃他，到了最后竟然觉得自己也吃了妹
妹的几片肉，我们不禁觉得这个狂人，自始至终，都是自己
一直多疑，怀疑这个，怀疑那个，我们不由得想说他真的是
一个神经病。

有一句成话是“苛政猛于虎”，是说苛刻的政策比老虎都要
凶猛，那么这位疯疯癫癫的狂人所处的那个世界一定没有几
个真实的人了吧，这些看上去体体面面的绅士们，全都是遵



循着所谓礼教的人，那这些人统统都是吃人的老虎。

在一本书里，满篇满页的写着仁义道德，可是仔仔细细看看，
字缝里都写满了吃人二字，我从这句话读懂了那时一切看起
来都是那么美好，但是其实每天都有一批批的人被文明和礼
教吃掉。

读完这本书，我深深地感到，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有一条好
的法律，也是好的;不管是蜜罐温床，还是腰缠万贯，法律会
杀人，你再怎么的感到安全，也无法活下去。我们现在是幸
福的，没有吃人的法律，但我们也要为了不让我们的下一代
受到这种吃人世界的折磨，也要去努力。

狂人日记读书笔记600字5

《狂人日记》这本书是鲁迅先生发表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
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鲁迅先生在这篇文
章中表达了许多东西。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一个“迫害狂”患者，有被害妄想
症。狂人在日记中记到：“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
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
论我，有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
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
们布置，都已妥当了。”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那多疑的心理，走在路上看谁都觉得谁
要谋划算计他，就连纯真可爱的孩子在他看来也是要害他的。
狂人从那来自狼子村的佃户口中得知他们村里有一个大恶人
被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那人的心肝用油煎炒了吃，再
看看佃户和大哥的眼神，和外面那伙人一模一样，他惊恐得
联想到自己可能也会被吃掉。狂人的大哥请来一个老头子来
给狂人诊病，狂人自然而然就想到那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
给他把脉是为了分一片肉吃。当他吃饭时，一碗蒸鱼让他难



以下咽，因为“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
想吃人的人一样。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

看到这儿，我不禁对这个狂人产生同情之感，由于自己的幻
想，他时刻活在对自己将可能被他人吃掉的担忧之中，睡不
着，吃不好，那该是有多痛苦呀。

文中“狂人”的疯疯癫癫的话语其实是封建家庭制度和礼教
制度迫害的表现。狂人为什么会存在?我认为那是因为他处于
一个狂世。那是一个“吃人”的社会，中国封建的“吃人”
历史已有几千年了，文中说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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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的每叶上都写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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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人”实际上是一个敢于向传统挑战的已经觉醒的知识分
子形象，一个敢于向现实的世俗社会挑战的清醒的反封建的
民主主义者的象征形象。鲁迅先生借“狂人”之口来揭示了
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发人深省，令人敬佩。

;

狂人日记读书笔记篇六

关上书，我深吸了一口气，眼前似乎还飘动着鲁迅先生的
《狂人日记》，那个黑暗、冷漠、血腥的年代。

本篇鲁迅先生假借精神失常者的恐惧揭露社会的黑暗与冷漠。
在“狂人”眼中看来，四周都是随时张开血盆大口吞噬自己
的人，赵家的狗、狗的主人——赵富贵、还有一些未经人事
的小孩仿佛都是吃人者，最为伤心的是自己的哥哥也成了其
中一员。在这儿，我将“吃人的人”理解为万恶的旧社会。



“狂人”进于“癫狂”，不停地做着“噩梦”，在境象中充
满青面獠牙的家伙，黑暗阴森的笑，古怪的语句。却借助
着“疯”，把带着愤怒，惊恐的鞭子一下子打到了隐痛之处，
充满了内在的紧张。每个人都睁着眼睛说谎话，互相生疑，
都想控制别人，却又无力超越他人，因而斤斤计较着。“狂
人”被道为“疯狂了”，却又在“疯”的状态中说出一堆真
话。

看似简单的几句话，却将一个黑暗的社会鲜活的呈现出
来，“狮子似的凶心”当指社会统治者的狠毒，“兔子的怯
弱”指的应当是软弱无知的群众，“狐狸的狡猾”我想猜的
无误应指圆滑世故，当属“墙头芦苇两边倒的”商人们。于
是这天便不知是“日”和“夜”了。

文章最后一句：“救救孩子……”这呼声凄厉，甚而有绝望
在内!绵绵不绝震撼这世人的内心。这正是鲁迅先生对“哀其
不幸，怒气不挣”麻木民众的大声呐喊。

狂人日记读书笔记篇七

关于狂人的那些事儿鲁迅先生以笔做枪杆，打响了反封建的
第一枪。史上第一篇以白话文撰写的小说出世了《狂人日
记》。

文中的“我”，时时刻刻处于被吃的危险中，吃人吃人！每
个人、每张脸上透露出的贪婪、狰狞，见他们打量“我”的
目光，像饿狼见着了初生的婴儿———恨不得立马扑上
去。“我”发现了自已是迟早要被吃的，但又如何呢。他们
大抵都是捉摸着，哦不，是就在捉摸着怎样吃掉“我”呵。
吃人与被吃，这世界变得“单纯”的多了。这是些个怎样的
狂人们。“我”的大哥竞谋划着吃掉了“我”的妹妹，如今
这同样的命运降临到了“我”的身上。吃人呵，吃人！这里，
不仅人的脸上写着吃人，就连《论语》，封建礼教的经典里
面，满眼写得都是吃人！



或许“我”应该屈服在这被吃的命运中。可是，“我”怎么
甘心，斗争，要反抗，既使改变不了被吃的命运，却也要用
血与肉书写下“我”不屈的灵魂！

鲁迅先生在这篇《狂人日记》中猛烈抨击了以孔子为代表的
传统封建礼教的人们，带着伪善的面具，满口的仁义道德，
之乎者也，却字里行间蹦出的都是“吃人”。想想鲁迅先生
这样说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自秦朝起，中国的统一，封建君
主专制制度的建立直至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绵延了两千多年。
这固然对我国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团结统一起到了巩固之
效，却也造成了君主独断专行，官欺百姓的惨剧接二连三的
发生。而以孔子为首等人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这一等级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这正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的“暖床”。于是“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响亮起来了。像聂
绀弩先生在《我若为王》中那样写道：我若为王，我的姓名
就会改作：“万岁”，我的每一句话都成为：“圣旨”。我
的意欲，我的贪念，乃至每一个幻想，都可竭尽全体臣民的
力量去实现，即使是无法实现的。我将没有任何过失，因为
没有人敢说它是过失；我将没有任何罪行，因为没有人敢说
它是罪行。没有人敢呵斥我，指摘我。

我将看见所有的人们在我面前低头、鞠躬、匍匐，连同我的
尊长，我的师友，和从前曾在我面前昂头阔步耀武扬威的人
们。我将看不见一个人的脸，所看见的只是他们的头顶或帽
盔。或者所能够看见的脸都是谄媚的，乞求的，快乐的时候
不敢笑，不快乐的时候不敢不笑，悲戚的时候不敢哭，不悲
戚的时候不敢不哭的脸。我将听不见人们的真正的声音，所
能听见的都是低微的，柔婉的，畏葸和娇痴的，唱小旦的声
音：“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是他们的全部语言：“有
道明君！伟大的主上啊！”这就是那语言的全部内容。没有
在我之上的人了，没有和我同等的人了……于是乎，这样的
社会是充满了奴才的世界，这样的卑躬屈膝，奴颜媚骨的人
们充斥着社会，那么中华还有什么希望呢？打到！打到它们！
鲁迅先生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



国的国门被迫打开，成为英国掠夺原料的场地和倾销商品的
市场。

《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市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它昭示着
中国由此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接踵而来的是中
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国人民从此生活在水
深火热之中。作为炎黄子孙的不允许我们屈居人下，作为已
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不允许我们被列强打得落花流水。中国
要自强！要自立！自洋务运动起，中国大大小小的改革不计
其数，却无一能够回狂澜于既倒。

归根究底就是这封建制度在作怪。作为一个有良知有抱负的
中国人又怎么能够熟视无睹！于是，鲁迅先生挺身而出，揭
露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真实面目，撕碎那满口仁义的丑恶
嘴脸。我们要在文学作品中体知世事，却更加要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狂人日记读书笔记篇八

《狂人日记》在中国文学上产生重要的影响不仅仅仅因为他
塑造了生动的，有特定时代好处的狂人形象，还在于他的文
学形式。

看到一伙小孩也觉得他们在议论自己。

小说是日记体形式，序言为文言文，正文为白话文。序言中
的叙述主体为“余”，是讲述“余”听说其友昆仲的弟弟生
病的故事。叙述者为“余”，故事主人翁则为昆仲之弟。而
正文中，故事主人公为作者虚构的“我”，由“我”来为读
者讲述一个“吃人”的社会的故事。故事主人公为“狂人”，
叙述者为作者。也就是说，这个故事不是“余”的故事，不
是鲁迅的故事，也不是狂人的故事，而是三者的交错。这种
选取三个角度来叙述的方式，能够使作者自由灵活出此刻文
本中。“余”作为叙述主体时，使故事更具真实性也将故事



框定在某个特定的背景里。在序言中，有具体的名字，身份，
(“某君昆仲”)而正文中只以“我”狂人这个形象为代号，
有了名字，身份，就说明了这个故事的必须的社会真实性。
这使得小说具有必须的真实可靠性。另一方面以第一人
称“我”作为叙述主体，“我”既是狂人，主人公“狂人”
以叙事者“我”的身份在文本中出现，用狂人的内心独白表
现叙事资料，应对读者，向内了解自己，向外了解周围人，
在狂人眼中自己是正常的，受迫害的，而周围人都“想要吃
我了”，“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
吃人的人的兄弟!”我所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就是真实发生
在狂人身上的事，便于生动的，形象的，有条理的叙述故事，
但是狂人这一形象是具有迫害狂病症的人，是虚构的，因此
他的一些言语又不利于读者理解。如：“我是吃人的人的兄
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就文本而
言，是讲狂人发现他哥哥也是会吃人的，而且还是想吃自己
的人。但是，狂人的迫害狂病症决定了他的言语是混乱的，
不可信的。然而，“余”“我”这些对象又都是作者鲁迅创
造出来的，这就弥补了作为叙述主体的“余“我”的缺陷。
使得故事既有必须的真实感又不受文本环境限制。

就叙事资料而言，《狂人日记》透过叙述狂人的所见所感，
淋漓的刻画了一个既清醒又疯癫的狂人形象。就叙述话语来
讲，作者运用内聚焦的视角生动再现了狂人的心理活动。又
灵活运用多个叙述者，使整篇小说形式上新颖个性，资料思
想上深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