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狂人日记的读书笔记精彩片段(大全10
篇)

经典文学作品的价值不仅在于娱乐，更在于它们对人类文明
的积极影响。在写作评价时，我们要站在读者的角度出发，
看待和解读这个作品；经典名言通过简明扼要的表达方式让
人们更容易理解复杂的道理和智慧。

狂人日记的读书笔记精彩片段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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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人日记的读书笔记精彩片段篇二

《狂人日记》是鲁迅1918年5月15日的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
它发表在1918年5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四卷五号上，
后收入《呐喊》中。

小说塑造了一位狂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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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觉得那人但是是刽子手假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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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相信了自己的决定。最后他最后鼓足勇气，发出：“你们
能够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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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透过一个被迫害者的自述，深刻地揭露和抨击了封建家
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封建礼教叛逆者
“狂人”的形象，号召人们起来推翻人吃人的旧制度，是中
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著名的彻底反封建的新文学作品。

狂人日记的读书笔记精彩片段篇三

我是极其推崇鲁迅的，较大程度上，我的个人性格形成其实



和鲁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在我的启蒙时期读的书全然都
是鲁迅的，当然，环境的因数还是较大的一份。

但我当初都是拿鲁迅的书来下饭的，吃饭的时候，还是不要
看书的好。我现如今终究是没有了那一份快乐。陡然而生的，
是一种惆怅，一种自我难以排解的，无法忘却的惆怅。难道
要我转身斥责鲁迅写出了这等东西吗?定然不是，我终究还是
我，鲁迅终究还是鲁迅。

《狂人日记》是他的第一部白话文小说，同时在中国的文学
史上都是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我看过多次，多次看过。此
时的我，当真是难以真切的交谈出自身的那种感触。

狂人真的是狂了吗?自然不是的，但他不狂吗?不狂又何以说
这些胡话。其实，较大程度上鲁迅就是扮演了这种狂人的角
色。狂人清醒地很，鲁迅也清醒的很。但他们都是极其孤独
着，从一开始的那个黑屋子理论，到后来难以遏制的呐喊。

鲁迅走过了一段比较长的`路程，不单单是自身的心路，其实
也是和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当然，我们还是需要不断的从
抽象中具象出来其中的一些深层次的文化内核。

狂人的形象产生的根源其实还是在于一种文化的内在升华，
同时在其中被大家所理解的还是极其深刻的种种压制。

我们不用再深究在那种情况下狂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认知，
或许是可以用到现实中，映照。一个人的思维如果是落后于
或者超前于这个时代，其实都是会觉察到痛苦的。

当然，痛苦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会被这个时代当
做是狂人。但，时间往往会证明一切。



狂人日记的读书笔记精彩片段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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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人日记的读书笔记精彩片段篇五

鲁迅是无人不晓的大作家，原名周樟寿，字豫才，后改名树
人。他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
《狂人日记》。

通过这本书，我发现他的文章很有特色，必须很认真地去看，
一不留神就会看不懂，也是很值得揣摩的文章。

“狂人”也就是“疯子”。他先怀疑赵贵翁和街上的男女老
少要吃他，又觉得他大哥也要吃他，甚至还猜测他的妹妹就
是被大哥他们吃掉了。我看这篇文章的第一感就是恐怖、吓
人。看着看着就像被它迷惑了似的，怀疑是不是真的有人是
吃人的人。那是多么黑暗的世界呀!竟然能把一个普通人变成
一个狂人。特别是文中最后一句话：救救孩子……喊出了鲁
迅的心声，千万不要让下一代的孩子再遭受这样的`不幸。

读完这篇文章，我不禁很庆幸生活在现在这样美好的社会里，
真的很珍惜现在的生活，现在的学校和朋友们。

狂人日记的读书笔记精彩片段篇六

文章不是很长很长，分为好几篇，每一篇都是一天所写，就
像是日记一样，从这个“狂人”的日记中，我们看出了一个
人吃人的社会，所有人都想着如何去吃人，就连自己的亲人
都要吃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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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人，这个社会多么的。无情和
残酷，不顾亲情，什么都不顾，只是去想着如何去吃人。

联系鲁迅先生所处在的时代背景可见当时真是的社会就像书
中所描绘的那样，人吃人，残酷黑暗，老百姓就像那要被吃



的人一样，毫无防抗之力，而那时的政府就像是吃人的人，
残酷无情。生活在这样之中的人除了折磨就是站起反抗，可
是国人的心早已沉睡，鲁迅先生就是用这样的文章来唤醒国
人的心，使中华民族站起来，奋起发抗。

读了鲁迅先生的文章，我仿佛又回到了那就社会，了解了那
时的社会，是我对鲁迅先生这个人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狂人日记的读书笔记精彩片段篇七

初读这篇文章，我就可以深深地感受到文中的“狂人”内心
的焦虑与悲哀，这无时无刻不伴随在他身边的恐惧是一种多
么大的痛苦。很自然地，我对“狂人”生出许多同情和怜悯。
可随着我继续往下读，当我看到这一段时，我的心理却有了
改变：

“……他们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
不敢直接下手，真要令我笑死。我忍不住，便放声大笑起来，
十分快活。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有的是义勇和正气。老头
子和大哥，都失了色，被我这勇气正气镇-压住了。”

我顿时觉得“狂人”也有这样可爱的一面。明明是自己的臆
想，自己却偏偏对这种臆想深信不疑，甚至还把众人在对待
一个“狂人”的不自然当成了被自己勇气正气镇住时的失色，
同情突然不见了，我心里竟多了几分戏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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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人日记的读书笔记精彩片段篇八

《狂人日记》是鲁迅的一篇短篇作品，收录在鲁迅的短篇小
说集《呐喊》中。它也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首发
于1918年5月15日4卷5号《新青年》月刊。内容大致上是以一个



“狂人”的所见所闻，指出中国文化的朽坏。《狂人日记》
在近代中国的文学历史上，是一座里程碑，开创了中国新文
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另有果戈里的同名作品《狂人日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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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人日记的读书笔记精彩片段篇九

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5月的《新青年》上，它对
中国历史文化的吃人本质有着入木三分的揭露。《狂人日记》
要“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作品虽然是一篇狂人的
日记，却始终围绕着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不断发生的吃人现象
展开，其用意就是告诉大家，在写满“仁义道德”的历史中，
其实满本都只写着两个字：“吃人”！这是鲁迅对封建道德
下的定义，也是他多年来思考的结果。作品通过主人公狂人
的眼睛，观察了他身边的人：“他们——也有给知县打过枷
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给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
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然而，他们不但没有起来反抗吃人
的人，反倒也要跟着吃人。狂人为此而困惑，作者为此而愤
怒：“是历来如此惯了，不以为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
故犯呢？”在狂人或作者看来，这些人如果不改，最后终会



被吃掉的，而未来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那些“或者还有”
的“没有吃过人的孩子”身上，因此，他发出了“救救孩
子……”的呼声。小说塑造了一位狂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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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莫笑“狂人”的疯傻怪诞，他在疯狂中却有着时人中难得
的清醒。兄弟邻居固然不会吃他，然而封建礼教却能杀人于
无形。礼教杀人不是以人的生理功能的衰竭为表现，而是以
人性被扼杀，人“或为奴隶，或为奴隶而不得”，人不成其
为人为标志。而封建礼教的思想基础，就是北大清华等名校
十博士极为推崇的孔孟之道。

我们的近邻日本，曾经是顶礼膜拜虔诚学习中华文化的好学
生。然而，中日战争期间的日本军队是一支野蛮暴虐的兽军，
可与历史上满清入关、张献忠屠四川相提并论，为现代史上
所罕有，所到之处给中国百姓留下痛苦的回忆，至今无法忘
怀。当年的日本人经受了明治维新后的普及教育，很多士兵
都是高中毕业生，应该是文明人，但在那次战争中，在中国
的土地上表现得却像一群披着人皮的畜牲。

日本东北大学的大西仁教授对此残暴行为的解释是：“那时
的日本人虽然接受了西方的科技文明，可以造出飞机大炮，
但在骨子里却还是‘君君臣臣’那一套东方文化的底蕴，没
有虚心学习西方的文化，特别是没有形成现代人权观念和人
道主义思想。那时的日本人，上级可以随便殴打下级，老师
可以殴打学生，丈夫可以殴打老婆；这样的人在敌对国的土



地上凌辱虐待残害俘虏和平民，自然也就毫不稀奇了。同时，
因为缺乏人道主义思想，国家把人民视为工具；当领导给他
们灌输了一种所谓的‘崇高事业’和‘伟大理想’时，他们
就会像疯子一样抛头颅洒热血，更会把别人的生命视为草芥，
想杀就杀。”

“把别人的生命视为草芥”的现象至今没有灭绝。**年12
月20日，四川一辆奔驰车将一名3岁的男孩撞倒拖行数米，孩
子母亲哭喊着叫停肇事车，不料车上两名男子下车看了看，
然后就上车启动车子，倒退着再次从男孩身上碾过……血腥
现场5米长的血迹触目惊心。**年4月4日上午8点40分左右，
浙江台州市黄岩区双江丹桂花苑小区发生了一幕惨剧，64岁
的小区居民陈冬香老人散步时，在离小区门口约5米的地方，
突然被一辆正在倒车的白色“帕萨特”轿车飞快撞倒，送医
院后死亡。而小区监控录像清晰显示，“帕萨特”反复碾压
了老人五次。2006年元旦前一天下午，成都一辆红旗轿车交
通违法，交警曾云盛执法时被突然加速的红旗车拖行500多米。
随后红旗车又将在三环路辅道骑车的夏大爷撞倒，随后逃逸。
一位目击者说：“那个交警伤得那样厉害，躺在救护车上动
都动不了。”**年4月29日，一堆骨头和碎肉出现在107国道
良乡路段肖庄路口南侧。附近居民猜测死者是遭遇车祸后被
往来车辆碾压成肉酱的。

残酷血腥的人狼行为不仅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家庭暴力上升
趋势亦很明显。根据妇联和相关部门统计，致伤致残致死的
严重家庭暴力事件非常普遍。其中，妇女受害者占97%，老人
和儿童占3%；对女方施暴的男性的文化程度从小学到研究生
都有，学历越低，施暴越凶；农村的家庭暴力远远超过城市。
单就文化影响而言，城市居民和高学历者受西风吹拂较多，
农村居民和低学历者保留传统的中华文化较多。但能否因此
而得出中华文化比西方文化有更少的人性，我不得而知。但
我确实知道，深受美国文化熏陶的胡适发起组织“怕太太协
会”，主张新时代的男人要“三从四德”，一辈子反对暴力；
而深受中华文化熏陶的刘海洋往黑熊身上泼硫酸、卢刚被公



派出国留学却连杀多名世界级天文学家，却绝非良善之辈。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以北大学人为
首的知识分子发出“打倒孔家店”的呐喊，开始了新文化运
动；今天却有北大清华等名校十博士发起抵制圣诞节，认
为“拒斥西方文化是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必然命题和必要工
作”，要求“国人自觉回归传统，弘和光大孔孟之道，重建
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确立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在国
人心目中和日用中、以及在国家政制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
和主位性。”

什么是人性？谁对谁错？我在此不作任何评论，事实是最鲜
明的证据。当今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们基本上解决了温饱
问题，教育已经很普及，在接受了高等教育之后，为什么人
们依然如此麻木不仁呢？是教育的失败吗？还是我们接受教
育的学者扭曲的学习的本质？把读书考学当做一种手段，学
历很高，专业知识非常了得，但是思想素质却非常缺乏，这
样的人才能对社会做出多少贡献？我期待着国民道德素质的
提高，期待着中国真正的富强起来。

狂人日记的读书笔记精彩片段篇十

狂人”，是患“迫害狂”之人，如今称为“被迫害妄想症”。
这里共有狂人的13篇日记。每篇都是狂人过于敏感的揣测，
在他眼里，赵贵翁、赵家的狗、交头接耳的路人、一伙小孩
子、街上打儿子的女人、甚至于他自己的大哥……所有人都
在不怀好意地盯着他、议论他，想要害他、吃掉他。狂人何
以如此多疑、恐惧，这恐怕与当时（本文写于1918年）的封
建社会“人吃人”现象有关。吃人的是那个时代，是封建主
义和礼教，当然，还有百姓。

第三篇里提到，狼子村的村民将一个大恶人打死，挖出他的
心肝油煎炒了吃，以此壮壮胆子。群众暴力是可怕的，打着
惩奸除恶的正义幌子，无视法律道德地草菅人命，就是在如



今，也是常见的，网络暴力就是一例。第八篇里，一个二十
左右的年轻人安慰狂人“不是荒年，怎么会吃人”。所以，
在荒年，走投无路、丧失了社会性只剩下动物性的人类是真
的会做出茹同伴的毛饮同伴的血之事。从这一角度看，人类
自称为高级动物，也并没有高级到哪里去，无论如何进化，
都摆脱不了骨子里的动物性。如狂人所说，我们是“有四千
年吃人履历”的中国人。第十篇有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着
死去犯人的血舐。愚昧的年代里，认为人血馒头可治痨病，
这在《药》一文里面有撰述。

这个敢于“呐喊”的狂人，在当时是被当成疯子的。他的确
是患病的，敏感多疑，思维混乱。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
真正病入膏肓的是那个时代，是那些投降于“人吃人”制度、
毫不反抗与呐喊的芸芸众生。最后一篇只有两句“没有吃过
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这是狂人的希冀，也
是鲁迅的呐喊，看到这里，我只觉得这两句话是绝望、是挣
扎、是不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