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范爱农读后感(模板7篇)
环保不仅仅是解决当下问题，更是给后代留下美好家园的责
任。采取积极措施，改善环境状况。以下是一些环保项目的
介绍，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路和灵感。

范爱农读后感篇一

读了《范爱农》，我深有感触。

鲁迅在安徽巡抚思铭被刺杀后的同乡会中，发现一个高大身
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对鲁迅的意见大抵是反对。
一问才知道：他叫范爱农，是徐伯荪的学生。

鲁迅就愤怒起来了，觉得他太不勇敢，自己的先生被杀了，
连打一个电报也害怕，于是坚持要发电。于是两人便成了冤
家，致使鲁迅厌恶范爱农甚过满人。

直到革命前一年，两人才在绍兴相见，成了好朋友。一同喝
酒时鲁迅又翻出那段往事，范爱农与鲁迅处处作对，原来是
鲁迅再税关的一次摇头，使范爱农以为鲁迅瞧不起他。

这告诉我们，要与他人多交流、沟通，阐明自己的想法，就
可以避免很多误会。如果鲁迅在同乡会上问一问范爱农，或
许两人早就成为朋友了。

我们要使自己的心胸更加宽广，对他人的错误行为加以体谅，
毕竟每个人都不可能不出差错。但原则上的问题不能让步。
鲁迅和范爱农都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分析。所以，
我们还要学会换位思考。

同时，我们对事物也不要太敏感，范爱农把鲁迅的一次摇头
当作轻视，实在不应该。



总而言之，只要有宽广的心胸，就会避免很多误会。

范爱农读后感篇二

花拳绣腿也好，朴实无华也罢，终究不知道散文如何写法。
于是找一两篇范本来读。手摸着书架上一排书脊，一眼看中了
《鲁迅散文全编》，漓江出版社出版的。

鲁迅是个大文豪，恐怕无法学到他的博大精深。但读一读也
无妨，于是翻开来浏览。随手翻到了《范爱农》这一篇。

读了开头，便有勃于我的常规思路。开头并没有写范爱农，
而是写东京客店里，从报纸上看到安徽巡抚恩铭被徐锡麟刺
杀的新闻，及稍后秋瑾和徐锡麟被杀，几个中国留学生议论
的情形。之后在一个同乡会上讨论发电文时，范爱农才出场，
而且是以声音先出场的：“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
什么屁电报呢。”接着鲁迅看到的“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
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渺视。”一句气愤的话
语，一个“眼球白多黑少的人”，将范爱农的个性和形象，
跃然纸上。

鲁迅愤怒了，这个范爱农，对自己的先生徐锡麟被杀，
竟“那么冷”，而接着由谁拟电报稿的事，范爱农又说了一句
“何必推举呢？自然是主张发电的人啰——”这一句，又进
一步写出了范爱农的“离奇”、“可恶”。是个怪人，不易
沟通。

我想，鲁迅的写法，应该是先抑后扬吧，前面“抑”着。接
下去的阅读，应该在某处出现“扬”的文字。阅读的过程中，
一心想尽快的读到鲁迅是如何写范爱农后来的“扬”的。可
是，这中间，写了鲁迅和范爱农的一些简单的交往之外，主
要还是一些当时的社会现状，以及一些场合范爱农与鲁迅的
对话，对范爱农并无详细的描写或深刻的议论什么的。读到
最后，终究没有读到“扬”的地方，范爱农最后竟是掉进水



里淹死了。而鲁迅怀疑他是自杀，最后鲁迅“也不明白他究
竟是失足还是自杀。”

于是我又倒回去重新浏览一下。这才细细的想一想，鲁迅究
竟是怎么写范爱农的。整篇文章，着笔范爱农的地方其实倒
并不多，总共也不过几处。而范爱农的语言、个性、形象，
以及其悲惨的结局，却久久留在我的心里挥之不去。

范爱农的结局，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个性，还有当时那个社会
的原因，也是鲁迅对那个社会的控诉吧。

不过，我也想到了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鲁迅是真诚、坦率的，但鲁迅并没有帮范爱农什么忙。范爱
农与鲁迅是有书信往来的，范爱农在给鲁迅的信件里说了些
什么，不得而知。也许范爱农求助过鲁迅，也许没有。但范
爱农是多年心存希望的，也许希望鲁迅能帮他找份差事。以
至于范爱农到最后，还时常说：“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
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但终究鲁迅没有叫他，或
许鲁迅确实没有办法，或许，正因为范爱农他那样的性格，
鲁迅不愿意叫他。

也有可能，鲁迅曾经应允过范爱农帮他找份差事，否则范爱
农也许不会那样说。那么凭鲁迅当时的社会地位，帮范爱农
找个差事，应该不会是什么太难的事情吧。但终究范爱农没
有接到鲁迅的电报，范爱农一等再等，终于因为穷困潦倒，
终于因为他的个性与人相处困难，终于等待鲁迅的电报等的
没有了耐心，终于因为喝酒，于是，不如死了算了，一了百
了。

鲁迅通过写范爱农，折射出对当时的黑暗进行控诉和抨击。
正是当时那个社会造成了范爱农最后惨死的结局。鲁迅虽然
写的是范爱农，可范爱农的身后，潜藏着一个巨大而黑暗的
社会背景。



范爱农读后感篇三

范爱农是作者的一位旧友，这篇散文是对他的回忆，文章不
但是一人，而是一人，与意识相结合，把人物放在革命前后
的时代背景下，使范爱农这个知识分子身上折射出所处时代
的真实历史。

文章叙述了我和范爱农交往的经过，从东京出实时的冲突，
到绍兴再逢时的化敌为友，再到后来，两人分处两地，范爱
农溺亡，两人的交往历程，每一步无不与当时的社会局势紧
密相关，个人的命运，实际上，系于国家的命运，这篇散文
不仅表达了对范爱农的缅怀之情，也说漏了辛亥革命的不彻
底性，痛斥了封建社会的黑暗。

文章用极简练的白描笔触速成功，塑造了范爱农这个人的人
物形象，外貌描写极为传神，在东京初次见他时，他身材高
大，长头发，黑眼球白多少看人总像在藐视在绍兴偶实时，
他眼睛还是那样，头上却有了白发了，很旧的布马褂，破布
鞋显得很寒掺，语言描写极为精炼石，又使人物性格十分突
出，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邓作文
吧雨晴中分凯之情和耿直之幸语言表，我们今天不喝酒了，
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我们童趣在短短数言体现了这位落
魄知识分子对革命的热情和新生活的向往，在我得知去往北
京时，这里又是那样做，不得，你快去吧，可以看出，他对
革命的失望和前途的担心，以及为朋友担忧的真挚感情，也
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叫我的，表明
他对朋友的信任，虽身处困顿，仍对生活充满希望，愧不愧
是文学大师？数笔勾勒人物性格饱满可睹，让我们读后不禁
为之感到悲凉，继而思索农的悲惨命运的时代的缘由。

这是一篇成功运用医院相应的佳作文章，开头用朴素平凡的
语言叙述了作者认识发展论的事，抒发了对范爱农的憎恶之
感，觉得他简直不是人，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就首先必
将范爱农气血回国，两人再次相遇和交往象我们呈现了一个



正直觉醒而又无法在黑暗社会立足的知识分子形象，可以说，
息欲扬先抑的手法是非农的形象直立在读者心中。

范爱农读后感篇四

《范爱农》，追叙作者在日留学时和回国后与范爱农接触的
几个生活片段，描述了范爱农在革命前不满黑暗社会、追求
革命，辛亥革命后又备受打击迫害的遭遇，表现了对旧民主
革命的失望和对这位正直倔强的爱国者的同情和悼念。

文章一开头，作者就用平凡又朴素的语言，记叙了他曾经在
茶馆认识范爱农的事。先抒发自己对他的憎恶，为后文写对
他的亲切友善作铺垫。欲扬先抑的写作手法十分到位，朴素
却又不失精练的语言，为我们展现了鲁迅先生对死难者的同
学们的一种同情，一种责任感。

文中谈到，开始时，两人并非朋友，甚至几次争论过。但作
者回国后，两人再次相遇，就由“敌”转友了。从此以后，
他们几乎成了挚友。接着，又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们成
了同事。但“天下无不散之宴席”，作者与范爱农因工作的
原因分别了。最后，范爱农生活越来越拮据。一天晚上，在
醉酒之后，范爱农失足溺死于河中。

文中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即对光复后的绍兴换汤不换药的描
述。这其实已埋下了范爱农悲剧的伏笔。鲁迅对范爱农没有
一句正面的赞扬，只是从他的神情“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
的”，从他的行动“实在勤快得可以”表现了革命后的范爱
农心情愉快的一面。但范爱农心里产生的希望越大，失望也
就越大，鲁迅其后又用了很多笔墨写光复后绍兴的现实，其
实就是在探讨造成他的朋友悲剧命运的原因。

范爱农，一位觉醒的知识分子，但是无法在黑暗社会立足，
他的内心是痛苦、悲凉的。



《范爱农》——追叙作者在日留学时和回国后与范爱农接触
的几个生活片段，描述了范爱农在革命前不满黑暗社会、追
求革命，辛亥革命后又备受打击迫害的遭遇，表现了对旧民
主革命的失望和对这位正直倔强的爱国者的同情和悼念。

如果上述材料准确的话，那么，我按照这个思路再读《范爱
农》，才有了一些感想。我想：一开始，正如作者所
说：“从此我总觉得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作者是真
的讨厌范爱农。“天下最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
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
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犀利的语言，一番激昂的言辞，
可谓快人快语，性格立见吧。后来，作者与范爱农一同喝酒，
说疯话，讲笑话，渐渐一些事也谈开，了，彼此更加了解，
慢慢成为朋友。不过，对于范爱农这个人也好，这篇文章也
好，耐人寻味的地方和情节简直太多了。我想还有待我细细
想一想，细细品味一下。

但我还想凭目前粗浅的认识，再说点感想，整篇文章，无论
示范爱农也好，“我”也罢，都给我一种很真实的感觉。不
是说这事，这人一定完全是真的，但那种感情，直白的情感
流露，我却有意无意的都能感到，并体会得真真切切。我记
不清是那篇文章了，但记得其中的一句话：写文章要真诚。
现在，我也体会了为什么写文章真诚，才能有真实感，才能
感人肺腑;才是好文章，才是好作家!鲁迅就是鲁迅。

回到范爱农，一位觉醒的知识分子，但是无法在黑暗社会立
足。他无法与狂人一样，最终与这个社会妥协，也无法像n先
生一样忘却，所以他的内心痛苦、悲凉。我也疑心他就是自
杀的，因为从另一角度想，自杀对于他这种人来说，或许是
一种解脱。

朝花夕拾，早上掉落的花，傍晚的时候捡起。意为重拾往事，
旧事重提。《朝花夕拾》是鲁迅先生所写的一部回忆性散文
集，里面记录了很多关于鲁迅先生的温馨回忆。阅读这本书，



让许多人体会到了儿时的记忆，也不禁想起关于自己小时候
的点点滴滴。

在闲暇之余读到了一篇《朝花夕拾》的文章，《范爱农》，
从而有一些感受。

一开始的时候，鲁迅先生不太喜欢这个人。“这是一个高大
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象在渺视。他蹲
在席子上，我发言大抵就反对”这句话运用了外貌、神态、
动作的描写，生动形象的写出了爱农先生的样子，表达了鲁
迅先生对他的不满。

当时因为范爱农先生的不屑，鲁迅先生是愤怒的，这个人面
对自己的先生被杀，竟然如此冷酷，丝毫没有惋惜之
情。“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
呢。”“何必推举呢?自然是主张发电的人罗——。”这两句
话又看出了范爱农的不屑，也表达出了他对鲁迅的不满和不
喜欢。

或许是因为这几句话让两个人开始争论起来。后来这件事情
也被逐渐淡忘了。

过了许久，两个人又见面了，相比之前的不满，这一次倒是
冰释前嫌。“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是互相的嘲笑和
悲哀。他眼睛还是那样，然而奇怪，只这几年，头上却有了
白发了，但也许本来就有，我先前没有留心到。他穿着很旧
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嘲笑和感到悲哀，或许
是因为之前的那一件事情罢。“这几年头上却有了白发了”
这段的描写也看出鲁迅先生重新认识了这位爱农先生。从这
里看出爱农先生在这些日子里一定有不容易的地方，然而是
的，爱农先生不在留学回到故乡被人嘲笑，看不起。

他能把这些事告诉鲁迅先生一定是因为相信鲁迅先生，后来
鲁迅先生问起他为何在东京同乡会针对他，他也大方的说



出;“我一向就讨厌你的，——不但我，我们”我相信只有好
友才能在回忆从前的时候把真实的想法说来吧。因为鲁迅先
生的体谅和真实，因为爱农先生的信任和爽快，两个人成为
了好友。

从不满到成为好友，从文章的高点到平缓，最后落到了低谷。

爱农先生最后落水去世，不管是因为对现实的不满还是真的
失足，鲁迅先生还是失去了一个好友。在爱农先生去世前，
鲁迅先生答应会帮他找份事情做。“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
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他时常这样说。爱农
先生对鲁迅先生是新人的，也是期待的，他相信鲁迅先生，
也把他当做好友。

不管当时的现实社会如何，我想，有一个朋友终究是不错的，
即使有误会，时间也会消磨，最终总会看清双眼，冰释前嫌。
但时间也是不等人的，所以珍惜朋友珍惜来之不易的友情。

鲁迅是个大文豪，恐怕无法学到他的博大精深。但读一读也
无妨，于是翻开来浏览。随手翻到了《范爱农》这一篇。

读了开头，便有勃于我的常规思路。开头并没有写范爱农，
而是写东京客店里，从报纸上看到安徽巡抚恩铭被徐锡麟刺
杀的新闻，及稍后秋瑾和徐锡麟被杀，几个中国留学生议论
的情形。之后在一个同乡会上讨论发电文时，范爱农才出场，
而且是以声音先出场的：“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
什么屁电报呢。”接着鲁迅看到的“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
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渺视。”一句气愤的话
语，一个“眼球白多黑少的人”，将范爱农的个性和形象，
跃然纸上。

鲁迅愤怒了，这个范爱农，对自己的先生徐锡麟被杀，
竟“那么冷”，而接着由谁拟电报稿的事，范爱农又说了一句
“何必推举呢?自然是主张发电的人罗——”这一句，又进一



步写出了范爱农的“离奇”、“可恶”。是个怪人，不易沟
通。

我想，鲁迅的写法，应该是先抑后扬吧，前面“抑”着。接
下去的阅读，应该在某处出现“扬”的文字。阅读的过程中，
一心想尽快的读到鲁迅是如何写范爱农后来的“扬”的。可
是，这中间，写了鲁迅和范爱农的一些简单的交往之外，主
要还是一些当时的社会现状，以及一些场合范爱农与鲁迅的
对话，对范爱农并无详细的描写或深刻的议论什么的。读到
最后，终究没有读到“扬”的地方，范爱农最后竟是掉进水
里淹死了。而鲁迅怀疑他是自杀，最后鲁迅“也不明白他究
竟是失足还是自杀。”

于是我又倒回去重新浏览一下。这才细细的想一想，鲁迅究
竟是怎么写范爱农的。整篇文章，着笔范爱农的地方其实倒
并不多，总共也不过几处。而范爱农的语言、个性、形象，
以及其悲惨的结局，却久久留在我的心里挥之不去。

范爱农的结局，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个性，还有当时那个社会
的原因，也是鲁迅对那个社会的控诉吧。

不过，我也想到了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鲁迅是真诚、坦率的，但鲁迅并没有帮范爱农什么忙。范爱
农与鲁迅是有书信往来的，范爱农在给鲁迅的信件里说了些
什么，不得而知。也许范爱农求助过鲁迅，也许没有。但范
爱农是多年心存希望的，也许希望鲁迅能帮他找份差事。以
至于范爱农到最后，还时常说：“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
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但终究鲁迅没有叫他，或
许鲁迅确实没有办法，或许，正因为范爱农他那样的性格，
鲁迅不愿意叫他。

也有可能，鲁迅曾经应允过范爱农帮他找份差事，否则范爱
农也许不会那样说。那么凭鲁迅当时的社会地位，帮范爱农



找个差事，应该不会是什么太难的事情吧。但终究范爱农没
有接到鲁迅的电报，范爱农一等再等，终于因为穷困潦倒，
终于因为他的个性与人相处困难，终于等待鲁迅的电报等的
没有了耐心，终于因为喝酒，于是，不如死了算了，一了百
了。

鲁迅通过写范爱农，折射出对当时的社会和zf的黑暗进行控
诉和抨击。正是当时那个社会造成了范爱农最后惨死的结局。
鲁迅虽然写的是范爱农，可范爱农的身后，潜藏着一个巨大
而黑暗的社会背景。

在鲁迅先生的描述中，我才真正地了解到了一个真实的范爱
农先生，他的外表虽然十分冷淡，但是在他的外表下充满了
他当时对整个黑暗社会的焦虑、担忧和痛恶，他对社会上的
那些肮脏、龌龊的反动势力投以“白眼”……他借酒消愁，
对社会进行冷嘲热讽，最后溺水身亡。读完全篇文章，才可
以体会到鲁迅先生对范爱农先生的无比钦佩之心、无比怀念
之情。

在我看来，鲁迅先生、范爱农先生和徐锡麟先生都是值得我
们敬仰的先辈。他们同情广大劳动人民，胸怀着一颗不与反
动势力妥协，并坚决与之抗争到底的决心。

鲁迅先生独特的写作手法，也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他在
《范爱农》一文中，先从表面言行去描写范先生的如何可恶、
如何可恨，再渐渐地引领着读者走近、深入范先生愈忧民的
赤子之心。

范爱农读后感篇五

朝花夕拾，早上掉落的花，傍晚的时候捡起。意为重拾往事，
旧事重提。《朝花夕拾》是鲁迅先生所写的一部回忆性散文
集，里面记录了很多关于鲁迅先生的温馨回忆。阅读这本书，



让许多人体会到了儿时的记忆，也不禁想起关于自己小时候
的点点滴滴。

在闲暇之余读到了一篇《朝花夕拾》的文章，《范爱农》，
从而有一些感受。

一开始的时候，鲁迅先生不太喜欢这个人。“这是一个高大
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象在渺视。他蹲
在席子上，我发言大抵就反对”这句话运用了外貌、神态、
动作的描写，生动形象的写出了爱农先生的样子，表达了鲁
迅先生对他的不满。

当时因为范爱农先生的不屑，鲁迅先生是愤怒的，这个人面
对自己的先生被杀，竟然如此冷酷，丝毫没有惋惜之
情。“何必推举呢？自然是主张发电的人罗——。”这句话
又看出了范爱农的不屑，也表达出了他对鲁迅的不满和不喜
欢。

或许是因为这几句话让两个人开始争论起来。后来这件事情
也被逐渐淡忘了。

过了许久，两个人又见面了，相比之前的不满，这一次倒是
冰释前嫌。“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是互相的嘲笑和
悲哀。他眼睛还是那样，然而奇怪，只这几年，头上却有了
白发了，但也许本来就有，我先前没有留心到。他穿着很旧
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嘲笑和感到悲哀，或许
是因为之前的那一件事情罢。“这几年头上却有了白发了”
这段的描写也看出鲁迅先生重新认识了这位爱农先生。从这
里看出爱农先生在这些日子里一定有不容易的地方，然而是
的，爱农先生不在留学回到故乡被人嘲笑，看不起。

他能把这些事告诉鲁迅先生一定是因为相信鲁迅先生，后来
鲁迅先生问起他为何在东京同乡会针对他，他也大方的说出；
“我一向就讨厌你的，——不但我，我们”我相信只有好友



才能在回忆从前的时候把真实的想法说来吧。因为鲁迅先生
的体谅和真实，因为爱农先生的`信任和爽快，两个人成为了
好友。

从不满到成为好友，从文章的高点到平缓，最后落到了低谷。

爱农先生最后落水去世，不管是因为对现实的不满还是真的
失足，鲁迅先生还是失去了一个好友。在爱农先生去世前，
鲁迅先生答应会帮他找份事情做。“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
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他时常这样说。爱农
先生对鲁迅先生是新人的，也是期待的，他相信鲁迅先生，
也把他当做好友。

不管当时的现实社会如何，我想，有一个朋友终究是不错的，
即使有误会，时间也会消磨，最终总会看清双眼，冰释前嫌。
但时间也是不等人的，所以珍惜朋友珍惜来之不易的友情。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

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

范爱农读后感篇六

我打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东风不
来，三月的柳絮不飞，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恰若青石
的街道向晚，跫音不响，三月的春帏不揭，你的心是小小的
窗扉紧掩。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
过客。”

读完鲁迅先生的《范爱农》，想到了先生不是很佩服的诗人
郑愁予的《错误》，觉得很贴切，先生与范爱农的相遇相识
相交都让我想到“美丽的错误”这个词，是同诗一样美丽而
充满淡淡的却拂之不去的哀伤，一种跨越万水千山却寻不到
岸端的心竭力尽之辛苦。



先生与范爱农是在误解中相识的，这是文人间常有的美丽的
错误，就如同苏轼与王安石的“桂花”轶事，多是拳拳真心，
终大白于事实。先生起初误以为范爱农舍不了旧什物旧礼教，
范爱农携带的绣花鞋、范爱农若干人谦让座席，使其留给先
生迂腐不化的印象，不自觉间，先生就轻轻摇头了，而范爱
农则误以为是先生瞧不起自己，于是对先生大为不满，此后，
数次与之作对，双方闹得有些不愉快。看起来似乎开始一点
也不美，可时间总是公正的，几年后，有缘人相遇，正是凭
着过去的不愉快的深刻印象，他们如命定中人一眼辨出了对
方。上天似乎有意留给这对文人冰释前嫌的机会，在这个美
丽的春末，他们相知相交，度过了一段风火知遇的日子。只
是，后来，因时因势因钱，他们又分开了，鲁迅前往南京，
而范爱农的学监被罢除后不久范爱农溺水而亡。和大多数失
意文人一样，他也与这江南之水有着不解之缘，只是不知是
自己投去还是的确是偶然，但这似乎已不太重要了。遗憾已
经铸就了。

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爱农与先生的相遇亦如
莲花的开落，花开花落间，纯白如洗、淡漠如风、出污泥而
不染已不足以形容纯朴的爱农的赤子之心，他就如倚楼长望
的女子，期待着懂他惜他的人出现。也彷徨痴守过，也低迷
伤心过，也轻狂不羁过，但终究等不来一个好天气，先生达
达的马蹄为他送来一阵福音，短暂的欢喜过后残留无期的再
等待与无限的哀伤。“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我想，先
生在听到爱农说“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
是鲁迅来叫我的”。是不是也会想到这句希望与失望交织满
含心酸、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近乎呢喃的话语。

读爱农，总是会有淡淡的哀愁，一种不可名状的哀伤冲击着，
终于终于佩服怜惜起这样一颗赤诚之心来。

那是一颗跋涉千山万水、努力寻找梦想的心，有文有友有酒；
那是一颗骄傲到能顶对先生而谦卑到互相推位的铮铮文人心；
那是一颗挣扎于压迫而不失期待不失坚持的伤痕满铸的辛苦



的心。千山万水、万水千山，爱农，在生活中执着，执着于
情，执着于苦，终于没有悲伤哀怨地投入水的怀抱。

上下五千年，爱农淌了一条历代失意文人必走的崎岖艰辛路，
而先生，以纯朴的文字、冷静的回忆，以伯乐之位，叙写了
五千年来文人的坎坷历程，小小的角度，大大的世界。

“我打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这样一颗辛劳、充满期待而又孤寂的心呵！这样一颗颗跋涉
万水千山的辛劳苦心呵！这样一缕缕孤芳自赏、如水东流的
魂灵呵！

范爱农读后感篇七

世间最宝贵的东西莫过于时间了，因为它能够酝酿出切。

酝酿出友谊，时间是醇香的美酒。

酝酿出残暴，时间是阴森的小路。

酝酿出寂寥，时间是孤独的岁月。

在范爱农这篇深动的文章中，“我”与范爱农的初次认识是
在一次发电报的争辩上，那时“我”觉得他十分可恨与冷酷。
但随着时间的潜移默化，一次在酒店里竟然碰上了范爱农，
我们居然像隔别多年的老友亲密无间。但军政府的逐日残暴
与城里人民的轻蔑和迫害使范爱农穷困潦倒，最终酒后失足
淹死于河中，结束了这一场如同杯具的一生。

初读，我觉得范爱农这一鲜明的人物形象便倔强的活在我的
心中。他同作者对辩挖苦，又渐渐地和作者相依相随，形影
不离。可最令我感到可悲的是：他——范爱农，竟然酒后失
足掉进河中淹死了。



细细品味这其中的字里行间，惊喜的发现到作者原先是想表达
“时间酝酿万物”这深刻的哲理。难道不是吗时间在悄然流
逝之际，流水带走了怨恨和惆怅，但也不免裹挟着淤泥飘洋
入海，汇进人生的港湾，在不经意之间，时间已经成了你的
主人。

同作者一样，我在六岁时，也曾憎恨过一个和我同龄的女孩。
她太爱哭，我一不细心伤害了她，诸如拿了她的皮筋当弹弓
使，不细心踩了她的“贵”脚之类的，她就准会去向我母亲
告状，被叫回家后，轻则骂重则打，她还在一旁幸灾乐祸!从
此，我在心底就恨透了她!简直比日本鬼子还可恶!气死我
了!……但随着时光的逝去，一次竟然在旅游期间碰上了她，
真是冤家路窄，可我那时却已不再如昔日那么怨恨，她也一
样，仿佛转眼之间就变成了一个聪明漂亮、落落大方的女孩
了。我们的见面使两个感到都很惊喜，便乐呵呵地携手一齐
去玩。

时间酝酿的，不仅仅是欢乐与悲伤，更是生命的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