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朝花夕拾的读书笔记(优秀8篇)
欢迎各位参加这个意义非凡的活动，让我们一起共享喜悦和
欢乐。欢迎词可以结合一些生动的事例或故事，增加趣味性。
尊敬的各位嘉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莅临本
次隆重的活动，感谢大家的到来。

朝花夕拾的读书笔记篇一

今日，我读了《朝花夕拾》这本书。

鲁迅和润土的童年能够说是人间和地狱。因为当时的旧社会
的黑暗和政治腐败让普通人的孩子的童年饱受痛苦。鲁迅出
生在一个好家庭，所以他过着相对幸福的生活，可是他没有
润土的生活那么有地方乐趣。今日，我们生活在21世纪与鲁
迅的生活相比，能够说是天与地！生活条件很好，下雪天没
有必要变冷，并且有暖气。热天不要出汗，有空调。有些人
一辈子都吃不下的时候，鲁迅能够吃很多，可是想想看，
和“白草花园”的生活相比，我们的生活真的一点都不好玩！
我没有研究过麻雀，我不明白什么是皇帝，何首乌似乎听说
过……害怕的童话故事最终听到了一些，但我再也记不起来
了。至于下雪天的“拍照”，连想都不敢想即使下大雪，我
也不敢“做梦”，此刻在我们南方很少见到雪。记得小时候，
上海的一个冬天，下着大雪，能够想象当时离开房子的时候，
必须戴着手套，头上戴着帽子，包着东西，那一年，我无法
抵御上海的寒冷。我生病了，不得不去医院。但似乎没有一
丝雪印象是出租车窗外绿化带上的一层雪。也有我看到的雪
花，但我摸不着它们。就在我遇见他们之前，一个成年人拦
住了我。怕我冻着，回想起来，如果我还记得那一年的寒冷，
甚至是湿漉漉的，透过手套滴答作响的寒冷，我也许能成为
像鲁迅那样写作的文豪。只是此刻，我宁愿忘记雪，因为没
有乐趣，仅有被束缚的难受！



鲁迅的《朝花夕拾》讲的是民国初期，当时，在邻国日本的
心中，中国的确是一个弱国“祖国，你为什么不快点变得更
强大，你的孩子在那里受苦！”一个学日语的青少年，这便
是鲁迅先生。然而，那些看着自我的同胞在电影中被斩首并
与日本人一齐欢呼的中国人，骨子里却是冷酷无情的，不仅
仅可怜并且可恶！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不明白“尊
重”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从其中一篇《藤野先生》就能看出，
作者鲁迅关注的是藤野先生严谨的教学风格，对作者真诚的
关怀，以及他对中国和“人民”的热爱，作品的字里行间，
都洋溢着作者对教师的赞美和关怀。在文章的结尾，鲁迅写
了关于他直到此刻，仍然被藤野先生的影子敦促“写一些
与‘诚实的人’相抵触的.话”，再次表达了作者对藤野先生
的怀念和钦佩。鲁迅先生是我们的“国家脊梁”，他用笔当
枪，把每个字都打在地板上。虽然这本书《朝花夕拾》是一
部怀旧散文集，但它并没有改变它的风格。读到作品中指出
的旧中国的缺点，我仍然感到震惊。我很高兴我出生在一个
祖国繁荣富强的时代，但我决心尽我所能防止杯具再次发生。
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伟大的祖国有太多屈辱的历史。此刻，
在一个繁荣强大的祖国，作为未来的支柱，我们应当为中国
努力工作。过去、将来或此刻，中国将不再被别人欺负，因
为中国已经在崛起了！

朝花夕拾的读书笔记篇二

小时候，长妈妈的故事里说：“倘若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
字，你千万不可答应他，以免那是害人性命的美女蛇，提防
陌生人，并假想他就是坏人的逻辑。

在朝花夕拾之间，我随作者一起，回到“我”的童年时代，
重新回味那些人和事。走过留学的日本的求学索过程，一起
追忆失去的老友。沿着这条线索，我看到二十纪初，
以“我”为中心的一个个生活场景，人物心理历程，读着每
一个寓意深远，回味无穷的结束句，我的心也随着作者一起
潮起潮落。



朝花夕拾的读书笔记篇三

鲁迅一个生活在封建社会里的人，在那个被黑暗笼罩的社会
里他并没有同流合污，在那个正人君子为数不多的社会里成
为了一个真正的正人君子。朝花夕拾的字里行间是对社会的
讽刺，对于封建制度更是深恶痛疾。

朝花夕拾，早晨落下的花，晚上才捡拾起来。老年时回忆过
去如同昨日重现，定会别有一番景象。

在朝花夕拾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无常》和《二十四孝
图》。

《无常》讲述的是邻居家的儿子突发恶疾死了，阎王派了一
个无常将那病死的人带回地府。那无常见他妈妈哭得可怜于
是缓了半刻钟才回到地府，而阎王却认为他是收了别人的钱，
于是就赏了他一顿板子。

在一个充满欲望的社会里，在金钱的前提下，真情流露成了
虚情假意，一切怜悯更是可笑，一切信任顷刻间荡然无存，
在这个封建的社会里，情感在一点点流失，虚情假意的表情
深处是一颗颗冰冷的人心。

《二十四孝图》里讲过一个故事，有个人在父亲死后和兄弟
分了家，独自承担起抚养母亲的责任，家里渐渐地贫穷起来，
儿子出生后，担心儿子会占有母亲的粮食，于是打算活埋儿
子。

身为旁观者看着这些文字，不禁想到这究竟是真孝还是愚孝。
那些为人称道的孝是否也充满封建与愚昧。

手里的书渐渐被翻完了，那书给我一种沉重的感觉。那是批
判社会的勇气，那是污浊社会的一股清流，在那漫长的历史
里，它一直在流淌，从来不曾停息。



朝花夕拾的读书笔记篇四

《朝花夕拾》原本叫做“旧事重提”，收录了鲁迅先生记述
他童年和青年生活片段的篇文章。在《朝花夕拾》中，鲁迅
大量使用了对比和讽刺的手法。如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中，鲁迅首先使用了许多鲜亮的文字记叙在百草园无忧无虑
的生活，接着再写道“我”不得不告别百草园去三味书屋上
学。前边写的百草园很好地反衬了后来在三味书屋读书的乏
味生活，体现了鲁迅对旧社会私塾的不满。在《藤野先生》
中，鲁迅日本的医学导师藤野先生是一位穿着不拘小节的人，
“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
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但藤野先生对工
作是极其认真的，他把“我”的讲义都用红笔添改过了；血
管移了一点位置也要指出。这个对比手法，较好地写出了藤
野先生的高贵品质，写出了鲁迅对他的景仰。另外，藤野先
生对中国留学生孜孜不倦的教诲及对学生的一视同仁，这与
日本学生对中国学生的轻蔑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体现出
藤野先生是个真正的君子。《朝花夕拾》用平实的语言，鲜
活的人物形象，丰富而有内涵的童年故事，抨击了囚禁人的
旧社会，体现了鲁迅先生要求“人的解放”的愿望。

虽然在鲁迅的童年中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不时从字里行
间中透露出来的那份天真灿漫的感情，让人眼前不由出现了
一幅幅令人神往的自然画。

我读鲁迅先生这些对童年回忆的散文，正如读着发自迅先生
心底的那份热爱自然，向往自由的童真童趣。我仿佛看到了
幼年的鲁迅，趁大人不注意，钻进了百草园，他与昆虫为伴，
有采摘野花野果。在三味书屋，虽然有寿先生的严厉教诲，
却仍耐不过学生们心中的孩子气。

一切感受都是那么天真烂漫，令人回味，也学就引起了我心
中的共鸣吧，因此我才会那样喜爱，尤其是作者以一个孩子
的眼光看世界，读起来让人感到非常的亲切，充满激情。



朝花夕拾的读书笔记篇五

——读《朝花夕拾》有感

有一个人，虽生活在动荡不安的年代，却没有在那个腐朽的
社会随波逐流，而是利用手中的笔，同整个封建社会斗争，
他就是大文学家鲁迅。有一本书。它反映了在封建社会时麻
木不仁的统治者和贪婪迂腐的国民，它就是《朝花夕拾》。

《朝花夕拾》原本叫做“旧事重提”，这本书里面收录了鲁
迅先生记述他童年和青年生活片段的10篇散文。这十篇散文
读起来引人入胜，令人手不释卷。字里行间还包含着温馨的
回忆和理性的批判，但是这本书还有很多隐晦难懂的地方我
还是不能理解透彻。

鲁迅本来应该快乐的童年，却因为笼罩在那个封建社会，不
时透出了一些迂腐的气息，所以鲁迅就要去骂，去骂那个半
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虽然从文章表面看，鲁迅似乎都是用
了些温情的文字，但其实，他把愤怒藏得更深。有人说柔软
的舌头是最伤人的武器，也许鲁迅先生正是想达到这个目的
吧!

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看的就是《藤野先生》，鲁迅日本的医学
导师藤野先生是一位穿着不拘小节的`人，但藤野先生对工作
是极其认真的，比如他把“我”的讲义都用红笔添改过了;血
管移了一点位置也要指出。散文中的这个对比手法，其实能
让我们体现了藤野先生的高贵品质和鲁迅对他的景仰。另外，
藤野先生对中国留学生孜孜不倦的教诲及对学生的一视同仁。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自然是低能儿……”看到书中日
本学生的这句话，我的心就像是被锋利的刀子狠狠地刺了一
下。那个年代是中国历史上屈辱的岁月。

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一场场强加



给中华民族以深重的灾难。近百年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本
主义国家都对中国发动过一次甚至多次侵略战争。有公然入
侵，也有不宣而战;有单独入侵，也有合伙劫掠，强迫中国签
订了数以千计的不平等条约……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从此，中国人民为摆脱外国资本主义和该国封建主
义的压迫，进行了长时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而这本书正
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

而在当下，我们新时代的少年，又该怎么去做呢?是继续成为
不进取不乐观的人，还是立志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在家就
要听长辈的话，在校就要听老师的教导，从小事做起。相信
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后者，我也相信你们一定做得到。

虽然鲁迅的那个时代渐渐久远，现在祖国也慢慢繁荣昌盛。
但我们也时刻不能不铭记国耻，应该好好学习，争做新时代
好少年。长大后报效祖国，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才，为建设祖
国付出自己的一份力!

朝花夕拾的读书笔记篇六

读《朝花夕拾》，真正领悟到，正是大自然和淳朴的乡民给
了幼年鲁迅美和爱的启蒙，《朝花夕拾》是鲁迅创作于1926
年的回忆性散文集，它是鲁迅的代表作之一。你是否在找正
准备撰写“朝花夕拾个人读书笔记350字”，下面小编收集了
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假期里，我在网上找了一本鲁迅的《朝花夕拾》，原名《旧
事重提》。这是一部回忆散文集，记叙了鲁迅幼年与青年的
生活，共十篇。

这本书中通过对往事的回忆，批判了当时的社会与正人君子，
其中《狗—猫—鼠》这一篇令我感受深刻，它讲述鲁迅小时
候仇猫，因为猫的性情残忍而具有媚态，在夜晚经常嗥叫，
扰乱他人读书休息。更因为他在童年时捕食了作者心爱的隐



鼠，所以他十分憎恶。虽然后来得知隐鼠是长妈妈踏死的，
但终究没有与猫的感情融合。从这里我读到作者在幼年时，
就已经爱憎分明，对弱小者产生同情心，憎恶暴虐。同时读
这篇文章也通过自嘲在暗暗讽刺着那些散布流言蜚语的“君
子”“绅士”，批判着他们的狂妄自大，我不得不佩服鲁迅
那文笔的妙处。

《二十四孝图》讲述了鲁迅在儿时阅读“老菜娱乐亲”郭巨
埋儿等故事，通过对比古今不同的版本，十分不解，甚至反
感。我也读了读，发现其中一些故事荒诞愚昧，富有迷信色
彩，虽然使读者明白孝顺的道理，但其中大多是把原来的加
以夸张虚构，哭泣能使竹笋得以成长吗?赤身躺在冰上能有鲤
鱼跳出吗?当然不可能，这说明了封建孝道的虚伪和残忍。

《朝花夕拾》朴实的语言，细腻的情感，鲜活的

人物

融合成一篇篇精妙的散文，这里面有对童年的美好回忆，有
对社会的强烈抨击，也有对往事的深切怀念，有对社会的强
烈抨击，也有对往事的深切怀念……《朝花夕拾》着部散文
集堪称是中国文学的一颗璀璨明珠。

人们常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回忆温馨童年的美好趣事
与父母不顾及孩子心理的所谓理性批判，是鲁迅先生写的
《朝花夕拾》。

我忐忑着，拿着书来了。他和我同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教
我一句一句的读下去。我担着心，两句一行，大约读了二三
十行罢，他说：“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他
说完，便站起来，走进房里去了。我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
水。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自然是读着，读着，强记着，——
而且要背出来。



这样一个小片段，就可以表现出作者鲁迅对看会的渴望与父
亲对他的一次次阻难，也表达了作者鲁迅对父亲让他此时背
书的疑惑不解。鲁迅先生用朴素的语言回忆了以前，并且对
家长与老师作了理性的批判，说明了老师与家长让孩子死读
书这样的教育方式，或许有悖于孩子的自然发展——读着，
读着，强记着的，——而且要背出来。也同时表达了作者对
死读书的厌烦与无奈的心理。

温馨的回忆，让我们身同感受。佩服鲁迅先生能勇敢地批评
了当时社会，对书籍的死读，硬读，死背，“粤自盘古”就是
“粤自盘古”。

《朝花夕拾》，表达了鲁迅先生勇于批判封建思想习俗的不
合理!

《朝花夕拾》给予了我深深的感受!

手捧着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品味着字里行间透露出来
的年少轻狂，思绪不禁飘回那个无忧无虑、充满欢乐的童年
时代。

《朝花夕拾》共收入篇作品。包括：对猫的厌恶和仇恨的
《狗猫鼠》;怀念长妈妈的《阿长与》;批判封建孝道观念的
《二十四孝图》;表现封建家长制阴影的《五猖会》;描绘迷
信传说中的勾魂使者《无常》;写塾师寿镜吾的《从百草园到
三味书屋》;揭露庸医误人的《父亲的病》;描写一个心术不
正，令人憎恶的衍太太形象的《琐记》;最使鲁迅感激的日本
老师《藤野先生》;潦倒一生的同乡好友《范爱农》。《朝花
夕拾》将往事的回忆与现实的生活紧密的结合起来，充分显
示了作者关注人生、关注社会改革的巨大热情。

《朝花拾夕》是鲁迅所有作品中唯一的散文集。这本脍炙人
口的著作，是鲁迅先生在风烛残年的岁月里写下的。在《朝
花夕拾》中，作者将自己在童年和青年所难忘的人和难忘的



事，用语言真情的流露出来。说明作者在童年和青年时所难
忘的经历。他的童年里不是很好的。他做的每件事都得不到
长辈的认同。这使他感到很难过，但是他没有感到人生的黑
暗到来了。他则是将这些长辈的不认同改为动力，写进这
部“朝花夕拾”里。他要告诉我们，在童年中的无奈释放出
来。

每个人的童年对于自己而言，都是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作
者也不例外。当他在老时写下这些儿时的快乐，心中肯定会
有所感触的吧，好似重新回到了嬉戏玩耍的时候，无比童真，
无比欢乐，别有一般滋味。

从书中可以看书，作者的童年虽不太好过，却并不乏味。学
前时，在百草园度过了懵懂时期，整天与小虫子为伍，与花
草为伴。油蛉在这里唱歌，蟋蟀也会跑来伴奏，作者在大自
然的乐曲中长大。百草园，给了他无限趣味。后来，他去三
味书屋读书。读书学习很枯燥，很无味，稍微偷懒一会儿，
就会听到寿镜吾老先生的一句“人都到哪里去了”，只得乖
乖回去读书。可以说，三味书屋是枯燥的，乏味的。

文章中，作者表现出了他热爱自然，向往自由的感情。童年
的无忧无虑，在他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记忆。是啊，每个人
的童年都是快乐的。在人的一生中，最美好的时代，莫过于
懵懵懂懂的孩提时代了。那时候，很天真，很快乐很快乐，
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曾几何时，童年早已离我远去，进入
了少年时期，每天都处于忙忙碌碌的学习中。但童年的美好，
始终在我心中，不曾离去。

回忆过去，旧事重提，朝花夕拾。

我读的是《朝花夕拾》，作者鲁迅，我不觉得这像是一本名
著，反倒像一个朋友与你闲聊家常。这本书主要是记述了鲁
迅从幼年时期到青年时期的道路和经历，追忆那些难以忘怀
的人和事，抒发了对往日亲友和师长的怀念之情，生动的描



绘了清末明初的生活风俗画面。《朝花夕拾》原名《旧事重
提》，是对逝去岁月的回忆，真挚的情怀，无奈的忧伤，这
一切都是能感受到的。

我最喜欢的人物是藤野先生，鲁迅初到东京时，看到的是清
国留学生在上野公园的樱花树下让人鄙夷的身影，听到的是
留学生们傍晚学跳舞的喧闹。这让鲁迅极为厌恶，于是他去
了仙台，在那里认识了藤野先生。藤野先生虽衣着模糊，但
对科学严谨求实，对学生的作业一丝不苟，在鲁迅的作业上
用红笔圈出来。而且他平等公正，毫无民族偏见，有着高尚
的人格。

印象最深的情节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阿长与山海
经》，细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享受这不时从字里行间
中透露出来的那份天真烂漫的感情，眼前不由出现了一幅幅
令人神往的自然画。三味书屋后面还有一个园，虽然小，但
是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
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抓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的。描述了儿
时在家中百草园玩耍的无限乐趣。而《阿长与山海经》说的
是儿时与长妈妈相处的情景，比如她睡相不好，“满肚子是
麻烦的礼节”，给我讲“长毛的故事”，谋害了我的“隐
鼠”，给我买来了《山海经》等。刻画了一位可敬可爱的封
建女性的形象，她有着中国劳动妇女的传统美德，她不仅质
朴，而且善良，关爱别人。作者由原来的讨厌她，变成敬她
爱她。

一切感受都是那么的天真烂漫，令人回味，尤其是作者以一
个孩子的眼光看世界，读起来让人感到亲切，充满着激情。
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表现了他热爱自然，向往自由的那份热情，
希望能自由自在的玩耍，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不希望整日被
父母家奴管束着，不过，这正是儿童特有的。

一下那个不同年代的童年之梦，和鲁迅吧一起热爱自然，向
往自由。



《朝花夕拾》这本书很好，单题目就透露出对时光的惋惜，
早上的鲜花待到夕阳西下再去拾起，时光如此匆匆。

《朝花夕拾》中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认为写得比
其他文章更好一些，首先鲁迅告诉大家他家后院有一个小乐
园。然后在下头的写作中用上了排比、比喻、拟人等修辞手
法，也用上了打比方、举例子、作比较等说明方法。继续描
述了长妈妈给鲁迅讲故事和在雪地里无味但欢乐的游戏，又
回忆起闰土的父亲捕鸟多，自我捕鸟少，记叙鲁迅小时候无
忧无虑的幸福生活。

展现鲁迅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的，我从中摘抄几段：“翻开
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
还有班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
窍喷出一阵烟雾”。还有“如果不怕刺，还能够摘到覆盆子，
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比桑葚要好得远”。
以及“扫开一片雪来，露出地面，用一支短棒支起一面大的
竹筛来，下头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
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筛网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
住了”等等都能看出鲁迅儿时的欢乐，更用这些来反衬出鲁
迅为何不想到三味书屋去上课，为下文乏味的生活作下了铺
垫。

之后写鲁迅不得不告别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去

学习

。文章按事情的发展顺序写了刚刚入三味书屋，看到三味书
屋的模样，又记叙了在三味书屋的几件事：我问先生问题，
都到后院去玩，开喉咙大声读书，百草园反衬了三味书屋极
其乏味的生活，揭示了儿童广阔的生活趣味与束缚儿童天性
的封建书塾教育的尖端矛盾，孩子们只能在当时乏味无趣的
书塾里偷偷地去寻找乐趣，就是此刻我们老百姓所说的“偷
着乐”，鲁迅也从该文章中表达了应当让儿童健康活泼地成



长的合理要求。“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
那里也能够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
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静悄悄地没有声音”。这段
足以展示当时社会儿童的生活是多么乏味，“偷着乐”的儿
童不欢乐！

今日的

学生

在我们国家全面发展的

教学

教育

下，能在多姿多彩的学习、生活中欢乐成长，再也用不着像
作者当时那样偷偷去寻找乐趣，过乏味无趣的生活。

同学们啊！珍视我们此刻的这种生活吧！

朝花夕拾的读书笔记篇七

《呐喊》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与成熟的标志，开创了现代
现实主义文学的先河，鲁迅的艺术语言精炼纯净，生动传神，
真实朴素，增强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你是否在找
正准备撰写“《朝花夕拾》的个人读书笔记”，下面小编收
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毛泽东认为，鲁迅先生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林语堂说：
“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称为战士。”蔡元培在先生逝
世后，万分悲痛，评价他：“著作最严谨。”



许多大家都解读过先生，赞美过先生。的确，若把历代著作
比作星空，那么先生的作品就是最大、最闪亮的星。我不敢
妄加评论，只是透过《朝花夕拾》，从一个中学生的视角，
隙中窥月读鲁迅。

最令我震撼的，是先生的幽默俏皮和不动声色却又尖刻的讽
刺。

《无常》一文最可以体现。先生似是无意，极为自然地引出，
在旧中国，“便是做鬼，也艰难极了。”这是对封建制度的
讽刺。但是阴间也有比阳间好的地方：“无所谓‘绅士’，
也没有‘流言’。”虽说颂扬了阴间，但“没有受过阎王或
小鬼的半文津贴。”这里笔锋犀利，“顺手”给了反动派们
沉重的一击，讽刺他们污蔑革命者被苏联收买。《藤野先生》
中，对于头顶上盘着大辫子的留学生，先生这样写道：“顶
得学生的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把那些
寻找升官发财终南捷径而出洋镀金的清朝留学生的丑态刻画
得惟妙惟肖。先生的语言令人回味，发人深思，讽刺不合时
宜、退步的人和事，读来真是快哉，快哉。

最触动我的，是先生对童年时代的温情回忆和对现实社会的
深刻反思。

全书有近一半的文章是以一个孩子的视角来看待社会，与我
们熟识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截然不同。对保姆长妈
妈的佩服，因二十四孝图的故事而对老祖母产生的心理上的
对立，还有对百草园的动植物朋友们的依恋。一个成年人能
将孩子的心理如此准确地呈现出来，我认为得益于他热爱生
活，体验生活。然而鲁迅先生的立意又绝不止于此，字里行
间是“救救孩子”的呼声，是对弱小者的同情，还有对封建
孝道的谴责。这或许才是最为出彩，最令人称道的地方。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先生严密的分析和严谨的态度。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文后的《后记》中。对《二十四孝图》故
事的考证，对“无常”的形象进行讨论，包括对于自己用错
了几个字的纠正。还附有插图，足可见先生耗费了不少时间、
精力，也足以体现他的严谨。忽然想起前些日子由故宫博物
院送出的一面锦旗上写道：“撼京都泰安”。“撼”(实
为“捍”)字用错。若为先生所知，先生一定首先站出来严辞
质问的。

以上只是略微表达一些自己浅薄的看法。相信以后，我会读
到更多先生的作品，会更深刻地理解先生。也相信我们新时
代的青年们会更深入地实践先生的教诲。

坐在藤椅上，杯中的茉莉散发着沁人心脾的馨香，轻轻地弥
漫在身边，手捧着那本淡绿色的《朝花夕拾》，品味着从字
里行间散发出独特而轻狂童真，随着那一片片思念的云彩飞
向那曾属于我们久违的净地……沾满碎屑的青葱时光。

晨曦中的鲜花故然绽放着娇嫩的花瓣，唤发着淡淡的清香，
顶着残阳采的花失去了晨曦中的娇嫩与芳菲，却平添了一种
迟来的成熟、风韵。这是鲁迅先生的童年，一个沾满碎屑的
青葱时光。

在细雨中呼唤的青春。

有人说一篇好的文章不在于你有多美的文字，重要的是你是
否可以引起读者的思考与共鸣。而鲁迅先生做到了，他用他
平淡朴实的语言唤发了多少人的思考，唤起了多少人的回忆
和曾经拥有的幸福时光。

小时候，我喜欢坐在田梗上望着一片金黄的水稻，看着一个
个忙碌的背影，心中绽放着一丝丝的甜蜜。那是收获的甜蜜。

小时候我还喜欢坐在藤椅上，依偎在外婆的怀里望着满天的
星星，在甯静的月光下，数星星。在月色如水的夜晚，享受



着那份浓浓的亲情与温馨。

如今的我，离开了过去，不再拥有过去那些时光了。这，或
许是一种遗憾，但同时却多了一份充实。现在的我拥有着许
多许多的书。每天在书中遨游着，努力地学习，拼命的争取
明天。或许这很累很累，但我却在一天天地长大，一天天地
成熟。这或许是在过去那些美景中领会不到的吧!

童年是大海中的一朵浪花。

朋友!在如今的时代中，不如读一读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
吧!品不同时代不同人的童年吧!

残阳似血

合上《朝花夕拾》，品尝着那杯尚留余温淡雅的茉莉，时光
又将我带回了那那一个轮回……

暑假中读了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其中有十篇散文,十分
的优美。在这组文章里,作者追怀青年时代的往事，既描写了
他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和对师友的怀念，又真实地书写了戊戌
变法和辛亥革命前后作者从农村到城镇、从家庭到社会、从
国内到国外所经历的种.种生活。其中写了许多关于少年儿童
的事，使我在读文章时，仿佛也在品味着自己的生活。

其中有一篇《藤野先生》让我读来十分地感动，让我懂得了
知识是没有国界的。藤野先生是作者在日本学医学时的老师，
对作者非常关心。藤野先生在生活上不大讲究，但为人却诚
恳、公正，对学生诲人不倦，对研究一丝不苟。他一一纠正
作者笔记上的错误，“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
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他教完了他所担任
的功课”;在知道中国人很敬重鬼时，还担心作者不肯解剖尸
体。藤野先生真挚的爱给了在异国的鲁迅极大的鼓舞，是十
分无私和伟大的。



藤野先生和白求恩医生，他们都为了自己的使命拼搏着、奋
斗着，而且有着超越国界的博大胸怀。这不仅让我感动也引
发了我深深的思考。我想：我们现在作为一名学生，最大的
使命不就是利用这青春的大好时光好好的学习吗?就像作者说
得那样：“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
他黑瘦的面貌……便使我忽有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
了，……再继续写一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
字。”

在想要放弃时，我们应想想身边辛勤的老师时、我们应想想
身边含辛茹苦的父母时,便更应该努力的学习，去实现自己的
梦想，去完成自己的使命了。

这让我再次感到了好好学习的重要性，朋友，就请你从现在
做起，用双手去放飞理想的翅膀!

最近，我看了一本散文书——《朝花夕拾》。这是一本回忆
童年生活的散文，就更加充满了个体生命的童年时代与人类
文化发展的童年时代所特有的天真之气。书中有批判，有嘲
笑，能够视为鲁迅的杂文笔法向散文的渗透，不仅仅使其中
的韵味更加丰厚，并且显示了鲁迅现实关怀的一面，这也是
真正的鲁迅。这本书确实十分好看。

《朝花夕拾》与一般的自传或回忆录的写法不一样，它不是
个人生活的编年史，而只是从生活回忆中选取一些有意义的
片断，写出一组既各自独立又具有连续性的系列散文。鲁迅
的生活阅历相当丰富，即使在本书中所反映的青少年时代，
可写之事也很多，但他只从中选取了十个题目，这与他一贯
主张的“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的严谨的写作态度有关。这
十篇散文，每篇都有很深的思想意义和很高的艺术水平，在
众多散文中，能够称得上是上乘之作了。

这本散文中，我觉得最好的一篇是《阿长与〈山海经〉》，
这一篇散文里，鲁迅曾怀着真挚的感情为长妈妈呼唤：“仁



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他的魂灵！”这种刻骨铭
心的人间挚爱，显露了鲁迅心灵世界最为柔和的一面。还有那
《二十四孝图》中的“卧冰求鲤”、“老莱娱亲”，被鲁迅
斥责了一顿，好趣味！

《朝花夕拾》以清新、平易、深情、舒缓的笔调记述了鲁迅
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的生活片断，展现了家乡的风土人情，
抒发了对亲朋师友的挚诚怀念，寄予了对现实的思考。期望
大家多多去看《朝花夕拾》。

最近，我看了一本散文书——《朝花夕拾》。这是一本回忆
童年生活的散文，就更加充满了个体生命的童年时代与人类
文化发展的童年时代所特有的天真之气。书中有批判，有嘲
笑，能够视为鲁迅的杂文笔法向散文的渗透，不仅仅使其中
的韵味更加丰厚，并且显示了鲁迅现实关怀的一面，这也是
真正的鲁迅。这本书确实十分好看。

《狗猫鼠》记述了童年时对猫和鼠的好恶。《阿长与〈山海
经〉》回忆了保姆长妈妈的淳朴善良。《二十四孝图》对荒
谬愚昧的封建孝道进行了抨击。《五猖会》回顾了儿时一次
看庙会的经历。《无常》栩栩如生地描述了乡间迎神赛会时
的活无常。《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回味了纯真欢乐的童年
和在三味书屋读书的日子。《父亲的病》在叙述父亲生病长
期治疗的过程中，对庸医误人表示出了深深的愤慨。《琐记》
记述的是作者去南京读书的经历。《藤野先生》怀念日本留
学期间的教师藤野，并记述了作者弃医从文的经过。《范爱
农》回忆和悼念了青年时代的挚友范爱农。

《朝花夕拾》以清新、平易、深情、舒缓的笔调记述了鲁迅
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的生活片断，展现了家乡的风土人情，
抒发了对亲朋师友的挚诚怀念，寄予了对现实的思考。

其中的幸福童年味儿吧。琐碎的记忆在《朝花夕拾》中重现，
不一样的年代，一样的欢乐，童年，惹人怀念啊。



朝花夕拾的读书笔记篇八

寒假来临，我读了鲁迅先生的散文集《朝花夕拾》。

读完后，我的感受就是觉得不像在读一本名著，而是在和一
个朋友聊天，想必这就是这本书的独特之处。于是捧起鲁迅
先生的《朝花夕拾》，从目录细细品读下去……鲁迅先生的
文笔绵密细腻、真挚感人，犹如小桥流水，沁人心脾。它真
实地纪录了鲁迅先生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历，
追忆那些难以忘怀的人和事，抒发了对往日亲友和师长的怀
念之情，生动地描绘了清末民初的`生活风俗画面。

《朝花夕拾》的内容简短但不缺乏经典，一开始读，好几遍
都看不懂，后来经过慢慢品味，才读透这本书。《朝花夕拾》
是鲁迅先生的一部经典作品，鲁迅先生的作品可以说是独一
无二的。他的作品既不遮遮掩掩，又不追求满是好词佳句的
华丽。却更能吸引读者，仿佛在给你讲故事一样。这本书是
鲁迅先生先生晚年的作品，而这部散文集中所写的，又全是
先生幼年时期的事情。幼年的事情到了晚年再去回想，犹如
清晨开放的鲜花到傍晚去摘取，虽然失去了盛开时的艳丽和
芬芳，但夕阳的映照却使它平添了一种风韵，而那若有若无
的清香则更令人浮想连翩、回味无穷。

说起《狗、猫、鼠》是我在这本书最感兴趣的文章了。一开
始，看这本书的第一篇文章就像是在听故事一样。文中的鲁
迅先生可是把他仇猫的原因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说实在的
我也挺讨厌猫的，也是因为它吃了不该吃的东西，我最爱的
红烧鱼。不过，如果当时的我把这件事记录了下来的话，就
能和鲁迅先生先生媲美一下了，题目就叫做《我？猫？老
鼠》。

虽然我平时不太喜欢老鼠，但看了这篇文章，突然觉得其实
有只“隐鼠”也不错啊！可当我看到阿长踩死“隐鼠”的那
一段时，感觉真有点气愤，同时也为鲁迅先生失去“隐鼠”



而感到惋惜。更感觉阿长真坏，不仅踩死了可爱的“隐鼠”，
还把罪祸强加在了猫的身上，使鲁迅先生错怪了猫。
《狗·猫·鼠》记述了童年时对猫和鼠的好恶，有明确的针
对性，论战性很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