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朝花夕拾藤野先生读书笔记(实
用8篇)

紧密团结，共迎挑战。如何培养团队合作与协调能力？共享
荣耀，共创辉煌！

朝花夕拾藤野先生读书笔记篇一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句名
言出自鲁迅的《故乡》。暑假里，我读了鲁迅散文集《朝花
夕拾》和小说集《呐喊》，很多文章让我印象深刻，比如：
《五猖会》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孔乙己》等等。但
是我最喜欢的还是《藤野先生》这篇散文了。

这篇散文主要讲了这样的一件事：鲁迅去日本学医，藤野先
生是他的解剖学老师。在留学期间，藤野先生对鲁迅无微不
至的关心和孜孜不倦的教诲，让鲁迅难以忘怀。后来因为鲁
迅在电影上看到中国人围观自己人被枪毙，竟欢呼万岁，鲁
迅决定弃医从文，拯救中国人的灵魂。

藤野先生是一位日本医学教授，他平等待人，没有歧视来自
弱国的鲁迅;他教学严谨认真，有一次鲁迅画下臂的血管移了
一点位置，虽然很好看，但还是被藤野先生发现了。

鲁迅很幸运地遇到了藤野先生，我也非常的幸运，因为我的
老师也正是如此。我的一点点小问题都会被细心的老师发现，
并让我改正。我以前字写得很小，虽然答案没有错误，但是
字小，看着费劲，影响卷面美观。于是老师一次次提醒我，
让我注意这个问题并让我把字写大一点。老师并不是想找我
的茬，而是想让我在每个细节都精益求精，不让一个芝麻粒
儿大的问题变成我取得成功的唯一遗憾。

藤野先生对科学严谨的态度，也让我认识到，无论遇到什么



样的问题，都应该认真的对待，不能想当然，更不能试图蒙
混过关，只有积极地想办法，科学地解决问题，才是正确的
选择。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这就是我们敬爱的老师，不仅教我们
知识，更教我们做人的道理。我只有更加努力的学习，更加
懂事，让老师少操心，才能表达我对老师深深的爱。

朝花夕拾藤野先生读书笔记篇二

读了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我个人的感受是比较大的。
其间我对《藤野先生》这篇文形象比较深。

在文中，我能感遭到藤野先生是一个洒脱洒脱，懂得尊重别
人的人。

前面有说到，当藤野先生上讲台的时分，会有学生发笑。是
由于他的穿戴“含糊”。有一次鲁迅乃至看到他教课的时分
没有带领结。这个“特色”常常引起令人发笑的工作——像
是在坐公交的时分，会被司机以为是小偷，被乘客们提防着。
可见他穿衣是很随性，洒脱的人。

藤野先生也是一个仔细的人，会为鲁迅先生纠正他的语法，
帮他做点笔记。一步步帮他进步成果。当鲁迅先生实习解刨
尸身一星期后，藤野先生很快乐地说出自己关于鲁迅不会惊
骇解刨尸身而感到的高兴。

在后文看到日自己关于鲁迅，不更精确的说是，关于我国人
的不屑和小看。当鲁迅先生成果并没有垫底的时分，仗着
对“我国人都是低能儿”的主意，他们居然提出鲁迅先生做
弊这个说法。他们的情绪跟藤野先生的尊重形成了激烈的`比
照，藤野先生在其时我国是弱国的情况下，还能对是我国人
的鲁迅先生同其他学生相同公正对待，尊重，容纳，乃至会
自动协助他学习方面上的工作。



这样想来，藤野先生确实是和其他“正人君子”不相同。是
一位值得令人尊重，值得敬爱的好教师。

看到结束，我虽然对其时关于我国抱着恶劣情绪的日本产生
了稠密的厌恶感，但是关所以日自己的藤野先生产生了极高
的好感度。一起，也为鲁迅先生得到如此一位好教师感到仰
慕。

朝花夕拾藤野先生读书笔记篇三

鲁迅写这文章的当时，中国在邻邦日本的心中的确是一个弱
国，可是，当我看到《藤野先生》中的那一段话，便没有来
由地心痛起来——“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自然是低能
儿……”让我想起在郁达夫先生的《沉沦》中，那个在心中
默默呼唤着“祖国啊，你怎么不快点强大起来，你的儿女在
这里受苦那!”的留日少年。这种国人，希望祖国强大而不去
努力，只是无助地祈祷，让人不仅怜悯他。但是那些看着自
己的同胞在影片里被杀头，而且还与日本人一同欢呼的国人，
那种骨子里的麻木不仁，不仅可怜，而且，可恨!在这篇文章
里我感受到的是鲁迅对藤野先生的感动、感激与怀念，即便当
《藤野先生》的形象深入人心，却少有人记得他的名字——
藤野严九郎。我感受到的是鲁迅“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
血荐轩辕”的报国之情。《藤野先生》，记叙的是一段感人
的师生情，一颗动人的爱国心。

朝花夕拾藤野先生读书笔记篇四

《藤野先生》也同样记录了鲁迅的心路历程，学医救国到弃
医从文的转变，表达了鲁迅深深的爱国主义情感。下面是小
编整理的藤野先生读书笔记，欢迎阅读参考!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一位对我们影响颇深，且令
我们终身难忘的恩师。即使是鲁迅这样家喻户晓的名人的生
命里也有一位如此令他难忘的恩师藤野先生。



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
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缓缓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
生介绍自己这是初遇藤野的鲁迅对他的印象，如此平凡而又
不平凡的外貌给藤野先生增添了不少的神秘感。

藤野与鲁迅的正式接触从一个星期后开始，他为鲁迅修改讲
义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
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并且一直这样持续到他所
担任的课程全都教完为止。

虽然藤野先生在此没有与鲁迅多说什么，但这一经他细致改
正过的讲义就已经胜过了千言万语，是啊，还有什么可以说
的呢，老师对学生的爱与希望都已经倾注在这添改过的讲义
之中了。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
剖尸体。现在总算是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这是藤野先生对鲁迅说的话，当时正处于中国闹革命的时期，
中国人一向被外人所瞧不起，鲁迅所在学校的日本同学甚至
认为中国人都是低能儿，而藤野先生却不以为然，他能够尊
重中国人的民族信仰习惯，主动争取学生的意见，可见在他
眼中人人平等。

当得知鲁迅要弃医从文时，藤野先生深表惋惜，送给了鲁迅
一张他的照片，照片后面的惜别二字，截然表现了他对鲁迅
深深的爱与离别的不舍。他对鲁迅如此的热心希望，不倦教
诲，可能只是为了能够让鲁迅将来在医学方面有所成就，可
能是为了能让新的医学传入中国，他是如此伟大而又无私的
一个平凡老师。

这让我想起《最后一课》这一课文，这篇课文写了小弗朗士
在老师韩麦尔先生的感染下，改掉了不爱学习的坏毛病，激
起了小弗朗士内心朴素的爱国情怀以及学好祖国语言的责任



感。那一堂课，他听得特别认真，也感受到了知识前所未有
的魅力。

看来，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力是极大的，它有时能改变学生的
一生。就像藤野先生对鲁迅的关怀之深，使鲁迅每当夜里疲
倦，正想偷懒时，仰面瞥见先生的照片，便抖擞精神，顽强
地与困难做斗争，坚持自己的道路，才能赢得了万人的敬仰。

作为一名学生，能够在生命中遇见这样的对自己关爱有加、
亦师亦友的老师，真是人生的一大幸运啊。良师令人难忘，
师恩更令人难忘!

自从走上这三尺讲台，成为一名教师以来，我们每天面对的
就是我们的学生，一个班有那么多的学生，每个学生总是存
在这样那样的个体差异，有学习好的，有学习不好的，有活
泼好动、调皮捣蛋的，也有沉默寡言，文质彬彬的，该如何
对待这些个体差异，树立怎样的教学观念，才能创造一个良
好的师生关系，进而帮助我们取得最大最好的教学效果，我
觉得这是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近期，偶然看了大文豪鲁迅写的一篇叫藤野先生的文章，受
到了很多启发。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回忆了自己在日本留学
的经历。当时鲁迅是作为一个晚清的中国留学生身份在日本
留学的，在自己祖国积贫积弱，备受各国列强欺凌的大背景
下，鲁迅经常受日本学生歧视、侮辱，而他的日本老师藤野
先生却不同，不但平等公正对待他，还对鲁迅非常的关心，
书中写到一个细节，藤野先生把鲁迅上课时抄的笔记拿去检
查，过了两三天后，当鲁迅从藤野先生那里把笔记拿回来时，
发现藤野先生用红笔把笔记里的内容从头到尾都改了一遍，
不但把记漏了填回去，还帮忙改正了很多语法错误。尽管这
样，藤野先生对鲁迅还是不放心，要求鲁迅以后每个星期都
要把笔记送给他看，以保证鲁迅的笔记能够记得准确无误。
后来，要上解剖课，怕鲁迅受中国传统影响不肯上课，藤野
先生还主动和鲁迅进行沟通。



《藤野先生》也同样记录了鲁迅的心路历程，学医救国到弃
医从文的转变，表达了鲁迅深深的爱国主义情感。鲁迅初到
东京时，看到的是清国留学生在饱含中国人的耻辱的上野公
园的樱花树下的身影，听到的是留学生们傍晚学跳舞的喧闹。
这让鲁迅甚为厌恶，也正是这样，他去了仙台，在那与藤野
先生相识。

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一个人，他发表了第一篇白话文
小说，参加新文化运动，对历史的发展贡献很大。

他一生只出了一本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作者回忆了
从青年时期以来的经历。其中有一篇是《藤野先生》是作者
回忆一位日本的老师藤野先生。

作者重点回忆了在仙台和藤野先生学医的故事。作者写了藤
野为我一一订正讲义，描绘出一个和蔼的热心的老教师形象。
可是让我感到有些失望的是作者竟然对科学很不严谨，对血
管的位置错误不但不接受还认为自己这样画画儿好看。这点
最后学年试验成绩给了他一个警示，“同学一百余人之中，
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

我对鲁迅这一点也很不满意，有这样好的老师手把手教，居
然对自己的要求仅仅是没有落第!

我认为，鲁迅这样做是辜负了藤野先生对他的期望，也是自
己时光的荒废。只有刻苦学习才对得起中国人民纳税的钱，
只有名列前茅才能给中国人扬眉吐气。只有这样，才能实现
作者医治国人身体的理想，完成藤野先生给中国传播新的医
学的心愿。

在作者被讥刺后，藤野先生主持正义，为中国学生赢得了尊
重。我十分欣赏他正(义)气的作风。



朝花夕拾藤野先生读书笔记篇五

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就是记录了作者在日本读书时候的学习
和生活，讲述了在学校受到日本学生的歧视，并且决定放弃
医学的过程，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于藤野先生深深的思念和
感谢之情。文章中的`藤野先生是一个非常严谨、正直的人，
他没有对民族的偏见，没有歧视别人，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

朝花夕拾藤野先生读书笔记篇六

《藤野先生》也同样记录了作者的心路历程，学医救国到文
艺救国的转变，表达了作者深深的爱国主义情感。下面是推
荐的藤野先生读书笔记心得，仅供大家借鉴。

一九二六年十月鲁迅先生写的《藤野先生》，是篇脍炙人口
的散文。这篇散文通过鲁迅先生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留
学时的生活片断，着力刻画了他所敬仰的藤野先生的光芒形
象，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鲁迅尊师、藤野爱生的生动丰富
资料。

藤野先生，是个治学严谨、没有民族偏见的正直的知识分子。
文中详细而详细的地记述了藤野先生怎样修改鲁迅的笔记，
又怎样开导鲁迅大胆解剖尸体。在鲁迅将离开仙台的前几天，
藤野特地叫鲁迅到他家里，交给鲁迅一张照片，后面写着两
个字“惜别”，还希望鲁迅也将照片送给他。可见藤野爱生
真是一往情深。

鲁迅先生又是怎样呢?“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
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谢给我鼓励的一个。……他的性格，
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
知道。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本厚，收藏着的，将
作为永久的纪念，……他的照片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的东墙
上，书桌对面。”并时时鼓励他“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
子’之流深恶痛疾的文字，”这是至诚敬至的表白。



直到一九三五年日本岩波文库中要出《鲁迅选集》时，鲁迅
一定要他把《藤野先生》选进去。后来译者到中国，鲁迅先
生向他打听藤野先生的消息，没有下落。鲁迅感慨地
说：“藤野先生大概不在人世了吧!”其实，藤野先生还活着。
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到日本，藤野先生
非常悲哀。当时，有位记者把鲁迅葬礼的照片给藤野先生看，
看了之后，便正襟危坐，把照片举在头上，说：“我对周君
给了一点帮助，他就那么受感动，一直记在心里，把我写在
书里，称我为恩师，把我的照片挂在自己的房间里，至死还
想知道我的消息。”

这段师生的情谊，实在感人肺腑!今天我们提倡尊师爱生，跟
他们的那个时代相比，时代的色彩不同了，阶级内容也变了。
但是，鲁迅与腾野之间的友谊，却事实在在值得我们学习。

《藤野先生》是鲁迅先生写的一篇回忆自己早年在日本留学
时期的文章，藤野先生是他的老师。读完这篇文章后给我感
受最深的主要有两点：一是藤野先生的行为和品质;二是“看
电影事件”。

通过文章中写的藤野先生与“我”发生的四件事，我看出藤
野先生的治学严谨，教学认真。而且他没有民族偏见，对作
者这样一个弱国的学生一直给予关心、帮助、鼓励，这在当
时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

文中藤野先生为作者改讲义的事、改血管图事件和关
心“我”解剖实习的事，都可看出藤野先生对“我”的关心，
不倦的教导和对“我”热心的希望。鲁迅先生有一句话写出
了藤野先生这么做的原由“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
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
中国去。”藤野先生为了让医学传播的更远，让新医学更有
所开展，所以对鲁迅更有所保护。从这几点中展示了藤野先
生一个正直学者的伟大。



但鲁迅因为在仙台那次“看电影事件”之后，改变了以医救
国的思想。确实，当我读到“看电影事件”的时候也有了更
深的感触。

《藤野先生》中提到他的日本同学看到给俄国人做侦探，而
被枪毙的幻灯片后，都拍《藤野先生》中提到他的日本同学
看到给俄国人做侦探，而被枪毙的幻灯片后，都拍手欢呼起
来，嘴里还喊着“万岁”。读到这时我觉得日本人真是可恶
和野蛮，但继续读下去，我的感觉又多了一条关于的，此后
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
不酒醉似的喝彩，——鸣呼，无法可想!”确实无法可想，看
别人杀而喝彩。那时的人们或许已经麻木了，在长期残酷的
阶级压迫和思想统治后大脑不得不变得愚昧无知了。

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写到：“从那回以后，我便觉得
医学并非一件要紧的事，但凡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
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所
以人民的觉悟和思想有了提高，才会更加爱自己的'国家，使
自己的国家强大。现在的中国已不是一个弱国，但也不是一
个强国。所以我想我们现在更应该好好读书，使自己有思想，
有觉悟。周恩来总理也说过“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想
每一个都希望中国强盛起来，都热爱着我们的祖国，那就让
我们把自己这种对祖国深厚的感情化为实际行动。

人的一生将会遇见许许多多的老师。

这已经是一个非常老套的比喻了，只要是老师我相信这些一
定很准确。藤野先生也拥有，但他独有的是没有民族偏见的
高尚品格。世界上永远不会有在各方面大公无私的人，藤野
先生已经很了不起，因为他对“学术”大公无私。他的生活
如此奔腾不息，又如此清澈。因此他成了鲁迅的“第一老
师”，他给了鲁迅勇气，让他煽动自己的羽翅飞向自己的天
空，鼓励着他的爱国精神。



藤野先生的生命是一把燃烧的火，有热、无热地去温暖人的
甘田。

藤野先生的生命是一片碧绿的草，有生、无生地去坚决人心
的动摇。

最后鲁迅留下的还是遗憾，但我觉得这也很好不是吗?我憧憬
完美，也欣赏遗憾，因为所有的完美似乎都指向遗憾，而那
么遗憾却常常能映现完美。

自从走上这三尺讲台，成为一名教师以来，我们每天面对的
就是我们的学生，一个班有那么多的学生，每个学生总是存
在这样那样的个体差异，有学习好的，有学习，有活泼好动、
淘气捣蛋的，也有沉默寡言，文质彬彬的，该如何对待这些
个体差异，树立怎样的教学观念，才能创造一个良好的师生
关系，进而帮助我们取得最大最好的教学效果，我觉得这是
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近期，偶然看了大文豪鲁迅
写的一篇叫藤野先生的文章，受到了很多启发。在这篇文章
中，鲁迅回忆了自己在日本留学的经历。当时鲁迅是作为一
个晚清的中国留学生身份在日本留学的，在自己祖国积贫积
弱，备受各国列强欺凌的大背景下，鲁迅经常受日本学生歧
视、侮辱，而他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却不同，不但平等公正
对待他，还对鲁迅非常的关心，书中写到一个细节，藤野先
生把鲁迅上课时抄的笔记拿去检查，过了两三天后，当鲁迅
从藤野先生那里把笔记拿回来时，发现藤野先生用红笔把笔
记里的内容从头到尾都改了一遍，不但把记漏了填回去，还
帮助改正了很多语法错误。尽管这样，藤野先生对鲁迅还是
不放心，要求鲁迅以后每个星期都要把笔记送给他看，以保
证鲁迅的笔记能够记得准确无误。后来，要上解剖课，怕鲁
迅受中国传统影响不肯上课，藤野先生还主动和鲁迅进展沟
通。

藤野先生是鲁迅的一片回忆性散文。文章开头先写了在日本
中国留学生扭曲、贪腐的思想，到处被人瞧不起。当时中国



身为弱小国的心酸，激起了作者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令作者
很迷茫。有一天，鲁迅遇见了日本的解剖老师——藤野先生。
通过作者的外貌描写：“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
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我看见了一个生
活简朴、责任心极强的先生。藤野先生让鲁迅抄他所做的讲
义，第二天还给鲁迅时，上面有红笔改正的痕迹，连一些很
细微的小错误都不放过。并让鲁迅每一周要送给他看一回，
一直坚持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一个一丝不苟、严谨认
真的藤野先生跃然纸上，在异国，有这样一位好老师，让鲁
迅敬慕。这是一种怎样的师生情怀!藤野先生虽然是外国人，
但是却没有对学生产生偏见，而是给予他温暖的关心，这个
像父亲一样的人，对于鲁迅以后弃医从文提供了精神上的支
柱。鲁迅先生准备弃医从文，藤野先生送给了他一张自己的
照片，后面写着：惜别。表达了藤野先生十分珍视与鲁迅的
友谊，一片依依不舍的深情。在以后鲁迅弃医从文的过程中
遇到了很多困难，但作者会时时想起藤野先生，并重树信心，
说明先生对作者的影响很大，他对我的影响和鼓励不断地鞭
策着我，让我不断“写那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
的文字”。

朝花夕拾藤野先生读书笔记篇七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一位对我们影响颇深，且令
我们终身难忘的恩师。即使是鲁迅这样家喻户晓的名人的生
命里也有一位如此令他难忘的恩师藤野先生。

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
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缓缓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
生介绍自己这是初遇藤野的鲁迅对他的印象，如此平凡而又
不平凡的外貌给藤野先生增添了不少的神秘感。

藤野与鲁迅的正式接触从一个星期后开始，他为鲁迅修改讲
义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
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并且一直这样持续到他所



担任的课程全都教完为止。

虽然藤野先生在此没有与鲁迅多说什么，但这一经他细致改
正过的讲义就已经胜过了千言万语，是啊，还有什么可以说
的呢，老师对学生的爱与希望都已经倾注在这添改过的讲义
之中了。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
剖尸体。现在总算是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这是藤野先生对鲁迅说的话，当时正处于中国闹革命的时期，
中国人一向被外人所瞧不起，鲁迅所在学校的日本同学甚至
认为中国人都是低能儿，而藤野先生却不以为然，他能够尊
重中国人的民族信仰习惯，主动争取学生的意见，可见在他
眼中人人平等。

当得知鲁迅要弃医从文时，藤野先生深表惋惜，送给了鲁迅
一张他的照片，照片后面的惜别二字，截然表现了他对鲁迅
深深的爱与离别的不舍。他对鲁迅如此的热心希望，不倦教
诲，可能只是为了能够让鲁迅将来在医学方面有所成就，可
能是为了能让新的医学传入中国，他是如此伟大而又无私的
一个平凡老师。

这让我想起《最后一课》这一课文，这篇课文写了小弗朗士
在老师韩麦尔先生的感染下，改掉了不爱学习的坏毛病，激
起了小弗朗士内心朴素的爱国情怀以及学好祖国语言的责任
感。那一堂课，他听得特别认真，也感受到了知识前所未有
的魅力。

看来，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力是极大的.，它有时能改变学生的
一生。就像藤野先生对鲁迅的关怀之深，使鲁迅每当夜里疲
倦，正想偷懒时，仰面瞥见先生的照片，便抖擞精神，顽强
地与困难做斗争，坚持自己的道路，才能赢得了万人的敬仰。



作为一名学生，能够在生命中遇见这样的对自己关爱有加、
亦师亦友的老师，真是人生的一大幸运啊。良师令人难忘，
师恩更令人难忘!

朝花夕拾藤野先生读书笔记篇八

在阅读鲁迅先生写的文章时，我总是怀有一颗的心。《藤野
先生》也不例外，鲁迅先生作品的锐利以及沉重是在小心阅
读后才可以感受到的。

藤野先生是鲁迅先生最的老师之一。

日本，一直以来是中国，中华民族很是深仇大恨的一个国家，
所以在鲁迅先生笔下，藤野先生的形象才那么高大，伟岸。
但我发现的一点，就是鲁迅先生即使在美好回忆文中也捎带
了对的，对“正人君子”的。鲁迅先生似乎早已发觉了人们
的病根－－思想及行动，不管是日本军民狂热的思想，还是
中国不仁的，又或是见利忘义或顽蒂根深的“正人君子”，
无不透露出惘然恍然的思想。

思想，又是思想，鲁迅先生成为了思想的巨人。

藤野先生，在鲁迅先生日本求学道上引了一道光。是啊，连
藤野先生这样一个日本教师也为中国献一份力－－希望学术
传往中国，那中国人自己呢？是啊，中国人都为自己国家担
忧，那么哪有什么光亮可以中国那一片歇斯底里的呐喊再颓
丧。对于鲁迅先生，藤野先生给了他许多，以及信心。鲁迅
先生亦也成为了一道光，一道锐而刺目的光，他使中华之兴
起有了方向。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最精彩的内容莫过于
藤野先生的悉心。但更重要的是藤野先生为中国学术献出一
份心力，对鲁迅先生的鼓励。

作家维克多.雨果曾讲：“既然是从王座上覆盖出的，那就让
从焚烬的墓里出来，让人类再见”



对于鲁迅先生来讲，这样一份又是多么珍贵。凡是希望中国
兴起的反封建新生代，如青年作家萧红等人，鲁迅先生都舍
尽全力去帮助他们，使微光点燃蜡烛，让茫茫旷野上，出现
那远处耀眼的。在中，在茫茫中，在藤野先生的激励下，鲁
迅先生举起锋锐的笔。但在这时候，也出现了由发出的另一
支写作队伍。

他们自命不凡，是接受沙俄，资本主义思想的一批“”。他
们着一切，指挥他们的人。

生活中何尝不存在这么一批看客，不，是“说客”呢？

在现如今的网络，在一切凌然的事件中，这些“者”的影子
层出不穷。这些“者”为了一人之情绪而公然喧骂。那么这
又何尝不是我们自己呢？在人类心安理得化思想遍及的同时，
“者”们开始在可以不负任何后果，打着“xxxx”旗的情况下
当众“打开杀戒”。他们没有“杀戒”。这只是在自己之后
欺骂别人。

现实的“狭义”，只是鲁迅先生所的那群人的缩影。

那么是否要有另一位藤野先生，来引导思想呢？不，思想早
已构建，只是没有成为一个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