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孔乙己读后感 鲁迅孔乙己高一读后感
(实用6篇)

总结人生经历可以让我们更加明确自己的目标和追求。如何
充实人生，让每一天都有意义和价值？小编为大家收集了一
些令人感动和启发的人生总结，供大家参考和阅读。

鲁迅孔乙己读后感篇一

鲁迅先生通过诸多正、侧面细节描写突出了孔乙己这个人物
的性格特点和悲惨遭遇，在这之中少不了对他语言上的精细
勾勒。

“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孔乙
己夹在长衫帮、短衣帮中间，既贫困潦倒又要与短衣帮划清
界限，卖弄学识，因此满口文言词句，充分体现了一个自卑
又虚荣的小人物的心理，悄然为他的悲惨命运埋下伏笔。

孔乙己进入咸亨酒店，是因为他嗜酒。“温两碗酒，要一碟
茴香豆”。“温一碗酒”前后两处看似平淡无奇的“要酒”
话语，可以推测出他由一开始境遇尚可到后来命运悲凉的变
化，也与前后虚荣地“排”和颓唐的面容照应。

教小伙计认字一节，恳切的语言和热心的态度可以看出这是
一个有善心但十分迂腐的读书人。鲁迅设置的“回”字四样
写法令人回味悠长。中国古代科技发达，而近代则远远落后
于西方，正是因为知识分子一味“咬文嚼字”，不重实用。

与小孩分豆吃，一样可见孔乙己的童真与迂。来之不易的茴
香豆与小孩分吃，之后“直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
多也。’”便是卖弄学问的体现。

读了《孔乙己》有感



这是一篇短文，是鲁迅先生《呐喊》中的一篇文章。鲁迅写
作的目的就是嘲讽那些社会的败类，和背叛者，他用自己的
笔来鼓励中国人坚持反抗，在《孔乙己》中，作者用细致的
文笔，嘲讽了像孔乙己这样的“书呆子”好吃懒做的人，但
是心中总会有一点悲伤：悲伤当时社会的腐败;总会有一点庆
幸：庆幸没有生活在这个年代;有一点愤怒：愤怒大家对政府
的不信赖。种.种原因让我的泪不禁流下。

孔乙己虽然穿着长衫，但不想其他穿长衫的人坐在店里吃饭，
而是像那些贫穷的人在柜台前站着喝，而且穿的衣服也是破
烂不堪，好像好几年没有洗过，孔乙己很想学习但是由于社
会的腐败，只能让他不懂装懂，他有能力但是因为自己不被
别人看好，从而导致他的好吃懒做，他帮别人写字遭到别人
的质疑，所以放弃了自己唯一能干的事情，之后他只能靠偷
东西来维持生机，但是常常被人发现，被人打断退，还在酒
店中欠了19个钱。

文章一处写到：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
见他满手都是泥，原来他便用着手走来的，不一会他喝完酒，
便又在旁人的笑声中，坐着有这手慢慢走去了。孔乙己的退
被人打断了，只能用手来走路，路人不但没有同情他，可怜
他，竟然嘲笑他，从而体现出来旧社会的麻木不仁。

读了《孔乙己》有感

他是一个未进学的读书人。

他是一个多余的人。

他是大家的笑柄。

他就是孔乙己。

孔乙己，那个被黑暗势力所压倒的一个人，被势利的冷漠人



群所嘲笑的人，和他一样同属压迫阶层的成员也嘲笑他。掌
柜的通过笑话他来招揽顾客，连十一、二岁的小孩子都看不
起他。他是一个读过书的小偷，好喝懒做，“品行却比别人
都好”，不拖欠钱，而且他很善良，只有他会给孩子们吃茴
香豆。他就是这样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人。

没有人愿意施舍给他一丝同情，给他一毫关心，给予他一点
温暖。即使是最后被打断了腿后，仍旧被诸多看客笑话，成
为笑柄，这就是当时中国人的冷漠、无情。

他极爱喝酒，就算最后只剩下那四文钱，他也没有用来买饭、
买药，还是在明知会被人嘲笑挖苦的情况下，用那手“走
来”喝了一碗酒。那时的他已经惨不忍睹了：“他脸上黑而
且瘦，已经不成样子了;穿着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
着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这段外貌描写越发衬托
出孔乙己的可怜，而他在熟悉的酒店里却也没有得到解一丝
温暖，反而被嘲笑挖苦，雪上加霜。掌柜的面对这样的孔乙
己仍然会笑着说：“你还欠十九个钱呢!”仍然会穷追猛
打：“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人们的冷漠，至此，到了
极致。

难怪鲁迅先生当时要选择弃医从文。如果中国人的思想不觉
悟，即使治好了他们的病，也只是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
看客。当时中国最需要的是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他终于下
定决心，弃医从文，用笔写文唤醒中国老百姓。

鲁迅孔乙己读后感篇二

生活是一场戏剧，或喜或悲。这万千的悲悲喜喜当中，不同
的人，过着不同的生活；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呐喊；有
时连缄默都是不同的。但，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生命需
要呐喊。

孔乙己，是悲剧。为什么?因为他仅仅在生存着，没有为生活



而呐喊过，他从生存的狼狈当中来，最终在生存的戏谑当中
死去。他是悲哀的。他不知道，生活和生存，千差万别。

生存，是生活的最低要求。

孔乙己不是个案，他代表了他所处的时代里所有和他一样只
是在生存的人们。他们只关注如何过一天是一天，今天贪点
便宜，明天耍点滑头，只要能活下去，而不问问自己怎样活
得更好；他们只在乎自己的利益是否受损，不管其他人是快
要行将就木，或是穷苦潦倒揭不开锅，也从不带一星半点的
关心、同情，似乎眼睛里早就被蒙上了灰尘；他们只看重在
自己痛楚的生存里靠取笑他人来获得快乐，从来不会懂得适
可而止，也不会低声安慰，只是一阵又一阵的哄笑，即使那
个人曾发出恳求，即使那个人也和他们一样，只剩下凄苦的
生存。

这样的一生，只有生存的苟且，没有生活的远方。当你的目
标只是生存，你也许连生存都够不到。

生活，才是关于生命的最好解读。

古往今来，多少人为了生活而呐喊过。面对残暴的君王，我
们不缺像陈胜吴广这样英勇顽强的呐喊；面对渐渐变得麻木
的人们，面对软弱无能的政府，面对亡国的危机，我们不缺
像鲁迅先生先生这样不畏生死的呐喊；面对新时代的政治局
面，我们不缺像外交官耿爽这样威严理性的呐喊。我们有太
多像你我一样懂得呐喊的人。我们的呐喊也许微弱，也许渺
小，但我们敢呐喊，会呐喊。我们的呐喊没有那么伟大的目
的，只是警醒自己守住道义，告诫自己不要懒散，提醒自己
有梦要追，我们只是为自己的未来呐喊，为了远方的诗意呐
喊。也许我们的呐喊不够宏亮，但是不可否定，大多数你我
正在为了未来而奋斗着，你是在为了一个好的高中而努力，
是在为了一个好的大学而拼搏，还是在为了一份好的工作而
奔跑，那都不关紧要，重要的是，你一直在为自己而呐喊，



而这些都是你生活的通行证，都是你回首往事时的不后悔，
更是你在世界上奋斗的痕迹。

你甘于生存，还是乐于生活，那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如果你
够不上你在追求的生活时，千万不要丧气，也不要失去那份
呐喊的勇气，至少你拥有了生活的渴望。

相信吧！未来，当你拥有了想要的诗和远方，你会感谢曾经
呐喊过的自己！

鲁迅孔乙己读后感篇三

除了上次说道的叙事人选择的特殊，鲁迅使用了小伙计的角
度，这样就略去了很多关于孔乙己的介绍，以及他的悲惨命
运的了解，就在这小伙计的眼中，也没有对于孔乙己的出场
做面面俱到的描写。在表现方法上，《孔乙己》没有描写，
没有渲染，只有平淡的叙述，这一点和鲁迅的其他名篇是很
有些不同的。

在表现方式上，《孔乙己》一文中没有渲染，只有平淡的叙
述。文中写到“没有他，人们也一样快活”这里后，小说接
着写在酒店里，人们发现，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

一个喝酒的人说道，“他怎么回来?……他打折了腿了。”掌
柜说，“哦!”“他总是仍旧偷。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
到了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后来怎么
样?”“怎么样?先写服辩，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
了腿。”“后来呢?”“后来打折腿了。”“打折了怎样
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掌柜也不再问，仍然慢
慢地算他的帐。

从字面上看，好像并没有任何文字直接写到人们的“快活”。
然而从对话的语调中，仍然可以看出那个提供消息者的心态。



对于丁举人打折了孔乙己的腿这样野蛮的人身伤害，说话者
没有半点保留，相反给人一种理所当然、津津乐道的感觉。
特别是，传孔乙己可能已经死了的时候，说话的和听话的都
没有震惊。“掌柜也不再问，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账。”对于
一个给酒店带来欢笑的人的厄运，居然一点反应也没有。这
就充分显示出鲁迅在对话描写中潜在量的巨大——有意不去
直接点明说话者那种津津乐道的神态甚至以消息的传播者为
荣的情绪，把想象的空间留给读者。

唯其平静、平常、平淡，才显得诸如此类的残酷无情，由于
司空见惯，而没有感觉，没有痛苦，而鲁迅的笔墨，就是要
揭示这种无形的精神虐杀的可怕。

读了《孔乙己》有感

从文章一开始介绍鲁镇酒点的格局，以及短衣帮、长衫客，
可见当地的贫富悬殊，等级观念强，这一下把整个大的社会
环境写了出来。这更加导致了孔乙己的悲惨命运。

孔乙己本人是一个连秀才都没考上的读书人，因而在社会上
的地位无足轻重，“孔乙己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
便这么过。”

孔乙己本人的性格十分耐人寻味，他深受科举制度的毒害，
所以迂腐，他自身好喝懒做，不会营生，当然，他也有善良
的一面。

从他教“我”“回”字的四种写法，经常说一些之乎者也，
可见他受科举毒害之深，然而，他也有一股读书人的傲气，
从他看不起短衣帮，只偷书却不欠帐可以看出。

他好喝懒做，迫于生计，所以去偷书。这是他的一个巨大的
问题，这直接导致了他的悲惨命运。



在他送小孩子茴香豆的过程中，他用手“罩”住碟子，虽然
十分迂腐，但也可见其善良。

孔乙己在故事中有两大阶段，分别是被打前和被打后。被打
前他至少还与别人狡辩，而被打断腿后也不辩解，可见他的
心理状态已经失去了唯一的一点读书人的尊严，他的身体就
更不用说了。正是这个变化，更看出世态炎凉，例如，看客
们看到了落魄的孔乙己仍然和以前一样，孔乙己死后，掌柜
只是惦记着他欠下的钱。

鲁迅写这篇文章，也就是为了揭露这些丑恶的社会，抨击科
举制度。

读了《孔乙己》有感

孔乙己是谁?他是鲁迅笔下的一个人物吗?不，他不是，我们
身边也存在着不少孔乙已。而让我们仔细反思一下自己，有
没有做过看客。有人说过，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日本人相比，
中国人是一条龙，日本人是一条虫。而当一群人中国人和一
群日本人相比时，中国人是一条虫，日本人是一条龙。这句
话的出现，就是因为中国存在太多太多的看客。

读完孔乙已这篇文章，我没有觉得好笑，而是觉得可悲，痛
恨。可怜的孔乙已，痛恨这黑暗的社会。当时的社会，有着
封建的思想，残酷的官僚主义，社会阶层分明。而当时可怜
的不止是孔乙已，还有那些短衣帮。那些孩子，文中的小孩，
才12岁就已经很势力了，他们那原本应该如空灵宝石般的心
灵，就被封建社会给污染了，给钳固住了。而那些短衣帮呢?
他们贫穷，他们空虚，所以充当了看客，他们牺牲了别人的
快乐，来换取自己那无聊的乐趣。我不知道当时的社会有多
么的黑暗，我也不想知道，而现实生活中不也存在着看客吗，
现实确实比从前进步了，人们也不会像短衣帮对待孔乙已那
样对待身边的人，而这种看客心理却依然存在。



这个世界不需要太多的看客，愿我们每个人都从小事做起，
让看客这个名词消失。

读了《孔乙己》有感

我昨天读了《呐喊》里的《孔乙己》。

里面讲了鲁迅先生在十二岁起就在鲁镇的酒店的格局当伙计，
来喝酒的有一人最特殊，那就是孔乙己。孔乙己是站着喝酒
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穷的人都短衫，站着喝酒。富的人都在
店面隔壁的房子喝酒，穿着长衫)。孔乙己是别人给他起的外
号，说话总是之乎者也，逗得人们哈哈大笑。

后来孔乙己可能因为偷了东西，被别人打断了两腿。再到后
来也没有见到他。

读了这篇文章，我有些气愤，还有些怜悯孔乙己。他虽然好
吃懒做，但是他非常爱孩子，邻居的孩子来了，他便给他们
茴香豆吃，可以看出孔乙已很善良。文中描写的孔乙己是幽
默、好吃懒做、善良的。后来说他也许死了我的心情也很沉
重，就像老师说的一样：人会受生活的影响。孔乙己就是这
样，因为生活去偷窃，才会被打断腿。

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美好时光。

鲁迅孔乙己读后感篇四

不知道为什么，拿起这篇文章，就有点放不下的感觉。或许
它是一篇小说，里头有吸引人的故事情节以及丰满的人物，
再或许它是一篇出自鲁迅笔下的名篇。看完一遍，只是感叹
孔乙己悲剧的人生。再细读一遍，发现这个人折射出了一个
大的社会。折射出这个社会的冷漠，这个社会的残酷。

或许在更多人眼里，孔乙己是那个社会的“多余人”，也是



那个社会的'被毒害者。在别人的贬斥下，我欣赏起他的执着，
虽然，我们会怒其不争，可是，换个角度去看他，他一个人
的反抗也是无济于事的。他热衷于功名利禄，其实，这个那
个社会司空见惯的行为，我们不应该去指责或者去批评，要
怪我们只能责怪那个社会，诅咒那该死的科举制度。其实，
像孔乙己这样的人，不只是存在于封建社会，当今社会，有
何尝少呢？在这个竞争社会激烈的时代，在这个所谓“人才
济济”的21世纪，很多“孔乙己”奔波于公务人员的考试当
中呀。一个职位居然有那么人来竞争，他们为的什么？我想
不言而喻吧。

以前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那如今呢？

鲁迅孔乙己读后感篇五

那个时代人的冷漠让我感到震惊，无法想象那个时代的人可
以对死亡这么的轻描淡写，就连孩童都如此的自私，而人们
关心着的是自己的腰包，从不会关心到别人，就像老板想起
了孔乙己，也只是因为那十九文钱罢了。孔乙己是一个不幸
者，他生活在一个麻木、冷酷的社会环境之中。孔乙己精神
上的痛苦要超过肉体上的痛苦。

在长期封建文化教育熏陶中，也和一般士大夫一样“四体不
勤”、“五谷不分”，不会营生，养成好喝懒做的恶习。有
时免不了做些偷窃的事，最后落到被打折了腿的惨境。他迂
腐可笑，麻木不仁，至死不觉悟。封建文化教育和科举制度
不仅毒害、摧残了他的灵魂，而且也摧残了他的肉体。

鲁迅孔乙己读后感篇六

其实不然，现在的高考制度虽然没有以前的封建科举制度那
样苛刻，可它却依然毒害了不少现代的青年们。这些青年们，
为了能读上一流的大学，他们靠的也就是拼命地学习，他们
每天都进行着三点一线的三部曲，每日每夜地学习，似乎恨



不得把书上的内容装进脑袋里，以备高考那瞬间能派用上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