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朝花夕拾读后感(优质13篇)
通过明确岗位职责，可以有效分工，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
量。岗位职责的变化和调整应该与企业整体战略和目标保持
一致。下面是一些成功应对岗位职责挑战的经验分享，希望
能够对大家有所启发。

鲁迅朝花夕拾读后感篇一

《琐记》讲的是鲁迅从家到南京，从南京到日本的经历，从
中我不但看到了一个腐朽的旧中国，还懂得了不能从表面来
看任何事物和事情。

衍太太是那种小孩子看不出，但大人一眼就看得出来的歪心
眼的人，他对别人家的孩子“好”，“赞赏”他们吃冰，并
且不告诉他们的妈妈，并且还鼓励他们多吃，与之成反比的
是沈四太太，当他看到孩子们吃冰，即使阻止，但因声音太
响，被母亲听到，骂了一通。表面上看，衍太太心胸宽大，
懂得保护小孩的自尊心，会替别人保守秘密，而沈四太太就
显得有些大惊小怪。但是，吃冰对人的害处，远远大于衍太
太的“热心”沈四太太虽然方法欠妥，但是它是真心为孩子
们着想。而衍太太所谓的“赞赏”就是变相的怂恿，放纵。当
“我们”在那里打旋，他在那里计数，突然一个孩子摔倒了，
正好孩子的婶母来了，他非但发布夫妻那孩子还说：“你看，
不是跌了么?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不要旋，不要旋……”这件
事情突出了他爱推卸责任。

当孩子们跌倒了，像母亲寻求帮助时，往往是一顿臭骂，但
是衍太太绝不埋怨，立刻给孩子们上药。从表面上看，孩子
们的母亲心狠异常，但是衍太太却是和蔼可亲，孰不知，母
亲的狠心是要让孩子们记住这个教训，下次不要再犯同样的
错误，然而衍太太的不厌其烦，宽容大度，是对孩子们的一
种放纵，是真正的不关心。



看看今天的我们，我觉得似曾相识，世界上对我们追好的是
父母，但是，我们真的是这么觉得吗?最常见的就是，天冷了，
妈妈叫你多穿些衣服，但为了好看，就是不愿意穿，最后生
病了，当你苦着一张脸去向他寻求帮助时，他却升起的不理
你，让你烧着，任凭你苦苦哀求就是不带你去医院，心软的
父母，看着孩子这副样子，听着孩子的苦苦哀求，忍无可忍
最后带着怒气送我们去医院。你会不会觉得父母很坏见死不
救，不，他们表面上是在骂你，表面上是在生气，但心里已
经急得不得了，他其实起你当初为什么不听话，不带你去，
是为了让你记住这个教训，让你下次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但是我们都无久了父母的一番苦心。

然而对一些表面上对你好的人，却是爱戴有加，绝对信任，
但当你遇到困难，或让你陷入困境时，他逃的最远，甚至让
你陷入困境的元凶就是他。最后真正在你身边，并且千方百
计地帮助你的人，竟然是你以前不理睬甚至是曾经恶语相向
过的。

所以，不能凭借表象来判定一个人的好与坏，事情的对与错，
而是从内心，从本质上来判断它。

鲁迅朝花夕拾读后感篇二

在《狗猫鼠》中，是针对“正人君子”的攻击引发的，嘲讽
了他们散布的“流言”，表述了对猫“尽情折磨”弱者、到
处嚎叫、时而“一副媚态”等特性的憎恨；追忆童年时救养
的一只可爱的隐鼠遭到摧残的经历和感受，表现了对弱小者
的同情和对暴虐者的憎恨。

在《阿长与山海经》中，作者忆述儿时与保姆长妈妈相处的
情景，描写了长妈妈善良、朴实而又迷信，唠叨，“满肚子
是麻烦的礼节”的性格；对她寻购赠送自己渴求已久的绘图
《山海经》之情，充满了尊敬和感激。



在《二十四孝图》中，揭示封建孝道的虚伪和残酷。着重分
析了“卧冰求鲤”、“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等孝道故
事，指斥这类封建孝道不顾儿童的性命，将“肉麻当作有
趣”，“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

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描述了儿时在家中百草园得
到的乐趣和在三味书屋读书的乏味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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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锐矛盾，表达
了应让儿童健康活泼地成长的合理要求。

在《父亲的病》中，回忆儿时为父亲延医治病的情景，描述
了几位“名医”的行医态度、作风、开方等种种表现，揭示
了这些人巫医不分、故作玄虚、勒索钱财、革菅人命的实质。

《朝花夕拾》是鲁迅对往事的回忆，有趣的童年往事、鲜明
的人物形象，一件一件往事，同时也抨击了囚禁人的旧社会，
表现了鲁迅对艰苦劳动人民的惋惜、同情，也表现了对当时
社会的厌恶，告诉我们不要再回去那让人受苦的社会，更表
现了对阻遏人民前进、折腾人民、损害孩子、保留封建思想
的人的痛恨。让我们了解历史，感谢美好生活的由来。

鲁迅朝花夕拾读后感篇三

看《朝花夕拾》的时光，要追溯到初中时期了。当时老师硬
性要求读名著，所以就选了这本，可看了着实被书中浓郁的
生活气息和丰富情感给吸引住了。作为一名耿直而率真的作
家，鲁迅毫不避讳谈论这一段颠沛流离的境况，在《小引》
的一开头，他便做了这般交代：“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
这么芜杂。”这“离奇”的“目前”，不仅有与论敌之间的
论战，还有盘旋在头顶随时可能扔下炸弹的飞机，有1926
年“三·一八”惨案后政府的通缉，也有在x大学时的孤独寂
寞以及同事的排挤。面对这样生计甚至生命都毫无确切保障
的现实，心弦总得时时紧绷着，总要想出各式各样的办法来
应对，然而，这一次是应付过了，还有下一次呢?危险的境地



似乎根本就没有尽头，于是生活的信念变得荒芜了。心里
的“芜杂”，便是这么来的。

来源：网络整理免责声明：本文仅限学习分享，如产生版权
问题，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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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朝花夕拾读后感篇四

很早就读过鲁迅的《朝花夕拾》，文中描绘了许多他童年的
生活以及早年的经历。当读到《范爱农》中的一段：“从此
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第二天爱农就上城
来，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在
书上踌躇满志的鲁迅，原来也像我一样，在那个纠结的年龄
里，对范爱农又爱又厌，正如我们那年为一颗糖而与好朋友
争吵，继而又在好友安慰中与她深深拥抱。

“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当这些字句映
入眼帘，我仿佛回到了自己那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小时候
也许就是这样吧，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所以不管什么都
会触动我们甜甜的笑。或许每个人都在回忆那些再也回不去
的时光吧。即使是曾经的不开心，也会因为时间的流逝，镀
上一层淡淡的金色，仿佛当下的生活永远比不上过往的岁月。

于是本不该是朝花夕拾的年纪，却也有许多值得回忆的片段。

然而，总有人说人不能活在过去，活在回忆里。我也懂得，
人应活在当下，活在今朝，活在自己的阳光里。所以，“朝
花夕拾”过后，能做的，只有把握当下的时光!



鲁迅朝花夕拾读后感篇五

“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翻开鲁迅先生
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一篇篇记述先生童年生活和青年时
求学历程的作品跃然纸上。在书中，先生采用白描的手法，
追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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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夹叙夹议中，对封建思想和旧势力进行了抨击
和嘲讽。在他的笔下，一个个故事生动形象，一个个人物栩
栩如生。细细品味起来，既耐人寻味，又饱含哲理，我们可
以从中强烈地感受到鲁迅先生记忆深处的芬芳馥郁和思想情
感的火花交织。

除了童年的美好往事，鲁迅还写到了家庭的没落、世态的炎
凉、南京求学的过程，进化论的萌芽以及学医的过程。直到
后来，当他从电影中看到中国人被日寇砍头示众，周围却挤
满了看到同胞被害而麻木不仁的人群的情景后，内心受到极
大的震动，他觉得“凡是愚弱的国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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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死多少
也不必以为不幸的”。鲁迅先生彻底醒悟了，他毅然弃医从
文，立志用手中的笔来唤醒沉睡的中国民众的灵魂，改造国
民的精神，拯救孱弱的民族。于是，鲁迅先生选择文学艺术
作为自己的武器，以笔为枪，以墨为弹，坚定而果敢地迈出
了人生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一步。鲁迅先生笔耕不辍，
先后创作了《呐喊》、《彷徨》、《野草》等大量经典的文
学作品，带领中国新文化运动在打破黑暗统治的斗争中披荆
斩棘、勇往直前。从此，中国文坛便开满了浓郁芳香的血色
蔷薇。

拢一脉盈盈花香，娓娓絮语;品一篇世间好文，脉脉传情。让
我们继承和发扬鲁迅先生的精神，热爱祖国，向往自由，不
忘初心，为了心中的理想和追求，勇敢地去拼搏、奋进!



鲁迅朝花夕拾读后感篇六

我的童年，我的梦，我渴望童年生活。

我忽然觉得“我”一下子小了许多，似乎就是隔壁那个贪玩、
猎奇、淘气的小男孩，一切皆是那么无拘无束，一切皆是那
么放松快乐，一切皆是那么令人向往。

我的童年，我做主，我渴望自由。

鲁迅朝花夕拾读后感篇七

温馨的回忆，理性的批判。

《朝花夕拾》是我国大文豪鲁迅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一部妇
孺皆知的作品。朝花，夕拾。早晨那沾着露珠的花儿，要到
傍晚才能拾起慢慢品味。“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
可是我不能够。”题目，小小的四个字，却蕴含了无尽的道
理，与鲁迅先生对时间飞逝，心中离奇与芜杂的感慨。

如题记所言，这本书中，有温馨的回忆，理性的批判。而今
天，我想同大家谈谈的是温馨的回忆。对社会上那些纷乱的
事情我也不是很懂，却也不能在此穿凿附会。

鲁迅先生的童年是多姿多彩的：小时候的仇猫，幼年时期的
保姆阿长，自己心心念念期盼着想得到的山海经，儿时总想
去看看的五猖会，黑白无常，百草园和三味书屋那色彩斑斓
的大自然一般的景象……直到他出国留学。我猜想，这也只
是鲁迅先生童年的一小部分，摒去了这些，大概还有许多吧。

回忆与批判，我更加喜欢回忆；而在鲁迅先生童年时期这些
精彩纷呈的事情之中，我最感兴趣的是百草园。

低唱的油蛉，弹琴的蟋蟀，小球一般的覆盆子……无一不让



我向往不已。作为一个“美食家”，在这百草园中，我最感
兴趣的便是这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
桑葚要好的远的覆盆子了。

在我的想象之中——覆盆子一定是闪着明红一般的光芒的野
果子。十分光滑，长得惹喜。小巧玲珑的个子，一手可以抓
着一大把。放入口中，定是十分美味，汁水满嘴，软软的，
吹弹可破。便是色香味俱全了！真是令人向往嘴馋。

冬日的百草园也十分有趣，扫雪，支竹筛，撒秕谷，系长绳，
拉绳子——捉鸟雀。这捉鸟雀可真是有讲究！不能只有薄薄
的雪，需得积雪盖着地面有一两天，鸟雀久已无处觅食的时
候才行。这对于我们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来说，还真是有些
难见！

这五彩的童年，是我所没有的——鲁迅先生有了，可惜后头
迎接他的却是乱世。五彩的童年自然是极好的，希望我在童
年的末尾，也能感受一番罢。

在《朝花夕拾》中，还有许多有趣的事儿。若是你听了我的
介绍以后，很感兴趣，可以去翻翻，品味品味，这本书不会
让你失望。

鲁迅朝花夕拾读后感篇八

说到《朝花夕拾》人们便会想到鲁迅。那我先来介绍一下鲁
迅。

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中国文学家，思
想家和革命家。其代表作有《狂人日记》，《呐喊》，《彷
徨》，论文集《坟》，杂文集《热风》，《华盖集》等，被
后人称为民族魂。郁达夫是这样形容鲁迅的文字的：“鲁迅
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
之点，抓住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



《朝花夕拾》中那几篇描写人的文章，我是比较喜欢的。首
先，这些文章的内容比较吸引我，因为我喜欢看到各色各样
的人，再加上鲁迅那种轻松而生动的语言，读着读着，你仿
佛就看到那个人从书中走出来就站在你面前一样，向你展示
那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如《阿长与山海经》，描写的是鲁迅
家的保姆阿长。文章生动地塑造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旧时中国
农村劳动妇女形象。有人比喻这篇文章是鲁迅从记忆土壤中
培育出的一朵异常鲜美的“朝花”。的确，对于这个妇女，
鲁迅不但没有避讳写出她的.美与丑，反而是怀着真挚的感情
怀念她的一切。不论鲁迅对她是佩服、厌烦、喜欢或是讨厌，
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他的感情。而且我还发现，这个“长妈
妈”跟我们读过的文章中的“孔已己”很相似，同是旧中国
的人民，遭遇也差不多，比如他们的名字，都是已经被人遗
忘了的，而外号也是随便起的。可悲的人啊！

我们的童年渐行渐远，留下的是一个美丽的回忆。《朝花夕
拾》，去领略一下鲁迅的童年，慢慢体会其中的幸福童年味
儿吧。琐碎的记忆在《朝花夕拾》中重现，不一样的年代，
一样的快乐，童年，惹人怀念啊。

每当我翻开《西游记》时，总有不同的心情。它在四大名著
中，是最生动活泼的，小时候的我读起它来总觉得既过瘾又
有趣。但今时今日，不变的是那光怪陆离，色彩斑斓的神话
世界，我的领悟却变了。

这是一部所有人都爱读的经典大作，每个人都能在解读它时
获取不同的感觉和启示，有人喜欢它鲜明的人物个性；有人
喜欢它瑰丽的整体形象；有人喜欢它活泼诙谐的对话旁白；
有人还研究它的历史背景、社会现象。但在我看来，他那曲
折的情节中暗藏着人们渴望而不可及的生活理想和人性追求，
那就是――自由。

在经历了日复一日个性受约束的日子，廿一世纪的人们都格
外向往自由，向往那个自由的化身：孙悟空。孙悟空破土而



出，“不伏麒麟辖，不服凤凰管，又不服人间王位所约束”，
闯龙宫，闹冥司，自花果山上目在称王。可以说已经达到人
性摆脱一切束缚，彻底自由的状态。孙悟空其实就是自由的
化身，他的品质中最突出的就是向往自由，他始终在追求自
由，它的一切斗争也是为了争取自由。这样一个鲜活的形象
给予了读者一种追求自由，追逐自由的力量和勇气。然而，
每个人都明白，在现在，即使是将来，完全的自由终究是不
可能的，人始终要受到这般那般的约束。尽管包围着我们的
是个受约束的世界，但我们可以让内心尽量变得广阔而幽深，
让它能够无边无际、包容天地。

然而，目前社会上还有许多人被一些价值不大的东西所束缚，
却自得其乐，还觉得很满足。经过几百年的探索和发展，人
们对物质需求已不再迫切，但对于精神自由的需求却无端被
抹杀了。总之，我认为现代人最缺乏的就是一种开阔进取，
寻找最大自由的精神。

在厉尽时间锤炼的《西游记》中，竟深深蕴含着新世纪人们
最渴望的自由精神……我更明白为什么它能够传承至今了。

鲁迅朝花夕拾读后感篇九

鲁迅先生写的《朝花夕拾》，原名《旧事重提》。这是一篇
回忆性散文，讲述了，鲁迅先生在童年到青年时代的生活。
今天我看的是其中的第一章，也就是《狗·猫·鼠》。这篇
文章，讲的是有人在鲁迅先生写的文章后批评或者是加以责
骂。

总是要抨击鲁迅先生的话语。我感到很为鲁迅先生抱不平。
他明明没有做错什么致命大事，却还到处排挤他，厌恶他。
别人借用鲁迅先生之前写的话，来反击他，骂他是狗。于是
鲁迅先生就留心来查找猫狗成仇的原因。

我，在这篇文章中，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虫蛆也许是不干



净的，但它们并没有自鸣清高，鸷禽猛兽，一以较弱动物为
饵，不妨说是凶残的吧，但他们从来没有竖过“公
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
是一味地佩服，赞叹他们。

我之所以喜欢这句话，是因为我认为这句话不仅运用了拟人，
把那些让人讨厌的虫蛆，鸷禽猛兽写得很清高，没有了丑感，
而且也写出来了鲁迅先生对弱小者的同情与对黑暗社会的憎
恨。

还有，我认为鲁迅先生对小动物有喜爱之情，也有恻隐之心。

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鲁迅朝花夕拾读后感篇十

《朝花夕拾》是鲁迅所写的一部回忆散文集，原名《旧事重
提》。这些文章都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回忆文”。本
书为鲁迅一九二六年所作回忆散文的结集，共十篇。前五篇
写于北京，后五篇写于厦门。



《朝花夕拾》，正同于它另类的名字一样，这本脍炙人口的
巨作，是鲁迅先生在风烛残年的岁月里写下的。老了，累了，
回味起童年时的点点滴滴，心中还是会有当初的.味道，想必
还别有一番滋味吧。

从书卷里散透出的天真烂漫，不经意间似乎也把我感染了，
或许鲁迅的文章真有什么魔力吧，他用一个孩子处世不深的
目光探射了我的心，引起了我的共鸣。

虽然在书塾读书很烦闷，但是我觉得鲁迅的小时候还是很快
乐的，看到这，总是能回想起小时候的趣事，在现在看来，
总觉得小时候无忧无虑，我多麽想再回到小时候，在体验一
下那小时候的事情，虽说现在回想起小时候的，感到无聊，
没趣。但在小时候，是多麽值得回忆的事啊。

那次的经历让我记忆犹深。

老师也曾说过：只有情感才能把文章变成有血有肉的。他的
一切话语虽然平淡朴实，炽热的情感却展露无疑。他希望与
大自然真正拥抱在一起，憧憬在山水间流连，向往与小虫子
们打成一片的日子。读着读着，仿若年迈的老人顿时变成了
一个活力四射小孩子，身上散发着阳光般的气息。

鲁迅朝花夕拾读后感篇十一

鲁迅的名字，是家喻户晓的。他的作品《朝花夕拾》的原名
是叫做《旧事重提》，是对逝去岁月的回忆，有真挚的情怀，
有无奈的感伤。欢快的时候，我感到有沁人心脾的馨香袭来;
郁闷不乐的时候，我感到无名的寂寞前来吞噬。这一切，确
实是能真切的感受得到的。读到他的文章，却是在课本里，
课文叫做《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散文集《朝花夕拾》
中的一篇文章。鲁迅在我的心目中，一直以来都是高不可攀
的偶像，加上他是“家喻户晓”的世界上都有名气的大作家，
更是有点恐惧，不敢轻易读他的书。怕读不懂，自己太俗了。



但自从读过鲁迅那《闰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
下子，似乎把我和偶像的距离拉近了。朴实的文笔，细腻的
情感，使我感到像在一位和蔼慈祥，平易近人的爷爷交谈。
首次捧起鲁迅的《朝花夕拾》，从目录，细细品读下去。鲁
迅的文笔绵密细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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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闰
土的童年，可以说是人间比地狱。因为是当时社会的黑暗，
政治的腐朽，使得平民老百姓的孩子从小就要受苦受难。而
鲁迅正家境不错，所以过上了相对比较幸福的生活，但却不
及闰土的生活有乡土乐趣。而今，我们生活的21世纪。再与
鲁迅的生活相比，可谓是天上人间啊!生活条件好了，不用在
下雪天受冻，有暖气;不用在大热天流汗，有空调。可以吃到
很多鲁迅哪个时候有的人一辈子也无法吃到的东西。但想一
想，比起《百草园》的生活，我们的生活真是毫无乐趣可言
啊!没有端详过麻雀，不知道什么是叫天子，何首乌似乎听说
过。被吓唬到的神话故事总算是听到过几个，但是却再也想
不起来。至于雪天中的“拍人印”。

这是“不乖”的表现。回想起来，如果现在的我，仍能想起
当年的冰凉，哪怕是透过手套得来的湿嗒嗒的冰凉，或许也
能像鲁迅先生一样，成为落笔的资本。只是现在，倒宁愿忘
记那场雪了呢，因为没有乐趣，只有被约束的难受!

我读鲁迅先生的这篇充满对童年回忆的散文,正如读着发处鲁
迅先生心底的那份热爱自然,向往自由的童真童趣.突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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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采摘野花野果,然后与玩伴一起捕鸟,但由于性急,
总是捕不到很多;他又常听保姆长妈妈讲故事,因而非常害怕
百草园中的那条赤练蛇.在三味书屋,虽然有寿先生严厉的教
诲,却仍耐不过学生们心中的孩子气,当他读书读得入神时,却
没发现他的学生正在干着各式各样的事,有的正用纸糊的盔甲
套在指甲上优质戏,而鲁迅正聚精会神地在画画。



一切感受都是那么天真烂漫,令人回味,也许是引起了我心中
的共鸣吧,真不懂自己怎么会那么喜爱《朝花夕拾》中的`一
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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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激情.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表现了他热爱自然,向往自由
的那股热情,希望能自由自在地玩耍,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不希
望整日被父母,家奴管束着,这正是儿童特有的.曾几何时,我
已经远离了童年,进入了少年,每天都在这忙忙碌碌的学习之
中,纷纷挠挠的生活之中.但我自己认为自己还是一个稚气未
脱的孩子,有时还做着甜美的童年之梦.

回忆起那些童年琐事,还时常记忆犹新,忍俊不禁.我家原属市
郊,附近有一大片田野,小时候,总去那里享受着春日的阳光,
秋日的清风,还有那片总被我采得一朵不剩的油菜花,我沉醉
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小时候,每天一吃完饭嘴都不擦就去邻
家串门子,和小伙伴一起去吃豆腐花,一起去田野里玩,时不时
还跌进泥坑变出个“小泥人”,采了各式各样的花,又生怕主
人找来,就把花藏在树洞里,一会儿回去花早就枯萎了,但我仍
沉醉在无拘无束的自由空间之中.而如今,田野上造起了楼房,
我和小伙伴都在为自己的前程努力着,因此感受不到了大自然
的亲切,也少了许多自由,但我仍沉醉在无拘无束的自由空间
之中.而如今,因野上了造起了楼房,我和小伙伴们都在为自己
的前程努力着,因此感受不到了大自然的亲切,也少了许多自
由,但我仍旧热爱自然,向往自由,无论现在能否实现.

这也许就是我和幼年鲁迅的相似之处吧,使我在读过文章后有
了这么多感动.童年已渐渐遥远,留下的只是些散琐的记忆,倒
不如细读一下《朝花夕拾》,体会一下那个不同年代的童年之
梦,和鲁迅一起热爱自然,向往自由.

鲁迅朝花夕拾读后感篇十二

夏日的午后，品读着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我的思绪已
经随鲁迅先生的文字飘到了那个久远的年代。



《朝花夕拾》，正同于它另类的名字一样，这本脍炙人口的
巨作，是鲁迅先生在风烛残年的岁月里写下的。老了，累了，
回味起童年时的点点滴滴，心中还是会有当初的味道，想必
还别有一番滋味吧。清晨绽放的鲜花有了晨曦会显得更加娇
嫩，到了夕阳西下时分去摘取，失去了刚刚盛开时的娇艳与
芳菲，晚霞的照射却使它平添了一中风韵，那若有若无的清
香在风的导送下，让人浮想联翩。像是在尝一道佳肴，细细
咀嚼，幼年时童真的味道留在心头，慢慢漾开。

鲁迅先生是一派大作家，他的童年并不乏味。他是乡下人，
却能和城里人一样去读书。少了乡下孩子的粗狂，多了一份
知书达理。少了城里孩子的娇气，多了一种大度气派。他怀
念在百草园无忧无虑的日子，与小虫子们为伍，仿佛这样的
童年才够味儿。趁大人们一愣神，以神不知，鬼不觉的神速，
钻进百草园。油蛉在那里低唱，蟋蟀也会来伴奏，鲁迅的童
年似乎是在一首大自然圆舞曲中度过的。

枯燥，乏味，是对鲁迅先生在三味书斋的最好的诠释。稍稍
偷懒一会儿，也会被寿镜吾老先生的一句：“人都到哪里去
了”喊回来，整天除了读书还是读书，闲来无趣。

从书卷里散透出的天真烂漫，不经意间似乎也把我感染了，
或许鲁迅的文章真有什么魔力吧，他用一个孩子处世不深的
目光探射了我的心，引起了我的共鸣。

鲁迅朝花夕拾读后感篇十三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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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了苍蝇
喂蚂蚁,静静静地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
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人都到那里去
了?!"……"



"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
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
后窍喷出一阵烟雾……"

一切感受都是那么天真烂漫,令人回味,也许是引起了我心中
的共鸣吧,真不懂自己怎么会那么喜爱《朝花夕拾》中的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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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满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