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鼠疫加缪读后感(汇总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
看看吧

鼠疫加缪读后感篇一

俗话说：书中自有黄金屋，是呀，书籍就是一片浩瀚的宇宙，
里面的知识多如天上明星。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本书，一
本叫《鼠疫》书。

读过书的人大多都知道，鼠疫是一种很糟糕的病，是由老鼠
传播的病，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十几鼠疫风波，死亡人数高达
一亿……故事发生在奥兰城，它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城。一
天，里厄医生在医院发现了一只死老鼠，没人在意。过了几
日，全城都发现了很多死老鼠。人们最开始还以为是有人在
做恶作剧，现在竟开始恐慌起来。一天，里厄医生的朋友米
歇尔生病啦。可是，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病。没过几天，米
歇尔死了。过了几天，全程也有几十个人得了和米希尔一样
的病，都不治而死。得病的人越来越多，里厄医生才意识到
这并不是普通的病，而是一场大瘟疫。后来得知，这是他带
来的一次灾难，它是——鼠疫。

这是一个无比恐怖的名字，他在许多地方带来无尽的痛苦和
悲伤。今日，却降临在了他们身上，尽管人们怎么去努力？
可是，鼠疫带来的灾难却没有一点减少，反而更多了。几周
后奥兰城终于封城了。大家几乎全部绝望，街上再也没有人
在走动了，大家都在家里安静的等死……。里厄医生并不绝
望，他想尽一切办法对付鼠疫。他想让鼠疫离开，让那些在
外地工作的亲人回到人们身边。

鼠疫几乎吞去了一切，包括人民的希望和对生的追求，以及



对亲人的爱。生病并不可怕，而这些才是最可怕的。里厄医
生在医院里目睹着病人一个个死去，那样的心痛和无奈只有
他才体会得到。每天，都有人被送进公墓和火葬场，留下的
只有那一份对亲人爱和对鼠疫的憎恨永远留在人间。里厄医
生四处寻找血清，想要救人们。一天，他用血清在一个得鼠
疫的小孩身上试了，很成功，但不幸的是小孩还是死了。

不知是不是他的努力感动了上帝？一天，一名鼠疫的病人被
医好了。这跟里厄医生和全城一日丝希望。后来，越来越多
的.人好了，鼠疫终于离开了。城中起了礼花，里厄医生静静
的想。他和兄弟和爱的人离开了人世，都被遗忘了。书本上
写着：鼠疫不死不灭，它能在家具和衣服中沉睡几十年，能
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潜伏守候，也许
有一天，瘟神会再次发动它的鼠群，驱使他们选择一座幸福
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而那时，人们就将再次遭受
不止一次经历过的厄运。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无论发生了什么痛苦的事情，上帝都会
留下一丝希望，而那些希望并不是送来的，而是那些坚守爱
与希望的人去争取的。书中的里厄医生，他坚强，不会被这
些痛苦所击倒，他就是去争取希望的人，非常值得人们去学
习。

我有一回一点都不像里厄医生那样争取希望。我参加了cctv
英语风采大赛，前两次还平稳，可决赛的时候准备的时间太
少了。我还要一边上课，一边学英语，太忙了。这时我几乎
放弃了，每次练习都懒懒散散的，有时还不想再练习下去。
当比赛时，我终究是考了一个不太理想的成绩。如果《鼠疫》
这本书也是这样，那么，瘟神不是就永远的控制住奥兰城了
吗？如果里厄医生也像我这样，那么奥兰城还有救吗？我以
后一定不会这样了，我要去寻找雾霾中的一丝光。

《鼠疫》这本书的介绍就此结束了，欢迎去书店购买。



鼠疫加缪读后感篇二

网外，是空荡的街道，把人情味连同呼吸一同吞咽下的蓝白
口罩。网上，是发酵的恐慌和焦虑，舆论场喧嚣而混乱，一
切扑朔迷离。我们的科学武器已经远比1949年强大，传播信
息的途径被拓宽、通讯速度被催化着迭代。然而，与我们共
同进化着的疾病威胁不减，我们也并不能像过去预期的那样，
离真相和现实更近一点。

带着悲观的情绪翻开《鼠疫》，本以为会读到荒诞的世道、
屈辱的死状，合上书时，却只感到慰藉和沉静。全书以显示
的叙述方式成文，如实记载了鼠疫的全过程，既力求详尽，
也不夸大事实，旨在“使英雄主义恢复它应有的次要地位，
从不超越追求幸福的正当要求而只能在此要求之后。”但再
次精读人物的对话，咀嚼动作与神态的细节，那被刻意弱化
的英雄形象仍然呼之欲出。在兵荒马乱的当下，去沐浴这些
崇高形象四溢的阳光，笔者又获得了平复内心，重振勇气的
力量。

里厄是小说的叙述者，也是情节得以发展的中心人物。作为
大夫，他与其他参与救治的市民不同，对生死有着基于职业
的更冷酷和麻木的认识；作为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式的人物，
他又与其他人共同推举着不断滚落的巨石；作为幸存者，他
记忆，他叙述，他作证，他征服。

冷酷的悲悯

我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行医之人是富于同情、慈悲为怀的，
而现实中他们通常并不如此。不必说诊断必须在客观冷静中
进行，不能夹杂个人的情感、亲疏与好恶，高强度的工作也
早已消磨了他们对伤患的同情心，逼迫他们成为分析、决断、
行动的机器。

最让他头痛的是出诊。一旦诊断为瘟疫就意味着要把病人立



即送走……“可怜可怜我们吧，大夫！”劳莱太太一再说。
她这话有什么意思？他当然有怜悯心，但这样做对谁都没有
好处……便开始对抗、流泪、劝说，总之是抽象活动。

里厄也如此。与其他医者一样，他出于对患者的悲悯而选择
这个职业，而这个职业又要求他放下悲悯去做无情的圣人。

令人疑惑的是，里厄虽然坚决不帮助朗贝尔出城，但他并不
阻止他。如里厄所言，他无法确保朗贝尔没有携带鼠疫杆菌。
若鼠疫越过了城门的封锁，更多人将会因此死亡，这本质上
与里厄的信条相悖。与其说这是作者为了削弱里厄身上的英
雄光环而刻意为之，不如说这源于“理解”。就像他并不揭
发嫌犯科塔尔一样，未来的灾祸轻于眼前人的痛苦，而他只
活在当下。

鼠疫加缪读后感篇三

死亡，一个严肃而不得不面对的话题，任何人都逃不脱的命
题。也许，我们一生所有的修行，都在为好好的面对死亡做
准备。当今人的奇怪之处，他们活着仿佛从来不会死亡。临
死前，又仿佛从未活过。

我佩服加缪总能在小说中有哲学的思考和追问，用一个揪心
的故事来提出思辨性的主题，这大大增加了文学艺术的深度。
加缪是“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可读《鼠疫》我完全没感
受到荒谬，故事真实入骨啊。

灾害肆虐，人类的无助显得特别突出，人的伟大和无私抗着
灾难。这是寓言，至于他的象征意义，什么纳粹主义，我能
力有限未能理解。

对一个生活在和平年代、身体康健的人来说，他怎么能对死
亡有那么清醒和深刻的认识！原来他学过哲学，原来他得过
肺病......读这本书，你能闻到鼠疫的味道，闻得到空气中



飘荡着的不安，灾难真是对人类的惩罚和考验，而人，通常
是经不起考验的。

这原本是一座普通的城市，如同别处一样，“这座城市既无
美景，也没有草木和灵魂，最终似乎让人感到安宁，在这里
的人终于可以进入梦乡”“大家没有时间，缺少思考，不得
不相爱而又浑然不觉。”

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是头等大事。巨大的冲击下，恐
惧控制着每一个人，成为生活的主题情感；你原先牵肠挂肚
夜不能寐的事情全都变得微不足道了，保命才是根本。

在“鼠疫”袭击的城池中，里厄医生、朗贝尔、塔鲁、科塔
尔、格朗，各自代表了不同的生活态度。不困惑也不叹息，
对灾难决不妥协的英雄里厄，想要成为生人的塔鲁，时而动
摇时而坚定的朗贝尔，跟鼠疫气味相投的反面人物科塔尔，
生活规律而毫无活力，希望活得越久越好的老气喘病患者。
积极的、负面的、逃避的、投机倒把的、顽强抗争的，人物
是五花八门的。动摇是短暂的。反抗是永恒的。

可贵的是，作者弘扬了灾难中的积极心态。人活得就是一种
态度。小说对氛围的营造、故事情节的塑造，人群的恐惧心
里和行动，非常到位。他们一开始还在期盼，“他们没有失
业，只是在休假”，他们寻求宗教的庇护。慢慢，人也会麻
木，人心似乎变硬了。

“最初我们内心逃出来有血有肉的肺腑之言，无不丧失其内
涵，变成空洞的词语了，”形同漂泊的幽灵，想要汲取点力
量，也只能接受扎根在痛苦的土壤里了。“摆脱这种无法忍
受的休息，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想象的空间，重新开动火车，
让顽固保持沉默的门铃每小时都重复鸣响。”

鼠疫的传染性不容忽视。自我救赎和压抑，对周围人的怀疑
和躲避，商店停止营业了，除了醉汉，没有人欢笑了。所有



人都背对背以免相互传染。灾难结束时，几个月以来，他们
每人守护心灵而积存的生命里，现在要在这一天中耗尽，真
把这一天当作他们的幸存之日，等到明天，生活本身才能倍
加谨慎地开始。

在所有人物中，我喜欢格朗。他很可爱、鲜活、接地气，内
心丰富而气质高贵，尽管他不过是个卑微的小职员。“每次
提起他写的书，他都羞羞答答。”

他有点实际，又有点看似可笑的理想，他活出了我们普通人
最好的生活方式。他对生活充满热情，他爱自己的妻子。

我从头到尾都充满耐心和热情，我想要知道人物的命运。我
想要确信好人有好报。整个城市没有阳光，光芒在英雄的心
里。鼠疫最终结束了，你可以说它是被战胜了，也可以说它
自动告退了。

“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葬身于某
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在再罹祸患，重新吸取教训”。

鼠疫加缪读后感篇四

通过里厄客观冷静的叙述，仿佛也能读懂点什么。里厄是这
个城市的医生，在灾难来临时，一直兢兢业业工作在第一线，
每天都和死亡打交道，疲惫不堪。在这个故事的描述中，几
乎看不见他的表情，在和朋友聊天时，在母亲拥抱他时，在
小男孩死时，在朋友塔鲁死时，几乎都没有任何情绪，他就
好像是站这个事件的旁边，看着一切开始、结束。但他也不
是全然客观，他在和疫情战斗，到最后一刻也没有放弃。在
这期间，本来一开始想要迫切逃离的朗贝尔也放弃掉可以见
自己爱人的机会，决意留在阿赫兰。明知留下来的结果是最
坏的，明知一切的抗争可能都是无效的，却还是选择留下来，
这一种勇气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当然值得人尊敬。



有一个场景我很喜欢，说的是一个老人闲时会对着窗外的猫
吐口水，后来鼠疫发生，外面没有猫可供他打发时间，这让
他十分苦恼。这个动作似乎无聊，可这是自己掌控时间的一
种自由，我也十分羡慕像塔鲁说的那样“在时间的漫长中体
验时间”，无所谓浪费，自己的时间，应该是想怎么挥霍就
怎么挥霍。

小说最后，里厄给一位老病人看病时，老人说了一句“可鼠
疫究竟是怎么回事？那就是生活，如此而已。”这时我才明
白，这一场鼠疫就是我们所过的生活，它的荒诞性就在于，
每个人所做的事情都是徒劳无功的，每个人的存在都是命定
的，都是像鼠疫一般想来便来、想走便走的，半点由不得人。

多么没有意义的事情，最终都是走上一样的路。无论过得是
名利双收、荣华富贵，还是默默无闻、一生贫穷，最终都是
踏入虚空。我们就是一粒尘埃，不值一提，这世界又乱七八
糟，没有拯救的希望。我也会常常问自己：“会好吗？”内
心的答案永远只会是：“不会的，只会更烂。”

可就是这么一个不抱任何幻想的加缪，看清所处世界的.荒诞、
冷漠、丑恶，却仍然对自己的存在充满了强烈的热情。用消
极悲观的想法去乐观勇敢地活着，这是对生活、对死亡最好
的反抗，这也才算是真正的英雄主义。

作家和读者是很奇妙的关系，非得心神契合，才能做真正的
知己。当然，加缪不懂我，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懂我，但是，
无所谓，我能懂他一点点，就已算是我的幸运了。认识他之
后，才有了更多对生活的希望，才会想要努力去创造一些东
西，以便能多少留点曾经存在的痕迹。

这是我最真诚的反抗，这也是我最大的勇敢。

要好好爱呀，要努力生活呀，因为加缪说：“人的内心里值
得赞赏的东西总归比应该唾弃的东西多。”



鼠疫加缪读后感篇五

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着一个不可战胜的夏。

题记

盛夏，人间最美的时节。彼时，有孤傲的菡萏，在阳光下独
自绽放挣脱淤泥的馨香;有不屈的夏蝉，在绿荫里齐声高唱冲
破黑暗的赞歌;更有无私的太阳，为苍生而燃烧自己献出无穷
的光热。

加缪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一个贫民家庭，撒哈拉炽热的黄沙
和贫瘠的土地孕育出他坚强的灵魂。我深信，加缪是属于夏
天的，“我置身于阳光和苦难之间”，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
概括。因为肺结核，医生宣告他活不过17岁。但事实却是：
他不惧死亡，在地中海的白浪里洗涤心灵的污秽，在北非金
色的阳光下祛除生命的黑暗，最终背负着这一死刑度过了人
生的苦海，只因他坚信：“在光亮中，世界始终是我们最初
和最后的爱。”为了这份永不褪色的爱，他飘零在自由主义
泛滥的欧洲大陆，入目的是尸横遍野，入耳的炮声震天，腐
朽堕落的气息充斥在每一个角落，纳粹德国的钢铁洪流摧枯
拉朽般碾过诸多国家。这是一场人类共同面对的灾难，但在
自由主义粉饰的宫殿之中，加缪找不到出路，甚至看不见光
明。如此背景下，《鼠疫》诞生了。

当个人幸福遭遇集体利益，当生存法则与人道主义发生碰撞，
当绝望的挣扎成为送葬的哀乐，当死亡的深海处处波澜起伏，
你会做何选择？这正是加缪在书中回答的问题。

平静的奥兰城，一场突如其来的鼠疫如同死神的镰刀，收割
着无数人的生命。所有人都面临着荒诞的处境，灾难有如一
面镜子，照射出人性的美与丑、善与恶。为了不沉沦，就必
须对自己、对所有身处困境的人负起责任。无论是老卡斯特
尔、格朗、朗贝尔还是塔鲁，他们都有着这样的信仰：即使



世界已沦为荒诞的死亡墓地，光明、幸福似乎遥不可及;即使
难渡的滔天巨浪席卷了天地，使整个世界黯淡无光;即使人在
嚣张狰狞的罪恶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以至于任何努力都无
济于事，甚至连侥幸心理也被否定得一干二净，但人的尊严
与良知永不泯灭。它们和加缪永恒的思想力量一样，带着强
烈的人文主义关怀，以至于他们的哀伤都显得优美。正是这
种力量，使他们既不盲目乐观、哗众取宠，也不妄自菲薄、
随波逐流。而作为全文主角的里厄医生，更是坦率而直接地
表现出一种崇高无畏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在这种信念支撑
下永不向绝望、苦难屈服，亦不被荣誉、胜利折辱的伟大人
格。他用悲愤的抗争来表达自己对于罪恶最强烈的控诉，艰
难探索人类困境的出路并给予痛苦心灵真诚的慰藉，这正是因
“热情而冷静的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缪所具备的品德。

《鼠疫》中的一切都折射出那个时代人们的痛苦、忧虑、无
助、绝望以及在自由外表下内心的空虚、孤独。加缪在接受
诺贝尔奖时呼吁：“在一个大火熊熊、哀鸿遍野、监狱林立
的欧洲，我们应该立即寻到一种清晰的理性和一种行为的准
则。”这是他的宣誓，也是他为之奋斗一生、付出一切的战
斗。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首歌，于加缪而言，他的人生，死
亡是序曲，幸福是伴奏，唯孤独与苦难中的奋斗才是主旋律。
为了追寻真理，他与挚友萨特绝交，孤独如影随形，有如一
出悲剧。世界对他的希求没有任何回答，对其所有努力也不
予回报，他被剥夺了希望与幻想，即便战争结束，所谓的幸
福依旧缥缈无踪，残酷的现实使他明白：生命生而荒谬，邪
恶宛如瘟疫，而且像黑夜般永不灭亡。正如《鼠疫》结局所
说：“也许有一天，人们会再次遭遇厄运或是受到惩罚，鼠
疫会再次抬头，发动老鼠，让他们在一座幸福的城市中殉葬。
”

尽管如此，但加缪仍旧乐观，他说：“这茫茫黑夜就是我的
光明”“如果人类困境的唯一出路在于死亡，那我们就是走
在错误的道路上了:。正确的路迹就是通向生命、通向阳光的



那一条”。因此，他在无尽的孤独与痛苦中歌颂高贵的生命，
祈盼一种救世的力量不是神性而是人性以重建被摧毁的道德
秩序。人的一生可能是燃烧，也可能是腐朽，加缪的归宿，
就是在烈火中燃烧自己，绽放出最后的光辉。生命虽逝，荣
誉永存，他在短暂的文学创作生涯里，用理性而敏感的笔触，
刻画出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许多青年从加缪的作品中得到
启发，筚路蓝缕，独行于世，找寻到人类幸福最后的福祉所
在自由人道主义。

加缪曾说：“对未来真正的慷慨在于把一切都献给现在。”
一个真正的人从来就不会对未来吝啬。无论是身处苦难之中，
还是保持着相对幸福的状态，我们都应如里厄和加缪一般，
以悲怆崇高的格调，奏响奋斗的凯歌，将全人类的幸福置于
个人利益之上，根植于人类历史上最久远、最强大的精神人
道主义，使自己的斗争散发出人性与理性的光辉。在今天，
面对现实生活中被迫流放与自我流放的双重禁锢，为着个人
的价值，也为了固守社会道德的防线，我们应当做强者以自
救。

如果世界是一所孤独的医院，就让我带着病痛与寂寞歌颂生
活;如果世界是一座苦难的监狱，就让我坚定对铁窗外太阳与
希望的信仰;如果世界是一片纷繁的汪洋，就让我选择净化自
己所在的海域。

最美人间盛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