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范爱农读后感(大全9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
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
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范爱农读后感篇一

范爱农是一本很好的书，下面小编整理了范爱农读后感400字，
欢迎阅读!

《范爱农》，追叙作者在日留学时和回国后与范爱农接触的
几个生活片段，描述了范爱农在革命前不满黑暗社会、追求
革命，辛亥革命后又备受打击迫害的遭遇，表现了对旧民主
革命的失望和对这位正直倔强的爱国者的同情和悼念。

文章一开头，作者就用平凡又朴素的语言，记叙了他曾经在
茶馆认识范爱农的事。先抒发自己对他的憎恶，为后文写对
他的亲切友善作铺垫。欲扬先抑的写作手法十分到位，朴素
却又不失精练的语言，为我们展现了鲁迅先生对死难者的同
学们的一种同情，一种责任感。

文中谈到，开始时，两人并非朋友，甚至几次争论过。但作
者回国后，两人再次相遇，就由“敌”转友了。从此以后，
他们几乎成了挚友。接着，又是一次偶__然的机会，使他们
成了同事。但“天下无不散之宴席”，作者与范爱农因工作
的原因分别了。最后，范爱农生活越来越拮据。一天晚上，
在醉酒之后，范爱农失足溺死于河中。

文中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即对光复后的绍兴换汤不换药的描
述。这其实已埋下了范爱农悲剧的伏笔。鲁迅对范爱农没有
一句正面的赞扬，只是从他的神情“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
的”，从他的行动“实在勤快得可以”表现了革命后的范爱



农心情愉快的一面。但范爱农心里产生的希望越大，失望也
就越大，鲁迅其后又用了很多笔墨写光复后绍兴的现实，其
实就是在探讨造成他的朋友悲剧命运的原因。

范爱农，一位觉醒的知识分子，但是无法在黑暗社会立足，
他的内心是痛苦、悲凉的。

《范爱农》——追叙作者在日留学时和回国后与范爱农接触
的几个生活片段，描述了范爱农在革命前不满黑暗社会、追
求革命，辛亥革命后又备受打击迫害的遭遇，表现了对旧民
主革命的失望和对这位正直倔强的爱国者的同情和悼念。

如果上述材料准确的话，那么，我按照这个思路再读《范爱
农》，才有了一些感想。我想：一开始，正如作者所
说：“从此我总觉得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作者是真
的讨厌范爱农。“天下最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
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
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犀利的语言，一番激昂的言辞，
可谓快人快语，性格立见吧。后来，__作者与范爱农一同喝
酒，说疯话，讲笑话，渐渐一些事也谈开，了，彼此更加了
解，慢慢成为朋友。不过，对于范爱农这个人也好，这篇文
章也好，耐人寻味的地方和情节简直太多了。我想还有待我
细细想一想，细细品味一下。

但我还想凭目前粗浅的认识，再说点感想，整篇文章，无论
示范爱农也好，“我”也罢，都给我一种很真实的感觉。不
是说这事，这人一定完全是真的，但那种感情，直白的情感
流露，我却有意无意的都能感到，并体会得真真切切。我记
不清是那篇文章了，但记得其中的一句话：写文章要真诚。
现在，我也体会了为什么写文章真诚，才能有真实感，才能
感人肺腑;才是好文章，才是好作家!鲁迅就是鲁迅。

回到范爱农，一位觉醒的知识分子，但是无法在黑暗社会立
足。他无法与狂人一样，最终与这个社会妥协，也无法像n先



生一样忘却，所以他的内心痛苦、悲凉。我也疑心他就是自
杀的，因为从另一角度想，自杀对于他这种人来说，或许是
一种解脱。

范爱农读后感篇二

《范爱农》是现代文学家鲁迅于1926年所写的一篇回忆性散
文，作者通过追叙自己在日本留学时和回国后与范爱农接触
的几个生活片段，描述了范爱农在革命前不满黑暗社会、追
求革命，辛亥革命后又备受迫害的遭遇，表现了作者对旧民
主革命的失望和对这位正直倔强的爱国者的同情和悼念。全
文语言朴素，感情真挚。

范爱农读后感篇三

《范爱农》讲述了作者在日本留学时和回国后接触的几个生
活片段,描述了范爱农在革命前不满黑暗社会,追求革命,辛亥
革命后备受打击迫害的遭遇,表现了对旧民主革命的失望和对
这位正直倔强的爱国者的同情和哀悼。

在作品的开头，作者用平凡而简单的语言讲述了他曾经在茶
馆里认识范爱农的故事。首先表达自己对他的憎恶，之后为
他的善良和友好埋下伏笔。

写作手法十分到位，语言简洁而凝练，为我们展现了鲁迅对
死难者的同学的一种同情、一种责任感。

一开始，两人不是朋友，甚至吵了好几次架。但作家回家后，
两人再次相遇，从“仇人”变成朋友。从那时起，他们成了
亲密的朋友。

后来，他们偶然成为了同事。但“天下无不散之宴请”，作
者与范爱农因各自工作的原因而分别了。最后，范爱农的生



活变得越来越拮据。一天晚上，他喝醉了酒，滑倒在河里淹
死了。

文章中有一个重要的细节，那就是对光复的后绍兴换汤不换
药的描述。事实上，这埋下了范爱农悲剧的伏笔。鲁迅没有
对范爱农说一句正面的赞扬，只有从他的神情“那微笑是永
远见不到的”，从他的动作“真的勤奋得可以”显示出范爱
农革命后快乐的一面。

然而，范爱农心中的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鲁迅用大量的
笔墨描写了光复后绍兴的现实，其实是在探讨他朋友悲剧命
运的原因。

范爱农，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却无法站在黑暗的社会，他
的心是痛苦的，悲伤的。

范爱农读后感篇四

《朝花夕拾》是鲁迅先生的著作，意为早上的花，傍晚时分
拾起。这本书是鲁迅先生所写的'一部回忆性散文集，记录了
很多关于他的温馨回忆。今日在闲暇之余，我便读到了其中
一篇文章——《范爱农》。

一开始的时候，鲁迅先生是不太喜欢这个人的。“这是一个
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渺
视。”自我的教师被杀了，连发个电报都害怕。我十分愤怒
了，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这些描述极为传神，经过外貌、神
态、语言等细致的刻画，生动形象地传递了鲁迅先生最开始
时对范爱农的不满与憎恶。

同范爱农争吵过几回后，鲁迅甚至认为中国不革命则已，要
革命就必须将他除去。然而到之后，这种憎恶感却随着时间
的流逝逐渐淡薄了。



作者在文中也提到过:“直到革命的前一年，我在故乡做教
员……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是互相的嘲笑和悲
哀。”这次两人是又见面了，但和以前的针锋相对不一样，
也算是冰释前嫌了吧。“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显
得很寒素。”那里详细介绍了范爱农困顿的现状，对外貌和
破旧衣着的描述，使他所遭受的苦难更为直观。

鲁迅与范爱农从当初的对峙，到之后的再遇，虽然两人景况
都拮据，但他们一齐喝酒，说疯话，看光复的绍兴，一齐在
师范学校工作，两人成为了同事也成了朋友，文章也逐渐走
到高潮。范爱农变得很勤快，也不大喝酒，甚至没有功夫聊
天。因为报馆案，鲁迅被迫离开故乡去南京。由于受到排挤
和迫害，范爱农丢掉了工作，甚至到熟人家去寄食，最终沦
落到各处漂泊。

到最终，范爱农失足落水，淹死了。“我疑心他是自杀。因
为他是浮水的好手，不容易淹死的。”范爱农死前时常盼望，
也许明天就能收到鲁迅的电报，叫他去北京，给他找到了一
份工作。范爱农写给鲁迅的信中，这样写到“如此世界，实
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
生理。”一个有梦想正直的知识分子在黑暗的社会无法生存，
甚至被逼迫得自杀，范爱农悲哀的命运令人悲痛。

“此刻不知他唯一的女儿景况如何？倘在上学，中学已该毕
业了罢。”结尾言简义丰，看似平淡一问，实则蕴含了鲁迅
先生对故友的深切怀念与内疚，以及他内心深切的悲痛并且
久久不能释怀！

范爱农在革命前不满黑暗社会、追求革命，辛亥革命后又备
受打击迫害。范爱农的杯具是一个时代的杯具。读《范爱农》
这篇文章，我能体会到鲁迅对旧民主革命的失望和对这位正
直倔强的爱国者的同情和悼念。



范爱农读后感篇五

读了这篇文章，我深有感触。

鲁迅在安徽巡抚思铭被刺杀后的同乡会中，发现一个高大身
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对鲁迅的意见大抵是反对。
一问才明白：他叫范爱农，是徐伯荪的学生。

鲁迅就愤怒起来了，觉得他太不勇敢，自我的先生被杀了，
连打一个电报也害怕，于是坚持要发电。于是两人便成了冤
家，致使鲁迅厌恶范爱农甚过满人。

直到革命前一年，两人才在绍兴相见，成了好朋友。一同喝
酒时鲁迅又翻出那段往事，范爱农与鲁迅处处作对，原先是
鲁迅再税关的一次摇头，使范爱农以为鲁迅瞧不起他。

这告诉我们，要与他人多交流、沟通，阐明自我的想法，就
能够避免很多误会。如果鲁迅在同乡会上问一问范爱农，或
许两人早就成为朋友了。

我们要使自我的心胸更加宽广，对他人的错误行为加以体谅，
毕竟每个人都不可能不出差错。但原则上的问题不能让步。
鲁迅和范爱农都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分析。所以，
我们还要学会换位思考。

同时，我们对事物也不要太敏感，范爱农把鲁迅的一次摇头
当作轻视，实在不应当。

总而言之，只要有宽广的心胸，就会避免很多误会。

范爱农读后感篇六

花拳绣腿也好，朴实无华也罢，终究不知道散文如何写法。
于是找一两篇范本来读。手摸着书架上一排书脊，一眼看中了



《鲁迅散文全编》，漓江出版社出版的。

鲁迅是个大文豪，恐怕无法学到他的博大精深。但读一读也
无妨，于是翻开来浏览。随手翻到了《范爱农》这一篇。

读了开头，便有勃于我的常规思路。开头并没有写范爱农，
而是写东京客店里，从报纸上看到安徽巡抚恩铭被徐锡麟刺
杀的新闻，及稍后秋瑾和徐锡麟被杀，几个中国留学生议论
的情形。之后在一个同乡会上讨论发电文时，范爱农才出场，
而且是以声音先出场的：“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
什么屁电报呢。”接着鲁迅看到的“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
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渺视。”一句气愤的话
语，一个“眼球白多黑少的人”，将范爱农的个性和形象，
跃然纸上。

鲁迅愤怒了，这个范爱农，对自己的先生徐锡麟被杀，
竟“那么冷”，而接着由谁拟电报稿的事，范爱农又说了一句
“何必推举呢？自然是主张发电的人罗——”这一句，又进
一步写出了范爱农的“离奇”、“可恶”。是个怪人，不易
沟通。

我想，鲁迅的写法，应该是先抑后扬吧，前面“抑”着。接
下去的阅读，应该在某处出现“扬”的文字。阅读的过程中，
一心想尽快的读到鲁迅是如何写范爱农后来的“扬”的。可
是，这中间，写了鲁迅和范爱农的一些简单的交往之外，主
要还是一些当时的社会现状，以及一些场合范爱农与鲁迅的
对话，对范爱农并无详细的描写或深刻的议论什么的。读到
最后，终究没有读到“扬”的地方，范爱农最后竟是掉进水
里淹死了。而鲁迅怀疑他是自杀，最后鲁迅“也不明白他究
竟是失足还是自杀。”

于是我又倒回去重新浏览一下。这才细细的想一想，鲁迅究
竟是怎么写范爱农的。整篇文章，着笔范爱农的地方其实倒
并不多，总共也不过几处。而范爱农的语言、个性、形象，



以及其悲惨的结局，却久久留在我的心里挥之不去。

范爱农的结局，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个性，还有当时那个社会
的原因，也是鲁迅对那个社会的控诉吧。

不过，我也想到了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鲁迅是真诚、坦率的，但鲁迅并没有帮范爱农什么忙。范爱
农与鲁迅是有书信往来的，范爱农在给鲁迅的信件里说了些
什么，不得而知。也许范爱农求助过鲁迅，也许没有。但范
爱农是多年心存希望的，也许希望鲁迅能帮他找份差事。以
至于范爱农到最后，还时常说：“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
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但终究鲁迅没有叫他，或
许鲁迅确实没有办法，或许，正因为范爱农他那样的性格，
鲁迅不愿意叫他。

也有可能，鲁迅曾经应允过范爱农帮他找份差事，否则范爱
农也许不会那样说。那么凭鲁迅当时的社会地位，帮范爱农
找个差事，应该不会是什么太难的事情吧。但终究范爱农没
有接到鲁迅的电报，范爱农一等再等，终于因为穷困潦倒，
终于因为他的个性与人相处困难，终于等待鲁迅的电报等的
没有了耐心，终于因为喝酒，于是，不如死了算了，一了百
了。

鲁迅通过写范爱农，折射出对当时的社会和zf的黑暗进行控
诉和抨击。正是当时那个社会造成了范爱农最后惨死的结局。
鲁迅虽然写的是范爱农，可范爱农的身后，潜藏着一个巨大
而黑暗的社会背景。

农商行开业贺信

爱的利息读后感

公告范特点及范文



爱的教育寒假读后感

【热】爱的教育读后感

借款起诉状范模板

范爱农读后感篇七

《范爱农》，追叙作者在日留学时和回国后与范爱农接触的
几个生活片段，描述了范爱农在革命前不满黑暗社会、追求
革命，辛亥革命后又备受打击迫害的遭遇，表现了对旧民主
革命的失望和对这位正直倔强的爱国者的同情和悼念。

文章一开头，作者就用平凡又朴素的语言，记叙了他曾经在
茶馆认识范爱农的事。先抒发自己对他的憎恶，为后文写对
他的亲切友善作铺垫。欲扬先抑的写作手法十分到位，朴素
却又不失精练的语言，为我们展现了鲁迅先生对死难者的同
学们的一种同情，一种责任感。

文中谈到，开始时，两人并非朋友，甚至几次争论过。但作
者回国后，两人再次相遇，就由“敌”转友了。从此以后，
他们几乎成了挚友。接着，又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们成
了同事。但“天下无不散之宴席”，作者与范爱农因工作的
原因分别了。最后，范爱农生活越来越拮据。一天晚上，在
醉酒之后，范爱农失足溺死于河中。

文中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即对光复后的绍兴换汤不换药的描
述。这其实已埋下了范爱农悲剧的伏笔。鲁迅对范爱农没有
一句正面的赞扬，只是从他的神情“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
的”，从他的行动“实在勤快得可以”表现了革命后的范爱
农心情愉快的一面。但范爱农心里产生的希望越大，失望也
就越大，鲁迅其后又用了很多笔墨写光复后绍兴的现实，其
实就是在探讨造成他的朋友悲剧命运的原因。



范爱农，一位觉醒的知识分子，但是无法在黑暗社会立足，
他的内心是痛苦、悲凉的。

范爱农读后感500字二：《范爱农》读后感(496字)

鲁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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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范爱农的眼球白多黑少，看人总像在渺视。有比如“却
仍然看见满床摆着一个“大”字”。这就是鲁迅在描写人外
貌特征和习性时的特别手法。他可以生动地表现出一个人的
特点，又增加了幽默感。

鲁迅不管是对他人的赞扬或批评以及对那人的各种看法，都
豪不掩饰地写出来。因此，我比较喜欢他的文章。例如〈阿
长与山海经〉。内容大概是这样的：长妈妈是我的保姆，起
先，我很讨厌她，特别是她的切切察察，而且她睡相极不好，
但她也懂得许多有趣的礼节，是我不耐烦的。之后，她给我讲
“长毛”欺压百姓的残忍故事，他伟大的神力让我敬佩。然
后，在我极度渴望者〈山海经〉时，阿长为我买来了。我又
一次对她敬佩。最后，她辞了人世，我默默为她祈祷。本文
由我一次一次对她态度的转变，突出了阿长的朴实。

〈朝花夕拾〉十分耐人寻味，它反映着封建社会的种种陋习：
有写人吃血馒头，吃人肉。人们迷信，古板，缠足，互相欺
诈等等都受到了鲁迅强烈的批判，也让我不由得为那些人们
感到悲哀。

如今，中国还有很多陋习，我想我会改变它们，把祖国建设
得更美好。



范爱农读后感篇八

鲁迅用他的尖锐的笔锋记录下了这个命运悲惨的人物——范
爱农。

爱农应对一次次的迫害与剥削，他未曾放下过他坚守的理想。
但直到最后，他没有撕裂黑暗，没有重回彼岸，也没有重见
光明，而是跌入浑浊不清的水中，只留下了一片片水花和几
重重涟漪。事实上，并不只有这些，周树人让这些记忆游动
起来，深入到每一个读者的心中。在他对爱农的同情与悼念
中，我们读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困境的杯具，更为当时的生
灵涂炭而缅怀。

范爱农是一位觉醒的知识分子，但是无法在黑暗社会立足。
他无法与狂人一样，最终与这个社会妥协，也无法像n先生一
样忘却，因此他的内心痛苦、悲凉，我们和鲁迅先生一样，
疑心他是自杀的。

这个杯具既是个人理想在黑暗社会面前的幻灭，更是体现了
当时知识分子的困境的杯具。

范爱农读后感篇九

在鲁迅先生接下来的描述中，我才真正地了解到了一个真实
的范爱农先生，他的外表虽然十分冷淡，但是在他的外表下
充满了他当时对整个黑暗社会的焦虑、担忧和痛恶，他对社
会上的那些肮脏、龌龊的反动势力投以“白眼”……他借酒
消愁，对社会进行冷嘲热讽，最后溺水身亡。读完全篇文章，
才可以体会到鲁迅先生对范爱农先生的无比钦佩之心、无比
怀念之情。

在我看来，鲁迅先生、范爱农先生和徐锡麟先生都是值得我
们敬仰的先辈。他们同情广大劳动人民，胸怀着一颗不与反
动势力妥协，并坚决与之抗争到底的决心。



鲁迅先生独特的写作手法，也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他在
《范爱农》一文中，先从表面言行去描写范先生的如何可恶、
如何可恨，再渐渐地引领着读者走近、深入范先生忧国忧民
的赤子之心。

农商行开业贺信

爱的利息读后感

公告范特点及范文

爱的教育寒假读后感

【热】爱的教育读后感

借款起诉状范模板

乡村关系失范与治

范儿高考满分作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