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常读后感 无常的读后感(优秀8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
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
大家能够喜欢!

无常读后感篇一

《无常》也是一篇名作，主要写了迷信传说中的无常，这个
勾魂使者的形象。

首先这篇文章的语言非常轻松诙谐，描写水平也相当高，第
二段中：“鬼卒和鬼王是红红绿绿的衣裳，赤着脚；蓝脸，
上面又画些鱼鳞，也许是龙鳞或别的什么鳞吧，我不太清楚。
”瞧！这样描写鬼卒与鬼王是不是让你觉得耳目一新，你的
眼前是不是有几个乡下人所扮演的鬼卒鬼王呢？“鬼卒拿着
钢叉，叉环振得琅琅响，鬼王拿的是一块小小的虎头牌”这
里是对鬼王、鬼卒的兵器的描写，听起来这些人还真有杀伤
力呢！“活无常不但活泼而诙谐，单是浑身雪白这一点就
有‘鹤立鸡群’之感。”这一段写的是活无常，他们浑身雪
白惹人喜爱，他虽然是阴差，却让人喜爱，看起来，他还真
有人气。他还有一身活泼的气息，真令人感到舒服，使人感
觉它有人情味。

接下来，便是这文的主题，这段话，真令我吃惊不少“活
的‘正人君子’只能骗鸟，若问愚民，他就可以不假思索的
回答你：‘公正的裁判是在阴间！’”看这段话是否让你感
受到什么？我感受到，当时的人中连一个公正的也没有，那
时对人民的压迫，甚至让百姓对阴间起了神往，可见当时的
年代的政治是多么腐败。阳间连一个公正的裁判都没有，阴
间的虽然是鬼，但也是公正的啊！



无常这篇文章体现了当时朝廷的腐败，也讽刺了古代那些没
有正义心肠的人。

网友对“无常的读后感”评价

：中心突出，论据充足。

无常读后感篇二

鲁迅在《朝花夕拾》中曾多次写到“无常”这种鬼()怪。在
《无常》中他比较详尽地记述了在庙会中见到的“无常”。

《无常》――无常是个具有人情味的鬼，去勾魂的时候，看
到母亲哭死去的儿子那么悲伤，决定放儿子“还阳半刻”，
结果被顶头上司阎罗王打了四十大棒。文章在回忆无常的时
候，时不时加进几句对现实所谓正人君子的讽刺，虚幻的无
常给予当时鲁迅寂寞悲凉的心些许的安慰。

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在庙会上都比较喜欢白无常，而普遍讨
厌黑无常，而从文字来看鲁迅也比较喜欢白无常。认为
他“不但活泼而诙谐”。而且单单浑身雪白这一点就能在各
色鬼怪中十分扎眼，很有“鹤立鸡群”之感。所以，我们可
以知道在当时的庙会中白无常是个很出风头的角色。整篇文
章都洋溢着作者对活无常的敬佩及赞美之情，先写小时候对
他的害怕，和现在对他的敬佩作对比，也拿阎罗王的昏庸和
死无常的可怕与之作对比，突出活无常的善心。

无常读后感300字无常读后感600字无常读后感500字

无常读后感篇三

《朝花夕拾》记述了作者童年的生活和青年时代求学的历程，
追忆着那些难于忘怀的人和事，抒发了对往日亲友和师长的
怀念之情。作品在夹叙夹议中，对反动、守旧势力进行了抨



击和嘲讽。这一点在《无常》一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无常》一文事描述鲁迅儿时在乡间迎神会和戏剧舞台上所
见的“无常”形象，说明“无常”这个“鬼而人，理而情”，
爽直而公正的形象受到了民众的喜爱，是因为人间没有公正，
恶人得不到恶报，而“公正的裁判在阴间。”文章在夹叙夹
议中对打着“公理”，“正义”旗号的“正人君子”予以了
辛辣的嘲讽。

作者把对往事的回忆和对时弊的议论结合的自然恰当，天衣
无缝，揶揄嘲讽的语言,生动的比喻，正话反说，犀利风趣，
耐人寻味。

《朝花夕拾》中的作品都是回忆性的文章，但它们不是对往
事的单调的'记录，而是用娴熟的文学手法写成的优美的散文
珍品。

作者撷取那些令人难忘的生活片段，加以生动地描述，选择
富有个性的情节和细节描画人物的性格，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特别事作者善于描摹人物的神情心态，把人物写的栩栩如生。
如《阿长与〈山海经〉》中写除夕夜长妈妈教少年的鲁迅如
何讲吉利话和元旦清晨等待鲁迅“恭喜”的情景，把这个农
村妇女的渴望幸福，期待祝福的急切心情和惊喜神态表现的
活灵活现。又例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写老先生大声朗
读文章时，“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扬起，向后拗过去”
寥寥几笔，把老先生那种痴迷入神的神态表现的惟妙惟肖，
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

这些作品在写作手法上把叙述，描写，议论，抒情糅合在一
起，充满诗情画意，如写百草园的景致，碧绿的菜畦，光滑
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鸣蝉在树叶里长吟，
云雀从草间直窜向云霄，油蛉在低唱，蟋蟀在弹琴??构成了
富有情趣的风景画，成为令人神往的儿童乐园。



作品的语言清新，朴实，亲切感人，是现代回忆类散文中的
珍品。

任雪莹

无常读后感篇四

《朝花夕拾》记述了作者童年的生活和青年时代求学的历程，
追忆着那些难于忘怀的人和事，抒发了对往日亲友和师长的
怀念之情。作品在夹叙夹议中，对反动、守旧势力进行了抨
击和嘲讽。这一点在《无常》一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无常》一文事描述鲁迅儿时在乡间迎神会和戏剧舞台上所
见的“无常”形象，说明“无常”这个“鬼而人，理而情”，
爽直而公正的形象受到了民众的喜爱，是因为人间没有公正，
恶人得不到恶报，而“公正的裁判在阴间。”文章在夹叙夹
议中对打着“公理”，“正义”旗号的“正人君子”予以了
辛辣的嘲讽。

作者把对往事的回忆和对时弊的议论结合的自然恰当，天衣
无缝，揶揄嘲讽的语言，生动的比喻，正话反说，犀利风趣，
耐人寻味。

《朝花夕拾》中的作品都是回忆性的文章，但它们不是对往
事的'单调的记录，而是用娴熟的文学手法写成的优美的散文
珍品。

作者撷取那些令人难忘的生活片段，加以生动地描述，选择
富有个性的情节和细节描画人物的性格，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特别事作者善于描摹人物的神情心态，把人物写的栩栩如生。
如《阿长与〈山海经〉》中写除夕夜长妈妈教少年的鲁迅如
何讲吉利话和元旦清晨等待鲁迅“恭喜”的情景，把这个农
村妇女的渴望幸福，期待祝福的急切心情和惊喜神态表现的
活灵活现。又例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写老先生大声朗



读文章时，“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扬起，向后拗过去”
寥寥几笔，把老先生那种痴迷入神的神态表现的惟妙惟肖，
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

这些作品在写作手法上把叙述，描写，议论，抒情糅合在一
起，充满诗情画意，如写百草园的景致，碧绿的菜畦，光滑
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鸣蝉在树叶里长吟，
云雀从草间直窜向云霄，油蛉在低唱，蟋蟀在弹琴？构成了
富有情趣的风景画，成为令人神往的儿童乐园。

作品的语言清新，朴实，亲切感人，是现代回忆类散文中的
珍品。

文档为doc格式

无常读后感篇五

初春的黄山，百花绽放了，她们美丽的姿态，娇艳动人，苍
翠的青松吐着青绿，鸟儿也放开了它的歌喉，尽情的歌唱。

夏季的清晨，太阳露出了笑脸，黄山被缥缈的云海笼罩着。
群峰就像一根根柱子，在云海中矗立，似乎就是传说中的`人
间仙境。

秋天的黄山，枫叶把它的外衣脱掉了石头的表面铺着一些洒
落的枫叶，鲜红的枫叶把这些奇石也染红了。

寒冷的冬季，并没有使黄山失去了生机。你看，那挂满大雾
和冰雪的松树还依然苍翠挺拔，他们就像披了一件雪白的外
衣。

四季无常，无论是什么季节我都依然爱黄山，更爱它那美丽
的风景！



无常读后感篇六

无常，也就是鬼的意思。每逢迎神赛就会有不同的人来扮演
大大小小的鬼怪，鬼物们大约都是些粗人和乡下人扮演的，
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赤着脚。他们扮演着各种鬼怪来
寄托他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鲁迅用风趣的语言来描述了他小时候看见的那场迎神赛，而
且用生动的语言来讲述了迎神赛的经过。鲁迅十分怀念他小
时候的时光，但在描写中我们还可以找到他对那些封建行为
的讽刺和唾弃。

他一反前态温和的笔锋，用犀利的语言对那些封建行为进行
批判，让人不禁为之动容。

鲁迅还把现在的想法和小时候的想法进行比较，以此来衬托
出世人们庸俗的一面。又在末尾写到“鬼神之事，难言之矣，
这也只得姑且置之弗论了”这里又写出了鲁迅对“鬼神之
事”的鄙夷以及对其的不屑一顾。

总体来说，鲁迅在他的文章中不止一次的讽刺封建行为，在
《朝花夕拾》中，鲁迅则是以回忆往事的方式来列出他小时
候所看见的'各种封建现象并加以批判。

鲁迅不仅仅是一个作家，他还是一个战士，正如毛泽东所说：
“鲁迅用他的笔战斗了一生。”

神会和戏剧舞台上所见的“无常”形象，说明“无常”这
个“鬼而人，理而情”，爽直而公正的形象受到民众的喜爱，
是因为人间没有公正，恶人得不到恶报，而“公正的裁判是
在阴间”，读后感《无常读后感300字》。

鲁迅在《朝花夕拾》中曾多次写到“无常”这种鬼怪。在
《无常》中他比较详尽地记述了在庙会中见到的“无常”。



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在庙会上都比较喜欢白无常，而普遍讨
厌黑无常，而从文字来看鲁迅也比较喜欢白无常。认为
他“不但活泼而诙谐”。而且单单浑身雪白这一点就能在各
色鬼怪中十分扎眼，很有“鹤立鸡群”之感。所以，我们可
以知道在当时的庙会中白无常是个很出风头的角色。

无常读后感篇七

无常，世事无常，人鬼无常。“鬼而人，理而情”，无常也，
乃勾魂使者。勾魂之事，行于暗道，毫不虚伪。

无常是个具有人情味的鬼，去勾魂的时候，看到母亲哭死去
的儿子那么悲伤，决定放儿子“还阳半刻”，结果被顶头上
司阎罗王打了四十大棒。想是原本虚幻之中的丑恶嘴脸，竟
让人感到悲凉的心被慰藉。现实中的嘴脸表面是光鲜靓丽，
背地里多么的阴恶。

无常，让我感到世事无常。前一秒的欢离，后一秒的永别。
每天改革的世界，每天退化的幸福。“规章”写着的公
正，“公仆”想着的私欲。最恐怖的不是无尽蔓延的黑暗，
而是掩藏在光明中的黑暗……人鬼无常。为“人民”服务
的“公仆”，怎能变成食人血肉的“鬼吏”。奈何，无奈。
伪善的小鬼借“好事多为”，借口为坏。大鬼自然而然的披
裹着光明的衣冠，以权利驱使私欲的完成。

小时候，无助下我曾求助过红会，一场六位数手术我们仅获
助屈指可数的三位数。红会就像一只诺大的鬼，爱吃。光明
的衣冠下，巨大的躯体内正蓄养着饕餮。这还不怎么寒心，
寒心到恐怖的是在手术室的生死之地，要送钱向医生买命，
不合胃口的就期望着自己的死相能好看点吧。世界如何，我
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身在此地，失望此地。我唯一的骄傲，
乃我是人类的无常判官，手指一定则有鬼。

我讨厌光明，光会虚伪，拐弯抹角。光越亮着黑暗越浓，人



造的强光会伤透了自己。就像，官越多鬼越多，政阶越高鬼
越大。我喜欢黑暗，黑暗不会虚伪，直来直去。率直的邪恶
好得过面具之下的欺诈。现实生活中某些人的“人格”不
如“鬼格”。

最恐怖的不是无尽蔓延的黑暗，而是掩藏在光明中的黑暗。
鲁迅是憎恨了这里的无常而喜欢了那里的无常吧。

鲁迅无常读后感

无常读后感篇八

《无常》是《朝花夕拾》中我最喜欢的之一，鲁迅在《朝花
夕拾》中曾多次写到“无常”这种鬼怪。在《无常》中他比
较详尽地记述了在庙会中见到的“无常”。

从文本里来看，人们在庙会上都比较喜欢白无常，而普遍讨
厌黑无常，而从文字来看鲁迅也比较喜欢白无常。认为
他“不但活泼而诙谐”。而且单单浑身雪白这一点就能在各
色鬼怪中十分扎眼，很有“鹤立鸡群”之感。所以，我们可
以知道在当时的庙会中白无常是个很出风头的角色。

无常还戴着二尺来高的帽子，帽子上写字，白无常写着“一
见有喜”，黑无常写着“一见发财”。很简单的八个字却体
现了人的普遍愿望——生活幸福，腰缠万贯。可惜见到的时
候已经死了，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对于人生和死亡的双重嘲
弄，反正很有趣。鲁迅还说在一些图本中，白无常帽子上写
的是“你也来了”，黑无常则比较凶恶地写着“正在捉你”。

还有一点值得推敲的是，无常一般都吐着长舌头，我们知道
吐长舌头的鬼是吊死鬼，所以很可能一开始无常其实只不过
是一个普通的鬼，而随着业务发展的需要他很可能是阎王爷
通过内部招聘选拔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