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子夜的读后感(优质5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那
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
下吧。

子夜的读后感篇一

尼布尔对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家有着简要的划分与总结——光
明之子与黑暗之子。前者相信人类可以达到（或者在自由民
主社会中已经达到）一种个人与公共意志完全相协调的状态，
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都沿袭了这种乐观主义。而后者可分为
两类，一种认为共同体是一种对人性中放任无度的恶所必要
的约束手段，所以应该保持一种专制。比如霍布斯。而另一
种认为共同体不必要，但它一定是恶，所以最好的社会是摆
脱共同体。比如无政府主义，以及自由意志主义者。

光明之子的最大问题在于盲目乐观，这种乐观主义由于缺乏
对人性恶的洞察而经常被某些势力所利用。比如亚当斯密强
调人类的理性自利与“看不见的手”的和谐一致，常被垄断
资本主义用来作为野蛮扩张的依据，以此达到霸占市场的目
的。亚当斯密的理想主义错误在于，尽管理性自利在资本主
义的自然法中与看不见的手是完全协调的，但他过度强调了
理性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而忽略的往往更关键的欲望成分。

这一意识形态掩护的扩张行为的后果是无产阶级惨痛地被生
产出来，卡尔马克思提出了阶级斗争学说来弥补亚当斯密的
理论，客观上这一学说抗衡了大资产阶级权力的失衡状态，
但他依然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存在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来
实现个体与共同体意志的协调，然而这一社会要靠对资产阶
级的消灭来达到，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种千禧年主义的色



彩，教条马克思主义者在俄国制造了另一场悲剧。

对乐观主义最核心的反驳是人与共同体之间不可能达到完美
状态，而始终存在着某种张力，这种张力使得个人与共同体
均变得可变。共同体首先要保障其存在，于是在自然法意义
上来讲，如果人的自由与共同体的存在发生冲突，那么共同
体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处境里会选择优先扼杀人的自由。而个
人的自由在本质上高于共同体（这句话的核心义理要从佛教
而非天主教的基础去陈述），这是共同体的原罪。另一方面
有关于个人的原罪，在天主教语境里有极为精深的解释。天
主教相对于现代自由主义者对于这一问题有着远远更加明智
的看法。

原罪论的核心是自我中心（私欲），这一自我中心会使人与
共同体协调的理想相抵触。天主教鼓励人类通过与共同体的
不断协调（从城邦再到国家最后到斯多葛学派的“世界城邦）
去实现普世性，但是人是被限制在共同体的范畴之内，在这
一原则下共同体实际上高于个人的自由。天主教将这一共同
体视作理念论上的，不朽不坏的“上帝之城”，以此与世俗
意义上终将朽坏的共同体区分开来。然而世俗意义上，罗马
天主教会用“道成肉身”的概念伪装自己的世俗权力，在哲
学上理念论本身也早已被唯实论所摧毁。与之相反，新教将
个人置于共同体之上，共同体被视作是自由的个人缔结社会
契约的结果。

社会契约的本质是自愿性，由此成为现代自由主义的自然法，
这一原则后来被以赛亚柏林概括为消极自由原则，即免于被
强迫做某事的原则。霍布斯沿袭了基督教一贯的性恶论传统，
因而推断共同体成为根植于“自然状态”原罪论之上的“必
要之恶”，霍布斯是“黑暗之子”中的著名一员，显然霍布
斯的看法相对于光明之子们更加深邃，但黑暗之子忽略了人
性中善的可能，而倒退回一种专制主义。

黑暗之子的恶是一种人类本性中的的自我中心所引发封闭，



这种自我封闭拒斥善的可能——人性的一种开放性，这种开
放性使得人类之间有互相理解的可能。同时，个人本质上高
于共同体的自由使得共同体在自然法上不存在封闭的基础，
（封闭社会可用热寂概念理解，尤待日后加以说明）所以可
以自我更新开放社会必然优于封闭社会。法西斯主义等专制
主义由于追求一种道德的自我封闭，因而必然是相对于开放
社会更加恶性的，因而自由民主社会相对于专制社会的明确
优点之一在于其开放性。

罗马天主教下的封建社会是一个封闭社会，因而必然不被现
代自由主义所容纳。现代自由主义政教分离的根基来源于此，
政治拒绝对最高真理作出评价，因而容纳了开放性。

然而一个开放社会如何得以产生（注意不是维系）？这里面
要引入另一个概念，这就是制衡。

制衡的原理，可以简要用一种不同势力的相互抗衡来描述，
比如保王派与民主派的制衡，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的制
衡等。制衡的政治核心是代议制民主。这一民主保证了共同
体受公意所影响。非希腊人的形式主义，代议制民主的目的
是为了保障个人意志与共同体的最大程度上的协调。这一协
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是社会自我
革新的基础。根据前文中共同体的原罪，应该被强调的是，
代议制民主只是相对于封建专制更加符合“公意”。

个人与共同体只要在宪法上协调了，那这个政体就在事实上
协调了个体与共同体，而卢梭给了公意一套法律程序来实现。
但怎样才是协调的标准？如果仅仅用法理学上消极自由的角
度来看，制定一套完全符合自愿原则的法规相当容易。但是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揭示了共同体的原罪，这一原罪是奠定
在更高的，更少相对主义的自然法基础上的。尼布尔在这里
提出了一个梯度的概念——相对主义更少的法律应该成为更
高的权威。资产阶级完全可以制定一套理论上完全符合现代
正义观的法律，但他们永远无法使其完全有效地落实，因为



法律只规定通常情况而不规定特例，这样也就永远无法消除
罪犯的出现概率。由此，一个个体与共同体完全理想协调的
社会中甚至也不会有法律。

法律与规章的局限性不止于此，在福柯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
者等文化批评者那里，法律被执行的乃至法律本身的公正性
被各种无比复杂的理论怀疑，划分出正常人与陀思妥耶夫斯
基的地下人之间的边界。这些左派理论家的问题核心问题在
于社会本身的复杂性与交互性。而理论上，这种漫无节制的
怀疑再次证实了一点，那就是自由民主社会的消极自由只是
一种历史相对主义之下的意识形态，它在资本主义这里成为
一种教条主义面纱（前文的亚当斯密等），在这一面纱之下
强迫的权力以另一种更加复杂的形式运作。消极自由在未成
年人和动物那里也成为问题，未成年人需要一些必要的灌输，
而动物完全没有消极自由权利。

消极自由还引发了另一种消极影响，那就是对积极自由，也
就是人可以做什么的自由的逃离，社会契约论将共同体视作
一个不得不担负的累赘，然而，回到天主教的视角，个人的
意义在于在共同体中实现自我，一个丰富的共同体显然给予
个体以更多的选择，因而更加有利于社会个体自我意义的实
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不可能脱离共同体实现自我
价值，而共同体作为个人实现自我提供质料的一方，理应更
加繁荣，更加丰富。从这一点来看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的理
解显然比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更加到位。

历史上，许多伟人都经由自己的共同体充分实现了自我价值，
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同样也不能认为自由民主制度在积极
自由方面胜于传统的专制制度。

自由民主制度相较于以往制度优越的不是自由，而是自我更
新以及民主。

民主是一个相当容易被误解的概念，民主与平等联系在一起。



子夜的读后感篇二

从前，有个姓杨家的孩子，非常聪明。

一天，孔君平去杨家拜访，可开门的却是一位身穿蓝色衣袍，
边带精美图案，腰系绿丝带，袖子为黄色的上衣和黑色的裤
子搭配一双灰色布鞋的小孩，这个小子就是杨氏之子，而杨
氏之子眼前这个衣着庄重，仪表堂堂的人就是非常有学问的
孔君平，孔君平见到杨氏之子，问道：“你父亲何在？”杨
氏之子答道：“我父今日不在，先生有何事？”孔君平
说：“无事，只是前来拜访。”之后，杨氏之子就为孔君平
摆放一桌水果，水果中，有孔君平最爱吃的杨梅，看到杨梅
孔君平就联想到杨氏之子的姓杨，他想杨梅有杨，我不妨逗
他一逗，之后，孔君平就问他：“这杨梅可是你家的水
果。”但这小儿没上当，而是由孔君平的姓氏联想到了孔雀，
他就问孔君平：“那我也没有听说过孔雀就是您家的鸟啊！

听了杨氏之子的话，孔君平无言以对，他深深的佩服杨氏之
子的才智，当然他也知道他要承认孔雀是他家的鸟，他说的
话才立得住脚，但这其中，更多的是还是杨氏之子的才智机
敏。

子夜的读后感篇三

昨天，我阅读了一则关于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的小故事——
《妙答》（名字自己取的）。读完之后，我不禁感慨万千，
萧伯纳，好口才！

资本家的刁难、嘲笑丝毫没有让萧伯纳畏惧。若是换做我，
定会满面通红，不知如何作答吧！可是萧伯纳一句妙答便让
讨厌的资本家哑口无言：“你太胖了，我一见到你，就明白
世界上闹饥荒的原因。”好！我不禁拍案叫绝，好口才！既
很好的对应了资本家的话，又不失风趣地批评资本家为了自
己过的舒服，不惜剥削劳动人民的钱财，把自己养得白白胖



胖，可恶的资本家！把自己的舒服建立在劳动人民的痛苦之
上，你简直就是一只吸血蝙蝠！让人厌恶！在斥责资本家的
同时，我又不禁为萧伯纳的好口才所敬佩。好厉害的一个萧
伯纳！

萧伯纳的好口才从哪儿来？天生？不，不是的。因为萧伯纳
一天天都在学习，智慧日积月累，越积越多，拥有了丰厚的
智慧，才拥有了好口才！从而看出，萧伯纳是有多少深厚的
智慧啊！智慧与好口才太重要了！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如萧
伯纳般睿智？哦！杨氏之子，礼貌的妙答；周恩来总理，巧
妙地回击刻薄的记者。好口才与智慧两者兼具，才能成材啊！

但是，要想拥有智慧与好口才并非一日之功，必须天天学习，
学会在生活中汲取知识，让自己一天比一天有进步。长此以
往，我想心一定可以像萧伯纳那样厉害，那样聪明，那样充
满智慧！以萧伯纳为目标，我坚信，只要我努力了，一定可
以成功！

盛夏，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潺潺流水的小河边有几棵
柳树。走在林间的羊肠小道上抬头仰望，看，蓝蓝的天上飘
着几朵白云，天上白云还不时变换着模样，它一会儿变成了
一只小绵羊，一会儿变成了一只北极熊，咦？小绵羊怎么不
见了呢，原来呀，北极熊把小绵羊吃了。

柳树下有几只小狗，它们热的吐着舌头，就在这时我听见了
一阵轻快悦耳的`歌声在林间回荡，这时牧童好像听见了什么，
喔原来是一位“歌手”在与自己一决高下呢，只听蝉在树
上“知了，知了，知了”的唱听了老半天也听不出别的歌词。
牧童听了它的歌声也不甘示弱，便提了提嗓子，继续唱。

柳树上的蝉一听，心想：哼，想跟我比，我的嗓音可比你强
多了！蝉便高声的唱起来。牧童心中忽然浮现了一个念头：
我把它抓下来，看它还跟不跟我比。于是，他便一声不响地
站在了树下。傍晚彩霞染红了天空，牧童骑着黄牛，手里抓



着蝉，踏着落日的余晖兴高采烈地回家了。

子夜的读后感篇四

这学期我们学习了杨氏之子，他的语言用两个词来形容就是：
聪明伶俐。（此句话老师扣0.3分）

他才九岁，却极其聪明，孔君平说完了一句话，他就能接上
一句话，并且他的回答既表现了应有的礼貌，又很巧妙地回
答了孔君平的问题，使孔君平无言以对。

杨氏之子的这种反应能力不得不让人佩服，而他的聪明伶俐
值得我们学习，但想达到这种境界，必须有丰厚的知识，要
不然根本不能像他一样婉转对答。

要想有丰厚的知识就必须要认真学习，但是，光靠课内这点
知识是不够的，还需要大量地阅读课外书，来丰富我们的知
识。但是读书也要分清哪些书对自己没有帮助，最好不要去
读它们，建议大家还是读一些好书吧。

知识丰富有哪些好处？下面，我就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假如你遇到了坏蛋，如果知识丰富的话就可以和坏蛋周旋，
从而找到逃跑的方法。我相信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杨氏之子
身上的话，他一定有办法逃脱。如果知识不丰富，就只能顺
从坏蛋了。

还有，如果迷了路，自身知识丰富的话，就可以通过你知道
方法来辨认方向，从而摆脱迷路。

最后，希望大家都能成为像杨氏之子一样聪明的人！



子夜的读后感篇五

昨天，我阅读了一则关于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的小故事――
《妙答》（名字自己取的）。读完之后，我不禁感慨万千，
萧伯纳，好口才！

资本家的刁难、嘲笑丝毫没有让萧伯纳畏惧。若是换做我，
定会满面通红，不知如何作答吧！可是萧伯纳一句妙答便让
讨厌的资本家哑口无言：“你太胖了，我一见到你，就明白
世界上闹饥荒的原因。”好！我不禁拍案叫绝，好口才！既
很好的对应了资本家的话，又不失风趣地批评资本家为了自
己过的舒服，不惜剥削劳动人民的钱财，把自己养得白白胖
胖，可恶的资本家！把自己的舒服建立在劳动人民的痛苦之
上，你简直就是一只吸血蝙蝠！让人厌恶！在斥责资本家的`
同时，我又不禁为萧伯纳的好口才所敬佩。好厉害的一个萧
伯纳！

萧伯纳的好口才从哪儿来？天生？不，不是的。因为萧伯纳
一天天都在学习，智慧日积月累，越积越多，拥有了丰厚的
智慧，才拥有了好口才！从而看出，萧伯纳是有多少深厚的
智慧啊！智慧与好口才太重要了！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如萧
伯纳般睿智？哦！杨氏之子，礼貌的妙答；周恩来总理，巧
妙地回击刻薄的记者。好口才与智慧两者兼具，才能成材啊！

但是，要想拥有智慧与好口才并非一日之功，必须天天学习，
学会在生活中汲取知识，让自己一天比一天有进步。长此以
往，我想心一定可以像萧伯纳那样厉害，那样聪明，那样充
满智慧！以萧伯纳为目标，我坚信，只要我努力了，一定可
以成功！

盛夏，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潺潺流水的小河边有几棵
柳树。走在林间的羊肠小道上抬头仰望，看，蓝蓝的天上飘
着几朵白云，天上白云还不时变换着模样，它一会儿变成了
一只小绵羊，一会儿变成了一只北极熊，咦？小绵羊怎么不



见了呢，原来呀，北极熊把小绵羊吃了。

柳树下有几只小狗，它们热的吐着舌头，就在这时我听见了
一阵轻快悦耳的歌声在林间回荡，这时牧童好像听见了什么，
喔原来是一位“歌手”在与自己一决高下呢，只听蝉在树
上“知了，知了，知了”的唱听了老半天也听不出别的歌词。
牧童听了它的歌声也不甘示弱，便提了提嗓子，继续唱。

柳树上的蝉一听，心想：哼，想跟我比，我的嗓音可比你强
多了！蝉便高声的唱起来。牧童心中忽然浮现了一个念头：
我把它抓下来，看它还跟不跟我比。于是，他便一声不响地
站在了树下。傍晚彩霞染红了天空，牧童骑着黄牛，手里抓
着蝉，踏着落日的余晖兴高采烈地回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