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作品呐喊读后感 鲁迅名著呐喊读后感
(优质9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
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
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鲁迅作品呐喊读后感篇一

我第一次听说《呐喊》这本书是在很小的时候，当时经常听
家人讲孔乙己的故事，但是当时忠于看寓言之类的书籍，几
年后这本书就淡除了我的脑海......一直到初中学习了《故
乡》《社戏》才又一次回忆起了这本书，学了《呐喊》自序
后决定认真读一遍，可是直到现在才找到了机会，同学们好
多都读过不只一遍了。集中有《狂人日记》，《药》，《明
天》，《阿q正传》等十四篇小说，给我感受最深的要数《孔
乙己》与《药》。

孔乙己，一个家境贫困，好吃懒做，无所事事的小人物，明
明处在社会的最下层但是却一心向往着贵族人的生活的专职
骗子，被打断了腿，最终离开了大家。作者借写孔乙己这一
深受封建教育和封建科举制度毒害所产生的头脑僵化，迂腐
不堪的习性的人物形象，对封建教育和科举制度，作了揭露
和批判。书中描写众人嘲笑可怜的.孔乙己的场面写的也是有
滋有味，用众人的哄笑烘托和加强了小说的悲剧效果。课文
不仅写出了孔乙己一个人痛苦的生活经历，也表现出了社会
同仁的不同情，相反的却是取笑，体现了封建社会的黑暗，
无情。

《故乡》中的人们麻木，迷信的形象更是在《药》中被表现
的完美无缺。《药》，我认为是这本小说集中最能令读者悲
愤，同情的课文。什么“人血馒头”......听来就感到可笑，



可是在今日看来可笑的事物在当时却成了可以治不治之症的
良药，华老栓他有医不求信“馒头”，千方百计去找人血，
拼命积攒铜钱，只想着尽快把人血馒头取到手，好医治儿子
的痨病，至于流血的是谁？为什么被杀？他不用也根本没有
想这些问题，什么“革命”“造反”就更没有关心的必要了。
革命者被残害的时候，众人看热闹......都是因为长期在封
建重压下生活的结果，他们一代人是这样，但是受残酷的封
建制度的影响的国人可不只一代。

鲁迅先生写这些都是为了让当时的中国人民看了以后，能够
清醒过来。鲁迅先生愤怒而又激励着当时中国人，向被深深
蒙在鼓里的国人说明当时社会的黑暗。而此时，中国摆脱了
封建社会的影响，正在健康的，正确的朝者美好的未来奋力
前进。我们要站起来，继续努力，为我们的美好明天而奋斗！

鲁迅作品呐喊读后感篇二

《呐喊》是鲁迅的一部小说集。这里面有许多鲁迅有名的小
说。

《阿q正传》是《呐喊》中比较有名的一篇小说了。阿q是以
为在中国辛亥革命时期的以为雇农。他一无所有。甚至连姓
名都被人遗忘了，人们都叫他阿q。这足以看出阿q地位的低下。
他经常被人凌辱，但他却自暴自弃。他的精神胜利法只能自
欺欺人，获得一点心理上的安慰罢了。他这种行为解释了中
华民族底层人民的一种普遍现象。作者通过阿q的悲惨结局说
明了当时人的生活。

《孔乙己》也是呐喊中的一篇小说。鲁迅在文中塑造了一个
被抛弃在社会底层，生活穷困，最终惨死的悲惨形象。这也
反应了当时中国底层人民的情况。

《故乡》也是《呐喊》当中的一篇小说。这篇小说我们还学
过。写出了闰土和鲁迅因为生活地点的不同而过上了一穷一



富的生活。鲁迅为这种现象而打抱不平，而呐喊。

《呐喊》这部小说集就是写关于社会底层的一些经历，然后
为这些不公平而打抱不平，而呐喊。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要从精神层面，用文章来唤醒人们的心灵，使他
们能够想办法改变。

读鲁迅的`小说，我们要看时代北京。那时候的中国，政府腐
败，又有列强入侵，中国底层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鲁迅，作为一个爱国的作家，不可能一点作为也没有。所以
他要为中华民族呐喊！

看完这部小说集，我认为他给我的触动很深，它首先使我觉
得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其次还觉得，现在的生活真是十分
幸福，各种条件都十分齐全。

我们读完小说之后，首先要学习鲁迅的敢于呐喊的精神，因
为在那种条件下，敢于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也不容易。还有，
就是要吸取文中人物的教训，万万不可像那些人一样，自暴
自弃。

让我们一起呐喊吧，学习鲁迅的呐喊精神，把国家变得更富
强！

鲁迅作品呐喊读后感篇三

《呐喊》共收作品十四篇，起于1918年的《狂人日记》，迄
于1922年的《社戏》，呐喊读后感。作品的选材，“多采自
病态的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
注意。”当时的鲁迅认为最须急切地疗救的，是人的“病
态”的灵魂。

序文，勾勒出作者前期思想的发展脉络，同时对游荡在当时
背景中的自弦灵魂进行深入的剖析。在序文里，“医脖的问



题，成为作者用于表述过去的一个基本线索。首先是为父亲
买药医病，结果，“我的父亲终于日复一日的亡故”。接着
是上日本的医学专门学校学医，决心“求治象我父亲似的被
误的病人的疾苦。”但作者看到的“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
显示麻木的神情”的一群中国看客。作者从这群看客的身上，
看到不再是身体的疾病，而是精神上的病症。作者由关注身
体的病痛到关注精神的病痛，展示作者思想发展的进程。这
一思想转化的进程，对作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从艺
术表现上，作者思想的这种转化，又仅仅是通过并不曾为他
人所注重的几则小事的表述来实现的，这显示出作者准确、
精到的把握能力和艺术表现力。

在这篇序文里，作者并没有回避自己曾有的犹疑和孤寂，体
现出坦荡率直的艺术品格。而作为一篇序文，作品又恰当地
提示他所以要作小说的缘由：“铁屋子”作为作者对传统中
国社会的象征，它既显现鲁迅深居其中的寂寞孤苦，同时也
昭示作者要领着国人从精神上走出它的决心。于是，“呐
喊”就成为作者从深寂孤苦中所喷射出的一腔激-情孤愤。从
集子中所收作品看，也明显地保留着作者于“五四”高-潮时
期，在结束一段的沉默之后奋起呼唤的特色。

这篇序文的写作特点，突出地体现出作者的用笔素朴、简括，
不事铺排。这种笔触，与他深沉冷峻的思想桴鼓相应;同时作
者的素朴、简括，并不意味着作者思路的单调、狭促。作者
在描述生活锁事的同时，总是把他的得寸进尺触，抵向我们
的心灵和精神。至今，这篇序文仍以它简括深思的艺术个性
和忧愤深广的思想，给读者带来深层次的思索，读后感《呐
喊读后感》。

然而《呐喊》是鲁迅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短篇小说的结集，
作品真实地描绘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揭示种
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中国旧有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
行深刻的剖析和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浓重的忧患
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



这部小说集于1923年8月由北京新潮出版社出版，集中有《狂
人日记》、《药》、《明天》、《阿q正传》等十四篇小说，
出版后得到很大回响。

在《呐喊》序中，鲁迅谈到他弃医从文的经过和目的。他
于1898年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肄业，第二年改入江南陆师学
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1902年毕业后即由清政府派赴日本
留学，1904年进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1906年中止学医，回
东京准备从事文艺运动。是一次课堂上看画片的经历使他弃
医从文的。他回忆道：‘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
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
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

鲁迅又谈到他把《狂人日记》等小说投稿到《新青年》的经
过。他曾问办《新青年》的朋友：‘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
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
死，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
嚷起来，惊起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
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那人答
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
希望。’于是他便写《狂人日记》，此后还陆续推出另外十
余篇。鲁迅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叫醒‘铁屋’中的人，使国
人得救。谈到《呐喊》的名称，他说：‘在我自己，本以为
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但或者也还未
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
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
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所以我往往不
恤用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
《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
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
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轻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
的青年。



鲁迅作品呐喊读后感篇四

这天，我看了鲁迅19至1922年所创作的短篇结集《呐喊》。

这本书真实地描述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中国的社会和生
活，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封建社会以及腐败
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描述和批判。透过作者的回忆把少
年闰土那聪明能干、见识丰富、活泼可爱的形象展此刻我们
面前，让我们看到了作者与闰土儿时那短暂而又真挚的友谊
以及作者对闰土的'怀念之情。

这本书表现了作者对民族生存的强烈关怀和社会的深刻思考。

鲁迅作品呐喊读后感篇五

不得不承认小学时看的鲁迅的一些文章，没什么印象，但这
次影视狠下心借了本中英版的`《呐喊》，尽管里面有很多文
章以前我们语文课上学过。

更多时候我是在看中文，只是看完几篇文章后这次感觉却印
象深刻，人血馒头，麻木愚昧的国民，虚伪的留学生等等留
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心里颇愤怒，震惊，民国初那时的人
们怎么这么冷漠，这么无耻，欺软怕硬，只一味地被压榨着，
却不知道反抗；还好我们现在解放了，我们自己是主人，但
有些劣根性却还是没消除殆尽，只希望国家强大，抓紧文化
教育，提高国民素质，这样幸福指数应该会更高些，社会更
太平些。

还有好些片如《风波》，《一件小事》等还是没能读透，我
想以后有机会再研读下，理解会更深吧！这不是第一遍也不
会是第一遍。



鲁迅作品呐喊读后感篇六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
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
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己逝的寂寞的时光，又
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
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鲁迅

读鲁迅的文章就像读一本血泪史，书写着中国旧时代无尽的
哀愁与愤懑，让人同作者一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
起为中国人民呐喊！

《呐喊》是鲁迅先生自《狂人日记》后的第二本小说集，它
是中国的名著，同样也是世界的名著，是五四运动时期社会
人民的真实写照。“描写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解除病苦，
引起疗救的注意，并为新文化运动呐喊。”鲁迅是这样介绍
这本书的。尽管，那个时代离我们很遥远很遥远，但看完这
本书，我心情也不禁沉重下去。《呐喊》文集让我读过后久
久不能忘怀。

在《藤野先生》中鲁迅先生回忆道：“有一回，我竟在画片
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
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 据解说，
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
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他‘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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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材料和
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
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
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日本的首都东京
留学时，看到和听到当时中国人民的麻木不仁从而使鲁迅先
生强烈的爱国意识苏醒，医学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因此他弃



医从文，从此投身文学的知识宝库中。鲁迅先生用“哀其不
幸，怒其不争”八个字来概括了那时的中国人民，以及对于
他们的怜惜和悲伤。

《狂人日记》中主人公的“疯言疯语”所说的却未必不是真
话。那本写满“吃人”的日记就是社会的真实写照。狂人说：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在那样的吃
人社会里，人要么是明哲保身，要么是当一个吃人者，在哪
里还有纯洁的灵魂？那是发自内心的狂呼。任一个被压迫，
被礼教呀得喘不过气的人都会自然而然的发出这样的呐喊。
可是，最为可悲的是，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与束缚下，人们却
没有勇气发出这样的呐喊！狂人是幸福的，因为他的疯，使
他摆脱了封建礼教的对心灵的摧残和压迫，但是他又是不幸
的，因为在那个社会这样的疯子太少，没有谁站出来拯救人
类。

《孔乙己》中那个因为家境贫困好吃懒做，无所事事，向往
社会上流阶级的生活的孔乙己是封建社会中的一个落魄的读
书人。在封建统治的毒害下，他只会满口“之乎者也”，一
无所能，不得不做了梁上君子，并在生活的折磨下慢慢的死
去。可怜的他，因穷困成了人们的笑料，因偷窃被打断了腿，
尽管他心地善良，可又有谁会去同情他呢？在茫茫人海中，
他就只能这么走下去。“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是啊，
他的债谁帮他来还呢？封建社会欠下的债，又有谁帮它去还
呢？辛酸的故事，鞭挞了封建教育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戕害，
使人不禁心中一沉。科举制度，八股取士，几千年来抹杀了
多少有识之士，磨去多少个性的棱角，它所塑造的是无数条
没有思想的，满口之乎者也的封建傀儡。多少人为了那四书
五经竭尽了一生所能；多少英雄豪杰为了功名尽折腰。

鲁迅作品呐喊读后感篇七

呐喊!呐喊!中国人民站起来啦!一本《呐喊》,曾经激励了多



少旧社会的年轻人.

出自鲁迅之手的《呐喊》,是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作,是五四运
动时期社会人民的真实写照.〝描写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解
除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并为新文化运动呐喊.〞鲁迅是这样
介绍这本书的它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尽管,那个时
代离我们很遥远很遥远,但看完这本书,我心情也不禁沉重下
去.

书中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描写了一个迫害狂症患者的心
理活动.这个可怜的人儿啊,深受封建礼教和制度的迫害,对社
会甚至是自己身边的人都有一种恐惧感.它总认为现实是个吃
人的世界,认为封建社会是个吃人的社会.尽管,那个社会是不
会真的吃人的,但那句〝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
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这篇
文章是作者对吃人社会发出的勇敢挑战,是反对封建制度的第
一枪.

而《孔乙己》则又是一篇抨击封建礼教和制度的文章.孔乙己,
是封建社会中的一个落魄的读书人.在封建统治的毒害下,他
只会满口〝之乎者也〞,一无所能,不得不做了梁上君子,并在
生活的折磨下慢慢的死去.可怜的他,因穷困成了人们的笑料,
因偷窃被打断了腿,尽管他心地善良,可又有谁会去同情他呢?
在茫茫人海中,他就只能这么走下去.〝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
呢!〞是啊,他的债谁帮他来还呢?封建社会欠下的债,又有谁
帮它去还呢?辛酸的故事,鞭挞了封建教育对知识分子心灵的'
戕害,使人不禁心中一沉.

再说说《阿q正传》,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它是鲁迅的代表作.
它塑造了一个以〝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的贫苦农民阿q的典
型形象.他同样可怜,一无所有,受欺凌与剥削,只能用所谓的
〝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曾经的他,浑浑噩噩,苟且偷生,在
听到辛亥革命的消息后,他却向往革命.可这一切的一切,都在
他被枪毙时结束,他的死,又是一场悲剧.阿q,这个看似不可理



喻的人物,却正是那个年代广大农民的缩影.阿q的命运揭示了
农民在腐朽思想毒害下的人性扭曲,不得不引起人民的愤慨.

《呐喊》所包含的,还有很多很多诸如此类的小说,他们都引
人深思.鲁迅就是怀着〝哀其不幸,怒气不争〞的心情写下了
这些文章,描写出一段段社会风貌,塑造出一个个人物,展现出
一种性格.

鲁迅作品呐喊读后感篇八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一本好书犹如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俯瞰时代的进步，说到好书，今日我拜读了鲁迅先生的短篇
小说集《呐喊》，这部小说集主要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
运动时期的社会生活，那段日子是我们国家变革的重要时期，
中国的新文化就是以五四运动为分水岭的，而鲁迅是与新文
化运动息息相关的人。

“呐喊”这个题目让我不由得联想到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的
同名画作，同是《呐喊》，一个是小说集一个是画作，我不
禁想知道二者之间有没有某种关系，而为了解开这个疑惑我
也去网上搜索了相关资料，原来，鲁迅的这部小说集《呐喊》
与蒙克的同名画作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鲁迅先生对艺术也是有研究的，有学者证明鲁迅曾经看过蒙
克的《呐喊》，这点是毋庸置疑的，而在鲁迅的小说集中
《野草》一篇最能体现，“野草”可以说是以语言媒介手段
构建起来的蒙克式“呐喊”，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两位大家的
思想交汇之处。

在我读《呐喊》的时候，《药》这一篇让人感触颇深，小说
中华老栓去买人血馒头为儿子华小栓治病，他花光了家产买
的血馒头最终并没能治好他的儿子，最终华小栓死了，带着
人们的无知与迷信。而血的主人是革命者夏瑜。这讽刺了英
雄在为了明天而战斗，而国人还在愚昧的相信血馒头能治病。



表达出人民的愚昧，麻木，与国人的劣根性。

还有《孔乙己》，描绘了落榜书生，在人们的嘲讽中度日，
迫不得已靠偷窃度日，最终受迫害致死，在那个时期，清政
府腐败不堪，科举制八股取士过于僵硬，束缚了人们的思想，
扼杀了人们的创新。引导着应试者成为清政府的附庸，而孔
乙己就是科举制的失意者，他的一生也反映出当时科举制度
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毒害以及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也表
达了激烈的社会矛盾下苦苦挣扎的知识分子的命运。

鲁迅曾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因而此书是
服从于“五四”反帝反封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遵命文
学”。而此书中所收录的故事无一不体现这一核心，人性的
扭曲，卑劣的灵魂，沦亡的孔乙己，被斩首的夏瑜都是旧社
会的牺牲品，这表达了作者对社会变革的强烈希望。小说语
言生动传神，给人身临其境之感，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吃
人’的本质与虚伪的掩饰，同时，此书也奠定了鲁迅在中国
现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

鲁迅作品呐喊读后感篇九

放假的时候，我最喜爱的休闲方式，便是读书了。所以，这
几个月，我读完了鲁迅所著的短篇小说集――《呐喊》。

《呐喊》是鲁迅自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短篇小说的集结，
共有《自序》《一件小事》等十五篇短文。这些作品从现实
的角度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的民众生活，也揭示了
各种深层次上的社会矛盾。且表明了鲁迅对中国旧有制度级
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的深刻剖析好和彻底的否定。表现出了
对民族生存的浓厚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愿望。

在书中，我记忆最最深刻的便是《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不仅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文小
说，且在文中借狂人之口说出了几千年来“吃人”的封建礼
教，它表明了鲁迅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立场。在文中，字里
行间透出了“我”对那些吃人的人的又怕又恨，以至于连吃
人的人养的狗，育的孩，都心存三分顾忌。到后来，“我”
才想到，自己的兄弟、亲戚、朋友，都是“吃人的人”。再
到结尾，“我”猜想自己也可能吃过人，无奈之中，发出
了“救救孩子”的一声呐喊。

我不敢相信，在那个时代，竟会到处都是“吃人的人”，再
想到那时也有想我一样的孩子，也在被训练成“吃人的人”，
不觉出了一身冷汗！

这本集大成之作真是令人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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