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酒楼上读后感 在酒楼上读后感(汇总5
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
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
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酒楼上读后感篇一

今天再次读了鲁迅先生的《在酒楼上》，总觉得鲁迅先生的
文章只读一次很难辄穷其意，必须多次阅读、细细揣摩。
《在酒楼上》篇幅虽短小，意蕴却无穷，读罢之后总感觉一
团团乌云笼罩在心头，让人实在觉得压抑、沉重。这就是鲁
迅啊，看似云淡风轻，实则字字见血，他的笔像一把锋利的
刀划在心头，让人直面淋漓的鲜血，深切地感受到切肤之痛。

《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吕纬甫，原是辛亥革命时期振臂
一呼、力求改革的热血青年，在屡遭现实打击后变得一蹶不
振、意志消沉，教着他曾经最厌恶的“子曰诗云”。他对待
现实态度极其消极，“敷敷衍衍”“模模胡胡”，作者是将
其归为封建思想加以批判的。与鲁迅先生以往的小说不同，
作者所批判的对象不再是麻木的未觉醒的老一代中国儿女，
而是觉醒了的新一代人。鲁迅先生笔下的这些觉醒者，他们
非但没有人性获得自由的欢愉，反而产生了那种“梦醒了无
路可走”的更加深刻的悲剧感受，使读者产生共鸣，倍感压
抑、沉重。

人要生存，就必须与外部社会打交道，觉醒者亦是如此。觉
醒者首先必须获得一定的物质生活保障，否则难以立足。吕
纬甫为了糊口度日就不能不教“子日诗云”，否则连每个月
二十元的生活费用也无法得到，他也就无法生存。但是，
教“子曰诗云”又意味着向现实屈服，走向自我毁灭。这是



一种两难境地：要实现自我，与现实对立，就无法生存；要
生存，就得向现实妥协、毁灭自我。二者中任何一种都意味
着人的毁灭，这蕴含无穷的悲剧感。

然而，作者所表达的是对这种人生态度的痛斥，他所坚持的
正如他眼中之景，“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
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晴绿的
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
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我这时又忽地想到这里
积雪的滋润，著物不去，晶莹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干，
大风一吹，便飞得满空如烟雾。……”,区别于吕纬甫，鲁迅
先生选择了在孤独中砥砺前行。这让整篇文章不流于失望，
给觉醒者展现了希望之路。

酒楼上读后感篇二

在酒楼上叙述了“我”和吕纬甫两个启蒙知识分子在分别多
年后在酒楼的一次偶聚。通过吕纬甫对启蒙失败后他的生活
的描述表现了他的颓废模模糊糊随随便便敷敷衍衍，从而深
层次体现启蒙知识分子在启蒙失败后的精神困苦，折射鲁迅
对启蒙的思考、对沉沦的不满、对现实的抗争、对未来的希
望。

主人公吕纬甫是一名启蒙知识分子，经历了五四时期的狂飙
突进，五四落潮后，他精神颓唐，陷入了迷惘与彷徨。但从
文章的一些细节中仍然可以推测到他原来的样子——他从前
应是一位血气方刚的进步青年。他曾经到城隍庙去拔掉神像
的胡子，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可见他
思想进步、充满朝气，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还有作者写他
神态时，“对废园忽地闪出我在学校时代常常看见的射人的
光来”“他总不很吃菜……神情和举动都活泼起来，渐近于
先前所间的吕纬甫了”也可看出他以前是精力充沛、充满活
力的。后来吕虽然生活敷敷衍衍随随便便，但从他的行为中
还可以看到他本性中好的一面。他把小兄弟身体所在的地方



的泥土包好装棺埋掉；为了不让顺姑失望硬吃荞麦粉并“祝
赞她一生幸福，愿世界为她变好”，后又辗转为她买剪绒花。

可见他本性是很认真、很有责任感的，但可惜五四狂飙突进
后中国社会并无多大的改观，现实和理想的差距让他感到失
望、无助，他自感失败却又不甘失败然而却无可奈何，精神
支柱轰然倒塌，从此陷入了痛苦与迷茫，以致颓废度日。这
种状态文中有很清楚的表现：他走动时“那脚步声比堂倌要
缓得多”“独行动却变得格外迂缓，很不像当年敏捷精悍的
吕纬甫了”“他缓缓的回顾”……行动的迟缓是其精神颓废
的表现。在描写他的神态外貌时，作者用“乱蓬的须
发”“苍白的长方脸”“颓唐”“衰瘦”“失了精彩”等词
句准确地表达出吕的颓废、落魄。“我早知道你在济南，可
是实在懒得太难，终于没有写一封信”。“懒”是不像以前
的他的，精神的迷惘颓唐才是他“懒”的真正原因。还有多
次出现的他抽闷烟、喝闷酒、眼圈微红等都可以看出他内心
的苦涩，精神的迷惘。他满口的“无聊”“敷敷衍衍”“模
模糊糊”等词也是他精神空虚迷茫的外在反应。吕纬甫认为
自己和蜂子蝇子一样，飞了一圈结果又回到原处，体现他意
识到启蒙的失败前功尽弃，一切都没有变，空令人彷徨惆怅，
有一种自嘲的意味在里面，可见他内心的苦涩。吕给顺姑送
剪绒花，他已经深深知道“自己之讨厌”体现出他的自我否
定，有一种强烈的失败感，这正是由于启蒙的失败造成的，
启蒙者遭受的精神痛苦可见一斑。吕纬甫作为一名启蒙者后
来却要以教为启蒙者所抨击的四书五经等书来维持生计，更
加体现了一个启蒙者的悲哀，一个社会的悲哀。这些都体现
了鲁迅对于启蒙的思考。而他自己对启蒙的态度可以从文
中“我”看到的景物以及“我”的表现看出。

从本文的景物描些来看，多次出现的雪景有深刻的象征意义。
第二段描写的“渍痕斑驳的墙壁”“枯死的莓苔”“铅色的
天”“白皑皑的绝无精彩”“微雪又飞舞起来”，景物一片
萧瑟。我认为它们象征启蒙失败后中国并无改观一片沉闷的
社会状态。后来写到雪中斗艳的老梅和山茶花，充满生机活



力，体现出一种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表现出作者对启蒙失
败的抗争，对未来寄予的希望。后来穿插出现的雪和山茶花
更是为了不断强化这一意义。最后我与吕纬甫向两个相反的
方向走去，表现作者虽然也对启蒙失败感到失望，但却决不
会像他那样沉沦。“寒风和雪花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
体现了作者对现实的抗争，有勇于接受挑战的勇气和信心。
文末那白茫茫的雪景，隐隐的，引人深思，给人以希望。

除此之外，文中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女性——顺姑。她纯真，
善良，心灵美好，结局却很凄惨，也是旧中国众多苦难女性
的一个典型。她的死，令人哀惋，让人深思——那个社会确
乎是需要改良了。

酒楼上读后感篇三

读罢鲁迅的《在酒楼上》，心头便不由得多了几分沉重。文
章读来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忧伤，压抑，甚至是愤慨。我想
这便是鲁迅的味道吧！文字并不华丽，却经得起一遍又一遍
的细读。仿若可以感受到鲁迅在风雨中的呐喊，也许这就是
文字的力量。《在酒楼上》讲述了“我”回乡后来到昔日常
去的小酒楼一石居时，与旧同窗吕纬甫偶遇，听他讲诉人生
境遇的一篇小说。内容很简单，却发人深思，给人以震撼。

作为主人公之一的吕纬甫曾是一位有志青年，可谓书生意气，
挥斥方酋，他指点着江山，激扬着文字，视万户侯如粪土。
他曾慷慨激昂地讨论过民族大业；曾不顾一切地与封建礼教
作斗争；曾无畏地冲进城隍庙拔掉神像胡须。然而残酷的现
实却让他变得颓唐，以至于绝望，他放弃了立场，失掉了梦
想，甘心于以教四书五经度日。这前后鲜明的反差不禁让人
感到社会的黑暗。吕维莆说过这么一段话“看见蜂子或蝇子
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
圈子便又飞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很可爱，也可怜。可不
料现在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似乎大千
世界，芸芸众生的命运亦大多如此。你在街头看到一个不起



眼的老头，或许他曾和如今的你一样青春无限，满是宏图大
志；或许他曾风光无限，万人追捧，却终究马失前蹄，荣华
富贵如过眼云烟般消逝了。便如同小狗开心地追逐着自己的
尾巴，却不知自己不过是绕了一圈又一圈而已。然而对于那
个时代的吕纬甫而言更有一份作为知识分子的悲哀，那是一
个吃人的社会，知识分子受着非人的压迫与摧残，他们在矛
盾中挣扎，彷徨，进而绝望，失了人格，成为了行尸走肉。
这是知识分子的悲哀，更是民族的悲哀。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文中的“我”。在他眼中“几株老梅竟斗
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
有一株山茶树，从晴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
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
”想来这花便是“我”吧！更是鲁迅。红花在雪中怒放，开
得如火，不正是鲁迅在黑暗中愤怒，高喊。他为吕维莆的改
变而心痛，更为无力改变这吃人的社会而无奈。文中有这么
一句话“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是一个客
子”其中自然有对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的感慨，但我认为更
加折射出其在改革社会，教化民众的道路上走得形单影只的
惨象。南来北往都不过是一个过客罢了，但是缺少志同道合
的伙伴的鲁迅并没有被现实所打倒，他依旧顽强的走着。正
如鲁迅先生自己所说的，“希望是本无所谓又无所谓无的，
这条路还是在于你如何去走。”如果你的眼中有希望，那么
即使前路再迷茫，心也是光明的，坚定的。自然不会被现实
所打倒了。

鲁迅一路走来，一路挫折，但并没有被挫败。他是一个无畏
的强者。如今的青年自然不用承受如此，但也面对着很多抉
择，诱惑，生活依旧残酷。我们或是如那鹅软石锋芒尽失，
只会圆滑处世，抑或是坚持自我，无畏世俗种种。这都取决
于我们自己罢了。



酒楼上读后感篇四

《在酒楼上》从叙述形式上观察，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即人物
“我”在讲述故事，在人物“我”的见、闻中，引出吕纬甫
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次要人物叙
事的叙述方位，但是，吕纬甫的故事并不是由人物“我”看
到的，人物“我”的“见”只限于引出吕纬甫和介绍吕纬甫
的肖像神态，吕纬甫登场后，即以第一人称主角人物的叙述
方位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在吕纬甫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人
物“我”只充当一个听众。这样，这篇小说中出现了两个人
物叙述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成为这篇小说阐释中必须讨论
的问题。

当吕纬甫以人物“我”的方位叙述时，又引进过另一位叙述
者的叙述——老发奶奶叙述顺姑之死，这段叙述也是直接引
语。从叙述形式看，这篇小说包括了主叙述、次叙述和次次
叙述三个层次的叙述。主叙述：第一人称“我——在s城一石
居酒楼偶遇十年前的朋友吕纬甫。次叙述：吕纬甫向人
物“我”讲述十年来的人生经验。次次叙述：老发奶奶向吕
纬甫讲述顺姑之死。

《在酒楼上》的不同层次的叙述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首先研究老发奶奶的叙述。老发奶奶是顺姑的邻居，顺姑一
家的日常生活她当然常有机会看到和听到，但是，在小说中，
从老发奶奶的叙述看，有些内容并不是亲身的见、闻而来，
比如“有时还整夜的哭，哭得长富也忍不住生气，骂她年纪
大了，发了疯。”“整夜的哭”、“忍不住”显然已经超越
了老发奶奶见闻的权力范围，是一种全知视角了。再如“直
到咽气的前几天，才肯对长富说……有一夜，她的伯伯长庚
又来硬借钱，——这是常有的事，——她不给，长庚就冷笑
着说：你不要骄气，你的男人比我还不如！她从此就发了愁，
又怕羞，不好问，只好哭。”这一段，也没有权力自限。在
是否有权力自限这一点上，老发奶奶的叙述与吕纬甫和人



物“我”的叙述都不同，老发奶奶只是充当了一个交待顺姑
结局并加以评论的说书人。老发奶奶的全知特权，正是吕纬
甫叙述的权力自限的补充。

没有老发奶奶的无所不知，这个外在于吕纬甫经验的事件也
就不能如此利落地予以了结，这是老发奶奶叙述的功能之一。
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替作者设想：如果要利落地了结顺姑的
故事，也大可不必再引出一个老发奶奶，完全可以让已经提
到的人物阿昭或者“那小子”（顺姑的弟弟）或详或略地或
感伤或木然地向吕纬甫叙述，为什么别生枝节地引出老发奶
奶这个叙事者？如果考虑到吕纬甫叙述的基调，这个问题是
可以解释的。吕纬甫挂在口边上的是“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
情……”“也还是为了无聊的事”、“也就做了一件无聊
事”，他的叙述语调是“无聊的。但是我们就谈谈吧。”

这样，顺姑的悲剧性的死在叙述出来时就必须“扯淡”，年
轻的又是亲人的阿昭姊弟都不适合担任这样的叙述者，老发
奶奶恰是合适的。“但这也不能去怪谁，只能怪顺姑自己没
有这一份好福气”——这是老发奶奶的评论与慨叹，可谓将
顺姑之死的悲剧性扯得淡之又淡。将这一具体的人生悲剧纳
入一个流行了几百年的陈腐公式，乃是将触目惊心的生离死
别化作街谈巷议的一叹，在语调上与吕纬甫的叙述保持了一
致性。这是老发奶奶叙述的第二个功能。顺姑之死主因是肺
病，次要因素是长庚的诳语，但是相比之下，以当时s城的医
疗水平而论，顺姑既已得了肺结核之类的病，无异宣判了死
刑，长庚的诳语，对顺姑之死并没有直接影响，顺姑之死，
真如老发奶奶所说，“这也不能去怪谁”，生了这样的病，
死了，在老发奶奶们的观念中，是非常正常的，至多有点婉
惜——“没有福气”。

但是老发奶奶淡然的主观叙述中实际包含着顺姑的悲剧，一
个现代读者自会在老发奶奶的叙述中，自然地读出。这是因
为顺姑作为一个普通的年轻姑娘，不仅美丽、善良、诚挚，
而且能干（这在吕纬甫吃荞麦粉的叙述中已有交代），又有



如此不幸的遭遇，以至她带着以为自己的男人还“比不上一
个偷鸡贼”的心灵创伤死去。这一悲剧性一旦与吕纬甫送花
的意向相联系，就具有了对吕纬甫产生影响的力量。

酒楼上读后感篇五

今天看了鲁迅的《在酒楼上》对吕纬甫这句话感触良多啊！

他说：“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
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
在原地点，就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
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或是少年时，伏案
有本小箴言本——《每天进步一点点》，对其中这段倍受感
动：成功就是每一个小小的进步积累起来的成果，归纳聪明
人的法则，每天进步一点点，让平凡的你变得卓越。

二十年或是三十年以后，再看蜂子或蝇子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