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坟鲁迅杂文集读后感 鲁迅传记读
后感(通用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
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
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坟鲁迅杂文集读后感篇一

读书心得体会

完成日期：2016.2.10 指导教师：吕玉莲

《世界名人传记—鲁迅》读书心得

摘要：鲁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他
用笔批判和针砭社会，运用丰富的学识和自身旺盛的革命热
情，照亮了近代中国前进的道路，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和遗产。
作为青年学生的我们，应当传承下去。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血沃中原肥劲草，寒
凝在地发春华。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是
鲁迅先生的诗，也是他作为一个大作家，思想家，文学家，
革命家的真实写照。

1881年9月25鲁迅出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的新台门。他
原名为周树人，字豫才，是北宋著名道学家周敦颐的后代。
鲁迅经历了一个快乐的童年生活。在百草堂愉快的玩耍，听
长妈妈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在三味书屋学习知识文化„„这些
启蒙教育为鲁迅之后的文学道路奠定了基础。鲁迅原本家庭



富裕，可是在他十三岁那年，祖父周福清涉嫌科场舞弊被罢
官入狱，父亲也生了重病。家里为此花费了巨额的财产，因
此家道败落。鲁迅的亲戚族人也因此变得冷漠无情。鲁迅由
一个富家公子变成了亲戚口中的“乞食者”。这时的鲁迅亲
身感受到了世态的炎凉与身处上流社会的亲戚们的虚伪和丑
恶。不甘屈辱的他，毅然离开了家乡，前往南京求学。他先
后进入了免交学费的，南京水师学堂和南京矿路学堂。想学
习新学为国家效力。求学时代的他，生活简朴，省吃俭用。
因成绩优异获得的钱大多数都用来买书，寒冬时节，时常一
个人读书到深夜。那时候的他，连一条棉裤也穿不起。在矿
路学堂，鲁迅学到了地质学、化学、熔炼学、测算学、绘图
学等新鲜的知识，他也时常去阅读新报，这让他的思想发生
了变化，跟上了时代的步伐。1902年他在矿路学堂毕业，被
选中留学日本。

少年清贫，勤学不怠，嗜书如命，这就是求学时期的鲁迅。
从小热爱学习，不断学习的鲁迅，就是在这样一点一滴的积
累中增强了自己的文学水平，提升了自己的思想高度。反观
现今，像鲁迅这般热爱学习的青年是少之又少。我们作为大
学生，应该有鲁迅这种为国家的未来而努力学习奋斗的热情
和精神。他能够因为国家的国情，而多次改变自己的志愿，
用自己满腔的热血，去书写近代祖国文学革命的篇章。在南
京的4年间，中国经历了怵目惊心的剧变，戊戌变法彻底失败，
义和团运动遭到镇压，八国联军蹂躏国土，这促使鲁迅更加
急迫地寻找新鲜的知识和救国的真理。出国后的他接受了更
多的新思想，成为了一名革命家。在日本学医的过程中他体
会到，重要的是改变人们的精神和思想。那么怎么做到这一
点呢？这就是文艺。从此，他走上了文学思想的道路。

工作以后，他由普通中学教员到教务长、教育部员、大学教
授，因为宣传进步思想，揭露政府劣行和帝国主义列强罪行
而受到排挤和迫害。而他在描写自传的时候，经常用谦虚的
口吻去叙述自己的遭遇。把被政府通缉轻描淡写，无畏生关
键词：鲁迅 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 奉献 文学家 奋斗无悔 死。



表达出对反动革命政府的蔑视和坚持革命的英勇精神。中华
民国成立以后，鲁迅先是在教育部工作，后来被他的同乡钱
玄同说服，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出版了《狂人日记》、
《孔乙己》、《药》等白话小说。接着先后前往厦门大学，
中山大学任教，在这些“战场”进行革命斗争。后来他又定
居上海，走进了无产阶级的战斗行列。成为了伟大的共产主
义战士、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是一面战斗的旗帜，无数革
命文艺青年正团结在他的周围，为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发展
而斗争。从他参与“左联”开始，他就彻底背叛了本阶级，
投入到了共产主义革命当中。鲁迅经常不分昼夜的工作，全
然不考虑自己身体有病和精力不济。他从事着翻译、创作、
编辑等工作。他批判着当时污浊的社会思潮，针砭了消极抵
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论调。而且还培养了叶紫、萧红等文
学青年。晚年时期的他不顾一切全身心地工作，就是为了中
国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拥有这样的奉献精神，绝不是一般
的文学工作者能够做到的。

鲁迅先生在我心里是最富有革命人情的人。他既敢于与反动
势力作斗争，又能无情的批判阻碍社会进步的腐朽思想，无
私帮助战友和同事，又关爱自己的亲人。印象中的革命家，
是冷酷无情的，但是我在鲁迅的身上发现了作为一个思想家
和革命家独有的善良和人情味。他有着伟大的人文情怀，痛
恨阻碍人民走向幸福的黑暗反动势力，以笔为武器，不断地
进行批判与斗争。他去世以后，人们通过各种形式举行追悼
活动，怀念这位伟人，并给予崇高的评价。宋庆龄在上海发
表谈话，指出纪念鲁迅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他的那种为中华
民族解放而斗争的精神，扩大宣传到全世界去而帮助完成他
未完成的事迹和伟业”。而作为学生的我们，更是有责任继
承鲁迅先生未完成的事业，那就是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富强
而努力学习，努力奋斗。

当今有一个热门的话题，就是鲁迅的作品该不该被逐出中小
学课本。我认为最重要的，使人们能够用科学的头脑去分析
鲁迅先生的作品，既不盲目崇拜，也不偏激否定。面对社会



现状，每个人都有义务去挖掘鲁迅的文学作品和鲁迅精神，
用清醒的头脑去吸取有价值的东西。青年学生们要有责任感
和使命感，把鲁迅先生遗留给我们的文化财产精华传承下去，
运用到社会的建设中。也让鲁迅先生的作品能够随着时代的
变化而常读常新。

参考文献：《世界名人传记—鲁迅》 《鲁迅自传》

坟鲁迅杂文集读后感篇二

闰土长大后之所以过的不好，是因为他没读过书，没有知识。

文中有句话：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
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四角的天空。这句话中的“院
子”便是学校，就是说“他们”和“我”都在读书。而闰土
没有去，他在海边。

像闰土这样的生活乍一看很有趣，很自由。所以作者当时很
羡慕闰土的生活。

但这样的生活带来的是什么？闰土长大后过的好吗？不好。
他这时的生活很困难：多子、饥荒、苛税。他本也不可能过
好。因为：福祸相依。闰土儿时的生活为福；长大之后的生
活为祸。

生活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如我自己。三年级寒假时，我一直在和爸爸攻克数学；因为
当时我的数学在主科中是垫底的，所以攻克起来很困难：放
假之后，我每日起床后就几乎离不开学习桌半步，三年级下
册的数学课本终日不离桌面，接着便是四年级上册的。那时
提前学数学对我来说像是在走一条坑坑洼洼的路，可走这条
路的我是个瞎子：一步没走好，掉进了“坑”里，好不容易
摸索着爬上了“坑”顶，一抬脚又是一个“坑”……我就这



样艰难地走着这条路。可以把这看作“祸”。

这所谓的“祸”渐渐有了效果。我的眼前渐渐有了光亮，使
我看到了周围的环境，看清了哪是“坑”哪是路。数学提前
学习容易多了，开学后听课、做题都变得轻松多了。我学数
学的路变得畅通无阻，而这一切的“福”，都是缘于三年级
寒假的“祸”。

又如《塞翁失马》。故事的顺序大概是这样的：丢马——马
带骏马归——骑马摔断腿——躲过招兵。换成“福、祸”顺
序为：祸——福——祸——福。并且，上件事中的“祸”造
就这件事中的“福”；这件事中的“福”又引出下件事中
的“祸”。故事中，塞翁一直在说：“这不一定是祸（这不
一定是福）。”就是因为他懂得：福祸相依。

福与祸是一件事的两个面，有福必有祸，有祸必有福。此两
者不能独存，它们是相依的。“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
伏，孰知其极。”这就是：福祸相依。

坟鲁迅杂文集读后感篇三

从鲁迅的《故乡》中，我们能够看到鲁迅的童年是一座被尘
封的大院。

童年的鲁迅，仿佛是一个生活在天堂的魔鬼，丰衣足食却寸
步难行;而闰土则是生活在地狱的天使，生活艰辛但充满欢乐。
闰土的`童年必须要看瓜田，但他自由、欢乐。鲁迅的童年虽
丰衣足食，但他只能悲哀地念着“之乎者也”。闰土还能够
去做无穷无尽的新鲜事，看无边无际的海洋;而鲁迅只能看到那
“四角的天空”。

没有了自由，多少财富都是破铜烂铁。自由才是真正的金子!

可那毕竟是几十年前的封建社会，离此刻已经有那么漫长而



浩瀚的一段历史。可是，到了此刻的社会，大人们还是大同
小异、异曲同工地为我们打造一个标准童年：束缚。

我觉得束缚再加上比较再加上无穷无尽的学习，与监狱相比
也已经仅有毫厘之差了。作为社会未来的新动力，我们的生
存状态难道没有理由受到关注吗大人们总是以为吃饱穿暖学
习好，就是一个孩子的全部，可这些却恰恰是我们这些孩子
最忽略的。

我们需要自由，我们要亲身经历，我们也要明白许多新鲜事，
我们要一个欢乐的童年，我们要逃离束缚!

呐喊》是鲁迅先生自《狂人日记》后的第二本经典小说集，
是世界的名著，这本书中有些文章是我们十分熟悉的。例如有
《故乡》，《药》，《孔乙己》。

在《藤野先生》中鲁迅先生以自我的亲身经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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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在《呐喊》这本书中，像这样的文章还有许许多多，
鲁迅先生写这些文章是为了让当时的中国人民看了以后，能
够清醒过来。

作者对“故乡”的感情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一般的感情，同
时还是带有个人色彩的特殊感情。在对“故乡”没有任何理
性的思考之前，一个人就已经与它有了“剪不断，理还乱”
的精神联系。童年、少年与“故乡”建立起的这种精神联系
是一个人一生也不可能完全摆脱的。之后的印象不论多么强
烈都只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发生的，而不可能完全摆脱开这
种感情的藤蔓。具体到《故乡》这篇小说中来说，“我”
对“故乡”现实的所有感受都是在少年时已经产生的感情关
系的基础上发生的。“我”已经不可能忘掉少年闰土那可爱
的形象，已经不可能完全忘掉少年时构成的那个完美故乡的



回忆。此后的感受和印象是同少年时构成的这种印象叠加胶
合在一齐的。这就构成了多种情感的汇合、混合和化合。这
样的感情不是单纯的，而是复杂的;不是色彩鲜明的，而是浑
浊不清的。这样的感情是一种哭不出来也笑不出来的感情，
不是经过抒情的语言就能够表达清楚的。它要从心灵中一丝
一丝地往外抽，慌不得也急不得。它需要时间，需要长度，
需要让读者会慢慢地咀嚼、慢慢地感受和体验。这种没有鲜
明色彩而又复杂的情感，在我们的感受中就是忧郁。忧郁是
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和情绪，是一种不强烈们又轻易
摆脱不掉的悠长而又悠长的情感和情绪的状态。《故乡》表
现出来的是一种忧郁的美，忧郁是悠长的，这种美也是悠长
的。

坟鲁迅杂文集读后感篇四

本站后面为你推荐更多鲁迅《故乡》读后感！

鲁迅的故乡在鲁镇，一个铺满石板路的地方，每一块石板都
显得古老，这是它生命的原点。小时候他在这里长大，长大
后他又曾来过这里，回忆过这里。小时候这里是他无忧无虑
的童年，于是他童年的记忆就是美好的。长大后，他顺着记
忆的线又来到这里，人变了，物变了，与从前已有了一道深
深的隔膜，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痛楚，于是鲁迅先生把他的
呐喊与彷徨注入进了他以故乡为背景的一篇篇文章之中去。

这样一本名叫《故乡》的书，收录了他的14篇以故乡为背景
的小说与杂文，每一篇文章都在做着文字艺术的改革，他的
文字，在对着社会批判，深深络印在了我的心中。鲁迅所处
的时代，是悲惨的，于是他在揭露着每一个灵魂，每一种病
态社会之中底层的事物。他的写作，你可以不接受，却一定
会欣赏。

《故乡》是一篇短篇小说，也被收录进了这本书中。我第一



次读它只是略读，故事情节却印象深刻。我被故事中从友情
到隔膜的情感震住了，我被那穷与富，那势力的黑暗的气氛
给震住了。作者儿时的朋友闰土，他曾经与闰土一同玩耍，
听闰土讲许多新鲜的事。那时，是天真烂漫的童年，他的身
旁，是一个少年闰土。作者那时是一只尚未出笼却渴望知道
与认识这世界的小鸟，闰土那时，便是他了解外面世界的眼
睛。他们那时还是朋友，作者的语言轻松，他对这个朋友，
有心底之中的祝福，希望看到长大后的一个幸福的闰土。但
是，长大后的闰土的光景却是凄凉了。

而这篇文章真正令人悚然的，并不是与他们的少年时代相对
比的贫苦与艰难，令我的心真正颤然一动的，是那声分明
的“老爷”。鲁迅回到家乡，物是人非，他彷徨了，他发现
家乡的一人一事，都变得陌生了，听到闰土这凄凄的一
声“老爷”，令人的心麻木了，惊恐了，彷徨了。鲁迅笔下
的少年闰土与长大后的对比，揭露了贫穷的生活与社会最底
层的麻木，又让我想到了书中的另一篇文章《祝福》。

“什么是吃人？”是我看完《狂人日记》以后提出的第一个
问题，却在这篇文章之中找到了答案。“吃人”指的是一种
沦陷，还是社会最底层的女性的沦陷。从妻子到佣人，从佣
人到改嫁的女子，丈夫和新生孩子相继去世，她，沦落成了
乞丐。病态的社会，是这样吃人的吧。文章中的作者、祥林
嫂与鲁镇上的人是三个不同的.灵魂，他们互相渗透在一起，
一滴一滴渗透出后面的故事。情感，在文章中却显得不重要
了，却穿联着这整篇文章，对祥林嫂的可怜与恐惧。当新年
里家家都喜气洋洋之时，却有一个落魄的老人倒下，被一帮
势力眼的人嘲笑着，说她是不祥的象征，“吃人”的社会呵。

鲁迅的故乡，有他小时候的天真浪漫，也有他重新来到这里
的彷徨。他虽然没有像托尔斯泰、雨果等作家那样，把自己
的思想感情倾注到一本长篇小说之中去，去小说之中揭露与
呐喊，却在这样较零散的思想里，创作出了属于自己的故事。



鲁迅的文章，有如萧条的早春，它盼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周围万籁俱寂。于是，他的文章就是先知的声音，先知的呐
喊。鲁迅大胆揭露这社会的现实，揭露人性的腐败和阴暗，
但他心里却祝福着这个社会的儿童，大声地为新时代呐喊
着“救救孩子”，且祝福着未来的孩子之间连接着的新的友
谊。

坟鲁迅杂文集读后感篇五

鲁迅传记读后感600字（一）

今天，我读了《鲁迅自传》一文，真是深有感触…… 鲁迅于
一八八一年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城一周姓家庭。在幼小的时
候，鲁迅家里很富裕，但在十三岁时，家里遭了很大的变故，
几乎什么也没有了。鲁迅被寄住在一个亲戚家里。鲁迅的父
亲又生了重病，约三年多，死去了。鲁迅十八岁时，便到南
京，考入水师学堂，分在机关科，大约过了半年，又走出，
改进矿路学堂去学开矿，毕业后，即被派往日本留学。但待
到东京的预备学校毕业，鲁迅决定要学医了。原因一是不想
中国人都像他父亲一样被庸医治死；二是让中国人身体健壮。
但有一次，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被斩，
其他的中国人在旁边看热闹。因此鲁迅觉得国民现在的问题
不是身体健康与否，而是思想不觉悟，没有走出愚昧无知的
状态，最需要改变的是他们的精神状态，于是鲁迅弃医从文。

我的心为之一震：是啊，我们身为中国人，就应该像鲁迅先
生那样，在国家危难时刻，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彻
底的民-主主义思想，表现出对反动当局的轻蔑，鲁迅先生唤
醒国民而置个人安危于顾，这种为国为民的精神，很值得我
们学习。

1 验室研究镭，最后把研究成果毫不保留地奉献给了全人类；
化学巨匠诺贝尔在炸药死神的一次次“亲吻”中，给人类留
下一百多项发明及高达3。3亿瑞典币的巨额资金。这些人类



的楷模，面对逆境甚至死亡的威胁，他们都没有怨天尤人，
更没有退缩，而是不畏艰难，为国为民。

我相信，只要中国人都像鲁迅先生一样，爱国爱民，我们的
国家就会越来越强大。

鲁迅传记读后感600字（二）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翻开了这本《鲁迅自传》，映入眼帘的
是鲁迅先生的简介：鲁迅，原名周树人……当我读到鲁迅先
生原本是学医的，为什么最后会成为中国文学家呢？带着这
样的问号，我继续往下读。

看到一半的时候我终于找到了答案，是20世纪初，学校放映
幻灯片，其中有一个中国人被日军砍头，而周围都是一群神
情麻木的中国人在观看。读到这时我深受感动，一个精神麻
木，没有灵魂的人，无论体魄多么健壮，也是没有出路的。
鲁迅先生也许是因为这部科影片改变自己，以文学作为终生
事业，拯救中华民族的灵魂。

2 争最为坚决，他与旧文化和旧制度的决裂最为彻底，他深
爱着我们的民族和人民，他痛恨落后和愚昧。他以自己的如
之笔，作为投枪和匕首，向着反动势力进行了无情的不屈不
挠的斗争。鲁迅的骨头最硬，面对敌人的迫害和自己营垒中
同志的攻击。他左抵右挡，不顾身上的血迹，毫不妥协地进
行了顽强的斗争，直至倒在革命的战场上。

读了鲁迅的文章，才能更深一步的了解鲁迅，了解旧中国。
鲁迅用文学的笔杆，唤醒了沉睡的中华人民。鲁迅用一木一
石，叠起巨大的建筑立在人们的心中。

鲁迅传记读后感600字（三）

前不久，我刚听完了《鲁迅自传》这本书，书中主要介绍了



鲁迅一生的经历和生活。我认为这本书非常好。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鲁迅。他原名周樟寿，字豫山，后改名
周树人，字豫才。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
家。鲁迅的精神被称为“中华民族魂”，并且他是中国现代
文学的奠基人。他是浙江绍兴人，母亲鲁瑞，父亲周伯
宜。“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
名，从此成为世界最崇敬的笔名。他去过日本留学，开始是
做医生，后来又成了作家。

他的这种写法，恰恰表现了他谦逊质朴的人品。我认为他才
是真正的中国人，不做日本鬼子的奴隶，不当日本鬼子的俘
虏。所以，我们应当学习他的精神。

“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
步。”鲁迅说的这句话一点不错，而他也是这么做的。他的
身影永远刻在我的心中！

鲁迅传记读后感2000字 鲁迅传记读后感 我的伯父鲁迅读后
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