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花夕拾第读后感 名著朝花夕拾第一章
读后感(大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读后感
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
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朝花夕拾第读后感篇一

《朝花夕拾》是鲁迅写的一本散文集，是回忆性的散文集。
喜欢看的同学们，有何心得感悟都可以用文字表达出来，写
写自己的读后感以及心得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有
关2021朝花夕拾第一章读后感以及感想5篇，希望大家喜欢。

朝花夕拾读后感【篇一】

回到家，从书架里拿出从未看过一眼的的《朝花夕拾》，对
着那个书名发呆。这本书是鲁迅先生晚年的作品，而这部散
文集中所写的，又全是先生幼年时期的事情。幼年的事情到
了晚年再去回想，犹如清晨开放的鲜花到傍晚去摘取，虽然
失去了盛开时的艳丽和芬芳，但夕阳的映照却使它平添了一
种风韵，而那若有若无的清香则更令人浮想连翩、回味无穷。

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那篇《二十四孝图》。所谓《二十四孝
图》是一本讲中国古代二十四个孝子故事的书，配有图画，
主要目的是宣扬封建的孝道。鲁迅先生在这篇文章中，重点
描写了在阅读“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个故事时所引
起的强烈反感，尤其是“郭巨埋儿”这个故事，自己明明有
些钱，却全给了自己的兄弟，后来家里穷得吃不起饭了，却
想到家里的儿子会“抢”老母的食物而决定牺牲自己的儿子，
十分的迂腐，且多多少少有点欺世盗名之意，形象地揭露了
封建孝道的虚伪和残酷。



但现实中还是有这些封建孝道的影子。拿《增广贤文》来说
吧，里面也提到了这两个所谓的“孝”的故事。而编辑呢？
还是热情洋溢地带赞美语调讲述了这个故事。虽然我小时候
远没有鲁迅那么复杂的心理，拿了书还是乐呵呵地背里面的
文章，可到了这些故事心里还是忍不住反感，背的速度明显
加快，声音也加重了，几乎要一字一顿地从声带里挤出来。
这也可见封建教育不管在哪一代人中都会引起不同程度的抵
触。至于喜欢这两篇的小孩子，我现在还没遇见过一个。

在《朝花夕拾》中，鲁迅先生大量使用了对比和讽刺的手法，
用平实的语言，鲜活的人物形象，有趣的童年故事，抨击了
囚禁人的旧社会，体现了鲁迅先生希望能让国人思想解放的
愿望。

《朝花夕拾》中还有很多别的文章，语言清新流畅，洁净优
美，亲切感人，而色彩纷呈，有的尖锐辛辣，有的质朴清新，
有的精辟，有的机警。它们以不同的姿态来描画场景，勾勒
灵魂。能让人在掩卷之后得到更深层次的启迪。

童年已渐行渐远，留下的只是些散琐的记忆，倒不如细读一下
《朝花夕拾》，体会一下那个不同年代的童年之梦，和鲁迅
一起热爱生活，向往自由。

朝花夕拾读后感【篇二】

《朝花夕拾》为鲁迅一九二六年所作回忆散文的结集，共十
篇。前五篇写于北京，后五篇写于厦门。最初以《旧事重提》
为总题目陆续发表于《莽原》半月刊上。十篇散文，是“回
忆的记事”，比较完整地记录了鲁迅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
活道路和经历，生动了描绘了清末民初的生活画面，是研究
鲁迅早期思想和生活以至当时社会的重要艺术文献。这些篇
章，文笔深沉隽永，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经典作品。

细读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享受



着不时从字里行间中透露出来的那份天真烂漫的感情，眼前
不由出现了一幅幅令人神往的自然画。“油蛉在这里低唱，
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
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
一阵烟雾……”我读鲁迅先生的这篇充满对童年回忆的散文，
正如读着发处鲁迅先生心底的那份热爱自然、向往自由的童
真童趣。突然间，我仿佛看到了幼年的鲁迅。趁大人不注意，
钻进了百草园。他与昆虫为伴，又采摘野花野果，然后与玩
伴一起捕鸟，但由于性急，总是捕不到很多；他又常听保姆
长妈妈讲故事，因而非常害怕百草园中的那条赤练蛇。在三
味书屋，虽然有寿先生严厉的教诲，却仍耐不过学生们心中
的孩子气，当他读书读得入神时，却没发现他的学生正在干
着各式各样的事，有的正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优质戏，
而鲁迅正聚精会神地在画画……一切感受都是那么天真烂漫、
令人回味。

《朝花夕拾》中我影象很深的是《无常》和《二十四孝图》
这两个故事。《无常》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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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无常和阎罗王这两个人物的鲜明
对比，讽刺了现实一些所谓的正人君子。所谓《二十四孝图》
是一本讲中国古代二十四个孝子故事的书，配有图画，主要
目的是宣扬封建的孝道。鲁迅先生在这篇文章中，重点描写
了在阅读“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个故事时所引起的
强烈反感，尤其是“郭巨埋儿”这个故事，自己明明有些钱，
却全给了自己的兄弟，后来家里穷得吃不起饭了，却想到家
里的儿子会“抢”老母的食物而决定牺牲自己的儿子，十分
的迂腐，且多多少少有点欺世盗名之意，形象地揭露了封建
孝道的虚伪和残酷。

《藤野先生》也同样记录了作者的心路历程，学医救国到文
艺救国的转变，表达了作者深深的爱国主义情感。在鲁迅留
学日本之时，是“风雨如磐暗故园”之时，也是鲁迅个人处于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时期。他曾
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
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
对于维新的信仰。“但从匿名信事件、看电影事件，中国人
的麻木不仁中，鲁迅才深刻地认识到，学医可以拯救人的身
体，却不能拯救人的灵魂。鲁迅说：“从那一回以后，我便
觉得学医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
强健，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
客。”“我们的第一要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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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提倡文艺运动
了。”

我感受到的是鲁迅对藤野先生的感动、感激与怀念，即便当
《藤野先生》的形象深入人心，却少有人记得他的名字——
藤野严九郎。我感受到的是鲁迅“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
血荐轩辕”的报国之情。《藤野先生》，记叙的是一段感人
的师生情，一颗动人的爱国心。

朝花夕拾读后感【篇三】

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记叙了作者的童年生活和青年的求
学经历，追忆难于忘怀的人和事，抒发对往日亲友师长的怀
念之情。记录鲁迅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生动描绘清末生
活画面，文笔深沉，是中国现代散文经典之作。在生命的长
河里，露曦与朝暮更替交织，在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拾
起脚边下路边的野花，装进思想的背篓。

其中我认为最感人的是《父亲的病》这篇文章，《父亲的病》
追忆儿时为父亲延医治病的那段往事，描写了几位“名医”
所引用的药引均是稀奇古怪、一场罕见而又充满迷信色彩的
东西，如什么“原配的蟋蟀一对，经霜三年的蔗，败鼓皮
丸”等。这些“名医”实质是巫术医道不分，故弄玄虚，草
菅人命。骗取钱财是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他们身上，作者清
醒地洞穿了医学医道的虚假、荒诞乃至罪恶的本质。



作者为了父亲的病到处奔走，我想他的父亲有他这样的儿子
应该很幸福。提起鲁迅先生，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总是那
个“早”字。年少时的他，因为父亲的病而迟到后，便在学
桌上刻下了“早”字来激励自己，警示自己从此不再迟到。
读了《父亲的病》后我觉得，鲁迅刻下的“早”不仅是惜时
的早，更是提示中国人：事事都要早，思想、技术、科技、
国力，都应该争先于他人，社会才能进步，国家才能富强。
但在那个时候，却让鲁迅东奔西走四处求医，最终鲁迅的父
亲还是难逃一死。表面上看，是当时医生水平的低下，但实
质上应归咎于医学的落后，导致鲁迅的父亲病程拖延，最终
撒手人世间，不禁叫人潸然泪下。那时的社会就像鲁迅的父
亲一样病重了。鲁迅似乎就是在呐喊着，对当时封建、腐败
的社会的批判。

面对我们自己的家人，要孝顺还有关心；面对那样子的庸医，
我们要能识别；面对没有科学依据的事情，我们不能相信。
我们要像孙悟空一样，拥有火眼金睛，看清所有事物的正反
两面，不要心急看病，这样只会适得其反。

朝花夕拾读后感【篇四】

《朝花夕拾》是鲁迅在受到政府的压迫、“学者”们的排挤，
又历经战乱后写下的回忆。作者在这样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
静来，委实不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复杂。一个
人到了只剩了回忆时候，生涯大概总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
竟会连回忆也没有。

对往事的回忆，只是现实生活的一点安慰，而每一个美好的
回忆又都有一个悲惨的结局：百草园和绣像摹本卖掉了，长
妈妈也匆匆告别了人世，本应是激发人们的爱心的《二十四
孝图》背后，却隐藏了谋人性命，教人看的丑恶祸心。有读
书机会了，学校又是“乌烟瘴气”，想看的书，长辈认为不
对，学了知识，却什么也做不成；爬了几次桅杆不消说不配
做半个水兵；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就能掘出金银铜锡



来么？是在连自己也茫无把握……去留学，并且碰到了一位
令自己敬仰的师长，却因为感受到医治人的精神比医治身体
病症更重要而离别了，在学校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的可以
的老友范爱农，终究摆脱不了贫困潦倒落水而逝的命运。

在对这一连串苦乐参半的事件的记叙中，作者还追究了自己
的一些思想根源，例如仇猫，小小的，带给作者遐想的隐鼠
的失踪，只是个象征的意念：“当我失掉了所爱的，心中有
着空虚时，我要充填以报仇的恶念！”这才是作者仇猫的动
机：它在夺人所爱。从鲁迅先生一生的经历看：嫉恶如仇，
不过是对缺乏爱、失落爱、痛惜爱的一个自然反应罢了。

对这个细节下作者又给自己开了个伤心的玩笑：他的仇猫是
毫无道理的，虽然猫吃老鼠，但他的隐鼠却不是猫吃的，而
是被长妈妈踏死的，那么是否要恨长妈妈呢？在下一节回忆
中，长妈妈也确实有些让人生厌，睡觉时占领了全床，满脑
子的穷规矩和愚昧的信念，就是这样一位长妈妈，却把作者
日思夜想的，别人都不能重视的渴望化成了现实，不懂识文
断字的长妈妈把她自己都叫不出名的《山海经》买来，送给了
“我”。正因为长妈妈这颗未被旧道德泯灭的爱心，使作者
忆起她，追念她。

在朝花夕拾的回忆中，作者多次写到封建教育的失败和狭隘。

小时候，长妈妈的故事里说：“倘若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
字，你千万不可答应他，以免那是害人性命的美女蛇，提防
陌生人并假想他就是坏人的逻辑就是这样灌输不来的。

朝花夕拾读后感【篇五】

在《朝花夕拾》中，鲁迅大量使用了对比和讽刺的手法。

如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鲁迅首先使用了许多鲜亮
的文字记叙在百草园无忧无虑的生活，接着再写道“我”不



得不告别百草园去三味书屋上学。前边写的百草园很好地反
衬了后来在三味书屋读书的乏味生活，体现了鲁迅对旧社会
私塾的不满。

在《藤野先生》中，鲁迅日本的医学导师藤野先生是一位穿
着不拘小节的人，“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糊了，
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
但藤野先生对工作是极其认真的，他把“我”的讲义都用红
笔添改过了；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也要指出。这个对比手法，
较好地写出了藤野先生的高贵品质，写出了鲁迅对他的景仰。
另外，藤野先生对中国留学生孜孜不倦的教诲及对学生的一
视同仁，这与日本学生对中国学生的轻蔑态度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体现出藤野先生是个真正的君子。

鲁迅在《朝花夕拾》中对一个人用了相当多的笔墨，那便是
鲁迅的保姆“长妈妈”，她是个需要一分为二看待的人。因
为社会的影响，“阿长”保留了许多迂腐的习俗，像在新年
的早晨要吃福橘，喜欢切切察察，喜欢告状，还盲目地
对“长毛”的故事妄加评论，甚至还踩死了“我”喜爱的隐
鼠。因此，“我”对她怀恨在心。看到这，读者在脑子里勾
勒出的是一个活脱脱粗俗、守旧的妇女形象。然而，鲁迅对
她的印象远不止这些。她有可爱的一面。“阿长”知
道“我”喜欢《山海经》，跑了许多路，帮“我”买来了
《山海经》。由此，“我”又认为她“有伟大的神力”。在
《阿长与山海经》的结尾，鲁迅表达了他对阿长的爱，他希
望仁慈的地母能让阿长安息。

还有几个人物，我对他们的印象也是极深的。一位是范爱农
先生，鲁迅一开始对他的印象是不好的。原因是范爱农的老
师徐锡麟被杀害后，范爱农竟满不在乎。鲁迅对他的看法几
乎是渐渐改变的，直至范爱农就义，鲁迅开始变得景仰他了。
另一位是衍太太，她在《父亲的病》中出场。在“父亲”临
终前，她让鲁迅叫父亲，结果让父亲“已经平静下去的脸，
忽然紧张了，将眼微微一睁，仿佛有一些痛苦。”后来“父



亲”死了，这让“我”觉得是“‘我’对于父亲的错处”。
衍太太对别的孩子们“很好”：怂恿他们吃冰，给鲁迅看不
健康的画，唆使鲁迅偷母亲的首饰变卖。而衍太太自己的孩
子顽皮弄脏了自己的衣服，衍太太却是要打骂的。鲁迅表面
上赞扬她，实际心中却是鄙视衍太太的。因为这是个自私自
利，多嘴多舌，喜欢使坏的妇人。

《朝花夕拾》用平实的语言，鲜活的人物形象，丰富而有内
涵的童年故事，抨击了囚禁人的旧社会，体现了鲁迅先生要求
“人的解放”的愿望。

朝花夕拾第读后感篇二

这段时间细读了鲁迅的《朝花夕拾》，鲁迅是我最喜欢的作
家之一，他的《朝花夕拾》也是其中我最喜欢的作品之一。

童年，这是每个人都拥有的。虽然在童年里有苦有笑，但是
童年会在自己的心里留下美好而难忘的回忆。鲁迅的《朝花
夕拾》，原名是叫做《旧事重提》，是对逝去岁月的回忆，
有真挚的情怀，有无奈的感伤。欢快的时候，我感到有沁人
心脾的馨香袭来；郁闷不乐的时候，我感到无名的寂寞前来
吞噬。这一切，确实是能真切的感受得到的。

在这本书中，鲁迅将自己在童年中难忘的人和难忘的事，用
真实、天真、有趣的话语表达出来。鲁迅的童年并不是美好
的。他做的每件事都得不到长辈的认同，这使他感到很难过。
但是他没有怨恨这些不认同他的长辈，而是将这些长辈的不
认同改为动力，写入这本书里。他在这书中，把童年的无奈
和寂寞释放出来。读过它后，我能感受到在鲁迅的童年虽然
并不很开心和快乐，但也时时刻刻充满着美好的回忆。鲁迅
的童年是五味俱全的。既有酸甜，也有苦辣，更少不了有咸。
而我们的童年也一样的。即使过得不怎么好，但童年永远会
在我们心灵的最深处，永远埋藏在属于它的地方，留下美好
难忘的记忆。



《朝花夕拾》的取材，包含着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具有丰
富的思想意义，表现了鲁迅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生活的深
刻认识和他那反帝反封建彻底的革命精神。他写人物，带有
强烈的时代感；记事件，则透过现象提示其深刻的社会本质；
发言论、抒感情，则无不闪射着思想的火花！

朝花夕拾第读后感篇三

寒假中读了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其中有十篇散文十分
的优美。在这组文章里，作者追怀青年时代的往事，既描写
了他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和对师友的怀念，又真实地书写了戊
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前后作者从农村到城镇、从家庭到社会、
从国内到国外所经历的种种生活。其中写了许多关于少年儿
童的事，使我在读文章时，仿佛也在品味着自己的生活。

其中有一篇《藤野先生》让我读来十分地感动，让我懂得了
知识是没有国界的。藤野先生是作者在日本学医学时的老师，
对作者非常关心。藤野先生在生活上不大讲究，但为人却诚
恳、公正，对学生诲人不倦，对研究一丝不苟。他一一纠正
作者笔记上的错误，“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
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他教完了他所担任
的功课”;在知道中国人很敬重鬼时，还担心作者不肯解剖尸
体。藤野先生真挚的爱给了在异国的鲁迅极大的鼓舞，是十
分无私和伟大的。

藤野先生和白求恩医生，他们都为了自己的使命拼搏着、奋
斗着，而且有着超越国界的博大胸怀。这不仅让我感动也引
发了我深深的思考。我想：我们现在作为一名学生，的使命
不就是利用这青春的大好时光好好的学习吗?就像作者说得那
样：“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
瘦的面貌……便使我忽有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再继
续写一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在想要放弃时，我们应想想身边辛勤的老师时、我们应想想



身边含辛茹苦的父母时，便更应该努力的学习，去实现自己
的梦想，去完成自己的使命了。

这让我再次感到了好好学习的重要性，朋友，就请你从现在
做起，用双手去放飞理想的翅膀!

鲁迅的名字，是家喻户晓的，今年的寒假里我读的书中就有
鲁迅的《朝花夕拾》。鲁迅在我的心目中，一直以来都是高
不可攀的偶像，加上他是“家喻户晓”的世界上都有名气的
大作家，更是有点恐惧，不敢轻易读他的书。怕读不懂，自
己太俗了。但自从读过鲁迅那《闰土》，《从百草园到三味
书屋》，一下子，似乎把我和偶像的距离拉近了。朴实的文
笔，细腻的情感，使我感到像在一位和蔼慈祥，平易近人的
爷爷交谈。

这是我从新华书店买回来的书，捧起鲁迅的这本《朝花夕
拾》，从目录，细细品读下去……鲁迅的文笔绵密细腻、真
挚感人，犹如小桥流水，沁人心脾，它真实地纪录了鲁迅幼
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历，追忆那些难以忘怀的人和
事，抒发了对往日亲友和师长的怀念之情，生动地描绘了清
末民初的生活风俗画面。

鲁迅与闰土的童年，可以说是人间比地狱，因为是当时社会
的黑暗，政治的腐朽，使得平民老百姓的孩子从小就要受苦
受难。而鲁迅家境不错，所以过上了相对比较幸福的生活，
但却不及闰土的生活有乡土乐趣。而今，我们的生活再与鲁
迅的生活相比，可谓是天上人间啊!能在百草园烂漫多年，也
许是好事，但是突然有一天，一天的大多时只能呆在书院里
读书，会觉得多少的失落呢?其实，相对于以前的孩子，我们
已经是站在金字塔的较上方了，无论是生活质量，还是思想
品质。有朦胧的思想，看着实事的动荡，体味着生活给予我
们的甘甜，我们的生命里也有无数的活力。又相对于那个封
建的年代，现在生活是多么的宽松。可是，也不得不说，以
孩子们当事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教育，仍然让人快乐不起



来。

《朝花夕拾》的原名是叫做《旧事重提》，是对逝去岁月的
回忆，有真挚的情怀，有无奈的感伤。欢快的时候，我感到
有沁人心脾的馨香袭来;郁闷不乐的时候，我感到无名的寂寞
前来吞噬。这一切，确实是能真切的感受得到的。

进了初中，发现每本语文书上都有鲁迅的文章，几乎每一篇
文章都选自一个好听的名字??《朝花夕拾》。一遇到鲁迅的
文章，老师都会细细地讲，课文下边的注释也总是密密麻麻。
朝花夕拾》原本叫做“旧事重提”，收录了鲁迅先生记述他
童年和青年生活片段的10篇文章。本应该快乐美丽的童年，
因为笼罩在那个封建社会，时不时透出些迂腐的气息，所以
鲁迅要骂，骂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从文章表面看，
鲁迅似乎都是用了些温情的文字，其实，他把愤怒藏得更深。
有人说柔软的舌头是最伤人的武器，也许鲁迅先生正是想达
到这个目的吧在《朝花夕拾》中，鲁迅大量使用了对比和讽
刺的手法。

如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鲁迅首先使用了许多鲜亮
的文字记叙在百草园无忧无虑的生活，接着再写道“我”不
得不告别百草园去三味书屋上学。前边写的百草园很好地反
衬了后来在三味书屋读书的乏味生活，体现了鲁迅对旧社会
私塾的不满。在《藤野先生》中，鲁迅日本的医学导师藤野
先生是一位穿着不拘小节的人，“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
服太模糊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
颤的……”。

但藤野先生对工作是极其认真的，他把“我”的讲义都用红
笔添改过了;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也要指出。这个对比手法，较
好地写出了藤野先生的高贵品质，写出了鲁迅对他的景仰。
另外，藤野先生对中国留学生孜孜不倦的教诲及对学生的一
视同仁，这与日本学生对中国学生的轻蔑态度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体现出藤野先生是个真正的君子.鲁迅在《朝花夕拾》



中对一个人用了相当多的笔墨，那便是鲁迅的保姆“长妈
妈”，她是个需要一分为二看待的人。因为社会的影
响，“阿长”保留了许多迂腐的习俗，像在新年的早晨要吃
福橘，喜欢切切察察，喜欢告状，还盲目地对“长毛”的故
事妄加评论，甚至还踩死了“我”喜爱的隐鼠。因
此，“我”对她怀恨在心。看到这，读者在脑子里勾勒出的
是一个活脱脱粗俗、守旧的妇女形象。然而，鲁迅对她的印
象远不止这些。她有可爱的一面。“阿长”知道“我”喜欢
《山海经》，跑了许多路，帮“我”买来了《山海经》。由
此，“我”又认为她“有伟大的神力”。

《朝花夕拾》的原名是《旧事从提》，是作者在1926年所作
回忆性散文的结集，一共十篇 。这本书记述了作者在童年时
期和青年时求学的历程，追忆了那些难忘于忘怀的人和事，
同时也抒发了作者对往日亲友和师长的怀念之情 。

其中令我记忆深刻的是《朝花夕拾》里的《从百草园到三味
书屋》里面主要写了百草园是“我”儿时的乐园，在那
里“我”体验到了无限的乐趣。那里有百草园的美景，有各
色的植物以及一些可爱的小动物，还有新奇动人的美女蛇的
故事和雪地捕鸟的乐趣。然后写了“我”在三味书屋读书的
历程。介绍了三味书屋和先生，还有上课时先生和学生读书
时的情景。

回忆中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流露着童年
美好的生活。一切感受都是那么天真烂漫，令人回味。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
的桑椹……”这不仅让作者回味，就连我也感到身临其境一
般。作者在三味书屋学习的过程中，和同学们老师读书的情
节也让我记忆深刻。作者虽然年过半百，但是他依然向往着
童年，怀念着童年。

现在的我们，也不一定会像鲁迅那样可以回忆那些美好的童



年，甚至有些童年的美好记忆也渐渐的淡忘了，遗忘了。最
后只遗落在了记忆的长河里。

当看完这本书后，忽然觉得奇怪，文中讲鲁迅童年，为什么
名为《朝花夕拾》呢?了解了背景后才知道，这是鲁迅先生的
晚年作品，全是回忆童年的。朝花夕拾，犹如清晨时还挂着
露珠的鲜花 到傍晚去拾取，虽然失去了盛开时的艳丽和芬芳，
但夕阳的映照却使它凭添了一种韵味，那若明若无的清香则
更让人浮想联翩，回味无穷。

童年的鲁迅很喜欢去百草园：那里有各色植被，各色昆虫，
简直就是孩子们玩耍的好乐园，但长妈妈却说，百花园中有
极凶恶的赤练蛇和美女蛇，把儿时的鲁迅吓个不轻。

文中用较多的笔墨写了长妈妈，算是除父母外和他最亲近的
人，作者原来不怎么喜欢长妈妈，甚至还有点讨厌她，叫
她“阿长”，但她并不生气，一直真心待“我”。如今我记
忆最深的是长妈妈给我买《山海经》，长妈妈不但不记仇，
还时时惦记着我，连休假都不忘记给我买书，真的像对待孩
子一样对待儿时的鲁迅，于是鲁迅先生在结尾写到：仁厚黑
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爱无言，但长妈妈
却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爱，她用爱呵护着鲁迅先生的
童年，呵护着他的成长，以爱付出收获的是作者脑海中不可
磨灭的印象及感恩。

我们的童年有父母的呵护与关爱，鲁迅先生的长妈妈也如此，
童年就如梦一般，是人生中的矿山，埋藏在我们的心中，但
却掩盖不住它那金色的光芒，童年的梦是七彩的梦，童年的
歌是欢乐的歌，童年的脚印一串串，童年的故事一撂撂。

回味童年，将品到的是纯真无暇，一切都是那么的天真烂漫，
另人回味!



朝花夕拾第读后感篇四

在人的一生中，都会看很多书。而每一本书，都会带给我们
不同的感受。而在《朝花夕拾》里，我也有很奇妙的感觉。

其实《朝花夕拾》是鲁迅的散文集，是“回忆的记事”，比
较完整地记录了鲁迅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历，
生动的描绘了清末民初的生活画面，是研究鲁迅早期思想和
生活一直当时社会的重要艺术文献。这些篇章，文笔深沉隽
永，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经典作文。

我觉得这本书虽然有点深奥，有时还会遇到一些看不懂的地
方。可是，却一样很精彩。它让我知道了，鲁迅小时候也和
我们一样，喜欢玩耍。曾经我一直以为鲁迅从小就是这么严
厉，这么严肃，但是我自从读了这篇作品后，才知道我错了，
他小时候也和我们一样的。

这篇文章，让我知道鲁迅曾经的一些事。

朝花夕拾第读后感篇五

童年的风，吹来朵朵祥云；童年的云，化作新春的雨；童年
的雨，滋润春生的花；童年的花，伴我暮看晚霞。《朝花夕
拾》原名“旧事重提”，这本书不但是鲁迅的散文集，而且
是一本看似轻，实则重的回忆录，它记录了鲁迅儿时的快乐
时光。

鲁迅在书中也表达了一种深层的思想――对封建旧俗及文化
深刻的揭露，讽刺和批判。这十篇散文写于鲁迅离开中山大
学时的一段时光，散文的小引中说到，之所以改名为《朝花
夕拾》是因为带露折花，色香自然好得多，可鲁迅心中的离
奇和芜杂还不能即刻幻化，变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或者他
日仰看流星时，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罢。



这十篇散文中我感触最深的是那篇《狗·猫·鼠》，散文中
鲁迅追忆儿时救养的一只可爱的隐鼠惨遭摧残的经历。作者取
“猫”为典型，尖锐又形象地讽刺了生活中与“猫”相似的
人。用辛辣的语言抨击了这类人媚态的“猫”式的丑恶嘴脸。
在这篇散文中鲁迅用童话故事比拟现实，借小故事讽刺敌人，
幽默调侃不乏辛辣犀利。

从鲁迅写的《朝花夕拾》中，可以看出鲁迅的童年虽有很多
趣事，但却并不好过，不过却时时刻刻充满着回忆，正因为
这些回忆才使鲁迅写出了这本著作。鲁迅的文章像一把匕首，
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用现实主义手法描绘那些草木般
无声地产生，无声地消失，而在形式上却取得是更多常见的
普通的典型事例。

在鲁迅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勇往直前的革命家，透过童年的
琐事，看见了字里行间隐藏的革命精神，国家的强盛正需要
这样用青春年华换来的无价的革命情怀，虽然现在改革已经
胜利，但鲁迅的精神永远刻在我们心中，永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