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孤独的读后感 孤独者读后感(精选7
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是小
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孤独的读后感篇一

鲁迅的小说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上并不少见，每一篇都有很高
的文学价值，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孔乙己》《社
戏》《背影》《阿长与山海经》《藤野先生》《雪》《拿来
主义》《纪念刘和珍君》······这么一数，我着实被
惊到，原来从小学到现在，我们已经学习过鲁迅这么多篇文
章了！由此也可见鲁迅的小说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上占着
不可忽视的地位。

这期我要说的是鲁迅的另一篇小说《孤独者》，《孤独者》
是鲁迅小说集《彷徨》里的一篇。

这是中国现代文学老师要求阅读的小说，能被拿入大学课堂
来研读，想必其文学价值一定不会小。

在课上，我了解到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现代主义文学：通
过变形的、隐晦的方式来传达某种思想或感情。如《孤独者》
就是现代主义文学。而现实主义文学则是直接的、明显的流
露出作者的思想情感。

我读第一遍《孤独者》的时候，我其实是不太能读懂的，在
我印象当中，鲁迅的小说都很难读懂，先不说鲁迅的作品总
是很耐人寻味，单单就我们的思想境界来说，如果不借助任
何辅助材料根本就是不知所云。



我读这篇小说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主人公魏连殳的孤独，我相
信很多普通读者都跟我一样。魏连殳的孤独不是顾影自怜，
也不是被遗世孤立的孤独，而是那种深深地、压抑着的、如
大漠孤狼般的那种孤独。

这是原文的一个片段：

后来祖母死了，他从城里赶来奔丧。他是有名的洋学堂里出
来的异端人物，所以村里的人都很紧张：他来了，能否按照
我们的传统规矩办事呢？于是提出三个条件：必须穿孝服，
必须跪拜，必须请和尚道士。魏连殳来了，大家没想到，他
毫不犹豫地很爽气地答应了，而且他装殓祖母的时候，非常
地耐心，这些都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但更奇怪的是，当一切
都正常进行，许多女人又哭又拜，他作为孝子却一声没响，
大家都在哭，他不哭，这就引起了"惊异和不满"，等到大家
哭完了，要走散了——"连殳却还坐在草荐上沉思。忽然，他
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
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魏连殳从小就失去父母，由祖母抚养长大，并且还不是他的
亲生祖母，是他父亲的继母，不管在祖母面前如何搞怪逗乐，
祖母总是对他淡淡的、冷冷的，所以造就他对人爱答不理的
性格。村里人都认为他是异类，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是外出游
学的人，他有自己先进的细想，但总是被打压，他没有朋友，
没有同事，确切来说，他也没有亲人。

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可以爱的人或是没有爱自己的人，
该是一件多么绝望的事，或许，这就是极致的孤独。

其实鲁迅这篇文章最让我钦佩的地方是，通篇完全没有提到"
孤独"二字，然而却可以将主人公魏连殳的孤独描写得这么淋
漓尽致。大家都知道，凡是有文学价值的小说，作者都是以
当下的社会背景为题材基础的，很多小说的主人公都可以用
来当作当时社会众多同类人当中的一个缩影，而鲁迅的这一



篇，我认为不仅是能够反映当时社会的很多现象，而且又有
着超乎时代的价值，引领人们对孤独的思考。

鲁迅的小说有时是一场心灵的搏斗，有点像读陀思妥耶夫斯
基一样，是一种心灵的拷问。你要深切地贴近作者，贴近那
个时代，有时又好像要拷问自己。

在《孤独者》里，鲁迅就是通过两种声音，"我"的声音和主
人公魏连殳的声音相互对峙，互相辩驳，写出了自己内心深
处的困惑。所以小说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对历史和现实的孤
独者命运的考察，但在更深层面上展开的是关于人的生存状
态，人的生存期望，以及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的思考与驳难，
而且这种讨论是极致彻底的，因为本来为爱我者活着就已经
是生存意义的底线了，还要追问在底线之后还有没有可能性，
几出现了为敌人而活着这样的残酷选择。

孤独的读后感篇二

首先来说一下，何为“孤独”？“孤独”是时下较为流行的
词语之一，这如现在正在流行的“给力”二字一样。很多同
学都喜欢把“孤独”放在嘴边。已没有人陪了，就说自己孤
独，一看旁边有个帅哥独自经过，就说他酷，说他孤独。渐
渐地，“孤独”似乎成为了时下年轻人心中“fashion”的另一
种表现形式。那么一个人，如果大家都知道你很孤独的时候，
你还是不是一个孤独者？问题就在这里，真正的孤独者，大
家都知道你很孤独吗？如果大家都知道你很孤独，说明大家
都很理解你，说明你并不孤独。从本质上讲，如果一个人真
的很孤独的话，那么大家并不理解他，甚至并不知道他是个
孤独的人，大家可能认为他很随和、很幽默、真逗，那么容
易和人沟通，那么善解人意？？恰恰在这样的人中，可能存
在着真正的孤独者，我们大家都认为理解他了，其实我们根
本就不懂，或者说我们懂了一半，懂到某个层次，再往前就
不懂了，这样的人才是孤独者。



真正的孤独是别人真的不知道你，你心里面汹涌着一种波涛，
这种波涛别人不知道，甚至你的爱人，你的亲人都不理解你，
这才叫“孤独”。正如上课时一个同学说的一样：“真正的
孤独，是一种精神上的孤独，是难以找到共鸣的孤独。”

《孤独者》基调是阴暗的，魏连殳是鲁迅本人的投射。像匹
荒野上的头狼，黑色的孤独充斥着。而魏连殳的妥协是彻底
的，由于现实所迫，当了军官的师爷，从而发达了，但是他
却说自己是“真的失败了”，因为放弃了自己先前信仰的一
切，转而去做自己反对过的一切事，原因只是他要“活”，
这是个哈姆雷特式的命题，生存还是死亡，魏连殳选择了苟
且偷生，但是他的偷生却是一种自杀性质的，发达后他故意
糟蹋自己的身体，以驱遣自己的不平。这反映了鲁迅的自我
矛盾。

其实《孤独者》可以算得上是鲁迅文集中较为反抗型的作品
之一。魏连殳五一是孤独者中最为清醒的一个，她的挣扎是
最惊心动魄的，她的复仇是最残忍的。她早年失怙失恃，与
谪居的祖母相依为命。在愚昧保守孤独的环境中长大。不幸
的人生遭际和环境造就他孤独性格的基调。在她心目中，只
有孩子是“天真”的，并视之为中国的希望。他对于旧文化
和生存于其中的环境的激烈的“无念顾忌”的攻击，都鲜明
地体现了她作为叛徒这的反叛态度。二终于在生活的逼迫下，
放弃了了自己原来的理想和价值观。从旧势力的生活叛逆中
回归到旧的营垒。生活的优越并不能避免内心的混乱。她的
心灵永难平衡。不得不靠酗酒麻醉自己，以报复别人的方式
报复自己。魏连殳似乎就是这样一个残毒的复仇者。当他在
祖母的葬礼上出现时就是一个绝对的孤独者，她随便他们如
何摆布“都可以”。她惊心动魄地“兀坐着号哭”，“铁塔
似地动也不动”，这对看客们就是冷酷的复仇，是他们“这
得无趣地散开”。他向原视为希望的孩子报复，对自己的生
命也只是看做一种可以破坏的工具甚至必须破坏的对象。魏
连殳死了，与其说死于生理的“病”，倒不如说死于心里
的“病”——自我心灵痛苦，人格分裂的痛苦折磨。他是痛



苦的由反抗而至沦落的孤独的知识者。

读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往往可以联想到鲁迅此时此刻的内心
写照。而在“孤独者”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彷徨，孤独的鲁
迅。“五四”落潮后“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二产
生“新战友在哪里呢”的苦闷彷徨。但作为新文化运动
的“一卒”，她仍然“独自彷徨”，寻找新的战友和新的出
路。在魏连殳身上所体现的浓重的苦闷孤独赶，也正折射着
鲁迅瓷器的心灵和思考。

我一直在嘴边挂着“孤独”二字，认为没人陪我一起上课，
没人陪我吃饭，甚至是一个人呆在寝室，我都觉得是孤独。
但从没有想过，在我们的身边，还有一类看似热闹，内心深
处却找不到共鸣，找不到知音的人。之于他们，之于魏连殳，
更之于鲁迅，我的孤独似乎确实如此的微不足道。

有的人说：“只有伟大的孤独才能造就伟大的人格。”正如
我在一本书中看到的一段话写到的：“真理的创造者，永远
是孤独者，失败时，他孤独，胜利时，他同样孤独。他永远
凝视那最远最远的，向那最难于解答的问题挑战。在这种境
界，任何现实的胜利对他都是负担，其实他太深切地追求新
的胜利了，以致每一个胜利才变成红熟的苹果，旋又被他精
神运动的大风暴摇落，坠入泥土，渐渐腐烂。于是，他又抬
头，找那更新的苹果。”我想可能正是因为鲁迅的这份孤独，
让他在逆境中寻找新战友，寻找新出路的那种孤独，才造就
了她他写出了如此伟大，如此令人震撼的作品，使我们能在
他文章的字里行间思考，成长。

孤独的读后感篇三

“再强的阳光下也有黑暗”。

孤独，也许有时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坏。它不是“悲伤”，



也不是“无聊”，而是诗中令大家屏息的那个词——“秘
密”。

每个人都会有“孤独”。生活好忙，好累，使我们在奔波中
丧失了本该有的天性——“孤独”。

《孤独》的作者爱伦。坡，是一个不到三岁就成为孤儿的孩
子。“在重重磨难的一生的开端”，也就是童年，爱伦。坡
就先于他人感受到了孤独。“他们的视域与我不同——我难
以随同”就很好的证明了这个观点。爱伦。坡孤独，但却孤
独出了一种美。

爱伦。坡给这个世界下了“善”与“恶”的定义。不难想象，
一个孩子，抱膝坐在草坡上，眼睛里充满了孤寂的欢乐；山
泉，秋日里的金光围绕着他，远处的蓝色穹窿和头顶上的乌
云交织出善与恶的童话。

那，这么忙，稍微停一下，看看你心里布满了灰尘的孤独，
将它拿出来晒晒太阳，悠悠地度过一段时间，任时光从指尖
划过。

孤独，也是一种美。

孤独之旅读后感800字百年孤独读后感800字

孤独的读后感篇四

鲁迅的小说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上并不少见，每一篇都有很高
的文学价值，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孔乙己》、
《社戏》、《背影》、《阿长与山海经》、《藤野先生》、
《雪》、《拿来主义》、《纪念刘和珍君》······，
这么一数，我着实被惊到，原来从小学到现在，我们已经学
习过鲁迅这么多篇文章了！由此也可见鲁迅的小说在中国现



代主义文学史上占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这期我要说的是鲁迅的另一篇小说《孤独者》，《孤独者》
是鲁迅小说集《彷徨》里的一篇。

这是中国现代文学老师要求阅读的小说，能被拿入大学课堂
来研读，想必其文学价值一定不会小。

在课上，我了解到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现代主义文学：通
过变形的、隐晦的方式来传达某种思想或感情。如《孤独者》
就是现代主义文学。而现实主义文学则是直接的、明显的流
露出作者的思想情感。

我读第一遍《孤独者》的时候，我其实是不太能读懂的，在
我印象当中，鲁迅的小说都很难读懂，先不说鲁迅的作品总
是很耐人寻味，单单就我们的思想境界来说，如果不借助任
何辅助材料根本就是不知所云。

我读这篇小说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主人公魏连殳的孤独， 我相
信很多普通读者都跟我一样。魏连殳的孤独不是顾影自怜，
也不是被遗世孤立的孤独，而是那种深深地、压抑着的、如
大漠孤狼般的那种孤独。

这是原文的一个片段：

后来祖母死了，他从城里赶来奔丧。他是有名的洋学堂里出
来的异端人物，所以村里的人都很紧张：他来了，能否按照
我们的传统规矩办事呢？于是提出三个条件：必须穿孝服，
必须跪拜，必须请和尚道士。魏连殳来了，大家没想到，他
毫不犹豫地很爽气地答应了，而且他装殓祖母的时候，非常
地耐心，这些都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但更奇怪的是，当一切
都正常进行，许多女人又哭又拜，他作为孝子却一声没响，
大家都在哭，他不哭，这就引起了"惊异和不满",等到大家哭
完了，要走散了—— "连殳却还坐在草荐上沉思。忽然，他



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
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魏连殳从小就失去父母，由祖母抚养长大，并且还不是他的
亲生祖母，是他父亲的继母，不管在祖母面前如何搞怪逗乐，
祖母总是对他淡淡的、冷冷的，所以造就他对人爱答不理的
性格。村里人都认为他是异类，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是外出游
学的人，他有自己先进的细想，但总是被打压，他没有朋友，
没有同事，确切来说，他也没有亲人。

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可以爱的人或是没有爱自己的人，
该是一件多么绝望的事，或许，这就是极致的孤独。

其实鲁迅这篇文章最让我钦佩的地方是，通篇完全没有提到"
孤独"二字，然而却可以将主人公魏连殳的孤独描写得这么淋
漓尽致。大家都知道，凡是有文学价值的小说，作者都是以
当下的社会背景为题材基础的，很多小说的主人公都可以用
来当作当时社会众多同类人当中的一个缩影，而鲁迅的这一
篇，我认为不仅是能够反映当时社会的很多现象， 而且又有
着超乎时代的价值，引领人们对孤独的思考。

鲁迅的小说有时是一场心灵的搏斗，有点像读陀思妥耶夫斯
基一样，是一种心灵的拷问。你要深切地贴近作者，贴近那
个时代，有时又好像要拷问自己。

在《孤独者》里，鲁迅就是通过两种声音，"我"的声音和主
人公魏连殳的声音相互对峙，互相辩驳，写出了自己内心深
处的困惑。所以小说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对历史和现实的孤
独者命运的考察，但在更深层面上展开的是关于人的生存状
态，人的生存期望，以及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的思考与驳难，
而且这种讨论是极致彻底的，因为本来为爱我者活着就已经
是生存意义的底线了，还要追问在底线之后还有没有可能性，
几出现了为敌人而活着这样的残酷选择。



孤独的读后感篇五

有人说，孤独的人最可悲，因为他们没有朋友。可是却不然，
有些孤独的人也有朋友――刻骨铭心的朋友。

《陆小风传奇》我看了多少遍已不记得了。可是每次看了之
后都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西门吹雪，江湖中的“剑神”，七岁学剑，七年有成。行走
于江湖，无人能敌。伴随威名而来的是孤独，和心中的寂寞。
他没有一个朋友，因为他是强者，没人敢“高攀”他。

叶孤城，一位避世的“剑圣”，一生习剑，天外飞仙一剑破
七星使他扬名天下。他也是强者，所以他业注定没有朋友。

当两个孤独的人真正对决与自禁之颠时，他们虽为劲敌。他
们却相互了解。因为他们都是孤独的人。在世人眼里，他们
高高在上，可是高处的寂寞又有何人知。“惟恐琼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

最终，叶孤城选择了放弃。成全了西门“天下第一”的美名。
命运就是这么捉弄人，让两个孤独者在最后才成为朋友，成
就一段千古的友谊。

人已亡，剑仍在，友谊天长地久！

《孤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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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读后感篇六

习惯在夜间为自己写点东西，是一场倾心的私己交谈。

深夜，远处点点灯光夜色漫过窗棂，透进我梦中的世界，闪
熠着星辰的光芒，就像是前航的灯标。窗外蛐蛐的声音，在
寂静的空气中随风飘荡，响彻整个村庄。

突然之间很想写一些文字，可以说是期待，也可以说是反思。

我问自己，为什么过去的那么多值得被记忆的事情我把它们
忘记得干干净净，而本应该需要忘记的不堪的往事，却时时
刻刻浮现在我的脑海。可是，就算我问自己再多次，我也找
不到答案。

很多时候，会觉得孤独。但也深知孤独无药可医，所以也不
想对谁说。有人说，孤独是海水，时间吸着吸着，就吸走了。
所以，我时刻都在与孤独战斗着，却始终分不出高低。

这个世界眼花缭乱，每天，都有事情像烟花一样在我们身边
噼噼啪啪炸开，有些人被炸伤，有些人因为跑得快，欣赏到
了烟花炫彩夺目的光耀。而我只是默默站在灰烬里，想要打
扫一地落寞的人。

可事实是，活在今天的我。“事实”这个词对我来说太过残
忍，而我又不能不直视事实，在每一件事情发生时，都要跟
一个个事实相撞，有些事实甚至会割伤我的脸颊。但是却又
不得不去面对。很凄凉，凄凉得就像一株还未长大就开败落



了的植物。

时不时的时候，我会有一些本不该有的念头，人若是能像个
植物人躺在床上，光能听见这个世界发生的斗转星移的变化，
但不做任何反应，也算是一件幸福的事。

人要有反应，就会痛苦，因为要抉择，要想朝左走，还是朝
右走。最哀伤的不是你走错了方向，而是你走着走着，一回
头，原本跟着你的那些说要一辈子守候你的人，就已经不在
了。

可是，人总要学会长大，总要一个人走。长大以后，就能明
白，一段爱情的完结，是因为彼此荷尔蒙的耗尽。一个人的
死去，也依然有旧物旧景围绕在世的人。那么，分手的人，
就会原谅爱情的遗憾。健在的人，也就以为已故者仍在周围。
长大了的我们，对于人情喑事，也不再是迷惘得不知所措。

总是会遇见很多在黑夜里赶路的人，所谓的“黑夜里赶路的
人”并不是真的在黑夜里行走的人，而是指活在黑夜里的人。
他们总是看起来有些说不出的冷漠，但是又充满了温暖，很
容易向一个陌生的人靠近。人因为害怕，所以选择躲避，人
也因为害怕，所以选择靠近。

所以说，人有时候真的很奇怪，既想让别人接近，又小心翼
翼地想要把别人推开，怕一旦心里的窗户打开了，就会有人
偷了你的心，绞碎你的'肠。

说白了，人生不过是演独角戏，就像一个骑独轮车的小丑，
躲在帷幕后苦学苦练，只为等到别人看到自己技成的瞬间。
掀开帘子，在镁光灯打到自己的倦容，掌声热烈开来的时候，
就必须迅速戴上面具，修炼出无比精致的笑容。可是，带面
具的小丑演绎的始终是别人眼中的笑话，而自己，真正的自
己却忘记了怎样去演绎。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代越来越难琢磨透，也许是因为生活
在里面的人，已经习惯了提速的生活，也不想被他人琢磨透
吧。没有人喜欢扒光了衣服被人用放大镜去看，每个人都觉
得生命陡短，每个人都觉得爱情难追，每个人都觉得只有不
停地走路，才能印证自己是活着的生命，每个人都不想让别
人以为自己是个怪人，是个无能的平凡的所知甚少的普通人，
每个人都希望创造奇迹。这个时代给人赋予了无数种可能，
也赋予了无数种危险。所以，才会有像我这样的人，戴面具
戴久了，就忘记了最初的自己的模样。

风易善变，雨易喧嚣。飘飘洒洒纷落一地远古的惆怅，往日
时光早已成殇。梦中起航飞扬的梦帆，亦渐渐迷失在梦幻的
期望中。

孤独的读后感篇七

夜色已夜，光亮不再

看那里，穿着黑色衣服的人

形影孤单走在无人的道路

是不是，有曾一日

我们也否都如这般

暗夜中的孤独者

静悄悄的`走着，走着

想着属于他的那份孤独

孤独，孤独，孤独不再



他的孤单从何而来

我亦，好奇，彷徨

夜，错落交织着

这些逝去的人儿啊

孤独的，孤独的，走在这

漫长的暗夜里

你看，你看，你看那

路灯下的身影，渐拉渐长

寂寞的走在，走在

走在这无人的道路

夜色已暗，繁华不复

我亦，好奇，彷徨

我们以后是否都如这般

孤单寂寞地走着

走在这无人又漫长的夜路

天，渐渐扬起小雨

冷了，冷了，他却毫无感触

或，已无所谓了吧



无所谓了吧，无所谓了吧

光亮不再，荒凉已暮

我们以后是否都如曾经这般

这般，这般的孤单寂寞

孤独者的心事你不懂

寂寞，它在夜里

随风，随雨，随着这一刻

渐渐消散，不复

路，远了，泪，模糊了双眼

我就，就在这原地

看着那渐渐远去的人儿

他渐拉渐长的身影

随着风，随着雨

隐没在了十字街口

而我，终有一日

是否如他这般

孤独地走在道路上

数着自己的落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