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西西读后感(优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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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
后感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
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鲁西西读后感篇一

《鲁西西传》是著名作家郑渊洁写的。
《罐头小人》讲得是鲁西西家来了客人。鲁雁让鲁西西开罐
头，鲁西西打开罐头，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五个火柴
高的小人。鲁雁叫鲁西西把罐头给她，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
她觉得鲁西西跟皮皮鲁学坏了……期中考试一共两件轰动学
校的事，第一件是皮皮鲁期中考试及格了，第二件是鲁西西
考试不及格……
《恐怖的西瓜》是讲鲁西西和皮皮鲁种了一个西瓜。已经0.8
米了。最终一个和地球一样大的西瓜。人们正在讨论，是住
在西瓜上，还是住在地球上。
《水晶兔》是讲皮威买了一台负氧离子发生器，这台机器把
鲁西西的水晶兔吹活了。鲁西西很高兴，带他去公园玩。他
俩玩捉迷藏。水晶兔被一个老爷爷捉走了，结果老爷爷把他
给买了……最后老爷爷要给他跪下了。水晶兔心软了，把自
己会说话的本领暴露了。狠下心把自己摔在地上摔碎了。
《女明星和图钉公》讲得是鲁西西有一张女明星的照片。有
一个图钉按在墙上，那是固定它的。她从来没有仔细看过图
钉。一天她发现钉子有个身影。那个身影说自己是图钉公公。
鲁西西睡觉了。半夜听有人在说话。原来小蜘蛛想图钉公主
帮助她捉一只蚊子。图钉公主把办法说完了。小蜘蛛把网织
好，结果女明星把网弄坏了，小蜘蛛掉在地上摔断了腿。结
果鲁西西蒙在被子里哭了。
《鲁西西和武打小人》是讲鲁西西在电视上学会做武打小人。



鲁西西做了两个，他们俩每次打的时候都想把对方打死。为
了这样。一个武打小人拜一个叫大鹏法师为师。法师问了几
个问题让武打小人不好意思了。鲁西西又一次操纵他们俩打
架，可是他们不动了……最后他们拥抱、握手、跳舞、打游
戏，可高兴了。
我要好好学习，像郑渊洁叔叔一样成为读书友的好朋友。

鲁西西读后感篇二

众多希腊神话人物中有名的一个当属西西弗斯，他太过狡猾
以致惹恼了宙斯，被罚推大石头上山，但每次刚当到山顶时
石头就会滚落下去，如此反复，这种惩罚被人们认为是“永
无尽头而徒劳无功的”。但法国作家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
话》一文中，却认为这一惩罚只是荒谬的一种形式罢了，惩
罚是外在强迫的，西西弗斯完全可以改变自己的内心来摆脱
这种荒谬。或许他在上山的途中跟同路的乌龟快乐竞赛，在
到达山顶的那一刻看见了高山夕阳美景，在下山的路上哼着
小曲蹦蹦跳跳。加缪对于西西弗斯的角色重新审视，一改以
往人们心目中那愁眉苦脸的背影，代之以眉开眼笑的形象。

和师兄聊到这个话题时，他提到了加缪以西西弗斯来影喻现
代人，现代人在朝九晚五的规律生活中，逐步丧失了生活意
义，日复一日的工作却看不见未来，似乎唯有盼着退休等死。
无聊人生需要改变对待生活的态度，才能获得意义，重新寻
找到激情。

我也很赞同这一点，现代社会以科学精神来启蒙，将宗教赶
出世俗领域而完成去魅，上帝死去，人妄图取而代之，却发
现力有不逮，依然有很多科学无法解释的超自然现象或者人
类无法控制的天灾人祸。过去以宗教为信仰，人在世俗的所
有功绩都属于上帝或用于荣耀上帝，所作所为皆有宗教神圣
意义，例如建立更宏伟更奢华的大教堂竞赛；如今尝试以科



学或人本身为信仰，除了满足人自身之欲望之外再无其他意
义。

人自身之欲望一旦摆脱了限制，就如同洪水猛兽一般不可控
制，欲望之外还有欲望，这张血盆大口永远无法填满。荷兰
新教徒在政治上摆脱西班牙控制而获得自主地位，经济上环
球航海而成为海上马车夫之后，欲望也相应地在膨胀，但受
限于新教徒生活简朴的教义，于是在衣着上花心思来打扮，
一件看似普普通通的黑色长袍可能价值连城，他们享受的是
浮华物质但精神空虚。

这山望着那山高，在不断的翻山越岭之中实际上陷入了欲望
沼泽而无法自拔。

有人问放羊娃：“放羊为了什么呀？”

放羊娃答道： “为了挣钱买房。”

问：“买房为了什么呀？”

答：“买房娶媳妇儿。”

问：“娶媳妇儿为了什么呀？”

答：“生娃。”

问：“生娃为了什么呀？”

答：“放羊。”

现代人也是处在如此无尽循环当中，工作为了还房贷，为了
孩子的奶粉钱，为了存养老金，这些欲望的背后是什么？为
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他们被欲望牵着鼻子走而变得麻木，
亦如推着磨盘走的蠢驴，看似一直沿着直线走，但蒙上眼睛
就只会走成一个圈而后回到原点。



尝试改变吧，在满足欲望的同时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
或许你喜欢音乐，那就如《爆裂鼓手》里安德鲁即使手掌流
血也要坚持参加演出，因为成为优秀鼓手是你的理想；或许
你喜欢足球，那就如《足球小将》初中毕业足球赛中的大空
翼那般即使被踢飞也要顽强站起来，因为足球是你最好的朋
友；或许你喜欢数学，那就如阿基米德面对罗马士兵的刀剑
时镇定地说“请把脚挪开我的几何图形”，因为你相信数学
是解释世界万物的钥匙。

爬到高山后石头还会继续滚下去，请不要灰心气馁，记住你
所追寻的人生意义。如果还有人问西西弗斯你为何坚持做如
此看似无意义的事情，你可以平静地告诉他：“我认为有意
义就行，怎样？”

鲁西西读后感篇三

其实，对西西弗推石头这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人们总是以自己的标志来判断事物。就像西西弗，他快不快
乐，只有他自己知道。

加缪觉得西西弗是快乐的，幸福的。因为西西弗的命运是他
自己的。他的每一步都是依靠成功的希望所支持，所以他的
痛苦应该是不存在的。

西西弗快乐吗？ 西西弗幸福吗？

日复一日重复同样工作的人，如果放大到一定角度，他们也
是向西西弗一样，工作重复而单调，因为他们要养家糊口，
所以他们必须工作，且必须坚持下去，他们快乐吗？应该是
吧。他们的命运也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有工作的动力，即使
重复，即使单调，他们也能在家人的期望与鼓励下，他们也
能从中找到支持自己走下去的理由。



当没有目标，没有支持的力量，就会慢慢疲倦，慢慢颓废。

当对幸福的憧憬过于急切，那痛苦就会在人的心里深处升起。
不要老想着遥远的美好的生活，重要的是当下该干什么。大
学的生活也是单调而重复，没有了高中时的激情，忘记了曾
经的梦想。但我们的命运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要为自己
负责。单调重复不可怕，最主要的是自己的心态。孤独也不
可怕，最重要的是不要忘了自己的梦想。

在加缪眼里西西弗孤独地前进，奋斗，他是荒谬的英雄。我
们也可以在自己的世界里孤独的前进，努力奋斗，成为自己
世界的英雄。

鲁西西读后感篇四

临走的前一天傍晚，她重走了很多人生路。她坐在河边的石
头上，静静地看着挂在山头的落日；又跑到不远处的那所小
学，那里荒凉得如同一座百年城堡。她站在破落的窗边，寻
找那个曾经的领地。她似乎真的看到了那个脏兮兮的.自己，
在一次作文课上，大声地朗读，“我有一个梦想，就是走出
大山，走到更广阔的世界里去……”高圆圆忽然有种想哭的
冲动，她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原点，曾经的挣扎似乎毫无作用。
她就是那个西西弗斯，始终在将一块大石努力推下悬崖，以
为成功了，却发现那块石头又滚回了山脚；她就是那个西西
弗斯，以为自己可以走出大山，可以摆脱宿命，却发现自己
还是回到了生命的最初。

第二天清晨，高圆圆就坐上农民的专用车离开，而这只是暂
时，还有一生供她重复母亲的命运。她趴在窗口，幻想这是
一次永别，于是她睁大眼睛，想把外面熟悉的山水刻在脑子
里。然后她看到另一辆疾驰的车上，一闪而过的徐斌。她的
泪水静静划过脸颊，抬头时，看到太阳正从东方升起，路边
的树上一群鸟儿高唱着一支歌：命运是一曲重复。而她就是
后高考时代的西西弗斯，始终重复着同一种宿命，却无能为



力。（文/兰州大学詹静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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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西读后感篇五

，翻开《西西弗的神话》，我才发现“哲学随笔”正如荒漠
里的甘泉，让人能够明白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快乐。

西西弗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位很痛苦的神，传说中，他上千
年地重复着一项无效而无望的行为――每天不停地把一块巨
石推上山顶，而石头又由于自身的重量滚下山去。这就是他
的悲惨命运。以往我就是这样看待西西弗的，对他，我只有
同情，却并不理解。我以为，上帝给予了他这样的命运，他
本来可以抵抗，可以拒绝，就算上帝无法战胜，他也可以以
死相争。然而，《西西弗的神话》却告诉我们，西西弗这种
永不休止的推石上山，正是对上帝的反抗和对天堂的蔑视，
他接受了命运，却没有向命运屈服，他不哀求上帝改变这种
命运，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可以让巨石停留在最高峰。上
帝不懂西西弗，我们也不懂。

所以，我们都以为西西弗是个失败者，却不知道真正输掉的
人是上帝。西西弗其实代表的便是人类对命运的不屈和抗争。
西西弗要向世人说的是：人类终究会赢，当他们为着自己的
命运努力着，即使没有意义，因为一切的结局早已注定，但
也还是幸福的。只要不屈服，人类的命运便不属于上帝，而
是属于人类自己。

推石上山，巨石滑落――这一反复无休止的过程当然会让西
西弗感到痛苦，但西西弗知道，自己如果为此痛苦，便正中
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的下怀。西西弗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于是他蔑视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不让痛苦吞噬自己的灵魂，



而是从痛苦中寻找幸福和快乐。他想通了一个道理：推着巨
石爬上山顶所进行的斗争，其本身就足以使人感到满足与充
实。所以，西西弗仍然是幸福的。

这才知道，《西西弗的神话》要告诉我们的很简单：不要诅
咒自己的命运不由己，命运与你其实是一体的，人类是自己
命运的主人，每一个人其实都拥有自己的幸福。正如加缪历
来的手法一样，《西西弗的神话》同样语言简朴，风格淡雅，
没有华丽的辞藻和鲜艳的色彩，但在平淡之中，我感受到了
他清晰的哲理，在其近乎白描的叙述中，我们体会到了他火
热的激情。

鲁西西读后感篇六

在1942年动笔塑造《局外人》中默尔索这一小说形象时，加
缪便已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完成了自己对“荒谬”狂风
骤雨式的思考。1936年，他开始酝酿作品，直至1941年，
《西西弗斯的神话》问世，一把开启荒诞哲学的钥匙就此交
付给了众生。在书中，加缪毫无隐蔽地谈论孤独与自杀，从
哲学角度剖析存在于虚无。但这些并非其思考之本原。他用
了大篇幅来阐述荒谬与普通人或物之间不可割舍的联系。世
界在荒诞的氛围中成长着，顶着一张似是而非的面孔，并且
仍在成长着。

散文入眼第一篇便是《荒谬与自杀》，读到这样的字眼，从
心理上便多多少少有了畏缩之意，然而咬咬牙看完第一篇，
心里便稍许有了宽慰。我们抵触的无非是生死无常，幽默点，
或许也可以说是令人哭笑不得的戏剧性，是我们在看穿人类
之渺小与自然之博大后恍然大悟之所在。然而肉体的衰老对
于个体来说固然可怕，但放在无尽的虚空中，便也成了随风
飘散的尘埃。自杀或许是一种悲哀的沉寂，但换个角度，它
也是对受生存支配的反抗和对失效信仰的嘲讽。加缪阐述的
文字很平淡，没有同情，没有批判，冷静得近乎冷酷。但他
的热情比冷酷来得更汹涌。他的论述似乎是于至高处俯视芸



芸众生，不带一点私人感情(或许哲学本就如此)，可细细读
来，澎湃的感情则在字里行间呼之欲出，如同火山喷薄前的
炽热。

古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因得罪了诸神，而被惩罚日夜无休
止地推滚石上山。无论是其生前对诸神的嘲弄还是离开后对
死亡的愤恨和对生命的激情，都必须付出痛苦的代价。挣扎、
争取、反抗。追求、坚持、逆转。日复一日，是对信仰的执
着;精疲力竭，是对奋斗的不懈。他不认命运，于是甘心承担
诸神的惩罚来做回自己人生的主宰，他看得通透，却被世俗
误解，因此加缪称其为“荒谬的人物“。现在的我们看来，
这是一篇渲染着悲剧色彩的英雄主义神话故事，然而有谁知
道，在西西弗斯拒绝诸神指令、追求人生梦想时心中没有畅
然快意;又有谁知道西西弗斯下山之时，思及自己为希望奋斗
之后受此惩罚，心中没有一丝骄傲与幸福?”荒谬“在作者笔
下俨然成了一种更深刻的人道主义和人生幸福感。无独有偶，
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中”荒谬“之处也比比皆是。
红楼一梦，正为”荒谬“，梦醒时分，早已不知今夕何夕。
宝林情愫暗生偏遇着”金玉姻缘“;妙玉天生孤僻却“到头来，
依旧是风尘肮脏违心愿”;更有王熙凤“机关算尽太聪明，反
算了卿卿性命”......初临红楼，满心都是哀戚悲凉。读过
加缪后再至红楼，种种荒谬却有了别样风情。莫轮结局好坏，
只要过程是为了希望而不懈奋斗，只要心中始终装有未来，
纵使结果不尽人意，想来也不会心生悔意。

加缪说：“人与生活的背离，演员与舞台的脱离，正是这种
荒谬之感。”“荒谬”这个词，总能勾起心底最静的那根弦，
幽幽地颤出令人心悸的音。但加缪笔下的“荒谬”，仿佛有
了别样的神韵，更显平易近人。丢开了形而上这个沉重的包
袱，加缪洒脱地刻画出世间万物的荒谬柔软而不乏刚性的线
条。书中，加缪畅言的“荒谬”非我往常认知中简单的“疯
得出人意料”，而是在乎世间万象，在乎宇宙中最普通的一
切。没有人能对“荒谬”作出明确的定义，也没有人指出荒
谬的标准究竟在何处。或许在我们对“疯子”的言行做



出“荒谬”的评价时，他也在心里对我们的举止感到讶异呢!

“荒谬”的内涵太过深广，褒贬皆宜，但更多的是意味着一
种积极的人生态度。“荒缪”的过程不一定愉快，但结果却
一定是希望站在阳光更充足的地方，拥有更幸福的生活，就
如同海浪不断反复拍打岩石，只为使它坚强。读着这些生涩
的文字，我的心有着莫名的感到，是钦佩，亦是赞叹。当读到
“一个燃烧却寒冷、透明而有限的宇宙”时，我忍不住惊叹：
正是我苦苦久寻却又无法用语言说出的那个世界啊!心底的共
鸣如潮汐般密密地涌入脑海，我近乎幸福地想要落泪。指尖
抚过铅字，我仿佛可以感受到一个以不羁而绚丽的姿态燃烧
的世界，壮观得使人几欲痛苦。它在狂傲地叫嚣着，但我偏
偏听出了一种凉薄着却仍积极着的意味。这个世界浴火燃烧，
如同涅盘，是重生，是不顾一切，是无言的反抗和对幸福的
争取。

人生不在乎长短，最真实而宝贵的时刻即为当下。在每一个
当下做最真实的自己，让脸上的表情、肢体的动作、心底炽
热的情感都属于那个最爱、最真的自己，而不是多年后翻开
照片时的那个连你自己也反感的陌生人。

十六岁的年龄，正是如梦般的花季，有着炽热的心、奔腾的
热血和坚强的毅力，但也有偶尔的迷茫和“欲赋新词强说
愁”，如小小愤青一般将“荒谬”挂在嘴边。只是现在，我
读懂了“荒谬”是另一种追求，另一种不懈，是另一种人生
前进途中更为积极进取的姿态，自此，雄关漫道真如铁，而
今迈步从头越，让我们开辟一片属于自己的瓦蓝色的天空!

那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自负，那种“举杯邀明月”的
孤独，那种在孤独与自负时可以只与自己影子对话的坚
持——加缪笔下，这究竟是怎样一种令人心醉折服的“荒
谬”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