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杂文读后感 鲁迅杂文的读后感(通
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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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
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
家能够喜欢!

杂文读后感篇一

今夜，抑郁的我徘徊在窗口，拉开抽屉，一碟书本整齐的摆
着。我最爱不释手的却是那本最不养眼的泛黄的破旧的《鲁
迅全集》我静静的坐下来，打开书本。

读鲁迅的散文，一种家的温馨，相互做乐的甜蜜油然而生。
眼前浮现出对童稚的向往和迷恋对未来的憧憬与仰望。鲁迅
的唯一一部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生动的呈现了一幅
幅温馨，甚至催人泪下的画面。唯一一部散文诗集《野草》
同样能使人感受到那种激情，蓬勃。《阿长与山海经》便用
了欲扬先抑的手法，后仅一句“我似乎与找了一个霹雳全体
都震悚起来。”便将对岸唱的敬爱，刻骨铭心的敬意体现得
淋漓尽致。“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的怀里永安她的魂
灵。”则表现了对啊常的思念之情。可以说阿长是鲁迅一生
值得尊敬，感激的人。鲁迅数篇文章中皆有提到长妈妈。可
见作者对阿长情谊之深，思念之切。

读鲁迅的文章反差极大，讽刺小说更是脍炙人口，让人忍不
住跳出一词“痛快”。

与上相比《五猖会》则略胜一筹写出了作者对五猖会的喜爱，
同时“我至今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那是叫我背书”
我反复阅读，体会其深刻含义，这表现了父亲对儿童心理的
无知与隔膜含蓄的批判了封建思想习俗的不合理。



《故乡》前后对比的写法，写出了前、后故乡人的变化之大。
深刻地表现了封建思想麻木人们的神经。也集中体现了作者
为改变新中国命运的决心。以《孔乙己》为例鲁迅用精妙的
手笔，展现出主人公善良、淳朴，却又固守读书人的架子，
将自己禁锢在封建思想中。最终被岁月摧残死去。我想：路
是自己走出来的。人生需要自己把握。倘若他能冲破封建的
牢笼，选择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他也许不会走上封建社会
为弱者铺设的道路。

杂文读后感篇二

《鲁迅杂文精选》这本书收集了鲁迅的部分杂文，充分表现
了鲁迅先生的坚韧人格和鲜明个性。杂文虽然古已有之，然
而直到到了鲁迅的手里，杂文的艺术魅力和思想潜力才充分
表现出来。在艺术形式上，鲁迅的杂文擅长分析，以其高度
严密的论证，总能够在有限的篇幅里，一针见血地把道理说
得深刻透彻，因此具有高度的说服力。同时，鲁迅杂文特别
擅长使用讽刺手法，把社会上公然的、常见的、奇的，但却
不合理的事物，加以精练、夸张，给予辛辣的讽刺，使其文
很有感情力量，常常能制强敌于死命。鲁迅经常运用典故或
自己创造的故事，以具体生动的事例，来论述抽象的道理。
总之，鲁迅的杂文，形式丰富多彩，手法不拘一格，莫不清
新独创，给予读者以隽永的艺术享受。

对于文明，它对封建旧文明旧道德、对资本主义文明、半殖
民地文明，对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等都进行了毫无保留的批判;
深刻地暴露并批判了国民劣根性，对国民卑怯保守的病态心
理作了深刻的剖析。对于社会，它对社会的一切黑暗、统治
者的凶残、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都给予了猛
烈的抨击和批判。与此同时，对于统治者的压迫以及文化界
同仁的污蔑攻击，鲁迅也不惜用杂文对他们进行毫不留情的
讽刺。

在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是《爬和撞》。它笔锋幽默，赋有



哲理性，是篇很有趣的文章。它议了爬，又议了比爬更高一
级的撞。就像英语中的比较级。它告诉我们：在生活中，用
一种方法去做某件事失败了，但不要灰心丧气，可以再试着
用别的方法去做啊。两次不行，再来一次，直到成功为止!到
那时，再回过头去看看你走过的路上那写努力是否值得?小时
候学习自行车，可老是学不会，但我和自己说：我一定要学
会。我想套用黑格尔的一句话宋陈述这件事：“只有经过长
时间完成其发展的艰苦工作，并长期埋头沉浸于其中的任务，
方渴望有所成就。”说的没错，在人尘的道路上难免遇到困
难，重要的是看你能否克服它!

读了鲁迅先生的杂文，我仿佛看到了他本人正在对社会、事
物做一个评判。文章详细的学出了作者的内心思想及观点。
我忽然也理解了许多，更多的思考像泉水般涌现出来，读了
鲁迅的文章真是能让人豁达开朗!

杂文读后感篇三

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
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

许多为爱的献身者，已经由此得死。在其先，玩着意中而且
意外的血的游戏，以愉快和满意，以及单是好看和热闹，赠
给身在局内而旁观的人们;但同时也给若干人以重压。

这重压除去的时候，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

在异性中看见爱，在百合花中看见天堂，在拾煤渣的老妇人
的魂灵中看见拜金主义〔2〕，世界现在常为受机关枪拥护的
仁义所治理，在此时此地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委实身心舒服，
如喝好酒。然而《尘影》〔3〕所赍来的，却是重压。

现在的文艺，是往往给人不舒服的，没有法子。要不然，只
好使自己逃出文艺，或者从文艺推出人生。



谁更为仁义和钞票写照，为三道血的“难看”传神呢?〔4〕
我看见一篇《尘影》，它的愉快和重压留与各色的人们。

然而在结末的“尘影”中却又给我喝了一口好酒。

他将小宝留下，不告诉我们后来是得死，还是得生。〔5〕作
者不愿意使我们太受重压罢。但这是好的，因为我觉得中国
现在是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日，鲁迅记
于上海。

〔1〕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
《尘影》一书，题为《〈尘影〉序言》，稍后又刊载于一九
二八年一月一日上海《文学周报》第二九七期。

〔2〕在拾煤渣的老妇人的魂灵中看见拜金主义这是针对胡
适“提倡拜金主义”的文章而说的。该文说：“美国人因为
崇拜大拉(按“大拉”是英语dollar的音译，意思是“元”，
后泛指金钱)，所以已经做到了真正‘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的理想境界了。……我们不配骂人崇拜大拉;请回头看看我们
自己崇拜的是什么?一个老太婆，背着一只竹箩，拿着一根铁
杆，天天到弄堂里去扒垃圾，去寻那垃圾堆里一个半个没有
烧完的煤球，一寸两寸稀烂奇脏的破布。——这些人崇拜的
是什么!”(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语丝》周刊第一五六期
《随看录三》)

〔3〕《尘影》中篇小说，黎锦明作。它描写一九二七年蒋民
党背叛革命前后南方一个小县城的局势。这个小县城在大革
命中成立了“县执行委员会”和“农工纠察队”，斗争了地
主豪绅;但在蒋叛变革命时，当地土豪和各色反动人物，与民
党军官相勾结，对革命力量突施袭击，屠杀了许多革命者和
工农群众。

〔4〕《尘影》中有这样的描写：大土豪刘百岁被捕，群众要
求将他处死。他的儿子用几千元向混进县党部当委员的旧官



僚韩秉猷贿赂求救。韩贿赂后宴请同党商议，说是“人家为
孝道，我就为仁义”，最后商定将刘百岁放出。“三道血”
是书中主要人物县执行委员会主席、革命者熊履堂在时局逆
转后被杀头时所溅的血;“难看”是旁观者的议论。

〔5〕《尘影》最末一章描写熊履堂被杀时，他的儿子小宝正
从幼稚园放学出来，唱着“扫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曲，但
未叙明后来结果如何。

杂文读后感篇四

《热风》：

这是鲁迅写于19到1924年的杂文集。当时中国处在最黑暗的
时代，许多志士仁人在探索社会病根所在，文化界有无情的
冷嘲和有情的讽刺。鲁迅在“题记”中说：“我觉得周围的
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
风》。”

《坟》：

这是鲁迅写于19至1925年的一本论文的杂文集，1927年在厦
门时出版。作者说将有关文章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
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是留恋。”这是作者的自谦之词。

《三闲集》：

这是鲁迅1927年在上海所写的.杂文集。此集是战友误解的记
录，当时创造社的人说鲁迅“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
鲁迅就拈过来命名自己的集子。

《二心集》：

此集收入鲁迅1930年到1931年写的杂文。当时国民党反动派



攻击鲁迅的“拿苏联卢布”，还编《文艺贰臣传》。鲁迅承
认自己不是统治者的“忠臣”，确有“二心”，对自己出身
的阶级也“有一点携贰的心思”，因而取名为《二心集》。

《华盖集》：

这是鲁迅写于1925年的杂文集。“华盖”是星名，星相家说，
和尚交华盖运是成佛的好运，俗人交华盖运就会被罩住，碰
钉子。该集的一些短文是冲破重重阻挠才发表出来的，集名
表现了对反动当局的愤懑之情。

《而已集》：

此集收鲁迅1927年在广州有上海所写的杂感。“而已”属文
言语气词，是“罢了”的意思。面对敌人的血腥暴行，鲁迅
说：“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了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软
刀的，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杂文读后感篇五

柔和的阳光挥洒在琉璃般的玻璃茶桌上，闻着茶随风飘散的
淡淡清香，打开那本崭新的书本，我要再多次品读手中的这本
《鲁迅杂文精选》。

杂文，顾名思义，是指现代散文中以议论和批评为主而又具
有文学意味的一种文体。是随感录、短评、杂说、闲话、漫
谈、讽刺小品、幽默小品、知识小品、文艺政论等文体的总
称。

而《鲁迅杂文精选》这本书收集了鲁迅的部分杂文，充分表
现了鲁迅先生的坚韧人格和鲜明个性。杂文虽然古已有之，
然而直到到了鲁迅的手里，杂文的艺术魅力和思想潜力才充
分表现出来。在艺术形式上，鲁迅的杂文擅长分析，以其高
度严密的论证，总能够在有限的篇幅里，一针见血地把道理



说得深刻透彻，因此具有高度的说服力。同时，鲁迅杂文特
别擅长使用讽刺手法，把社会上公然的、常见的、不以为奇
的，但却不合理的事物，加以精练、夸张，给予辛辣的讽刺，
使其文很有感情力量，常常能制强敌于死命。鲁迅经常运用
典故或自己创造的故事，以具体生动的事例，来论述抽象的
道理。总之，鲁迅的杂文，形式丰富多彩，手法不拘一格，
莫不清新独创，给予读者以隽永的艺术享受。

对于文明，它对封建旧文明旧道德、对资本主义文明、半殖
民地文明，对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等都进行了毫无保留的批判;
深刻地暴露并批判了国民劣根性，对国民卑怯保守的病态心
理作了深刻的剖析。对于社会，它对社会的一切黑暗、统治
者的凶残、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都给予了猛
烈的抨击和批判。与此同时，对于统治者的压迫以及文化界
同仁的污蔑攻击，鲁迅也不惜用杂文对他们进行毫不留情的
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