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日出读后感 日出的读后感(优秀5
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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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日出读后感篇一

《日出》以30年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天津
为背景，以"交际花"陈白露的华丽客厅和翠喜所在的三等青楼
“宝和下处”为具体地点，展示了“有余”和“不足”两个
社会阶层完全不同的生存状态，实现了对“损不足以奉有
余”的社会的揭露。全剧共四幕，其时间分别为：黎明，黄
昏，午夜，凌晨。作品主要描写了三类人物：一是受五四新
文化影响而在社会上发生不同变化的青年学生，如堕落为交
际花的陈白露、仍然向往光明的方达生;二是"有余者"的代表
和附庸，如银行家潘月亭、大丰银行襄理李石清、富孀顾八
奶奶、面首胡四、打手黑三、洋奴张乔治、大旅馆茶房王福
升以及没出场的恶霸金八等;三是社会底层的“不足者”，如
青楼翠喜、被银行抛弃的小职员黄省三、不幸落入黑会之手
的小东西等。

在作品中，潘月亭、李石清和黄省三，构成了一个既互为对
照又互为补充的“三段式”人物链，很好地表现了“有余
者”和“不足者”的对立和变化。潘月亭和黄省三可以看作是
“有余者”和“不足者”的代表，而李石清则可以看作是
从“不足者”变为“有余者”的典型。因此，作品中的“潘
李之间的冲突”和“李黄之间的冲突”都是作者有意识地
要“着力”描写的重点片断，其主要目的就在于让人们看
到“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的“残忍”。



李石清是一个极端自私而又阴险狡猾的人，而黄省三则是一
个非常神经质而又胆小怕事的人。通过李黄之间的冲突，可
以清楚地看到李石清从“不足者”变为“有余者”的动因。
黄省三现在的处境，就是李石清的过去，也有可能是李石清
的另外一种前途，如果他不是像现在这样丧心病狂地不择手
段往上爬，他完全有可能落入或重新落入黄省三的境地。反
过来说，如果黄省三也像李石清一样有心计有手腕还有胆量，
他也可能成为李石清第二。而李石清如果拥有了潘月亭的钱
财和权势，他就会比潘月亭更加贪婪和荒淫。现在的李石清
就如同“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在对待媳妇时就比当年的
婆婆更加残忍。李石清非常看重自己现在的"襄理"位置，他
深知自己往上爬的艰辛和屈辱，他看见了现在的黄省三就像
看见了过去的自己，他从心底里瞧不起像黄省三这样的怯懦
者和失败者。

看完《日出》，发现曹禺老先生的笔挺有意思，不论角色大
小，戏份多少，一律是精工细雕、潜心刻画，很有点人人平
等的民主意识;曹禺老先生的这枝笔没有“角色歧视”，绝对
不会因为是主角就浓墨重彩，是配角就轻描淡写，有时候甚
至对一些小人物也会不惜工本地大加渲染，让人读来如见其
人，传神之至。如果说十个人读完《日出》，领会出十个潘
月亭、十个陈白露，那，也绝对只有一个王福升，一个黄省
三。王福升是个小人物，不是仔仔细细一字不漏地看完《日
出》，是很容易忽略这个小角色的。然而，我相信曹禺在写
《日出》的时候，一定是在这个小人物身上下了不少工夫。

这不仅是个贯穿全剧戏份颇重的角色，更是贯穿全文的一条
锁链……事实上，作者不光是想让这个旅馆茶房起到连接人
物与人物、幕与幕之间的联系作用，更多的是想通过一个王
福升写出当时相当一大部分人的生活和心态。王福升欺软怕
硬。对于社会地位不如自己的，向来是恶语相加，极尽漫骂
欺压之能事，就像阿q看到小尼姑一样。看到在工地上没日没
夜干活的工人，他就骂他们“天生吃窝窝头就咸菜的脑袋”、
“天生的穷骨头”;碰到落魄潦倒的失业小书记，他更是摆出



一副流氓的架势。当然，他也偶尔也会显露出对有钱人的鄙
夷之情，阿q一下。比如他讲到顾八奶奶，便讽刺她“老来
俏”，“人老心不老”。

不过他也很现实，为了能养家糊口，他一向是八面玲珑、小
心翼翼地伺候着旅馆里的每一个有钱人，极尽奉承献媚之本
领。王福升这种矛盾的性格在一次接听电话时表现得淋漓尽
致……电话是金八，一个有权有势的大地痞打来的，然而王
一开始并不知道，于是好戏便开场了……“喂，你哪儿?你哪
儿?你管儿?我问你哪儿，我问你要哪儿，你管我哪儿?”然而
当王得知对方的庐山真面目后，完全像换了一个人似
的……“你姓金?啊，哪，您老人家是金八爷!我不知道是您
老人家。”这时，金八当然不会饶过这个不知好歹的小茶房。
不过一向逆来顺受惯的王福升仿佛很光荣地听着对面传来的
阵阵漫骂，还不时地答应着“是……是……您骂得对!您骂得
对!”这时，一个小茶房两面派的形象一下子跃然纸上了。

让人不由对曹禺老先生这支生花妙笔佩服得五体投地。福升
身上有许多阿q的特质，然而，他也有自己的特点：他狡诈世
故非常圆滑，不同于阿q的迂腐死板;他的圆滑也帮助他在残
酷的社会中谋得一席之地，不至于落得一个临死都不知道怎
么会死的悲惨下常我想，作者之所以没有给王福升安排一个
阿q式的“传奇”结局，或许是为了塑造一个更为大众化的小
人物形象，用他的大众化来代表那个时代的那一批人，用他
们仰人鼻息、苟且度日的生活形态来衬托一个金钱至上、弱
肉强食的严酷社会背景。如果说王福升的形象还不足以描绘
当时“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现实，那剧中的另一个
小人物…………黄省三便是一个更鲜活的例子。黄省三一出
场，作者就大笔一挥，破例用大半页的篇幅给他作了个“速
写”。这段描写在整个剧本中是少有的详细，也是绝对的精
彩。黄省三是这样亮相的——“他很畏缩地走进，带着惭愧
和惶恐的神气。惨白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嘴唇冻得发
紫……一双乞怜的眼睛不安地四面张望着……”和王福升一



样，黄省三的亮相后面也有着成百上千黄省三们的影子。他
们畏畏缩缩，胆战心惊地过日子，很可能就这么小心谨慎地
过一辈子。

可是，曹禺老先生却偏偏不这么写，黄省三已经小心谨慎了
四十几年，作者不想让他的下半辈子在平庸和平静中度过。
于是，他失业了。老实胆怯的黄省三找到了经理秘书李石清，
向他诉苦。这一出简直像是一个小职员的自白，从黄的独白
中，我们可以深深感受到一个兢兢业业的小职员在社会中的
辛酸与无奈。他善良老实，卖命地工作，从来没有卡公司的
油;他念过书，有自尊心，从来没干过违法乱纪的勾当……一
个典型的安分守己的好公民。可是，他失业了。

因为没钱，他的老婆跟人跑了;家里一大堆孩子饿得直叫;付
不出房租，眼看就要露宿街头;自己身上也有一大堆毛病没法
治……就是这么一个可怜到家的小人物，奔走求告了半天，
也没讨来一丝同情，更不要说工作了。这时候的黄省三已经
够可怜的了，可是作者还嫌不够。原来的黄省三老实本分，
现在失业的黄省三窝囊潦倒……作者决心让他做一件既不本
分也不窝囊的事情……于是曹禺老先生又大笔一挥，这下黄
省三出名了……他用鸦片烟毒死了自己的孩子，轮到自己了，
却没有鸦片了，于是他就去跳河，又没跳成。虽然尾声部分
还是挺窝囊，至少老实窝囊的黄省三还是做了一件能上报纸
的事。

黄省三的最后一次亮相比他的出场更具戏剧性……“他幽然
地进来，如同吹来了一阵阴风。他叫人想起鬼，想起从坟墓
里夜半爬出来的僵尸。”“他的神色阴惨，没有表情，不会
笑，仿佛也不大会哭……”……黄省三疯了。黄省三的悲剧
结局又让我想起阿q。然而，除了怯懦，黄的身上没有阿q的一
切缺点。

可是他的结局却比阿q更悲惨……阿q是活得糊涂，死得更糊
涂;黄省三却是活得认真，死得也清醒。他是在把一切能让他



苟且度日的法子都想清楚了之后再下最后的决心的。他寻死
前一定也反复地挣扎过……可是严酷的社会现状由不得他
活……尽管他曾是多么的老实本分，兢兢业业。《日出》是
出悲剧。剧里的人死的死，疯的疯，活着的大多也快死，或
者快疯了：陈白露自杀了;小东西自杀了;黄省三疯了，李石
清、潘月亭也快了。这些固然能让人掩卷遐思上半晌，可是
我仍然觉得那些小人物的命运更能触人心弦，更能揭示出在
当时那个社会中人们互相倾扎、谋取生存空间的残酷事实，
使人觉醒，催人奋进……或许这就是曹禺老先生写《日出》
的用意所在吧。

日出读后感篇二

《日出》创作于1935年，该剧以交际花陈白露为中心，描绘
了日出之前高级旅馆与下等妓院内黑暗的社会生活，揭露了
旧中国剥削者的荒淫和残暴，剖示了被压迫者的痛苦和悲惨。

在《日出》中，反复出现着这样一句话：“太阳升起来了，
黑暗留在了后面。但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不禁
让人觉得无比的悲哀与无奈，在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
世界里，无论是奢侈糜烂的资产阶级，还是为生活苦苦挣扎
的小人物，都在黑暗中生活忙碌，太阳照不进他们存在的阴
暗角落，感受不到阳光的温暖，展露出的或是人性的丑恶与
扭曲，或是对不公世界的控诉和无可奈何。

陈白露，这个处于社会边缘的青年女性，她的名字似乎就暗
示了她的命运。她是黑夜里一颗晶莹的露珠，弥漫的夜气给
她蒙上一层污垢，但她的内心是纯洁的，透明的，盼望着日
出，向往在阳光下一展清亮的光辉，可没等太阳出来，就消
失了。陈白露的性格中交织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作为一个交
际花，我们看到腐朽的生活给她的性格打上的烙印。她抽烟、
打牌、喝酒、嘲弄着男人，以至有人说她是“玩世不恭、自
甘堕落的女人”。但有时她做事又是那么的认真，她清醒地
认识到自己正在一步步地走向黑暗的深渊，但却陷在物欲的



享受中难以自拔。曹禺先生这样评价陈白露：“她才二十三
岁，时而像是久经风尘，时而又像单纯的少女；时而玩世不
恭，时而满腔正义；时而放纵任性，时而感伤厌世……”她
是出身在“书香门第”的“高才生”。在堕落风尘前，还是
社交的明星。这一切条件造就了她自尊、自负的性格。她看
不起潘月亭、顾八奶奶、胡四和乔治张那样的人，明白“这
些名誉的人物弄来的钱”并不名誉；但她又混迹于他们中间，
享受着物质上的丰裕生活。她要尊严，又很骄傲。她的优裕
生活明明是像潘月亭那样的人给她的，但她却说：“我没有
把人家吃的饭硬抢到自己的碗里。”“我的生活是别人甘心
愿意来维持的'。”“这样弄来的钱要比他们还名誉得多。”
对待潘月亭、乔治张这一行人，陈白露也并不像一般的交际
花那样曲意奉承、唯唯诺诺，反而可以说是不留情面。在潘
月亭面前，她表现得十分任性，只是为了救小东西才第一次
谢谢潘月亭、第一次说他是个“好人”。陈白露和那些喜欢
她的男性之间，与其说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不如说是
征服与被征服、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更为恰当。

陈白露也曾经幻想过幸福而浪漫的爱情，就像许多“未经世
故的傻女孩子”一样“羡慕着自由”、“憧憬着在情爱里伟
大的牺牲”。但她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生活中意外的幸福
或快乐毕竟总是意外，而平庸、痛苦、死亡永不会放开人
的”。应该说她的悲剧是必然的，因为她拒绝的不是爱情，
不是自由，而是普通人的平淡生活。这是“解放”的小资产
阶级知识女性的爱情追求，带有幻想性，并不了解什么是真
正的爱情。既又追求那种海市蜃楼般的爱情，又不懂得爱情
的意义。所以,婚后的“平淡、无聊、厌烦”，只能是个性思
想解放给她带来的精神悲剧。这位“夕阳天使”，在希望破
灭之后，选择用自杀的方式告别生命，她悲哀地发现：“我
救不了小东西，正像我救不了自己。”

剧中还有许多人物，像“老实、迂腐、怯懦无能”的黄省三，
机敏狡诈又巧于逢迎，最终历尽人生大喜大悲的李石清，相
比于这些在黑暗中生活而混沌着挣扎的人，方达生则让人看



到了一丝天亮前的曙光，他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
明，“……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而且太阳是我
们的，我们正醒着。”在戏剧的最后，他竟然下定决
心：“我只是想有许多事可做的。我们要一齐做点事，跟金
八拼一拼……”尽管可以料想的到这种反抗无疑于以卵击石，
但是我认为一切对时代黑暗的反抗都是从懵懂幼稚走向成熟
清晰的，相对于陈白露的看透一切的厌世与诸多小人物的委
曲求全，方达生不是更能给人一种精神上的安慰与鼓舞吗？
就如夯歌那“浩浩荡荡向前推进的呼声”，呼唤新的世界，
新的文明。

日出让那些背弃阳光的人在黑暗中沉沦，让追求阳光的人向
着光明走去，这并非是空漠的幻想。作者用日出的万道曙光
来照亮世界，来给予人们希望与力量，这是对人性心灵的救
赎，也是对整个民族，整个时代的疾呼与救赎。

日出读后感篇三

刚毕业的时候，与朋友合租，早饭就是电饭锅煮的粥和鸡蛋，
晚上放好各种米和豆子，预约一下就好了。婚后变懒了。周
一至周五在外面吃早餐，无非就是烧饼、包子、粥等等，周
末或许在家做，也就是煮个面、炒个剩饭之类。偶尔也会心
血来潮炒个菜，煮个粥，当成个正餐忙活一通。当然会烦哪，
不知道吃什么，不想做、不会做。只能眼看着朋友圈里晒出
来的美图，心生羡慕嫉妒恨。

看到这本《独立日日出之食》的时候，我的心中是很惊喜的。
完全被封面和介绍降服，对田螺姑娘无限崇拜。赶紧订阅了
公众号，原来已经有几万人追随着她的脚步。

像这种图文并茂的书，漂亮又有质感，一见到就喜欢上了。
文字和内容都很实在，简单直接，又像朋友聊天畅快交谈，
做什么餐、用什么家什、再带一些日常小技巧，让人觉得这
就是身边的活宝。



早餐不同于其他两顿正餐，可用的时间比较少，尤其对于很
多辛勤的上班族来说，早上多睡一会就是一整天的幸福开启
方式了。所以关键就是一个字，快。书里提供了好些快手又
丰富的早餐样式，中式的、西式的、混搭的，想吃哪种按图
索骥。只是美味的早餐可不全是早晨那几分钟的事，要提前
准备好顺手的厨具和喜欢的食材，统筹好时间才能游刃有余
啊。

虽然很多人在大赞作者陈慧宇@田螺姑娘“我们努力工作是为
了吃得更好，而不是生活得更累”的有温度的生活态度，但
我更赞赏她勤奋、积极的行动人生。了解到她原来是互联网
公司的产品经理，每天朝九晚六的工作，还能在业余时间凭
着一份热爱和分享的心推送美食特辑，又凝结为这本精美的
书，光是这股一往无前的劲头相信已经征服了很多人，更不
用说这其中必需的时间和精力安排（利用午休时间编辑公众
号），更是值得我等同辈人学习。凭着对生活和家的热爱以
及做早餐的兴致，姑娘就一点一滴的做了两年，认真地做、
认真地分享。所以老天也会眷顾这颗勤力、认真的心吧，众
多粉丝和喜爱也让姑娘多了一种新的体验、新的收获。这种
积极的付出和收获真是让人觉得正能量满满啊！

积极的去做，去行动吧。想要做的事、达成的目标一直在那
里，如果只说不做，它们不会一点点的靠近。做早餐是这样，
克服懒癌也是这样。叫醒我们的，或许不只是一顿可口的快
手早餐，更是心中小心愿的点点火苗。行动起来，为明天早
上一顿可口的快手菜，更为心中愿望的一点点靠近。想要的
生活，只愿更好，用行动说明一切！

日出读后感篇四

日出的景象壮观迷人，这日出在巴金爷爷的笔下显得格外迷
人，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吧!

巴金爷爷为了看日出，常常早起。说起日出，我也看过。



有一次我去乡下，因为有事情，所以5点多钟就起来了。我坐
在车上，看见一个小圆盘，我认真看了一会儿，原来是太阳。
慢慢地，太阳出来了小半边，可是太阳象一个害羞的小姑娘，
始终不肯出来，但是由不得她，她扭扭捏捏地上来了，将她
的光芒洒向大地。我欢呼着：“妈妈，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
了!”

我觉得巴金爷爷写得很美用了许多优美的句子。也让我联想
到了20xx年的事情。

今天，我们学完了《海上日出》这篇课文，心中就如洪水泛
滥，久久不能平静。

大海终于托起了初生的火红的太阳，再次使其冉冉升起，宣
布了黎明的开始，也告知了黑暗的结束，灿烂的阳光再次照
耀着生机勃勃的大地，使万物和谐相处，无比温馨。

平凡的日出，在巴金爷爷的笔下竟然被描绘得那么形象，那
么充满活力!那样的一轮红日满载着神圣的希望，是如此的美
好，如此充满憧憬。

我们少年儿童难道也不是一轮轮初升的太阳吗?只要冲出阻力，
冲破云层，就能使大地阳光普照，充满温馨。我们现在一定
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将来一定会像一轮太阳般把光明与
热量贡献给祖国，为人类社会创造更加灿烂美好的未来!

日出读后感篇五

“太阳就要出来了，黑暗即将过去”这是陈白露常说的那句
话，她既希望自己的光明到来，又在黑暗中挣扎着思考，她
到底需不需要步入光明的人生?每次当她有一点想要摆脱时，
那些帐单，无时不刻不在她面前晃悠，使她又一次陷入沉沦
之中。



这就是社会，这就是人生，它黑暗的见不得一丝光，他丑陋
的不得见人，它在社会上普遍存在却不为世人所知晓。一群
看似富有的爷们，姐们整天花天酒地与外面的那些民工形成
鲜明的对比，两种人生，两种截然不同得人生，把他们从此
隔离。压迫与被压迫的结果，而没有人出来反抗，都是唯唯
诺诺的看者那些所谓有钱人的嘴脸。

《日出》中的黑暗的社会，把一个个善良得人逼进了黑暗的
深渊，小东西被买进了那种地，永远也不能翻身了，即使是
逃跑了，挣扎了，反抗了，最后还是失败了。因为一个人得
力量是如此弱小，根本不可能推翻整个黑暗，混沌的社会。
所以只有每个受到压迫得人站起来，拧成一股强大得力量，
他们才有可能翻身当家做主人，才能使这个黑暗的社会有一
丝光明射近来，只有到那个时候光明才回真正的到来。

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
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
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