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子夜读后感 子夜读后感读子夜有
感(优质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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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子夜读后感篇一

一声叹息，叹近代中国的堕落。

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中国已完成沦为洋人的半殖民社
会。香港、上海、厦门、武汉、沙市……一个个租界象最肮
脏的污点，被泼洒到神州大地。洋人肆虐着，咆哮着，中国
人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国将不国。

一声叹息，叹近代中国工业的堕落。

二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军阀混战、战乱频频的年代。作为
一个资本主义还没发展健全，工业刚刚有些起色的国家来说，
这并不是什么好事。可怜的企业家们，面对着外国大洋商及
战乱的双重打击，已经无法再苦苦支撑，纷纷破产。

一声叹息，叹近代中国人性的堕落。

刚刚读《子夜》的时候，最前面的章节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可是细细想来，可谓意味深长。吴老太爷的死后蕴含的难道
不是中国旧社会从旧到新的迅速发展吗?可是，正因为发展得
过于迅速，一些不良现象没有得到处理，反而扩大、蔓延，
最终在人心中埋下了邪恶的种子。

刘玉英、徐曼丽、九姨太，一个个不守贞洁、妖冶的女人代



表的难道不是那个时期女性人性的堕落吗?象曾家驹这样对穷
苦人无尽剥削，对上司却象一条狗般点头哈腰，失去了人最
起码的尊严的人不也象征了人性的堕落吗?还有为得到一些公
债上消息而甘愿将女儿送入虎口的冯云卿、花钱买官的李壮
飞，还有一些天天戏耍玩闹、不知关心国家大事的青年男女
们，不正是那个社会的真实写照吗?现在想来，反而是那个即
将入土的吴老太爷人格最高尚了。

或许，作者写《子夜》的初衷，便是在叹息这个堕落的社会，
去让后人明白，了解一个真实的旧社会吧。

子夜读后感篇二

写成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子夜》，诗作家矛盾对己所处时
代城市内部的变动与新生所展开的全方位描绘，它“包罗万
象的任务和事件之大之广，乃近代中国小说少见的”。这其
中，内外交迫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依仗外权的买办资产阶级的
较量，农民的破产和工人的抗争，工商业的若内强食，知识
分子的苦闷与迷惘，都在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的悲剧这一条主
线上展开。

小说人物吴荪甫的性格是多质的，处在多方面的社会关系和
利益关系中，他呈现出各种矛盾和反逆的情态。不同于没落
地主阶层的吴老太爷，他是现代社会中刚毅、果敢、有胆略、
有魄力的民族资产阶级新人。他抵制外国资本的侵袭，在买
办资本家赵伯韬的要挟利诱面前不失胆色，机缘到来的时候，
他不择手段地侵浊弱小资本家的产业，对付工人，他软硬兼
施，竭尽所能的剥削工人，镇压工人。

家庭生活中，他又是冷漠、专断和狂躁的。吴荪甫是诗强悍
的，也是虚弱的，在他刚愎自用的气概下掩盖的是那纷乱惶
惑，躁动不安的灵魂，积贫积弱并不断受到外来资本挤压的
中国民族工业的生长环境，使吴荪的才能无法施展，他不能
不感到自己政治、经济上的软弱无力，这种软弱性是吴荪甫



潜在的个人性格的弱点，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所
致。

在《子夜》这部书中，许多事态情节平行共识，多线纷呈。
交易商公债的起落消长，诗贯通始终的一条主线，还有知识
分子和女性群体的线索、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线索。尽管
对农运的描绘在全书中有些游离，但是这些不同的叙述脉络
无意使整体布局张弛有致，错落有序。

就语言风格来看，《子夜》长于对人物和场面的工笔描画，
客观细致的情状抒写同深入的剖析融合起来，起伏跌宕，舒
缓有节，独居才情。

4、《子夜》读后感——700字

当我读完文学巨匠茅盾的《子夜》一书时，不禁陷入了沉思，
且深深感受到英雄有用武之地是要有良好的社会大环境的。

应该说小说中的主人公吴荪甫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只
不过他是一个失败了的英雄。他出身世家，实力雄厚，游历
过欧美，学会了一套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有着十八世纪法
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和气魄。他的理想是发展民族工业，摆脱
帝国主义及买办阶级的束缚，最终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走
向富国强国之路。因此在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斗争中，他
表现出果敢冒险刚强自信的性格。

他沉着干练、刚愎自用，似乎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振兴带来了
希望。但是在强大的帝国主义面前，他连连失败，节节溃退，
乃至于遭灭顶之灾，使梦想破灭。吴荪甫这样在当时出类拔
萃的企业家尚且如此，更何况是等闲之辈。这是一个时代的
悲剧，这是一个民族工业生不逢时注定要失败的时代。

与兄弟企业友善竞争，与外资企业强强对话，他的事业红红
火火，如日中天;他的理想正在变为现实。他又恢复了他“三



先生”的自信、胆略、智谋与手腕，他把自己的丝布、火柴、
胶鞋等产品打造成响当当的世界名牌，他带动国家的民族工
业兴旺发达，他让东洋人、西洋人自愧不如……时势造就
了“吴荪甫”这个民族工业的大英雄。

然而，这终究不是真的，吴荪甫毕竟是《子夜》中的文学形
象。但是，生不逢时的吴荪甫所追求的理想正由生逢盛世的
千万个“吴荪甫”的后来者变为现实。

这一点，我们是坚信不疑的。

子夜读后感篇三

瞿秋白曾评论《子夜》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
功的长篇小说。1933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
子夜的出版。”

翻开《子夜》，一幅关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风云变幻的
辽阔画卷徐徐展开，在这本书中我们能够看到整个时代的发
展趋向和波澜壮阔，看到内外交迫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依仗外
权的买办资产阶级的较量，农民的破产和工人的抗争，工商
业的弱肉强食，知识分子的苦闷与迷茫，看到黎明前最后一
抹黑暗的笼罩。茅盾先生以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金
融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为主线，贯穿起《子夜》
全文，围绕这一主题展现了那个时代群集在上海的纷纷色色
的各阶层人物。

子夜最深刻的一面在于它揭示了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中国工业
是永远得不到发展的这一历史必然法则。（w当时在有关中国
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托派分子曾竭力扩散帝国主义的入侵推
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占
优势，中国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的xxx论调。《子夜》关于
吴荪甫这个典型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刻画，给了托派这种谬
论以有力的回答。



小说的开端，封建地主吴老太爷在进入到现代资本主义气息
浓厚的上海后迅速因刺激太大而身亡，死时还不忘抱着自己的
《太上感应篇》。他与曾沧海那类地主是不同的，他早已是
封建主义的朽骨，而无法融入被资本主义滋染过的上海社会。
在吴老太爷的葬礼上，各色人物开始登台亮相，而主人公吴
荪甫因投入巨大资产的家乡双桥镇农民造反，城里的裕华丝
厂工人怠工而陷入第一个难局。

综观全文我们可以看到吴荪甫是一种多种性格的复合体，处
在多方面的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中，他呈现出各种矛盾和反
逆的情态。与没落地主阶级的吴老太爷那一类人不同，他是
现代社会中刚刚崛起不久的刚毅、果敢、有胆略有魄力但又
残忍无情的民族资产阶级新人。

他在外国资本的压迫、在买办资本家赵伯韬的要挟利诱面前
不失胆色，坚定自己发展民族产业的信心。但他同时又不择
手段的侵蚀弱小资本家的产业，对付工人他软硬皆施，竭尽
所能地剥削工人、镇压工人。在他的家庭中，对他的妻子以
及一众亲人，他又是冷漠、专断和狂躁的。

吴荪甫是强悍的、刚愎自用的，同时也是虚弱的、无力的，
他一方面作为中国社会上一股新生的力量在挣扎，一方面受
到帝国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等多方面的压迫。这是他面临的
困境，也是无数中国资产阶级所面临的困境。

同时作者着力塑造了很多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记的形象。赵伯
韬是美帝国主义所豢养的买办金融资本家，是半殖民地的特
有产物。他凭借官僚政权的力量，操纵了上海的公债投机市
场，而且还一手扼住了民族工业的咽喉。他奸诈、狠毒、玩
弄女性，荒淫无耻。

冯云卿是封建地主的另一类典型代表，无耻、阴狠，在土地
革命风暴下逃往上海的“吃田地的土蜘蛛”。他把农民的血
汗拿来换取大都会里的“寓公”生活，同时在公债市场上进



行投机活动。为了金钱，他不惜出卖自己女儿的肉体来换取
情报。这一方面尖锐地揭示了走向灭亡路上的封建地主阶级
的无耻的精神面貌，另一方面也更多地展示了赵伯韬的无耻
荒淫的形象。

《子夜》的艺术结构是宏伟而严谨的，情节环环相扣，步步
推进，引人深入。全书以吴荪甫和赵伯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为主线展开，但与此同时，又或实写，或虚写，处处显示革
命力量的蓬勃发展。

结尾处对吴荪甫失败的命运的描写与工农红军日益壮大的描
绘，更是点明了中国真正的黎明所在。对于这篇小说来说，
它的文学价值或许都没有社会价值那么深远，茅盾先生以自
己对那个时代的洞察与了解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部巨著。纵
是子夜时分的黑暗力量仍然很强大，光明总会来的。

子夜读后感篇四

读一本书就像认识一个人，不管别人如何天花乱坠的给你推
荐，喜不喜欢还是你自己的事。

之所以这次没有叫《书评——什么什么》，是因为我读完后
并不喜欢这本书，我怕是我深度不够读不懂，所以就叫
做“读后感”吧。

这本书的作者是茅盾先生，小说以1930年5、6月间半封建、
半殖民地的旧上海为背景，以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为中心，描
写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和斗争。

我觉得在特定的时期是需要特定的书，这本书就属于这类。
国家危难而作者又有一腔爱国热血，在写作时也难免把情绪
带入其中，比如书的后半段，感叹号的使用明显加多，这种
情绪化的写作我是不认同的。既然是小说，那么你便站在旁
观者的角度把故事讲出来即可，没必要带着主观情绪。



其次，通读全书能看出来作者的野心不小，书中涉及很多人
物以及群戏，给我印象深刻的只有一段，其他的包括人物性
格塑造的都不是很鲜明，甚至有的人物有相似的感觉。作者
的野心并没有很好的实现，难免让人有些失望。

我想，无论书籍还是影视作品都存在“政治正确”这个问题。
尤其是在今天，凡是涉及到表达爱国情绪的电影或书籍时，
大家都在冷嘲热讽。比方说“爱国绑架”、“政治正确”，
有的人企图用这些词汇来表达自己“特立独行”的性格。我
倒认为，“政治正确”没什么问题，但是站在一个读者观众
的角度，我自然希望看到的作品是洞察人性的，而不是弘扬
爱国主义精神的。

子夜读后感篇五

他本应该是个英雄，只可惜生不逢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
的社会性质，注定了像吴荪甫这样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暗
淡前途，因而他的悲剧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

他始终执着而坚定着：“不！我还是要干下去的！中国民族
工业就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项了！丝业关系中国民族的前途
尤大！只要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中国工业一定是
有希望的！”他时常沉迷于对自己的未来的宏大企业的遐想
中，尽管最终他失败了，但这种精神不能不令人感动和钦佩。

“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不正如同吴荪甫的
遭遇？

正如《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一样，吴荪甫出众的才干、雄厚
的实力也遭到了别人的妒忌。在吴家，杜竹斋便是一条不折
不扣的大蛀虫。他在吴荪甫最为记得时刻，出卖了自己的妻
弟，受金钱的驱使投靠了赵伯韬。至此，吴荪甫建立欠打的
工业王国的美梦彻底破灭。同吴荪甫比起来，他这是大不义！



读罢《子夜》仿佛正处在那个“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