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狂人日记读书笔记(实用14篇)
个人简历是一份重要的求职材料，能够帮助雇主更好地了解
求职者的背景和能力，从而做出更准确的招聘决策。下面是
一些成功企业对于岗位职责的管理经验分享，供大家参考借
鉴。

狂人日记读书笔记篇一

《狂人日记》写的是一个狂人曾经一度疯狂，后来病愈了，
他就去做官，又重新融入到这个正常人的社会。所以，大家
可以看到，鲁迅一开始就已经给这个狂人制定了一个很不妙
的结局。别看你今天很深刻，明天你一旦恢复理性了，你
就“候补”去了，这里，他把一个人的觉醒看成是一场疯狂，
由于一场病，他才觉悟到某些真理，但这个东西很快就被抹
平了。

《狂人日记》里用两套文本，一套文言文，一套白话文。文
言文是代表了现实世界里的声音，而白话文则是代表了一个
狂人的内心世界的声音。这两个不同的文本，反应了两种语
言空间，也就是新旧文化的对照。

有人曾经说过，鲁迅这个故事里包含了他的老师章太炎的故
事。章太炎曾经说过：“世人说我是疯子，我就承认自己是
疯子，我就是这个时代的疯子。”章太炎先生是个无所畏惧
的革命学者，他说话有点大义凛然的。

在我的理解中，狂人与历史环境的对立，本身就是通过他的
病症来表现的，他的坚决与彻底的态度，都是与他对历史环
境的恐惧联系在一起的。狂人是被迫害狂，而非迫害狂，不
具有对他人的攻击性，他的联想与发作都是由他对外界的恐
惧而引起的。



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了不起，就是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为
标志，它不仅在语言上是一种根本变化，而且在思想内容所
到达的深度上，也远远在一般作品之上。

狂人日记读书笔记篇二

“吃人”……起来很不可思议……

《狂人日记》中"吃人"这个惊人的字眼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
人们的眼前，鲁迅借狂人之口，令人们意识到封建主义"吃
人"！这一振聋发聩的呐喊使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醒悟了，
震撼了！

文中一个不懂世事的疯子道出了世间的本质，而那些将“疯
子”称为“疯子”的人却故意装作糊涂，明明干出一些吃人
的勾当，却做起了“君子”。文中写道“他们一翻脸，便说
人是恶人”，及其“翻天妙乎，与众不同”的.处世原则更是
将封建统治阶级颠倒黑白的本领描述的淋漓尽致。他们“想
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遮掩，不敢直接下手”，这正是
他们缺乏勇气的体现。他们“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
了”，正如疯子对他哥哥的劝说中所说的一样：“吃人的人，
什么干不出！”的确，吃人的人，什么干不出！为了吃人，
竟连自己的同胞兄弟也要谋害。从中可以看出在封建社会中，
少的是亲情，多的只是杀害、暴力与凶残。所以，小孩子，
狗，医生，陈老五以及大哥，都在以同样凶残的目光看
着“我”这块肥肉，他们要“育肥我”，然后再逼“我”自
戕，这样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又偿了心愿”，多么狡猾
无耻与凶残！更可悲的是我们的孩子们，他们何以有此等的
心思呢？！无非是老子娘教的，“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
斜的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从字缝里看
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而如此无知善良
的“我”也在无意中成了吃人的人，成了吃人的人“销赃”
的同伙。所以他们将希望寄托于孩子身上，因此主人公在文



章的末尾高声呐喊：“救救孩子！”

文中"吃人"这个惊人的字眼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鲁迅借狂人之口，令人们意识到封建主义"吃人"！这一振聋
发聩的呐喊使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醒悟了，震撼了！

《狂人日记》一种自由的流露，一次正义的爆发。鲁迅先生
的声音在那个充满恶臭、血腥味的封建社会，唤起了沉睡的
人，沉睡的真的人，唤醒了整个世界！……别再沉睡了，崛
起吧。

狂人日记读书笔记篇三

书中最让人感悟深刻的还是《狂人日记》，《狂人日记》是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白话文小说。是中国现代小孩所史上具有
开山意义的作品，我们深深的为鲁迅先生的文采所倾倒。文
章讲述的是人吃人的世界，封建的社会对人的残害 当我们
以“狂人视角”对作者笔下的世界进行关照时，我们就开始
了解狂人眼中的世界真相：狂人忽然醒悟“传统”杀人、吃
人的罪恶枣周围人无法容纳清醒者开始对他进行迫害：加
之“疯”的罪名枣狂人重新屈服于恶势力，同流合污(或被
吃)。

依然是通过“狂人视角”关照周围世界的真相：敢于对世界
和人生做抽象思考的狂人，发现了人与人之间提防、倾轧、
残杀，并且已经成为一种难以扼止的恶性循环： 自己想吃人，
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
于是狂人呼吁人类和睦相处： 去了这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
饭睡觉，何等舒服。这只是一条门槛，一个关头。 他们可是
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
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 绝望当中狂人
呐喊、呻吟，发出“救救孩子……”的绝望之音。



鲁迅看到当时社会的无线黑暗，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被
封建的残余思想舒服，不可自拔。他敢于直面，敢于呼喊群
众奋起反抗。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
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
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
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
两个字是“吃人”! 另外，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
说二集序》中也曾表示《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
礼教的弊害”。 《狂人日记》成为了五四运动的范本，成为
反对旧文化的标本。

看了这文章之后，我们看到了新的曙光。看到新的希望。

狂人日记读书笔记篇四

初读狂人日记，没有完全看懂，再次阅读方才体会到狂人之
意。

狂人的狂，指的既是病理上的神经错乱，语无伦次，措辞荒
谬;还指了狂人在心态上的`一种病态变化——臆想所有人都
在对他进行迫害，并且吃人。

《狂人日记》写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它是鲁迅创作的第一个
短篇白话小说，也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学的第一篇杰出作品。
发表于《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

故事梗概：一个年轻人由于脑筋出了毛病，因此疑神疑鬼，
臆想所有人都在对他进行迫害，并且吃人，但不久之后由于
医生的治疗年轻人的疯病治愈了，重新进入了正常人的生活
轨道(赴某地候补矣)。

传统观念认为，鲁迅借狂人之口，抨击吃人的社会制度，事
实上，也只要狂人敢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语，但是，我和



妈妈共同认同这部小说的是对狂人精神状态的描绘，确实是
精到、准确，妈妈说以前课本很多革命小说都如过眼烟云一
般消散在历史尘埃中，而狂人却不会，我是第一次读这篇文
章，而妈妈则是重读，她认为，因为这篇小说和鲁迅曾经学
过医有关，这篇小说准确地写出了一种有迫害症和强迫症的
精神病人的形象，这篇作品成功不是其立意多么高，而是其
形象把握之准而名流文坛。

我现在不懂不要紧，过几年后，回过头再看看，也许会读出
不一样的感觉!

狂人日记读书笔记篇五

《狂人日记》写的是一个狂人曾经一度疯狂，后来病愈了，
他就去做官，又重新融入到这个正常人的`社会。所以，大家
可以看到，鲁迅一开始就已经给这个狂人制定了一个很不妙
的结局。别看你今天很深刻，明天你一旦恢复理性了，你
就“候补”去了，这里，他把一个人的觉醒看成是一场疯狂，
由于一场病，他才觉悟到某些真理，但这个东西很快就被抹
平了。

《狂人日记》里用两套文本，一套文言文，一套白话文。文
言文是代表了现实世界里的声音，而白话文则是代表了一个
狂人的内心世界的声音。这两个不同的文本，反应了两种语
言空间，也就是新旧文化的对照。

有人曾经说过，鲁迅这个故事里包含了他的老师章太炎的故
事。章太炎曾经说过：“世人说我是疯子，我就承认自己是
疯子，我就是这个时代的疯子。”章太炎先生是个无所畏惧
的革命学者，他说话有点大义凛然的。

在我的理解中，狂人与历史环境的对立，本身就是通过他的
病症来表现的，他的坚决与彻底的态度，都是与他对历史环
境的恐惧联系在一起的。狂人是被迫害狂，而非迫害狂，不



具有对他人的攻击性，他的联想与发作都是由他对外界的恐
惧而引起的。

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了不起，就是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为
标志，它不仅在语言上是一种根本变化，而且在思想内容所
到达的深度上，也远远在一般作品之上。

狂人日记读书笔记篇六

近几天，我拜读了鲁迅先生写的《狂人日记》这部小说，让
我深深体会到了当时旧社会的黑暗。

这部小说主要讲了在旧社会中，鲁迅来到了大哥的家乡。但
那里的人却很奇怪，当鲁迅一人走在路上时，路上的人都面
色铁青的议论着他，似乎怕他，似乎又想害他。

当我读到有个女人在街上打自己的儿子，边打还边说：“老
子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看到这，我不禁吓了一大跳，
虎毒还不食子呢！况且这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女人怎么会如
此残忍呢！

但是，更可怕的还在后面。那天，一个人来告诉大哥说村里
有一个大恶人死了，村里的几口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拿来吃了，
还说是可以壮壮胆子。

直到最后，鲁迅终于明白了大哥与那些人是一伙的，目的是
想吃鲁迅。才明白妹妹五岁时的死，是因为被大哥吃了，才
知道这里是一个吃人的地方。

我想：旧社会实在是太黑暗了、太恐怖了。那些人太残忍了，
以为吃别人身上的什么就能补自己身上的什么这样一个荒唐
的谣言，就去忍心去伤害自己的亲人。哎！可悲啊，可悲，
旧社会实在太黑暗了。



狂人日记读书笔记篇七

翻开《狂人日记》，首先进入我的视野的是“狂人臆想的世
界”。在这个狂人臆想的世界里有这样一句话：“狂人发病，
旁人侧目，家人延医救治，狂人复原。”大家是否觉得鲁迅
真的将我们带入了狂人的世界？不可领会？不可思议？不可
明其所以然？否也。

本书的序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
昔日在中学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
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
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持归阅一过，知所
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
言……”

站在我们正常人的角度，或许我们就可以合理地解释狂人眼
中他人对其的“迫害行为”了。在我的深刻记忆里，有这样
几个令人心寒、胆颤的情节：“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
当我看完了这样的情节，说实话，内心的承重有些让我无法
负担。这样的一个狂人，“狂”到不相信社会，不相信亲人，
甚至不相信有人性的存在，这是怎样的一种生活背景所造就
的悲剧？！

虽未处在那时，但鲁迅笔下狂人“狂行下表层批判”的封建
传统社会，却令我心颤不止。

胆怯？愤懑？悲哀？

而令我真正深思的，正是绝望当中狂人呐喊、呻吟，发
出“救救孩子……”的绝望之音。而真正绝望的是不是鲁迅
呢？我无从结论。但那末尾长长的省略号有意味着什么？或
许，这绝望之音是徒劳的，它俨然如将封闭在无法打破的铁
屋子里的将死之人唤醒，使他们感到无法解脱的痛苦。



站在新的光明的世纪上的我们，更应该像鲁迅先生一样做一
位勇士，手拉手，肩并肩，建起防护世界人精神的“大气
层”！

狂人日记读书笔记篇八

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我颇有感触。

这篇小说以第一人称主要写了一个迫害狂病中的日记：一个
月光明媚的夜晚，我走在路上，看到所的人都对我不怀好意
的笑。我很惊异的一路回家，无意间听到佃户对哥哥说狼子
村有一个恶人，被人打死吃了心肝，便疑心哥哥和路上看见
的人也要吃我。甚至哥哥派来给我看病的人也要吃我。我猜
测他们不肯直接杀我，要把我逼疯，让我自杀，然后吃了我。
我怀疑自己小时候死的妹妹也是被哥哥吃了的。哥哥把妹妹
的肉拌在菜里，我也稀里糊涂地吃了妹妹的肉。我有四千年
的食人肉史。

该文看上去是一个丧心病狂之人所写的日记，完全是一派胡
言。而我认为它恰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我认为《狂人
日记》借狂人之笔还原了一个吃人的万恶的旧社会。小说中
的哥哥和其他妄想吃我的人实际上是指地主、官僚们。而我
则是指那些被压迫的农民和穷人们。那些地主、官僚仗着有
钱有势，逼着工仆们不分日夜的干活劳作，稍不顺心便一顿
毒打，丝毫不考虑工仆们的感受。而穷人们因为无从生计便
不得不屈服于地主、官僚们，混一口饭吃。这就产生了恶性
循环，穷人愈来愈穷，富人愈来愈富。这个黑暗的旧社会就
这样遭到了万人的唾弃与咒骂。

鲁迅先生对旧社会深恶痛绝，便以笔做刀，带动了推翻旧社
会的.新潮流，得到了百姓的爱戴。鲁迅先生的小说被誉为一
把把插入敌人心脏的匕首。可见鲁迅先生的小说对社会的影
响深远，让敌人闻风丧胆。鲁迅先生的爱国情怀值得我们学
习！



狂人日记读书笔记篇九

这个寒假我读了鲁迅先生写的《狂人日记》。让我震撼不已，
里面的主人公来到他哥哥的家里，可是不知道他哥哥是喜欢
吃人肉的。当他发现的时候，那个小镇上的人已经开始筹备
怎样将他杀了。他的哥哥跟是残忍，在几年前就把他自己的
亲生妹妹的肉吃掉了，并且夹在自家的菜里，让家人也吃了
许多。

一个“吃人”一词。就表现了清政府的，“易牙蒸了他儿子，
给王吃，还是从前的事。谁晓得从盘古开天辟地以后，一直
吃到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
狼子村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
馒头蘸血吃。”如此荒唐的事在那时尽然没人管。

小说的末尾那个“救救孩子”的呼声，是何等摄人心魄。对
于孩子们的纯真，鲁迅流露出了那么沉重的凝虑，以为终于
无法逃掉大人的阴影，也仍然无改于一生工作的目标“救救
孩子”

这本书让我震撼不已，如果，我们的'时代也发生这样的事，
那我们要怎么办？

狂人日记读书笔记篇十

虽然这篇文章是有关“吃人的”，但在文中并没有血腥的画
面，而是从一个故事的形式中揭露封建主义社会的黑暗。

“我”只是踹了一脚“古久先生的阵年流水薄子”，也就是
封建社会的历史，就引来了大家对我的厌恶和想吃掉“我”
的恶毒心灵。即使是“我”的哥哥，也与他们有勾结，想吃掉
“我”，能够看出在自我的利益（只是一个能够壮胆的鬼话）
面前，亲情已不复存在，所有人都想有更多的好处，所以干
出了一些令人心寒的事。历史上的易牙为了使齐桓公的“从



未吃过婴儿肉，想尝尝鲜”这一愿望，竟能够把自我的儿子
蒸了献给君王吃，能够看见人性在利益之下已不复存在，什
么事都能够做得出来。

文中提到的“徐锡林”先生，为了攻占军械局，让混乱的清
末得到改变，被卫队发现，心和肝被他们拿来炒食。都是中
国人啊！本是同根生，为何还这么惨绝人寰！为了自我，小
团体的利益，做出这么侮辱人类的事，是中国人的耻辱！封
建社会竟还有这样愚蠢，令人唾弃的事，是必须让我们明白
的！

可是……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儿片肉，此刻也轮到我
自我……”无意中，你受到的.一点小恩小惠，但最终，你还
是会被他人拿来当利益的。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人，终究会被
人明白，收到应当的惩罚。

狂人日记读书笔记篇十一

鲁迅,原名周樟寿，又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我国
近代文学史上一颇有盛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五
四”启蒙者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

鲁迅先生的主要作品：小说《呐喊》《彷徨》等;散文《朝花
夕拾》等。《呐喊》集中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
《阿q正传》等作品。其中,我最喜欢他写的《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这一篇小说最早是在1918年以“鲁迅”为笔名在
《新青年》上发表的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目的是为了五四
运动作准备。

《狂人日记》是作者借用狂人之口,对旧社会中的种种封建礼
教的现象进行了描述，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吃人”本质。
之前，封建礼教的地位明显不同，人们不能违反封建礼教的



任何一条;可是,到了五四运动的时候,鲁迅先生评价封建礼教
过于陈旧，是吃人的。

《狂人日记》之所以会问在当时产生这么大的动静,并不是因
为他的内容怎么样,而是因为他的观点“礼教吃人”使封建社
会的信仰者震惊。

对于“礼教吃人”这一个观点,可能并不是太知道,但鲁迅先
生一五一十地在文章中都告诉了我们。

我们与其读一些网络小说,不如去多读读鲁迅先生他们这些文
学家的作品,可以位我们看到更为真实、更为动荡的旧社会，
使我们了解不同时期的社会和事态。

鲁迅先生以文笔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丑态”，唤醒国人
反抗黑暗腐朽，使中国走向光明。我们要珍惜现下的美好生
活，更应该庆幸我们生在这个和平的年代，为了祖国更美好
的明天要努力!

狂人日记读书笔记篇十二

初读这篇文章，感觉就是一个疯子所写：荒谬不已。也不禁
哑然失笑。但是了解了时代背景，再次读文章，觉得鲁迅先
生的笔法真是犀利，猛烈抨击几千年来的旧文化、旧思想、
旧道德。

当时的封建社会，真的是如吃人般恶毒、不堪，令人作呕。
这种吃不仅是从肉体上的蚕食，还是一种精神上的限制!尤其
是在明清两朝，君主专制达到了顶峰，八股取士、文字
狱……诸如此类的思想限制将有才有志之士禁锢。还有父母
长辈对封建教义的迷信，致使有情人被迫分开。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将他对封建社会的痛恨之情表达



得淋漓尽致，也表达了对和平开放的向往。

所以有了后来的各种斗争，为人们争取了幸福生活!但是这样
的生活怎样维持下去?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
样才能维护国家统一与和平，不重蹈覆辙!

我们知道了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明白了共产主义给大家带
来的好处，就要热爱现在的好生活，维护祖国的统一与和平，
不要让为建设祖国而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者的付出白费!

狂人日记读书笔记篇十三

鲁迅,原名周樟寿，又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我国
近代文学史上一颇有盛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五
四”启蒙者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

鲁迅先生的主要作品：小说《呐喊》《彷徨》等；散文《朝
花夕拾》等。《呐喊》集中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
《阿q正传》等作品。其中,我最喜欢他写的《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这一篇小说最早是在1918年以“鲁迅”为笔名在
《新青年》上发表的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目的是为了五四
运动作准备。

《狂人日记》是作者借用狂人之口,对旧社会中的种种封建礼
教的现象进行了描述，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吃人”本质。
之前，封建礼教的地位明显不同，人们不能违反封建礼教的
任何一条；可是,到了五四运动的时候,鲁迅先生评价封建礼
教过于陈旧，是吃人的。

《狂人日记》之所以会问在当时产生这么大的动静,并不是因
为他的内容怎么样,而是因为他的观点“礼教吃人”使封建社
会的信仰者震惊。

对于“礼教吃人”这一个观点,可能并不是太知道,但鲁迅先



生一五一十地在文章中都告诉了我们。

我们与其读一些网络小说,不如去多读读鲁迅先生他们这些文
学家的作品,可以位我们看到更为真实、更为动荡的旧社会，
使我们了解不同时期的社会和事态。

鲁迅先生以文笔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丑态”，唤醒国人
反抗黑暗腐朽，使中国走向光明。我们要珍惜现下的美好生
活，更应该庆幸我们生在这个和平的年代，为了祖国更美好
的明天要努力！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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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日记读书笔记篇十四

《狂人日记》中"吃人"这个惊人的字眼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
人们的眼前, 鲁迅借狂人之口，令人们意识到封建主义"吃
人"!这一振聋发聩的呐喊使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醒悟了,
震撼了!

文中一个不懂世事的疯子道出了世间的本质，而那些将“疯



子”称为“疯子”的人却故意装作糊涂，明明干出一些吃人
的勾当，却做起了“君子”。文中写道“他们一翻脸，便说
人是恶人”，及其“翻天妙乎，与众不同”的处世原则更是
将封建统治阶级颠倒黑白的本领描述的淋漓尽致。他们“想
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遮掩，不敢直接下手”，这正是
他们缺乏勇气的体现。他们“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
了”，正如疯子对他哥哥的劝说中所说的一样：“吃人的人，
什么干不出!” 的确，吃人的人，什么干不出!为了吃人，竟
连自己的同胞兄弟也要谋害。从中可以看出在封建社会中，
少的是亲情，多的只是杀害、暴力与凶残。所以，小孩子，
狗，医生，陈老五以及大哥，都在以同样凶残的目光看
着“我”这块肥肉，他们要“育肥我”，然后再逼“我”自
戕，这样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又偿了心愿”，多么狡猾
无耻与凶残!更可悲的是我们的孩子们，他们何以有此等的心
思呢?!无非是老子娘教的， “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
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从字缝里看出字
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而如此无知善良的“我”
也在无意中成了吃人的人，成了吃人的人“销赃”的同伙。
所以他们将希望寄托于孩子身上，因此主人公在文章的末尾
高声呐喊：“救救孩子!”

文中"吃人"这个惊人的字眼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鲁迅借狂人之口，令人们意识到封建主义"吃人"!这一振聋发
聩的呐喊使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醒悟了,震撼了!

《狂人日记》一种自由的流露，一次正义的爆发。鲁迅先生
的声音在那个充满恶臭、血腥味的封建社会，唤起了沉睡的
人，沉睡的真的人，唤醒了整个世界!

…… 别再沉睡了，崛起吧。

初闻《狂人日记》大概是在5年级的时候吧!那是小姨还在上
学，寄宿在我家，一次学鲁迅的文章有一词不知所云，便去
请教，她解释的很多，但是没懂，小姨看我迷惑，便撂下话，



以后鲁迅的文章很多你会头疼的，《狂人日记》 《呐
喊》……很多暗喻，那是第一次听《狂人日记》一词。

小姨终究没能上大学，理由很简单，偏科厉害，文章写的一
流好，可理科却一窍不通，工作后的她经常来我家辅导我，
中学记得鲁迅的《长妈妈与山海经》 中间有些地方些许不了，
便解释，后来又听她默念，要是数学多考5分就能上大学，眼
中瞬间的期待变成了失望，看着课本依旧着看我写那些看着
对仿佛又不对的字。一会儿，又说，看过《狂人日记》吗?
我说没有，她便不再做声，那是我第二次听《狂人日记》。

初中毕业始终没有再学鲁迅的文章，许是太过深奥，学生都
懵懵懂懂，

高中后，家里买了电脑，通了网线，一次小姨在网络上找近
代文学作品，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到了《狂人日记》，也
巧，刚开网页，电话招呼她回去了，我也就无心看着这篇以
后成为我读后感的文章。今引其文章段落言句 做读后感之片
断。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鲁迅先生的文笔实在太犀利，人喻作狗，讽刺与谩骂却无形
中表露无疑，只是可有人能知否。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
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
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
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
人”!

鲁迅先生无形中讽刺历来社会的制度以及当时时代的状况，
也充分说明了鲁迅先生对当时社会厌恶的态度或者是憎恶，
让人憎恶的社会可想而知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也从另一侧



说明了社会的腐朽和颓败!

早上，我静坐了一会。陈老五送进饭来，一碗菜，一碗蒸鱼;
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
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

鲁迅先生句句言语中带出来的讽刺和谩骂是众人所周知的，
文章模糊且深刻表现出社会 制度 人与人之间充满的互吃现
象，也许作为俗人，鲁迅先生是一个狂人，是一个患者，但
是从革命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先知先觉的人，历史上很多
背叛旧传统 的人都被称为“疯子”。如孙中山，鲁迅先生通
过狂也揭示了当时社会矛盾的对立，也成功的凸显了狂这一
本性!

《狂人日记》的现实主义精神，最重要的是念念不忘对封建
道德的批判、对愚昧国民的同性和鞭挞。在作品中，除了现
实主义的方法外，象征主义也时常可见。无论是“很好的月
光”，还是“赵家的狗”;无论是狼子村的炒吃心肝，还是李
时珍写的人肉可以煎吃，都既可以看作是现实主义的刻画，
也可以看作是象征主义的结合。狂人的精神病状的描写是逼
真的，而他的几乎所有语言又都是带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的。

文言文曾是我感觉中最难懂的，但是拜读了鲁迅先生的文章
后，我感觉鲁迅先生的文章的攻击力很强大，中国汉字的真
正意义得以从鲁迅先生的文章中展露无疑，也成功的凸显了
鲁迅先生对当时社会的深恶痛绝!

我认为，《狂人日记》将彻底的反封建精神和崭新而完美的
艺术相结合，深刻地体现了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实绩，对
其也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

“‘狂人日记’?怎么书还有叫这名的?有这本书吗?”听到这
本书的书名时，我心里这样想。所以就带着疑问，回到家来
从网上查，找到了《狂人日记》这本书的原文，我和妈妈仔



细地阅读了一遍。读完后，我想起了同学的一番话：“《狂
人日记》就是吃人的!特别恐怖……吃人的……”我觉得他说
的也对，但是还有很多地方我看不懂，所以又和妈妈查了查
故事的赏析，看完后，我才了解到：原来鲁迅写得这篇文章
并不只是说“吃人”：

鲁迅生活的那个年代，有很多不正当的礼教。由于当时肺结
核是很难治愈的，其中一些礼教发明了很多偏方。所以这些
礼教就说，可以用人血站着馒头给得病的人吃。很多人被逼
无奈，便信了这种偏方。鲁迅就想借着“狂人”的口来抨击
这种不良行为，来唤醒国民的愚昧。

看完后，我感觉鲁迅先生是一位主持正义，足智多谋的人。

初读《狂人日记》，觉得作者鲁迅先生似乎在说梦话，内容
凌乱近似无逻辑，于是，写这篇读后感，也从“梦”开始。

“狂人”近于“疯”，在做着“恶梦”，在境象中充满了青
面獠牙的家伙，黑暗阴森的笑，古怪的语句。却借着“疯”，
把带着愤怒、惊恐的鞭子一下子打到了隐痛之处，充满了内
在的紧张。每个人都睁着眼睛说谎话，互相深疑，都想控制
别人，却都无力超越他人，因而斤斤计较着。“狂人”被道得
“疯狂”了，从而说出一堆真话。

《狂人日记》塑造了一位“狂人”，看见什么人都以为是要
吃他：他看见邻居交头接耳地议论，就觉得是在密谋害他;医
生给他诊脉，他也觉得那人不过是刽子手假扮，是来“揣一
揣肥瘠”的，好分他一片肉吃;大哥安慰他，让他静养着，他
却怀疑是想养肥他，好多吃些肉;“狂人”还听说邻村狼子村
有个“大恶人”，被佃户打死，连心肝也被挖出炒了吃，又
联想起小时候大哥讲书时说的“易子而食”、“食肉寝皮”
的事，就越发相信了自己的判断。最后他终于鼓足勇气，发
出：“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
人，活在世上”的愤怒的呐喊。



初中初次看鲁迅先生的这篇《狂人日记》的时候就感觉很不
解，看完后只觉得这是篇恐怖小说吧。于是，没怎么在意就
略过了。这次《狂人日记》看了第一遍，也仍旧是这个感觉，
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挤出2个字：吃人!无奈，又认真看了6遍
之后，恍然大悟，收获一份很大的震惊，但却不是因为吃人。

鲁迅先生这篇文章是通过以虚写实，徐徐渐进，然后拨开迷
雾的手法带领读者的醒悟。

从开始心情爽快，夜晚很好的月光，看出还未意识到所存在
的危险，其中提到赵家的狗，为后来发展做出预示的铺垫。
后是今晚没月光，于是开始渲染阴暗的气氛，以赵贵翁为代
表的一群人都以仇恨的眼神看着我，连小孩子也一样，是他
们娘老子教的，与末句相呼应。表现出当时社会黑暗笼罩，
封建黑暗礼教已经从本质上侵蚀了整个社会从小孩到老者的
思想。那样的社会，阴冷的黑暗恐怖的气息漂浮在空气中，
令我感受到的是毛骨悚然!

从狂人意识到封建礼教的吃人到揭露吃人的本质，他们从遮
遮掩掩到赤裸裸露出凶恶的真面目，白厉厉的牙齿，可看出
礼教的吃人与暴戾。

四千年的封建社会，就是四千年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统治
的社会，也就是四千年吃人的社会，封建礼教的迫害使得现
在的人们变得麻木愚昧对于别人的遭遇没有同情心，对于自
己所遭受的，没有反抗，浑浑噩噩的度过一天又一天。

"你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
世上。"这句狂人的呐喊远比不过这四千年的吃人历史以及这
段历史造就的人们的愚昧与麻木无知。即使知道自己错了，
也麻木的无视和可笑的维护群抗，激昂放大声的疾呼换来的
是无力的共鸣，以及有力的吃人。

其中3处提到赵家的狗，凶恶吃人的眼神，令人毛骨悚然的狂



吠。从社会的深处散发出的黑暗与阴霾。作品中狂人其实是
一个敢于向传统世俗社会挑战的清醒反封建者向世人讲述这
个社会的吃人本质，意欲唤醒人们，一起推翻旧的吃人的封
建礼教。可是根深的蒂固的吃人礼教让受迫害的人们依旧麻
木，国民的劣根性一览无遗。

然从第一段"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看出仍有所遗憾，狂
人的最终屈服，意识到封建礼教根深蒂固，拔除非一人之力
所能为之，保持自主是多不容易，可作者仍补失憧憬未来。

文章的最后一句呼唤"救救孩子……"意欲新的希望的呼唤强
调科学的启蒙教育思想的行为，国民性的改教。孕育新文学，
倡导新的文学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