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祥林嫂读后感(大全8篇)
在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标语在塑造品牌形象方面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创作标语时要注意语义的精确和逻辑的连贯，
让标语能够准确地传达出自己的观点。下面是一些成功品牌
的标语案例，它们以简洁和鲜明的语言赢得了大众的认同和
喜爱。

祥林嫂读后感篇一

今日，我们读了鲁迅的《祝福》，其中祥林嫂的一生引出了
我无数的感慨。鲁四老爷说：“祥林嫂是穷死的，在我看来，
用来形容一个在被封建思想统治的社会中死去的她，是再贴
切可是的了，因为从以下几点能够看得出来.......”

第一，从祥林嫂初到鲁镇，就已经注定了她一生的杯具。她
当时已经嫁人并且丧偶，是受不了婆婆的严格管制才逃出来
做工的。更不幸的是雇主--鲁四老爷夫妇是一对深受封建礼
教思想毒害的卫道士，初到鲁镇的时候，鲁四老爷就因为嫌
弃她是一个寡妇而不喜欢她，以至于之后别人都休息了，她
都在通宵地做着男人才会做的重活，但她应对这样的剥削和
压迫居然没有反抗，而是逆来顺受。只是为了能摆脱婆婆的
管制而已，之后还是逃可是，被迫再次嫁人，然而好景不长。
两年之后她的丈夫儿女相继死去，她不得不再一次回到鲁镇
做工，然而这次别人对她的眼光都变了，都认为她是残花败
柳而处处排挤她，从禁止她参加常人的祭祀活动就看得出来，
最终，她被这种精神折磨给活活逼死。然而，造成这种杯具
她自我要负最大的职责，因为她自我也认为自我不干净，所
以才会有将一年的薪水拿去捐门槛的举动，如果她敢于反抗，
及时离开鲁镇的话，也就不会有这样的杯具发生了。

第三，这是封建思想下的必然产物，祥林嫂只是千千万万深
受封建思想毒害的妇女中的一个缩影罢了。有更多不知名的



妇女也经受着像她一样的苦难，所以作为一个穷苦妇女的她
自然也无法摆脱厄运。所谓的“穷”死的，实际上就是被封
建思想剥夺了生存的权利，走投无路而死。

在20世纪代，正处于新旧文化的交替时期，虽然封建帝制早
已荡然无存，但封建礼教却仍然根深蒂固。所以，作者想借
祥林嫂这个典型人物。来呼吁人们解放思想，推翻封建礼教，
腐朽的事物总是要灭亡的，20年后，封建思想最终被伟大的
马列主义所代替，由封建思想组成的监牢也永远的随之崩塌，
这篇小说反映了当时的黑暗现状，对如今生活在没有思想压
迫的法制社会当中的我们，是有深远意义的，它告诉我们要
更加要珍惜自我今日的幸福生活。

祥林嫂读后感篇二

每每读起《祝福》，都会感叹祥林嫂命运的`悲惨，增添几分
对其的怜悯，同时也有几许无奈。那样受尽苦难折磨的人儿，
得不到祝福，谈不上所谓的幸福。

《祝福》里的过年是认真的，从送灶神到祝福，礼数周全，
祭祀丰盛，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
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这“年终的大典”作为直接的生存
手段，却给祥林嫂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直接主宰祥林嫂
的命运。

受尽封建礼教压榨的穷苦农家妇女，丈夫死后，狠心的婆婆
要将她出卖，她被逼出逃，经卫老婆子介绍，到鲁镇鲁四老
爷家做佣工，受尽鄙视，残虐。很快又被婆婆家抢走，卖到
贺家成亲，贺老六是个纯朴厚实的农民，很快又有了儿子阿
毛，祥林嫂终于过上安稳的日子。然而命途多舛，贺老六受
地主的身心摧残饮恨死去。不久，阿毛被狼吃掉。经受双重
打击的祥林嫂，丧魂失魄，犹如白痴，可是人们还说她改
嫁“有罪”，要她捐门槛“赎罪”，不然到了阴间还要受苦。
她千辛万苦积钱捐了门槛后，依然摆脱不了人们的歧视。最



后，她沿街乞讨，在除夕的鞭炮生中，惨死在街头。

祥林嫂是怎么死的，穷死？饿死？冷死？祥林嫂被代表政权
的鲁四老爷赶出鲁家大门，成了乞丐。没错，她是穷死，饿
死，冷死的。一连串的打击，鲁镇人的轻蔑，柳妈的恐吓，
使祥林嫂精神完全崩溃。当人们带着喜庆心情祝福之时，在
她的精神世界里，有的只是阴间惨状，死鬼男人争夺，阎王
爷锯尸，阎王爷代表神权，她是被吓死的，被封建统制通过
祝福活活杀死的。

五年前，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
青黄，两颊还是红的。五年后，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
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
带些泪痕。后来，花白的头发已经全白，会不像四十上下的
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失了先前悲哀的神色，
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
个活物。

和祥林嫂相比，我们是幸福的。那么，我们就要珍惜我们现
有的幸福，不要等失去了才追悔莫及。如若我们遭遇到什么
不幸的事，依然会有人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

没有生活上悲哀的困扰，我们更应去追求生命的意义，让这
段历程长满人生之花。祝福，为自己祈祷；祝福，也为他人
送去。

祥林嫂读后感篇三

我读了《祝福》这篇文章后，深深地为旧中国的妇女感到不
平，和对旧封建社会宗教制度强烈的不满。祥林嫂之死，其
最悲惨处不在于她物质上的贫困和精神上的痛楚，而在于造
成物质贫困和精神痛楚的原因竟是自相矛盾的、不通的封建
礼教。不但它的夫权主义和族权主义相矛盾，而且它的神权
主义又与夫权主义和族权主义互相冲突（阎王不惩罚强迫妇



女改嫁者）。这种荒诞和野蛮的可怕还在于：广大群众的思
想的麻木，在牺牲的弱女子的的悲剧面前，居然没有一个人，
包括和她同命运的柳妈以及一般群众（如冲茶的短工）表示
同情，更没有任何一个人对如此荒谬的封建礼教表示愤怒，
有的只是冷漠，甚至是冷嘲。更为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这种
医学专用性甚至对于受害者也是一样，连祥林嫂自己也不觉
得有什么不合理。

《祝福》中主要反映了主人公祥林嫂悲惨的一生。她是一个
典型的旧中国妇女，她勤劳善良，对生活一无所求；她饱受
封建势力、封建礼教、封建宗法制度的摧残，终于凄然无告
地默默死去。

故事开始是讲祥林嫂死了丈夫后，仍在家任劳任怨地啊作。
而她婆婆却在她堂伯的诱利下想把她嫁掉为她的小叔娶亲。
可见，旧中国的妇女是没有自由、没有权利去追求自己的幸
福的，一切均由长辈去安排，实在是可悲。当她逃到鲁四爷
家中做帮工时，又因她是寡妇而遭到鲁四爷的讨厌。本来在
他家做个女工也算不错，但好景不长，最后还是逃不脱她婆
婆的手掌心，被抢回去塞进花桥嫁到山坳里去了。当时的妇
女是一头任人宰割的羊一样，毫无投生的机会。

祥林嫂最后还是认命了，她与后夫结婚时向地主借了钱。夫
妻辛勤地劳动，挣来的钱仍不够还，反而越滚越多，财主追
债没钱就要封屋。就在追债的这一天，祥林嫂失去了一切，
儿子被狼吃掉了，原来已卧床不起的丈夫也被活活气死。屋
被收走了，祥林嫂一无所有。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剥削制度
是何等残忍啊。它贪得无厌，不顾一切，运用各种手段来对
无产阶级农民进行剥削。

最后，由于过多的精神压抑，使祥林嫂崩溃了，这更使得鲁
四爷讨厌，终被他辞退了。祥林嫂只能靠行乞度日。然后在
一个风雨交迫的日子，在一个人人祝福的大年夜中死去。她
死之前还念念不忘说：“人死后到底有没有灵魂？”而鲁四



爷却说她不迟不早偏偏在大年夜中死去，可见她是一个谬种。
难道人有选择什么时候死的权利吗？枉他还是个读书人呢！
可见，当时人民受的是严重的封建宗法制度的摧残。

《祝福》中所描绘的鲁镇，就是封建迷信思想统治下中国农
村的缩影。祥林嫂在年终祝福中无限凄苦地死去。而压迫者
却在兴高采烈地为自己祝福。这一典型环境深刻揭示了旧中
国尖锐的阶级对立。突出了悲剧产生的历史背影和社会腐败
无能的根源。

鲁迅是站在辛辣讽刺和批判现实的立场上写这篇小说的，祥
林嫂悲惨的命运和财东家奢侈的祭祀祝福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正是中国二三十年代穷人富人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作者
正是在这种对比中揭露和批判社会的黑暗和不公。小说中祥
林嫂每况愈下的命运都通过祝福的特定场面来体现，捐门槛
是对死后来生的一种祝福和希望，最后连这个希望都破灭了，
那么，穷人的“福”从何而来？鲁迅留给读者一个深深的思
考和问题。

新中国成立了，祥林嫂的类似悲剧也不会再重演，旧中国的
黑暗也会绝迹。我们是时代的新人，应有时代的精神，应勇
敢地向我们自己的理想追求、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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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林嫂读后感篇四

第一次读《祝福》是在初一的时候，记得读完后印象最深的
当然是祥林嫂，那个时候总觉的她是那么的不幸，总觉的是
老天在和她开玩笑，亦或是她上辈子做了太多的坏事，这辈
子要用一生的时间来补偿。

而今，学完《祝福》之后，当初的想法一下子消失了，在同
情祥林嫂的'同时也认识到祥林嫂的命运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更不是老天在和她开玩笑，而是封建礼教根深蒂固的影响不
允许她过上好日子。

祥林嫂读后感篇五

那年，初相识

那年初冬，她第一次到鲁四老爷家做女工。她在春天没了丈
夫，成为了一个寡妇，便出来给人做工。鲁四老爷见到她，
便是直皱眉头，她知道，老爷是在讨厌她寡妇的身份。而四
婶并没有说什么，并将她留了下来，无非是看她手脚壮大，
模样周正，能抵过男子罢了。没人知道她姓什么，也没人去
关心，只管她叫“祥林嫂”。

祥林嫂整天的做工，似乎闲不下来。她话不多，只知道不停
做工，一看便知祥林嫂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女人。鲁四老爷家
有了祥林嫂，很多事情都减轻了负担，因为祥林嫂的勤劳，
整个家庭多了一丝温情。

封建礼教下的她

祥林嫂是个勤劳能干的人。一年一度的“祝福”在鲁镇举行



着，祥林嫂也参与其中，她手脚伶俐，把每一件事都做的滴
水不漏，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四婶才会将她留下吧。在那个
时代，祥林嫂走着与别人不同的性格与气质，她善良的内心，
总在某一刻温暖了冬日。善良的人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他
人，也温暖了自己，祥林嫂便是如此。

然而，祥林嫂是个善良的人，却也是个苦命的人，她怀着一
颗热忱的心，去不曾想过，婆婆会硬着逼她改嫁，让她做为
牺牲品。她以为，在自己妥协后，一切都会好的。改嫁后，
她有了自己的孩子，她的生活也多了一层希望。却料到命运
会让她失去所有。因为那让她无能为力命运，因为她悲惨的
经历，大家开始厌恶她，她变成了人们口中的“谬种”。

花落，人散尽

在遭受了重重打击之后，祥林嫂不再像以前那样，热情，积
极，乐观。现在的她眼神呆滞，她开始相信地狱与灵魂的存
在，她开始害怕死亡，害怕她身上承担的罪过太大，太多。
在冬日的夜里，祥林嫂迈着承重的步伐，仿佛她的灵魂早已
不存在。花落有再开的时候，可祥林嫂却永远长眠于那个冬
日的夜里。花开又花落，再也无人记得祥林嫂，祥林嫂终究
是成了封建礼教下被摧。

祥林嫂读后感篇六

《祝福》这篇文章是我在寒假假期里读的一篇散文。本来我
的心情是轻松愉快的，但读后我倍压抑，心情十分沉重。

我个人认为，《祝福》是鲁迅写得最能反映封建社会的愚昧
无知的小说。他用“我”的眼光（“我”并不是鲁迅，而是
鲁迅虚构的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
象），把祥林嫂这个人物鲜活地表现出来，把世态的苍凉，
封建社会的黑暗暴露无遗。无论是从写事还是写人上看，
《祝福》都是一篇非常能反映旧社会丑恶的文章。在我认知



鲁迅以前，我一直以为，鲁迅只是一个思想前卫，语言犀利
的作家。他的出名只是因为他的杂文和他的思想，但是在看了
《祝福》后，我对他的看法渐渐改变，觉得他是一个凭着真
本事而屹立在中国文坛上的泰斗。

生，没有直接在文章中表达出对祥林嫂的同情。但他在叙述
中让读者深深被故事吸引，使大家同情祥林嫂，这表现他的
深刻的`文学造诣是极高的。这一点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我觉得文章最费解也最发人深思之处是文章的题目“祝福”，
文章为什么不叫“祥林嫂”呢？文章写的是悲剧，但是却用
了一个很有希望的题目，这正是鲁迅先生最高明的地方，简
单的“祝福”两个字，把悲愤和希望都表现出来，引人深省。

文章是表现生活的。而鲁迅的《祝福》是揭示生活，把当时
的社会的黑暗愚昧展示给读者。祥林嫂第二个丈夫死了后，
她回到鲁家打工，主人并没有关心她，而是在意她的表现比
不上以前了，而且还认为她是个克星，在祭奠的时候不让她
碰供品。祥林嫂用自己一年的工资去捐了条门槛，但是却仍
然没有法改变大家对她的看法，而她自己也过不了自己一关，
迅速衰老，自己首先在精神上把自己杀死了。祥林嫂死在大
年夜，但是却没有人把她当人看待，只是说她死的不是时候。

所以，我要说，站起来吧！迷茫中的人们。起来奋斗吧！

祥林嫂读后感篇七

当认真看完一本名著后，你有什么领悟呢？现在就让我们写
一篇走心的读后感吧。那么我们该怎么去写读后感呢？以下
是小编收集整理的《祝福之祥林嫂》读后感，希望对大家有
所帮助。

每每读起《祝福》，都会感叹祥林嫂命运的悲惨，增添几分
对其的怜悯，同时也有几许无奈。那样受尽苦难折磨的人儿，



得不到祝福，谈不上所谓的幸福。

《祝福》里的过年是认真的，从送灶神到祝福，礼数周全，
祭祀丰盛，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
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这“年终的'大典”作为直接的生存
手段，却给祥林嫂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直接主宰祥林嫂
的命运。

受尽封建礼教压榨的穷苦农家妇女，丈夫死后，狠心的婆婆
要将她出卖，她被逼出逃，经卫老婆子介绍，到鲁镇鲁四老
爷家做佣工，受尽鄙视，虐待。很快又被婆婆家抢走，卖到
贺家成亲，贺老六是个纯朴厚实的农民，很快又有了儿子阿
毛，祥林嫂最终过上安稳的日子。然而命途多舛，贺老六受
地主的身心摧残饮恨死去。不久，阿毛被狼吃掉。经受双重
打击的祥林嫂，丧魂失魄，犹如白痴，可是人们还说她改
嫁“有罪”，要她捐门槛“赎罪”，不然到了阴间还要受苦。
她千辛万苦积钱捐了门槛后，依然摆脱不了人们的歧视。最
终，她沿街乞讨，在除夕的鞭炮生中，惨死在街头。

祥林嫂是怎样死的，穷死？饿死？冷死？祥林嫂被代表政权
的鲁四老爷赶出鲁家大门，成了乞丐。没错，她是穷死，饿
死，冷死的。一连串的打击，鲁镇人的轻蔑，柳妈的恐吓，
使祥林嫂精神完全崩溃。当人们带着喜庆心境祝福之时，在
她的精神世界里，有的只是阴间惨状，死鬼男人争夺，阎王
爷锯尸，阎王爷代表神权，她是被吓死的，被封建统制经过
祝福活活杀死的。

五年前，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
青黄，两颊还是红的。五年后，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
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
带些泪痕。之后，花白的头发已经全白，会不像四十上下的
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并且消失了先前悲哀的神色，
仿佛是木刻似的，仅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能够表示她是一
个活物。



是什么让一个人变化如此之大？生活上的打击是必然的，然
而精神上的创伤却是最残酷的。一个人，没了生的欲望，活
着还有多大意义。于祥林嫂而言，生的悲哀，死的恐惧，已
让她无所适从。

祥林嫂只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有更多如祥林嫂般的劳动
妇女深受封建礼教的摧残，她们没有幸福可言，得不到应有
的尊重。

和祥林嫂相比，我们是幸福的。那么，我们就要珍惜我们现
有的幸福，不要等失去了才追悔莫及。如若我们遭遇到什么
不幸的事，依然会有人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

没有生活上悲哀的困扰，我们更应去追求生命的意义，让这
段历程长满人生之花。祝福，为自我祈祷；祝福，也为他人
送去。

祥林嫂读后感篇八

祥林嫂年轻丧夫，不幸的命运就此开始。她在家可能忍受不
了婆婆的欺凌，才逃了出来。她被介绍到鲁四老爷家做工，
工作繁重，工钱不多，她反而很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
脸上也白胖了基本的生存得以满足，他已经感到非常幸福了。

在封建社会里，妇女是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和权力的，一旦嫁
了人，就成为夫家的奴隶。夫家要卖掉祥林嫂，给小叔子准
备结婚的钱，这要是在现在社会是违法的不可思议的事，在
封建社会却是天经地义的事。于是夫家公然把她绑架走了。

祥林嫂就这样被卖给了贺小六。她进行了激烈的反抗，最后
被男方家用强力成婚。对于被封建思想禁锢的妇女来说，再
嫁是耻辱的事，饿死是小，失节是大。祥林嫂为了自己所谓
的贞节进了最大的反抗。



祥林嫂屈辱的再嫁了，相反又过上了一段幸福的日子。到了
年底就生了一个孩子，男的。她真是交了好运两年后，又死
了丈夫，但还有儿子，可是不幸的是儿子又被狼给吃了。祥
林嫂没有了精神依靠，只好又流落到鲁镇上来。

祥林嫂又在鲁四老爷家做工，但她现在是一个不洁的人，嫁
了两个男人，不仅封建卫道士鲁四老爷认为她是谬种，一般
的平民百姓也对他倍加歧视。祥林嫂背负着这样的精神压力，
疑神疑鬼，恐惧无比。在捐了赎罪的门槛后，还是不能洗脱
自己的罪恶，祥林嫂就这样的精神崩溃了，最后走上生命的
尽头。

刚开始的时候，我总以为残害祥林嫂的凶手是鲁四老爷他们，
但想想又认为错不在他们身上。在封建社会里，迫害祥林嫂
的人，他们都是自觉地受封建思想的驱使。祥林嫂是封建思
想的牺牲者，鲁镇上的人包括鲁四老爷也都是封建思想的牺
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