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狂人日记的阅读笔记(大全8篇)
典礼是社会文化传统的一种体现，它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
内涵。在写典礼的筹备计划时，要考虑到观众的需求和情感
体验。最后，我们将分享一些典礼的注意事项和常见问题，
希望能为大家在典礼的策划和组织中提供参考和指导。

狂人日记的阅读笔记篇一

《狂人日记》是出自鲁迅之手的`白话小说，他把日记与精神
病病人的内心独白结合在一起，表达出了自己所想的内容。

狂人是一个症患者，惧恐多疑，逻辑思维不健全。鲁迅通过
对一个症患者进行内心独白的描写，不是为了拍出下层劳动
受到的，也不是写一个精神病人的纪实文学，而是要借狂人
之口来揭露几千年封建礼教的无知愚昧，哀叹民族的黑暗堕
落。

鲁迅抨击了当时吃人的社会现实。他巧妙地借用“我”这一
角色，描绘了人性的丑恶与社会的残缺。实在的说，文章色
彩过于晦暗，当着晦暗中又透着逼人的灼光。“吃人”，真
的是吃人么?鲁迅这样说，只不过是在说明在社会现实的无情
和吞噬下，人性一点点泯灭。他说“吃人的人的兄弟”，天
下谁部位兄弟啊?所以，这里的“我”并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
“民族”，“吃人”的民族，合适能觉醒，何时能认清鲁迅
借狂人之口，向世人发泄着愤懑。但是，社会的黑暗之深之
广，湮灭了一切，只有先生不肯抱残守缺，向着苍天不断地
发泄着。

鲁迅在文后借狂人之口发慨“救救孩子……”最后的省略号
使整篇文章意味深长。也许这只是“我”无助的呼喊，
但“我”代表着一类人，代表着内心充满着对美好社会向往
的一类人。那些无忧无虑生活的孩子们，原来可以有一个快



乐的童年，儿现在也加入了吃人的行列，也开始变得冷酷无
情，他们肮脏的心灵再也洗涤不清，无法再回到以前纯真的
模样。

但是!他这一声“救救孩子……”的呼唤，让我们看到鲁迅那
宁可燃烧自己，也要把光亮留给孩子的企盼!因为那不仅仅是
孩子，不仅仅是生命，更是希望!

狂人日记的阅读笔记篇二

《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真正的现代白话小
说。令人惊异的是，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具有开山意义的
作品，已经显示出极其成熟的特色，使后来的许多研究者为
之倾倒，究其原因，除了鲁迅深厚的文学素养外，我们也无
法不叹服于先生的天才。

下面，我将对《狂人日记》进行个人化的解读，其中自然有
偏颇之处，然而作为一位读者，我想也可以有放肆一下的权
力。翻开《狂人日记》，首先进入读者视野的是“狂人臆想
的世界”。这个狂人臆想的世界，是通过“常人视角”叙述
出来的：狂人发病枣旁人侧目枣家人延医救治枣狂人复原。
这一层的意思凡识字者均可以解读出来，因为在小说
的“序”中清楚地交待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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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
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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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著
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
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

通过常人视角，我们可以合理地解释狂人眼中他人对其
的“迫害行为”。比如小说的第一节中狂人记道：今天全没
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



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
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根，晓得他们布置，
都已妥当了。

因为得知狂人发了狂，因此大家对他有些害怕，并且议论他
的事情，然而落在狂人的眼里，却认定是大家谋划好了，要
害了他了。

再如，狂人的大哥请了医生来给狂人诊治，开了药，嘱咐大
哥赶快给狂人吃下，然而在狂人的眼里，却是这样的情形：
老头子跨出门，走不多远，便低声对大哥说道，“赶紧吃
罢!”大哥点点头。原来也有你!这一件大发见，虽似意外，
也在意中：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

有了这些描写，于是我们得到一个完整的符合逻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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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看到的“狂人日记”就是这样一个医学上的
病例的记载。由于鲁迅曾经学习过医学，并且护理过患精神
病的家人，因此这份“狂人日记”模拟得十分真切、详尽。

以上是对《狂人日记》的解读，然而大多数人都可以很轻易
地透过病例的假象，看到鲁迅以象征的形式对封建传统所进
行的批判枣在这里，我将它作为我的第二层解读，即狂
人“狂行下的表层批判”。

狂人日记的阅读笔记篇三

鲁迅的话题讲地话，恐怕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因为鲁迅是如
此的独特、如此的博大。

单单就以鲁迅的文学作品而论，也要说上老半天。我看过鲁
迅的狂人日记。鲁迅他运用了日记和精神病人内心的独白方



式把他想所表达的内容发挥地淋漓尽致。那时候的人们生活
在水生火热之中，而鲁迅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存亡，在这生
死悠关的时刻，鲁迅抛弃了学医的梦想，抛弃了封建社会的
思想主义，踏上了革命的道路，朝着文学殿堂为他展开的大
门前进，用手中的笔跟敌人做战斗，用手中的笔挽救中华民
族的灵魂，让人们知道祖国的荣辱兴衰。鲁迅他是一个作家，
也同时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用他手中的笔描绘着属于
鲁迅自己的蓝天，鲁迅就在这片蓝天中尽情地展翅高飞，写
作则是最适合他的“翅膀”。

而鲁迅为了可以飞的更高更远，就拼命地让自己的翅膀变得
更加完美，更加无懈可摧。也正是因为这样，才让世人可以
大饱眼福，欣赏到更多更好的作品。

除了《阿q正传》，《狂人日记》就是鲁迅最出名的小说了。
这片短短的小说在今天被定为向旧社会、旧礼教挑战的“战
书”。与此同时，也成为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必修课、必
读物。《狂人日记》“吃人普遍”这个“事实”在后边屡屡
出现，构成这篇文章的主题。赵贵翁、街上的人、打孩子的
女人、两个医生、狼子村的佃户，甚至自己的亲哥哥、亲娘
也都吃人。最后，连“我”也未必没有吃过人。整篇文章连
接紧密、层层深入是一篇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文章。

我想鲁迅先生已经找到了一片更加宽广的天空。

狂人日记的阅读笔记篇四

对于鲁迅，我们还能说什么？我们还需要说什么？他那艰涩
的文章，或许有人不喜欢；但对于这个人，却都保持着绝对
崇高的敬意。

他是我们的民族魂。

每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之前，都会先出现思想解放运动。文



艺复兴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兴起；启蒙运动拉开了资本主义大
革命的帷幕；而新文化运动，则为当时黑暗的社会带来了一
丝燃尽愚昧的星星之火。我们站在历史面前，看到鲁迅那干
瘦干瘦的身躯扛着新文化运动的大旗艰难地前进，于是便不
由自主地肃然起敬：这才是时代的弄潮儿，走在历史前方的
真的猛士。

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

作为脊梁，便要责无旁贷地扛住闸门，以放跑未吃过人的`孩
子。但我时常怀疑这干瘦干瘦的老人能支撑多久呢？佛说：
扛不动，就放下。那么多强壮的人活在衣冠冢里，徒做示众
的材料和看客，为什么偏偏是他要肩负这责任？然而他还是
扛住了，在恶意和同情的诸多目光中，至死。然后化为碑，
在时间的流逝中，让所有人铭记、感动，并致以崇敬。

狂人日记的阅读笔记篇五

“从来如此便对吗？”《狂人日记》中，那个害了疯病的狂
人抓着个人便问，“这，对么？”“我不同你讲这道理，总
之，你不该说的，你说便是你错。”那人脸色铁青，一时语
塞。

土地还是地主家的，衙门换个了名字，堂而皇之的又开张了，
里面的老爷们仍就是“青面獠牙的黑鬼”，革命之后，社会
似乎是大不一样了可又好像从来也没变过。鲁迅有些绝望了，
但他毕竟不是茶馆里那位崔久峰先生，他仍想着要在黑暗中
斗争，绝不放弃。他知道他无力改变现状，所以他将满腹狂
言以日记形式全盘倾出。

“从来如此，便对吗？”他翻开中国古代两千年的封建历史
大书，在仁义道德的皮囊里，原来是“吃人”的心。“大哥
说易牙食子，母亲不反对，孩子恶狠狠的盯着我…”狂人是



病了，但正因为这病，他看尽了人性的阴暗面。这正是鲁迅
绝望的呐喊。他心中愤慨却无处可宣泄，癫狂之言的背后是
默默哭泣的痛苦。

“救救孩子！”狂人在日记的最后写下这一句声嘶力竭的呐
喊，这四个大字，是他绝望中唯一的希望，他知道他再无力
改变几千年的封建传承对人性的侵蚀，只有着眼未来，去想
象，去相信明日世界的光明与美好。可他一人又能如何？所
以他向所有牢笼里的先觉者呐喊，救救孩子，远离“吃人”
的世界。他把对现实的绝望化作了对未来的希望。

鲁迅是伟大的，因为他在茫茫黑暗里找到了希望的`火把，他
不仅照亮了自己心中的迷茫，更呐喊出民族的希望，他的癫
狂痴语刺痛人心，在黑暗中点亮了光明的前方。

狂人过后，难见狂人。鲁迅之后，可还有鲁迅？

狂人日记的阅读笔记篇六

谈起中国现代文学，大家绕不开的，一定是鲁迅先生；谈起
鲁迅先生，大家绕不开的，又一定会是他的《狂人日记》。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开山之作――
《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最具象征性
的，同时又是最具批判性的作品之一。我之所以把它的书评
设为公众号的第一篇文章，也正是因为如此。

说起《狂人日记》，其中最著名的话莫过于那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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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的出现，将历史上几千年来的“仁义道德”进
行了毫不留情地揭露。给通篇带来了非凡的意义。



在封建礼教中，保守的传统文化和思想观念对人们的迫害，
就像酷刑滴水刑一样。

滴水刑也是吃人的一种。

《狂人日记》全篇都在围绕吃人来说，里面一个个奇异的事
件组在一起，构成一个无比荒诞的世界。作为读者，你无法
肯定它是真的，你也无法否定它是假的。就只能称它作，亦
真亦假。

对别人的劝道没有起任何作用，所以才会有狂人最后的那些
呐喊：“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我
想，这也是《呐喊》名字来源的一种。

狂人日记的阅读笔记篇七

《狂人日记》在表现“礼教吃人”的同时，还表现出了强烈
的反叛和变革的精神。

如狂人面对因循数千年之久的传统思想，大胆地提出了“从
来如此，便对么？”的质疑，这集中体现了大胆怀疑和否定
一切的五四时代精神；狂人还面对面地向吃人者发出了警告：
“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狂人还渴望将
来有不再吃人的更高级的“真人”出现，这表现了一种改变
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朦胧理想。最后，狂人期望未来、瞩
目下一代，希望“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发出
了“救救孩子”的呼喊，这更是一种向封建主义抗争的号召，
同时也向世人昭示了一条变革社会的途径。

如何看待鲁迅先生的小说《狂人日记》？

102年过去了，鲁迅先生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经历了
一个世纪的风雨考验，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依然是无法撼动
的，《狂人日记》当之无愧是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



《狂人日记》写于1918年4月，首发于当年5月的《新青年》
月刊上，也是鲁迅先生，第一次以鲁迅这个笔名发表的第一
篇文章，后收入鲁迅小说集《呐喊》。《狂人日记》的发表
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

《狂人日记》通过对被迫害者“狂人”这一形象的生动描写，
塑造了被迫害者的典型人物，通过他内心的自述式的刻画，
深刻揭示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鲁迅的这篇《狂人日记》
还是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的白话小说，
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

一直以来，鲁迅在读者中的名望非常高，我们在上中小学的
时候都是读过，背过鲁迅的文章。如今，鲁迅的文章稍有变
动，便会引起轩然大波，学界关于学生还要不要读《狂人日
记》，尽管有争议，但也是因为它过于深刻，导致学生理解
难度加大，或被替换成鲁迅其他小说而已！纵观当今人教版
初高中教材课本，鲁迅作品总共有十六篇之多，足见鲁迅在
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会重来，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
尽管如今的孩子们读起来会显得有些难以理解，但这些不会
影响它在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随着时间的推
移，它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会更加凸显。

狂人日记的阅读笔记篇八

《狂人日记》在中国文学上产生重要的影响不仅仅仅因为他
塑造了生动的，有特定时代好处的狂人形象，还在于他的文
学形式。

看到一伙小孩也觉得他们在议论自己。

小说是日记体形式，序言为文言文，正文为白话文。序言中
的叙述主体为“余”，是讲述“余”听说其友昆仲的弟弟生



病的故事。叙述者为“余”，故事主人翁则为昆仲之弟。而
正文中，故事主人公为作者虚构的“我”，由“我”来为读
者讲述一个“吃人”的社会的故事。故事主人公为“狂人”，
叙述者为作者。也就是说，这个故事不是“余”的故事，不
是鲁迅的故事，也不是狂人的故事，而是三者的交错。这种
选取三个角度来叙述的方式，能够使作者自由灵活出此刻文
本中。“余”作为叙述主体时，使故事更具真实性也将故事
框定在某个特定的背景里。在序言中，有具体的名字，身份，
(“某君昆仲”)而正文中只以“我”狂人这个形象为代号，
有了名字，身份，就说明了这个故事的必须的社会真实性。
这使得小说具有必须的真实可靠性。另一方面以第一人
称“我”作为叙述主体，“我”既是狂人，主人公“狂人”
以叙事者“我”的身份在文本中出现，用狂人的内心独白表
现叙事资料，应对读者，向内了解自己，向外了解周围人，
在狂人眼中自己是正常的，受迫害的，而周围人都“想要吃
我了”，“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
吃人的人的兄弟!”我所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就是真实发生
在狂人身上的事，便于生动的，形象的，有条理的叙述故事，
但是狂人这一形象是具有迫害狂病症的人，是虚构的，因此
他的一些言语又不利于读者理解。如：“我是吃人的人的兄
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就文本而
言，是讲狂人发现他哥哥也是会吃人的，而且还是想吃自己
的人。但是，狂人的迫害狂病症决定了他的言语是混乱的，
不可信的。然而，“余”“我”这些对象又都是作者鲁迅创
造出来的，这就弥补了作为叙述主体的“余“我”的缺陷。
使得故事既有必须的真实感又不受文本环境限制。

就叙事资料而言，《狂人日记》透过叙述狂人的所见所感，
淋漓的刻画了一个既清醒又疯癫的狂人形象。就叙述话语来
讲，作者运用内聚焦的视角生动再现了狂人的心理活动。又
灵活运用多个叙述者，使整篇小说形式上新颖个性，资料思
想上深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