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鼠疫读后感(优秀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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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疫读后感篇一

《鼠疫》是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的代表作，被认为是加缪
最有影响力和社会意义的作品。作品描述了在一个叫奥兰的
小城发生的一场持续将近一年的鼠疫之灾。“鼠疫”曾被指
代为当年的法西斯恐怖，后来被越来越多的人喻为人类过去
曾经面对，现在正在经历，甚至将来仍旧无法幸免的突如其
来的各种灾难和象征的缩影。该书在战后的西方社会一经面
市就引起了巨大轰动，并使作者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

作者在书中结尾处说过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
群，让他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祸患，重新
吸取教训。我个人不太喜欢这个结尾，因为现在来看，它是
一个准的可怕的预言。时隔奥兰城鼠疫的53年后，2020年是
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一年。新冠病毒像那个手持红色长矛，
头上长角的撒旦一般，带着邪恶的微笑，在夜间披上摄人心
魄的罩头黑斗篷，横行在人世间。看着生病痛苦死亡的人类，
看着城市被封闭，人们被禁足家中，各国家经济衰退引发的
大量失业，国与国之间的相互指责。看着人类惶惶终日的样
子，他仰天长啸。似乎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他总是要以教
主的样子，将类似的疫情，传播给不跟随他的正义的信徒们。

在本书中，看到的是主人公里厄医生为代表的一批人面对瘟
疫奋力抗争的故事和奥兰人民面对瘟疫不同时期的状态。将
奥兰人民从刚开始的不以为然、到疫情严重时的人心惶惶、
最后到疫情无故褪去之后的欣喜若狂展现得淋漓尽致。鼠疫



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成群的老鼠死亡，对老
鼠极度憎恶的老门卫成为了第一个受害者。在之后爆出来的
死亡人数逐渐增多的情况下，政府也没有在第一时间报出鼠
疫这个让人生畏的名字。这让我想到了当时疫情在武汉发生
时，当第一个吹号人说出了真话，没有人愿意去相信那是真
的，甚至强加打压。奥兰城的政府也做了相同的举动，理由
是在事态没有明确，没有发展到足够严重的情况下，谁都不
想引起满城的骚动，有时候动听的谎话永远比刺耳的真话让
人愉悦。其实听信者有时候也会怀疑真假，甚至对真话假话
心知肚明，但是他们宁愿选择在假话带来的轻松愉悦中麻醉
着自己和欺骗着别人。渐渐地大多数人也把假话当成了真话，
最终自己也变成了那个散布谣言的人。

任何时期的疫情中，医生都成为了拯救人类的英雄救世主。
刚开始，人们是配合医生的，主动汇报病情，配合治疗。可
是，随着疫情蔓延，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城里的电车变成了
运送病人和尸体的交通工具，炼尸炉被烧的锃亮，病人要被
强行隔离时，人人心生恐惧。大夫去往人们家中确诊病例，
患者的家人总拒绝让病人进行隔离。因为只要被带去隔离医
院，他们之间除了死亡和康复之外就不可能再次相见了。医
生也是人，他的夫人出城医病，和医生两地分隔，通信的不
便，医生无法第一时间援助妻子，那个最需要他在身边陪伴
的亲人。医生对病人及家属的同情心，被越来越残酷的现实
硬生生的挤成了铁石心肠。善良和操守两者之间孰轻孰重？
因为那点一时的同情心使公众承担风险？还是自己咬牙负重
前行，用克制的理性，担负全城百姓的安危？这永远都会是
一道艰难的选择题。有人说：“真正体现博爱精神的圣徒般
的人物，我发现他们往往看上去像急诊外科医生一样动作迅
捷、注重实效、表情冷漠、态度生硬，在他们脸上看不出对
人间苦难的悲悯和柔情，也找不到一丝直面苦难的恐惧，这
些没有一点温情的脸，这些乍一见令人反感的脸，却因其真
正的善良而变的那么崇高。”

在奥兰城中有一位外省青年记者，被封城后一心想要回到远



在巴黎的未婚妻身边。为此不惜花重金聘用地下黑团伙。经
过了几次冒险，当那日一切安排妥当，他马上就能出城见到
他的所爱时，他竟然选择了留下来帮助医生救治病人。是他
对爱人的思念减少了吗？他对医生说过，人要为自己的所爱
而活着，为所爱而死去。医生告诉他，人不是一种理念。当
眼里所见皆是被灾难折磨的同城中人，我觉得那是青年心里
不可磨灭的人性开始了发光发热。他不再觉得自己是个和这
个城市毫无关系的外城人，他经历着大家一样的感受。对爱
人的爱，和对生命的拯救来说，谁重谁轻？疫情再一次给他
留了一道很难选择的选择题。“爱要求一点儿未来，而我们
只剩下一些当下的瞬间了。”

由他父亲宣读判决书给予被告死刑。他父亲的原意是想让他
明白权力的美妙和光明的未来。可是他却只认识到他的父亲
和一切参与庭审的人都在以自己的意志来剥夺一个人的生命。
塔鲁觉得对于一个生命的冷漠，最终导致死刑犯们被抢手在
距离胸口1.5米处射杀而死和患鼠疫而死在本质上没有区别。
人类的冷漠也是促使他人死刑的共犯者。最终他在全城鼠疫
得以控制，在人们看到希望的时候，患上了鼠疫死掉了。对
医生来说，塔鲁的死亡是他在那么长时间同鼠疫的战斗中，
一点点变得麻木的情感中，最难过的一次。塔鲁在共同抗击
鼠疫中得到了灵魂上的自我救赎，最终他在上帝的面前得到
了自己向往已久的安宁。这是我看到的第三道艰难的选择题：
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矛盾，人们以自己的意见和态度决定了
非正义将被惩罚，正义将被赞扬并得到补偿。而死刑则是这
种意见的终极形态，大多数人的态度能决定一个人的生命是
否属于他自己。这样做不对吗？这是对的，扬善惩恶。这样
做是错的吗？我暂时无法回答。年纪越大，越觉得事情都有
两面性，要辩证的去看待问题，要学会一分为二，可是自己
的知识浅薄，往往连自己都说服不了。哲学思想太博大精深
了。

在阅读第四部分的时候，感觉自己的情绪被带动的很强烈，
源于一个孩子在极度痛苦中死亡的描写过程。瘟疫不会放过



任何人，不管是否是上帝的信徒。即使是神父也逃不过死亡
的结局。加缪用了很多文字描述了神父的布道。我不是上帝
的信徒，对基督教了解甚少。所以无从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
对于宗教在疫情当中作的观点。但是有一点我很明确，那就
是不管灾难是不是上帝要给人类的警醒，人类都应当时刻警
醒自己。在疫情面前，个人的悲欢离合，爱的死去活来，都
变成了微不足道的小事。灾难消灭了人们的价值判断力。回
想起过去的几个月来，我们封闭在家的日子，感受到以前的
生活被人为弄的很复杂，聚餐，购物，洗澡，健身，美容都
可以没有，学生必须去学校上课吗，我们必须去单位工作吗？
对，我们这代人经历过疫情的人，一定会同意我的这个观点：
什么都可以没有，活着就是上帝告诉我们的真理。

《鼠疫》讲述的到底是什么？是文末那位哮喘病老头说
的“鼠疫是什么？鼠疫就是生活。”汉娜·阿伦特在评论加
缪的《鼠疫》时说过，“有一种加缪式的英雄主义，就是平
凡人因为朴素的善良而做出非凡的事情。”

这本书用虚构的故事来陈述真事，带着巨大的穿越时空的能
力，道出了2020的全球疫情当前，共通的人性。1947年有里
厄医生、朗贝尔和塔鲁这样的平凡英雄，为抗击鼠疫而战斗。
今天，与那个时代不同的是，我们国强民安，通讯和高科技
的便利帮助人们免受思念之苦。可是，在任何一个年代，说
真话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当灾难
过后，城市渐渐复苏，希望重新被点燃时，希望不管你是谁，
都要怀揣感恩，好好品味这来之不易的安宁。谁也不知道，
未来会发生什么。在那些看似平淡的时光里，请认真生活，
珍惜亲情，友情，爱情。因为有些再见就是诀别。

最后向葬身于车祸的，年仅47岁的加缪致敬！

鼠疫读后感篇二

翻看《鼠疫》的前一章，我是迷茫且惊愕的。一场瘟疫不期



而至，所有人都事不关己，官员渎职不屑，人们糊涂不醒，
直到瘟神夺去众人生命，人们才从错愕中惊醒。仅有里厄医
生等少数人在奔走呼喊，却无人声援。

读完全书，我才深刻理解了作者阿贝尔.加缪在《鼠疫》中想
表达的意思：“鼠疫就是救赎，就是对世人的教育。”

它教会我们去同情理解人类的可悲，生命无常，世事变幻。
至亲，爱人和朋友，都会在一场不期而至的意外中，离我们
远去，我们会悲痛失落，但时光最后会帮我们抚平一切伤口。

人就是这样，经过一个又一个坎坷后，终于学会接受现实，
学会心平气和。

01、今年，新冠病毒疫情刚萌芽的时候，很多人没有想到，
它会迅速成为一场蔓延全国的灾难。

人们从震惊到难以置信，像极了《鼠疫》中的情景。医生里
厄在奥兰市的街头发现了一些死老鼠，死鼠的数量与日俱增，
整个城市有六千多只老鼠死去，市民开始恐慌。

人们的关注点都在这些老鼠身上，并对政府当局提出了灭鼠
要求。为了平息百姓的不满，政府发布通知，正式开始灭鼠
行动，就在通知发布的当天中午，里厄就发现了一个痛苦的
病人。他高烧、不停呕吐、身体的淋巴结肿胀，腹股沟长出
硬邦邦的疙瘩，剧痛不已。

里厄通过诊断，感到病人的症状有点不对路，他怀疑和鼠疫
有关。他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派出所，结果对方认为他是无理
取闹，破坏社会安宁。最后，这个病人在极度痛苦中死去，
没有人认为他的死亡和鼠疫有关。市政府继续报道死鼠的处
理情况，绝口不提死去的病人，老百姓们也时刻关心死鼠，
无视那些病死在家的人。



里厄参加政府举办的会议，他和其他医生认为，大量老鼠死
去以及病人发病去世，这些症状像极了鼠疫。遗憾的是，很
多人不相信，认为这只是巧合，虚惊一场。政府官员明确要
求医生们不能声张这个事情。同时，他们又不得不提前防备，
为了提醒市民留意，他们在报纸最不起眼的角落上，刊登了
一则小小的公告，语言上避重就轻，三言两语，丝毫没有重
视这个情况。

直到越来越多的人被感染，医院人满为患，连学校都被改造
成医院后，市政府的高官们才清醒过来，他们不愿意相信的
事情还是发生了，不得已，他们承认奥兰遭遇了鼠疫，向上
级部门请求封城。这一刻，所有人从抗拒中醒来，鼠疫袭击
了他们生活的小城。

02、加缪在《鼠疫》里，如同一个冷眼旁观的人，平静而又
冷淡地讲着所见所闻。

书中没有特别紧张的桥段，也没有波澜起伏的情节。故事按
照一线医生里厄的视角展开。从鼠疫爆发以来，里厄一直在
奔走，竭力救治那些病入膏肓的病人，他也见证了奥兰这座
城市在鼠疫中的变化。

即便封城了，很多人依然不愿意接受鼠疫的事实。市政府强
制市民申报病情，但是很多病人家属拒绝开门，拒绝隔离，
宁愿和患病的亲人相守也不愿分离。

神父公开宣称，鼠疫盛行是人们罪有应得，要跪地反省。人
们成立了民间服务机构，让健康的人参与救护，这本来是好
事，却引发了市民不满。鼠疫之下，本该沉重收敛，却有市
民反其道行之，开始了生活的狂欢。他们喝酒聚会，把生活
热情彻底释放在这个不恰当的节骨眼。
正是这一场意外的灾难，像照妖镜一样把人性照得无所遁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我们无法理解所有人的想法。生活
就是一条河，它是千万人用千万种想法，组合在一起碰撞出



来的水花。人性的善恶，就在这些水花中尽情绽放。

03、加缪在《鼠疫》中刻画了几个人物，形象饱满，很有现
实冲击力。

第一个是医生里厄，他是个平凡的医务工作者，在鼠疫事件
中担负着重要职责。鼠疫刚扩散时，是他向政府提出了隔离
建议。他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做好本职工作才是关
键。”在他身上，折射出很多平凡人的共同点，比如爱岗敬
业，与人为善，坚守底线等。

里厄像极了你我，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英雄，却是真诚勇敢的
平凡人。第二个人物是约瑟夫·格朗，一个卑微的市政府职
员。白天上班，晚上做志愿者，私下爱写小说。这样的一个
小人物，很早就加入了防疫组织，为对抗鼠疫，默默奉献自
己的力量。第三个是记者朗贝尔，因为鼠疫被迫滞留在奥兰。
得知封城后，他曾打算出逃去见巴黎的女友。最终，他放弃
了逃离，加入了救援队。做为一个被困在异乡的人，他一面
思念爱人，感到恐慌和孤独，一面他又积极面对，接受现实。

加缪没有否定朗贝尔这个人，也没有评判他。逃离这座城，
亦或是留下帮助那些可怜人，这都是朗贝尔自己的选择。朗
贝尔的抉择也体现了我们主流价值观的闪光点。最让我印象
深刻的是让·塔鲁。他在年轻时目睹法官父亲对犯人判死刑，
从而对法庭产生了恐惧和排斥。他甚至认为父亲是个冷漠的
刽子手，他因此离家出走，自我放逐，一个人生活在奥兰。

鼠疫爆发后，塔鲁和医生里厄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塔鲁主动
要求加入防疫队，和里厄一起帮助更多人。加缪给塔鲁的结
局是在鼠疫终结前死去，看似冷酷的手法，实则是教会我们
认清现实的无情和生活真相，它们不会因为我们的情感喜好
而改变结局。

04、在《鼠疫》的结尾，鼠疫结束了，奥兰这个城市很快就



恢复了原来热闹和繁华。

人们的生活恢复了常态，似乎那场血腥凶猛的疫情从未发生
过一样。只有里厄医生明白，这不是什么胜利，医生们甚至
所人在这场战斗中都没有取得丝毫的胜利。

城市的解禁只是因为鼠疫的自动撤离。这个瘟神突袭城市，
把人们捉弄一番后，又潇洒离去。加缪告诉我们，当疫情过
去，一切都会继续，生活如流水，缓缓奔流不停歇，鼠疫也
是生活的一部分。《鼠疫》这本书，不是单纯为了记录当年
的一场疫情，加缪的本意是教会我们认识到生活的多变和人
性的复杂。

灾难和危机到来前，悄无声息，毫无预兆，我们的生活充满
了各种未知。人们会本能地抗拒厄运，这是人之常情，但抗
拒于事无补，学会面对并且积极应对，才是我们需要做的事
情。阿尔贝.加缪在《鼠疫》中说：鼠疫是怎么一回事呢？也
不过就是生活罢了。不论悲喜，生活总要继续。人的英雄主
义光芒，总要在苦难中，才能被敲打出来。平凡如你我，也
能活成自己的英雄。

鼠疫读后感篇三

“人不止有一种想法”！

在这个故事中有三个人让我念念不忘，神父和朗贝尔以及科
塔尔。

神父的故事从一个儿童的离世开始。帕纳卢神父的布道便
从“你们”换成“我们”。儿童遭受折磨带来的恐惧不禁让
所有人思考：永恒的喜乐真的能抵消人类一时的痛苦吗？但
我们只有相信一切，才不至于需要全面否定信仰。

但最后，怀着对上帝困难重重的爱，帕纳罗神父拥有了一张



写有“可疑病例”的病历卡。

朗贝尔和科塔尔的故事在我的脑海中则一直在交织，他们就
好像是一张牌的ab面，当一方占据上风时另一方就注定要失
意。

造成他们这场邂逅的正是这场大多数人避之不及的瘟疫。朗
贝尔因为瘟疫被困奥兰城，科塔尔则因为城市停摆可以短暂
地长舒一口气，继续他那见不得人的营生。

对于朗贝尔来说，这是战胜鼠疫的欢欣，是痛苦的结束。他
站在站台上终结了始于同一个站台的令人肝肠寸断的分离。
贪婪地拥抱，依偎着回家，窃窃私语且情意绵绵。

对于科塔尔而言，则是被抛弃的开始，这不是新生活的开始，
除非行政系统会发生改变。但就像我们被暗示的那样，并没
有炼狱这回事，没有折中可言，没有可赎之罪。或者有罪，
或者无罪。全有或全无。时间一到，偷来的要还回去。所以
他宁愿这场很适合他的瘟疫持续，不惜成为塔鲁定义的那种
无辜凶手。

在这场瘟疫中，谁都没有赢，但朗贝尔好好，敬每场瘟疫中
休戚相关的每一个人。

鼠疫读后感篇四

经历了100天，约3个多月的时间，一本不算厚重却让人心情
沉重的鼠疫终于看完了。这本书你可以理解成一本小说，也
可以理解为一本编年史。并不意外的是对本书的评价产生了
巨大的分裂，认为本书伟大的人大有人在，不遗余力推荐。
认为本书平淡无奇的人也从不缺少。对于笔者来讲，我更关
注于一部作品他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在世界文学中，我们
从不缺乏优秀的作家，更不缺少优秀的作品，然而能够称之
为伟大的作品却少之又少。笔者不愿意对本书做出评价，因



为作为忠实的读者，任何评价都可能会有失公允，笔者想从4
个方面谈谈对鼠疫的感受。

一是鼠疫中的人物。习惯了中国小说的读者可能会形成一种
思维惯性，认为人物必须个性鲜明，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
是坏人。持有这个观点的读者可能会略感失望，因为鼠疫当
中你会发现没有绝对的坏人，而只有栩栩如生的人，塔鲁，
朗贝尔，柯塔尔，神父，这些人不是绝对的好人，也不是绝
对的坏人，他们有血有肉，有挣扎，有彷徨，饱受封城和疾
病带来的双重折磨，这里没有大无畏的英雄主义，也没有国
士无双的神医。鼠疫让他们困在了奥兰这座小城，每个人都
有一种流放感，有人困住了再也没有出去，有人活下来了却
也倍感忧伤，于是所有人心中都有了一种叫做回忆的东西，
可是到最后，他们忘记了所爱的人的样子，回忆都变成了一
种不可触及的痛楚。或许他们只是渴望回到常态，然而现实
告诉他们，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回到如从前一般的日子。

二是关于作品的思想。谈到加缪，所有人都会想到absurd(荒
诞主义)，经验告诉我的是，所有的主义只不过是为了表达我
们不能表达的东西，荒诞才显真实。瘟疫并不可怕，可怕的
是我们所有基于利益做出的妥协，彷徨，无动于衷，我们应
该记住的是对抗流行病的唯一方式就是诚实和善良。

三是关于鼠疫的写法。作者并没有使用过多的写作技巧，顶
多描写了奥兰的喜怒无常的天气，人们心态的变化，鼠疫的
发展态势。作者或者说作者的化身，书中的renux医生，是一
个无神论者，但书中引用了大量圣经中的故事，不过往往一
笔带过，需要读者细心的发现。可以确信的是作者并不是因
为鼠疫改变了信仰，而是借用圣经典故来告诫人们，任何放
弃抵抗，认为鼠疫是上帝的惩罚的方式的消极做法都是不可
取的，每个人心中都或多或少感染了鼠疫，那么我们就应该
勇敢面对，去追求精神上的解脱，身体上的平静。作者用上
帝的视角，俯瞰众生，告诫未来，世界上没有一座可以永远
免受流行病传播的孤岛，需要我们认清的是当疾病来的时候，



我们不能冷漠与嘲讽，而是团结与合作。

就连死刑这个话题，作者通过塔鲁之口透露了自己对死刑的
思考，鼠疫像是给所有人判了刑，荒诞的是那些死去的人并
不都是有罪的。对待鼠疫的态度，也反映了作者反对死刑的
态度，正如其在《思索死刑》一书中写到，就算宣称并除掉
了某个我们认为“绝对邪恶”之人，这个社会就绝对良善了
吗？如果某个群体为了一个被神圣化的国族而杀人、某个国
家为了一个被神圣化的社会而杀人，正当性又从哪里来？社
会与国家是否拥有绝对的价值标准？是否有资格掌握死刑这
种没有挽回余地的惩罚呢？

那么经历了鼠疫的人们，他们会改变吗，正如那个老病人说
的那样，不会的，因为我们会忘记，然后反复。

鼠疫读后感篇五

2020年春节，“武汉肺炎”出现并传染性扩大，1月23日，武
汉封城。紧接着确诊病例一天天增长，因家妹在武汉读
书，18日放假返乡，直至今天社区、乡政府、派出所轮番打
电话，测温度、消毒、禁外出成了我们的过年。

自消息发出以来，我家人一步都没有出过门，然而亲戚们打
来电话关心安慰，也有长辈竟然斥责为什么从武汉要回来。
哑口无言。我看到了莫名其妙的武汉人回不了家回不了国，
我看到网络上攻击武汉人、武汉政府的肮脏不堪的污言秽语，
我看到给医生吐痰并说谁也别好过的病患，我看到逃离武汉
的携带者肆意的`笑，我看到手机前一个个丑陋的嘴脸凝视着
这一切。

如果没有医生护士来拯救这一切，如果没有国家的力量来调
控这一切，如果没有全体人民的意志来抵抗这一切，那么占
据统治地位的不是细菌就是病毒。我为奋战一线的他们热泪
盈眶，我为毅然请战的他们潸然泪下，我为善良平凡无惧的



他们泪流满面。那天，我看到那张图，上面写着“我的城市
病了，我们会治好她，等春暖花开时，欢迎你们再来”。止
不住的泪泛滥啊，谁不是无辜无奈却仍然拼死拼活？太多太
多的人啊如蝼蚁生活在生活里，存在本身又那么毫无意义。

话说回来，《鼠疫》是一场现实的鼠疫，死亡恐怖笼罩全城，
尸体堆积，整车整车拉出去火化或掩埋，城门关闭，患者被
隔离等待死亡，亲人离散，人们几乎失去所有；以此，更是
一场人性的疫病，世界上每个人都是鼠疫患者，都可能给人
伤害或致人死亡。神父给人以上帝，而信仰是生活帮助建立
的。在艰难的岁月里，人才看清生活和世界的真相，才会在
见证美好与历史时保持批判的力量。同时，对物与文化的世
界保持超然的敏感，并形成独立强大的自我。

加缪并不苛责人性的弱点，他温柔地理解个体的困境。鼠疫
是我们每个人，是每个人身上的妥协与软弱。书中提到，和
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是诚实。若诚实让你无法加入喧嚣，那
么就写下让你哑默的东西；若诚实让你在希望与失望之间两
难，那么就袒露你徘徊的脚印；若诚实让你将要开口便觉空
虚，那就让虚空自己说话。对未来某个时刻将要经历“鼠
疫”的人群来说，诚实的记录总是有用的。

书中，神父是他，觉悟者是他，志愿者是他，医生是他，那
个患哮喘病的、被认为疯了的老人也是他。鼠疫究竟是什么
呢？鼠疫就是生活，不过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