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无常读后感 鲁迅无常的读后
感(优质9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
后感文章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
能够喜欢!

无常读后感篇一

鲁迅的《无常》，表现的'是当时社会的一种风气，不，其实
能够说是一种批判。当时，等级分的很明确，有上等人下等
人之说，如果是下等人，就会永远被被人压着，虽然过着平
凡的生活，但经常受人欺辱。而上等人更是可怜，务必把自
己伪装起来，生活在欺骗中，生活在痛苦中，所以说是“他
们活着，苦着，被流言，被反噬”。

但是的人都很迷信，认为到阴间就能解脱，所以大家都十分
喜欢无常。想想，这就是可怕的封建社会给人们带来的灾难，
唉，真是恐怖。

无常读后感篇二

《无常》也是一篇名作，主要写了迷信传说中的无常，这个
勾魂使者的形象。

首先这篇文章的语言非常轻松诙谐，描写水平也相当高，，
第二段中：“鬼卒和鬼王是红红绿绿的衣裳，赤着脚；蓝脸，
上面又画些鱼鳞，也许是龙鳞或别的什么鳞吧，我不太清楚。
”瞧！这样描写鬼卒与鬼王是不是让你觉得耳目一新，你的
眼前是不是有几个乡下人所扮演的鬼卒鬼王呢？“鬼卒拿着



钢叉，叉环振得琅琅响，鬼王拿的是一块小小的虎头牌”这
里是对鬼王、鬼卒的兵器的描写，听起来这些人还真有杀伤
力呢！“活无常不但活泼而诙谐，单是浑身雪白这一点就
有‘鹤立鸡群’之感。”这一段写的是活无常，，他们浑身
雪白惹人喜爱，他虽然是阴差，却让人喜爱，看起来，他还
真有人气。他还有一身活泼的气息，真令人感到舒服，使人
感觉它有人情味。

接下来，，便是这文的主题，这段话，真令我吃惊不少“活的
‘正人君子’只能骗鸟，若问愚民，他就可以不假思索的回
答你：‘公正的裁判是在阴间！’”看这段话是否让你感受
到什么？我感受到，当时的人中连一个公正的也没有，那时
对人民的压迫，甚至让百姓对阴间起了神往，可见当时的年
代的政治是多么腐—败。阳间连一个公正的裁判都没有，阴
间的虽然是鬼，但也是公正的啊！

无常这篇文章体现了当时朝廷的腐—败，也讽刺了古代那些
没有正义心肠的人。

无常读后感篇三

早已习惯了在午后翻开《朝花夕拾》这本小册子，每个下午
由先生的文章陪伴都觉得充实了许多。今天照例要读先生的
一篇文章，按照顺序，当时到了《无常》了吧。

这篇文章很好了承接了上一篇的《五猖会》，描写的是迎神
赛会那天出巡的.神!而这其中各路神明，先生最有些喜欢的
当时白无常了。先生用了这样的词语来形容白无常：“他不
但活动而诙谐，但是那浑身雪白这一点，在红红绿绿中就有
鹤立鸡群之慨。”这是怎样一个的可爱的角色呵。

先生本文突出描写了白无常。在先生的记忆中，除了装扮不
甚吓人之外，无常还是个颇具有人情味的鬼，在戏中有唱到，
去勾魂的时候，看到母亲哭死去的儿子那么悲伤，决定放儿子



“还阳半刻”，结果被顶头上司阎罗大王打了四十大棒。

文章在回忆无常的时候，时不时加进几句对现实所谓正人君
子的讽刺，虚幻的无常给予当时先生寂寞悲凉的心些许的安
慰。同时，文章深刻表达了旧时代中国人民绝望于黑暗的社
会，愤慨于人世的不平，只能在冥冥中寻求寄托，寻求“公
正的裁决”。故在文中也可看到先生写道：活的“正人君
子”们只能骗鸟，若问愚民，他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你：
公正的裁判在阴间!这是怎样的一种戏谑的讽刺!可是也显示
了先生对黑暗的现实的无奈和失望!

最后一段先生判的却是更妙，有人说，无常是生人走阴，故
有些人情味，而现下那些会走阴的却是生人。这其中的奥妙，
难言之矣。我们也只得姑且置之弗论了。

文档为doc格式

无常读后感篇四

?无常》描述儿时在乡间迎神会和戏剧舞台上所见的“无常”
形象，说明“无常”这个“鬼而人，理而情”，爽直而公正
的形象受到民众的喜爱，是因为人间没有公正，恶人得不到
恶报，而“公正的裁判是在阴间”。

鲁迅在《朝花夕拾》中曾多次写到“无常”这种鬼怪。在
《无常》中他比较详尽地记述了在庙会中见到的“无常”。

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在庙会上都比较喜欢白无常，而普遍讨
厌黑无常，而从文字来看鲁迅也比较喜欢白无常。认为
他“不但活泼而诙谐”。而且单单浑身雪白这一点就能在各
色鬼怪中十分扎眼，很有“鹤立鸡群”之感。所以，我们可
以知道在当时的庙会中白无常是个很出风头的角色。

整篇文章都洋溢着作者对活无常的敬佩及赞美之情，先写小



时候对他的害怕，和现在对他的敬佩作对比，也拿阎罗王的
昏庸和死无常的可怕与之作对比，突出活无常的善心。

作者也是想告诉我们，连鬼都有如此善，倘使要看个分明，
那么，《玉历钞传》上就画着他的像，不过《玉历钞传》也
有繁简不同的本子的，倘是繁本，就一定有。身上穿的是斩
衰凶服，腰间束的是草绳，脚穿草鞋，项挂纸锭;手上是破芭
蕉扇、铁索、算盘;肩膀是耸起的，头发却披下来;眉眼的外
梢都向下，象一个“八”字。头上一顶长方帽，下大顶小，
按比例一算，该有二尺来高罢;在正面，就是遗老遗少们所戴
瓜皮小帽的缀一粒珠子或一块宝石的地方，直写着四个字道：
“一见有喜”。有一种本子上，却写的是“你也来了”。这
四个字，是有时也见于包公殿的扁额上的，至于他的帽上是
何人所写，他自己还是阎罗王，我可没有研究出。

评：这一段是鲁迅介绍无常长像的。首先，从衣服开
始，“斩衰凶服”，显现出了鬼界的特征。然后是腰部、脚
和脖子，从这几个地方的穿着上，无常长的又像道士，和下
文说无常是从人变来的有上下呼应，同时也体现出了无常的`
性格，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之后的长方帽，和道士的装饰
也没什么区别。接着，一句话很有意思，“遗老遗少们所戴
瓜皮小帽的缀一粒珠子或一块宝石的地方”，很明确的指清
了位置。“一见有喜”和“你也来了”便显出了地狱小鬼们
独有的“小丑风范”，很有喜剧效果，说话的方式都很猾皮。

无常读后感篇五

《无常》描述儿时在乡间迎神会和戏剧舞台上所见的“无
常”形象，说明“无常”这个“鬼而人，理而情”，爽直而
公正的形象受到民众的喜爱，是因为人间没有公正，恶人得
不到恶报，而“公正的裁判是在阴间”。

鲁迅在《朝花夕拾》中曾多次写到“无常”这种鬼怪。在
《无常》中他比较详尽地记述了在庙会中见到的“无常”。



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在庙会上都比较喜欢白无常，而普遍讨
厌黑无常，而从文字来看鲁迅也比较喜欢白无常。认为
他“不但活泼而诙谐”。而且单单浑身雪白这一点就能在各
色鬼怪中十分扎眼，很有“鹤立鸡群”之感。所以，我们可
以知道在当时的庙会中白无常是个很出风头的角色。

整篇文章都洋溢着作者对活无常的敬佩及赞美之情，先写小
时候对他的害怕，和现在对他的敬佩作对比，也拿阎罗王的
昏庸和死无常的可怕与之作对比，突出活无常的善心。

作者也是想告诉我们，连鬼都有如此善心，人又应该怎样呢?

初读《朝花夕拾》不觉得这像一本名著，反而觉得像是一个
朋友在与你闲聊家常，原来这才是这本书的独特之处。

我正在读“无常”这一篇章时，也正好是全书的一半，
这“无常”与之前“五猖会”上的塘报、高照、高跷、抬阁、
马头等，一定是鲁迅爱看的，不然怎么会写得这样细呢!从此
看来鲁迅小时一定也很贪玩，不过这里主要还是反映了鲁迅
思想中恋乡的一面。

再往前看《二十四孝图》还真让人摸不着头脑，只是觉得这
篇文章一定还有深层含意，看来我还得慢慢的渗透一下，才
能得出结论。

说起《狗、猫、鼠》和《阿长与〈山海经〉》可是我在这半
本书最感兴趣的`文章了。

无常读后感篇六

《无常》也是一篇名作，主要写了迷信传说中的无常，这个
勾魂使者的形象。

首先这篇文章的语言非常轻松诙谐，描写水平也相当高，第



二段中：“鬼卒和鬼王是红红绿绿的衣裳，赤着脚；蓝脸，
上面又画些鱼鳞，也许是龙鳞或别的什么鳞吧，我不太清楚。
”瞧！这样描写鬼卒与鬼王是不是让你觉得耳目一新，你的`
眼前是不是有几个乡下人所扮演的鬼卒鬼王呢？“鬼卒拿着
钢叉，叉环振得琅琅响，鬼王拿的是一块小小的虎头牌”这
里是对鬼王、鬼卒的兵器的描写，听起来这些人还真有杀伤
力呢！“活无常不但活泼而诙谐，单是浑身雪白这一点就
有‘鹤立鸡群’之感。”这一段写的是活无常，他们浑身雪
白惹人喜爱，他虽然是阴差，却让人喜爱，看起来，他还真
有人气。他还有一身活泼的气息，真令人感到舒服，使人感
觉它有人情味。

接下来，便是这文的主题，这段话，真令我吃惊不少“活
的‘正人君子’只能骗鸟，若问愚民，他就可以不假思索的
回答你：‘公正的裁判是在阴间！’”看这段话是否让你感
受到什么？我感受到，当时的人中连一个公正的也没有，那
时对人民的压迫，甚至让百姓对阴间起了神往，可见当时的
年代的政治是多么腐败。阳间连一个公正的裁判都没有，阴
间的虽然是鬼，但也是公正的啊！

无常这篇文章体现了当时朝廷的腐败，也讽刺了古代那些没
有正义心肠的人。

无常读后感篇七

我的排球师傅叫邓嘉欣，她是一位六年级的学生，学习相当
的棒。目前是担任学生校长。在老师面前彬彬有礼的她，在
课外截然不同。

我的师傅骂起人来凶得不得了！尤其是对男排。记得以前她
对我说过：“看见男排，就打，打不过就骂，骂不过就
跑！”一看见男排的球就踢。她似乎和男排有天大的仇恨。
还有以前，我发球发不过，她就会和我说：发不过一个跑一
圈，两个，跑两圈！”记得以前，我们利用大课间来练习排



球。就是要练脚步移动。“好，准备！一、二、三走你！”
我们边练她还边说：“快点！快点！”

我的师傅发球有一个很销魂的姿势——翘脚，不知是谁教她
的。以前，我也跟学过，但她却说：“不许翘脚！”“为什
么？”我反驳道。可她却说：“是不可以有这个动
作！”“那你也不是在翘吗？”“我翘你也翘啊！那我对垫，
对墙这么好，你怎么不来学？要学这个？“我…”好吧，我
词穷了。算你赢我心想。

我的师父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犹如洪水滚滚而来。或者简单
地说就像唐僧，而我就是那只可怜的孙悟空。句导读：比喻，
告诉我们她的话很多。一会儿说：“脚步没有到位。”一会
儿说“脚步移动不够快！”一会儿又说：“接球是不要犹豫。
”一会儿还说：“不要走神。”她的话让我第一次感觉
到：“额，原来比唐僧还会要念叨的人还有！真是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啊！

无常读后感篇八

读了《无常》一书以后，知道了是描述儿时在乡间迎神会和
戏剧舞台上所见的“无常”形象，说明“无常”这个“鬼而
人，理而情”，爽直而公正的形象受到民众的喜爱，是因为
人间没有公正，恶人得不到恶报，而“公正的裁判是在阴
间”。

鲁迅在《朝花夕拾》中曾多次写到“无常”这种鬼怪。在
《无常》中他比较详尽地记述了在庙会中见到的“无常”。
《无常》——无常是个具有人情味的鬼，去勾魂的时候，看
到母亲哭死去的儿子那么悲伤，决定放儿子“还阳半刻”，
结果被顶头上司阎罗王打了四十大棒。文章在回忆无常的时
候，时不时加进几句对现实所谓正人君子的讽刺，虚幻的无
常给予当时鲁迅寂寞悲凉的心些许的安慰。从中可以看出，
人们在庙会上都比较喜欢白无常，而普遍讨厌黑无常，而从



文字来看鲁迅也比较喜欢白无常。认为他“不但活泼而诙
谐”。而且单单浑身雪白这一点就能在各色鬼怪中十分扎眼，
很有“鹤立鸡群”之感。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当时的庙会
中白无常是个很出风头的角色。(）整篇文章都洋溢着作者对
活无常的敬佩及赞美之情，先写小时候对他的害怕，和现在
对他的敬佩作对比，也拿阎罗王的昏庸和死无常的可怕与之
作对比，突出活无常的善心。

无常读后感篇九

喜怒无常夜里的故事一天深夜，是人们睡觉的时候，鼻子和
嘴巴开始说话了，就像开会了一样，他们都在说自己的特长，
夸耀别人呢！

鼻子骄傲的说：“你看你多好啊！每天可以吃到美味可口的
食物，喜怒无常夜里的故事作文。”嘴巴快速的说：“不不
不，你也好啊，你可以闻到我吃不到的东西，”不知过了一
会儿，嘴巴说：“如果没有了我，你们早就饿死了呢！”眼
睛眨巴眨巴的说：“我的特点是什么？”嘴巴说：“你给人
们带来帮助。”鼻子说：“你可以看见任何美丽的东西。”
突然，眼睛说：“如果你们没有了我，你们根本什么也看不
见。”他们在说话的时，耳朵刚想说点什么，眼睛却打断说：
“你倒好，可以偷听我说话！”耳朵说：“不不不，我没有
这个意思，我想对你们说你们别老是损别人，自己也有长处，
我们要团结在一起，团结就是力量，只有这样次能体现出来。
”他们听了有道理，全都没有说话了。夜过去后，团结在一
起的五官家庭成员们，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工作。

砂子塘天华寄宿制学校四年级（四）班申宇龙喜怒无常夜里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