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野草题词读后感(模板8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读后感书写有哪些
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
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野草题词读后感篇一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多
次为鲁迅所称引，不妨看作是《野草》全书的大纲，倘置换
为鲁迅自己的说法，则是：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
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野草题词读后感篇二

鲁迅的文章不是第一次接触，之前都是教科书式输入，如果
说真正的走近鲁迅，就要从这本《野草》开始。

开始读时总感觉摸不透，似懂非懂。读全本书总是在一直努
力将自己代入那个时代，无奈背景接触很少，所有读起来费
些力。但是又感觉是相近，或许我们本就是一条路上的人，
修行不够，道行不深，才拉开了些距离。

写下这些文字时，我将手边的书翻了几遍，我没办法就书中
的内容细说，倘若你有同样愤世的心，对历史又了如指掌，
说不定会有设身处地的愤怒与不甘。

这是接触的第一本杂文，很巧的是，鲁迅是杂文的代表人物，
鲁迅的杂文如同“匕首”，“投枪”直刺一切黑暗的心脏，
鞭挞这世上的假恶丑。



强烈爱过主义者说不定会很喜欢，并且达成共识。

野草题词读后感篇三

读完一本书以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是时候
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到底应如何写读后感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野草读后感，供大家参考借鉴，
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我读几遍了，头脑仍然一片空白。
要是说非得找几个词来概括它给我的印象的话，那就是：旷
野，荒原，燃烧。我甚至已经记不清楚《野草》里是否有这
几个词，也不想翻书去求证。我想有时候读书不求甚解也好，
起码留给自己一个想象的空间。所以我想极力避开人们对
《野草》的解读，虽然那会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并且会让我
了解到诸多关于革命、荒诞、存在、本体等等之类的伟大意
义。我并非不承认或者不赞同人们的`看法，只是这些东西看
多了产生审美疲劳，甚至产生深恶痛绝之感。因为是读后感，
因此就减去了学术上的种种规范，说话可以相对放肆坦诚，
所以下面我将张口胡言乱语了，请诸君做好心理准备。

人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总会产生一些莫名其妙的想法，从
而做出一些不同寻常的举动来，这样事情就变得有趣了。我
很喜欢《野草》，也很尊敬鲁迅先生，他文中所显示出来的
荒原意识让我的神经异常活跃和兴奋，以至于在阅读时我完
全沉浸在里面的场景里了。不过这个场景仅仅是我自己想象
的而已，并非是鲁迅先生在写作时头脑所浮现的场景。但我
觉得这并不妨碍我对它的理解，我总是相信有那么一个世界
我们从未抵达。这个世界它不应该属于任何一个时代，或者
局限在任何一个意义，它因为具有无限的扩张力而无法用言
语表达，只能感受。我也相信《野草》除了具有它所该具有
的时代和现实意义外，还有一个世界它从未展示，那就是荒
原。虽然我们可以根据鲁迅先生的文字进行荒原的场景想象，



然而真正的荒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我们所看到的荒原只
是被鲁迅先生物象化的荒原，每个人心中的荒原都是独一无
二的。所以，我们没必要极力去挖掘或者吹捧别人心中的荒
原世界，我们应该花的时间去认识自己心中的荒原。在这里
我并不是说人们对鲁迅先生《野草》的挖掘是一种吹捧，我
也相信人们对它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与先生所想的是相符的。
我只是想告诉自己，人们对《野草》的无限度挖掘只是《野
草》荒原世界中一个小小的角落。问题在于，人们都想极力
让别人去认同自己所看到的角落。这种想法将归结于严密逻
辑的胜利呢，还是思维空间过于狭小的悲哀?也许根本就无法
回答。

上面的说法或许过于武断。人们会不禁要问：究竟什么是荒
原?什么是旷野?这些词从哪儿来?具有什么样的实际意义?不
得而知。太过于抽象了，我们压根无法触摸，又何来的理解?
不具有实际意义的东西我们把它摆在那又有何用?如果大家非
得这样刨根问底，我就只好沉默了。不过我仍然在想，“燃
烧的荒原”是否更具有震撼力和吸引力?且不管别人如何想，
我先第一个赞同。确切来说这是一种梦境，或者说这种梦境
与我心灵深处的梦境是相通的，所以我特别有感觉。觉得特
别的兴奋和有意义。说到这里连意义也是抽象的了。我无法
解释这种奇怪的念头。这也许就是《野草》在我这里所产生
价值，一个抽象的价值，一个抛开了时代和现实意义的价值。
我相信这个世界允许这种价值的存在。

看到这里估计大家要么目瞪口呆，要么厌烦透顶了，但我还
是要把话说完。《野草》留给我的印象只有三个词：旷野，
荒原，燃烧。这个印象不仅仅属于我，它具有更加普遍的意
义，它让我相信——有一个世界我们从未抵达。

野草题词读后感篇四

鲁迅的这本书所收散文诗23篇（包括一首打油诗和一出诗



剧），最初都曾陆续发表于1924年12月至。26年1月的《语丝》
周刊上，《题辞》最初也曾发表于1927年7月2日出版的《语
丝》第138期，发表时署名均为鲁迅。

寒假的一天，我看了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鲁迅写的散文诗集《野草》。

我一看这本书就入了迷，爱不释手，一口气就将它读完了。
其中有一篇我印象最深的《雪》，这篇文章与众不同，写得
十分优美，表达的思想感情很强烈。我想大家一定是迫不及
待了吧，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吧！

《雪》这篇文章我觉得很有特色，与我们写的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写雪的着重点一般都是它的形状、颜色、飘落的样子等
等，而鲁迅写的这篇《雪》的着重点却是孩子们怎样塑雪罗
汉。我个人认为这是《雪》这篇文章的闪光之处。“第二天
还有几个孩子来访问他i对着他拍更1卓头1嬉笑。但他终于独
立坐着了。晴天又来消释他的皮肤，寒夜又使他结了二层冰，
化作不透明的水晶模样7连续的晴天又使他成为不知道算什么，
而嘴上的胭脂也褪色了。”（作者没有直接描写鲁迅的诗集
是如何描写雪的，而是先写普通人所描写的雪，然后再和鲁
迅笔下的雪作比较，突出鲁迅诗集中对这一段话里蕴藏着一
个道理：看似强大的事物却经不住一点小小的考验，就已经
完全变了样，认输了，低头了。在我们身边也存在着这样的
事情，我们要去克服它，消灭它，不使它成为你生活的累赘。

《雪》这一篇用了许多的修辞手法，将文章写得更加生动形
象，让人读了以后，眼前仿佛就出现了这个情景，如：“但
我的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
着，也听得它们嗡嗡地闹着。”这一句话用了拟人的修辞手
法将蜜蜂飞来飞去，写出了忙碌。蜜蜂一边飞一边发出嗡嗡
的声音，这是很正常的事，而作者却把它们写成是在吵闹，
这更加突出了作者之文采。只要你一闭眼，眼前就会出现书
中所写的这一幕。



“雪”在我的脑海里是很美的，但在作者笔下的《雪》中觉
得更加美丽，我：鲁迅龍写出这样美的雪景他肯定是注入了
自己不少的感情在里面然是王里能将雪写得迦此羡厘i我从中
发现写作文最重要的是要用真情实感去写。〔作者能从鲁迅
描写的雪景中看到鲁迅所倾注的真情实感，而不是仅仅停留
于雪景之美，抓住了诗集中的精华部分。）我从这本书中获
益匪浅。

野草题词读后感篇五

昨天，我们学习了《野草》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主要记述了“野草”是世界上力气最大的植物，它
可以完整地分开人的头盖骨，并能掀翻巨大的石块，也只有
它才有这种超凡脱俗的力量。

读完这篇文章后，让我不禁小小地惊叹了一下，这娇小嫩绿
的野草有多大的力气啊！虽然上面有万般阻挠它的石块，没
有大量的雨水供他们吸收，但是他们还是用坚强的毅力和顽
强的生命力挺了出来。向着阳光、向着蓝天、向着白云，用
那一般人看不见的.生命力，用那有弹性，能屈能伸，有韧性
不达目的的不止的力，向全世界的人喝彩。

还记得去年夏天，奶奶家养的小猫“咪咪”因意外被压死了。
年小无知的妹妹在楼下草丛中绑了个袋子，在被袋子笼罩的
里面有许多杂草，和妹妹放进去的白纸片，结果还压翻了许
多小草。我心想这可怜的小草，既没有阳光的雨露，也没有
伸展的空间，一定非常苦恼吧！想必不久就会枯黄了吧！几
个星期后，物业找到了我们，责怪我们这样做没有保护环境，
后来妹妹哭着，哽咽着把袋子拿了下来。我惊呆了，那几棵
小草不但没有枯萎，反而越长越茂盛，只是被压弯了腰身，
看着小草的这种精神，我不禁感动了起来。

还记得很小，有次考试，我没有考好，本来以为这是偶然，



但是几次后，成绩很是一样，我失望极了，以为自己就是比
别人笨，考不好。现在我和小草比起来，我真是太渺小了。
现在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什么都应该勇往直前，坚持不
懈！

这篇文章带给了人们很大的启示，我想每个人心中应该有株
野草，让它向着阳光，完成它的生之意志。

野草题词读后感篇六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后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
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
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野草》

一直都很喜欢鲁迅先生所写的《野草》，因为我感觉这些内
容都揭露了人的本性，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的黑暗与虚无。

对于鲁迅先生的文章，我们早已非常熟悉了。从一开始的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到《社戏》，最后再到《藤野先
生》。我们的课本上几乎每年都有鲁迅先生的文章。我相信，
这些文章出现在我们的课本上是有原因的。或许是鲁迅先生
的文章总是有它独特的文化魅力和艺术特色。鲁迅先生的文
章总是包含着强烈的思想感情，我不知是经过怎样的事情才
能写出这样的发人深省而深刻的文字？或许是对那个时代不
公的控诉，也可能是对当时黑暗社会的无奈。我想鲁迅先生
当时写《野草》的时候，一定是饱含着强烈的、激昂的感情。

《野草》写于1924年至1926年，是一篇散文诗集。《野草》
从它诞生时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人们几乎一致地认为这
是现代文学史中一部非常难懂的作品，除了这本书的内容很
深刻，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它里面用了很多的象征手法。



《野草》这篇文章它包含着鲁迅先生对革命力量的热烈呼唤、
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当时黑暗社会的无奈以及自我剖
析。还包含着生与死、爱与恨、梦与醒、过去与未来、黑暗
与光明等各种强烈的思想斗争。

同时，《野草》里面的语言艺术也运用得非常好。鲁迅先生
可以使用形象的语言，生动地将作品中的人物的复杂性格表
现出来，这是一种很难得达到的描写境界。并且鲁迅先生也
善于选择生动的词句，书写优美的意境，例如《腊叶》中
的“一片独有一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
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等”鲁迅先生所写的文章中的语
言总是这么的生动。除了以上的几个语言描写方面还包括音
节方面的韵律，例如在《雪》一文中的“是的，那是孤独的
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等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孙
玉石曾说：《野草》有如《呐喊》、《彷徨》那些叙事书写
作品所没有的幽深性、神秘性和永久性，它在整体上有一种
难以破解而又可以永远引人沉思的艺术美的魅力。

鲁迅先生所写的这本《野草》我已经读了不下3遍了，每读一
次，都会有一种来自灵魂的震撼，读完以后对生活又有了一
种新的认识，新的见解。我沉浸其中。

野草题词读后感篇七

都说他是中国魂，是战士。

但在我心里他就像是一位父亲。一位教我怎样从绝望中站起
来的父亲。

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他了。最初的阅读是打发时间，后
来才慢慢爱上鲁迅先生那质朴而有力的文字。以前看的都是
他的小说，杂文，看他带领青年“革命，斗争”。但这一次，
我似乎看到了我不曾发现的一面。



无论一个人有多么坚强，多么伟大，在他心灵的某一处一定
是脆弱的，哪怕只是一小块。

“希望，希望，用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来袭。
虽然盾后面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
尽了我的青春。”这一句出自《希望》一问中的。表面上作
者上一在写希望，写得气势磅礴，说是“希望的盾”，可我
却未曾感觉到一丝丝希望的气息，能感知的只有那灵魂里深
深的绝望，带着希望的绝望。青春耗尽，革命未成。在非人
间里，人们还在黑中挣扎，呐喊。就算他竭尽全力也显得多
余。“我愿这样朋友——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
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
我”是啊！鲁迅先生曾在《影的告别》里这样说。他愿意没
有人同他一起，他愿意一个人承担所有的“黑与恶”，他愿
意自己被黑暗沉没而换取他人的光明，他总是默默得无私着，
把他的力量与勇气灌输给每一个有灵魂的人。他是中国大地
的父亲，我们都是他的孩子，他用他的怀抱紧紧将光明围住
留给孩子。他爱他的孩子。“水中的青春的底子，一切事情
统在上面交错，织成一片，永是生动，永是展开，我看不见
这一篇的结局”青春在水里，一碰就破，稍纵即逝。鲁迅先
生的那篇青春看不见结局，他的青春等不到花开的一刻，他
的青春来不及见证光明洒满中国大地的那一天，他的青春需
要他身后的青年战士来延续。只有如此，青春，才永是生动，
永是展开。

……

看过《野草》后，最喜欢是那篇极具讽刺性的《死后》，他
写的是自己“死”后，社会各界人士做出的反应“或者害得
他们伤心，或者要使他们快意，或者要使他们添些饭后闲谈
的材料，多破费宝贵的工夫”。这很现实，人在生前会有很
多朋友，会树敌，更多的则是陌生人。死后，亲朋好友为之
痛惜，敌人为之兴奋不已。陌生人不会有什么反映，至多成
为饭后谈资。没错，应该是这样子了。



鲁迅先生是一个雕刻家，他用文字刻出一副名叫“现实”的
浮雕，这浮雕就在我们周围的生活里。

跟鲁迅先生相比，我很想弄清楚有些人是否反对过当局，是
积极地，还是消极地，是一开始的背叛，还是最终的变节，
是真正反对还是装装样子。那黑暗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所有的
无限。可是只有鲁迅先生如钢般地挺在中华大地上，试图撑
破这片积压了许久，愈渐浓密的黑暗，让光明托起我们去触
摸太阳。

人生要轰轰烈烈，要冒险，要有胆量，直面死的威胁。

而鲁迅先生就这样冒则后危险，带着胆量，轰轰烈烈地与死
亡决斗。他始终在痛着，提醒自己还活在非人间，他的肩上
担负着的是未来。

绝望之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既然如此，我们也只有背水一
战，路再艰难，总会有尽头。前进吧！为了未来。

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微笑。

野草题词读后感篇八

暑假里，我在家里看了一篇文章，名字叫《野草》，它让我
受益匪浅。

《野草》一文主要讲野草把一切不可用机械分开的骨骼分开
了。野草为什么会把致密骨骼分开？都是因为它的坚持，它
的乐观！

连一种植物都能乐观和坚持，那人呢？

百世沧桑，不知有多少心胸狭窄之人因受挫折放大痛苦而一
蹶不振；人世千年，不知有多少意志浅薄之人因受挫折放大



痛苦而志气消沉；万古旷世，更不知有多少心胸懦弱的.人因
受挫折放大痛苦而葬身于万劫不复的深渊。

难道，我们就连小草不如？草亦如此，何况人也，岂不更加
努力拼搏，奋发图强？

我们应该像野草一样乐观地面对生活，勇敢地面对所有困难，
克服它们！乐观、拼搏、坚持造就了一个个伟人。霍金，他
瘫痪却还在坚持真理；海伦凯勒，她双目失明却还是用惊天
动地的顽强意志写下了著名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贝多
芬，他双耳失聋，却还用心谱写出《欢乐颂》《命运交响曲》
等等。他们正是有了野草的品性才拥有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成
就。野草用自己的努力使鲜花自愧不如，作为新时代的主人，
我们更以乐观、向上的心去迎接一个个坎坷、挫折、失败，
迎接更美好的明天！

我爱野草，更欣赏具有野草品性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