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狂人日记》读后感 800 字（精选 29 篇） 

看完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写一份后感，记录

收获与付出吧。那么后感到底应该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狂人日记》后感800 字（精选29 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狂人日记》读后感 篇 1 

说道狂人，在我没读这本书之前，即一直以为是轻狂浮夸之人，

而其日记，也不过为腐木烂泥之事罢了。于是，我怀着一种奇怪的心

情开始读这篇文章。 

文章并不长，但每段如刀刃般扎入人的心脏，难以忘却。 

文章讲的是某村的一个人因为环境的原因，时代的局限，旧礼制

度的迫害而患有迫害症，一天到晚都担心身边的人来吃他。结果，天

天想，夜夜想，最后变成了神经病，被村里的人嘲笑，被他哥关了起

来 

第一次看完这篇文章，我并没有太多理解，也如那些村里人一样

嘲笑那狂人。可是，为什么狂人会这样，书中明了，我前文也说到了，

是环境，时代和旧礼，这其中旧礼和环境对狂人的影响尤为关键。 

旧礼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的传承”，而它也算华夏文明中的一朵

“奇葩”。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所谓的“忠君”，那些在后人眼

中的“英雄”，为了他们的主，不顾自己的生命，也不顾他人的死活，

如臣子每每在宫廷斗争当作牺牲品就义前，都还会发出“忠臣不事二

主”“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一腔热血之呐喊；君主对自己有恩，

而当他有难时，作臣子的不惜杀妻弃子，为君报旧时之恩。为历史留

下一笔又一笔的“荣耀”，更令人想不通的是，这种“荣耀”被后人

所传承，至今视为典范。尤其是那句“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千古

流传！说到吃人，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了，吃的人大多为孩童和女

人，到后来发展成那些乱臣贼子....这篇文章也说到徐锡麟被凌迟最后

他的心脏被掏出炒着给人吃，你试想一下，如果你生在当时的制度下，

你又如何不提防身边的人？所以狂人的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同



情的。 

再说说当时的环境，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国人麻木，正如文章

写道：孩子的眼神古怪，似乎和我有仇。这尽管是在一个病人的角度

来看，有些争议，但无可厚非的是，孩子的眼神中没有快乐；没有理

想；没有渴望；没有那中天真无邪。否则病人看了如何不怕，这是一

种时代的悲哀与凄凉。鲁迅的呐喊也同为当时有志之士的心声，如秋

瑾曾希望用她的牺牲了唤醒国人。孙中山也为此发起一场轰烈的革

命......也正是为此，当初鲁迅走上弃医从文的道路。 

而所谓的“狂人”，也就是指那些被旧时礼制迫害的人。 

《狂人日记》读后感 篇 2 

看到《狂人日记》的题目时，感觉这篇文章好像是一个不正常的

人写的，整篇文章可能写的很疯狂，也可能写的一塌糊涂。这样想着，

不由自主的看下去。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

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

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我怕得有理。”我从这段话中的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想到主人公三十年前可能就见过这个

人。既然是赵家的狗，那么这个“他”肯定也姓赵。读这段话的时候，

我觉得鲁迅的文章和现在我们写的文章大不相同，他的写作不用好词

好句来描述，也能使我们忍不住接着读下去，就像我亲眼看见了故事

中的情景。 

整篇日记都在说吃人的事，“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养肥了，他们

是自然可以多吃;我有什么好处，怎么会好了，他们这群人，又想吃人，

又是鬼鬼祟祟，想法遮掩，不敢直截下手，真要令我笑死。 

有的是仍旧青面獠牙，抿着嘴笑。我认识他们是一伙，都是吃人

的人。大哥也忽然显出凶相，高声喝道，都出去!疯子有什么好看!这时

候，我又懂得一件他们的巧妙了。“在正常人眼里，他们为主人公做

的事情是正常的。 

但在狂人眼里这些话会引起他的胡思乱想，怀疑他们的举动都是

要吃它，狂人有些惊慌失措还有七八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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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直跳起来，张开眼，这人

便不见了。全身出了一大片汗。文章中描述狂人疑神疑鬼、紧张兮兮

的样子，我觉得他真是可笑。 

我上网查阅了一下，狂人日记的正确解释是揭露当时旧社会的黑

暗的事，鲁迅把自己当成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来看这个黑暗的世界，可

以看到这个世界的虚伪和本性。我又拿起书看了一遍，其中有一段狂

人的话我想了半天”吃人的是我的哥哥，我自己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有些转不过弯来，

我猜想着这句话的所表达意思。 

《狂人日记》读后感 篇 3 

《狂人日记》后感今天，我看了一本鲁迅的自传《呐喊》中的

《狂人日记》。鲁迅是（1881 —1939 ），文学家和思想家和革命家。

原名周樟寿，字豫才，后改名树人，浙江绍兴人。 

《狂人日记》，描写了一个迫害狂症患者的心理活动，把他对生

活的感受和心理幻觉杂糅一体。狂人出身于封建土夫家庭。不知什么

时候，他的哥哥和一群朋友合伙吃作者，这样，就他很为难，跟他十

几年的好哥哥，竟然吃自己的弟弟。造成了对社会的恐怖心理。过了

很久，才知道，妹妹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死，原来是哥哥他们吃的。

这时，他想起了叫“海乙那”的，眼光和样子都很难看；时常吃死肉，

连极大的骨头，都要细细嚼烂，咽下肚子去，想起来也叫人害怕。所

以，他对吃人社会发出勇敢的挑战，相信将来的社会“容不得吃人的

人”，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 

合起书本，想起这个社会也有一种很无耻的行为，我就来气。一

天，阳光明媚，我独自在街上走着。突然一味叔叔不知怎么回事，撞

到了一位奶奶。奶奶痛的连声叫痛，呻吟着：“我的腰啊！我才 70，

不想死啊。呜~~ 呜~~”那位叔叔看不下去，连忙扶起奶奶，拍了拍

灰尘，说：“好了别哭了，我送你去医院。”可是奶奶死也不去，坐

在地上。叔叔拿他没办法，就塞了五百元就骑着单车消失在人海中。

人群议论纷纷；“这人也太不负责任吧！”“就这样走啦！”“这家

伙！”我心想：对啊，就这样走了！这时那位奶奶站起来，摇摇摆摆



拐进了一个阴森的小港。过了一会儿，人群就散了。就在这时候，一

位姐姐从小港里出来。我觉得很可疑，就悄悄地跟了上去。姐姐走进

了一张公共椅子，和一个男人坐了下来，得意洋洋地说：“看我多厉

害，骗了五百元！”什么，原来刚才撞着车是假的！我很吃惊。 

虽然我们的生活好了，但世界更复杂了。大家要小心啊！ 

《狂人日记》读后感 篇 4 

书中最让人感悟深刻的还是《狂人日记》，《狂人日记》是我国

历史上第一部白话文小说。是中国现代小孩所史上具有开山意义的作

品，我们深深的为鲁迅先生的文采所倾倒。文章讲述的是人吃人的世

界，封建的社会对人的残害当我们以“狂人视角”对作者笔下的世界

进行关照时，我们就开始了解狂人眼中的世界真相：狂人忽然醒悟

“传统”杀人、吃人的罪恶枣周围人无法容纳清醒者开始对他进行迫

害：加之“疯”的罪名枣狂人重新屈服于恶势力，同流合污（或被

吃）。 

依然是通过“狂人视角”关照周围世界的真相：敢于对世界和人

生做抽象思考的狂人，发现了人与人之间提防、倾轧、残杀，并且已

经成为一种难以扼止的恶性循环：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

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于是狂人呼吁人类和睦相处：去

了这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何等舒服。这只是一条门槛，一

个关头。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

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绝望当中狂人

呐喊、呻吟，发出“救救孩子……”的绝望之音。 

鲁迅看到当时社会的无线黑暗，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被封建

的残余思想舒服，不可自拔。他敢于直面，敢于呼喊群众奋起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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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鲁迅在《〈中国新文

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也曾表示《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

和礼教的弊害”。《狂人日记》成为了五四运动的范本，成为反对旧



文化的标本。 

看了这文章之后，我们看到了新的曙光。看到新的希望。 

《狂人日记》读后感 篇 5 

最近读了鲁迅的很多作品，喜欢他的笔风和爱国忧民的情感。鲁

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也算是经典中的经典了，它反映了当时中国社

会的一些现象，虽然借用了一个“疯子”的视角来看待社会上的一些

问题事物，但却从中敏锐地看出了当时“人吃人”的黑暗现象，和当

时人情世故中的人们的一些不同心态。 

故事传说中的“疯子”，在平时生活中总是担心别人都想吃掉他，

这看起来似乎很荒缪，但放到当时社会上却是非常贴切的。只不过故

事传说中“肉体上”所谓的“吃人”在旧社会就成立心理上的“吃

人”，而且“心理上”的“吃人”往往更加可怕。 

文章中的许多片段，都让我难以忘记，举个例子吧：我从前单听

他讲道理，也糊涂过去；现在晓得他讲道理的时候，不但唇边还抹着

人油，而且心里还装满了吃人的意思。 

这段话表面上是一个疯子荒缪的想法，认为人们说话时“唇边抹

着人油” “心里装满了吃人的意思”，实际上作者通过这些话，讽刺

了旧社会的“吃人”现象。富人官员想法设法地剥削压迫劳动人民，

他们说话的时候，何尝不是“唇边抹着人油” “心里装满了吃人的意

思”呢？ 

文章中最经典也最有深意的一句话是：救救孩子作者用这句话告

诉人们：虽然当时的社会有些黑暗，大人们有的心灵险恶，但当时的

孩子仍有希望变好，孩子还是纯洁的，不能让他们长大了也互相“吃

人”，所以鲁迅先生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吁，这句“救救孩子”

也道出了鲁迅先生的心声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鲁迅先生的故事传说也读过很多，他“弃医从文”以手中的笔为

匕首一生为了中国的劳苦大众奔劳着，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位令人

尊重的巨匠，他的很多作品令人深思，从中也感受到了作者伟大的爱

国情怀。其中的《狂人日记》借助一个疯子的视角，一个“狂人”的

内心世界，强有力地讽刺了当时的人们，批判了旧社会的不良风气，



《狂人日记》值得我们每个人去认真地读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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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看来就是“吃人的实录”，在这篇文章中，斯感到前所未有

的压抑感和苦难，这样的社会，是如此的可怕，“非人性”的观念，

是当今一直存在的，只是我们这一代所未曾用第六感所感应到的，也

许，是被电脑惯出了几许病殇，所以第六感受到了严重迫害，就像哈

尔滨的那座大桥一样，其实隐患一直都有着，只是，“时机”不够成

熟罢了!当某些事物变成了一种“灵异”般诡异的时候，斯曾可想，而

不知再不知，兴许，在现在《狂人日记》里，写的有些沉重压过五指

山，但是与现在而言，对于斯的启示便是一层又一层的灰烟瘴气，这

样的瘴气，已经让我们原本过上百的寿命却变得只有还不到 70 岁。 

可悲么!不怎么可悲，你的思想很深刻又能怎样，你把问题看的清

澈见底又能怎样，你奈何不了什么?就像文中最后，写的那样，救救那

些没有吃小孩的小孩子们。可是他能救济么?所以呐喊，俨然变成了

“孤魂野鬼”的哀怨呼叫转移的家底儿资本。 

鲁迅先生在文中把自己深入“吃人”的人际关系其中，原来他也

一直再“吃人肉”，似乎他恍然的有点“愚鲁”，但是呢?斯人不知，

的确很不知，在文中，看到一句话，一直重复不断——：“便对么”，

他在反问什么，他在呐喊什么，“吃人的人”仍将延续他们的篇章，

而先生呢?一直重复：“便对么”，这就让斯想起少林寺的主持一样，

诚信诵佛，但是，从一个跑偏的想法来说，当道德和生存存在了严重

的矛盾，试问一下，这解困之法该当何罪呢? 

回过头来想想：时刻惊醒自己，一个无穷无尽的使命，斯能做的

就是全力而为之，但是不犯拙，是不太可能的了，相似的事情很多很

多。 

这篇文章让斯联想起一句话：“说高尚，谁在高尚!说低俗，谁又

在低俗!”，这是何等畅快淋漓的一句话哉 斯也在最后有一疑问，便

是上句话了。 

《狂人日记》读后感 篇 7 

《狂人日记》是出自鲁迅之手的著名白话小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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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人是一个迫害症患者，惧恐多疑，逻辑思维不健全。鲁迅通过

对一个迫害症患者进行内心独白的描写，不是为了拍出下层劳动人民

受到的迫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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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迫和吞噬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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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以很少但又精巧的笔墨写出了当时没有友谊、没有关爱、没

有亲情，唯有戒备之心的社会现实。那时的人们在腐化的社会环境下，

不会互相合作，不知道奋发图强，也不知道怎么叫“团结友爱”，跟

不会去帮助别人，怎么会懂得团结起来推翻那个腐败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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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 篇 8 

鲁迅,原名周樟寿，又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我国近代文

学史上一颇有盛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五四”启蒙者之一,中



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 

鲁迅先生的主要作品：小说《呐喊》《彷徨》等；散文《朝花夕

拾》等。《呐喊》集中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阿 Q 正传》

等作品。其中,我最喜欢他写的《狂人日记》。《狂人日记》这一篇小

说最早是在1918 年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第一篇现

代白话小说，目的是为了五四运动作准备。 

《狂人日记》是作者借用狂人之口,对旧社会中的种种封建礼教的

现象进行了描述，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吃人”本质。之前，封建

礼教的地位明显不同，人们不能违反封建礼教的任何一条；可是,到了

五四运动的时候,鲁迅先生评价封建礼教过于陈旧，是吃人的。 

《狂人日记》之所以会问在当时产生这么大的动静,并不是因为他

的内容怎么样,而是因为他的观点“礼教吃人”使封建社会的信仰者震

惊。 

对于“礼教吃人”这一个观点,可能并不是太知道,但鲁迅先生一五

一十地在文章中都告诉了我们。 

我们与其读一些网络小说,不如去多读读鲁迅先生他们这些文学家

的作品,可以位我们看到更为真实、更为动荡的旧社会，使我们了解不

同时期的社会和事态。 

鲁迅先生在小说最后以“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

子……”在那样的吃人社会里，人亦或是明哲保身，亦或是当一个吃人

者，在哪里还有纯白的灵魂。面对满是“吃人”社会，那是他们发自

内心的呼救…… 

鲁迅先生以文笔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丑态”，唤醒国人反抗

黑暗腐朽，使中国走向光明。我们要珍惜现下的美好生活，更应该庆

幸我们生在这个和平的年代，为了祖国更美好的明天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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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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凉水一点一滴的坠落，打在无知的人们坚厚又薄弱的头盖骨上，

如一只只蠕动在腐肉里的蛆虫。随着漫长的时间，蛆虫渗进头皮，啃

噬头骨，最后消化掉整个头。剩下一个无脑的躯壳，没有过多的挣

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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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人，他摆脱那时代对世界正常的的方法。他对世界的看法，比

任何人都透彻。确切来说，比任何人都要正确——那时代，何尝不是

一个真正吃人的世界。可就这么一个真正看穿世界的人，在那时代却

被称为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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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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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首次用白话文写的日记，可谓是开创了天河。它描述的

是一个狂人，并且是用日记的形式来书写的，其实刚开始才看到这个

题目的时候，以为是真的狂人，可当自己真正去品读这部作品的时候，

才发现，鲁迅先生笔下的“狂人”不仅仅是指狂人，更是体现出了当



时社会的迂腐！ 

由狂人的日记能够看出当时的“人吃人”极端情景，其实在那个

时候，我想这类情景应当是很普遍的了，而鲁迅先生却敢于用笔写下，

他从一个“狂人”的角度，从他的心理，用日记的形式，抒发出当时

百姓对统治者的不满，更是抒发了作者鲁迅的愤恨。作者写的是狂人

的狂态，实际上笔笔触动的是当时社会和人生真理的心弦。狂人是有

代表性的，他不是普通的狂人，他的命运代表着当时统治社会腐败与

百姓的影子。 

其实，当我真正的投入身心地去读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到，在文

章中，鲁迅先生不时地在暗示着当时统治社会的黑暗，有些也暗示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可谓是用心良苦！鲁迅想说明的无非不就是“人吃

人”的极端情景。“狂人”的命运也正揭示了这一点，从而对封建社

会的历史现象作出高度的概括。 

或许，在常人的眼中，“狂人”就是一个疯子，一个不折不扣的

疯子，可是，他们没有静下心来认真思考过，鲁迅从他的心理着手，

来描述他的变态，他的“狂态”，是为了什么？如果都按照常人的思

路去思考的话，那么也没有写这篇文章的必要了。在黑暗的笼罩下。

没有一个人能够有反抗的资格，换句话说，一旦有人反抗，那那人必

死无疑。在这样统治下的百姓们也就预示着必须得受欺压，而鲁迅笔

下的“狂人”可是是其中一个罢了，能够说他的狂完全是被逼的，无

奈的！ 

我想，这篇充满哲理性的文章必须能够在文坛继续立足下去的，

因为真的很棒，在这个寒假，阅读了这部作品，也早已让我切身感受

到以前社会的庸，《狂人日记》可谓是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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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短暂又漫长的暑假里，我无意中闯入了狂人臆想的世界。 

翻开《狂人日记》，首先进入我的视野的是“狂人臆想的世界”。

在这个狂人臆想的世界里有这样一句话：“狂人发病，旁人侧目，家

人延医救治，狂人复原。”大家是否觉得鲁迅真的将我们带入了狂人

的世界？ 



不可领会？不可思议？不可明其所以然？否也。本书的序中有这

样的一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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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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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我们正常人的角度，或许我们就能够合理地解释狂人眼中他

人对其的“迫害行为”了。在我的深刻记忆里，有这样几个令人心寒、

胆颤的情节：“今日全没月光，我明白不妙。当我看完了这样的情节，

说实话，内心的承重有些让我无法负担。这样的一个狂人，“狂”到

不相信社会，不相信亲人，甚至不相信有人性的存在，这是怎样的一

种生活背景所造就的杯具？！虽未处在那时，但鲁迅笔下狂人“狂行

下表层批判”的封建传统社会，却令我心颤不止。 

胆怯？愤懑？悲哀？而令我真正深思的，正是绝望当中狂人呐喊、

呻吟，发出“救救孩子……”的绝望之音。而真正绝望的是不是鲁迅呢？

我无从结论。但那末尾长长的省略号有意味着什么？或许，这绝望之

音是徒劳的，它俨然如将封闭在无法打破的铁屋子里的将死之人唤醒，

使他们感到无法解脱的痛苦。是的，威胁人类世界的绝非地球火山喷

发，地壳开裂般的轰烈的自然灾害，而是像核武器般有威力，像 SARS

般传播快，像地球污染般范围广的精神毒害。 

站在新的光明的世纪上的我们，更应当像鲁迅先生一样做一位勇

士，手拉手，肩并肩，建起防护世界人精神的“大气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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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患有被害妄想症，老觉得有人要害他。所以，他不论是看到

赵贵翁和他的狗，还是路上闲逛的人，骂小孩的母亲，或是自己的亲

大哥，给自己看病的大夫，还是街上在背后议论他的小孩，他都觉得

对方一心想要吃掉自己。在他的眼里，周围的人都是不正常的，而在

他人的眼里，这个狂人才是不正常的，最后狂人被当做“疯子”关起

来了。他真的有病吗，他真的疯了吗? 

事实上故事是一个三十余年未回家的旅人回到家乡，却发现村里



的人都对他不怀好意，总是睁着一双怪眼睛看他。他发现就连小孩都

对他铁青着脸，每个人都长着两排白厉厉的牙齿，好像是吃人的工具。

赵贵翁及他的狗、街上的孩童、狂人自己的兄长都以凶狠的目光看着

狂人，狂人不知所谓何事。正是这种不知何事的恐惧才让狂人一直担

惊受怕。他试图找寻答案，文中说：“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

他将大家的言行汇集到一起，似乎找到了答案：他们要吃了他。而狂

人找到了答案，在梦中还与一个人对峙："吃人的事，对么?"他仍然笑

着说，"不是荒年，怎么会吃人。"我立刻就晓得，他也是一伙，喜欢

吃人的;便勇气百倍，偏要问他。"对么?""这等事问他什么。你真会……

说笑话。……今天天气很好。"天气是好，月色也很亮了。可是我要问

你，"对么?"他不以为然了。含含胡胡的答道，"不……""不对?他们何

以吃?!""没有的事……""没有的̀事?狼子村现吃;还有书上都写着，通红

斩新!"他便变了脸，铁一般青。睁着眼说，"也许有的，这是从来如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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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就很佩服鲁迅先生，但对于他的文章没有怎么多的接触

过，除了在以前课文中学到的。这周开始读鲁迅先生的小说，开篇的

《狂人日记》就给自己深深地震撼。 

《狂人日记》中所谓狂人，就是一个精神错乱的人物，语无伦次，

意识好象也有些不清，鲁迅用了非常颠倒的次序，借狂人之口，叙述

了中国从前的本真：人吃人。虽说文章是虚构的，可也微微泛出点点

恐怖的味道。整篇文章读上去会感到压抑，流露出十分暗淡的调子，

可你只要细细”品尝“如此深奥的小说，兴许也会感到忧愁：高远的

夜空，朦胧的月光，以及”吃人“人的神情……鲁迅以神一般的描写，

叙述了旧中国儿女的凄楚和绝望，又以神奇的笔触，有道出几千年无

人敢道出的咏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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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特殊的意义。”狂人发病枣旁人侧目枣家人延医救治枣狂人复原。

“这一层的意思很容易解读出来。因为小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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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君远道而来视，然已早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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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都可以很轻易地通

过病例的遐想，看到鲁迅以象征的形式对封建传统所进行的批判。我

们也就开始了解狂人眼中的世界真相：狂人忽然醒悟”传统“杀人。

在不同的时代中，不同的读者将会有不同的理解出现。 

鲁迅明写的是狂人的狂态，实际上笔笔触动的都是读者思考时代、

社会、人生真谛的心弦。狂人并不是一般的典型性格，他是象征性的，

是整个五四时代先驱者愤激思潮的艺术象征，我们从狂人的日记中，

感受到的是充满着批判和追求、深思和战取的一首气魄宏大、热情奔

放的时代思潮。在那样的时代，这不得不让我们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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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一个众所周知的人物。他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是我

国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可是我了解鲁迅先生直到我阅读

了他的《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塑造了一位狂人，看见什么人都以为是要吃他：他

看见邻居交头接耳地议论，就觉得是在密谋害他;医生给他诊脉，他也

觉得那人不过是刽子手假扮，是来“揣一揣肥瘠”的，好分他一片肉

吃;大哥安慰他，让他静养着，他却怀疑是想养肥他，好多吃些肉;“狂

人”还听说邻村狼子村有个“大恶人”，被佃户打死，连心肝也被挖

出炒了吃，又联想起小时候大哥讲书时说的“易子而食”、“食肉寝

皮”的事，就越发相信了自己的判断。最后他终于鼓足勇气，发出：

“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的愤怒的呐喊。 

当我读了他的《狂人日记》后，当初真有莅临一位狂人的感觉，

我们暂且抛开当时的社会背景，鲁迅的文章可谓是别具一格。从那柔

情似水的客套话，变成了犀利挖苦的痛骂;从那之乎者也的文言文，变

成了通俗易懂的杂文。这些无不突出了鲁迅的特别之处。他用他那锐



利的笔尖理智的剖析了那些封建思想的维护者，以及整个社会。 

其实，与其说鲁迅是个革命家，不如说他是个疯狂的革命家。

《狂人日记》中狂人所谓的“疯话”不正是鲁迅用那“恍惚迷离”的

手法来喊出他自己的心声吗?当他醒悟后，那种畅快、激愤的复杂思想

只能用那“疯话”来表达。这是任何一个动人的描写都难以比拟的。

也正是鲁迅的这种疯狂，批判了封建思想与封建礼教，推动了新文化

运动，铸就了鲁迅的疯狂的一生。 

说到革命家，许多人都会想到那些西装笔挺的人，或者是那一个

个教室后的表情严肃的图像。作为新一代的我们不喜欢教条，相信自

己的直觉，这难免主观，可到底比带这“老花镜”看世界要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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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鲁迅是我国的大文豪，拿起他

的散文真还担心读不懂，翻开第一页，静静地读了起来....... 

狂人也来自吃人的“家族”，他同样肩负着历史的因袭的重担。

但是他开始觉醒了，他敢于挣脱“从来如此”的传统束缚，热烈地向

往着容不得“吃人”的人存在的新时代。他真诚的自省：“四千年来

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有了四千

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他所

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吁，是要把被吃的人群从悲剧中拯救出来，

通往光明的未来。 

从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人，这个社会多么的无情和残酷，

不顾亲情，什么都不顾，只是去想着如何去吃人。联系鲁迅先生所处

在的时代背景可见当时真是的社会就像书中所描绘的那样，人吃人，

残酷黑暗，老百姓就像那要被吃的人一样，毫无防抗之力，而那时的

政府就像是吃人的人，残酷无情。生活在这样之中的人除了折磨就是

站起反抗，可是国人的心早已沉睡，鲁迅先生就是用这样的文章来唤

醒国人的心，使中华民族站起来，奋起发抗。 

狂人是一个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叛逆者。当然，他还不是新时

代的“真的人”。他看出大哥一伙“岂但不肯改，而且早已布置好继

续吃人的阴谋。”却还想“劝转”他放弃“吃人的心思”。对吃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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