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筝 - 鲁迅散文《风筝》

《风筝》是现代文学家鲁迅于 1925年写的一篇回忆性散文。作者首先由北京冬季天空

中的风筝联想到故乡早春二月时节的放风筝开始描写，流露出淡淡的乡愁。然后自然地从风

筝想到儿时往事：作为兄长的他对所谓没出息的酷爱风筝的弟弟的惩罚。成年后的作者为自

己幼时的无知，对弟弟儿童天性的扼杀行为充满了内疚和自责。更令作者痛苦的是他已无法

求得宽恕，因为弟弟对这件往事已漠然忘，这里照应了文章一开头作者见到风筝时“惊异和

悲哀”的情绪。这种惊异和悲哀并不仅仅在于作者内心的深刻自我反省，而在于他从弟弟的

“全然忘却”中体会到中国老百姓对封建道德奴役、家长式的专制制度的不觉醒，因而倍感改

造“国民性”任务之艰巨，点出作者心情沉重的内在原因。文章叙事与抒情紧密相联，在叙事

的基础上，抒发了作者对冷酷现实的极端憎恶和对美好明天的憧憬。此文以白描写景、写人，

舒事与感叹、议论相结合，渗透着一种深沉的理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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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编辑本段作品原文

风筝

北京的冬季，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 1于晴朗的天空中，而远处有一二

风筝浮动，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

https://baike.so.com/doc/1635119-1728517.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56891-757596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56891-757596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56891-757596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56891-757596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56891-757596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56891-7575968.html
https://baike.so.com/create/edit/?eid=5356891&sid=7575968&secid=1


故乡的风筝时节，是春二月，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的蟹风

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还有寂寞的瓦片风筝，没有风轮，又放得很低，伶仃 2地显出憔

悴可怜的模样。但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相

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我现在在哪里呢？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 3，而久经诀别 4的

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

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不但不爱，并且嫌恶他 5，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

做的玩艺。和我相反的是我的小兄弟 6，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罢，多病，瘦得不堪，然而最

喜欢风筝，自己买不起，我又不许放，他只得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

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高兴得跳跃。他的这

些，在我看来都是笑柄，可鄙的。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似乎多日不很看见他了，但记得曾见他在后园拾枯竹。我恍然

大悟似的，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间堆积杂物的小屋去，推开门，果然就在尘封 7的什物堆

中发见 7了他。他向着大方凳，坐在小凳上；便很惊惶地站了起来，失了色瑟缩 9着。大

方凳旁靠着一个胡蝶风筝的竹骨，还没有糊上纸，凳上是一对做眼睛用的小风轮，正用红纸

条装饰着，将要完工了。我在破获秘密的满足中，又很愤怒他的瞒了我的眼睛，这样苦心孤

诣 10地来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艺。我即刻伸手抓断了胡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

踏扁了。论长幼 11，论力气，他是都敌不过我的，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于是傲然走出，

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后来他怎样，我不知道，也没有留心。

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我已经是中年。我不幸偶而看了

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 12。于是

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

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堕下去了。

但心又不竟堕下去而至于断绝，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堕着，堕着。

我也知道补过的方法的：送他风筝，赞成他放，劝他放，我和他一同放。我们嚷着，

跑着，笑着。——然而他其时已经和我一样，早已有了胡子了。

我也知道还有一个补过的方法的：去讨他的宽恕，等他说，“我可是毫不怪你啊。”那么，

我的心一定就轻松了，这确是一个可行的方法。有一回，我们会面的时候，是脸上都已添刻

了许多“生”的辛苦的条纹，而我的心很沉重。我们渐渐谈起儿时的旧事来，我便叙述到这一

节，自说少年时代的胡涂。“我可是毫不怪你啊。” 我想，他要说了，我即刻便受了宽恕，

我的心从此也宽松了吧。

“有过这样的事吗？”他惊异地笑着说，就像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他什么也不记得了。

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

我还能希求什么呢？我的心只得沉重着。



现在，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而一并也带

着无可把握的悲哀。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

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1]

折叠编辑本段词语注释

1. 丫叉：树木两枝分歧处。此处作动词用，即丫丫叉叉的意思。

2. 伶仃：孤单单的样子。

3. 肃杀：冷酷萧条，毫无生气。

4. 诀别：辞别，多指不再相见的分别。

5. 他：在“五四”初期的白话文中，第三人称代词一般都用“他”，后来才有“他”、“她”、“它”之分。

这句中的“他”是指“放风筝”。

6. 小兄弟：这里指的是作者鲁迅的三弟周建人。

7. 尘封：被灰尘封住。

8. 发见：同发现。

9. 瑟缩：身子发抖畏缩，惊惶的样子。

10. 苦心孤诣：为了达到目的而费尽心力。

11. 论长幼：封建伦理道德宣扬“长幼有序”，规定幼小者必须无条件服从长者，因而弟弟必须服

从兄长。

12. 天使：西方神话中把某些帮助人们实现美好愿望的神仙称为“天使”。作为幸福、欢乐的象征。

这里是指儿童所希望得到的最美好的东西。

折叠编辑本段创作背景

 写作时间

此文写于 1925年 1月 24日，发表于同年 2月北京出版的《语丝》周刊第 12期，后

收入散文诗集《野草》，副题野草之九。

 生活背景

作者鲁迅于 1919年 9月 9日在《国民公报》上发表过散文诗《我的兄弟》，在《我

的兄弟》一文中详细记述了风筝事件，作者年少时对放风筝不屑一顾，故嫌恶小兄弟（周建

人）喜好风筝，但是在作者长大后了解到玩具是儿童的天使，因此对年少时抹杀小兄弟的爱

好感到深深的自责，且写此文的时候正值农历正月初一，作者有感于内心的苦闷和对现实社

会的抗战便做了此文。

 社会背景

1925年，中国北方各省正处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之下，在意识形

态上极力强化封建教育。1925年 11月，段祺瑞政府的教育部通过了学校“读经”的决议，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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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自初小四年级起必须读经。一些封建文人和买办知识分子紧相配合，高唱“尊孔读经"，竭

力推行奴化教育。作者鲁迅的这篇文章，正是对这种不合理状况的揭露和批判。[2]

折叠编辑本段作品鉴赏

折叠整体鉴赏

全文共十二段，可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段），即景生情，写作者看到北京天空中的风筝，感到“惊异和悲哀”，

引起下文。

第二部分（第二至四段），包含两层意思，写对故乡风筝时节的回忆和作者压制小兄

弟放风筝的往事。第二部分可分两层，第一层（第二段），写对故乡风筝时节的回忆。故乡

“春二月”，是杨柳发芽，山桃吐蕾、风筝争盛的季候，“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人们仰头便

能看见空中荡漾着“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螟蚣风筝”，还有“寂寞的瓦片风筝”，它们样

式各别，色彩艳丽，高低不等，点缀着春意盎然的江南风光。这幅画面和开头描写的北京冬

日的风筝画面形成鲜明对比。这既是自然环境的真实写照，也是现实社会的有力象征。“我

现在在那里呢？”一问，强调了“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条”的现实，显示了当时封建思想统治的

黑暗与冷酷。在这样的环境中，“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就很值得怀念了。它不

但自然环境优美，社会环境也没有弄到这般恶劣的地步。这段描写寓含了作者对封建统治的

憎恶之感情，而要推翻用来巩固军阀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传统思想，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

这与下两个自然段自己摧残小兄弟的描写，在思想上有内在联系。第二层（第三、四段），

追忆对小兄弟的“精神虐杀”那一幕情景。文章以“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一句为转折点，

开始了对儿时有关生活的回忆，当时作者深受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教育思想的影响，以为放

风筝“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不但不爱”，“并且嫌恶他”，和小兄弟喜欢风筝正好相反。

小兄弟具有一般儿童天真活泼向往自由快乐生活的天性，他虽然“多病’’、“瘦得不堪”，然而

对放风筝这种游戏却很热心，常常“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甚至为别人放风筝“惊呼”、

“跳跃”。同时，他还具有一般儿童的聪明才智，“自己买不起”，便“苦心孤诣”地亲自动手作。

这些正当的愿望和行动本无可指责。可被作者认为是“笑柄”、“可鄙”的指导思想下遭到了压

抑和摧残。在文章当中，小兄弟那般天真地喜爱风筝游戏，而作者因为不喜欢风筝，就以已

律人，也不准他爱好。终于寻找到他，“破获”了他的秘密，折断了他已经扎好的蝴蝶风筝一

支翅骨，还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对作者的无情的摧残，他“很惊惶地站了起来，失了色

瑟缩着’’，“绝望地站在小屋里”，是一副被压抑者的神情。这些地方，文章刻画细致入微，

显示出封建思想对儿童心理的严酷损害。这一部分的两层描写，都是回忆文字，具体写出了

作者的“惊异和悲哀”的原由。

第三部分（第五至十一段），包含两层意思，主要写作者的思想认识提高之后，内心

所受到的谴责。第一层（第五、六两段），写作者认识到对小兄弟精神虐杀的错误之后的悔

恨心情。“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紧承上文，写作者的内心自责。“惩罚”一词颇有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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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幼年时毁过自己小兄弟的风筝，即便是错了，知错改错就是了；小兄弟不介意，别人

不知道，谁也不会再来“惩罚”。然而是自己对自己的惩罚。其原因：一是“我已经是中年”，

有了相当的社会实践，认识到封建伦理道德和教育思想的危害；二是“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

儿童的书”，“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勾起了“二十年来毫

不忆及”的“这一幕”。从作者的叙述中，看出了作者在思想认识提高以后内心的深刻自责，这

说明为什么前一段写得具体细致的原因。这一层写得越深刻，越能受教育，也越便于解脱作

者的沉重心情。而作者的心“很重很重的堕下去”，却没有“至于断绝”。又说明自我批评的认

真、深入。第二层（第七至十一段），写寻求补过的方法。沉重的心情不得解脱，自我批评

又那样认真，便要想方设法来弥补前面的过失。文章写了两种补过的方法，一是“送他风筝，

赞成他放，劝他放，我和他一同放”。但天真烂漫的幼年时代已经过去了，“他其时已经和我

一样，早已有了胡子了”。显然，这种补过的方法行之无效。再一种办法是讨他宽恕。可是

当作者与他谈起儿时“糊涂”的时候，“他什么也不记得了”，“无怨的恕”，当然也不会填补过失。

在这两种补过方法都失败的情形下，“我的心只得沉重着”。这一层写作者想到种种补过的方

法，正是作者对过去错误的否定与批判，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反映了作者严于解剖自己的

品质。

第四部分（第十二段），全文总结。“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照应第二段第一

层，“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照应第二段第二层和第三段。最后，作者为了摆脱不能

卸掉的重负，表示要“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但“躲”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四面又明明是

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这里与上文一样，同样是以自然气候喻恶劣的社会环境。

二十年前，封建传统观念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二十年后，社会现实仍然腐朽不堪，毒

害和窒息着中国人民的精神。这“寒威和冷气”使作者为彻底摧毁封建统治而奋勇战斗，表示

了作者憎恶黑暗现实和不屈战斗的鲜明态度。

此文通过作者回忆自己幼年时代对小兄弟喜爱风筝的一次精神虐杀，深刻揭露了封建

的伦理道德和教育思想对儿童心灵的束缚和摧残，表现了作者严于解剖自己的自我批评精神，

和同封建势力战斗到底的决心。

折叠艺术特色

 描写细致

此文的主要内容是抨击和批判封建伦理道德和教育思想对儿童身心的摧残。但是这种

抨击和批判不是凭说理，而是靠细致的描写，在描写中融汇着叙述与抒情。文章开头，作者

从北京冬季的天空中，看见一二风筝浮动，引起了一种惊异和悲哀。“惊异和悲哀”的是什么，

全文自始至终没有一句直接说明，但紧接着插入了一段对故乡风筝时节的回忆。这段回忆凝

聚着对故乡的深切热爱，而更主要的还是使作者想起幼时欺凌小兄弟一事，现在仍感到心情

沉重。这就回答了“惊异和悲哀”的原因，实际上作者对故乡的怀念和悔恨心情是交织在一起

的。再是把作者欺凌小兄弟，不准他放风筝的具体过程描绘得细致详尽，衬托了作者悔恨难

过欲求补过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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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法简洁凝练

这是鲁迅散文的独特风格。作者鲁迅写人物，不用多余笔墨作累赘的说明，只几笔就

把人物神彩、表情、心理勾画出来。比如对小兄弟的刻画，呈现出一个天真活泼，喜欢游戏

的少年形象。再如写作者的威严。尤其是文章的开头结尾部分，凝重有力，感情色彩浓厚，

含意深蕴，对表现作品的主题有重要作用。

 对比手法

一是环境的对比：北京二月的肃杀寒冷和江南二月的热烈温和，增强了文章的浓烈的

悲情和深重的无奈。二是人物的对比：小兄弟的弱小和我的强大，构成文章叙事的主体贯穿

文章的始终。三是时间的对比：一是作者的前后的变化，一是小兄弟的前后的变化。作者的

变化是主要的，小兄弟的变化是次要的方面。但又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三个层面的对

比交织成深沉的叙事点，使文章含蕴极深。

 情感线索

此文以作者的情感变化为线索，呈现出清晰可寻的脉络，和三个层面的对比交织成一

个浑然的整体。作者的感情变化的线索是：对放风筝的“嫌恶”，对小兄弟看放风筝的“可鄙”，

看到小兄弟做风筝时的“愤怒”，折断风筝离开时的“傲然”，反思后的“沉重”和不得原谅后的“悲

哀”。[3]

折叠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鲁迅鲁迅（1881~1936），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

原名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浙江绍兴人。1918年 5月，首次以“鲁迅”作

笔名，发表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他的著作以小说、杂文为主，代

表作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集《朝花夕拾》；文学论著《中

国小说史略》；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坟》、《热风集》、《华盖集》等 18部。毛

泽东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也

被称为“民族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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