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散文读后感(实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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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
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
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散文读后感篇一

这几天晚上睡觉前一直在读白落梅的散文集《林徽因传》，
那清丽的文字就向甘甜的泉水，令人耳目一新，久久不能忘
怀。对里面的观点也深深认同。

人总是在祈求圆满，觉得好茶需要配好壶，好花需要配好瓶，
而佳人也自当配才子。却不知道，有时候缺憾是一种美丽，
随行更能怡情。太过精致，太过完美，反而惊心度日。既是
打算在人世生存，就不要奢求许多，不要问太多为什么。且
当每一条路都是荒径，每一个人都是过客，每一片记忆都是
曾经。

生活中，我们时常不能理解，为什么许多貌美如花的女子为
何会选择一个平淡无奇的男子。但这个男子一定有某个方面
将她打动，有着不为外人所知的长处。许多时候是我们一相
情愿在感叹，而别人其实很满足、很幸福。

诗情画意只能偶尔地点缀日子，并不能当做生活的全部。真
正懂得生活的人会知道，柴米油盐酱醋茶是真实的烟火幸福，
琴棋书画诗酒花只可以怡情养性。

走过那段多梦的青春岁月，我们的肩上就多了一份责任，思
想也更加理性。爱也不再轻浮，而是稳重深沉。爱一个人，



未必要拥有，只要知道她在，知道她好，就足矣。

散文读后感篇二

梁实秋的《雅舍散文》是我这次从大陆带回的图书之一。好
不容易周日得闲，便拿出来翻翻。很巧，一翻就翻到那篇
《六朝如梦》。这是梁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追记他六十
年前在南京“半年的勾留”。

散文一开头引了唐末五代诗人韦庄的那首著名的《金陵图》：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
旧烟笼十里堤。”必要的“寒喧”、交代后，梁先生首先写
到栽种着“无情”柳的“台城”。

去年年底，笔者应邀到南京参加一个笔会。“笔会”的组织
者曾安排与会者参观游览过“台城”。“那一段城墙有个颇
为宽大而苔藓丛生的墁砖的斜坡，循坡而上，即至墙头。”
不错，是这样。而且，当笔者“循坡而上”的时候，很不巧
也想到了韦庄的那首绝句；嘴上还嘀咕着“此台城”，是不是
“彼台城”的疑问。走在一旁的著名诗人、翻译家屠岸先生
蛮有把握地说不是，韦庄诗中的“台城”指的是宫殿。看来
自然是屠岸先生博闻强记了。

梁先生在文中说：“所谓台城，本是台省与宫殿所在之地的
总称，其故址在鸡鸣山南干河沿北。今习称鸡鸣寺北与明城
墙相接的一段为台城遗址，实乃附会。”但梁先生又
说：“所有这些历史上的事实，后人不暇深考，鸡鸣寺附近
那一段城墙大家认为是台城，我们也就无妨从众了。”

说的也是。“笔会”组织者把大家带到“实乃附会”的台城，
可见，七、八十年了，大家一直在“从众”，一直在将错就
错。其实，只要与学术无涉，对生活中的一些“美丽的错
误”，是没有必要去太认真的。三国故事中“赤壁之战”
的“赤壁”，有好几处，何处是真，何地是假？诸葛孔明隐



居的“隆中”在哪里？历来就有“襄阳”、“南阳”之争。
撇开学术的严肃性，作为一处人文景观、作为一个旅游景点，
对这些“美丽的错误”过于认真、过于刨根问底，反倒无趣！

笔会期间，虽然时令只是初冬，但南京的`天公并不作美，低
温、阴天，还时有细雨。所以，“我去的那一天”，天寒地
泠，西风劲吹。当然，一如梁先生所说，台城上的“景观甚
为开廓”。居高的地势且不说，视野里尽是高大绵延的城墙、
城堞，大号厚重的城砖，宽阔的走道、斜坡；再衬以恢恢然
的远景，覆以灰蒙蒙的苍穹，景观不开阔也难。只是，却也
因此更显空旷、寂寥、萧索。

草木非人，孰能有情。韦庄怪得无理。其实，是他自己
太“多情”了！韦庄身处唐末五代的战乱动荡时期，面对有
着那么丰富深刻历史、文化蕴涵的“金陵图”，自然生出许
多的吊古伤今的感慨和悲哀。无奈之下，只好怪柳“无情”
了。

这也是人之常情嘛，要怪就怪人为什么是感情的动物。常人
如此，何况是诗人、文人！千百年来，登临之感，兴衰之叹，
不知凡几。因此，才有这么多的“多情应笑我”、“多情自
古伤离别”，这么多的“多情种子”！梁实秋先生当年登台
城的时候，开始时不亦“殊觉快意”吗，可后来想起“一幕
幕的历史悲剧”，“不禁兴起阵阵怀古的哀愁”，最后
竟“偕友携手踉跄而下”！

情为何物？人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都是情，都是
感情。正是所谓的“一枝一叶总关情”。至于具体到亲情、
友情、爱情、乡情等等，就更不用说了。甚至对眼下世界局
势的忧虑，对两岸统独的省思，都是一种情，一种更为难得
的感情。



散文读后感篇三

《垂钓》是《余秋雨散文》中的一篇，是余秋雨夫妇在海参
威的见闻，情节十分简单。一胖一瘦的两个垂钓老人，因为
个人喜好不同，胖老人在钓绳上挂了六个小小的钓钩，每次
下钩不到半分钟他就起竿，次次都会挂着六条小鱼，他忙忙
碌碌地不断下钩、起钩，从来没有落空，落日余晖的时候，
总是快乐地满载而归;瘦老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的钓钩只
有一个，而且硕大无比，即使没有大鱼上钩，他都倔强地端
坐着，等着暮色苍茫了，瘦小的身影还在与大海对峙。

两位老者不同的性格追求，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胖老
人归去的时候已是盆满钵满，快乐的脚步如胜利者凯旋。瘦
老人虽然用背影来鄙视同伴的浅北，但他毕竟鱼桶空空，一
个人在暮色渐浓的大海边寂寞地等待，孤独地守候!

余秋雨在散文中说道“一个更加物质，一个更加精
神”，“一个是喜剧美，一个是悲剧美”，“他们天天在互
相批判，但加在一起才是完美的人类”。的确，人类在演绎
故事的时候，皆因为不同的人生观而丰富了结局，让旁观者
更觉意味无穷。

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如果不认清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客观条件，
一味盲目地追求自己力所不能及的目标，那种孤单寂寞的对
峙并不能显示崇高，唯有不断地充实自己，发现自己，脚踏
实地的面对和解决，才会象胖老人一样，面对人生自如地下
钩、起钩，而且次次都是满载而归，撞开人生的一扇扇希望
和快乐之门!

读着《余秋雨散文》，就如同读着一本厚厚的历史书。书里
更有人间百态，有爱恨情仇让人们去品味，去欣赏，从中获
得心灵的升华。

初次接触他的文章，是语文课本上那一篇《信客》。读毕，



平淡的语调，朴实的语言却描绘得如此生动，令我不经心生
敬佩。专业点说，就是他选择恰当的、富有诗意、表现力的
语言加以表达，这些语言具有诗的美感，从而把复杂深刻的
历史思想和文化说的深入浅出，平易近人，可读性很强。

余秋雨的'散文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对中国
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余秋雨的作品更透着
几丝灵性与活泼，尽管表达的内容是浓重的。同时他还综合
运用对偶、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大段的排比，对偶增强
了语言表达的力度，构成了一种语言的气势，使语言不矫揉
造作，装腔作势，平淡无味，而富有了张力，富有了文采。

我欣赏《苏东坡突围》。正如苏辙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
以名太高。”正因为他太出色、太响亮，使得那些品格低下
的谏臣有了嫉妒的目标。然后苏轼就被你一拳我一脚的批判，
甚至贬损。八百多年前苏东坡先生的遭遇,本已尘封于历史之
中,然而余秋雨先生的《苏东坡突围》，对曾经攻击过苏东坡
先生的人经行强烈的反驳。用词之尖刻，情绪之激昂，在文
字之中尽显铺张。恣意汪洋的文采、率真自信的个性、乐观
豁达的气质，都是我们对这位大才子苏东坡的认识。

几百年来，其诗词文赋吟诵不绝，相传至今。我欣赏苏东坡
先生桀傲不驯的个性，乐观向上的情感，却每每心痛其人生
频频遭遇的坎坷。苏东坡是中华文明史上既不可遇又不可求
的文化伟人，而他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正是促进他成为伟人
的原因。这些，在《苏东坡突围》中详细又透彻的体现了出
来。

余秋雨利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丰厚的文化功底，将历史与
文化结合。将历史写的活灵活现，把文化述的铿锵有力，引
起我们反思。正如专家们所评价的 ，“语言在抒情中融着历
史理性，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

这，就是余秋雨。这，就是《余秋雨散文》。



著名学者孙绍振先生曾说：“余秋雨之所以在九十年代崛起，
就是因为他在自然景观面前，将激情的抒发和智性的文化沉
思结合了起来。”读《文化苦旅》，读《山居笔记》，我们
都会鲜明地发现一个普遍存在的艺术个性，即以自然景观为
核心意象，使激情与智性相互渗透，把对自然景观的赞叹和
文化景观的阐释统一起来，《都江堰》就是这样的一篇佳作。

这篇散文抒情激切、高亢。文章开篇就奠定了一种厚此薄彼、
褒贬分明的情感基调：“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
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我以为”“最激动人
心”“不是……而是……”这些字眼，将作者的理性判断镀
上强烈的主观情绪色彩，它统领下文对都江堰自然地理景
观(水)和文化景观(李冰之于水利建设的杰出贡献)等的描述
与议论。

激情的抒发需要具体形象的铺垫，否则感情势必空洞浮泛。
《都江堰》一文形象刻画角度多变，生动空灵。有正面描写，
有侧面烘托。正面描写，或从听觉角度切入——“如地震前
兆，如海啸将临，如山崩即至”——未见其形，先闻其声，
以极度夸张的比喻摹拟江水惊心动魄的声响;或从视觉角度摄
取，抓拍堰中江水股股叠叠或合聚飞奔或分流直窜的动态镜
像，突出其规整中的强悍的精神，展示它“壮丽的驯顺”的
个性。

侧面烘托，有欲扬先抑，如写去都江堰之前的先入为主的偏
见、懒懒的心绪、散散的脚步，来反衬之后亲睹真容的震惊
与叹服;有对比映衬，如以海水的“雍容大度”与江水的“精
神焕发”相比照，突出江水“踊跃喧嚣”的气韵。这些自然
景观形象的描绘，饱含钦敬欣羡之情，为下文文化景观的智
性反思张本。这些感性的丽句里潜藏着作者对都江堰内蕴的
精神风度之历史价值的深邃反思。

智性的沉思需要具体形象的承载，否则思考势必单调枯燥。
文章在从声、形、神韵等多侧面写足了都江堰自然景观的壮



美之后，接着将视线聚焦于“李冰”这一形象及其历史文化
的内涵上。作者对李冰形象的刻画是粗线条的，主要用夹叙
夹议的手法，纵横今古，浪漫飘逸，充满诗情。

作者先是遗貌取神，“取其一点，不及其余”，以类似速写
的笔法，寥寥数字勾出他想像中的蜀守李冰的形象：“手握
一把长锸，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
型。”然后叠加上“画外音”：“站在江心的岗亭前，‘你
走这边，他走那边’的吆喝声、劝诫声、慰抚声声声入
耳。”再点缀以妙语连珠的议论，展开与人文景观的对话。如
“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

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澄彻的人类学的思考”，又如
“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雄壮、蛮吓、残忍;他筑堰的指令，
智慧、仁慈、透明”等等，这些潇洒出尘的智性判断把李冰
形象深厚的精神内涵纵深挖掘出来，坦呈在读者面前。这些
智性的睿语中奔涌着作者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精神资源的
敬重与热爱之情。

智性的沉思，不仅要借助于思接千载、心骛八极的想像，更
须有纵横捭阖的联想，从而让议论的锋芒更犀利。本文第三
部分，在阐释李冰的治水韬略时，作者顺水推舟的点
到：“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
是濡养。”这是借题发挥的神来之笔，换句话讲，这才是都
江堰这一人文景观的核心隐喻，它与长城所象征的“保守、
僵硬、封闭”形成一种潜在的对照。

“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以小见大，由表及
里，因少总多的选材与立意的运思方式，是秋雨文化谋篇布
局的常规。本文着重从都江堰这一人文景观的历史价值与当
代意义的层面来抒情议论的，因景及人，因人及事，因事及
理，如抽茧剥丝，将其精神个性、文化人格、政治理想的追
求跃然于纸上，感性与理性交融，谱写了一曲浩浩荡荡的激
情与智性的二重奏。



散文读后感篇四

林语堂是一位语言大师，他写的散文包含着许多哲理。

就在这个暑假，我有幸拜读了《林语堂散文集》。

书里许多文章中的精辟话语使我受益匪浅。

令我最难忘的还是《人类的快乐是感觉上的`》一文。

《人类的快乐是感觉上的》这篇文章主要写了作者认为人类
的快乐是享受。

人的一生就是给自己制造最大的快乐。

读完这篇文章后，我感慨万千：林语堂不愧是语言大师，一
语惊醒梦中人。

人的一生，无论是干什么，都是为了追求快乐。

我认为快乐分为两种：一是享受，二是工作。

享受中的快乐是很普遍的，它能给人轻松，使人避开烦恼，
比如坐在草坪上野餐、睡觉等等。

工作中的快乐只有少数人才拥有，他们一般是出于对工作的
热爱，成功地把生活与快乐结合在一起。

比如画家，他们不象大多数人一样把工作看成是一种累赘。

他们的作品既可以为他们创造画画的乐趣，又可以带来不菲
的经济利益。

这种职业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他们幻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
从事自己最喜欢的工作。



但只有“苦尽”才能“甘来”，只有付出了才能有所回报。

光阴似箭，人的一生是很短暂的，只有好好把握住时间，才
有可能获得成功。

朋友，“一寸光阴一寸金”，请在青少年时期打好人生的基
础，将来你才会收获更大的快乐!

散文读后感篇五

寒假，我正觉得无聊，就拿起了一本冰心散文《寄小读者》
来读。读着读着，我感到十分感动。冰心的母亲逝世，今天
整整了，年年日日，她不敢任自己哀情的奔放。今天却要凭着
“冷”与“静”，来细细的忆念她至爱的母亲。

嗯，母爱确实很伟大，不能为了一两件小事而与母亲争执；
不能忘恩负义；更不能去惹母亲，去做不该做的事，要明白
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母爱
犹如一片天空，母爱犹如一个“避风港”，让我们向冰心奶
奶学习，珍惜母爱，回报母爱，赞美母爱！

散文读后感篇六

翻看林清玄的散文之前，对它的最初印象是想到了周国平，
暑假里看过《周国平作品精选》，那本书让我觉得，它静静
地摆放在那里的时候，它是平面的，使人想起时，脑中仅有
直直的平行线，那是一个没有生机的，枯燥的，干瘪的存在。
但当你翻开的时候，才会知晓那里面到底是怎样一个复杂的
多维世界。林清玄的散文虽不至于留给人硬板呆滞的印象，
在翻开之前在脑海浮现的却也只是几笔粗线条而已。

可是这样的书就是要让你去翻开，在闲暇的时刻，一杯咖啡
或者清茶，一张摇椅，一点阳光和几朵白云，捧着它，便是
一生一世的永恒。它们不似柜台上的畅销书，声名浮躁间，



街头巷尾皆是议论。它们默默，默默地如白云，似流水，不
会有成为焦点的时刻，却是常在不衰。

林清玄的散文就像是一副素描，简单的几笔，却勾勒出一个
人心底繁杂的世界。

亲情与乡情是必不可少的主题。他写到浴着光辉的母亲，虽
不是他的母亲，但天下的母亲一般的爱子心。就是一句宝贝
不怕，便透露出一个母亲对孩子无限的关怀。某些感动就是
从这些细枝末节衍生出来的，不必轰轰烈烈，就是那么一句
话，而生活中所见到的也许比一句话更简短粗略，但却实实
在在。作者的眼睛就是如此善于抓住生活中的点滴，被人遗
忘的点点滴滴，在他的笔下重现，带给人真实的触动。父母
对子女的爱是永远说不尽道不完的，作者的有一句话，我觉
得说的很好――对于父母亲的爱，我们也是“提得起来，就
是我们的”，趁还提得动，行李箱还有空间，就多塞一点爱
进去吧！在这些尚在的时间里，也许我们应当对父母说出自
我的心意，不带半点羞涩地毫无保留地道明，正像他们给予
我们毫无保留的爱。

对于故乡，我其实是没有太多的感慨与在意的，毕竟没有出
过远门，没有机会体会到思乡的离愁别绪。但作者在文中将
家乡与亲人联系起来，我忽然就觉得，也许它比我想的远有
意义的多。作者说，他出门旅行时总带着一杯故乡的水土，
那会给他力量，因为那里面承载的不只是故乡之爱，还有母
亲的祝福。这是很实在的话，中国有句古话：儿行千里母担
忧，说的不就是如此么？乡情中，更多夹杂的是亲情吧，对
亲人对故友的思念。

书中不经意间泄露出来的阳光，也总让人心安，舒适。那些
是字里行间的温柔，那些阳光是作者想要给予读者的最神圣
的礼物。散文中多有关于阳光的字句，总带给人一种如沐春
风的享受，即便是周围没有阳光，可是心中却升起了一轮骄
阳。那句“不论世事如何变幻，人世多少凄凉，即使你到了



边疆，阳光也会洒在边疆”总是让人莫名地感动。阳光何处
不在，如心里的念想一般，去往何处都不会消逝。在另一篇
文章里，作者借阳光给了我们一个忠告，阳光常在，岁月无
改，可是属于我们的年代却不会停留，作者劝我们珍惜“阳
光照在我们身上的岁月”，阳光不会为我们停留，再伟大的
艺术家也留不住它。时光是我们一生中最珍贵的事物，但愿
我们不会让身边的一切成为记忆中匆匆而模糊的流年。

我想起了《瓦尔登湖》里的意境，每一天与自然为伴，每一
天都过得开心欢乐。最原始的欢乐，往往是最真实的。生活
可是是那句“瓠仔也好，菜瓜也好”。而在社会上生命所要
承担的职责却是不重亦不轻的。在对别人负责之前，我们要
对自我负责，做我们自我。梦想，于人生是极为重要的一程，
我们有努力就有收获，哪怕那是戏剧性的终局。

世事离戏仅有一步之远。

人生离梦也仅有一步之遥。

作者说，生命最趣味的部分，胜过演戏与做梦的部分，正是
它没有剧本、没有彩排、不能重来。生命最有分量的部分，
正是我们要做自我，承担所有的职责。

这话分量极重。不在于人理解或不理解，只在于人是否想过
要去理解。我一向认为，一个人的想望比他实际是否做过更
重要，因为想望是未来的，而确定一个人是否做过一件事，
是看其过去。只要你想过要过好每一天，只要你的愿望足够
强烈，它便会驱使你去行动，直至成功。

林清玄的散文里总有一股清新的气息，许是有流水的声音，
许是洒进了阳光的温暖，又许是有风吹过的清凉。总之，这
一切都使你不得不安静，在冬日人烟稀少的书店，当你坐下
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就已有弹奏琴弦飘出的琴音安抚了你浮
躁的心。它让你不知不觉地静下心，不知不觉地专注于这字



里行间的温柔。这便是一本书的魅力所在。像是一个禅师在
向你说教，声音低低的，柔柔地，却丝毫不差地进入你的耳
中，落入你的心里。

所以，花季的时候，不要忘了在自我的心里种花。

散文读后感篇七

初识铁凝，是通过她的小说《啊，香雪》，印象很好，清纯、
富于诗意，很有回味。后来看到她的散文，才知道她的散文
写得也很好，文字一如她的小说那样利落、流畅，充满着魅
力。铁凝写散文，一是要滋养她的心灵，如她所说：“散文
实在是人类情感的一种安然滋润”；一是通过散文来锤炼她
的文字，“因为我写过了一些小说，才知道散文于我是多么
重要。”（《心灵的牧场》）对散文，铁凝孜孜不倦坚持着
写作，并不放弃，表现出一种高贵的追求精神。最近，读了
她新近出版的散文集《回到欢乐》（河南文艺出版社20xx年
出版），对她散文独具的韵致和气质，更加深了一层印象，
并产生了由衷的喜欢。

铁凝的散文给人最直接的印象，是大老实的写作态度和文字
间的自然自在。在人生的道路上，在世事沧海里，人都会有
诸多的感触，有喜悦，也有不如意。无论喜悦还是不如意，
重要的是要有诚实的人生态度，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读《回
到欢乐》可看出，铁凝是用诚恳的态度、真挚的心去体味生
活，感悟人生的，也让人文精神和社会道德审视自己，使人
感到她的认真和实在。她自然、亲切的话语向读者叙说着自
己心灵的体验，似月光下朋友把酒对话，了无隔阂和紧张感，
亦无造作的矫情和板着面孔的说教，不饶舌，不卖弄，不做
高深和自大，有一种很自然的亲和力，像一首舒缓低婉的牧
歌，流淌着祥和与宁静，给人以人格和心理上的放松。铁凝在
《心灵的牧场》中写道：“散文是心灵的一片牧场，心灵就
是这牧场上的牛羊。当牛羊走上牧场的时候，才可能出现因
辽阔、丰沃和芳香而产生的自在。”这就是铁凝散文可信、



自然与自在的原因了。铁凝的散文就是仰仗了心灵的写作。
铁凝在文章里从不裹藏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包括自己自私
的一面，她将真实的自己向读者、向社会和盘托出。无论写
人、记事，还是论及文学主张、社会现象，她都能直率地袒
露心灵，这应该是一个真正作家的品格。

散文读后感篇八

有一本书叫《最美的散文》——小学卷，主要有如下几个大
标题：奇妙的世界、金色的童年、奇景自在童心中、有微风
吹过的田野、孩童的奇妙、梦想的领地不荒芜、听那慈祥的
声音、开在心中的花、倾听的自然、倾听心的声音、花开无
声、石头下面有颗心。不读内容，单看这标题就极富有教育
意义。这本来是一本老师或家长读的书，现在让孩子阅读了，
孩子不免拿书中的思想和老师、家长对比，实在让不少老师
汗颜。孩子不自觉的会对照起自己的老师，孩子会怎么想？
他会不会认为老师的教育方法太out了，不免会嘲笑自己的老
师。

一花一世界，一生一菩提（生：学生）；一鸟一天堂，一人
一风光。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我们没有发现美。我们身
边到处充满着正能量，只有我们怀着一颗欣赏的心，快乐的
去发现，生活处处赋予我们诗的新意。我们带着微笑重新打
量我们的孩子，就会发现许多奇迹，到处都充满着新鲜和可
爱。

有人说：滴水可以穿石。可作者偏偏说：滴水可以藏海。滴
水穿石是刻苦的，而滴水藏海赋予了诗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