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徐志摩春表达了 徐志摩传读后
感(优质7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
有需要的朋友。

徐志摩春表达了篇一

本书采用别致的纪传体手法，围绕徐志摩短暂而丰富的一生，
细加考究、多有新解。叙述真实而全面，史料考订颇有收获，
既真切记录了徐志摩生命中的留学生涯、文学活动，还原了
一个真性情的诗人，更对徐志摩一生中重要的情路历程秉笔
直书，写尽了张幼仪的质朴而深沉的爱、陆小曼热烈而洒脱
的.情，亦不讳言徐志摩对张幼仪的漠视与残忍、对林徽因的
痴狂与哀怨。

作者简介

韩石山，当代作家。1947年出生，山西临猗县人。1970年毕
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曾任《山西文学》主编。现为山西省
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李健吾传》《张颔传》《寻访林
徽因》《民国文人风骨》等著作三十余部。

3目录

第一卷家庭

第一章世系

第二章家庭



第二卷本传

第一章从硖石到北大

第二章到美国去

第三章来到英国

第四章真正的剑桥生活

第五章回国之初

第六章驰骋文坛

第七章创办新月社

第八章给泰戈尔当翻译

第九章与陆小曼的热恋

第十章编《晨报副刊》

第十一章结婚与南下

第十二章新月派的灵魂

第十三章泥淖与挣扎

第十四章北平，我又来了

第十五章云游：轻轻的我走了

第三卷交游

附录



著作

年表

原版后记

参考书目

徐志摩春表达了篇二

以前只知道冯慧的小说写得好，尤其擅长写中篇。最近读了
她的新著《我心有猛虎在细嗅蔷薇》(徐志摩诗传)以后，才
知道，她的散文也写得不错。而且还从文学界，翻山越岭，
来到学术界，写起了学术散文，或叫文化散文。这个散文也
写得好。与她的小说相比，要分出高下很难，只能说各有千
秋。

先说这种文体。在文学研究的圈子内，要说为某作家、诗人
作传，常见的有“传”和“评传”之说，也有叫“传论”的。
那都是沿用中国古代纪传体史书的体例，为作家、诗人作
的“列传”。内容不外是传主的生平、行状，德行、事功等
等。传主的文学创作，虽然也编织在内，而且是主要经络，
但却是服从于传主的人生经历，是为写出传主的人生和文学
贡献服务的，所谓树碑立传是也。冯慧的《我心有猛虎在细
嗅蔷薇》大体也是这样的写法，但不同的是，她的着眼点似
乎不在“传”述、评说徐志摩的全部人生历史和文学创作，
而是他作为诗人的一个侧影。更进一步说，是这个侧影中最
传神的那一部分。了解徐志摩的人都知道，这个所谓最传神
的部分，自然是指他的浪漫的情史，和与这部浪漫的情史密
不可分的同样浪漫的情诗。冯慧写的就是徐志摩的情史和情
诗。写的方法，则是融诗入史，或融史入诗，既让人从徐氏
的情史，见出相关情诗的“本事”，又让人通过徐氏的情诗，
体验其丰富复杂的情史，以诗证史，以史证诗，通过这种诗
史互证的写法，写出这个堪称一代“情圣”的诗人的一生。



我这样说，似乎又把冯慧的《我心有猛虎在细嗅蔷薇》的书，
当作学术论著来议论。事实上，学术论著也有各种各样的写
法。我之所以把冯慧的这种写法，叫做学术散文或文化散文，
是因为她不是用抽象概括和说理论证的方法，而是用散文笔
记或随谈杂感的写法，将自己对徐志摩的人生和创作，尤其
是他的情史和情诗的观感与思考，信手拈出，娓娓道来，如
对故人，如叙家常，让人有一种品茗聊天，围炉闲话的亲切
随和之感。冯慧的小说文字，本可以“清新、俊逸”称之，
在这本书里，又多了几份恬淡和雅致，这样的文字，配上这
样的写作对象，自然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读起来竟有诗
一般的情致和韵味。如果说“诗传”这种体例，是以
诗“传”人的话，那么，冯慧写的这部《我心有猛虎在细嗅
蔷薇》，则可以说是一部诗化了的诗人传记。

说冯慧的这部《诗传》，是一部诗化了的诗人传记，不光是
指它有诗一样的文字，还指作者有诗一样的情怀。这种诗一
样的情怀，主要表现在，她对传主和与之有关的几个女性的
观察，不是用世俗的眼光，而是持“纯情”的立场。如果说
徐志摩本人是一首诗，而且是一首感情浓烈的情诗，那么这
首诗的创作，无疑需要他的全部情感乃至生命作材料。这样，
他生命中的几个主要女性，作为他的爱恋对象，或作为他的
人生伴侣，自然也成了锻造这诗情的材料。既然是锻造，也
就必然有去粗取精、去伪成真，去除世俗的杂质，提炼人间
的纯情的意思。这意思，在徐志摩，是与世俗抗争，追求男
女间的那一点纯情;在写徐志摩的冯慧，则是悬置世俗的考量，
只认男女间的那一点纯情。正因为如此，在常人看来，徐志
摩对爱情的追求，也许太过以自我为中心，或太过自私，不
顾及别人的看法和家人的感受，也难免有强人所难和所谓薄
情寡义之处，但只要他认定了自己的所爱，就会豁出命去，
拚个众叛亲离、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那怕是最后落得穷
愁潦倒，声名扫地，也毫无怨言，却是世间难觅的至情至性。

同样，他所爱的那几位女性，在常人看来，也许如徐志摩一
样，也有这样那样悖情悖理甚至有违新旧道德之处，但她们



都无一例外地把自己最真挚、最热烈的爱，都倾注在徐志摩
身上，刻骨铭心，无怨无悔，也堪称爱之极品。冯慧对这些
人物的观察和考量，只认这一点爱和真情，但凡她认为对他
们的爱情追求来说，是合理的，她就将这合理的爱的元素，
从世俗的人生中提炼出来，作为徐志摩的诗样人生的一个音
符、一个乐章来书写，并不顾及专家学者和世人的评价与看
法，也因此，她对徐志摩的人生，有许多独到的理解和发现，
她对她笔下的所有人物，也都能做到陈寅恪所说的“了解之
同情”。

正因为存着这一份“了解之同情”，所以她才极力去体验书
中人物的情感言动和现实处境，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
深处，对人物的情感状态和心理活动，作细心的描摹和刻画。
善于分析和解剖人物的心理活动，也因此而成了本书的一大
特色，尤其是对热恋中的男女主人公所作的心理情感分析，
有时候甚至会让人觉得是当事人直接在向你坦露心迹。我相
信这不是冯慧在用小说家的笔法，而是她全身心地化入人物
的心灵和情感所致。这种长于心理情感分析的手法，无疑也
增加了本书的诗化效果。凡此种种，正因为冯慧用一片诗心、
用一种诗化的手法，来“传”述徐志摩多情的一生，所以她
才能写出徐志摩诗样的人生，才把徐志摩写成了一首诗。相
信读者读了这本《诗传》，会隔着遥远的时空，真切地触摸
到这个永世不灭的浪漫的诗魂。

徐志摩春表达了篇三

初识徐志摩还是那首诗“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时的我还是一
个不懂世故的懵懂小男孩，望着如此洒脱的诗句，内心也不
禁泛起涟漪，那是一种天性的思想泛滥，使我的内心久久不
能平静。如今再次观赏这部作品，却发现那时的徐志摩少了
份纠缠，多了些许奔放，浅露离别的忧伤，显现了浓浓的浪
漫情愫，他把浓郁的离愁深埋心底，用寥寥几笔点化得淡雅、
飘渺，全诗显得飘逸而空灵，激起我对大学生活的深刻怀念，



对职工生涯的无限憧憬。如果你觉得徐志摩对中国文学和世
界文学的贡献仅此而已的话，那么只能说明你眼界低见识短
了。

前不久，在空暇时间有幸拜读了徐志摩的《偶然》一诗，全
诗短短几十字，深切的表达了诗人对偶遇之人的喜爱，却又
无可奈何而引发感叹。由于受英国浪漫主义诗风的熏染，所
以徐志摩的浪漫纯正而不轻佻，高雅而不低俗，他的诗歌柔
美、清丽、音韵和谐，表达了他对爱情、自由和美的追求。
每每读起他的这首诗歌都会激起我对美的无限追求，对偶遇
的深切渴望。对于二十岁正直青春年少的我们而言，正处于
抉择的时段，这就要求我们学会发现美，只有拥有发掘美的
眼睛，才能发现美，追求美，才能，感受美。对美的发现与
创造源于对生活的向往与热爱，徐志摩面对愤怒，没有咆哮，
没有慷慨高歌，甚至没有希望和恐惧，有的只是淡然洒脱的
文字、迷惘的微笑、沉沉的静视和对自然的依恋。用他的才
能与行动告诉我们面对不如意的事需冷静，乐观，要豁达。

徐志摩的作品使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对我而言，还是偏
爱他的`诗歌，他的浪漫主义，每每翻阅他的作品都会有不一
样的心境和感受，无论是他的为人还是作品都足以给我上一
辈子的人生哲学。

徐志摩以彼之细腻的心理捕捉，赋我缠绵的情感体会；

以彼之行云流水的写作风格，赋我酣畅淋漓的心灵洗礼；

以彼之坦诚的语句，无畏的呐喊，赋我对人类精神的深刻思
考。

‥‥‥



徐志摩春表达了篇四

最近有缘在图书馆找到一本《徐志摩传》。扉页上有一帧黑
白照片，照片上的徐志摩西装笔挺，衣领雪白，颈下的领带
骄傲地突显着，完完全全是一副才子的模样。当我看到他那
首脍炙人口的诗《再别康桥》，强烈的心灵震撼让我感到世
间竟会有如此巧合。在《再别康桥》诗最后的一节中诗人是
这样写道：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尽管他才华横溢，当他在世上只待34春秋的时候，意外孤独
地死在了天上，也许这才是他本来的归宿。记得有位伟人曾
经讲过：“理想主义者就是让自己过得最不理想的人。”

徐志摩的一生就是热烈而又执着地追求理想的'一生。他的诗
文中最出色的也就是那些歌颂理想和爱情的作品。尤其是爱
情方面，古今中外执著不渝终身高颂爱情的人大有人在，但
很少有人敢把浪漫的爱情放在复杂的现实中来不顾一切地追
求，并不惜承受世俗的压力。徐志摩为追求浪漫的爱情而离
婚，为此和恩师梁启超师生反目，为此父母和他一度断绝关
系。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在众人的唾沫星海里仍固执写道：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
得，我命，如此而已。”然而，他那种对理想的执着，对爱
情的追求，对生活充满希望的态度，那种浪漫的带着唯美的
色彩，由于脱离了客观现实，犹如空中楼阁，每一次总是以
诗人终于没有找到他理想中的灵魂伴侣而告失败。康桥美丽
的初恋随着林徽因出嫁而成永远的心痛，后来的陆小曼不知



珍惜闹出的绯闻更让诗人愁肠百结。在人间追寻理想屡遭挫
折的诗人，最终没有逃脱把自己融入五彩缤纷的云彩的命运。

由于受英国浪漫主义诗风的熏染，所以徐志摩的浪漫纯正而
不轻佻，高雅而不低俗，那种欧化的贵族气息使得他具有一
种迷人的魅力。相比于西装革履的徐志摩，我更喜欢电视剧
《人间四月天》片头中的扮相，那才是我心目中上个世纪三
十年代徐志摩的感觉。他在读者中从来就不乏追随者，眼下，
徐志摩也是“小资”一族青睐的中国作家。尽管在他身上也
浑身散发着浓厚的资产阶级旧文人那种脱离现实超理想主义
的气息，但在客观上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徐志摩是一
个天才。

可惜，天才的诗人只在人间待了短短的34年，他短暂的一生
像是一颗倏然划过的流星，轻轻地来，又悄悄地走，但却折
射出奇异的光芒，叫人永远怀念，永远难忘。

文档为doc格式

徐志摩春表达了篇五

作为一位作家，徐志摩的作品洋溢着饱满的鲜活感。无论是
诗歌中的温柔，还是散文中的幽思，都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一
个追求美与自由的诗人形象。一首《再别康桥》拨动了多少
人的心弦，勾起了多少人的惆帐。那清丽的语言、和谐的节
奏。伴随着跌宕起伏的情感，带来的审美体验岂是一
个“美”字便可以概括的?他对于诗歌理论的创建，对于“三
美”的实践，直接开启了人们对于形式的关注与研究。徐志
摩说：“明白了诗的生命是在它的内在的音节的道理，我们
才能领会到诗的真的趣味;不论思想怎样高尚，情绪怎样热烈，
你得拿来彻底的‘音乐化’，才能取得诗的认识。”然而这
位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这位不羁的天
才却命运多舛，情路坎坷。他的执着与热情如烈焰般燃烧了
不少女子的心，他也如飞蛾扑火般为了一直追求的爱情而牺



牲了自己的生命。他的执著与痴迷，成就了天地间最大的悲
哀。

然而，他对于自由的追求、对于爱情的向往却给予了别人伤
害。对父母，他不但没有尽到赡养的义务，还屡次因情事而
惹怒父母。最后更是让父亲在痛失爱子时还背上骂名;对前妻，
他有的只是冷漠与无情，堕胎时的自私、离婚时的急迫，已
经失去了基本的理智;对儿子，他更是没有尽到教养的义务。
父亲因他而老泪纵横，幼仪因他而一生不幸，陆小曼因他而
受尽指责，林徽因与凌叔华还因为“八宝箱”而陷入了一场
拉锯战……人可以去追求自已的幸福，但倘若这种追求造成
了某些人的大不幸，那么我们便会认为这种追求是一种自私。
因此，当我们仰望作为诗人的徐志摩时，会沉浸在他所建造
的美的王国，沉醉其间，感慨不已;而当我们俯视作为男人的
徐志摩时，我们不免会对他的自私愤懑不已。这也许就是他
一直以来都毁誉参半的一个原因吧。

佛家说人生有八苦，分别是：生、老、病、死、怨憎会、求
不得、爱别离、五蕴盛苦。纵观徐志摩的一生，这八苦他都
一一品尝过。不忍再对这位愁苦而又无奈的诗人再做批评，
只想通过他的`文字触摸到他命运多舛的一生。

因此，带着矛盾的态度，我写下了这本徐志摩诗传，将他短
暂的一生与作品相结合，从女性视角来梳理他作品中情感的
脉络，力图描摹出他内心世界的爱与恨之泪、冰与火之歌。

徐志摩春表达了篇六

不太喜欢徐志摩，因为他太过多情。男人多情总是不太好，
不管是真情，还是实意，受伤的多为女人，而女人多情受伤
的还是多为女人。因徐志摩的多情，苦了张幼仪，因徐志摩
的多情，苦了陆小曼，可最终，他还是没有赢得爱人的怀抱，
他这一生，也在多情中完结了。



我读他的诗歌有限，读他的散文就更少了，上一周读了两篇
他的散文，只觉得这样一个人，不论是诗歌创作，还是散文
创作，都带着志摩似的浪漫和多情。不愧是天才的诗人，新
手捏来的东西也并不显生硬和牵强，难怪文章后评中写道：
在别人的委托下，于十分紧迫的时间内写出这样的文章实在
是难得！且他那篇作品是在泰戈尔来华时做的，本身委托者
就有着要他写出恭迎泰戈尔的意思，可他只轻轻在篇末点了
一下，就出了无限深意，看似平淡，实则深情，需细细感受。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张爱玲的散文的。没办法，从她的小说到
她的散文，无处不透着世俗的真实。而徐志摩太过飘渺了，
我想一个男人这样的性格终究不适合。像柳三变，像秦少游，
是对柔情女人的折磨。我还记得他的一首诗《沙扬娜拉》，
真是无处不留情，又让人怪罪不得，因为他所体现的情那样
直接，那样的不猥亵，又让人怎么生得起气来呢？仿佛爱一
个人真的是理直气壮的事情，除了当事的两个人，其他人都
是旁观者，而你又无法否认似的。

多情总是苦，

苍茫人生路，

到处都逶迤，

我去他不留。

徐志摩春表达了篇七

"我是一个大人，身上穿着长袍，心里存着体面，怕招人笑，
天生的灵活换来矜持的存心……"

"没有话说而勉强说话便是谎……"

以上这些都是我在徐志摩的散文《海滩上种花》里读到的，



在这些如"烟花三月下扬州"般美丽的文字中，徐志摩的多情
和性灵无不让人动容。在文学的造诣上，徐志摩先生的散文
丝毫不逊色于，他将哲理诗化，将情感音乐化，那种独特的
韵味在中国诗坛独树一帜。

这两天趁着绵绵的秋雨，我好有空暇，先后品读了志摩先生
的散文《海滩上种花》《印度洋上的秋思》《雨后虹》等作
品，在这秋风萧瑟的日子里，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中，像品
了一杯浓郁的香茶，暖和心灵，感受到一个让人一读倾心的
徐志摩。

大概是在今年四五月份的时候，有一个文友给我说——不能
天天读这些（老旧）了，应该多读读现代人写的诗歌。这样
的教导也好，劝说也罢，说实话，我是很不赞同的。

这几天读了志摩先生的散文，我更加坚定了我的认识和想法，
我想现在的人或许也不能学出他那样有情感的文字。

比如当我读到文章开头的那句话的时候，我就想——没有话
说而勉强说话便是谎，那么现在好多人没有情感的冲击和"逼
迫"而勉强为诗为文，那他的诗文又算啥呢？我们是不是应该
像志摩先生在《雨后虹》中写道的那样：“我生平最纯粹可
贵的教育是得之于自然界，田野，森林，山谷，湖，草地，
是我的课室；云彩的变幻，晚霞的绚烂，星月的隐现，田野
的麦浪是我的功课；瀑吼，松涛，鸟语，雷声是我的老师，
我的官觉是应建仁们忠谨的学生，受教的弟子。”

多感悟、多思考、多做大自然的学生，来丰富我们的感情，
来饱满我们的情思，而不单单是做到电脑前面"憋"文字，那
样会很苍白，无论诗歌，还是散文。

说实话，除了我们从前就很熟悉的志摩先生的诗歌《再别康
桥》和《沙扬娜拉》之外，我倒觉得他的.散文更加的吸引我，
这大概跟自己的文学素养有关，毕竟诗才是作者最高境界的



情感表达。

诗歌的文字仿佛就是一群跳跃在纸上的灵魂，它们用自己的
生命点燃了诗人心中不灭的灯。诗人正是用这些灵动的方块
拼出了自己在岁月的笛声中飘扬的思想，在迷失的夜空中闪
烁着自己的光芒。诗歌是记忆深处的偶然相遇，是茫茫空寂
的必然碰撞。是思想激起的涟漪，是梦境幻化的清香，它印
记着一瞬间的感受，承载了千古岁月的绝唱。

话又说回来，放眼望去，我们身边写诗的人很多，但诗人却
很少；写散文的很多，但写出感情的很少。写诗的人和诗人
的区别在于写诗的人用诗歌诉说了自己的感受，而诗人却是
用诗歌描绘着自己生命。（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只是我觉得
人家说的很对，借以表达我的想法）

而徐志摩正是这样一位用诗句倾诉着生命的诗人和散文家，
读他的诗，看他的散文，我在字里行间看到了他用他的一生
所追求着的"美，与爱，与自由"。

我一面将自己一部分的情感，看入自然界的现象，一面拿着
纸笔，痴望着月彩，想从她明洁的辉光里，看出今夜地面上
秋思的痕迹，希冀她们在我心里，凝成高洁情绪的菁华。

这是志摩先生在《印度洋上的秋思》里边的一段话，很美，
在这秋的夜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