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过林清玄作品的读后感 读林清玄
散文有感(模板12篇)

竞聘是一种为了争取某个岗位或职位而进行的一种活动。在
写竞聘申请书时，我们需要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和表达的清晰
度，避免冗长和模糊不清的描述。如果您需要一些成功的竞
聘申请范文作为参考，以下这些例子可能会适合您的需求。

读过林清玄作品的读后感篇一

谦虚好学，努力追求，你就会是熠熠闪光的活钻石！

——题记

我读过获诺贝尔奖的《青鸟》，读过富有想象力的《蚯蚓的
日记》，可我最喜欢的还是《林清玄散文选集》，那里有许
多令人回味无穷的经典故事。在此，就拿《活的钻石》来说
吧！

它主要讲一个小朋友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模特穿着钻石衣服，
价值一亿元，她问作者有比钻石更宝贵的东西吗？作者告诉
小朋友：世界一切活的东西都都是钻石，比如智慧是活的钻
石，盛开的花朵是活的钻石；如果用克拉来算，小朋友的价
值也超过一亿。读着这个故事，我知道了：有了好的附加价
值，钻石就活了起来；如果变成炫耀与虚荣的工具，钻石也
就没用了；事物的价值是因为“意义”而确定的，意义则是
由于“新的态度”而确立的。

这个世界上真有比钻石更宝贵的东西吗？有的，就像作者说
的一样，世界上的一切活的东西都比钻石更宝贵。然而，却
有许多人把“宝贵”和“昂贵”混在一起了，唉！

其实，在我们学校，每个人都做过一件胜过钻石价值的事情。



在跳蚤市场的活动中，我们用自己辛苦转来的钱分一半给灾
区，对大人来说，这些钱可能一文不值，可是，他们不知道，
在辛苦背后，藏着多少灾区小朋友的笑脸啊！所以，我们每
做一件事都要用心做呀！

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外表普通但里面有闪着金光
的玉的鹅卵石，勤劳聪明的人，只要找到自己擅长、喜欢的
事情，用对方法，不断努力，好似鹅卵石被打磨，一定能露
出闪烁又耀眼的金光的！但懒惰的人，他将一无是处，他懒
得去找自己喜欢的事情，懒得去找好的方法，也懒得去努力，
这样的鹅卵石，即使有再好的天赋，也终将一无是处，成为
一摊令人厌恶的烂泥。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会努力、有内在的人。这样，才能创造
出属于自己的辉煌人生，让自己拥有“活钻石”的光芒！

读过林清玄作品的读后感篇二

最近读了林清玄先生的菩提系列作品，深深地被林先生清新
淡雅的文风，深厚的文学底蕴，以及他对人生和世界的参悟
所吸引。我庆幸我能在茫茫天地间与林清玄先生的文字邂逅。
林先生的文章，犹如一道道山泉，带着它的淙淙流水声缓缓
地走到我们心中，让我们去慢慢品味生活的甘辛。林清玄的
散文总有一种哲学的意味和一点禅的味道。读他的散文犹如
一次心灵的洗礼，总能给人深深的启迪。

喜欢在安静的夜晚，借着柔和的灯光，手捧一杯香茗，静静
地品味林先生的文字。这种感觉是那样的美妙，与心灵对话，
与大师对话，获益匪浅。读林先生的文字，真的是对心灵的
洗礼。在这个喧嚣浮躁的现代社会中，这些文字把读者的心
灯点燃，使命途多舛、意志消沉、心浮气躁的人们重新充满
希望和信心，如拨云见日把读者的心底照亮。

林先生的文章总是远离庸俗于污秽，更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



而是清丽悠远，沁人心脾。这些文字里，有花的鲜美、月的
皎洁、风的温柔、自然的博大，更有人性的芬芳。它如同生
长在人心中的一株树，虽然孤独，但忠实地为我们守住了天
上皎洁的月，让生活在纷繁世界中的我们看到，在世界上的
某些地方，还存有一些纯净。他的散文是唯美的，淡淡地道
来，慢慢地述说，绝少雕饰，犹如清水出芙蓉而他的故事也
是很平民的，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他写的就是我，就是你，
就是他。这些是文章，初读自是清新异常，再品更是心开意
解。他的文字每每读后都会让我们的内心充满宁静与关爱。

林清玄的文字是平易近人的，这也许与他深谙佛理不无关系，
林清玄用他清雅真挚的文字普宁众生的心灵。他说不动的山，
也说流动的云，他说不变的芒草，也说无常的芒花，他说欢
愉的短暂，也说忧伤的恒久，无论是在山顶，还是在红尘，
林清玄总让自己灵光闪动，笔耕不辍，做一个徜徉于文字海
洋的修行者。

读了林先生心的菩提中生命的化妆一文后，感触颇深。是啊，
最好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我们不需要用语言、行动来伪装
自己、粉饰自己，最美的自己就是真实的自己露出一个真实
的自我。虽然生的化妆是最重要的，但也是最容易被人们忽
视的，我们要从内在里改革。是的一个人就算是再美丽，却
没有气质和内在美，那不是真正的美;一个人用太多的语言、
行动来粉饰自己，会适得其反，让人觉得虚伪。

现在也不再是那个以貌取人的年代了，如果你有才华、气质
和内在美，无论你是美丽还是丑陋，都会有人赏识你，不会
怀才不遇的。生命就是表里如一，诚实无欺、心智纯正、灵
魂纯净。不必花时间去思考别人眼中的自己，别人心中的自
己。我要我的自我，无须粉饰，更不需要华丽的伪装。 生命
是一方待琢的玉，圣洁的雕刀，会把一切瑕疵雕落。生命是
一块冲浪的帆板，奋力拼搏，才不会被海水吞没。

美丽，无所不在。



丑陋，也无所不在。

爱，无所不在。

恨，也无所不在。

因为，心念无所不在。

合拢心中的菩提，望着高楼外的月朗星稀。让他幻化流萤，
成为夜间的风景，变做风，穿透我思想的愚懵。化成水，滋
润我心壤中一片碧翠。

林清玄，感悟他，感悟的是无比纯净的生活。

读林清玄散文有感

林清玄的散文中的奥秘不比的之前的两位作家的散文显而易
见，但细腻的程度却与之前的两位作家不相上下。

父亲给我买的是少年版的，是林清玄专门写给孩子们的。他
说：我并不期许我的孩子在课业上得第一，但我期许他们有
天真的心、纯善的心、美好的心、庄严的心。能在这浑浊的
世界，能保持清明;能在这悲伤的世界，拥有快乐。

这本自选集是他对少年的期许，不止是写给他自己的孩子的，
还是写给世界上所以的孩子的。他希望世上所以的孩子可以
永远拥有这四颗心。

我在这本自选集中最喜欢的散文是软枝杨桃，是选自天真的
心。散文大概的意思是：作者在乡下看见了两棵野生的软枝
杨桃树。杨桃树的盛产使作者吃惊，因为不使用肥料，杨桃
树竟然可以如此高大、结如此多的果实。更让作者吃惊的是，
这么好的杨桃却没有人采收、也没有人愿意吃，任其凋落一
地，作者十分困惑。当作者站在杨桃树下一看，就明白了。



这两颗杨桃树由于没有使用过农药，所以杨桃比一般的小，
而且表面多少有虫鸟咬过的痕迹。所以没有人会吃这样的杨
桃。这就让作者想起他的一位明堂表哥曾对作者说：我们人
自以为聪明，其实比虫鸟还笨。那些没有喷农药的水果外表
虽丑，虫鸟都喜欢吃;而那些喷了农药的水果，外表虽美，虫
鸟的不会吃，知道吃了有害降。人只注意外表的美丑，虫鸟
却看见了更深的内在啊!

读完这篇散文，通篇没有华丽的语言却有深层的含义。

这片散文使我顿悟：我们不论看人或者事，都不能只看表面，
而应该注重内在。虫鸟爱吃的杨桃由于相貌不扬被我们拒之
门外;虫鸟不爱吃的杨桃由于相貌美丽是我们敞开大门。这是
我们的短时近利所造成的。当整个社会的人都只重视表面的
好看，而忽视内在的毒素时，真正清净的生活是不可能实现
的。所以我们应该多注意实而不华的事物而不是华而不实的。

林清玄散文的风格是细腻、温暖、深入人心的。与他那粗犷
的相貌是截然不同的。如果你未看他的资料就阅读他的散文，
那么你定会认为林清玄是位秀气的女作者。

他的散文的道理是你发现却不知道应该如何去描述的，这个
只能慢慢的研究，琢磨了。可当你回过头品味时，你可能就
会领悟到人生了。

读过林清玄作品的读后感篇三

由于修行的缘故，林清玄先生的文章都带着浅浅的禅意，带
着独有的东方韵味，字里行间所蕴含的智慧与哲理，总能帮
遭遇挫折的我们开启另一扇风光独好的窗户，从而心怀希望。

小学时读过的《与时间赛跑》、《桃花心木》，篇幅短小却
能从中窥见生活的甘辛，时间的珍贵。而林先生的《少年游》
则是让我领悟到了他对于生命的洒脱和释然。



“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诗经中深
浅分明的景象，让踌躇满志的少年痴痴仰望着那仿佛停留过
神鸟的高岗，将自己幻化为一株梧桐面向朝阳。纵使这个轮
廓模糊不清的梦境随着天明而逝，但年少时期的我们，又何
尝不曾神游于自己的世界之中呢？；小时候喜欢在下雨天淋
雨，不听妈妈叮嘱带伞，独自享受它的回忆，到长大后才明
白妈妈对他的爱，却再也回不到稚子时期，无法避开溪畔的
水花；而或是幻想自己也手执宝剑，在漆黑的夜里，在半轮
弦月下，舞出朵朵剑花。

若是生命中能有这般传奇历程，自然是精彩绝伦。但随着不
断长大，我们竟不愿舍去自己年少的蓬勃豪情，满腔热血；
甚至不愿面对充满未知坎坷的明天。但作者又说，“由于翻
过的页中有太多的叹息才害怕，由于后来的篇章里显示着精
彩的未知才惊喜。知道自己所走的路是一条不馁的路，微小
的感触已然难以遮掩它们的不足道。”因此，只有我们勇于
承担，勇于面对挫折，才能在充满烦恼的人生中成就感恩和
喜悦，才有权利享受人生途中的精彩，才能在将来的一天庆
幸自己没有白活。就像文中所说的——“或然我这一去会到
很远很远的地方，或然每一次秋季会暖暖地滑进来，或然我
甚至去追寻一群北雁。我的每一个足音却都相信；只要有风
有雨，我们曾经一起拥有的不仅是回忆，而是延续；只要有
声音的地方，你的声音将恒常响在耳际。”

阅读林清玄的散文，就如一步步跨过文字的万里高山，其间
的乐趣与所看到的风景，都会融入内心与血脉，使人心境澄
明，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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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林清玄作品的读后感篇四

在阳光里，春日或是秋季，一个人面对花草，一杯淡茶或是
咖啡，这或许是读《林清玄散文集》的最佳意境。读着，会
让人觉得自己在一本淡色画集中。

每一幅画线条简洁。他擅长，也总是用平淡文字叙事，没有
华美的词句，更没有费解的字眼，有的只是朴实。然而正是
通过这样看似不起眼的语言，却有了许多人说不来道不出的
真实性。简单，则是另一特点，给人的美感也是简单的，不
修饰。让珍珠为人认识，而抛掉大多数人都费尽心思装饰的
木盒，恰恰让人领悟本质的美。在如今喧闹浮躁的世界，林
清玄以他平淡简单的语言文字，绘出了一个能给人安宁平和
的静谧所归。

每一幅画景物寻常。林清玄每一篇文章，取材都来自于生活，
是生活中那些容易被人忽视，抑或是太常见以致于被忽视的
小事。一样是生活，他能找到细微的事物，将这些写下来，
让人读来渐渐发现生活之美，并去喜欢生活。最神奇的，是
这些“景物”中总有一股清新，不知是有水流出，还是阳光
洒进，又或是微风拂入，想着画面，读着文字，使人不得不
安静下来，于是这才有了时间，得了机会，在匆匆世界中站
立，看向静止的美丽，观望无名野花。

每一幅画色彩浅淡。每一篇文章的感情是淡淡的，没有世俗
的污染，更不会咄咄逼人，这或许与他的“禅”有关。就像
是平静地陈述，没有多少跌宕与波澜，却保留了花之鲜丽，
鸟之灵动，风之轻柔与月之空明。写出的道理也是淡淡的，
没有任何点缀，只有最单纯地诉说，缓慢而轻声，内容平淡
而简单，不必去深思，直白易懂。每一个小的结论，如此之
多的小论点组成大观念，而大的观念也是平淡的，不刻意强
调什么，但能让人心中世界一下子云清风淡。

简单几笔线条，画的是常见朴实的生活景物，有着淡然的禅



意与情感。色系是淡的，语言也是淡的，但有着泉水清风，
涤净一颗疲累满是灰尘的心，便是林清玄的散文，淡，静，
而悠远。

阳光下清风微拂，水天一色，一人面对花草，一杯淡茶或咖
啡，这样的淡色画，或许正是林先生的禅。

读过林清玄作品的读后感篇五

“如果一个人内心的爱还不够充满，但只要一点的关怀、一
点的善意、一点的温柔，试着那一点表达出来，久而久之，
内心的情感也会因为清晰而深刻，因深刻而充沛了”——这
是文中的一段话，也是令我记忆犹新的一段话。

心神荡涤，只因它；神清气爽，只为它；令人痴迷，只是它：
这是我最深的感受。

翻开这本胜诗情画卷、赢悠悠史策的书，书香弥漫，沁人心
脾，似乎这香如五线谱在飘飞，洋溢。那一个个字不仅是精
灵，还是星光闪烁如美妙的音符在灵动地飞舞，乘着这书香
的缆车，这五线谱，这蚕丝床被，懒懒地软软地睡在空中，
萦绕耳畔，浮于眼眸。

这是一本吸引人的书，不，这是一本令人陶醉于其中的书，
不，这是一本值得奉献整整一个星期满满的生命活力的书！

“佛”心在作者心中，似乎总有“佛法”、“佛经”，这样
的词在书中也不乏多次出现，也许，正是与作者的生平那一段
“山中修行”密不可分吧。在脑际中游历到这儿，不禁要笑
笑，我们与那“佛”字还相差甚远嘞！但，所谓“佛”，不
正是静心养心，定心禅心吗？不正是说，我们在生活中要怀
着一颗谦逊守纪的心，面对心窗之外，饱览辽阔之景致，不
拘庭院之芬芳，敞开心扉面对别人吗？我想，也不只是那些
生硬、呆板、心生腻味的高谈阔论、夸夸其谈吧。也许，其



中另有深意。

心澜如止水，一本本书盖住那一圈圈腾腾的涟漪，在其中，
香气又充满整个心扉。敞开吧，心窗，书香会弥漫，会温暖，
会洗涤他们的心灵。我的好书——林清玄散文自选集，兰心，
悦。

读过林清玄作品的读后感篇六

读了林清玄的散文，每一篇都让我回味无穷，其中有一篇
《留一只眼睛看自己》，最值得铭刻于心。

先讲了一个故事，日本有一名名箭手武藏，他有一天收到了
一个弟子柳生的请求，这个弟子一心想着要早早成为一流的
名箭手，急迫地想要功成名就。于是武藏就先让他干了三年
杂活，再总趁他不备之时给他致命一击。这样煞费苦心，柳
生终于懂得了如何才能将剑练好，那便是:留一只眼睛看自己。

这个故事虽简短，却隐含了很深刻的禅意，禅者不应该把禅
放在生活之外，犹如剑手不应该把剑术当成特别的东西。剑
手在一切时候都可能会遇到敌人的扑击，禅者也是一样，要
随时面对生活、烦恼、困顿的扑击，他们表面按住不动，心
中却是十分的活跃，观察者四周的一举一动。这就是得益
于“留一只眼睛看自己”啊。

在我们的生活中，又何尝不需要“留一只眼睛看自己”呢？
学习上，不能总看着比自己好的人，也不能总盯着比自己差
的人，不要一心的只想如何去击败别人和如何偷懒，时时刻
刻都要留一只眼睛看自己，注意自己此时所处的位置，才能
达到自己最终的目的，取得最终的胜利。

我们的心要保持这一种流动状态，也就是不能固定在一个点
上，这会使我们不死板。若是一个人随时随地都把心思集中
在一个目的上，那么他必定会把这个圈子越缩越小，最终把



自己困死在小圈子内，什么目地都无法达到，思想也会变得
有一种局限性。

要时刻牢记，我们生命中所面对的一切困难与迎面而来的苦
恼并不是恐怖而又可恶的，他不是我们的敌人，只是一种对
自己生命的延伸，这些苦难也许能或多或少的帮助到我们，
我们在遇到这些苦恼之时，要留出一只眼睛看自己，透过这
些苦难来认识自己，我们有可能掌握了一切好的方法来对付
突如其来的苦难，但是必须要深入其中一个，来应对一个大
的苦难。我们要时刻留一只眼睛看自己，因为就如书中所写
的:“生活不能如预期，无常也不可预测，如果我们的心执着
停滞了，那就是死路一条。”

所以，无论身在何方，都要铭记，留一只眼睛看自己！

读过林清玄作品的读后感篇七

《可以预约的雪》看见了他对人生的洒脱，心生敬佩，而这
篇文章却显示出对人生时光流逝的无奈，更加说明——无论
是谁，对于时光这玩意儿都没办法！

庄子说：“是遁天，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适来，
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
古者谓之帝之县解。指穷与为薪，不知其尽也”这段话的大
意就是人的生老病死是顺应了自然的安排，是天命，欢乐和
悲伤都不能进入心怀，这叫做解脱。众所周之，庄周是道家
学说的代表，也就是逍遥，无为，顺应自然。在如今的现实
花花世界中，逆其道而行之的这种思想的确是一种很好的生
活方式，尽管没有大起大落，却有其真实性。最后一句话很好
“取光照物的蜡烛火终会燃尽，而火种却传了下来，永远不
会熄灭”

生活——我们固然希望它艳丽多姿些，但如果经历时间的风
干，它就会变得没有水分，再艳丽也只像被浸泡过的标本，



失去了真实性。为何不能像烛火那样呢，只留下生活的精髓
部分，即使其他的部分哪一天它们不在了，也是顺应自然的
安排，没有悲哀之心。

林清玄说：“现在没有日历可撕了，心里才真的是着急。”
相信这已经不仅仅是在想竭力抓住时间了，因为他已经将人
生的精髓留给了所有人了，而他只是纯粹的感叹一下，可以
理解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当然不能这样比喻，就
如作者说的，很多用这句话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箭和梭！
将一个无形的抽象的东西比喻为一个更抽象的，谬哉！

“光阴和日月都是快到无法形容和譬喻的。”这是对的，当
然，这也是所有人有勇气来写写它的原因（包括我），因为
没有标准答案啊！“从此，创造力大开。”事物的两面性具
有普遍性的道理由此得出。仿佛扯远了话题，其实没有，都
是关于时间和生命。

许多人在时间充裕时，写文章或发短信时都喜欢用“！！”
这个符号；

许多人在没有时间的时候，往往在感叹……却没有机会了

抛开生活的常与变，管他时间的多与少，就这样一分一秒的
生活下去……

读过林清玄作品的读后感篇八

“我们虽然在尘网中生活，但永远不要失去想飞的心，不要
忘记飞翔的姿势。”“生命对于华年，是一种无常的展露，
芒花处于山林之间，则是一种无常的演出。某年某月的某一
天，我们曾与某人站立于芒花遍野的山岭，有过某种指天的
誓言，往往在下山的时候，一阵风来，芒花就与誓言同时凋
落。”



这是我最喜欢的散文诗，出自林清玄的《芒花季节》。

清新淡雅又蕴含哲理，无意中，我就喜欢上了这样的文字。
后来长大了，又更喜欢他在雅致的文字中流露的丝丝禅意。
不急不缓地读着，我虽不懂得什么是开悟，但生活却需要这
一种特殊的情愫。

后来有看到过书封上先生的照片，他的'外表也许与他的文章
不相称，没有玉树临风的儒雅，没有月朗清风的洒脱不
羁……可是，他的心是柔软的，他的眼是冷寂的，所以他的
内心清明高洁。

后来再想走近他时，却发现他已远去，月光相伴，诗酒同行。
生命的历程就像是写在水上的字，顺流而下，想回头寻找的
时候总是失去了痕迹。他走了，那个“文如流水，语似冬
阳”的人在一年前就离开了。试问，这世间有谁会如他一般
活得潇洒自在？他曾说过，人间最美的境界，是清欢。

说到清欢，在我看来是生命的减法，在我们舍弃了世俗的追
逐和欲望的捆绑，回到最单纯的欢喜之中，是生命里最有滋
味的情景。

他就这样把简单、通透的美融入到了涓涓文字之中，洗涤着
我们的心灵。他也用一生践行着简单豁达、用心生活的人生
哲学，给予我们感动与温柔的力量。他用文字唤起沉睡着的
心，带着无数人去发现人世间的美丽。一草一木，一山一水，
一个动人的微笑，一句温情的话语，皆能有令人感动之处。

我认为我走近了他，读过他的许多篇散文，我也渐渐体会到
了一种平静，一种安稳满足的幸福感。我不再因为一些浮浅
的虚名、一些虚妄的争执，而心烦意乱。我学会了平静下来，
我学会了不再去花费时间去追逐一些昙花一现的荣耀，而是
静下来提升自己。



回望过往，我错失了许多平静的喜悦、许多清欢；看向将来，
我会学着伴着清欢，体会人生。

读过林清玄作品的读后感篇九

我喜爱这本书，不为别的，只为他文章字眼中的那几分精彩
的沧桑。

读一个人的选集，如看一个人的人生;读一个人选集的精彩片
段，犹如在踏勘着他人生的轨迹。在林清玄的文中，看到的
其实是他自己的昨天在写明天，林清玄所写下的那一片篇篇
优美的文章，总是与我的心同频共振。

在他笔下的字眼里，我总是能读到清清玄玄的几分奥妙，如
浓浓的几分乡愁，如对红尘俗世的疲惫与厌倦;亦如对那茫茫
未来的不安与彷徨……也许是隔了几十年岁月的沧桑吧!我只
能读到这几分玄奇，却无法真正地去读懂它。

书中的一切都这么自然、宁静;亲情、爱情、友情，至淡至真。
他在文章中借助佛教禅宗的顿悟、空灵，来阐述人生的价值
与开掘了生命那无穷的底蕴。每一篇文章都是幽雅清韵的，
如同一碗带着茗香的清茶，值得你去细细的品味。

林清玄散文，去感悟它，感悟到的是——“五味”的人生!

读过林清玄作品的读后感篇十

轻轻地捧着一本《林清玄散文》，纯白色的封面上一朵出淤
泥而不染的荷花亭亭地在荷叶中间玉立着，犹如一位孤傲的
不可一世的皇后，一朵含苞待放的小花苞从荷叶的一角窥探
出一个小小的脑袋，可爱极了。

林清玄，台湾人，现代著名散文家，也被誉为“当代散文八
大家”之一。他的散文清新而不失大气，文章中虽然没有什



么大道理，但是却蕴含着一些思想。我最喜欢的是他的《星
落尼罗河》。

这篇文章讲述了作者去埃及旅游看见尼罗河的所见所闻。埃
及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尼罗河又是
埃及的母亲河，几千年来养育了世世代代的埃及人。在没见
到尼罗河之前，林清玄曾经幻想着尼罗河是一条清澈干净的
河流，但是当林清玄第一次看见尼罗河只不过是一条浑浊不
堪的“臭水沟”时，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导游
说：“都市，是任何自然的敌人。”

跟随者旅游团沿着尼罗河继续往前走，远离都市的繁华，罗
河水越来越干净，当林清玄随着旅游团来到一个小山村时，
他所见到的尼罗河和第一次看到的河水截然不同。只见河水
清澈见底，两岸的树木郁郁葱葱，到处是鸟语花香。想起导
游的那就话“都市，是任何自然的敌人。”还真的很有道理。
工厂排出的工业废气，汽车排出的尾气，人类制造的垃圾，
这都是生态环境的敌人。

文章看完之后，我不禁想起了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因为
人类的破坏和环境的污染，我们的黄河也逐渐变得浑浊，下
游的河水也越来越少。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所以我号
召大家：要保护好我们的母亲河，不要等到“星星”落下来
了才会觉悟！

读过林清玄作品的读后感篇十一

前些日子，妈妈买来了一本《林清玄散文》，封面的清丽与
幽雅深深吸引着我。微微张开的荷花诞在几片荷叶之间，无
不透露着墨香清韵之气。

翻开书的扉页，林清玄的照片赫然出现在了视线之中。照片
上的是一个相貌平平的中年男子，头发长，但有些谢顶。他
面带微笑，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懂得享受生活的人。我有些许



惊讶，原以为“林清玄”是一位娴静的女士，但没想到，一
位男士竟也可以写出如此细腻的文字，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他的文章没有多余的文字，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奇妙的幻想，
一切都是那么明朗。他能从我们的生活中找到真理，又在讲
述真理的同时如此的接近生活。一些原本看起来十分不起眼
的东西，而在林清玄的笔下却可以淌出熠熠的真理的光芒。
在林清玄的散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生活中最真的感受。

“在一切的优美、败坏、清明、污浊之中都能找到智慧。”
这是《清静之莲》带给我最深的启迪人生处处充满了智慧。
《心田上的百合花开》给我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就算是孤
身一人，在逆境中也要坚强。“登山专家只看见山顶，不像
我们，能享受海拔五百的乐趣。”这段文字让我感触很深。
我们沉溺在被“征服”的驱使中，一天一天忘记了乐观平和
的心态。我们在人生道路上时时痴迷于“高处不胜寒”的顶
峰，却忘了欣赏沿途的风景。还记得他的《存在的理由》写
道:甚至连每个人都有存在的理由吧!有些为爱存在，有些为
学习存在，有些为生命的美好而存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存
在的理由，每个人都必须为了这些理由而存在，我们必须要
尽全力来完成这些愿望，这，就是生命的意义。

林清玄的文字总是清丽悠远，拥有大自然之美。有风的温柔，
花的美丽，草的坚强，以及万物的一切。

在炎热的夏天，你可以泡上一杯清茶，翻阅《林清玄散文》，
让一缕清凉的风吹进你的思绪。

更多

读过林清玄作品的读后感篇十二

最近读了林清玄先生的“菩提系列”作品，深深地被林先生
清新淡雅的文风，深厚的文学底蕴，以及他对人生和世界的



参悟所吸引。我庆幸我能在茫茫天地间与林清玄先生的文字
邂逅。林先生的文章，犹如一道道山泉，带着它的淙淙流水
声缓缓地走到我们心中，让我们去慢慢品味生活的甘辛。林
清玄的散文总有一种哲学的意味和一点“禅”的味道。读他
的散文犹如一次心灵的洗礼，总能给人深深的启迪。

喜欢在安静的夜晚，借着柔和的灯光，手捧一杯香茗，静静
地品味林先生的文字。这种感觉是那样的美妙，与心灵对话，
与大师对话，获益匪浅。读林先生的文字，真的是对心灵的
洗礼。在这个喧嚣浮躁的现代社会中，这些文字把读者的心
灯点燃，使命途多舛、意志消沉、心浮气躁的人们重新充满
希望和信心，如拨云见日把读者的心底照亮。

林先生的文章总是远离庸俗于污秽，更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
而是清丽悠远，沁人心脾。这些文字里，有花的鲜美、月的
皎洁、风的温柔、自然的博大，更有人性的芬芳。它如同生
长在人心中的一株树，虽然孤独，但忠实地为我们守住了天
上皎洁的月，让生活在纷繁世界中的我们看到，在世界上的
某些地方，还存有一些纯净。他的散文是唯美的，淡淡地道
来，慢慢地述说，绝少雕饰，犹如“清水出芙蓉”;而他的故
事也是很平民的，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他写的就是我，就是
你，就是他。这些是文章，初读自是清新异常，再品更是心
开意解。他的文字每每读后都会让我们的内心充满宁静与关
爱。

林清玄的文字是平易近人的，这也许与他深谙佛理不无关系，
林清玄用他清雅真挚的文字普宁众生的心灵。他说不动的山，
也说流动的云，他说不变的芒草，也说无常的芒花，他说欢
愉的短暂，也说忧伤的恒久，无论是在山顶，还是在红尘，
林清玄总让自己灵光闪动，笔耕不辍，做一个徜徉于文字海
洋的修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