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散文集阅读感悟 席慕容散文集在线
阅读(通用5篇)

心中有不少心得感悟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
得感悟，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优质的心得感
悟该怎么样去写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感
悟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散文集阅读感悟篇一

二岁，住在重庆，那地方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金刚玻，记忆
就从那里开始。似乎自己的头特别大，老是走不稳，却又爱
走，所以总是跌跤，但因长得圆滚倒也没受伤。她常常从山
坡上滚下去，家人找不到她的时候就不免要到附近草丛里拨
拨看，但这种跌跤对小女孩来说，差不多是一种诡秘的神奇
经验。

有时候她跌进一片森林，也许不是森林只是灌木丛，但对小
女孩来说却是森林，有时她跌跌撞撞滚到池边，静静的池塘
边一个人也没有，她发现了一种“好大好大蓝色的花”，她
说给家人听，大家都笑笑，不予相信，那秘密因此封缄了十
几年。

直到她上了师大，有一次到阳明山写生，忽然在池边又看到
那种花，象重逢了前世的友人，她急忙跑去问林玉山教授，
教授回答说是“鸢尾花”，可是就在那一刹那，一个持续了
十几年的幻象忽然消灭了。那种花从梦里走到现实里来。它
从此只是一个有名有姓有谱可查的规规矩矩的花，而不再是
小女孩记忆里好大好大几乎用仰角才能去看的蓝花了。

如何一个小孩能在一个普普通通的池塘边窥见一朵花的天机，
那其间有什么神秘的召唤?三十六年过去，她仍然惴惶不安的
走过今春的白茶花，美，一直对她有一种蛊惑力。



如果说，那种被蛊惑的遗传特质早就潜伏在她母亲身上，也
是对的。一九四九，世难如涨潮，她仓促走避，财物中她撇
下了家传宗教中的重要财物“舍利子”，却把新做不久的大
窗帘带着，那窗帘据席慕蓉回忆起来，十分美丽，初到台湾，
母亲把它张挂起来，小女孩每次睡觉都眷眷不舍的盯着看，
也许窗帘是比舍利子更为宗教更为庄严的，如果它那玫瑰图
案的花边，能令一个小孩久久感动的话。

二、《桐花》

长长的路上，我正走向一脉绵延着的山岗。不知道何处可以
停留，可以向他说出这十年二十年间种种无端的忧愁。林间
洁净清新，山峦守口如瓶，没有人肯告诉我那即将要来临的
盛放与凋零。

4月25日

长长的路上，我正走向一脉绵延着的山岗。在最起初，仿佛
仍是一场极为平常的相遇，若不是心中有着贮藏已久的盼望，
也许就会错过了在风里云里已经互相传告着的，那隐隐流动
的讯息。

四月的风拂过，山峦沉稳，微笑地面对着我。在他怀里，随
风翻飞的是深深浅浅的草叶，一色的枝柯。

我逐渐向山峦走近，只希望能够知道他此刻的心情。有模糊
的低语穿过林间，在四月的末梢，生命正酝酿着一种芳醇的
变化，一种未能完全预知的骚动。

5月8日

在低低的呼唤声传过之后，整个世界就覆盖在雪白的花荫下
了。



丽日当空，群山绵延，簇簇的白色花朵象一条流动的江河。
仿佛世间所有的生命都应约前来，在这刹那里，在透明如醇
蜜的阳光下，同时欢呼，同时飞旋，同时幻化成无数游离浮
动的光点。

这样的一个开满了白花的下午，总觉得似曾相识，总觉得是
一场可以放进任何一种时空里的聚合。可以放进诗经，可以
放进楚辞，可以放进古典主义也同时可以放进后期印象派的
笔端——在人类任何一段美丽的记载里，都应该有过这样的
一个下午，这样的一季初夏。

总有这样的初夏，总有当空丽日，树丛高处是怒放的白花。
总有穿着红衣的女子姗姗走过青绿的田间，微风带起她的衣
裙和发梢，田野间种着新茶，开着蓼花，长着细细的酢浆草。

五月的山峦终于动容，将我无限温柔地拥入怀中，我所渴盼
的时刻终于来临，却发现，在他怀里，在幽深的林间，桐花
一面盛开如锦，一面不停纷纷飘落。

5月11日

难道生命在片刻欢聚之后真的只能剩下离散与凋零?

在转身的那一刹那，桐花正不断不断地落下。我心中紧紧系
着的结扣慢慢松开，山峦就在我身旁，依着海潮依着月光，
我俯首轻声向他道谢，感谢他给过我的每一个丽日与静夜。
由此前去，只记得雪白的花荫下，有一条不容你走到尽头的
小路，有这世间一切迟来的，却又偏要急急落幕的幸福。

5月15日

桐花落尽，林中却仍留有花落时轻柔的声音。走回到长长的
路上，不知道要向谁印证这一种乍喜乍悲的忧伤。



周遭无限沉寂的冷漠，每一棵树木都退回到原来的角落。我
回首依依向他注视，高峰已过，再走下去，就该是那苍苍茫
茫，无牵也无挂的平路了吧?山峦静默无语，不肯再回答我，
在逐渐加深的暮色里，仿佛已忘记了花开时这山间曾有过怎
样幼稚堪怜的激情。

我只好归来静待时光逝去，希望能象他一样也把这一切都逐
渐忘记。可是，为什么，在漆黑的长夜里，仍听见无人的林
间有桐花纷纷飘落的声音?为什么?繁花落尽，我心中仍留有
花落的声音。

繁花落尽，我心中仍留有花落的声音，一朵、一朵，在无人
的山间轻轻飘落。

三、《野生的百合》

那天，当我们四个有在那条山道上停下来的时候，原来只是
想就近观察那一群黑色的飞鸟的，却没想到，下了车以后，
却发现在这高高的清凉的山上，竟然四处盛开着野生的百合
花!

山很高，很清凉，是黄昏的时刻，湿润的云雾在我们身边游
走，带着一种淡淡的芬芳，这所有的一切竟然完全一样!

所有的一切竟然完全一样，而虽然那么多年已经过去了，为
什么连我心里的感觉竟然也完全一样!

我几乎有点语无伦次了，朋友们大概也感染到我的兴奋。陈
开始攀下山岩，在深草丛里为我一朵一朵地采撷起来，宋也
拿起相机一张又一张地拍摄着，我一面担心山岩的陡削，一
面又暗暗希望陈能够多摘几朵。

陈果然是深知我心的朋友，他给我采了满满的一大把，笑着
递给了我。



当我把百合抱在怀中的时候，真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快乐和满
足。

一生能有几次，在高高的清凉的山上，怀抱着一整束又香又
白的百合花?

多少年前的事了!也不过就是那么一次而已。也是四个人结伴
同行，也是同样的暮色，同样的开满了野百合的山巅，同样
的微笑着的朋友把一整束花朵向我送了过来。

也不过就是那么一次而已，却从来不会忘记。

令人安慰的就是不会忘记。原来那种感觉仍然一直深藏在心
中，对大自然的惊羡与热爱仍然永远伴随着我，这么多年都
已经过去了，经历过多少沧桑世事，可喜的是那一颗心却幸
好没有改变。

更可喜的是，在二十年后能还再重新来印证这一种心情。因
此，在那天，当我接过了那一束芬芳的百合花的时候，真的
觉得这几乎是我一生中最奢侈的一刻了。

而这一切都要感激我的朋友们。

所以，你说我爱的是花吗?我爱的其实是伴随着花香而来的珍
惜与感激的心情。

就象我今天遇见的这位朋友，在他所说的短短一句话里，包
含着多少动人的哲思呢?

也就是因为这样，我竟然开始忧虑和害怕起来，在我的幸福
与喜悦里，总无法不掺进一些淡淡的悲伤，就象那随着云雾
袭来的，若有若无的花香一样。

然而，生命也许就是这样的吧，无论是欢喜或是悲伤、总值



得我们认认真真地来走上一趟。

我想，生命应该就是这样了。

四、《小卫兵》

幼年时的记忆总有些混乱，大概是因为太早入学的关系，记
得是五岁以前，在南京。

只因为姐姐上学了，我在家里没有玩伴，就把我也送进了学
校，想着是姊妹一起，可以有个照顾，却没料到分班的时候，
我一个人被分到另外一班。

不到五岁的我，并不知道自己的无能是因为年龄的幼小，却
只以为是自己笨。所有同学都会的东西，我一样也不会，他
们都能唱的歌，我一句也跟不上，一个人坐在拥挤的教室里，
却觉得非常寂寞。

总是盼望着放学，放学了，姐姐就会来接我，走过学校旁边
那个兵营的时候，假如是那个小卫兵在站岗，他就一定会送
我一朵又香又白的花朵。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在众多的放学回家的
孩子里，他会单单认出了我，喜欢上我，在那整整一季花开
的季节里，为我摘下，并且为我留着那一朵又一朵香香的花，
在我经过他岗亭的时候，他就会跑出来把那朵花放到我的小
手上。

已经忘了他的面貌了，只记得是个很年轻的卫兵，年轻得有
点象个孩子。穿着过大极不合身的军服，有着一副羞怯的笑
容，从岗亭里跑出来的时候，总是急急忙忙的。

花很大很白又很香，一直不知道是哪一种花，香味是介乎姜
花和鸡蛋花之间的，这么多年了，每次闻到那种相仿佛的香



味时，就会想起他来。

想起了那一块遥远的土地，想起了那一颗寂寞的心。

想起了我飘落的童年，离开南京的时候，没有向任何一个玩
伴说过再见。

散文集阅读感悟篇二

八月份，我读了《冰心散文集》这本书。其中的第一辑——
回忆我觉得很好看。第一辑中有很多很多的.散文一共有32篇。
其中比较好看的有：《一只小鸟》，《画——诗》，《圈
儿》，《除夕的梦》，《我》，《笑》等等的散文写得可好
了。

我就介绍几篇好了。《一只小鸟》这篇散文是冰心偶然在大
树下看见的一件事。一只鸟的巢搭在树枝上，它羽毛还不丰
满，只能在巢里叫，和老鸟聊天，它很快乐!早晨他正在唱歌，
树下小孩便想捉去玩玩，只听“嗖”一声，一颗子弹射过来，
小鸟从树上跌了下来。老鸟见了把它接住，衔回了鸟巢，它
的血一滴滴的落到地上。从此再也听不到那歌声了。《除夕
的梦》介绍的是冰心和一个活泼勇敢的女孩，在梦中建立了
一个未来的世界，但是那世界被一阵罡风破坏了，人声近了，
似乎无路可走，无家可归。冰心站在人类中觉得很惭愧。后
来冰心组织了罡气，但是也壮烈牺牲。

读了《冰心散文集》后我觉等冰心用家常事说明了很多道理。
《一只小鸟》是告诉我们要爱护动物，保护动物。《除夕的
梦》告诉我们要创造——奋斗——牺牲。

散文集阅读感悟篇三

开始关注林清玄的作品，是从《有风格的小偷》一文开始，
一篇文稿间出乎意料的善意的赞赏，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道，



从此，世上又多了一个善良的灵魂。确实，拿着放大镜去看
别人的缺点是件容易的事，但是，拿着显微镜去找一个劣迹
斑斑的人身上的优点却不是谁都可以做到，但是，林清玄做
到了。恬淡自然，字间总不自觉透出禅味，小小的故事折射
大大的哲理，这就是林清玄的文章，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在
不经意间让人深思人生道理。读林清玄的文章，我那原本浮
躁不安的心会旋即安定下来，解开心锁，放下心中的负担。

简单平实的生活故事，蕴含着细腻的情感，几句平淡的话语，
足以让人一遍遍地反复回味，这就是林清玄散文的魅力。我
喜欢在床头放着一本林清玄的书，睡觉前细细地阅读几篇，
来一次心灵的洗涤方可安静地睡去，一切禅理在梦中参透。

他说：“山谷的最低点正是山的起点，许多走进山谷的人之
所以走不出来，正是他们停住双脚，蹲在山谷烦恼哭泣的缘
故。”无数的低谷，使我们在挫败中流泪，不是说不允许哭
泣，你可以蹲下来好好抱抱自己，但是，请不要放弃，山的
明媚就在山的顶点，你需要做的是整理一下心情重新攀登，
坚持不懈、努力追求，人生又是一片春光灿烂。

他说：“生命是在水上写字，第二笔还未落下，第一笔已流
到远方。”时光如潺潺流水，抓不住的它一点点地在流逝，
生命一点点地在逝去，再长也不过数十年，人生有多少个十
年能让我们挥霍呢?珍惜吧。大学，就这么过了三个学期，我
又做了什么呢?当初的理想呢，我与它的距离又变小么?我在
思量着，也困惑着。

他说：“安静无言并不是陷入空白，而是有一个更深广、更
澄明的所在;最好的表达是沉默，而不是语言。”面对误解，
请选择沉默;面对挫折，请选择沉默;面对辱骂，请选择沉默。
有时候，解释是多余的，那时候沉默，能是最有力量的语言。

他说：“‘世界光如水月，身心皎若琉璃’，这个世界的水
月不再光明剔透了，做为一个渺小的人，只有维持自心的清



明，才能在这五浊的世间唱一首琉璃之歌吧!”还是那个淡水
河口，但是周围的风景已经变了，不是以前那个美得单纯的
河口，“少年时代的情怀与往事，都已经去远了，是镜花，
也是水月，由于一条河的败坏，更感觉到那水月镜花是虚幻
不实的”。然而，心若仍然是纯粹的，纯净如琉璃，这个世
界的浑浊便不会将我们侵蚀，给自己的心留一片净土吧，哪
怕你已经看过太多的黑暗!

那一切的水月河歌，虽曾真实存在过，却已默默流失，这就
是无常。

是的，也许只有他——林清玄，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

如果我们的内心就是一个花园，人生的哪一天不是最美的花
季呢?

如果我们的内心春风洋溢，人生的哪一个时候不是最好的春
天呢?

如果我们有着怜爱、珍惜、欣赏的心，即使在人生的无寸草
处行走，也会看见那美丽神奇的一瞥。

默声的温柔——读《林清玄散文集》有感

有些东西使你不得不静下心来。——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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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中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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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会知晓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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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应该对父母说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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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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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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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人生的见解也是不可或缺的。作者的人生观念是不去追
求虚茫的物质条件，只要每天都有一点甜美，有一点幸福的
感情，就很好了。我喜欢这种知足常乐的心态，只有心静的
时候，想想每天发生的幸福的事情，哪怕你只有在某一时刻
感受到了，那就是幸福。这也让我想起了《瓦尔登湖》里的
意境，每天与自然为伴，每天都过得开心快乐。最原始的快
乐，往往是最真实的。生活不过是那句“瓠仔也好，菜瓜也
好”。而在社会上生命所要承担的责任却是不重亦不轻的。
在对别人负责之前，我们要对自己负责，做我们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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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事离戏只有一步之远。

人生离梦也只有一步之遥。

作者说，生命最有趣的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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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我们要做自己，承担所有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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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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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判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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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了在自己的心里种花。

散文集阅读感悟篇四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17题。

随风吹笛

林清玄

远远的地方吹过来一股凉风。风里夹着呼呼的响声。

侧耳仔细听，那像是某一种音乐，我分析了很久，确定那是
笛子的声音，因为萧的声音没有那么清晰，也没有那么高扬。
由于来得遥远，使我对自己的判断感到怀疑；有什么人的笛
声可以穿透广大的平野，而且天上还有雨，它还能穿过雨声，
在四野里扩散呢？笛的声音好像没有那么悠长，何况只有简
单的几种节奏。

我站的地方是一片乡下的农田，左右两面是延展到远处的稻
田，我的后面是一座山，前方是一片麻竹林。音乐显然是来
自麻竹林，而后面的远方仿佛也在回响。竹林里是不是有人



家呢？小时候我觉得所有的林间，竹林是最神秘的，尤其是
那些历史悠远的竹林。因为所有的树林再密，阳光总可以毫
无困难的穿透，唯有竹林的密叶，有时连阳光也无能为力；
再大的树林也有规则，人能在其间自由行走，唯有某些竹林
是毫无规则的，有时走进其间就迷途了。因此自幼，父亲就
告诉我们“逢竹林莫入”的道理，何况有的竹林中是有乱刺
的，像刺竹林。

这样想着，使我本来要走进竹林的脚步又迟疑了，在稻田田
埂坐下来，独自听那一段音乐。我看看天色尚早，离竹林大
约有两里路，遂决定到竹林里去走一遭——我想，有音乐的
地方一定是安全的。等我站在竹林前面时，整个人被天风海
雨似的音乐震慑了，它像一片乐海，波涛汹涌，声威远大，
那不是人间的音乐，竹林中也没有人家。竹子的本身就是乐
器，风是指挥家，竹干和竹叶便是演奏者。我研究了很久才
发现，原来竹子洒过了小雨，上面有着水渍，互相摩擦便发
生尖利如笛子的声音。而上面满天摇动的竹叶间隙，即使有
雨，也阻不住风，发出许多细细的声音，配合着竹子的笛声。

每个人都会感动于自然的声音，譬如夏夜里的蛙虫鸣唱，春
晨雀鸟的跃飞歌唱，甚至刮风天里滔天海浪的交响。凡是自
然的声音没有不令我们赞叹的，每年到冬春之交，我在寂静
的夜里听到远处的春雷乍响，心里总有一种喜悦的颤动。

我有一个朋友，偏爱蝉的歌唱。孟夏的时候，他常常在山中
独坐一日，为的是要听蝉声，有一次他送我一卷录音带，是
在花莲山中录的蝉声。送我的时候已经冬天了，我在寒夜里
放着录音带，一时万蝉齐鸣，使冷漠的屋宇像是有无数的蝉
在盘飞对唱，那种经验的美，有时不逊于在山中听蝉。后来
我也喜欢录下自然的声籁，像是溪水流动的声音，山风吹抚
的声音，有一回我放着一卷写明《溪水》的录音带，在溪水
琤淙之间，突然有两声山鸟长鸣的锐音，盈耳绕梁，久久不
灭，就像人在平静的时刻想到往日的欢愉，突然失声发出欢
欣的感叹。



但是我听过许多自然之声，总没有这一次在竹林里感受到那
么深刻的声音。原来在自然里所有的声音都是独奏，再美的
声音也仅弹动我们的`心弦，可是竹林的交响整个包围了我，
像是百人的交响乐团刚开始演奏的第一个紧密响动的音符，
那时候我才真正知道，为什么中国许多乐器都是竹子制成的，
因为没有一种自然的植物能发出像竹子那样清脆、悠远、绵
长的声音。

可惜的是我并没有能录下竹子的声音，后来我去了几次，不
是无雨，就是无风，或者有风有雨却不像原来配合得那么好。
我了解到，原来要听上好的自然声音仍是要有福分的，它的
变化无穷，是每一刻全不相同，如果没有风，竹子只是竹子，
有了风，竹子才变成音乐，而有风有雨，正好能让竹子摩擦
生籁，竹子才成为交响乐。失去对自然声音感悟的人是最可
悲的，当有人说“风景美得像一幅画”时，境界便低了，因
为画是静的，自然的风景是活的、动的；而除了目视，自然
还提供各种声音，这种双重的组合才使自然超拔出人所能创
造的境界。世上有无数艺术家，全是从自然中吸取灵感，但
再好的艺术家，总无法完全捕捉自然的魂魄，因为自然是有
声音有画面，还是活的，时刻都在变化的，这些全是艺术达
不到的境界。

最重要的是，再好的艺术一定有个结局，自然是没有结局的。
明白了这一点，艺术家就难免兴起“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
而涕下”的寂寞之感。人能绘下长江万里图令人动容，但永
远不如长江的真情实景令人感动；人能录下蝉的鸣唱，但永
远不能代替美丽的蝉在树梢唱出动人的歌声。那一天，我在
竹林里听到竹子随风吹笛，竟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等我走出
竹林，夕阳已徘徊在山谷。雨已经停了，我却好像经过一场
心灵的沐浴，把尘俗都洗去了。

我感觉到，只要有自然，人就没有自暴自弃的理由。  
 (选自《林清玄散文集》有删改)



1．请联系全文，概括竹笛天籁的特点。

2．请解说文中划线句子。

（1）作者为什么说“失去对自然声音感悟的人是最可悲的”？

（2）“再好的艺术一定有个结局，自然是没有结局的”的含
义是什么？

3．文中为什么用大量篇幅写蝉声、溪流声等？

4．请指出最后一段在文中的含义和作用。

1．远听：清晰高扬 ； 近听：波涛汹涌，声威远大； 心觉：
深刻震撼。

2．（1）自然的声音是声画组合而成的变化无穷的天籁，而
要听到天籁需要福分。

（2）艺术虽有变化却有尽头；自然变化无穷，没有止境。

3．写蝉声、溪流声等，这些都是天簌，是为了映衬笛声；是
为了突出笛声的深刻、清脆、悠远、绵长。

4．含义：自然能令人兴奋振作；作用：卒章显志、画龙点睛。
（意对即可）

散文集阅读感悟篇五

所以我很爱读。也因此，渐渐地我发现了冰心奶奶写的书都
有一个共同特点：爱。她爱蓝天大海，爱河流山川，爱花草
树木……更爱我们这些祖国的花朵。因为在她的眼里除了宇
宙，孩子就是最美好的。在她的文章中歌颂亲情，歌颂童心，
歌颂自然，在她的世界中处处都有爱的身影。“母亲啊，你



的头发披在你的肩上，这是你赋予我的万缕柔丝”这首小诗
虽不长但却歌颂了母爱。父母生下了我们，培育我们，照顾
我们，教导我们，我们每一个都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他们爱
我们，关心我们。在我们顺利时，给我们忠告;在我们遇到困
难的时候，给我们帮助;在我们失败时，给我们鼓励;就在我
们快乐的时候，他们比我们还开心;我们哭泣时，他们比我们
还要伤心;我们生病时，他们比我们着急，会放下一切来照顾
我们。

就在这本书中，有一个故事，叫《我的母亲》。在“我”的
家中，母亲生了六个儿子，前两个生下来后夭折了，母亲便
希望接下来的我能是个女娃，这样可以照顾后面的孩子。可
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我”还是个男孩。但是母亲还是尽心
尽力地教育照顾“我”。妈妈是个贤妻良母，她有自知之明，
不喜欢和别人一样的东西，很喜欢政治，更爱读书看报，而
且对感情也有不一样的看法，真是个“全才”呢!又会劳动，
又会读书看报，真是让人不得不佩服呀!

可是我又想起了一个更感人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三袋
米》。它述说了一个母亲讨饭给儿子上学的事。这个家庭在
儿子上小学时父亲就去世了，家里变得特穷。儿子上高中时，
母亲得了风湿，不能再干活了，但是学校要求每月得交30斤
大米给食堂。每个月她都将30斤的大米交给学校，但全都是
每种一点每种一点混在一块儿的。当第三个月时，这儿的厨
师熊师傅见母亲每次都这样，生气地责备起来。母亲这才告
诉他这些米是讨饭讨来的。但母亲和大家还是在儿子面前保
密了这件事。就这样，母亲讨饭让儿子考上了清华大学。

如果问我人世间什么爱最伟大，我会斩钉截铁地说：是不求
回报的母爱。我也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好好回报父母
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