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乡关何处余秋雨读后感(通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当我们
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
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乡关何处余秋雨读后感篇一

“努力了就会有可能成功，不努力一定不会成功。”不劳无
获，当你想要得到什么，就需要先付出些什么。

还记得曾经为了一次次考试的高分，我们付出过的一个个夜
晚，挑灯夜读，温习旧课，整理思路，只为得到试卷的高分，
家人和老师的认可。

还记得曾经为了得到心生爱慕之人的侧目，我们付出的一次
次用心，悄悄观察，暗自记下一切关于他的喜怒哀乐，甚至
为了他的喜好轻易改变自己，心悦他的目光热切和羞涩，热
切的恨不得在那人身上灼烧出一个洞，一旦这种热切的目光
被对方发现，还会故意装作若无其事。

还记得曾经为了得到别人的夸奖和羡慕，事事做的认真，就
连普通的动作都要严格要求自己，让自己不至于什么时候失
态。

“欲将取之，必先予之”想要得到什么，你就要去付出的更
多才行，毕竟自古就没有空手套白狼的道理。

“努力了就有可能成功，不努力一定不会成功”这是我听到
过的，最简单明了，也道理最深刻的一句话，有时候你可能
抱怨，凭什么我们付出的都是一样的，但是别人成功了，而
我却没有成功？太不公平了。



其实不必这么想，去否定自己，虽然努力的不一定有收获，
但有时候这样赌一把，总要好过坐以待毙，一点都不努力，
坐等失败要好得多。

所以，当你为了一件事而拼尽全身力气努力，最终却没有得
到预期的结果，也是在大可不必哭天喊地大叫不公平。

说回“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的话题，我脑海中的故事不禁
跟着回到了本书中记载的两个故事。

西楚霸王项羽乌江自刎之前，有八千子弟跟随，可却在一夜
之间因一曲楚歌勾起思乡之情，他们在那夜别了霸王，同夜，
虞姬也别了霸王。

虞姬本来也不是不可活命，但她还是为了给项羽留下一个最
好的念想而自刎，以鲜血为霸王践行，她此举，失去生命，
却换来表达出自己的情深。

而此后不久，项羽自刎于乌江，也与虞姬有异曲同工之妙，
以生命给江东父老一个交代。

第二个故事，是汉武帝刘彻与李夫人。

李夫人是平民家的孩子，或许是因为一场预谋进幸给了刘彻，
而她高贵的气质，姣好的容颜也不负众望的迷住了刘彻。

可是好景不长，注定是李夫人重病，回天乏术。

平民出身的李夫人家中亲人一朝过上了好日子，若以后没有
皇上的宠爱，必定会牵连家中好日子不长，于是这位坚定刚
毅的女子从病开始便对帝王避而不见，直至身死。

她的理由是，“夫以色事人，色衰而爱驰，爱驰则恩绝”，
她要给刘彻留下的，是最好的一面，让他对她永世不忘，才



能保家中一世安稳。

但她还是做到了，用自己的坚持和心酸，换来了家人一世安
稳的生活，也算有所得！

乡关何处余秋雨读后感篇二

今天无意间看到《琴心归何处》，细细品味，我深受感动。

德国小孩呵瑞出生于一个音乐之家，三岁时就跟着外公学拉
小提琴。但在那年，他的父亲因一场车祸丧身，小小的他对
父亲的印象就停留在床头柜一张小小的照片里。六岁那年，
妈妈带阿瑞游历欧洲，偶然发现了阿瑞有即兴作曲的能力，
妈妈就在阿瑞八岁时在澳大利亚带阿瑞卖艺。期间遇到了性
格开朗的打击乐手杰米，妈妈和杰米相爱了。在阿瑞九岁时，
妈妈和杰米结婚了，从此一家人移居澳洲，开始新生活。

九月，阿瑞的外公，一个阿瑞最爱的人也是阿瑞的小提琴导
师过世了。阿瑞悲恸不已，不停地拉着外公寄给他的练习曲。

在阿瑞亲戚的引导下，阿瑞终于在妈妈生日之际登台表演。
阿瑞的音乐道路也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面。

这部小说并不是按阿瑞的成长过程的先后顺序叙述的。正如
开篇第一章讲述了阿瑞发现天不怕地不怕的托马斯居然恐高。
在这个基本时间中，频繁的穿插了阿瑞的往事，用了很多德
语，使小说增添了异国风情。

我想，做任何事都要像阿瑞练小提琴一样，要持之以恒，坚
持不懈，要练到可以即兴创作为止。但这还不够，要身临其
境，把自己的感情融入到曲中。在学琴过程中，阿瑞对不同
音乐教法的过程值得我们体会，回想当初，妈妈带我换了一
个很好的老师，每次回课都必须把谱子背出来。在以前，这
是没有的，以前大多都是看谱弹奏。这种方法我适应了好久。



是啊，琴心何处归？让我们琴童们在音乐中体会人间真情吧！

乡关何处余秋雨读后感篇三

题记：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梁千帐灯。纳
兰性德长相思。

读完秋雨的文章，我并不觉得苦，相反，我倒觉得秋雨是个
很会苦中作乐的人。如果硬要说一个苦字，那也许就是这个
被唐朝的轻烟宋朝的风所洗去少年英气的文人，用他那双成
熟而苦涩的眸子凝视这个苍茫凄清的大地后所发出的凄怆的
感情与热爱吧？对于一个即没有李白的轻舟也没有陆游的毛
驴的文人，他在这么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默默地行
行止止；他站在古人一定战国的那些防卫上，用与先辈差不
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
年前没有多少差异的风声鸟声，为那一篇篇由人，历史，自
然交融在一起的文章做提笔前的蕴酿。

但是秋雨自己却说，他本为追回自身的青春活力而出游，而
一落笔却比过去写的任何文章都显得苍老。这是不难理解的，
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对历史的多情总会加重人生的负载，
由历史沧桑感。于是秋雨边走边想，边想边写，在山水历史
间的跋涉中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生回忆。他悲，悲阳关的风
雪竟越见凄迷，繁星般的坟堆枯废萧条；他恨，恨若大的中
国竟容不下莫高窟的几本经卷，而任由一个愚昧无知的道士
把它们送给野兽般贪婪的外国人；他怜，怜柳宗元十年憔悴
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这个上升到滑稽的悲剧主人公最
后在柳州罗池畔寂寞地死去；他赞，赞李冰的都江堰筑得智
慧，仁慈，透明，甚至超过知识排场的长城；他思，思洞庭
湖的复杂，神秘，难解和范仲淹，吕洞宾那似诗似儒，似史
似仙的悲喜人生。

秋雨想的太多了，他的笔下，有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的
苍茫深邃，也有小楼一夜听春雨，明朝深巷卖杏花的清新婉



约。秋雨写得太好了，他把大漠的壮与江南的秀那样完美的
融合在一起，他凭借山水风物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秘谛，
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他漂泊，
每一次留驻都不会否定新的出发，他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也
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他没有归程只有征途，他的耳边时常
会想起一批大学者，大诗人的脚步：李白的轻捷潇洒，苏轼
的豪放豁达，林和靖的大彻大悟，范仲淹的忧国忧民。

秋雨的文章神形俱佳，令人读后会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
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轻松，苍老后的年轻。老夫聊发少年
狂，左牵黄，右擎苍，秋雨正是以这种放达之情，走完了穷
途无尽，思索无尽的苦闷，也揭示了中国文化巨大的内涵。

乡关何处余秋雨读后感篇四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是诗人崔颢在登临
黄鹤楼时的所思所想。也许如今的现代人对于家乡那种“月
是故乡明”的偏爱之情已逐渐消失。还有多少人知道自己家
乡到底身处何方？脑海中是否还有故乡山水之影呢？于他人，
或许你的故乡并不是最美，但于己，故乡理应成为最闪耀的
那颗星。别让自己在冥冥之中丢失了最初的起点。

妈妈总是惦记着住在老家的外公外婆，这点从她三天两头往
那边打长途电话便可知晓。妈妈是知孝的。她也渴望回到故
乡，回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土地，外公外婆还健在，所以她还
能找到自己的最初，不至于沦落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
客从何处来”的凄凉境地。如今在外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每
逢春节佳节都会回家，他们深知那时他们的家，是他们的原
点。无论身处何方，总是会心系家乡。

不过身边也有不少例子，让人觉得悲哀。越来越多的人移民
国外，当问起他的中文名，顿时语塞。他们一味的追求国外
生活，却忘了自己骨子里还流着中国人的血！



书中有这么一句话“家乡细洁的泥土，家乡清澈的湖水，家
乡热流的炭火，曾经铸过无数美丽载体，天天送到那些或是
开朗或是苦涩的嘴边”无论在外的你，收到了多大的挫折，
无论你是被人污蔑，甚至被伤害的“体无完肤”，你的故乡
永远是你最好的疗伤地，因为在那儿，有熟悉的山、熟悉的
水、一草一木也会向你展开它温暖的怀抱，那里是每个游子
最终的归宿，同样那里也是游子们迈开步伐的起始点。

如今，苍老的故乡仍然在在等待着，等待着他的“孩子”能
回来看看。

乡关何处余秋雨读后感篇五

常闻老人言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栗。今夕读
罢安意如的《美人何处》，方知“书中自有颜如玉”此言非
虚。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秋瞳剪水，肤如凝玉，有倾国倾
城色，则一舞一江山。

美人，自是如玉的。

和田玉是中国四大美玉之首，正如我觉得貂蝉应是中国古代
四大美人之首一般。

我并不是独爱她与其它三女各有千秋的容貌，而是折服于貂
蝉周转在波谲云诡中的那份从容，惊叹于小小女子翻云覆雨
在名利场上的凶险，自豪于绝色女子的智慧与胆色。在那个
清一色男性主导的世界中，貂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加
速了纷乱之争的结束，我甚至觉得是她用她的柔荑扶起了风
雨飘摇的汉室。

一切都仅仅是传说吗？一切都不仅仅是传说吗？

如果说拜月的传说仅是增添了貂蝉身上的传奇色彩，那《三
国演义》的珠玑字字就已将她“惊天动地的一生”绘到了极



致。和田玉中的羊脂白玉意为“白璧无瑕”，既象征“仁、
义、智、勇、洁”的君子品德，又如貂蝉如花的容貌和如玉
的一生。

安意如在书中说：“历史上，总有些女子的作用，被刻意放
大。”

杨玉环无疑是其中最突出的典范。人们都说红颜祸水，岂知
没有男人为之痴迷，哪会有女子倾倒众生。

哪怕覆了天下，女子的作用也只是爱其所爱，爱那繁华如梦，
一骑红尘，锦夜梦回，羽衣蹁跹……只是不知这一切随风。

这一切结束在公元756年，晨光熹微，一个如露珠般的生命以
几尺白绫消逝在马嵬坡上，离离青草，是否还梦萦那惊才绝
世的霓裳羽衣曲。

陨落了啊。一切都是如此。没有开始，便不会有结束。

岫岩玉美则美矣，却无法离水。正如杨玉环无法舍弃那繁华。
一切皆空。

时常听闻西子于古越国溪边浣纱，如水容颜，鱼儿都为其沉
入深水，不敢露面。

一直以为西施就是那个如水般温婉柔弱、“淡妆浓抹总相
宜”的西子，却始终不知她还兼任过“卧底”，以身许国，
在吴越两国之间周旋，语笑嫣然，最终成全了卧薪尝胆的越
王勾践东山再起，导致吴国沦灭。每每看到如此历史，总忍
不住感慨是何等坚毅的女子才能成其事，谋其人。

国仇家恨影响不了她的美，纷争的乱世成全了她出洁的美，
效颦的东施更加衬其绝丽。



传闻“和氏璧”由独山玉雕成，那秦国肯以15座城池交换的
珍宝。西施较之独山更胜一筹，独山玉仅仅是倾城，而西子
之貌已然倾覆了吴国。

提起王昭君，我总会想起塞上牛羊以及塞外明媚的晴空，不
是前人对于“昭君怨”的桎梏，不是入宫三年不能面君的怨
艾、也不是出塞后回眸故土的悲戚，而是那真实而慎重的热
情。不是懵懂，而是决然。

安意如说：“因为有动摇，所以最终的不可动摇更坚固。”

现在，历史中那些眉目如画、温婉如玉的女子，终还是在沉
浮之间随时光湮灭了罢，空余后人欷歔众议那些如玉的容颜，
感慨美人何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