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朱自清散文集读后感 朱自清的散
文集读后感(汇总10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
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接下来
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朱自清散文集读后感篇一

自清先生的这篇散文名篇，我是在几天前开始读的，至今已
看了很多遍。每次读时内心中都有所感，可是仔细品味时，
又无法确切的明白其中的滋味。几天后，我在生活的磨练中，
品味了世事的艰难，人生的变迁，对社会、对人生渐渐有了
看法，经由这许多经历之后，在闲暇时偶尔内心会浮现出
《匆匆》上的一些话语，平淡里却蕴含至深哲理，在淡淡的
愁思里却寓意深刻。所以禁不住想写点什么出来，如果有缘
人偶然看到，能有所获，则欣欣然矣。

如果有人问：什么是生命？则会有很多很多说法，可谓众说
纷纭，无所适从。然在我内心却对这个问题挥之不去，茫茫
然然，正如《匆匆》里说到：“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
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罢？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
一遭啊？”是啊，我们懵懵懂懂的来，糊糊涂涂的走，在生
命的过程里，如一场黄梁，了无所得。李白在《春夜宴桃李
园序》中说：“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
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人生若是旅途，这一站起
点是生，这一站的终点是死，没有一个死去的人会让生者明
白死去后的体验，可是死是我们必须应对的，正如我们有生，
可是为什么会恐惧死亡，我想正是源于我们对生的无知。

大话西游中孙悟空说：“生有何欢，死有何苦？”。我们总



要抓住一些东西，让我们自我感觉到生命的存在。我们活的
时候，争名夺利，无休无止，我们的欲望大的可怕，我们总
是看见自我没有的，却总是看不见自我有的；我们总是追求
进取，可是却不明白休养生息。

朱自清带着这样的怅然，用不消极的心态去感悟时光的匆匆。
先生感叹，我们的日子逃去如飞。“仅有徘徊罢了，仅有匆
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
呢？”是啊，何曾留有一丝一毫的痕迹呢？就算有无尽的财
富，广大的声望，可是能带走什么？终将赤裸裸的走，不留
一丝痕迹。如果只一生无尽的求取，有多少人在临终时，才
猛然发现做了一辈子欲望的奴隶，还不明白为什么要走这一
遭？这是多么可悲啊！

当看着身边的人，有不少在无聊的工作、为了工作而工作，
浪费时间，做一些自我都不明白做的事情。也许，能得到的
只是一时的快感，但失去的确是一辈子的幸福，多么可怕，
更可悲的是竟全然不知。

“今日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可是后天很完美！很多人都死
在了明天晚上！”阿里巴巴总裁马云的这句话道出了当今社
会的残酷和现实，从侧面提醒我们每个人，要懂得珍惜。时
间总是匆匆的走，也会匆匆的来，这是谁也控制不了的，但
我们能够控制自我，不要虚度年华，用我们的青春去谱写生
命的完美。

朱自清散文集读后感篇二

生命里的每一段岁月，对于人来说，大多是匆忙的，匆匆而
过，只留念想;世间的每一条河流，每一汪泉水，原本都是清
澈的，静默流淌的，杂质永远都是外界的。

——题记



(1)岁月匆忙

相信每个读过朱自清散文集的读者，一定对这篇文章印象深
刻。是啊!匆匆的似水年华，匆匆的离愁别绪，总能引起人们
心底的共鸣。谁没有这样的故事，谁没有这样的感慨，谁没
有岁月匆匆，时光荏苒的经历呢?他道八千日子已从手中溜去，
可我算算，四千多日子已从我笔下消逝了。

一棵青青的树假设枯了，来年照常碧绿，可假设一株垂败的
老树枯了，来年不可能再碧玉妆成了。有如我们的时光，同
他讲的一样，一去不复返了。你拿什么来挡它也无用，什么
样的东西都止不住它，它永不停息的匆匆流着。

就算我们和他一样，感慨日子逃走如飞，我们只能彷徨失措，
徘徊不及，却也只得好好利用时间吧!不浪费它，就对得起它
来去时的匆匆了。

“悟已往兮之不谏，知来者兮之可追”，人生短暂，时光如
金，有志者不会让时间过得如此匆匆，不会虚度年华挥霍自
己的生命。

朋友，无论你是身着青衿的莘莘学子;弱冠之年的少年儿郎;
而立之年的盛年男女;白发苍苍的古稀老者，都请别忘了，时
间的教导：岁月匆匆，唯有好好把握现在。当有一天你不再
感慨岁月匆忙了，你，就不再是如今的你了。

(2)水自清淌

书中描写水的文章有许多，微风飘萧的白马湖，月色宁静的
荷塘，灯影摇晃的秦淮河，异国他乡的莱茵河，绿意盎然的
梅雨潭，世界闻名的威尼斯。我不知你们钟情于哪一景，我
却是每处风光都喜欢，难以取舍。在此，我还是来解释一处
吧——莱茵河。



“莱茵河发源于瑞士阿尔卑斯山中，穿过德国东部，流入北
海，长约二千五百里。”这是《莱茵河》章节中朱自清先生
开头的描述。让我们初步了解了莱茵河的'源头、流经的地方、
最终汇入的江海。

短短的一篇文章中，写到了莱茵河周边的人文，建筑，以及
莱茵河的美丽风光，神奇的传说……这篇只有两页的文章中
可以看出朱自清先生文章深厚的功底。

文中描写景观的文字十分精致，我读着，仿佛身在莱茵河旁。
“尖塔可以上去，玲珑剔透，有凌云之势。”“戈昔式要的
是高而灵巧，让灵魂容易上通于天。这也是月光里看好。淡
蓝的天干干净净的，只有两条尖尖的影子映在上面”莱茵河
的文化使我们记住，莱茵河的风光使我们流连，莱茵河的传
说使我们动容。

在这本书中有思念故人，描写风光，抒发感情，无论是哪一
类文章，都是朗朗上口的，都是语言精致的，可令人受益匪
浅。

朱自清散文集读后感篇三

读了《朱自清散文》确实是进行了一次精神上的洗礼。比起
那些浮夸绚丽的文字，还是逼真、细腻来的深入人心。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话用来形容《桨声灯影里的秦
淮河》也是恰如其分。印象中，盈盈的月，朦胧的烟霭，碧
阴阴的水，断续的歌声，微漾的醉，秦淮河美极了。就像
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把自己的情感
交融其中。结合当时的背景，作者寄情山水，追求一时的宁
静和一切均皆适度的生活情趣。但是泛舟途中出现的妓船，
把他拉回到现实中，使他不能真正超脱，为她们“仍在秦淮
河里挣扎”，为现实的黑暗而愤慨。于是作者眼里“清艳的
夜景也为之减色”。森森的水影、一星两星的灯光渲染了作



者的心中凄凉。平静的文字下，隐藏了心情的起伏；真情的
流露，铺垫了自己执著的追求。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是读完《匆匆》后脑海中浮
现出的论语。“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
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
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
罢？”我们要靠的是自身能力而非守株待兔似的徒守成功。
人生苦短，现实残酷，山不过来我过去，我们是主宰万物的
精灵，我们有能力不让时间偷偷在眼皮底下溜走，我们有能力
“把玩”时间，而非浪费时间。我们不会掩面叹息，我们会
让时间折服于自己手中。

“盼望着，盼望着……”这样阳光的开头，给人心灵以不小
的动力。这是一首青春的赞歌，从万物复苏，到动人春天，
碧悠青草，花木争荣，和煦春风，由远及近，由视觉到感觉，
把一顺带的景物自然的连接起来。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
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
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
他领着我们上前去。有的是希望！

读完这本书，我不仅心灵上经过了洗礼，对这些诗美、景美、
朴质美的文章更是爱不释手。“不虚美，不隐恶”的平淡中
包孕了神奇。

编辑推荐：

更多读后感范文进入读后感大全：duhougan/

朱自清散文集读后感篇四

朱自清散文集》中令我记忆犹新的是《荷塘月色》。“曲曲
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下面是小编为大家



整理的朱自清散文集读后感，希望大家喜欢!

正如书上所说“朱自清散文集如一股清新的空气，拂过我们
灵魂深处;又如一股沙漠中的清泉，给文字注入了新生，为读
者打造了朴素流畅、清新自然的美。其各个时期的经典散文，
使读者从不同角度发现生活中的美，体味世界平凡中的美丽。
”平凡的事物常常使人们忽略，但他们却有着不为人知的强
大力量。这力量源自平凡，却足以令任何不平凡的事物汗颜!

让平凡拥有“美丽”，这就是朱自清先生的写作宗旨。他以
其独特的方式写出了一篇篇著作，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了一
幅幅意境优美的图画，令人回味无穷!

一篇《荷塘月色》令多少人沉醉其中。一词一句透出恬美意
境，特殊写法营造出别样氛围，满足感溢满心房。此感正如
卷首语“岁月匆匆，有谁真正留意过爱的背影，有谁没遇到
过人生的冬季，又有谁的心不曾孤独的飘零，走进这本书，
然我们聆听那桨声灯影里秦淮河上的歌声，驻足观赏荷塘月
色的美景，伴随着美妙的文字，去迎接美丽的生命之春。”
所给我的启发：谁没有过低潮时期、困难阶段呢?谁又曾一直
是一帆风顺呢?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这是人之常情。我认
为，到那时，只有书中美妙的文字才能给予人的心灵最大的
慰藉这是什么也无法取代的。正如吃饱饭的满足感无法取代
读完一本好书的满足感一样。(亦或有人认为吃饭乃人生第一
大事，其作用是书所无法取代的。)

朱自清先生很念旧情，他在妻子死去三年后仍然想着她、念
着她，并给她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将内心压抑了三年的
情感以倾心交谈的方式表现出来，以追悼亡妻。从日常琐事
中体现一个爱子敬夫的贤妻良母形象。文章表达了作者对妻
子多年操持家务却无怨无悔的感激与愧疚，语言真挚感人，
哀痛之情溢于言表。

人们往往会将一些东西忽略，但只要用心观察及体会，努力



发现他们的美好，就会感到很满足，不至于到老来一事无成!

暑假中，我读了《朱自清散文集》一书。其中《匆匆》一文
使我印象深刻，让我明白了要珍惜时间。

我默默地算着，四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
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
有影子。时间匆匆，岁月匆匆，我想要回首过去，曾经的日
子仿佛轻烟，模糊不清，我留着的痕迹一干二净。

我在玩电脑时，时间，便伶伶俐俐地跳过电脑，我伸手去抓
它，它却逃之夭夭，面对逃去如飞的时间，我发起了愣，等
我清醒时已是下午，我叹了一口气，时间又从叹息旁闪去。

睡觉时，时间蹿过我的头，走过我的脚，飞向远方。第二天
一早，似乎设什么也没发生，只是太阳已不是昨日的了，昨
天飞过窗前的是一只老鸟，今天飞来的却是一只雏鹰。

考试过后，我发现自己可惜地错在一道题中，我好想让时光
逆流回到考试，取得好成绩。

我要学会惜时，只有这样，人生才不会空虚，而是充实。

茶是淡雅的，咖啡是苦苦的，红酒是辛辣的，它们各有一番
风味，让人回味无穷。《朱自清散文集》中的文章，有的似
清茶，有的似咖啡，还有的像一杯浓郁的红酒。

朱自清的散文优美而不失淡雅。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时;桃花谢了，
有再开的时候……”读了这篇《匆匆》，我发现时间过得很
快，一眨眼就无情地跑掉了。从前，我做作业不抓紧时间，
拖拖拉拉，自从学习了这篇文章后，我懂得了时间的宝贵，
学会与时间赛跑，而不去浪费时间。



《朱自清散文集》中令我记忆犹新的是《荷塘月色》。“曲
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
像婷婷的少女的裙。层层的叶子间，零星地点着些白花，有
袅娜地开着，有打着朵儿的。”“哦，好美丽呀!”我读着那
优美的文字，欣赏着优美的句段，心中涌出一种不知名的快
乐，陶醉在其中，仿佛身临其境，身在月光如水的荷塘边，
与朱自清爷爷共聊这奇丽的荷香月色。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
雾浮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笼着轻纱
的梦。坐在荷花如海的荷塘边，望着轻柔的月光，轻轻的薄
雾，这月下的荷塘真是恍如仙境了。”我不禁轻呼，从未见
过如此美景的我好似尝到了一杯无法忘怀的美味。终于，梦
醒了，我回到了现实，但我的脑海里深深络下了美丽的荷香
月色呀!

读完这本书，我受益匪浅，已舍不得放下它，情不自禁地再
次打开它，去细细品味人生……

朱自清散文集读后感篇五

《朱自清散文集》——是伴我走过这个暑假的“好朋友”，
我非常喜爱读它。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散文集，朱自清先生的
情感凭着文字在书中流淌，让我觉得散文就像是一篇篇情感
的记录，告诉我们生活中的点滴感受。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看《匆匆》这篇文
章让我想起了，我们曾经学过的林清玄的《和时间赛跑》：
燕子飞走了有飞回来的时候。但是，只有时间去了，为什么
不复返呢？是啊！时间一但过去了就不会再来了。“今天、
明天和昨天”，时间在慢慢的流逝，可见它是多么的匆匆啊。
看着文章里时间从饭桌上溜走，在洗手的时候，从水盆里流
逝，让我想到自己的时间也在不经意间流逝，这多么可怕！



最可怕的是，我在学校里课间休息和同学玩闹、上课时注意
力不集中思想开小差的时候、在家里偶尔会拿起平板电脑玩
游戏消磨时间的时候，时间就这样无声无息、不知不觉的过
去了。时间走得那样的悄无声息，又是那样的如箭如梭。时
间都去哪里了？我知道，时间犹如生命一样，在生活和学习
中要利用好每一分钟，珍惜每一天，做好时间的小主人。

通过细致的动作描写来流露出父亲对儿子的关爱和付出，同
时也表达了儿子对父

亲深深的敬佩和怀念。读完后我想想自己，每天清晨做好早
饭的妈妈来到我床前

叫醒我的时候，我总是那么的无奈和抱怨，每天晚上在灯下、
在桌前陪伴在我身

书中的字里行间中，我体会到了朱自清先生的真情实感，更
让我也联想到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情感，明白生活中的道理。
这本书是我永远的朋友，值得我们认真阅读、细细品味！

朱自清散文集读后感篇六

清茶是淡香的，咖啡是苦涩的，美酒是辛辣的，它们虽然味
道同，但都能给人们带来美好的享受，让人回味无穷。《朱
自清散文集》中的文章，有的似清茶，有的像咖啡，有的是
一杯淳淳的美酒。

而令我感触最深的还是《春》。在文中，朱自清先生把春比
喻为一个刚刚睡醒的孩子，欣欣然张开了眼，遍地的野花仿
佛是天上的星星眨着眼。风，不再像冬天那样寒冷，像母亲
的手，轻轻地抚摸着万物。在温暖的春风中，孩子们高兴得
放着风筝。在春天，春雨是寻常的，它滋润着世间的万物。在
《春》这篇文章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一年之计
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是呀，春



天代表着绿色，寓意着复苏，象征着希望。我们只有在春天
播下希望的种子，到秋天才会有累累硕果。他那栩栩如生、
独一无二的语句，像小河的流水般灌溉进我的心里，虽然现
在是冬天，但我似乎感觉到了春天生机勃勃的气息。眼前仿
佛呈现出一幅鸟语花香的春景图。

春天，是希望的种子、是生命的开始、是美丽的象征。我从
朱自清写的《春》中，看到了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人们在
努力地工作着、奋斗着，从希望的春天开始，为我们的世界
多添一份光彩。

请大家就从现在做起，憧憬着我们的未来，一起来为明天而
努力吧!

我热爱春天，歌颂春天，但我更珍惜春天!

朱自清散文集读后感篇七

我合上书，回味着他纯熟老练独特的用笔，总有种莫名其妙
的快感。

他——朱自清，与我们这些文学大海中的一滴水相比，他在
无垠的文海中算上占有一席之地了。若他能存活至今，创出
的作品该令上帝众神为之倾倒，更是有一群人佩服得五体投
地。但他还是于1948年8月12日因病逝于北平。

他的散文在用词上不免精雕细琢，娴熟的技术使他脍炙人口
的佳作更加有力优美。他善于抨击打击黑暗社会;也善于写出
情景交融给人以身临其境般感觉的作品留传千古。称他文学
界一颗夺目的明珠一点也不过份。

他的文章中我最喜爱的莫过于议论文了。名言于想法的完美
结合，可谓天衣无缝，美妙绝伦，给人难得一见的教育，并



将议论文中罕见的美文佳作留于后人，留传百世。

朱自清散文集读后感600字

朱自清散文集读后感800字

本文来源：

朱自清散文集读后感篇八

朱自清是我从小就仰慕的诗人和散文家，记得小学时第一次读
《春》这篇散文时，就深深地被震撼了，作者用诗一般的文
字在我眼前展开一幅春光秀丽的画卷：绿草如茵，花木争荣，
春风拂煦，细雨连绵，大地呈现一派生机和活力；在春境中
的人们，也精神抖擞，辛勤劳作，充满希望。从此以后，我
就特别关注朱自清的散文。
以《歌声》涉笔散文领域的朱自清，从１９２３年后转向散
文创作，以后就一直没有间断过。朱自清早期的散文收在
《踪迹》和《背影》里，在这些散文中有一部分是以夹叙夹
议手法写的呼吁与诅咒的名篇，如《生命的价格--七毛钱》、
《航船中的文明》、《白种人--上帝的骄子》、《阿河》、
《哀韦杰三君》、《旅行杂记》、《海行杂记》等。这些散
文直接从现实生活取材，从一个角度抨击当时的黑暗社会。在
《生命的价格--七毛钱》中写一个五岁的女孩，被其哥嫂以
七毛钱的价格卖掉，叙述一条低贱生命的故事，这是作者在
温州亲眼所见的一幕，文章想象她今后任人宰割的命运，她
若长大成人或者卖给人家作妾，或者卖到妓院沦落风尘。作
者愤激地诘问：这是谁之罪呢？这是谁之责呢？。《阿河》
写了一位十八岁的农家少女阿河的悲剧，她被迫嫁给了一个
三十多岁的流浪汉，气得她离家出走去当女佣，后来又被男
人抢回去，逼她爹拿钱换人，她爹只得以八十块钱的价格又
把她卖给一个有钱的老板。作者义愤地控诉畸形社会为富不
仁的罪孽。在《白种人--上帝的骄子》中，写在电车上意外
地受到小西洋人的侮辱和挑衅，便由这一次突然的袭击联想



到许多的袭击，从那小西洋人的眼光和表情思考他如此蛮横
猖狂的原因，勾出一个傲慢的小西洋人的形象，指出这小西
洋人脸上缩印着一部中国的外交史，喊出了民族平等的正义
要求。这在帝国主义横行、北洋军阀卖国求荣的二十年代，
有着激励民族意识的现实意义。在《哀韦杰三君》里则对三
一八惨案中死难者韦杰三君奉献自己深挚的悼念和敬意，语
挚情深，感人肺腑，朱自清对北洋军阀统治下的黑暗社会的
憎恶是非常明显的。
这时期朱自清的创作主要的还是叙事抒情的散文，这些散文
或叙述个人的经历和感受，或写景状物抒发情怀。《背影》
写为儿子送行，并艰难地替儿子买来桔子的父亲的背影，作
者选择了一个特殊的背影加以烘托，这背影是在他祖母去世、
父亲赋闲、家境日益破败的氛围中予以孕育和刻画的。从而
以血和泪掺和的冷涩惨淡的色调，在抒情主人公心灵深处勾
画出一个悲剧性的背影形象。全文叙事含蓄，将丰富的感情
寓于朴素的描写和叙述中，表述了一个辛苦辗转的知识分子
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中苦于世态炎凉的思想感情；同时也从一
个小康之家的日益没落这一角度，曲折地反映了帝国主义和
北洋军阀统治下，中国人民趋于贫困化的现实。《背影》写
作者的生活感受，写出了真情，写出了情致，使这篇散文在
当时获得单篇散文从未曾有过的脍炙人口、争相传诵的巨大
影响。《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绿》、《荷塘月色》等
篇是写景抒情见长的名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从全篇
内容看，既有对秦淮河往事的追述，也有自己在秦淮河的见
闻和感触；既有对秦淮河夜景的描写，也有对河上歌妓行为
的记叙。从表现手法看，有细腻的近景描绘，有疏淡的远景
勾勒，有静景有动景，有实景有虚景，起伏跌宕，变化多姿。
文章抓住了灯影从各个角度进行了细针密缕的描绘和渲染，
逼真地再现了当时秦淮河的美的境界。又如《月朦胧，鸟朦
胧，帘卷海棠红》，是描写一幅画，文题也是画题，作者细
腻地描写出了画面形象的位置、色彩和形态，通过具体的描
绘，不但生动地写出了画面的内容，而且也传达出了月朦胧，
鸟朦胧的意境。而在《荷塘月色》这篇写景抒情散文里，朱
自清先诉说自己的不宁的心境，然后描写一个宁静的与现实



不同的环境--荷塘月色，通过对传统的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
和高寒孤洁的明月的描绘，象征性地抒发了自己的洁身自好
和向往美好新生活的心情。总之，这类写景散文，寓情于景，
情景交融，流露着浓郁的诗情画意。而且，无论是叙事散文
还是写景散文，篇章布局都是十分精当的，显示出他早期散
文漂亮、缜密的特点。
朱自清早期写景散文，语言凝练明净，细腻秀丽，善于以精
雕细刻的工夫，准确、具体地表现描写对象的特点，追求逼
真的艺术效果，正像他在探讨中国传统的艺术手法时所说的，
逼真等于俗语说的活脱或活像，不但像是真的，并且活像是
真的。在长期的追求中，朱自清描写的造诣很深，在他笔下，
无论是梅雨潭的绿色，还是清华园的月光，都写得逼真如画，
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一般。而秦淮河的夜景，那六朝脂粉气
的遗迹，更是真实而具体，融情入景，极为成功。
在《荷塘月色》中，朱自清描绘月光如流水般照着荷花和荷
叶用泻字；青雾弥漫着荷塘用浮字，而荷叶拥挤的情景用挨
字，还有用田田形容叶子的鲜绿茂盛，用亭亭比喻荷叶直立
之状态，将月光、青雾、荷叶的动态和情态写活了。朱自清
十分注意遣词造句的形象性，善于抓住事物的特征，用新颖
的比喻，唤起读者的联想。《绿》是一篇以描写醉人的绿色
而著称的千家小品，中间两段文字，描写梅雨潭和它的绿色，
作者循着游踪，先写山岩、瀑布和梅雨亭，一路写来，层次
井然。作者坐在梅雨亭上，景色尽收眼底：云在头上流着，
草丛透着绿意，瀑布冲下，撞击在岩石之上，飞花碎玉般落
下，恰如朵朵白梅，又如点点杨花，如此描绘静观的景物，
没有雕琢，不加修饰，真如工笔画一般，读来如见其景，如
闻其声。接着写梅雨潭的绿波，朱自清没有用绿油油绿如翡
翠一类的形容词，而是用一连串新鲜的比喻，引起人们美好
的联想。他说，梅雨潭的绿波像少妇拖着裙幅、像跳动的初
恋的处女的心、像最嫩的皮肤、像湿润的碧玉，描绘之后又
从比较的角度来写北京什刹海佛地的绿杨太淡了，杭州虎跑
寺近旁的碧草叶太浓了，西湖的波太明了，秦淮河的也太暗
了。这样通过色的浓淡和光的明暗，将梅雨潭绿波的厚、平、
清、软的具体景象传达给读者。在《白水漈》中，朱自清突



出描写白水漈瀑布的细和薄，他写那凌虚而下的瀑布，只剩
一片飞烟似的影子，而这影子像袅袅的软弧，像橡皮带儿被
微风的纤手和不可知的巧手争夺着。通过影子的轻，软弧和
橡皮带儿的软，精密地描写出了白水漈瀑布在微风中的形态，
让读者感到它的细和薄。朱自清认为散文写作应写实，作家
必须深入观察，努力创新。他说，作家于一言一动之微，一
沙一石之细，都不轻轻放过，正如显微镜一样，这样可以辨
出许多新异的滋味。他还说：人生如万花筒，因时地的殊异，
变化无穷，我们要多方面了解，多方面感受，多方面的参加，
才有趣可言。因此，他对所写的景物都经过认真的观察和体
验，他对《荷塘月色》中提到的月夜蝉声，是几经观察推敲
而后确定的，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准确地把握描写对象的具体
特征，以至细微的变化，然后用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在五
四散文的百花园中，朱先生的散文独具一格，他的写景抒情
散文显示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显示了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
白话文也并非做不到，尽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的历史任务，
为现代散文美学作出了贡献。（张艳）

朱自清散文集读后感篇九

“我想从北图的正门走进去”。

——题记

毕淑敏不仅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她同样是一位慈祥而又可爱
的母亲。在《混入北图》这篇文章中，毕淑敏的母爱与她对
儿子的教导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那时，北京图书馆是最大的图书馆，哪里有各种各样不同
种类的图书，但那里却有规定：只对成年人开放。不知是不
是遗传了毕淑敏，她的儿子从酷爱看书，对文学充满了好奇
心与求知欲。当他长到十几岁已经是个小伙子的时候，毕淑



敏在他苦苦的要求下，不得不带儿子“混入”北图，满足孩
子向博览全书的愿望。

本文主要讲述了毕淑敏到儿子进入北图的过程和看书的过程。
其中详写的是进入的过程。在过程中，运用了心理描写和生
动的动作描写，表现了母子二人害怕被识破的心情，但儿子
也急切想去看书的复杂心情。在好不容易进去后，儿子恨不
得把全馆的书都看一遍，所以，他直到闭馆才依依不舍的离
开。

所谓：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在毕淑敏的这篇文章中，
充分的体现了儿子对读书的渴望，甚至把博览全书为理想。
的确，在我们少年时代的是官（时光）是很宝贵的，我们在
学习上，不因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多多
去闯闯，在丰富的经历和阅历下，就能够让你体会到世界是
包罗万象的。在青春时，何不去拓展自己的`领域，为梦想努
力，像毕淑敏的儿子一样，有志气：“长大一定要光明正大
的从正门走进北图，因为那是贵宾的通道！”

朱自清散文集读后感篇十

除了背诵的几篇课文外，印象最深的就是《桨声灯影里的秦
淮河》，虽不能亲见，但从文字中可感受十朝都会、六朝古
都的繁华绮丽，对比正在读的《瓦尔登湖》，虽然同样风景
秀丽，但中国作家的文章往往更有历史厚重感，虚实相生、
情景交融体会文字所传达的意境，这正是中国传统哲学天人
合一、物我同一的体现。从前旅游只是简单的看山，看水，
看花鸟虫鱼，最不喜游览历史古迹，对我而言那只是漂亮的
建筑，生硬的砖瓦横墙。看了本篇文章后，我想去南京，走
近文人墨客，走近江湖侠义，走近历史，在他们曾经走过的
路走一走，在他们曾经沉吟的地方停一停。

文集中有一半是游行杂记，威尼斯典丽风华的玻璃器皿，和
运河上意大利歌女的小夜曲；佛罗伦司五色纷纶的嵌石，乌



费齐画院意大利画的精华荟萃。如果将来有幸能去到这些地
方，我一定会在去之前好好品读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