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浮生六记的读书感悟(精选8篇)
青春是勇敢闯荡的时刻，我们要勇于面对挑战和困难，勇往
直前。青春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勇气的阶段，如何绽放自己的
光芒？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青春经典名言，希望能给大
家一些启发和思考。

浮生六记的读书感悟篇一

“事如春梦了无痕”。陈芸的一生，正可引用苏轼的诗句来
概括。本书虽说是从沈复的角度来写，文章的主角，那
位“点睛者”却只是陈芸。林语堂称她为“中国文学上一个
最可爱的女人”，而她的可爱之处在于，在那个女子无才便
是德的时代，她生而聪慧，幼时“口授《琵琶行》，即能成
诵”，对于诗歌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她的可爱之处还在于，
她贤淑能干，懂插花、叠盆景、焚香，还能够自己设计出活
花屏和梅花盒。他们的生活虽说简朴，却也知足常乐。而就
在这简朴的生活中，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追求美丽，看到了他
们的穷困潦倒，看到了他们遭不如意事折磨，看到了他们为
他人所讥讽。他们并没有特殊的建树，仅仅只是同知心友人
过他们恬淡的生活，倒也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
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风范，同时不负良辰美景，不
负时光。

那么，沈复笔下的陈芸是否仅仅只是陈芸而已?其实不然。陈
芸，她所代表的也是那些不甘困于封建思想的枷锁之中、为
取得自由平等而斗争的女子们的代表。陈芸见了一位歌妓而
发痴，换上男装与丈夫出游观“花照”，一个女人打扮男装，
抑或是倾情于一名歌妓是不道德的吗?她尽没有考虑到，她仅
仅是思慕着去看，去看见人世间的美好景物。的确，陈芸看
到了人世间的美好景物，但这也给她带来了祸。由于她道德
上所犯的礼法的衷怀，她才想要游遍天下名山——愿意留待
鬓斑之时去游历的名山。可那个时代是与现在不同的，封建



的社会中，看见一位风流蕴藉的歌妓已十分犯礼法。这也足
使让她的公公认为她是痴情少妇，足使将她逐出家门。

而换个角度想想，陈芸真的做错了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
观点已经在中国流传了数千年，陈芸自然要招他人的讥讽。
这来由沈复虽然没有明说，但定是与陈芸识文断字，而且追
求精神生活有一定的关系。作为家庭的“异类”，陈芸难免
鹤立鸡群，并被整个家庭所不容，最终受到排挤。而他们的
遭父母放逐，也不能算他们的错，反而更值得我们同情。

的确，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在这美好的青春年华之中，我
们理应做的就是发奋学习，为未来的生活打好基础，而不要
虚度年华，给这短短的浮生留下遗憾。

浮生六记的读书感悟篇二

很早就听说过这本书，想找来看看，找了好几家书店，就是
未买到，近日去南京看病，顺便到新街口书店转转，偶然发
现这本书，随手翻翻，便觉不错，于是就买了回来，一口气
看完了，由于工作繁忙（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现
在我已很少时候能静下心来，在这样短的时间内看完一本书
了，除非书中内容特别吸引我，一本书全部看完后，到现在
仍觉得里面有许多情节值得回味。

作者沈复（三白），是清朝一个生活较清贫的文人，虽然不
是富贵之家，生活也遭遇诸多坎坷凄凉，但他又非常的幸运
的是，在他的人生旅途中有一个红颜知己相伴，他的发妻芸
娘是一个集诸多优点于一身的中国传统女性，聪颖、善良、
可爱、活泼，有了她，清贫的生活也充满了乐趣，人生显得
多姿多彩，可惜早早离他而去，书中弥漫着对亡妻深深的怀
念之中，虽写乐事但始终有一股淡淡的、深沉的忧伤萦绕其
中。

书中内容主要有：一是闺房记乐。主要回忆与芸娘从小青梅



竹马，婚后在一起的幸福生活；二是闲情偶寄。主要是文人
的闲情雅趣，中间穿插与芸娘的生活细节；三是坎坷遭遇。
主要是家庭变故，生活落魄，芸娘病逝。四是旅游快记。主
要是描写曾经游玩过的山水风景。五是域外游记。主要是记
到琉球国所见所闻；六是养生之道。

书中因主要是怀念发妻，故感情真挚，语言平淡朴实，但又
深沉耐人寻味，人生的不幸遭遇、对芸娘的深切怀念，用简
洁平淡的文字表达出来，寓浓情于简约，委婉而又深致。

作者塑造了一个活灵活现的可爱女性，仿佛就在眼前，令人
难忘，因了作者的记载，她的故事、她的形象，从古代活到
了现在，直至将来。

浮生六记的读书感悟篇三

《浮生六记》的取名，源于李白的诗句“浮生若梦，为欢几
何”，其中寄寓了作者对人生的体悟和感慨。从内容来看，
全书涵盖六个章节：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
记快、中山记历和养生记道，较为完整地记录了作者一生的
经历。因其以真言述真情，不刻意造作，得以浑然天成，独
树一帜，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境界，深为后世文人
所推崇，流传至今，已成经典。

沈复十八岁娶舅女陈芸为妻。芸娘，既是前四章的核心人物，
也是全书的灵魂主线。林语堂先生说：“芸，我想，是中国
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芸娘在沈复眼中是“形削肩长
颈，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唯两齿微露，似非佳
相。一种缠绵之态，令人之意也消。”芸娘本人既能写
出“秋轻人影瘦，霜染菊花肥”的佳句，也能与沈复谈论诗
书，赏月饮酒，更有无比的心路。她女扮男装去看庙会，雇
馄饨摊子为丈夫赏花温酒，主动为丈夫谋妾，实在是聪颖活
泼的一位女子。是娶芸娘为妻乃沈复之幸，同时，托沈复之
笔，如今我们才能知晓有芸娘这么一位才女。



婚后，沈复和芸娘虽生活清贫，有段时间甚至是饥寒交迫，
但却志趣高尚，情投意合。他们举案齐眉，吟诗，作画，郊
游，聚友，烹肴，兴趣昂然，意兴飞逸。他们相爱甚笃，始
至不渝，不落世俗，耳鬓厮磨二十三年。遗憾的是因受封建
礼仪家教之害，俩人历尽坎坷，最终天人永隔。芸娘死后，
沈复“从此扰扰攘攘，又不知梦醒何时耳”。

《浮生六记》所记所叙，虽然都是日常琐事，平淡无奇，然
情真意切，一点没有忸怩作态。沈复和芸娘的爱情并不惊天
动地，也非旷世绝恋，更非千古名唱，但我为他们日常生活
中最平常、最细微的点点滴滴而深深感动。

浮生六记的读书感悟篇四

读完全本之后，我个人认为，要把《浮生六记》当作功利的
书籍来读的`话，可能就会失望了。因为沈复本人就是清代士
大夫家族的平庸子弟。

他贤德兼备、乐善好施，当然这些优点很好，但是他同时也
不思进取，贪图玩乐，要不然最后也不会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了。同时他学问也并不太精，要不然书的开头也不会说自己
有语法错误希望大家原谅。

而这本《浮生六记》便是集毕生玩乐经验所集齐，好在什么
地方呢，好在懂生活，有态度。

这本书由狗粮开始，就是讲述与芸娘的爱情故事，芸娘死后
还魂那篇简直读的我泪流满面。后来便是许多山水园林之所
闻所感。

还有一点非常好，在于沈复尽管后半生遭受苦难，但是却没
有半点怨怼之情，可以说是非常豁达乐观的人了。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全书读起来养眼养心，没有说教解



惑，没有仕途功利，没有政治豪情，只有情真意切的诗意生
活。

七夕节拜天孙赠"生生世世为夫妇"图章，吃梅花盒，饮荷花
茶，住活花屏，生活闲淡雅致，真可让当代人顶礼膜拜。

前两卷恩爱美好，转笔到卷三，坎坷记愁，恩爱夫妻不到头，
不禁让人潸然。也许这就是生活，有点不如意，也许才是最
美好。

浮生六记的读书感悟篇五

译记道：“沈复简直配不上他妻子”。初读文章时，觉得沈
复出身书香世家，满腹经纶，又不乏浪漫情怀，所以对这个
观点持有怀疑态度。然而越往后读却越感讽刺。

沈三白，为墨客无儒侠洒脱之致，为人子无家成业就之心，
为男儿无独当一面之力。他自诩性格爽直，落拓不羁，其实
都是毫无担当的托辞。他自命清高，向往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的品格，将自己视作傲然不群的风雅文人，却终不过是个挥
霍无度的、毫无担当的、软弱无能的凡夫俗子。

最可怜的，莫过于沈三白的一双儿女，衣冠仕宦家庭出身的
孩子，一个被送去当了童养媳，一个做学徒夭折。看到这里，
只得叹惜。

浮生六记的读书感悟篇六

去年游大足石刻，良多景不雅观不雅观我都已忘怀，可是唯
独对其间一个字记忆犹新。该字为上中下构造，上面一个宝
盖头，中心一个“弗”字，下面一个“林”字。导游讲解这
个字道出了一小我糊口幸福的三大要素，宝盖头代表着财产，
“弗”是佛心，“林”指好的糊口情形。一个幸福人应该有
必定的物质根本，丰盛的精神糊口和一个美好的糊口情形，



细想之后，我深觉得然。

一小我的幸福如斯，一对夫妻、一个家庭的幸福更是如斯。
《浮生六记》中沈氏夫妻琴瑟和鸣二十年有余，虽志趣相投、
举案齐眉，但其间糊口贫寒困难、流离失所，甚至难觉得继、
骨血分手、妻子早逝，现实了局为这一对令人钦羡的夫妻蒙
上了悲剧色彩。

沈复《坎坷记愁》一篇中自述人生坎坷都是从何而来的呢？
往往是本身作孽得了报应罢了，而我并非如斯：多激情，重
容许，爽气爽直不羁，成效转成了扳连。阿谁既按时代，既
定的人和事，我们已无法评说，只可怜了芸这个聪颖会意的
女子在本身病重之时还得为一家人的生计操劳，末了因赶制
绣品呕心沥血而逝。

最好的爱情是相知，沈氏夫妻是幸福的，这幸福源自志趣相
投、三不雅观不雅观同等！贫贱夫妻百事哀，沈氏夫妻是不
幸的，这不幸源自物质根本的匮乏。

不外，这世上又有几人能拥有完满的人生。

浮生六记的读书感悟篇七

《浮生六记》，顾名思义，应有六记，但遗留下来的只有四
记，有写游记的，有写闲情记的（如何插花、养花，弄盆景
等），有写闺房乐记，有写坎坷记。其中的坎坷记，是我自
高中读了《活着》哭得不已之后，第二本让我伤心不已的书。

沈复的妻子芸，是一名妙女子，聪慧知书达理，甚至可以说
有颗七窍玲珑心，有时候我甚至认为如果她在那个年代，生
为男儿身，其成就应该要远高于沈复。

沈复与他朋友遇到难题时，总是她想出解决的法子。哪怕公
公错怪自己，丈夫要替自己辩解，她都不肯。他们夫妻二人



的关系自然很好，一起到乡下避暑，一起游山玩水，吟诗会
友，日子过得好不惬意。哪怕是在很困难、家里已容不下芸
的时候，沈复也毅然地带着她到外面住，没有听从父亲休了
芸。只可惜没有白头，芸便离开了人世。

沈复在书中说：“恩爱夫妻不到头”，虽不希望夫妻间相互
仇视，但不可过于情深意重，以免不能白头偕老。

我不知道所有的婚姻是否都会以爱情为基石，但我明显是不
认同沈复那句话的.。如果从一段幸福指数爆棚但是短暂的婚
姻、和一段平淡甚至有些无趣但是冗长的婚姻当中做选择，
我必定选择前者。哪怕我因此而早早归去，也终究是没有遗
憾了。

我曾问过他：“你希望自己能活到几岁？”他说70，我说那
我活到69就好。说我自私也好，胆小也罢，我从来不敢想象，
我们一起牵手走过那么多的年岁之后，突然他会消失，那我
还有没有勇气继续活着，也是个未知数。所以，倘若真有那
一天，就让我先走好了。三毛说，幸好先离开的是荷西，不
然他怎能承受这样的痛楚？我知道我承受不了。我甚至想过，
真有那天，我也不管孩子了，丢给公公婆婆或者哥哥嫂嫂帮
忙抚养，我追随他而去。

倒不是有多情深意重，我只是觉得，倘若此生已没有遗憾，
又何必独活在这世上？我可以接受因为孩子、因为婚外恋、
因为各种客观的不客观的因素分手，却接受不了感情尚好之
时突然永别。

现在却觉得，真要那样，我希望一年都用不到。最多，最多
半年就好了，然后你再娶个比我温柔坚强的女子，平静安宁
地度过余生，我不要你日日夜夜活在痛苦里，我也不要你长
长久久地记得我。

关于生死，关于命运，关于坎坷，关于幸福，其实来来回回，



不过是“浮生若梦，人生几何”罢了。格子曾说，我对自己
的生死一向坦然，是个可以随时去死的人。我听以后颇为震
撼，心想她得有多通透的心性，才能悟得这般清明透彻。

成水底花开的效果，又记录了好些景色妙曼的自然风光。最
搞笑的是，有次我看到他们跟朋友偶尔会玩考试的游戏，轮
流做老师，给其他人出题，而且出题人兼做主考官，然后还
要阅卷评分。不由对正在玩游戏的赵同学感叹：“古代人好
可怜啊，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脑，只能以考试为乐。”

我心想，要是把他丢回古代，他要怎么活下去呢？文不行武
也不行的，幕僚做不了，生意做不了，估计只能耕种了。

浮生六记的读书感悟篇八

看完《浮》，着实对沈复这人喜欢不起来，也可以说是鄙夷、
厌恶。

他身上有着典型的中国文人的清淡闲雅之气。在生活窘迫之
时，仍能苦中作乐，游山玩水，或与妻在闺中，时不时会三
两好友，吟诗歌啸，抚琴聚谈，饮酒行令。他好热闹，好交
友，是个真性情的集出世与入世于一身的人。

但要说真性情，其夫人陈芸才真是不可多得的真性情之人。
早年丧父，以一人之力靠女红养活全家，并自学认字，也能
吟出句句好诗；但她并不是一个只知相夫教子、知书达理的
女子，除了好看的皮囊，还有着可爱灵通的内心。在男尊女
卑的年代，她敢于女扮男装去看庙会，也能想出绝妙的办法
为丈夫的赏花会解决难题，而又不失雅致与乐趣，能够宽容
主动为丈夫谋妻室，也主动为自家公公寻姬妾，并独自承担
家庭的误会，隐忍而善良。

乍看沈一生经历众多跌宕起伏，仍能怡然自乐，可是站在家
庭的角度看，妻子被家中父母误会，他无法从中斡旋解释，



缓解家庭关系；妻子病重无钱医治，还得自己拖着病体赶工
刺绣挣点药费，是沈无能。父亲病重，无钱赶回家中见其最
后一面，在父亲生时也未能尽儿女之责，是沈不孝。还有太
多的放浪形骸，他的个人精神世界倒是维护得很好，可是未
想过一直都是有人在为他负重前行。我并不认为他算得上一
个真正的男人。

中年丧父、丧妻、丧子、丧挚友，这一切，何不是因果报应
呢？只可惜了这些为其生命承重的人，仍未使他拾起一个男
人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