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合欢树读后感(通用10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
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合欢树读后感篇一

合欢树在传说中一直是不离不弃的象征，它不像牡丹、玫瑰
那样有娇艳的花朵，也不像白杨、松树那样有挺拔的身姿；
它没有骄人的外表，更没有传世的盛名。但它坚韧、朴素、
纯洁，最重要的，还有它的名字——合欢，合在一起才有最
欢乐的时光。

史铁生的母亲就像他母亲亲手栽培的那株合欢树一样，或者
说，她本身就是一株合欢树。她不像那些所谓的天 皇巨星、
全民女神那么娇贵、耀眼，也不像网上疯传的各种"女汉子"
那样霸气、强势，但她却能让自己的儿子给他一个"世界上长
得最好看的女人"的评价；她还能让自己的儿子在两腿瘫痪的
时候将她作为最坚实的靠山。女人，一旦做了母亲，就会将
自己的爱毫无保留地献给她的子女，无怨无悔，毕生不怠。
这就是母爱最伟大的地方。没有过份的修饰，没有过多的言
语，一切都只需要一颗心——一颗永不磨灭的饱含深情的似
水的母亲的心。

是的，母爱如水——如水般温柔，也如水般多变。

当孩子不小心做错了什么事的时候，母爱就变成了大海——
包容你，体谅你，她知道你不是故意的，需要宽容；当孩子
伤心难过的时候，母爱就变成了小溪——爱抚你，理解你，
她知道你遇到了麻烦，需要引导；当孩子生病闹灾的时候，
母爱就变成了眼泪——心疼你，呵护你，生怕你因为她的什



么过错酿成无法挽回的过错；当孩子失败的时候，母爱变成
了激流——鼓励你，推动你，让你跨过一切困难，忘记一切
失败；当孩子远行的时候，母爱就变成了蒸气——你看不见
她，但她时时刻刻在你的身旁，你永远都能感受得到。

珍爱自己的母亲吧！寻遍天下，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如此爱你
的人了！无论走到哪里，母爱是你最坚强的后盾，是你前进
的保障。别让她受伤，别让她担心，别让她失望——唯有努
力奋斗，才能用光明的未来回报这似水的母爱！

合欢树读后感篇二

佛家禅学有三句回味无穷得话：

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见山不是山，见水并不是水；

见山還是山，见水還是水。

我忽地想起，这三句话用于描述史铁生最好但是了。

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史铁生一生命运多舛，最嚣张的年纪悲剧两腿偏瘫，之后又
患糖尿病，只能依靠分析来保持生命，这对史铁生而言毫无
疑问是精神实质上较大的严厉打击。

“我倒没太担心，想着去世了也罢，去世了倒爽快。”它是
他在《合欢树》中果断的表态发言。

“两腿偏瘫后，我的性子越来越暴怒无常：望着窗前天空北
归的雁群，我能忽然把眼前的夹层玻璃砸烂；听着李谷一甜
美的歌声，我能猛然把手头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面。”这时



的史铁生已深陷人生的低潮期，消沉过日子，无精打采，他
所主要表现的性情突显了他心里的波动、挣脱和盘绕歪曲的
分歧。大家没理由去否认他的作法，所有人都是有享有对挫
折与痛楚宣泄的支配权，只不过是宣泄的方法由每个人的性
格决策。史铁生在挫折里时浮时沉，他被镶上命运多舛的印
痕，终究今生无路可走，命运之神硬拽着他迈向茫然，他手
无缚鸡之力，但他的头脑确是保持清醒的。他不容易任运势
摆弄，他固执己见、固执，他硬要逆流而行。见山是山，见
水是水，它是他对生命的基本了解。好个真爱憎分明，好个
英勇气概，由于真，因此美。

见山不是山，见水并不是水

它是史铁生了解人生的第二人生境界。

《合欢树》中有那么一句话：“我一心只惦记着写网络小说，
好像那东西可以把伤残人解救窘境”他写网络小说并不是突
发奇想，一个深陷极端化痛苦的人为什么会对这类东西倾心
呢？它是史铁生身后默默地适用他的妈妈给他们的驱动力。
妈妈在他最失落的情况下给了他最真实的爱，她方知，一个
生理学负伤的人只能依靠药品来医治，而一个人的内心受重
挫，务必立即用爱医治。因此，她投入非常多，星辰白头发，
积劳成疾，终一命呜呼。史铁生之后懂了他妈妈的用心良苦，
填满感谢和愧疚。他却聪明，沒有活在忧伤的黑影中，只是
令人震惊地抛出去“忧伤也变成享有”那样回味无穷的哲语。
见山不是山，见水并不是水，史铁生完成了观念的一大变化。
笑对存亡，是史铁生的豁然开朗。

见山還是山，见水還是水

“有一天哪个小孩长大以后，会想到儿时的事，会想到这些
摇晃的树荫儿，会想到他自己的母亲。他会跑看一看那棵树。
但他不容易了解那棵树到底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我觉得更是史铁生真正的真实写照吗？一生艰辛，一朝怀恋，
母子情深，睹物思情。他也只能有“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感
慨了，但他在遭到一次次运势的摧残后，早已成熟了许多。
他对妈妈的想念，是最确实情；他对父母的关爱，是最确实
爱，而爱的那么深也提升为对生命的尊敬，对当然的喜爱，
他懂母亲的心，要好好地活，活出爱，活出生命的使用价值！

见山還是山，见水還是水。生命返朴归真的那一刻，也是史
铁生高兴得最璀璨的情况下。运势就在他手上，现在是他操
控运势，而不是运势主宰者他了。他活得很洒脱。

人生不苦，苦的是心，把心强健了，再大的大风大浪也无可
奈何。

合欢树读后感篇三

热热闹闹的年过得似乎少了一分读书的安逸，上班重拾书本，
给自己一个安静的空间。立春过后的冬日，多了一丝温暖，
午后的斜阳是一种和煦的静怡，阳光早已遗失了正午的力度，
洒在身上只觉轻微的暖意。抬眸，窗闪开一条缝，微风从隙
中飘来，悄然抚过脸颊。

随意翻书，始为浏览，心知读书需潜心入文。偶然间，看到
史铁生三个字文章题目为《合欢树》，想起了上学期县观摩
课时听了一节课《秋天的怀念》，令人触动心弦，感动的泪
圈眼眶，于是读文，未出声，心已诵。

史铁生用感伤平淡的语调朴实的语言，写了一篇追忆母爱的
散文。母爱于他，厚重而又深沉。史铁生一生波折，在三个
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上，无一不如影般母亲深深的爱，10岁
作文获奖，母亲觉得自己的文学细胞遗传给儿子的欢欣。20
岁双腿瘫痪，母亲为儿振作隐瞒病情央求看花；一次次全副
心思为儿治病，充满希望后的失望；为圆儿的文学梦全力支
持与鼓励。30岁事业有成，母亲虽已离世，但已然成为儿子



心灵的支柱，那一句“咱娘俩好好儿活，好好儿活……”鼓
舞着史铁生在逆境中更加坚强！

史铁生在文章于平淡中多了一分的“波澜”---“到小院儿去
看看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我心里一阵抖，
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太不易”。多次说小院儿说合欢树，而
多次又找借口未去小院，去看看母亲亲手精心培育从弱小--
长大--强壮茂盛的合欢树，闭眼，我可以想象到史铁生久久
的久久的向着小院方向的凝望。小小的院落里，承载了他满
满的回忆，曾经快乐，曾经悲伤的回忆，在这个小院里，史
铁生由健康--残疾--坚强感悟生命，这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
如果没有母亲倾心倾力的精心呵护，小心翼翼唯恐触及儿子
的敏感，隐瞒病情及至临终前还依然的记挂“我那个有病的
儿子，还有那个未成年的女儿……”

树影婆娑的合欢树，那是母亲的芳泽和恩德造福儿女及他人，
那是母亲“化作春泥更护花”的无私之爱，近乡情怯的史铁
生不敢去看合欢树，那是儿子“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深深遗
憾，不仅仅如此，更多的是儿子彼时不能体谅理解母亲的一
片爱子苦心，那种悲伤是史铁生更深深的忏悔！

当读到“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待一会儿，悲哀也成享
受”时，不由思忖，也许史铁生在思念亡母的悲痛中，去感
受母亲对自己那丝丝缕缕的厚重之爱，去重温昔日与母亲温
馨的一幕幕，每每想起，只想把这一切深深埋于心底，独自
咀嚼！虽然悲伤，但回忆中有母亲的存在！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啊！复杂、纠结、矛盾！字里行间虽
平淡，但平淡中却潜藏着深远隽永的真情！

放下书本，静静的望向窗外，一抹浅绿入眼，原来，春，到
了！



合欢树读后感篇四

《合欢树》是史铁生的作品之一，文章短小精悍，却十分地
感人肺腑。

这是一个讲母爱的故事：史铁生双腿残疾，头上开始有了白
发，母亲总找来稀奇古怪的偏方给他吃，但是始终不见疗效。
为了让儿子高兴一些，母亲挖来一株“含羞草”，种在花盆
里，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棵合欢树，是个好兆头，母亲很高兴。
多年以后，合欢树长到很高了。可悲的是，他的母亲早已不
再人世了。

我的母亲也是这样，为我辛苦，日夜操劳。母亲还健在，但
是岁月的痕迹，无情地在她的前额刻上了皱纹。有一天，天
阴沉沉的。放学了，我抄写好家庭作业，磨磨蹭蹭地整理书
包。等我慢吞吞地走出教学楼，才知道天气是那么寒冷。母
亲在寒风中等我，探着身子张望着，我很不好意思。母亲怕
我冷，就让我穿上她带来的外套，还不停地问：“冷吗?没冻
着吧?”没有怨言，眼神里只有温柔。一路上，我和母亲说说
笑笑，再也感觉不到任何寒意。

母亲曾说：“父母给了我十分的爱，如果我只能够还一分恩
的话，她也感到很欣慰。”但是我想对母亲说的是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为我操劳一生的父母，我一定要成才，报答你
们的恩情。

合欢树读后感篇五

秋风吹起安详的落叶，掀起一页书角，匆匆一撇，细腻的文
字一时间如流水般涌入我的脑海。《合欢树》，是在我们学
习了《秋天的怀念》后才读到的，却依旧在我心底翻起了阵
阵涟漪。

二十岁，正值青年的史铁生永远失去了行走的资格。他放弃



了自己，然而他的母亲却没有。为了儿子的腿四处奔走，这
是一位母亲为了儿子全身心的付出。史铁生的腿实在没法治
了，恰逢其时，母亲发现他在写小说，于是母亲开始了新的
奔波——“她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着雪带我去看电
影。”后来，史铁生最终成功地在这片领域站稳了脚跟，可
母亲已不在人世。

母亲去世后，史铁生一家搬离了小院儿。他还是常回到大院
儿里头去，却从未去过母亲曾住过的小院儿。有一回，他在
路上瞎逛，不觉间又来到了大院儿。这回他想去看看那棵树，
可“想摇车进小院儿真是不能了”，他后悔前两年没有自己
摇车进去看看。文章的末尾，他写道：有一天，那孩子长大
了，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想起他的妈妈，他会跑去看那
棵树。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我的目光掠过最后一个文字，心中只剩下一句话——树欲静
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史铁生常
常想着让母亲回到人世间看一看他今日获奖的文章，看一看
他，可他做不到，也没有人能做到。合欢树是一棵树，象征
着母亲，更是她与母亲的回忆和过往，是史铁生的精神寄托，
是对母亲的怀念，是对自己的悔恨。

合欢树树影婆娑，思绪飘散，猛然想起曾经也有一个人坐在
婆娑的树底下看着我长大，我的外太婆。外太婆家门口种了
好几棵金桔树，每年深秋，八十几岁的外太婆总是帮我和表
弟拿两把椅子，一边看着我们摘金桔，一边坐在门口和我们
聊天。她的话题很没有什么新意，总是问我们，你们最近干
了什么，学校发生了什么事，诸如此类的。她的耳朵不太好，
以至于我们每和她讲话都要说得很大声，甚至要重复好几次。
这样的想法或许使我不经意间流露出了不耐烦，年迈的外太
婆又太善于洞悉人心，等到我们再大一些，外太婆就很少和
我们聊天了，只是静静地看着我们。

读了《合欢树》，我突然觉得，或许自己就是史铁生吧。无



论我走得多久，走得多远，每次回家，总会有人在树底下默
默地看着我，等着我，而我却似乎从来没有注意。现在的外
太婆，耳朵更加不好使了，忙于学业的我们也很少有时间去
看她。我到现在才开始后悔，后悔没有和外太婆多聊聊天，
多说说话。金桔树就像合欢树一样，一年比一年长得高，长
得茂盛，而我们见到外太婆的次数却越来越少了。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又有多少人会真正静下心来，想到别
人为自己的付出呢？感谢史铁生，感谢他的《合欢树》，让
我静下心来，好好体味别人的真心与真情。每个人的出现与
存在都是有意义的，相信史铁生的《合欢树》能引起许多人
的共鸣，我们也要好好珍惜身边为你默默付出的人，哪怕只
是默默地，亦应如此。他们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那一个。

合欢树读后感篇六

刚学过史铁生的作品《合欢树》，为他所流露出的感情所吸
引。

第一个镜头是：10岁时，“我”作文获奖，母亲很高兴，说
自我当年的作文写得还要好。“我”不服气，故意气她。年
幼的“我”想来是还没读懂一位母亲对自我的良好禀赋能传
给儿子的那份喜悦与自豪的。最终两句话“可是我承认她聪
明，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她正给自我做一条
蓝底白花的裙子。”体现出“我”重新回首这件事时，内心
充满对母亲的敬意与眷恋。

最终，30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
在人世”。如此的母亲是伟大的，她们总是默默地为儿女无
私的付出。“我”怀念母亲，遥想母亲，静静地在树林里遥
问上帝，“风正在树林里吹过”，母亲似乎曾回来过。也许
母亲从未离开过，她活在儿子的心灵里，陪伴他一生。

合欢树是母亲亲手栽下的，是母亲亲自料理过的，它的身上



有着母亲的影子，凝聚着深沉的母爱。母亲虽已逝去，而合
欢树仍在健康生长。

看完这篇文章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母亲那种无私的爱，史铁
生应对困境顽强的精神鼓励着我，遇到困难不退缩，勇往直
上。

合欢树读后感篇七

合时不知欢，待欢已无人。

史铁生是一位将写作当作副业的作家，他的一生充满了苦难。
不幸如道道寒冷的冰向他砸来，可即使被如此黑暗的人生笼
罩着，他的生命依旧透出了光亮。而写作与母亲，便是他文
字背后的光源。《合欢树》写于母亲去世之后，看似写合欢
树，背后却有着更深的意味。

《合欢树》中，史铁生的母亲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在他双
腿瘫痪后四处打听偏方，找治疗方法，不放弃一丝希望。不
小心把史铁生的腿烫伤后，她又一直在责怪自己：怎么会烫
伤呢？当母亲知道史铁生喜欢上写作后，又四处帮他去借书，
还推他去看电影……这些事都能看出母亲对史铁生的在意和
无微不至的照顾，她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孩子的事上，这
不仅是关心，更是一种无私与伟大。

其实，生活中的每一个母亲对孩子都是如此关心的。

记得有一次我生病的时候，连续两三天都一直在家里，还要
定时打针，妈妈却事无巨细地照顾着我。那段时间，妈妈中
午一下班就赶着回家给我打针，做雾化，照顾我吃药，还定
时跟医生反馈我的状况。平时的中午应该是她休息的时间，
可是那几天，除了工作外，她的精力几乎全都花在了我的身
上。另外，她每天下班后都要先去学校帮我拿当天的作业，
因此还开玩笑说：“这几天花在车上的油钱都多了不少



呢！”我又感动又开心。所以，没有一位母亲不把自己的孩
子当宝，母爱的无私与伟大，总是蕴含在桩桩件件的她为你
做的小事当中。

母爱是无法用物质衡量的，世上任何一位母亲都爱孩子胜过
爱自己，史铁生的母亲也一样。当母亲还能分辨出是非之时，
记得跟她说一声：母亲，您辛苦了！母爱如海，深不可测；
母爱如山，高不可量。

合欢树读后感篇八

史铁生生在一个快乐的家庭中，他的童年无忧无虑，有一个
温柔和善的母亲。然而，20岁那年，他随着上山下乡的潮流
到偏远农村插队，却生了一场大病，从此永远失去了双腿。
史铁生侥幸抱住了一条命，可是却从一个阳光的青年变成了
一个颓废的失败者。后来又患上尿毒症，考血液透析维持生
命。面对重重打击他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多次试图自杀。

然而，史铁生的母亲在他的人生低谷之时鼓励了他，史铁生
重燃信心，决定不向命运低头，并开始着手写作，竟一发不
可收，成为了中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上帝是公平的，他为你关上一扇门，必将为你打开一扇窗。
然而，这是有条件的。想要打开窗户必须要用你的心灵——
这个天然的钥匙打开它。是否要通过这扇窗户——心灵的窗
户感受外面的世界，全看你是否愿意。史铁生不对命运低头
的品质感动了上天，他为史铁生打开了能看到写作花园的窗
户。上帝固然公平，可是更重要的是自己要做一个不被困难
吓倒、不向命运低头的人，这样才能得到上帝的眷顾。

多少年后，史铁生回归故宅，看到院子里的那棵合欢树也已
长大，不禁思绪万千。母亲在他小时候栽下这棵树，合欢树
陪伴史铁生走过了童年时期，走过了青年时期，见证了史铁
生的一生。如今时过境迁，史铁生在这棵树下回顾他的一生，



这奋斗的一生。

合欢树读后感篇九

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合欢树》，文中让我印象最深
的是史铁生母亲的坚持。

在二十岁时，史铁生的双腿瘫痪了，他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
在医院都已表明，史铁生的腿在当时无法治疗的情况下，她
却依旧坚持，为了他的腿日夜奔波，坚持着为史铁生找医生、
打听偏方，坚持着照顾常常莫名其妙发脾气的史铁生，坚持
着想要让史铁生重拾生活的信心和希望。

后来，她发现史铁生在写小说，又开始为史铁生借书，带他
去看电影，虽然当史铁生的第一篇文章发表获奖时，她已经
不在了。但史铁生的坚持就像母亲一样，给他带来了回报，
更带来了希望。或许我们也是一样，只要坚持了，总会有成
功的可能，如果不坚持，那就真的没有希望了。

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就说上初中以后吧。我意识到，不可
以再像小学时一样，学习总是看自己的意愿和心情了，所以
我开始了坚持。每一天，我都如同在与时间在赛跑，当然我
也会有累的时候：“时间啊！你等等我好么？”我内心总是
无力地喊着。有时候我想停下，却发现时间在飞快地逃
离。“生活如此无趣，但总还要继续。”这是上初中以后我
一直告诉自己的一句话。为了学习，我不得不再坚持下去，
再次迈开追赶时间的步伐。现在，我看到了《合欢树》一文，
它让我终于明白了，原来坚持不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而是
生活本身。精彩的生活，就是要坚持。

史铁生的母亲，带着一个残疾的儿子和一个尚未成年的女儿
生活，日子过得比我苦，比我累。一个自己都还生着病的女
人，面对着精神和生活的双重压力，努力坚持着，想把女儿
拉扯大，想帮儿子治好腿，重拾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这一



份坚持，或许也在不知不觉中感染着史铁生，当我读到这篇
《合欢树》时，也在不知不觉中感染着我。

史铁生的母亲压力再大，也没有喊过苦，叫过累，而我只是
学习上的压力，又算得了什么？她都可以顶着压力坚强向前
走去，我又有什么做不到的呢？其实压力就如同大风一样，
你的坚持，就像在暴风中逆风而行。风越大，你走得越困难，
走得越慢。但你始终都应相信，坚持住，风暴再大，也有平
息的一天，压力再大，也有化解的一天。别害怕，今天的风
暴过去了，明天就是阳光明媚的一天。

时间，你等着，我可能超越不了你，但我一定会坚持着逆风
而行，匀速向前的！

合欢树读后感篇十

热热闹闹的年过得似乎少了一分读书的安逸，上班重拾书本，
给自我一个安静的空间。立春过后的冬日，多了一丝温暖，
午后的斜阳是一种和煦的静怡，阳光早已遗失了正午的力度，
洒在身上只觉轻微的暖意。抬眸，窗闪开一条缝，微风从隙
中飘来，悄然抚过脸颊。

随意翻书，始为浏览，心知读书需潜心入文。偶然间，看到
史铁生三个字文章题目为《合欢树》，想起了上学期县观摩
课时听了一节课《秋天的怀念》，令人触动心弦，感动的泪
圈眼眶，于是读文，未出声，心已诵。

史铁生用感伤平淡的语调朴实的语言，写了一篇追忆母爱的
散文。母爱于他，厚重而又深沉。史铁生一生波折，在三个
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上，无一不如影般母亲深深的爱，10岁
获奖，母亲觉得自我的文学细胞遗传给儿子的欢欣。20岁双
腿瘫痪，母亲为儿振作隐瞒病情央求看花;一次次全副心思为
儿治病，充满期望后的失望;为圆儿的文学梦全力支持与鼓励。
30岁事业有成，母亲虽已离世，但已然成为儿子心灵的支柱，



那一句“咱娘俩好好儿活，好好儿活……”鼓舞着史铁生在
逆境中更加坚强!

史铁生在文章于平淡中多了一分的“波澜”——“到小院儿
去看看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我心里一阵抖，
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太不易”。多次说小院儿说合欢树，而
多次又找借口未去小院，去看看母亲亲手精心培育从弱
小——长大——强壮茂盛的合欢树，闭眼，我能够想象到史
铁生久久的久久的向着小院方向的凝望。小小的院落里，承
载了他满满的'回忆，以往欢乐，以往悲伤的回忆，在这个小
院里，史铁生由健康——残疾——坚强感悟生命，这是用血
的代价换来的，如果没有母亲倾心倾力的精心呵护，细心翼
翼唯恐触及儿子的敏感，隐瞒病情及至临终前还依然的记
挂“我那个有病的儿子，还有那个未成年的女儿……”

树影婆娑的合欢树，那是母亲的芳泽和恩德造福儿女及他人，
那是母亲“化作春泥更护花”的无私之爱，近乡情怯的史铁
生不敢去看合欢树，那是儿子“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深深遗
憾，不仅仅如此，更多的是儿子彼时不能体谅理解母亲的一
片爱子苦心，那种悲伤是史铁生更深深的忏悔!

当读到“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待一会儿，悲哀也成享
受”时，不由思忖，也许史铁生在思念亡母的悲痛中，去感
受母亲对自我那丝丝缕缕的厚重之爱，去重温昔日与母亲温
馨的一幕幕，每每想起，只想把这一切深深埋于心底，独自
咀嚼!虽然悲伤，但回忆中有母亲的存在!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啊!复杂、纠结、矛盾!字里行间虽平
淡，但平淡中却潜藏着深远隽永的真情!

放下书本，静静的望向窗外，一抹浅绿入眼，原先，春，到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