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湘行散记读后感(实用8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
才比较好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
望对大家有帮助!

湘行散记读后感篇一

我最初是在喜马拉雅听到这本书的，由于朗读者是位女声，
加上那篇文章文笔比较细腻，让我误以为是位女作者写的呢。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沈从文的作品，因为以前看过《边城》，
所以顿时对这本书也产生了兴致。

还是先购买的电子版，不过看完之后决定再买一本纸质版的，
因为觉得这本书日后还有再翻阅的价值，而想要圈阅或批注
点什么的话，电子版就不如纸质版拥有这个乐趣了。

前面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书信我就不评论了，他们的故事大
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搜索，我这里重点想谈的是对于散文的
几点看法。

我之所以对这本书感兴趣，一是因为作者文笔比较有趣味，
读起来比较轻快，作为消遣来说，比较不会发闷。二是籍此
可以了解湘西的民风民俗，那个时代、那些个普通人物的.生
活质朴而又真实，让这本书成为最真实的记忆。最重要的是
作者怀有一颗平和、尊重、敬畏的心，这才是本书最大的闪
光点！我认为真正的艺术家不是为了炫艺，也不仅仅是为了
直抒自己胸臆，而只是用艺术的形式，记录下自己对这个大
千世界的真实感悟并分享给大家。所以作为一名艺术家首先
自己要有一颗悲悯之心，感情一定要真诚，其作品才有生命
力、才能感动别人。



《湘行散记》书中描述的如画风景，让我看了都想要跟随作
者的足迹去一一探寻，那淳朴的市井生活、好听的橹歌，让
我也想去好好领略一回。那些个性鲜明的人物、引人入胜的
故事，即便再卑微也努力生存着的生命让人感动。原来每个
生命都生而不凡，每个生命都值得被敬重！

亘古的时间长河，多少生命轮回其中，沧桑岁月，不同的人
物在相同的场景演绎着相似的生活。“青山依旧在，几度夕
阳红”。我们或许无力改变些什么，却可以好好铭记他们同
时深深反思自我。

这本书最妙的地方在于作者比较接地气，没有居高临下的感
觉，作品流露的思想悲悯而不颓废，处处透露出对这方山水
和淳朴生活的真正热爱。我惊讶于作者在这个年纪怎能如此
通透，心里不禁对作者的人生经历也好奇起来。

我原以为沈从文只是一介书生，后来才得知他小学毕业15岁
就从过军，童年过早的见识了太多的杀戮，所以早早的就体
会了生命的无常。早熟早慧的他不认命，19岁就独自北漂去
了京城，从此在那里开启了自己另一番精彩人生。很多时候
作品源于生活，一个有着丰富经历、生性坚韧而又淡然的人，
其人生本就是一本精彩绝伦的书吧。

湘行散记读后感篇二

轻轻翻开《湘行散记》，跟随着沈从文先生的笔，领略湘地
那引人入胜的风土人情：有回荡在山涧的撸歌、有凶悍勇敢
的水手、更有依山傍水的'吊脚楼，就连那贯穿全书野话都是
那么富有灵性，让人读后回味无穷。那些野话并不能影响着
整本书，反倒让人觉着这是很平常的事情，给别具一番风味
的湘地又增添了一抹色彩。

历经十七载，重游故地，心中感慨万千，湘西又历经多少的
变迁！



作者用他优美的笔触，写出了世外桃源般的湘西：“桃花夹
岸，芳草鲜美，远客来到，乡下人就杀鸡温酒，表示欢迎”，
这是作者在《桃源与沅州》中对于自古以来桃源的描绘，风
景优美，乡亲热切迎客，的确是一幅令人心驰神往的“桃源
画”！

重回故地，万物变迁，可不变的仍是先生的那颗如同湘西的
水那样清澈的心，他热爱家乡，热爱湘西，对这里有着深深
的眷恋。

回味故土上的一切风土人情，忆起陈年旧事，重游湘西，怀
揣着一颗无暇清澈的心。

湘行散记读后感篇三

看完这本书，正是一个下雨的下午。我手边充满了云。一开
始倒的热水已经凉了，我好像做了一个梦。

沈从文先生，别人说他是个纯洁的人，星星斗其文。这是真
的。看完这本《湘行散记》，我一直跟着沈先生的脚步，仔
细欣赏他的家乡。船夫的划船歌还在湘西雾蒙蒙的水面上回
响，吊脚楼上隐约有女孩清脆的笑声，太阳落尽，晕出半边
夕烧的天空，我行过山，行过水，偷窥一场梦。

有趣的是，沈从文，一个曾经是土匪的苗江人，在这本书里
对湘西的风景充满了温柔。他从新婚的燕尔身上走了出来，
大多把眼前的黛山碧水当成了张兆和的黛眉和杏眼，于是这
座山这水成了他的情书，也许是给他的小妻子三三，也许是
养育他的美丽湘西。身心都有爱的男人，对一切都包含着温
柔和孩子的天真。

他写了x，x，船手，没有贬低，没有陌生。好故事来自生活，
每个人都是新鲜的，真实的和活泼的。就像你周围的阿姨、
叔叔、姐妹和兄弟一样。翻过纸，你也可以看到他们轻轻地



迎接你，隔壁的姐姐想去河边，前院的哥哥想和船一起航行。

从《湘行散记》中，我可以看到中国人最真实的形象，在锐
意进取的过程中轻快地生活着。而且我始终坚信，能从如此
温柔的人文角度来写人，其内心一定是慈悲的。他看到了湘
西的粗鲁和野蛮，但他并不鄙视它。他以苗江独特的光明和
纯洁的温柔尊重这些存在，尊重每一个严肃的生活。他从船
上下来，走到山脊上，和湘西姐姐一起唱山歌，和年轻的苗
夫亲热地哼着粗鲁的小调，或者像豹子一样去找女人。呵哟，
多开心啊！

一河一船一书生。他走在湘西山水中，路过别人的故事，呵
呵手提笔，写给情人。古人说诗词上乘讲究的是羚羊挂角，
无迹可寻。沈从文的话三分随意，三分灵气，剩下的都是对
家乡风景的柔情。相反，写文章就像画画。所有的遗憾都在
轻描淡写中描绘出怜悯和遗憾。他透明、清晰、朴实、温柔。
人们走在这个世界上，总有无数的`动摇，无数的奇怪，在宁
静中活泼，我想这也是我丈夫纯洁的心的原因。

《湘行散记》字里行间透露着这位中国文人的人性关怀。在
浆声中，他听着船夫炸鱼的声音，为我们打造了唐朝以来的
桃花源。

史铁生说，写作是为了不轻轻抹去生命的重量。沈先生笔下
浅薄的湘西，随着社会的变化，已经改变了星星，但文章是
永恒的。也许有一天，你的心下起了大雨，无处可逃。你可
以去看看沈先生经过的风景，听听船舱下潺潺的流水，像我
一样偷窥一个梦。

湘行散记读后感篇四

我赤着脚跳跃在反着白光的青石上，凉飕飕的，这种凉直钻
入我的大脑里，乡村的气息更加清新。腊月二十三，我回到
了老家湖北，到处找沈从文先生就是为了感受沈先生赤脚走



的感觉，我也走了一回青石板。

沈从文先生是一个大文豪，他的作品朴实而又富有生气。

我知道，沈先生所说的一本小书指上学所用的书本，一本大
书指的是大自然。沈先生说：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
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我得认识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
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吸收消化，却不需从一本好书、
一句好话上学来。沈先生向往自由，他逃学了，到各种各样
的地方玩耍：橘柚园、城外山上、野孩子堆里、水边……这
些在现在看来根本不存在的地方，却是作者的梦乐园，也是
我所向往的乐园。但我可不敢逃学去寻找这些乐园，虽然我
也爱玩。

沈先生是聪明的，即使逃学，课本里的知识，他也能背。当
他学会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一切，到不同社会中去生活时，
就为他以后成为大文豪而作了奠定了基础。他很会玩，在玩
的时候还在研究怎样玩的更有趣，这为他以后写文章也累积
了详细的素材和大量的经验。

反观现在，城镇都已城市化、现代化，哪里还能再找到一个
像沈先生所描述的那样无忧无虑、美丽却又不失自然的天堂
呢？现在的我们，基本都不再外出玩耍，而是整天宅在家，
在手机、电脑和游戏中寻找着自己的快乐和一片天地，哪想
着去户外接触一下大自然呢？这次回到老家，村子里没有信
号，只能在爷爷的菜园中挖胡萝卜，但看着自己挖出来的战
利品，一股喜悦之情如溪水般流过心头，甜甜的、美美的，
这种喜悦是打赢多少盘游戏都无法比拟的。

但由于时代和地域的限制，这种乐趣，体会到的人将会越来
越少。



湘行散记读后感篇五

书的前面是写给爱人的信，字里行间怎一个相思了得。看了
几章，稚气痴情，没想到沈从文还有这样一面，有点感动。
看到十几章还是这个调调，就有点腻。虽然行文中也夹着人
物风情，却被腻得有点看不下去。蹦蹦跳跳好容易过了三十
九章，那个喜爱的沈从文才又回来。

最喜欢作者文字中那种存在既合理的心态以及对家乡的爱。

在沈从文眼中，人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
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
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
一切努力。在他们生活、爱憎、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
笑、吃、喝。”每个人都生动活泼有趣。想想如果是我自己
亲眼目睹，恐怕会看到无知粗鄙无赖。因为我狭隘所以眼中
的世界就狭小。

记得年少时的一件往事。曾经坐长途车从昆明下景洪，途经
思茅去一个朋友的朋友家拜访。那是一栋三层的居民楼。在
厨房里我吃惊的发现烧水做饭居然用的是柴灶！现在还记得
自己当时的无知，脱口问主人为什么楼房还要用柴灶。以前
的经历已经使当时的我明白楼房也不一定用管道煤气，但是
柴灶还是有点超想像了。一直感恩所有旅行中遇到的都是好
人。当时的主人也是纯朴善良，完全没有认为我是城里人的`
傲娇什么的，真正理解我只是浅见无知而已，仔细的给我解
释了当地的民生以及南北能源差异。

作者笔下的人物，一直都在提醒我，旅行时遇到的当地人。
他们可能没上过什么学，没去过百里之外的地方，但是他们
努力生活，心中对未来都有规划，而且他们心中不以恶意对
人。

喜欢沈从文是因为个人觉得他并没有高高在上或冷眼旁观的



自以为是，只是单纯的“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
万汇百物，对拉船人与小小船只，一切都那么爱着，十分温
暖的爱着”。他没有去评判什么，也没有去试图改变，就像
书生会有的那种以为是热血激情，其实是何不食肉糜的好心。

喜欢沈从文还因为他对家乡的无条件的眷恋。他笔下的湘西
宁静平和，人物活泼有趣，人事物都淡淡的又吸引人，就像
是一副印象派的画作，具体画的什么不清楚，满眼都只有光
影色的印象。没有去过湘西，也并没很渴望沿着沈从文的路
线走一次，是因为我知道我不会感受到沈从文的湘西。对于
那片土地，作者是全身心的爱恋，全无半点介意。很多人也
是爱着家乡，但心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不如意，可能是风
沙太大，梅雨季太潮湿，冬天太阴冷，邻居太粗鄙，乡亲没
文化，等等。每当看到爱恋家乡的文字背后那点介意，都会
想到沈从文。在沈从文笔下，家乡的一切都好，每一点一滴
汇聚成那幅叫湘西的画，缺了哪一笔，画都不成画，家乡都
不是家乡。

湘行散记读后感篇六

认真品味一部名著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此
时需要认真思考读后感如何写了哦。你想好怎么写读后感了
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湘行散记读后感，供大家参考
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在这游记中，我领悟到了湘西之美：这种兰科植物生根在悬
崖缝隙之间，或蔓延到松树枝丫上，长叶飘拂，花朵垂成一
长串，风致楚楚。“人人都知道那地方是武陵渔人发现的，
有桃花夹岸，芳草鲜美。远客来到，乡下人就杀鸡温酒，表
示欢送。”这更表达出了湘西景之优美，人之淳朴。这样的
湘西，叫我怎能不沉醉其中呢？当然，在游记中，我更多的，
是领悟到湘西人的纯朴心灵。书中，描写了许多水手，每一



个水手，都让我感到由衷的敬仰。他们，做着最辛苦的工作，
却只能拿到最微薄的工资。水手这样的工作，是危险系数最
高的工作，他们用的是最多的力气，而且，他们不仅是靠着
力气，他们甚至是拿着性命去拼啊！在船上，死了人，对于
船上的人来说早已习以为常了。

水手们从当上这个职位起，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就算
是这样，他们也任劳任怨，因为他们，担当的是全家的生活。
他们，有着最纯朴的心灵。

月光如水，照进了我的房屋，照在了桌上那本《湘行散记》
上。如果你细读这本书。不难发现，书中有很大一局部都在
写水手。书中精细的描写，让我重新穿越回了20世纪，目睹
了水手的生活。当时，当船向上游走时，必须有一位水手跳
入河中，不管天有多冷，水有多急。稍有不慎，下场只有被
大浪冲走，直接就殉职了。他们还只能拿到几乎没有的收入，
能填饱肚子就已经不错了！不过，当时有人同情这些英勇牺
牲的水手吗？没有，对于官绅富豪来说，他们只是被看做一
粒尘埃，在这世上，可有，可无。他们哪里懂得劳动人民的
艰辛？他们，只会享乐。而不是像劳动人民那样，用双手去
创造快乐、幸福。

在元朝，这样的现象也很严重：当时分为一、二、三、四等
人。四等人杀了一等人，非偿命不可，而一等人杀了四等人，
只用付一头毛驴的钱即可。好在，现在劳动人民的利益被彻
彻底底的改善了。随着科技的开展，水手们已不必下船冒着
生命的危险拉船了。而且，劳动人民已经与其他人平等了，
可以幸福地生活。死时，有一声浩浩荡荡的队伍来为他来送
葬，劳动人民从一定的意义上讲，终于获得了在社会的生存
权、平等权，面对这点，我非常快乐，同时也非常欣慰。

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国家可以真正的做到人人平等。



湘行散记读后感篇七

只有以心读过《湘行散记》，才能彻底走进作者的内心。作
者沈从文原本是一位军人，随着军队辗转各地后，尝尽了人
世间的苦，也阅尽了人世间的黑暗。在他心生厌恶后，便踏
上了文学创作一途。

作者沈从文虽然后来几乎都待在北京，但在他笔下最纯美、
澄明的，却仅有自己的故乡。或许，在他的记忆中，也只有
自己的故乡之地——湘西，是最美好的吧。也或许如其人所
说：“当过兵的人，活着回来，就回到了故乡。这也许也是
当时人们的悲哀吧。

《湘行散记》这一本书，如一面明镜，揭露了当时社会水手，
妓女等底层人民的低贱，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一文不值，这
一切似乎都在诉说那些人的悲哀，但当你看到最后，你一定
可以明白沈从文的——他是在赞扬这些人的美好品质。那些
水手每天的工资仅有1毛5，在世人眼中他们或许是卑微的，
低贱的，但通过《湘行散记》，我却看到了他们的另一面。
有些人，是重情重义的，例如水手牛保，他对着一个妓女，
却生出了真实的情感，甚至离别时，也是依依不舍。

再看看那些妓女们，在看《湘行散记》之前，我认为她们是
不知羞耻，甚至认为她们的命是不值一提的，但现在，我的
观点不同了，因为在沈从文笔中，她们的生命是非常顽强的，
你认为她是为了钱财吗？不，并不是，她们是为了让自己的
亲骨肉可以衣食无忧的长大，才会放弃她们宝贵的贞操的，
因为，她们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啊！

《湘行散记》这一本书诉讼了人道的黑暗，却也映射了人道
的伟大与坚强，这是本可歌可讼的史诗！



湘行散记读后感篇八

《湘行散记》是沈从文的散文集，前半部分湘行书简，是沈
从文在回湖南凤凰探亲期间写给新婚妻子张兆和的信件，也
附了三封张兆和写给沈从文的信；后半部分湘行散记，是沈
从文描写的路途中遇到的人和事，这些大半是引起他年少时
回忆的。

作家就是比普通人更敏感些，感情更充沛些，再加上有一种
本领，能把一切记录下来，就像沈从文说的：我以为人类是
个万能的东西，看到的一切，并各种感官能感到的一切，总
有什么办法用点什么东西保留下来，我且有这种自信，我的
笔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无论过了多少年，读者读到这部
作品，就好像自己也坐上了小船，看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民
国时期或缓或急的河流上及岸边人们生活的景象。

作家就是比普通人更有使命感、责任感，要记录历史，思考
人生的本质。沈从文提到，他这次回家，原是翻阅一本用人
事组成的历史。看到船上及吊脚楼里在生死边缘讨生活的男
男女女，他先前还向妻子提到这些人可怜的生、无所为的生，
生的没有价值，随即又被他们感动爱上他们。山头夕阳极感
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
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
十分温暖的爱着。我错了，这些人不需要我们来可怜，我们
应当来尊敬来爱。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却在自然上各担
负起自己那分命运，为自己、为儿女而活下去。不管怎样活，
却不逃避为了活而应有的'一切努力。故乡的山山水水，给了
沈从文许多智慧，看透人生的智慧。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爱是
不对等的，沈从文爱张兆和多一点。张兆和找胡适校长告状
沈老师总是给她写情书，胡适却说他非常顽固的爱着你，张
兆和回答我也非常顽固的不爱他。但从本书张兆和写给沈从
文的信中却看出张兆和很爱沈从文，最起码那个时期他们非
常非常甜蜜，沈从文称张兆和三三，无时无刻不在跟她分享
着一路的见闻。张兆和则称沈从文亲爱的二哥，她计算着沈



从文的行程，担心路上有事情，就连大风也刮起来了，像是
欺负人，发了狂似的到处粗暴地吼，发愁这风把我二哥的身
子吹成一块冰。真美！如今，通讯这么发达，这种相思怕也
是孩子们难以理解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