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回家这本书读后感言(汇总9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那
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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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这本书读后感言篇一

家，一个多么温暖的地方，因为那里会有一盏亮着的灯。

那时，我在奶奶家。爸爸每天出去工作，直到很晚才回家。
所以，家门前那盏老灯，总是亮着。

暗黄色的灯光不亮，但散发着一股亲和感。这盏灯已经亮了
一会了，作为这个街道唯一的一盏亮起的灯，它，只是等候
一个人归来。

每当晚上九点钟到来时，整条小街就安静了，而屋前那盏灯
也亮了起来。昏暗的街道里，出现了一个小黄点，那是我家
亮起的灯。

每当这时，奶奶就会安顿好小妹妹，然后趴在窗台上，眺望
小路的心头――那是爸爸回来的方向，也是小街的入口。那
时的奶奶是那么的慈祥，皱纹舒展开，眉头低垂，右手撑着
右脸，简直像一个十八岁的小姑娘。

那时的我们早已睡下，街道上传来电动车的声音――爸爸回
来了！奶奶赶紧奔下去，打开了门，好让爸爸停车。这时，
爸爸就会责问奶奶：“这么晚了，怎么还没去睡觉？”奶奶
便一边收拾一边回答：“年纪大了，不用睡多少觉。如果你
没回来，睡也睡不安稳。”说完，奶奶好像被灯光称得无比
高大。爸爸的眼圈也不禁红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爸爸的加班时间越来越少，我的补习
班却越来越多。

回到了家的小巷，黑得不敢前行。一望，一个小黄点若隐若
现――我家的灯！一个光点在黑暗中显得很孤独，可那对我
来说，是家庭的温暖。我坚定地踏进了那片黑暗里。门打开
后，是妈妈的笑脸。

爱，凝聚在门口的那盏灯上。温暖，也凝聚在门口的那盏灯
上。

回家这本书读后感言篇二

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总是早出晚归。每当我一觉醒来，扯
着兔子布偶的耳朵，迷迷糊糊地走出房门，只见客厅亮着一
盏暖洋洋的灯，灯光是暖色系，橙中带着一点儿白色。我转
头看向沙发，爸爸一脸疲倦，坐在沙发上，双手撑着脑袋，
头一点一点，如同小鸡啄米一般。

我不解地问：“爸，您为什么不去睡？”爸爸摇了摇
头，“我不能睡，要等你妈妈，我要让她明白，无论如何，
这里都会等着她，包容她。”我站在不远处，仿佛明白了什
么，心中仿佛多了些什么。

多年后，妈妈的工作稳定了，早出晚归的反而成了我。妈妈
同父亲一样，开着一盏灯，宁可彻夜不眠也要等我回家。每
当大门外传来我的脚步声，母亲便是最开心的时刻。

我下了补习班，便匆匆忙忙往回赶，生怕晚一些母亲会担心。
我远远地看见窗户里那些微弱的灯光，心中生出一股暖意，
立了片刻，我加快了脚步。

夜深了，但，爱比夜更深。



回家这本书读后感言篇三

曾几何时，我渐渐地长大了。

我虽是个男孩子，但向来怕黑，或许是我小时候看鬼故事多
了的原故吧。妈妈自从知道这点以后，只要我在外面，她一
定会在家里亮着灯，无论多晚，都等我回家。

想到这儿，我不禁加快了脚步，好像风吹一样往家疾步走去。

刚刚敲了一下门，我还没反应过来，妈妈便以迅雷不及掩耳
之势开了门冲出来，启朱唇，露银牙，笑着对我说：“回来
啦？桌上有一杯牛奶。”

正当我坐下时，妈妈递给我一杯奶说：“喝吧，热过了。”

我张张嘴，香、甜、滑的牛奶以不可节制的速度冲向我的胃
中。我顿时感到凉凉的身体又热起来了。天底下最好喝的奶，
莫过于妈妈泡的。

想着，想着，眼眶湿润着，一颗豆大的泪珠落在地上。妈妈
见状，心疼地问：“怎么了？被吹到眼睛了吧？叫你别站那
么高，你偏要站。”妈妈的话，也夹着浓浓的爱呢！

再仰头，那灯光似乎不那么刺眼了。好像，好像渐渐地变成
了一个爱心。

在空荡荡的黑夜，灯如同一个路标，为路上的人指引着家的
方向；在空荡荡的黑夜，母亲给予我的也就只有一盏灯、一
杯牛奶，还有她一腔的爱。

在遥远的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是否也有一个待归家的孩子，
也有一盏亮着的灯，也有一杯牛奶。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
在那里一定也有一个充满爱的母亲。



亮一盏灯，等您回家。

回家这本书读后感言篇四

加拿大著名动物小说作家西顿，他的书我几乎全部看过，可
让我印象最深的却是这一本《吉吉的回家路》。

这本书讲了小母猫吉吉，先丧兄弟姐妹，后失去慈爱母亲，
它坚强极了，努力成长，被宠物店老板马利包装后，摇身一
变成了贵族猫，新主人公爵夫人极宠爱它，但吉吉渴望自由，
历尽艰辛逃了出来，挨过严冬，得到自由，又得到原先宠物
店善良黑人萨米照顾，得到自由与大黄猫生下几只小猫，生
活幸福美满，它的智慧与气质得到人们的一致赞赏。

我痛恨动物商店老板马利，他没疼爱过那些小动物，在他眼
里，动物不过是一笔金钱，他爱慕虚荣，从不尊重动物，动
物心中的想法，他不管不顾，强迫动物做它们不愿做的事情，
他真是一个猪狗不如的人！

动物难道不是一个生命吗？有的人类虐待动物，毫无内疚，
眉头也不皱一下。它们渴望自由，即使温饱无忧又怎样？做
为一只猫，它们何时想要过虚无缥缈的荣誉又或安逸舒适的
生活？它们要的，不过是平平安安，自由自在。吉吉说
过“这些东西我都不要！我要自由的生活”

我要在此劝告人类，动物皆爱自由，请尊重它们！我也要祝
福吉吉，愿你生活幸福美满，永远自由！

回家这本书读后感言篇五

五年级了，功课反而多了，上补习班的时间将近占了一个星
期的一半，总感觉忘记什么似的，其实是多虑了。但，上补
习班的时间总是在晚上，每晚补习到10：30。



回到家里，已经是晚上11：09了，我无精打采的扔下补习袋，
无力地走向大厅。“宝贝，回来啦！”妈妈亲切地问道，这
时我才发现，客厅是亮的，“现在还不是夏天，就穿短裤了，
不怕着凉吗？现在妈妈的几个同事都着凉了，她们上的课全
都要我带，嗓子都唱哑了。”妈妈苦笑。“妈妈，您为什么
不睡觉？”我不解地问。“你怕黑，我不敢关灯，怕你不敢
进门。”妈妈一边给我找一条长薄睡裤，一边回答道。

我的身体不禁颤抖了一下，觉得妈妈应该睡早一些，不应该
在客厅里等我，我不怕黑，应该是妈妈找了个借口，等待着
我的敲门声，她才会放心，所以她就开着灯，向阳台眺望我
的身影，直到看到我的身影，她才会放下心。

我眼睛完全不受控制了，两滴水珠轻轻地，滴在了地板上，
妈妈高兴地说：“找到了！穿上去睡觉吧！”

我快步走向房间，关上灯，趴在床上，泪珠不受控制，一滴
一滴滚落下来，这几盏灯，不只是几盏普通的灯，里面含着
无数的母爱，要不是妈妈对我的爱，有可能妈妈真的睡着了，
到时候，我就进不了家了。

“喂！你还没换睡衣呢！刚才睡衣在我手里，我扔到你床上，
你自己穿上。”说完，妈就走了，那几盏灯，还亮着，我清
楚地看见，妈妈的眼圈，也红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应该是她太操劳了，感到委屈，这种说法
是错的，应该是她能看见我安全回家，就感到开心吧。

一盏灯上的母爱，是无限的，但她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
能用心去感受，去体会。

那盏灯，还亮着，母爱，还延续着。



回家这本书读后感言篇六

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把那些好书尽数读完，但拖延症重度
患者的我，读完一本书真的是太磨叽了。尤其一些外国名著，
又厚又长，我总感觉自己需要人来点拨，才能读懂。而且需
要在特定的环境下，才能读的进去，才能静下心去读。而这本
《读书就是回家》把我的一些顾虑给打消了。

化繁为简，回家听故事。这本《读书就是回家有爱篇》将
《傲慢与偏见》《百年孤独》《简爱》等十一篇以“情感”
为主题的经典名著浓缩成一本，化繁为简，把书读薄，就像
一个老师在给你画重点一样，把名著用自己的话讲给你听。

我觉得有点类似我在短视频app上看的电影解说，电影解说是
将两三个小时的电影浓缩成几分钟或十几分钟的短视频，你
可以在短短的几分钟里将她了解清楚。

而这本书不仅仅如此，他除了涵盖内容外还有作者简介，更
是在后面给予了点拨，如《霍乱时期的爱情》，他还带我们
回顾了故事里主要人物带给我们的启发，让我们除了更了解
主角外还能在他们身上学到东西。

回家这本书读后感言篇七

当我将《再见童年》从头至尾读过几遍之后，我感到自己仿
佛从一座岁月的画廊走过，蜿蜒的走廊两侧排列开一幅幅关
于记忆的图画，我像是一位时光的参观者，手中的文字就是
我的入场券，与过往时空中一段段回忆彼此凝视，做着将平
仄、韵脚、对仗还原为一种生活的努力，这时，我才感觉到
灵魂在这些文字的缝隙之间慢慢舒展开来，周遭的喧哗和浮
躁变得安静，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注入身体，即使时空相隔，
文字承载的情感仍然可以用诗的方式传达到我的心灵，告诉
我那些远去的记忆并不陌生，在我们的语言里，在我们笔下
的文字里，它依然崭新如初，它可以被我们召唤回心中，成



为手心里可以牢牢握紧的凭证，在黑夜中，照亮我们和所有
那些拒绝遗忘的人们。

诗，与其说是中国文化最高成就的代表，不如说，诗就是我
们的生活本身，古人说“诗言志”，还说“不学诗无以言”，
这种将语言进一步提纯的工作，正是祖先将生活建设其上的
开始。人类天生拥有一种表达的本能，表达对周围人和事物
的情感和认知，这种本能伴随人类步步前行，在一个语言成
熟，且文字被创造出来的世界里，这种本能得到进一步的开
发，诗，就是人类精神领域的边界，而那些被称为“诗人”
的人，却无一不在做着穿越边界的冲刺，随着每一次成功的
突破，人类的精神世界得到扩展，站在新的领域，期待着下
一次的穿越。于是我们就看到诗，从千年前的语境中一路走
来，从《诗经》、《楚辞》，乐府、古体、近体、律诗、绝
句，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从两汉、魏晋、南北朝、唐
诗，从宋词开始的嬗变，到元曲……诗的外延将所有表达的
愿望收入其中，汇聚成为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流，每一件作品，
都是这条河流中的一滴，裹挟着时间如斯而去，被生活吸收
的部分，就渗入语言的土壤，组成我们母语的骨骼和血肉；
而那些被主流话语拒绝的文字，则重新回到洪流中去，朝向
人类精神的大海一去不返。

这世界上，有些事情可以改变，有些则永远不变。即使在一个
“口语诗”、“梨花体”大行其道的语境下，也丝毫不影响，
那些饱经风霜的文体，完成其奥德赛式的回归。这是汉语赋
予我们每个人的权利，只是，这种权利同时意味着一种责任，
作为一名观察者，作为一名写作者，作为一名记录者，尤其
在汉语的历史上，这种责任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有时过于沉
重，于是就看到他们在面对墨与纸时转身的背影和无声地出
走。但是，这并非全部的选择，依然还有人选择了灵魂的冒
险，用激荡的才情和文字与大地签订终身契约，在役使灵感
集中笔尖的同时，背负起文化和道义的双重责任，就成为一
个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者始终的宿命。



人类从伊甸园放逐，语言的诺亚方舟是否可以重返失落的精
神家园？《再见童年》对这道西学问题给出了一个方块字的
回答。记忆，人类精神力量的源头，在这片大地上，竟然成
为了一种稀缺资源，通过垄断记忆而垄断权力，可以说是掌
权者问鼎后的首要工作。因此，记忆，就成为了真相的同义
词。我们拥有多少记忆，或者说，我们能寻找回多少记忆，
就成为了能否抵达自由的关键。但是，自由只有在暗哑无语
的情况下，才越发光亮，在一个遍布阳光的环境下，甚至感
觉不到它的反光。自由对每个人的重要，却不是人的唯一性
质。心灵的丰富，就像六十亿张各异的面孔和表情，让每一
种情感淋漓尽致地抒发，才是让生命完整的唯一途径。而在
一个记忆缺席的现状下，保持尊严，将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
情。

我们一直在从童年出走，知道天堂已经远去，了解无忧无虑
地幸福只会在梦境里重现，时间推动着我们的年轮匆忙驶过，
哪怕只是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什
么样的画面和情愫涌上心头，成为我们心中挥之不去的旋律？
我想更多的人是一种无奈和后悔吧。在一个普遍失语的环境
下，大多数人的心路历程并无异样，苦难会摧毁一个人的生
活和精神，但是，苦难也会让人成长和坚强，使那些原本晶
莹脆弱的心灵得到时间的淬炼，拥有金刚石一般的硬度和纯
度，将情感的原质永恒保留于璀璨的一刹。这，真是作为凡
人的物种，不可思议的奇迹，为此，除了称颂那远远高于人
类的存在；还有，要感激那些帮助我们寻找到回家之路的诗
人。

《再见童年》的内容，全部取材于作者幼年时的经历，从历
史的坐标上望去，作者成长的岁月，这里的空间正在经历一
个又一个的巨变。作者曾说“我的眼睛具有照相机一般的性
质，可以对过去某个场景准确地再现”。的确如此，看过
《再见童年》图画，就知道，这并非虚言，作者没有受过任
何专业的绘画训练，牛刀小试则是在十年前作者出版的《闲
趣》中初露峥嵘。而今天将两个时期的绘画放置于一起参照，



作者在十年前的向度上一日千里。这里只举两个小处：写在
清真饭馆挂毯上的铭文；挂在墙上的古帖，都并非空穴来风，
凭空臆造。

图像是具体的，尤其是准确还原记忆的图像，那么相对而言，
诗，就是抽象的，较之于画的创作，诗，有它特殊的难度。
如果将这本集子直接呈现在眼前，那么作为读者的我，会有
一种对文字的感受；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笔者有幸目睹了在
整个诗集创作过程中，作者对诗的认知和创作所经历的一个
个阶段，其中的思索和用力，几乎无法，也不能为外人道也。

诗画集，诗画般配，相得益彰，可谓不言自明。但是，作者
没有重蹈旧辙，诗，不仅是画面的注解，而且本身也要独立
成篇，完成自我叙述的轮回。一首诗，既要画龙点睛打开图
像背后的时间纵深，也要字镌金石成为大地上一个不可忽视
的坐标点，把历史的真相和未来的命运指给寻路而来的人们。
入画、出画，形成图像与文字之间的美学张力。因此，即使
将集子中所有的画面抽去，从文字的角度来看，这本诗集依
然富有审美上的自洽。

文体之间的比较。诗的创作中，作者参对笔者说过，此次的
创作要在两个向度超越十年前的作品，画，已经做到了；所
余就是诗的部分。首要的问题，就是围绕文体的选择。在
《闲趣》中，作者大量的用曲的形式，兼有少量的词和诗。
而这一次，作者笑称“将文体拦截在词的范畴”。理论上，
旧体诗要比词难操作，而词又难于曲，这样的三重递进关系，
只有在实际运用的情况下，才能凸现出文体上的落差。这本
诗集除了少量的词以外，大多是律诗。可以看出作者的苦心
孤诣，要为思想和情感寻找一种最贴切的文体，作者也说
过“用诗不易表达的主题，用词就很轻易的完成了”。

主题与创作。这本集子的创作过程可以大致分为两部分，第
一阶段是画，第二阶段是诗。作者在凭借记忆画出的120幅画
中，选取了今天看到的100幅，并一一配诗。作者在作画时，



并没有考虑为诗的写作提供任何意义上的便利，但是进入写
诗阶段之后，有趣的事情就出现了，因为在这100幅画面之中，
有许多主题操作起来相当困难。类似于100到命题作文，有的
题目势如破竹，有的则剑走偏锋。比如说《烫臭虫》一诗，
作者也承认，花的时间最久，与其说难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切
入点，不如说要在思与美之间寻找一个平衡，来铺排言路和
诗情。作者也说“正因为那些难以表现的主题，才让创作的
过程充满乐趣”。

《再见童年》实际创作的过程历时八个多月的时间，几乎在
同一时间轴上，我也投入进一次漫长的写作之中。这段时间，
作者和我保持着联系，交流写作心得，并及时更新我们的创
作理论。那是一段难忘的时光。当我们都完成了手边的写作
时，才发现冬春暗替。就在作者全身心地投入写作的时间里，
同时也完成了一次从主流话语出走的旅行。诗，究竟能否在
如今的汉语世界中，传达作者的心声？我不敢肯定，但是我
知道，文字如同生长在大地上的植物，只有将根系紧紧抓住
土壤，才能获取生命的动力。将那些远去的语法和修辞从文
字的旷野唤回，在光荣和辉煌早已被时间穿蚀斑驳之后，文
体背后的真髓才放射出恒久的光芒。只要我们还在说汉语，
书写汉字，那么，前人在文字之中注入的思考和情感就不会
无声流逝，它也许会长久地缺席，被迫或自我放逐，但是，
文字永远朝着心灵之家前行，无论崎岖和风雨，我们注定抵
达彼岸！

诗，不是用来评论的，实际上也无法评论，诗就是诗，是它
本身，却又是一切。一首诗，在每一个读者眼中、心中，都
是不同的，都有着它独特的美，而这种美，是无法形容，也
不能表达，只是心领神会的瞬间，这一刻，神说：“成
了。”

回家这本书读后感言篇八

爱是人类最朴素的情感，也是穷尽无数文字无法准确刻划的



情感。有爱的人生是幸福的，无爱的人生未必不幸。在幸福
与不幸之间，为文人骚客留下了创作的空间。

进入现代化，生活节奏就如同一枚离弦之箭，越飞越快、越
飞越高。当目光只锁定靶心时，是无法对弓弦有一丝一毫的
情感。经典的作品作为弓弦，被人所敬畏是必然的，不过隐
藏在敬畏之下的是懒惰与焦虑。读者只愿意花极少的时间去
获得极多的知识容量。《读书就是回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
勾挑起我们对于经典作品的渴望，但我们已经无法回到一个
宁静的环境，读书、悟理。

由于选录的十一部以情感为主题且有影响力的作品，并不是
一人所创，而是采取了众筹的方式，难免在风格、意味、品
质上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异。有些作品，假使你只知道书名，
却从来没有见过内在的文字，仅凭阅读爱好者的解读，仍然
觉得这是一种无奈，没有脉络的故事并不能激起内心的波澜，
更不要说有助于我们精神大厦的构筑。

坦率地说，对于《读书就是回家》所选录的作品，我们并非
一无所知，至少从此前的教育与阅读中知之一二，虽然说不
清楚故事中人物的名称乃至性格，但对于它们所代表的社会
意义多半还是先于文字所感知。尤其是关于活着的意义，不
是单纯地为了在爱的名义下互相取暖，而是让利己的前提下
做到利他，让世界因为你我的相识、相知、相融而灿烂。

《读书就是回家》的特色就是将历时般的存在以同时代的文
学习性加以剖析，尽管我们无能为力去回到作品写作的时代，
但是不妨，因为我们有想象力。联想当下自己的遭遇，对于
故事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至少有现代人的判断，即使仍然
不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宏大的计划，其“宏大”二字不在于文字的堆砌，而在于氛
围的营造。于杭州西溪一畔，构筑一个远离电子产品的环境，
让读书之人有机会摒弃一切世俗的侵扰，与书中的人物对话，



无论是真实的交往，还是虚幻的沟通，总有一种情感是值得
纪念的，我们真的能做到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世界、想问题、
做决策。

勇敢地迈出第一步，是所有事件最为重要的。每个人在某一
瞬间可以邂逅爱情，走进婚姻，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因爱情而
欢乐、因婚姻而幸福，毕竟于三千弱水之中取一瓢饮，既需
要放弃的勇气，也需要选择的智慧。

回家这本书读后感言篇九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妈妈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是理所当
然的。于是，当妈妈忘记了给我们做这样那样的事情之后，
我们却咒骂了，埋怨了，生气了……殊不知，那些事情都是
我们自己应该做的。

蓦然回首，才发现自己远远没有长大。我们幼年的顽皮，成
长的艰辛，与生俱来的弱点，异于常人的禀赋……从小到大
最详尽的档案，每一次失败与成功的纪录，都贮存在妈妈宁
静的眼中。妈妈是印证我们成长的人。我们曾经满世界的寻
找真诚，却不知最想要的真诚就在妈妈那里。

所以，我们要学会珍惜身边的人，对对自己好的人，用自己
的真诚去对待他们，帮助他们，关心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