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从文故乡散文读后感 沈从文散文的读
后感(汇总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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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
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
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沈从文故乡散文读后感篇一

《湘行散记》这部散文集，记录了沈从文故乡湘西特异的山
水景致和风土人情。他以乡村中国的眼光表现普通人的命运
和质朴的生命形式，较多的继承了中国古代游记与笔记的传
统，能够简练流畅的写景叙事，穿插着对往昔的追忆，平和
之中自有其动人之处，名篇《箱子岩》、《桃园与沅州》。

湘西的纯美一尘不染仿如桃源。陶渊明描绘桃源，亦不
过“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就好比看
一幅晕着水的淡彩，通篇文字如同浅水一样地流淌，润泽着
读者的心。看似毫不用力的涂抹，出来的线条却清朗通灵；
几乎白描的手法，不杂一丝的议论，不着痕迹地触动读者的
心弦。

《鸭窠围的夜》中，“这地方是个长潭的转折处，两岸是高
大壁立千丈的山，山头上长着小小竹子，长年翠色人。这时
节两山只剩余一抹深黑，赖天空微明为画出一个轮廓。但在
黄昏里看来如一种奇迹的，却是两岸高处去水已三十丈上下
的吊脚楼。这些房子莫不俨然悬挂在半空中，借着黄昏的金
光，还可以把这些希奇的楼房形体，看得出个大略。”这里
写到了吊脚楼，它是一种民间建筑。美丽的湘西，山奇水异，
令人徘徊不忍归去。而古香古色、建筑风格特殊的吊脚楼，
更添得山水几分韵致。在沈从文先生的故乡凤凰城，沱江傍



城而过，当地人临河而居，一幢幢吊脚楼，高高低低参差错
落。吊脚楼的一端以河岸为支撑点，另一端则悬在水面，高
高的悬柱立于水中作为撑持，充满着一种力量的美。他将一
种普通的民居的生活场景展现在大家面前，一幅山、水、吊
脚楼完美结合的图画显现出来。《箱子岩》中还有这样的描述
“一列青黛崭削的石壁，夹江高矗，被夕阳烘炙成为一个五
彩屏障。

沈从文故乡散文读后感篇二

我知道，那是沈从文的世界，是他魂牵梦萦的一片乡土。有
一年出游，我也曾到过水雾蒙蒙的湘西小城，蜻蜓点水般掠
过那儿的青山绿水、黑瓦黄墙、吊脚楼，体味那一种久违的
安宁和潮湿，然而，不深刻，远没有这本薄书给我的多！

合上书本，一种莫名的情绪雪雾一样迅速包裹了我，可我说
不出哪是什么，似乎是书中反复出现的“薄薄的凄凉”，又
似乎不是，但它无比准确地击中了我，让我这个“现代文
明”武装到牙齿的庸俗之人，也不得不悲哀，不得不思考：
生命的卑微、朴素的爱情、人性的光辉、平淡的岁月、谜一
样的命运、冥冥中的天意，痛苦以及欢乐，追求以及失
落……善良的人们啊，其实想要的真不多！人总要坚守点什
么！不管是苦难还是幸福，不管走水路还是走旱路，不管是
负重还是轻松，酸甜苦辣总要一一尝过。心平气和，安安静
静地取走由造物分给你的那份生活，是苦是甜，均无须抱怨。
平凡的世界，无论发生过什么，正在发生什么，黄昏照样的
温柔，美丽，平静。

“要碾坊，还是要渡船？”这个苍凉的声音荡过万水千山，
经久在我耳边盘旋。

《沈从文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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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故乡散文读后感篇三

下面是我对他小说的一些看法，才疏学浅，有不到位的地方
请多多批评。

“朋友们，你们拉纤从这里经过，不拘是薄暮，是清晨，请
你们把歌声放轻。这土堆下面有一个年青朋友的长眠，他死
的是不很心甘的。”

看完上面这一段碑文，再加上《爹爹》第一节，对于纤夫生
活的叙述，很难相信沈从文在第二节开始只字不再提纤夫，
我还以为他会一直把纤夫那种悲苦命运延续下去呢。但是他
没有，而是转入了写那个叫做吴成杰的傩寿先生，原来那位
先生就那那位死者的爹爹。

这就是沈从文，他不会以情节来取悦读者，如果你看多了他
的文章就会发现，总是那样平平淡淡地开始然后再平平淡淡
地结束。但其中却有一种力量吸引着你看完，不是对最后结
局的关注。沈老先生的结局也总不会让你失望，即便《爹爹》
到最后，那个在众人心目中的好人也伴随着儿子而命归黄泉，
我们也看不到一丝的悲哀。为什么呢？这缘于他对儿子的爱，
这种爱就如琼瑶小说中所描写的爱情那样热烈，却又无限地



深沉。而你也始终都伴随着主人公感受那垂手可得的忧伤。

这位爹爹为他的儿子做过什么？没有，我们没有在小说中见
到他儿子的出现，因为小说一开始他就化作了一段碑文。

倒是那个近于“迂而且傻”的傩寿先生在妻子死后没有再续
弦，这与他本人没有多大关系，甚至还有人看上他的小康生
活而想从自己亲戚中选一相宜女人送给他，这都被他婉言谢
绝了。因为三十岁以前他怕后母对孩子不好，而三十岁以后
又要想着为孩子结婚娶媳妇了。

就是这么一位平凡的父亲，他却无时不在小说中表现着对自
己儿子的关爱，儿子活着的时候如此，儿子死后也不忘记，
只不过他把爱给了周围所有的人。

有人把沈从文的小说分为两大类，“一类用冷隽的写实笔调
表现都市绅士阶层的道德沦丧……一类用了温暖的抒情笔墨
描写村野间耕夫船户的淳朴人性……”(摘自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史》。)

如此看来，《爹爹》显然属于后一种类型了，但如果不多读
几遍你是体会不出其中的那份深沉的。看看其中关于傩俦先
生思维描写的一句话：“多吃一碗是为儿子欢喜，少吃一碗
饭是为儿俭积。”儿子死后，他关闭了药铺的门，去玉皇阁
与孤魂野鬼为邻，在长长的钟声下哭着过日子。

但只要有谁家的孩子被打伤、摔伤或者是被甘蔗割破了手，
他还是会去治疗，而且不收取报酬。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
把他们都当做了自己的儿子，只是自己对儿子的爱的一种延
续。又或者真如周围那些人所说的，他成了一个“好人”，
只是为了给那小城市的人看病而存活着，看上去夸张得有些
像童话了。

三个月后，傩俦先生的`药铺又重新开张了，但作者却没有再



写他是如何做生意，而那些病人不是很穷就是忘了带医药费，
而他又全然不在乎。

终于有一天，他可能是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又去玉皇阁找那
那个把念经看得并不比说话为有用处的和尚来为儿子做道场，
或者本就是打算为自己做的，作者在临终了这样安排情节，
不知道是无法为这深沉的爱找到更好的结局还是说说那位傩
俦先生的愚昧。谁知道呢？等以后我买来沈从文的小说来慢
慢研究吧。

看完沈从文的《爹爹》，原来小说也可以这样来写。如散文
般不必太在乎情节地去抒发自己的感情、表达对这个世界的
看法；又如诗歌，通过夸张的手法来创造一种意境，表现人
性的美与最实的情感和欲望。你也可以这样试试，让自己的
文章也浪漫一次。

沈从文故乡散文读后感篇四

春节期间，闲着没事让孩子给找几本书看看。孩子很高兴的
拿来几本，其中就有沈从文的散文集，尽管之前沈从文的书
我也读过几本，但我还是很认真的读了这本散文集，沈从文
的书大都以流畅细腻的手法，描写作者的故乡湘西纯朴的民
风为主。在这本书中给我影响深刻的是那篇《边城》。

在《边城》里作者描绘出诗一样幽静的画面；蜿蜒曲折的小
溪，白塔旁独居的老人，一个女孩，一条黄狗，“河中游鱼
来去皆可记数”。书里我们看到的人是纯朴，勤俭，友善，
和平的景象，管理这渡船的，就是住在塔下的那个老人。活
了十年，从二十岁起便守在这溪边，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
渡了多少年。年纪虽那么老了，本来应当休息了，但天不许
他休息，他仿佛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离开，他从不思索自己
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
”在写到主人公翠翠的时候是：“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
故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



黄鹿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
在渡船上遇陌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
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
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文章在写到掌管水码
头顺顺时说：“这个大方洒脱的人，事业虽十分顺手，却因
欢喜交朋结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明白出门人的甘
苦，理解失意人的心情……为人却那么公正无私……既正直
和平，又不爱财”。在说到两位年青人的时候，又写得是那
样受人欢迎：“结实如小公牛……豪放豁达，不拘常套小
节……和气亲人，不骄惰，不浮华。”而更让人称奇的那只
小狗也格外显得乖巧、懂事：“有时又与祖父黄狗一同在船
上，过渡时与祖父一同动手，船将岸边，祖父正向客人招呼：
‘慢点，慢点’时，那只黄狗便口衔绳子，最先一跃而上，
且俨然懂得如何方为尽职似的，把船绳紧衔着拖船拢岸。”

《边城》作者在给我们展现这一幅人与自然相得相融，优美
和谐图画的同时，却又流露出一副面对人生悲凉命运的无奈
与困惑的面孔。

联想到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得是那样的陌生和
功利。为了自身的利益，大家似乎都卷入你争我夺的潮流当
中。在建筑物空间越来越狭小的同时，人与人的心灵同样显
得狭窄；在交通便利的今天，人与人来往的途径是那样的便
捷，但人的沟通却是那样的艰难。一道墙，不单是隔绝了人
与人之间的居住场所，也同时隔绝了人心灵的来往；一扇防
盗门，似乎避免了外人的闯入，但同时也囚牢了自己与外界
的联络。

这样一篇文章读后，使人深思憧憬于湘西的神秘，向往那种
古老纯净的生活，感觉身在世外，又纠缠于作者这种矛盾的
知识分子心态，脑中只是一幅画面，一幅幽远心向往之的画
面。



沈从文故乡散文读后感篇五

我曾问过自己，何为命运？曾几何时一个桀骜的人也屈于把
命运挂在嘴边，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对于自身命运的逃避，看
似扣上了一顶硕大而沉重的帽子，却掩盖了不争而懦弱的事
实，而命之高低起伏，好坏与否，好像颠倒说之也能行得通。

我依然坚信努力是会有所回报的，这样的回报不是当下，而
是未来的某一天，你会庆幸当初的自己，那种执着和勇敢，
这个世界不是大多数人的以为就是正确的，不甘于平淡的人
生毕竟是少数。我曾相信只要一直奋斗下去，是会得到一个
期望值，而我，离这样的目标更近了一步。我会自认为过去
的辛苦是值得的，在那种嘲讽和笑妄的闲言碎语中，我挺住
了，而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华严经》云：“我当于一切众生中为首，为胜，为殊胜，
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意思是如果你修行佛法，
就应当做到极致。虚云大师曾说：“登山须登顶，人海须到
底。登山不到顶，则不知宇宙之宽广，入海不到底，则不知
沧海之深浅。”讲的是佛法的修行，对于真理的寻求应当抱
着探求究竟的态度。其实，就算你不修行佛法，做其他的事
情，也应当做到极致。只有在极致处，生命才有光辉。也只
有在极致处，才有可能通向最终的倒库。拖泥带水，瞻前顾
后，那么，就永远活在泥潭中。

佛陀说，“你是你自己的主人，没有人可以驾驭你。”我们
不相信有人回来奖励我们或惩罚我们，只有自己可以奖励自
己，或者惩罚自己。时间给我们的不该只是答案，还有坚韧，
宽厚与温柔。

当我从那个黑暗的年代走向寻找光明的路途，我遥望本该坎
坷的征程，当有那么一点希望时，我是欣慰的，沿着生命的
海岸线一路向前，再也找不回年少的印迹，岁月，抹去了我
固有而璀璨的青春，剥夺了我的青涩，却留守了我的轻狂，



我以稳重的步伐走向成熟，也亲手打开一场期盼已久的纤窗。

好一番到极致的梦想，既然奔跑着，就别停下。我不能说自
己是个怎样的人，曾被一些人否定的我，又何须今时今日在
乎他们的眼光。我想有一天，当我那些被人可笑和看似不切
实际的未来变成真，我想我也会一笑而过，毕竟这些人给了
我叛逆和倔强。既然选择了，就一直铿锵，既然学会了行走，
就继续学着奔跑远方。

当我一天天在走向奔三的时光中，后来的我时常觉得人不属
于动物，人的生命更像是季节，春夏秋冬，寒冷的冬天总会
突然来到，让人猝不及防，可春天也一定会如期而至。

想象着那些看不到希望的日子，我心里忽然变得坦然起来，
人，必须接受自己是孤独的。孤独是我们自找的，因为我们
太珍惜自我。太多习惯用你拥有多少东西来评判你是谁，其
实你的身份并不是靠你拥有什么来决定的，这两者是不同的。
我不是一个证悟了的人，我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我又很多
的恐惧失败和期望，有人说：“只要人的心里有不安全感存
在，就一定会有信仰。"人要有信仰，可我是缺少了，这是极
其可悲的事情，我想思考了无数次我该需要怎样的人生，或
者是我该要如何走，怎么走。我不禁感叹了无数次我们生存
的这个空间，对，一切变的太快了，人们往往走得也太快了，
太快的结果都好像是为了赚钱，赚钱为了什么，为了获得幸
福，为了自我满足与需求，我们拼命赚钱，可是我们的视野
太狭隘了，狭隘到只剩下金钱了。

时间不会等我们去虚度，但一定会等到给我们一个结果，我
们走成了有限的生命，却也拓展了无限的可能，我们漫步人
生，也行于霞光满溢的陌路，做一个忐忑的行者，坚忍出自
我的大好红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