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我的伊豆读后感 伊豆的舞女读后
感(优秀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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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
下吧。

我的伊豆读后感篇一

不知该如何评价这篇小说。少男少女朦胧的初恋，这怕是人
间最美的风景之一了。描述这种情感的文艺作品有很多。但如
《伊豆的舞女》这样，将这种情愫描述的如此动人的作品，
却是极少的。如果想怀念一下纯真的少年时光，回忆一下某
段遗憾错过的情感，就来读这篇小说吧!

其实这篇小说的故事很简单，人物也不多。描述的人物在现
实生活中都很普通。但是每个人物都是栩栩如生，就像在读
者眼前一样。这正是作者的厉害之处。不愧是诺贝尔文学奖
得主。

作者并没有描写太多内容，只抓住了旅途中少年少女纯真朦
胧的情愫这一点，巧妙再现了这一丝情感，于细微处打动了
读者的内心。作品不一定要写的波澜壮阔、结构宏大，细微
之处写到极致，一样可成为永恒的作品。

我的伊豆读后感篇二

拾起《伊豆的舞女》这本书，樱花一样纯美的封面就如同它
的介绍一般——“世界上最美丽的初恋”。这是川端康成的
短篇合集，前半本是他自传性的经历，后半本则写了许多生
活化的故事，其中包括这篇《伊豆的舞女》。



作者在里面描写的每个人物好像都是善良的，那山间驻留时
遇见的老妇，那南伊豆温泉时碰到的纸商人，那一路陪伴主
人公的荣吉、千代子、百代子以及与主人公互吐情愫的熏子，
那在最后临行时遇见的矿工们和在船上邻座的准备去东京赶
考的少年。当然还有主人公自己。作者在篇幅不多的文章中，
有详有略的叙述了自己在这一短途旅行中遇见的各色人。他
们经历着各自的生活，从事着各自的职业。但总是能看到的
共性：他们都是那么平易近人，古朴的民风伴着温厚的民俗。
让人从始至终心里都是温暖的。
川端康成的文字影像感极强，笔触尤为细腻，我有种错觉是
在看纸上的电影，阅读中脑海里总是不停浮现出一帧帧的图
画。最美丽的事物往往充满着遗憾，少年与舞女这段初恋之
所以美丽，也是因为它的透明与破碎。黑暗的隧道，冰冷的
雨滴，通往伊豆的出口微微透出了亮光……流淌在这些字里
行间的暧昧，然而爱就在唇边，却没有人能够说出口，甚至
连眼角眉梢的欢欣也要妥善隐藏。少年的爱情，带着没来由
的恐惧与踌躇，没有钱，即便舍不下那诚挚的舞女，终究轻
言离开了。舞女的爱情，赤诚而纯粹，但她只是居无定所的
卖艺人，也许就要在生活的逼迫之下失去贞洁，永远也不敢
奢望那个少年的爱。
合上书页，淡淡的哀愁萦绕心间，沉浸在故事带来的无力感
之中。川端康成的文字如同一杯香茗，读后唇齿之间留有淡
淡的香气。那美的感觉正像书中的少年所言：“我的头脑恍
如变成了一池清水，一滴滴溢了出来，后来什么都没有留下，
顿时觉得舒畅了。”（刘佳宁）

我的伊豆读后感篇三

知君情深意也厚，忆人全在不言中。

“我任凭泪泉涌流。我的头脑恍如变成了一池清水，一滴滴
溢了出来，后来什么也没有留下，顿时觉得舒畅



了。”“我”最终还是离开了，一场宛若樱花般美丽的旅途，
一场纯洁而美丽的爱情，还未完就待续……朦朦胧胧的情愫，
隔着薄薄的一张纸，却没有捅破，微微透着遗憾和感伤。

熏子，在那个学生哥心中你“简直美丽极了”。在浴场，你
一丝不挂地跑出来，伸张双臂，叫喊着什么。看到学生哥，
你反而踮起足尖，兴奋愉悦。难以相象，你是有多开心。的
确，你更像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呢，没有所谓的害羞。
和这个你佩服的学生哥在一起，你的脸总是绯红。听到他可
以和你同行，你的微笑瞬间绽放;离别之际，你紧闭双唇，想
说什么吧，想表达留念之意。我难过你望着船儿离开，始终
紧闭双唇。誓[注:盟：盟约;誓：誓言。指男女相爱时立下的
誓言，表示爱情要象山和海一样永恒不变。]。他们只是通过
几次回眸，几滴清泪来诠释这若有似无的情愫，于是眼波流
转之间，上演了一出青涩而忧郁的如烟似雾的少年情怀。

舞女熏子不但爱好唱歌跳舞，还擅长下棋，棋艺非凡，还热
衷诗词文章，纵使艺人在老太婆乃至当时人们眼中是卑微的，
是“哪儿有客人就住在哪儿”的低贱之人，但在“我”眼中
并不这么认为，她下棋时和听文章时的专注给“我”留了深
刻的印象。动身前一天晚上，熏子本想和我一起去看的电影，
却得不到阿妈的同意，她显得很淡漠，可以想象她心中有多
遗憾，会不会甚至有怨恨。川端康成塑造了一个清纯，可爱
的舞女，丰富的内心，细致的人物刻画描写是这篇文章的精
彩之处。

我的伊豆读后感篇四

人在旅行中，怕是格外容易动情，你想，在令人沉醉的景色
里，暂时忘却了平时的诸多烦扰和羁绊，偶然遇见一个人，
增添了无限旅行的情趣，在这段不过问从前、不追寻未来的
时间里，默默经历，很难不流连忘返吧。

读《伊豆的舞女》，第一个感受是，徒步旅行真好。从早到



晚，都在路上，山路是弯弯曲曲的，骤雨白亮亮地笼罩着茂
密的衫林；深秋时节，浑身起了鸡皮疙瘩，然后进到温暖的
房间，看优美的幽谷深不见底；黑黢黢的隧道，前面的出口
露出了小小的光亮，像是焦灼的心找到了希望……在迅猛的
急雨中坐立不安，担心“她”受伤；在海上的晨曦、温暖的
山腹中观赏旭日，与“她”愈发亲厚。不知道是那次躲雨让
座暗生了情愫，还是伊豆的阳春天气里，她孩子般的满心喜
悦，荡涤着我的心，总之，在那个山巅，他们二人先于其他
人到达停歇时，世界安静得只能听见小鸟停落在枝头上时摇
动树枝的沙沙声，也许有那么一秒，他们心里都希望过，时
间就此停下吧，停在最纯粹、最热忱也最真挚的爱人心里间。

事实上，“我”从汤川桥偶遇，到在汤岛的旅馆看巡回艺人
演出，接着出现小说开头在天城岭北口的茶馆避雨，再一同
作伴至伊豆的汤野温泉，最后去下田的“甲州屋”客店做七
七，一路旅行，故事重点虽然是与巡回艺人日渐亲厚以及对
舞女暗生情愫，但作者通过“我”的眼光，呈现出的自然风
光也丝毫不比这份感情的美感逊色，甚至我觉得，正是作者
有意无意地勾勒出来的沿途景象，与情感暗自契合，或骤雨
急促，我心里亦七上八下；或在黑暗的街市中，恍惚听得鼓
声，（舞女的专长是鼓）我眼泪扑簌，如此种种，烘托出一
种冷寂迷离的氛围，使读者也不自觉地感到又美又喜又愁。
想来川端康成本人应该十分熟悉这一路上的风光，随着故事
的不断展开与推进，景色也慢慢变化着，好似信手拈来，像
电影里一扫而过又不容忽视的镜头，当然更多时候，主角们
就站在那些景象里，在作者描绘的令人爱恋的.气氛里。于是
很难说，看完这篇小说，究竟是景色，还是故事占了上风，
但从名字“伊豆的舞女”来看，大概在作者心中，这二者也
是不能分离的，伊豆容纳了舞女清丽稚气的美，舞女也显现
着伊豆的晶莹透明。

第二个真切的感受，也是初中初读被吸引的主要原因，（毕
竟是那样的年纪）暗恋真好。小说从“我”——一个高等学
校的二十岁学生的视角叙述，“我”的感情自然明明白白。



一开头，我就在赶路，既因为骤雨，也因一个希望，到了茶
馆，果然如愿以偿，哦，“我”因着一个美丽的舞女心里七
上八下呢。终于重逢舞女了，却呆若木鸡，用香烟掩饰自己
的慌张，甚至对于舞女让座也来不及说声谢谢，以至于舞女
一行人离开时，我仍假装不在意，心里却焦灼万分，盘算如
何赶上他们。到后来终于赶上了，却不好意思突然放慢脚步，
便佯装冷漠。这时候，如同许多青春电影里，羞涩的主人公
的相遇，总需要机会，舞女的哥哥搭讪了——赶路时的一句
客套话“您走得真快！”。“我”如释重负，想来读者亦如
此。而舞女呢？无论是端茶的慌张颤抖，还是求我替她朗读，
为我抖裙裤下摆，找手杖，无法同看电影时抚摸小狗的头而
没勇气看我，离别时悄悄在码头等我，舞女对我隐隐约约的
爱恋却表达不出，都细腻得让人或多或少看到自己暗恋时的
影子，笨拙地靠近，克制地伤感，不了了之时无奈的回避。
暗恋真好，也真让人伤神。

故事就那样开始了，两个害羞的年轻人慢慢靠近着。一个
是“孤儿气质”，为躲避忧郁而踏上旅途的高中生，一个是
看上去像十七八岁的妙龄女子，而实际上只有十四岁的，有
着古雅鹅蛋脸，丰厚黑发的舞女。在旁人眼里，巡回艺人不
过是一伙出卖声色，长年奔波，甚至不被允许进村的“下等
人”，而学生哥，人们光是看到那一顶制帽便高看一眼，这
两种人，似乎不搭边界。但“我”却从未轻视艺人，也不带
有有色眼镜似的猎奇心理，只是自然而然地与他们亲密起来，
像朋友一样关心，甚而到后面，忘却了他们艺人的身份，
我“脱下了高中制帽，戴上便帽”，与他们浑然一类人了。
作者在这里给我们示范了一个极好的结交朋友的例子——放
下傲慢与偏见，带着最纯粹的尊重与感情，才能走进彼此的
心间。

要说这个故事最美的，除了细腻的感情，大概还有作者最擅
长捕捉的细节美，尤其是女性的。川端康成似乎总是很擅长
从平凡的人身上发现特别的美感，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说，在
作者心里，这些角色大概就是不平凡的，这也是日本文学或



影视作品一以贯之的精神，主人公放之偌大的花花世界或许
平凡得激不起一丝涟漪，但在彼此眼中却独特而可贵，“你
将来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这样的话常常可以听到。换
句俗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从“我”的角度来看，舞
女真是美得真实可爱了。秀美的黑发，娇媚的双目，认真的
神态，使我感到“用笑起来像一朵鲜花形容她，是恰如其分
的。”在伊豆的温泉浴场，舞女满心喜悦地向我打招呼，像
一株小梧桐似的洁白的裸体，毫不掩饰的孩子气；我偶然闯
进艺人的卧铺，看到舞女带着残妆的睡相，那天生的自然而
然的羞涩柔媚，美得纯粹。一句简单的“您带我去看电影好
吗”也美如那天她背后的皓月，一个等候的倩影也牵动我的
情丝。甚而连“鼓声”也是舞女的美——从见到舞女提着鼓，
到“每次听见鼓声，心胸就豁然开朗”，以至于悲伤时“觉
得远方不断隐约地传来鼓声”，舞女和鼓声，都在我心中融
为一体。一切画面，都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典型日式滤镜，干
净，轻盈，柔和，清冷。正像日本的胶片写真，带着陈旧的
颗粒感，丰富的人物细节与情绪，以及平凡的魅力，不需要
美得惊人，倾国倾城，各自都有各自的好，连雀斑也是优点。

故事的结局，和许多无疾而终的暗恋一样——没有结局。你
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赴明年之约，这一年的感情是否变化。
当然你也不需要知道这些，只管感受这暂时的美好便是，正
如文末说的，“我感到一切的一切都融为一体了”，是真挚
的情感与胜意的风光圆融一体，是我与艺人的日渐亲密，是
刚刚相遇和即将离别的交汇，是舞女的美和商人的丑的融合，
是陌生与熟悉、感动与伤感都梦幻般存在的情境。所有发生
的或未发生的，存在的还是妄想的画面，都在记忆里互相掺
杂裹挟着缓缓离开了，越来越远，越远越觉得，一切，都圆
融一体了，像看了一部电影，那些故事不分你我，难辨真假，
美好又空虚。于是一切都值得谅解和忘却，谅解生命的不完
美，生来的忧郁，忘却美好的过客。都不重要了，大哭一场
就好了。只觉得“后来什么都没有留下，顿时觉得舒畅
了。”



我的伊豆读后感篇五

转眼十数年，不爱阅读的我终于读完父亲推荐给15岁女儿的
书。这时候的我已经被岁月磨得感受不到那种初恋的朦胧了。
令我更有感触的，反而是不那么被人津津乐道的'篇章。《十
六岁日记》弥留的老人，《招魂祭一景》坠马的一刹那，
《空房子》的为生计女人，《水晶幻想》几近变态的丈夫。
当然，也有《伊豆的舞女》的卑微。

我曾经和朋友笑道：“我去了那么多地方，就中国女性地位
最高，尤其是我们成都”。我没有去过日本，也没了解过他
的历史，我从来不沉浸在书的悲哀里，只是一遍遍的感叹着，
自己是多么的幸运。可以不卑微，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有
一个安定的环境。

这是我坚持阅读的第五个月，发现了些坏习惯。首先，读书
之前的必要知识是需要了解得，比如作者的生平经历，作品
背景，可笑的是我读到第三篇了，才发现这是一本短篇小说
合集。其次，我发现川端的作品，是需要慢慢读的，哪怕是
小说（之前总有小说可以很快读完的想法）。很多描写，慢
慢读也是一种享受，丰富自己的辞藻。

我希望，有一天，我看到美景，可以念出一句诗来，而不
是“我靠，真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