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文字学读后感 大自然的文字读后感
(大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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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
达的含义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
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文字学读后感篇一

周末，我在家里没事干，随手抄起沙发边的一本杂志，看了
起来。“《大自然的文字》”一个名字首先映入我眼帘，我
看了这个题目，心想：大自然的文字是什么啊？大自然哪里
有文字啊？于是，我便兴致勃勃地看了起来。

看完了，我终于明白了，大自然的文字也许是：星星、云、
鸟、和石头等等。所谓：星星是字，天空是书；云是字，天
是书；鸟是字，天是书；石头是字，地是书。

这就是大自然的文字！它总共有成千上万个字母。你千万不
要小看了一颗星星。在古代，即使没有罗盘，当水手们需要
在海上寻找道路的时候，他们就会仰望星空，找小熊星座。
在小熊座里找到北极星，那边就是北方了。因此，一颗星也
是一个“文字”，它教给我们如何辨别方向。

云，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预测天气。飞行员在炎热的夏天
驾着飞机飞行时，如果发现云像铁砧一般，就知道砧状云是
雷雨的先兆，飞行员就会避开它飞行，以免遭到雷轰电击。

建筑工地上的一块石灰石，你也许并不会在意它。可是在有
真正学识的人的眼里，它并不普通：它是由碎贝壳造成的。
大家都知道贝类是海洋里的居民。由此可见，这里曾是一片
汪洋大海。你看，仅仅是一块石灰石就能告诉我们这里的地



质演变过程是多么大呀！

看，大自然的文字处处都有！要学会认识大自然的文字要从
小到树林里或田野上走走，做个会观察的人，还可以从书中
寻找答案，也要去请教有学识的人，这才能真正了解大自然。

文字学读后感篇二

翻开《文字商人》这本小书，我走进了文字的童话世界，领
略语言的奥秘和魅力。

故事是由集市上的一位文字商人的一箱文字被盗开始的，这
箱文字都是礼貌用语——“那些礼貌性的文字对于人们的友
好相处是非常重要的，买不到礼貌文字，人们的语言就会变
得粗俗无礼，彼此互相埋怨、互相挑衅、互相折磨，他们的
关系将会逐渐恶化”。

十岁的姐姐莱奥妮和八岁的弟弟尤纳斯为了找回丢失的文字，
开始了探案旅程。经过一次次的侦查，姐弟俩发现了另一位
文字商人——茨韦斯特先生。他卖的文字都是棕色或黑色的，
都很粗鲁。就是他，偷走了那些“对人们友好相处非常重
要”的文字。

文字是善变的精灵，它和使用的人息息相关，你是什么样的
人，它就会变成什么样子。当我们使用文明、充满善意的语
言时，人人都是和善的，周围充满欢声笑语；当我们使用语
言伤害别人，就需要温暖的词语来治愈伤口；当我们无礼地
打断别人时，可能因此失去一个很好的朋友；当我们诅咒、
辱骂别人，世界就会变成一片阴森森的黑色。

文字学读后感篇三

关于为什么会读到这本童书……纯粹是因为辅导家里弟弟妹
妹写作业，然后头疼血压高心肌梗塞，最后不得已放他们去



自习，然后看会书清清脑子，不然真的会猝死。

这本书真的很简单，文字也不多，基本上就是我都看完了我
家里那个婚事摸完一页试卷还没写完，甚至于铅笔还没削完。
故事内容也不复杂，基本上小孩子是能读懂的，反正只要不
检查作业就你好我好大家好，所以我让他们复述给我故事的
内容，基本上都能说个七七八八。

不过，说是简单，仔细想起来又有点意思，文字和语言，每
天都在用但是日常当中大家，至少我们普通人，很少会刻意
去关注去研究，甚至于也不太觉得它们有什么很强大的作用，
但是其实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离开语言和文字，那我们的
世界体系很大一部分程度上都是要崩塌的。

终于让神也害怕了，怕人类真的完成这样了不起的工程最后
通过塔到天上来，于是想出办法让不同的人种开始使用不同
的预演，于是打击彼此没有办法再沟通，完全是鸡同鸭讲，
最后建塔的事情就这么荒废了，这座塔就是巴别塔，是变乱
的意思，语言便乱了。

文字在我看来，跟语言的地位等同，可能层次上略高一些，
因为正常的人，可能会说话，但是不一定会写字，毕竟在我
们这个年代文盲也还是依然存在。

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子是幸运的，他们所接触的世界远比我们
曾经宽广。就比如这本童书，比一般的故事可能多一点内涵，
就是去引导小孩去思索语言和文字的重要作用，从最浅显的，
那些善良美好的文字被偷走，然后孩子们去寻找。

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小孩子在阅读的时候也会去思索，因
为平时他们在读书写字的时候，可能并不会理解这些每天重
复许多遍的这些笔画这些文字组合到一起，会有什么样的作
用。就比如我家里那几个小混蛋死活都不愿意写作业抄字词，
每次都恨不得把他们摁到作业本里。但是经过这个故事，至



少他们可以稍微明白一些，好的文字和坏的文字会给这个世
界带来什么不一样的影响，这也算是对小孩子的一个启蒙吧。

文字学读后感篇四

自然是本书，一本很厚很厚，永远读不完的书，它有许许多
多的稀奇古怪的文字。而这些文字只有很少人认识，但它们
的用处确实很大。

大自然的那些“古怪”的字随处可见。你只需弯下腰，低头
看看身边的土地或仰起头，望望深邃的蓝天，就能找到它们。
例如：如果蚂蚁向高处搬家，说明快要下雨了;树上的叶子哪
边长的密集一些，哪边就是南边;如果晚上有晚霞，那第二天
一定是个大晴天等等，无穷无尽，似乎永远说不完。

大自然这些文字也十分有用，经常能帮上我很大的忙。

上次，我和我的一个好朋友在公园玩儿，跑到了公园中很远
的一个地方。那儿几乎没有几名游客。而我这个超级路痴却
又迷了路，找不到东西南北了。我只知道公园的门在东边，
忽然，我想起老师说书上叶子密集的一面就是南边，我便推
断出了东边在哪儿。我们一路小跑着过去，果然找到了大门，
我开心地直跺脚!要不是因为我认识这点儿大自然的文字，后
果可是不堪设想啊!

大自然中的文字我们可能一生也了解不完，但还是去尽自己
最大的努力去了解一些大自然的文字吧!

文字学读后感篇五

在我的书柜里，有一本书深受我的'喜爱它的名字叫《大自然
的文字》。

《大自然的文字》中，我最喜欢读的一篇文章是《书包里的



秘密》。.

这时，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有一次，我想画画，就随手拿起
一张雪白干净新纸，刚乱画几笔，就把那张纸扔进垃圾桶，
看电视去了。现在想起来，我都有些脸红！

同时，我也深切地感受到一定要节约用纸，因为，这样不光
是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也是保护树木这种宝贵资源！

《大自然的文字》这本书内容丰富，文字生动，思想活泼，
向我们介绍了许多就在我们身边，往往被我们忽略的有趣的
科学知识，我向大家推荐它，你读了以后也会受益匪浅！

文字学读后感篇六

“大自然也有语言。”的确如此，大自然的语言处处可见，
大自然孕育了我们，记载着点点滴滴我们鲜知的话题：晴天
雨天、春夏秋冬、海洋冰川……这就是大自然的语言。会聆
听大自然声音的人，才是真正的成功者，诗中提到的阿基米
德、富兰克林不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吗?只有走进大自然，听
懂大自然的语言，才能领略大自然的妙不可言。同学们，让
我们一起扑向大自然的怀抱，拥抱大自然吧!

文字学读后感篇七

八七版《红楼梦》是大家比较认同的一个影视作品，但是对
于如今翻拍的红楼，却充满非议。对于贾宝玉这个人物外形，
红楼中是如此描写“面如中秋之月”。何为中秋之月?洁白而
圆润，老版中饰演宝玉的欧阳奋强还是很符合的。但在翻拍
版中，贾宝玉的饰演者有着一张帅气的瓜子脸，虽然很符合
现代人的审美，但是对原着的忠实度却是大大降低了。

除了《红楼梦》被翻拍，还有各种文学名着被拿出来不断地
翻拍，但是效果甚微。为什么那些导演们都乐此不疲的来翻



拍各种经典?因为经典不愁收视率，因为经典不用再去大力宣
传，因为经典是经典。导演们摆着一副“我是经典我怕谁”
的面孔，将我们心中圣神的各种文学经典改来改去，我们不
禁再问一次，“经典惹谁了?”

对于这种对经典的不负责状态，我们应该竭力制止。中国文
化源远流长，在今天这种文化爆炸，信息多元化的时代，经
典的生存到了一种尴尬的状态。厚厚的经典着作，晦涩的语
言，让现代人失去了兴趣。而那些由经典改编的电视剧却深
受大众欢迎。这似乎还给经典带来一丝希望。但，这始终不
能代替那些散发着墨香的古典书籍带来的震撼。

对于这种文化的丧失，我们应该觉得可悲。不过，好在现在
社上引起了“国学热”，无论是公务员还是幼儿园，都在进
行国学教育。被国人遗忘的《三字经》《弟子规》又进入了
校园。希望这不是仅仅做个样子而已。

对于《红楼梦》来说，还有一个其他名着不能比拟的地方，
就是它是半壁江山。

对于各种专家学者来说，她贵就贵在她是残的。于是乎，各
种猜想，各种结论，各种版本，各种续集接踵而来。这个说
香菱与宝玉在一起才是正解;那个说宝钗才是神瑛侍者。一本
红楼，竟然让后人绞尽脑汁，我想说，曹公，真有你的!

对于红楼的研究，层出不穷。红楼之中处处都是伏笔，没有
一个人物是闲人，没有一句话是废话。也许，也只有曹公在
世，才可说清这红楼中的种种事情。

《红楼梦》的魅力是任何着作都无法比拟的。许多伟大的人
都对红楼有着不一般的'情愫。伟大领袖毛泽东就曾说过，他
读红楼不是当故事读，而是当作历史读。并且说，没有读过
五遍红楼，没必要发表评论。可见，毛主席对红楼的喜爱。
鲁迅也在《中国小说略史》中提到“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



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
小说甚不同。……盖叙述皆存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
转成新鲜……”《红楼梦》堪称清小说的巅峰之作。

俗话说得好，“男不看红楼，女不看西厢”。其意白见。但
碍于《水浒》、《三国》等从牙牙学语起就阅读，再读已无
多大意义。无奈之中，捧起那“石头”硬啃起来，倒别有一番
“胭脂”味。下有几条真(天真)知拙(笨拙)见，以供茶余饭
后消遣。

首先，我觉得这本书并不只是单单一本爱情小说所能概括。
作者为写此书，寒窗几十载，对医药、园林、建筑、书画、
诗词、烹调、服饰、花草、古董等，都有所研究。整部书对
研究探讨青朝风俗民情很有帮助，它仿佛是当时生活的小百
科，无所不包，无所不有。怪不得至今还有许多红学家专门
研究此宝。此书所现之人情世故，官场是非，在今天都屡见
不鲜内涵之深，可真谓看一遍两遍不少，读十遍八遍不多。
对于我精读此书是对吾之文学素养起巩固、提高，以致于升
华之用，大有相见恨晚之情。

有时间再细细思考此问题，作个中国的苏格拉低。

第三，我以为程伟元、高鹗的续写不成功。虽基本符合上面
的曲线原则，没有生搬硬套强加于前文之嫌，但终究是焊接
产物。他俩根据原作的暗示，追踪前80回的情节，完成了贾
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恋爱婚姻悲剧，安排了其他一系列
人物的命运结局，使《红楼梦》成了一部完整的书，从而推
动了《红》在社会的传播，扩大了它的影响。可是，后40回
写了宝玉中举和家业复兴，违背曹雪芹的原旨;在人物描写和
情节构思方面有一些歪曲和庸俗的笔墨，和曹雪芹的原著有
很大距离，近来又有人写了后40回，竭力鼓吹完美，但再怎
么样也只能阿里基斯追乌龟，红楼梦的后40回将是一个永远
的迷。



第四，也就是《红楼梦》鲜明的人物形象。就拿王熙凤这个
给人印象最深的人物来说，她“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
心机又极深细”，目光四射，手腕灵活日理万机，指挥若定。
宁国府秦可卿的丧事，特意邀请她去主持操办，她一去就看
出宁国府的五大弊端，并提出一整套治理整顿措施。王熙凤
威重令行，旁若无人，形成“脂粉须眉齐却步，更无一个是
能人”的局面。这位王夫人的内侄女争强好胜、追慕虚荣，
具有很强的权势欲。贾府这位年轻俊俏，素有“凤辣子”之
称的女当家伶牙俐齿，处处讨贾母、王夫人的欢喜，曲意奉
承，插科打浑，无所不至。总之，王熙凤是一个集漂亮、聪
明。能干、贪婪、狠毒于一身的复杂形象。作者还按照生活
的逻辑，表现人物，阐发主题的需要，对众多的辅助人物作
了精心的安排，使每个辅助人物不但具有自身的意义，而且
能体现出多方面的意义和作用来。刘姥姥三进大观园就是这
方面的一个范例。刘姥姥的一进大观园安排在小说的第六回，
当时情节尚未充分展开，作者借刘姥姥这一辅助人物，从社
会最底层这样一个视角，来写贾府的显赫气派。通过刘姥姥
这样一个乡下的穷老婆子的眼睛，写出了凤姐的虚骄、矜持。
刘姥姥第二次进入大观园的时候，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
三人之间的关系正处在微妙的阶段，贾府在表面上正处于繁
花似锦的时期。作者将刘姥姥和贾母这样两个地位悬殊的老
太太作了巧妙的对比。贾母趁此机会极大的满足了自己的优
越感;刘姥姥则为了讨得一些封赏，心甘情愿的出乖露丑，充
当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的笑料。刘姥姥第三次进大观园时，
贾府大势已去，刘姥姥救了巧姐。这样，刘姥姥无意中成了
贾府盛极而衰的见证人。

最后，还是说说它的艺术成就，鲁迅曾经指出：“总之自有
《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鲁迅
所谓的“都打破了”指的是“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
以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
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红楼梦》没有把
人物写某种思想或性格的化身，更没有把人物当作说教的工
具。作者以细腻的笔墨展现了生活本身所固有的生动性、丰



富性和复杂性。《红楼梦》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单线结构。它
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恋爱、婚姻关系为中心线索，
同时展开贵族大家庭的其他人物、事件的描写。在紧紧抓住
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恋爱、婚姻悲剧的同时，展开广阔
的社会环境描写，从而写出了产生这一悲剧的社会根源。

其实，关于红楼梦中可论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我才刚究出
些皮毛而已。譬如今年《读者》第七期的丫鬟问题，还值得
再好好深挖，但碍于自己阅历浅薄，知识贫乏，无奈只得就
此搁笔。再不赘述，还恭请学姐在将来的学习生活中，循循
善诱，多多指教，吴达自当感激不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