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短篇散文的读后感(优质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短篇散文的读后感篇一

在《寂静的山林》中， 席慕容向我们描绘了令人心旷神怡的
一幅雨润烟浓，漫生野花的画卷：或者是说我更期待在这样
的一幅山林如画如同昨日重现在我的面前?几十年以后呢，这
些应该是童话了吧。谁能给我一瓢黄河水，洗净我身上的污
垢，再来洗涤这个世界!给我一朵海棠红来点缀这个奄奄一息
的世间，让她山林重现，鸟语花香。做一场梦吧，梦里有微
风轻划过了林梢，夜色正好。我们眼中所有的一切如同大雪
过后着了素妆的山林，云淡风轻般闲适。这场梦，山林相伴，
风月相如。

席慕容让我们仿佛置身于真正的大自然.寂静的山林,清脆的
鸟鸣,潺潺溪水,幽幽林风,演奏着自然的和谐,拨弄着听者的
心弦.还有那春雪皑皑,秋果艳艳,枝叶碧绿,以大自然的生机
拨动着生命的精彩,令我们忘却世俗杂务,顿觉心旷神怡,超然
尘世.正所谓"山光悦鸟兴,潭影空人心."

一直对散文很是赏爱，家中便有许多散文大师的散文集，像
林清玄、梁实秋、朱自清等等。

散文散而不乱，在形散神不散的基础上，每个人的散文又各
有特点，因此我不能随意评判他们散文的好坏优劣。但在这
里，我要对林清玄的散文做个小小的感悟。

林清玄，笔名秦情、林漓、林大悲等。他的散文文笔流畅清
新，表现了醇厚、浪漫的情感，在平易中有着感人的力量。



可以说是短小精炼却又震撼人心。

他的散文总是给人以告诫、激励、安慰、启发。就像《心田
上的百合花开》。文章通篇运用拟人的手法，通过层层衬托，
塑造了一个充满灵性，大智大慧的野百合的形象。百合谷其
实就是一个充满世事艰辛的大社会的缩影，野百合的遭遇何
尝不具有人生奋斗的典型意义：一个人社会价值的实现，只
有一种方式，那就是花的绽放来证明。此文巧妙地将趣味与
辛酸结合起来，以趣味抒写辛酸，使人从中“得到安慰，得
到启发，得到提升”。一个真正富有的人不是腰缠万贯的人，
而是一个以平常之心看世界的人林清玄就是企图用文学的语
言，表达一些开启时空智慧的概念，表达一个人应该如何舍
弃和实践，才能走上智慧的道路这一生活哲理。

文章所展现的正是人生最高境界：以清净心看世界，以欢喜
心过生活，以平常心生情味，以柔软心除挂碍。“大其愿，
坚其志，细其心，柔其气”的人生准则在野百合身上得到了
完美的体现。又比如《桃花心木》。桃花心木需要一种本身
的能力，而我们更需要一种独立自主的心。依赖别人，并不
是我们的本性，但是要在父母的怀抱中度过，我们则永远会
有一颗依赖的心。

在生活中，我们总投靠父母，无论在做什么事，总是喜欢选
择诉说，向父母说明困难，而不去自己动手解决。日常的杂
事，也少不了父母的帮忙，不管是在干什么，父母的关怀和
照顾总是无微不至。

林清玄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对生活的细微的观察，更是对人
生的哲思、对生命的感悟。那震撼人心的话语，将拨开我这
迷茫的青年眼前的迷雾，指引着我继续奋斗，像百合花一样
绽放。

短篇散文读后感



短篇散文的读后感篇二

一

我便也哂笑，是啊，余秋雨，你的笛声又何处呢？

然而，他的苦旅，他的笔记，他的千年一叹，却分明胜似笛
声悠悠在脑际！待到打开记忆的阀门，却又茫茫然秋雨苦旅
所旅、茫茫然秋雨千年所叹。于是把所收集的余秋雨散文书
都找出来，依出版日期有序排列在一起，一一翻阅。以为凭
自己的阅读习惯，会有留于书间看表明阅读痕迹的标识或随
想什么的。可惜遗憾，我几乎要怀疑曾有自己的目光和思维
驰骋其间。似乎本来就未曾过目！只是追星似的在流言斐语
里听了那么三两句，褒也罢，砭也罢，便等闲视之。

想起诗人何其芳对高尔基说的：“每一本书都像一个梯子，
使他从兽类爬到人类。”很不以为然：“那些书啊，就是连
那些最打动过我的书在内，并不都是梯子，并不都是直立着
的，引我上升。大多数的书，它们连结起来倒象一个迷津，
使我在里面摸索，苦闷。”这位大诗人在一次搬家时，甚至
对着成捆的书想：“我过去读过的书恐怕也有好几书架吧。
但是，乱七八糟读的结果，到底得到了多少益处呢？许多读
过的书，用今天的要求来衡量，不是差不多读了等于没读
吗？”

诗人何其芳自然不会把读书否定到一无是处，但这的确是他
谈读书的经验时这样说的。

我也不是要拿何其芳为自己徒劳的阅读作辩解。倒是真羡慕
那些作了高尔基梯子的书！纵观历代中外名人谈读书的精彩
篇章，他们各执所言，各得其法，终是各个功成名就，而于
我们却未必能够领会、受用。我们还是我们，自我经历着，
像诗人何其芳一样的“在里面摸索，苦闷。” 所以常常会听
到这样渴求而又不自信的询问： “你最近在读什么书？”



“有什么好书吗，推荐一下？”

中国人因为对“读书人”历来有着特殊的情结，所以人人都
有心做“读书人”。有时我也这样的问，问别人，也问自己。

二

静静的夜里，很有咀嚼的心情，便选择了文章稍长的《山居
笔记》，开始认真地阅读。

《抱愧山西》余秋雨考察晋商文化的兴衰，大至晋商文化的
兴衰、山西独有的民情风俗以及历史沿革、独特的地理环境、
山西商人曾经活跃的历史舞台，小到“三晋会馆”的变迁、
宋氏三姐妹传记中关于孔祥熙家乡的描写、中国第一家专营
异地汇况和存放款业务和票号“日升昌”旧址、中国一代巨
商的私邸乔家大院等等，时间空间跨度之广，思绪反差之强
烈，让人感觉到一种磅礴大气。

《流放者的土地》有关流放地“宁古塔”的大量典籍资料，
清朝的文字狱、朝廷冤案，安徽青年章铖的“科场案”似乎
沥沥在目，一个人迹罕至却高官、学者荟萃的蛮荒之地展现
在我们眼前。

《遥远的绝响》说“我”和魏晋这段历史之间的缘，余秋雨
有时站在今天评点，有时回到魏晋亲临历史的现场，看活脱
脱一对可爱的人物阮籍和嵇康，让我们重温遥远的“即便是
仰望一下，也会对比出我们所习惯的一切平庸”的“魏晋风
度”。

渐渐，和余秋雨对夜雨的诗意一样，有了一点新的思考。三

静静的夜里，我开始用心解读余秋雨的阅读，再次翻开《山
居笔记》。《流放者的土地》中的流放地“宁古塔”，余秋
雨说他是在很多年前读鲁迅论及清代文字狱的文章时首次看



到这个地名，并由此而开始重视阅读关于文字狱的史料和一
些地域文化的著作。

余秋雨关注的对象很多就是这样生成的，它从阅读中来，来
又为了阅读。现在只要向关注的对象倾以热情，便自然有了
话题，用时代点的话说，也就是“文化课题”。

不难理解，这就叫明确了阅读对象(即明确了阅读什么)，不
用再寻求别人推荐什么书读了，而且和课题无直接关系的，
不用去分心。我们看余秋雨连他的司机都能有意无意地给找
到那么一两本，因为他知道余秋雨正研究的课题，所以也能
清楚余秋雨所需要的书。可以说，对于读什么书，他们都不
盲目。

阅读的对象解决了，接下来便是怎么阅读的问题。余秋雨的
散文文本本身，就显示了他的怎么阅读有些不同凡响： 他的
阅读是在书籍资料堆中查证考据式和在行走中亲临现场体验
式，两相结合的。

也许有人会问：这样阅读，是不是太累了？回答是否定的。

你听他说：“一个人，干着别的事，有感而发，写两篇散文，
这才是自然。” 我们也许都曾感到在工作、学习、生活中兼
容阅读，已经不容易，想要写作就更谈不上了。但事实上，
余秋雨做得轻松从容。在余秋雨的文化课题下，阅读与写作
是自然的。余秋雨笔下的文章几乎就是一个过程的自觉呈现。

四

静静的夜里，合上书，闭目思想。

脑海里，书籍资料、文化现场，那是我的思维。而甸在手中
优美的文字，灵动的情感，博大的思想，是点亮我心灵的火
种。



短篇散文的读后感篇三

《余秋雨散文》读后感

“高松出众木，伴我向天涯。”是纽约人文学会共同主
席——汪班对于余秋雨先生作品的极高评价，在我读来，心
中亦有这样的感觉。

第一篇讲的是“中华文脉为何长寿？”看到这个题目，我不
禁想“文脉”是什么，“长寿”又是怎么回事？一开始他冒
着生命危险走访各地的文化，心中一直与中国文化对比着，
后来，他成了中华文化的阐释者、批评者，我想这是对一种
文化怎样的高深理解，才可以理智的对文化进行正确的批判。
中华文化带着一种跨越了几千年的韧劲，经历了多少次“死
亡”、“濒死”依然重生！仅仅是这个事实，就让这个民族
的很多失意者、自卑者、忧郁者重新燃起心中的火苗，更是
一种对生命的自我确认。

秋雨先生将中华文脉长寿的原因归于八因：体量自觉、自守
自安、力求统一、惯于有序、简易思维、以德为帜、中庸为
轴、特殊门径。可能这些原因以我现在的理解水平来说，很
多都无法读懂，但却让我明白了一种文化的传承就是一个民
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经历于千载岁月涤荡，
才获得了今天不计其数的文化瑰宝。

《佐临遗言》中的一些人物也让我心生敬佩之情。七月七日，
日本正式发动侵华战争，萧伯纳先生本以为黄佐临先生会让
自己介绍一个能在英国长期居住的工作，可黄佐临先生却提
出要回国，萧伯纳先生吃惊的说：“哪儿已经是战场，仗会
越打越大，你不是将军，也不是士兵，回去干什么？”但他
只是说：“我们中国人遇到这样的事情，多数会回去，我不
是将军，但也算是士兵。”多么简单的几个字，却表达了黄
佐临深厚的爱国情怀，也赢得了萧伯纳最好的赞扬：“起来，
中国！东方世界的未来是你们的。”



“比梁实秋、钱钟书晚出三十多年的余秋雨，把知性融入感
性，举重若轻，衣袂飘然走过他的《文化苦旅》。”这是余
光中先生《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中的一段话。余光中把余秋
雨与梁实秋、钱钟书相提并论。的确，十多年来，余秋雨散
文读者众多，好评如潮。

余秋雨先生的散文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散文，在丰富的文化联
想与想象中完成对所表现的对象的理性阐释，融合了庄子哲
学散文的天马行空，汪洋恣肆的思维与两汉赋体铺叙夸饰，
华美凝重的修辞方式，从而表现出浸润了理性精神与内在理
趣的诗化特征。静静的夜里，最好莫过于读书了。一盏孤灯，
一杯浓茶，细细品味。他说，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健
康；承认人生有许多虚假意义的人，更能寻找人生的信念。
传统的乐观主义虚设了很多“意义的岛屿”，引诱人热情澎
湃，而转眼又陷入痛苦的深渊。真正的信念并不憧憬胜利，
而是相信生活，相信各种事情都有自己的意义，从而产生责
任。责任，是一个人身份的基点。

他说，狂热盲目使真理蒙尘，使生活简单，自以为要解救苦
难，实际上是增加了苦难，但等到发现时往往为时已晚。世
间很多政治灾祸，都与此有关。

他说，既然由他来从政，就要从精神层面和道德层面来看待
政治，争取人性的回归。一个表面平静的社会很可能以善恶
的混淆为背景，一种严格的秩序很可能以精神的麻木为代价。
要防止这一切，前提是反抗谎言，因为谎言是一切邪恶的共
同基础。政治阴谋不是政治，健康的政治鼓励人们真实地生
活，自由地表达生命；成功的政治追求正派、理性、负责、
诚恳、宽容。

他说，社会改革的最终成果是人格的变化。不改革，一个人
就不想不断地自我超越，生命必然僵滞；不开放，一个人就
不想不断地开拓空间，生命越缩越小，成天胶着于狭窄的人
事纠纷。当权者如果停止社会改革，其结果是对群体人格的



阉割。他说，一切不幸的遗产都与我们有关，我们不能超拔
历史，因此都是道德上的病人。我们曾经习惯于口是心非，
习惯于互相嫉妒，习惯于自私自利，对于人类的互爱、友谊、
怜悯、宽容，我们虽然也曾高喊，却失落了它们本身的深度。
但是，我们又应相信，在这些道德病症的背后，又蕴藏着巨
大的人性潜能。只要把些潜能唤醒，我们就能获得自尊。

他说，那些国际间的危险力量未必是我们的主要敌人，那些
曾给我们带来过不幸的人也未必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的
主要敌人是我们自己的恶习：自私、嫉妒、互损、空虚。这
一切已侵蚀到我们的大众传媒，它们一味鼓动猜疑和仇恨，
支持五花八门的劫掠，政治上的诽谤、诬陷也与此有关。正
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呼唤社会上巨大而又沉睡着的善意。
他说，文化从低层次而言，包括全部日常生活方式，从高层
次而言，包括人们的教养和素质，因此，良好的政治理想都
与文化有关。一个国家的公民在文化教养和举止习惯上的衰
退，比大规模的经济衰退更让人震惊。

然而，他的苦旅，他的笔记，他的千年一叹，却分明胜似笛
声悠悠在脑际！待到打开记忆的阀门，却又茫茫然秋雨苦旅
所旅、茫茫然秋雨千年所叹。于是把所收集的余秋雨散文书
都找出来，依出版日期有序排列在一起，一一翻阅。以为凭
自己的阅读习惯，会有留于书间看表明阅读痕迹的标识或随
想什么的。可惜遗憾，我几乎要怀疑曾有自己的目光和思维
驰骋其间。似乎本来就未曾过目！只是追星似的在流言斐语
里听了那么三两句，褒也罢，砭也罢，便等闲视之。想起诗
人何其芳对高尔基说的：“每一本书都像一个梯子，使他从
兽类爬到人类。”很不以为然：“那些书啊，就是连那些最
打动过我的书在内，并不都是梯子，并不都是直立着的，引
我上升。大多数的书，它们连结起来倒象一个迷津，使我在
里面摸索，苦闷。”这位大诗人在一次搬家时，甚至对着成
捆的书想：“我过去读过的书恐怕也有好几书架吧。但是，
乱七八糟读的结果，到底得到了多少益处呢？许多读过的书，
用今天的要求来衡量，不是差不多读了等于没读吗？”



诗人何其芳自然不会把读书否定到一无是处，但这的确是他
谈读书的经验时这样说的。我也不是要拿何其芳为自己徒劳
的阅读作辩解。倒是真羡慕那些作了高尔基梯子的书！纵观
历代中外名人谈读书的精彩篇章，他们各执所言，各得其法，
终是各个功成名就，而于我们却未必能够领会、受用。我们
还是我们，自我经历着，像诗人何其芳一样的“在里面摸索，
苦闷。”所以常常会听到这样渴求而又不自信的询问： “你
最近在读什么书？”

“有什么好书吗，推荐一下？”

静静的夜里，很有咀嚼的心情，便选择了文章稍长的《山居
笔记》，开始认真地阅读。《抱愧山西》余秋雨考察晋商文
化的兴衰，大至晋商文化的兴衰、山西独有的民情风俗以及
历史沿革、独特的地理环境、山西商人曾经活跃的历史舞台，
小到“三晋会馆”的变迁、宋氏三姐妹传记中关于孔祥熙家
乡的描写、中国第一家专营异地汇况和存放款业务和票
号“日升昌”旧址、中国一代巨商的私邸乔家大院等等，时
间空间跨度之广，思绪反差之强烈，让人感觉到一种磅礴大
气。

《流放者的土地》有关流放地“宁古塔”的大量典籍资料，
清朝的文字狱、朝廷冤案，安徽青年章铖的“科场案”似乎
沥沥在目，一个人迹罕至却高官、学者荟萃的蛮荒之地展现
在我们眼前。

静静的夜里，我开始用心解读余秋雨的阅读，再次翻开《山
居笔记》。《流放者的土地》中的流放地“宁古塔”，余秋
雨说他是在很多年前读鲁迅论及清代文字狱的文章时首次看
到这个地名，并由此而开始重视阅读关于文字狱的史料和一
些地域文化的著作。《抱愧山西》，余秋雨也介绍了他对山
西晋商文化的关注是这样开始的：大概是八九年前的某一天，
我在翻阅一本史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些使我大吃一惊的事实，
便急速地把手上的其他工作放下，专心致志地研究起来。很



长一段时间，我查检了一本又一本的书籍，阅读了一篇又一
篇的文稿，?? 余秋雨关注的对象很多就是这样生成的，它从
阅读中来，来又为了阅读。现在只要向关注的对象倾以热情，
便自然有了话题，用时代点的话说，也就是“文化课题”。

不难理解，这就叫明确了阅读对象(即明确了阅读什么)，不
用再寻求别人推荐什么书读了，而且和课题无直接关系的，
不用去分心。我们看余秋雨连他的司机都能有意无意地给找
到那么一两本，因为他知道余秋雨正研究的课题，所以也能
清楚余秋雨所需要的书。可以说，对于读什么书，他们都不
盲目。

阅读的对象解决了，接下来便是怎么阅读的问题。余秋雨的
散文文本本身，就显示了他的怎么阅读有些不同凡响：他的
阅读是在书籍资料堆中查证考据式和在行走中亲临现场体验
式，两相结合的。

静静的夜里，合上书，闭目思想。

近日读罢余秋雨的散文，有许多体会。余秋雨作为当代著名
学者、散文家，站稳了大众舆论的中心位置。关于他的话题
则纷繁芜杂，像《行者无疆》等西方列国游记的出版，北大
学者余杰《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直面余秋雨的文革经
历，频频在中央台的综艺节目中出镜、点评以及几起问题官
司等等。余秋雨俨然成了明星，而他的散文则被称为“文化
口红”。尽管此种种，我们也丝毫不能否定余秋雨和《文化
苦旅》所带来的社会和文化影响。“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
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的散文
被称为历史散文或文化散文，畅销不衰，历久弥新。这些散
文，极易与国人心中的某些东西产生共鸣，从而引导人们去
关注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华文明，并试图点燃每个人心中或
多或少的文化火种，试图对国民的生存和文化状态有所改观。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余秋雨的散文是他思考的终点，却
又是大众思想前进的起点，在终点和起点之间形成接力，转



移于无形之中，影响逐渐扩大。余秋雨的散文涉及到了若干
个层面。

有对现存的历史遗迹和文化状况的考察，感悟历史、感悟文
明。余秋雨在《文化苦旅》自序中说，“我发现自己特别想
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与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
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这
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
比如已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的《都江堰》。都江堰，它的规
模从表面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的造福千年。
长城的社会功能早已废弛，而它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汩
汩清流。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
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
溉了中华民族。有对蒙昧、野蛮、文明进程的深层剖析和思
索。道士塔，一座小小的塔，却包含着王道士的愚昧无知、
包含着斯坦因他们的野蛮抢掠，包含着敦煌莫高窟的灿烂文
明。作者无尽的伤悲，都凝成那三个字：“我好恨”！现在，
虽然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却，我们应该从中得到
更多的思考。

有对故乡、家园的爱恋和探寻。故乡的一草一木和固守的人
们，在作者笔下都熠熠生辉，饱含着作者浓重的家园情结。而
“就连故乡，也是祖先流浪长途中的一个留驻点„„”，又是
作者对于故乡在哲学意味上的思考。

喜欢读余秋雨的散文，给我知识和力量，伴我成长。

短篇散文的读后感篇四

今年暑假，我第一次拜读了朱自清的著作,手捧朱自清专集
《荷塘月色》，读着一篇篇脍炙人口的名篇，让人仿佛看见
了月色流光下的荷塘天籁，听到了面对社会不公的高声呐喊，
感受到了浓厚的父子之情……心中一股敬意油然而生。朱自



清真不愧是杰出的散文家、语文教育家、文学家、诗人呀!

人们说：“在中国，只要一提到写春的文章就必然首推朱自
清写的《春》。”朱自清笔下的春景图，是作者在大自然的
感召和启迪下，由心灵绘出的一幅艺术的图画，他把春天比
作刚落地的娃娃、小姑娘、健壮的青年。这是多么生机勃勃、
充满诗意的春天!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位天真热情、欣喜欢
快的作家形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有一种想背的感觉。整
篇文章都是好词、佳句，是实实在在的美文!

自从上了一年级，我每年都写关于春天的作文，总是只会罗
列一些春天的景物，偶尔用上一两个比喻句，就觉得生动了。
我实在是太差劲了!

朱自清还是个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在《白种人———上帝的
骄子!》一文中，朱自清写了竟然在自己的国家遭到了一个十
来岁的白种人的白眼与咒骂。他一方面揭露了那个西洋孩子
盛气凌人的丑恶面貌，另一方面也用心酸的笔触告诉我们国
弱、民弱要受人歧视，受人欺侮的道理。我想，当时朱自清
心里多么盼望我们的民族强大呀!今天，我们中华民族早已屹
立于世界之林，落后挨打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国家富裕了，民族强大了，人民
幸福了，我们的实力已经超过了洋人。中国人民正迈开大步，
走向辉煌的明天!朱自清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读完《荷塘月色》这本优美的朱自清散文专集，令我越来越
崇拜朱自清了。这一篇篇震撼心灵的华彩美文，在岁月的长
河里，如宝石熠熠生辉，将陪着我们一路远行。

朱自清 —— 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从
这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追求美好生活的渴望，对黑暗的现实想
“超然”又想“挣扎”的心迹。 “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
也少人走……”读着读着我也似乎走进了这清华大学的幽僻
角落，同作者一起欣赏美丽令人陶醉的荷塘月色。阴森的小



路在柔美的淡淡的月光下显得不再令人害怕。爱热闹、爱群
居 —— 当然是想和人民一起生活在一个美好的环境里，爱
冷静、爱独处“白色恐怖” “白色恐怖”当然在这种“白色
恐怖”中，想住在“世外桃园”。从名中我感到了作者内心
的不宁静、彷徨，我的心情也随之而波动起来。 “走
着”、“走着”、“我看见了荷塘”，田田的荷叶，零星在
荷花，风中的花香，真令人心旷神怡。夹着薄云的淡淡的月
光泻在叶子和花上，浮在荷塘上，简直就是用光与荷花美丽
的画，作者把月光下的荷塘上的月光与描写的淋漓尽致、栩
栩如生。我在作者笔下尽情的赏花观月，我陶醉了…… 我缓
缓地合上了书本，闭上了眼回想着书中的伟大的民-主战士
—— 朱自清，慢慢地，我睡了，希望梦中再能与荷塘相见。

读了《背影》让我深深的体会了父爱。

“在父母的眼中，孩子常是自我的一部分，子女是他理想自
我再来一次的机会。”费孝通说得好，在父母的眼中永远有
我们的存在，他们常常会为我们而着想，因为他们的期望全
都寄托在自己孩子的身上，希望他们能够有所成就，不用再
走父母曾经走过的那一段布满荆棘的道路，他们无怨无悔的
付出，而不求半点儿回报，这对于我们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从我们开始咿呀学语，直到我们开始蹒跚学步，再到我们跨
入校门的那一刻，他们——我们伟大的父母无时不刻的在我
们身边给我们鼓励，给我们加油，给我们关怀。我们在他们
的臂弯里快乐而又健康的成长着，所以到了现在我们都还是
离不开他们对我们的悉心呵护。

读了《背影》之后，我感受到父母对孩子们的爱并不一定要
真真切切的表达出来，有时候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
都能够传递着他们对我们的爱。

或许在多少年后的今天，我离开了他们，独自到很远的地方
去工作，去生活，但是我都不会忘记我的父母对我的养育之
恩。“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这句话说受了别人



一滴水这样小的恩惠就应当以涌泉一样的恩情去还给别人，
我们对待这份恩情就像是寸草春晖，更何况父母对我们的爱
无法去衡量，其实在那个时候。

我们已经欠了他们一生的债，只是那债他们不需要我们去偿
还罢了，而且他们赐予了我们生命，生命虽然是有限的，但
是我们可以在这有限的生命当中去创造无限的价值!

我喜欢的季节是秋天。最近我在读秋雨主编的《名家散文
集》，其中有好几篇是描写秋天的散文，所以读来感觉亲切。
在我看来，散文就是要用最平实的语言表达最深切的情感，
我看的这几篇都是抒情散文，意境很美。

郁达夫笔下的《故都的秋》，不写皇家宫殿、园林，不写优
美自然风光，他写的是与老百姓生活很近的秋味、秋色，我
被文章里那种浓浓的秋意所吸引，那里的秋雨，那里的秋蝉，
那里的秋，那么迷人，那么富有韵味，令人遐想无限。北方
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下得奇，下得有味，下得更像样。雨声
“息列索落”，使人置身于雨境，下雨后，都市闲人在雨后
的斜桥影里，遇见熟人，说一句“唉，天可真凉了”作者在
此描写得非常细腻，从他们那“缓慢悠闲”的声调中，我们
不难品出一个“闲”字来，那是一份闲适，一份潇洒。从那
简短的对话中，便开始了感情和心绪的交流。一个“唉，天
可真凉了”另一个“一层秋雨一层凉啦!”从彼此的叹答中，
使我们感觉到他们已陶醉在彼此说话的腔调和韵味中，陶醉
在彼此感情契合的落寞和感伤之中。

林语堂笔下的《秋天的况味》，描写的也是身边的琐事，生
活中的细枝末节，读来却能品出作者的人生态度。“然而秋
确有另一意味，没有春天的阳气勃勃，也没有夏天的炎烈迫
人，也不像冬天之全入于枯槁凋零。我所爱的是秋林古气磅
礴气象。有人以老气横秋骂人，可见是不懂得秋林古色之滋
味。在四时中，我于秋是有偏爱的，所以不妨说说。



秋是代表成熟，对于春天明媚妖艳，夏日的茂密浓深，都是
过来人，不足为奇了，所以其色淡，叶多黄，有古色苍茏之
概，不单以葱翠争荣了。这是我所谓秋天的意味。大概我所
爱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是暄气初消，月正圆，蟹正肥，
桂花皎洁，也未陷入懔烈萧瑟气态，这是最值得赏乐的。那
时的温和，如我烟上的红灰，只是一股熏热的温香罢了。”
从这段文字中，我品味出作者是以一种怡然的心态，写秋的
绵延细节的意味，我们也看出了“人的一生无论成败，他都
有权休息，过悠哉的日子”这一人生格言在文中洒脱地飘逸
出来。

名家笔下的秋自有他们的韵味，读来总能引起我们的共鸣，
我们暂不去研究作者的写作背景，单从文字上就能领略名家
的写作功夫，这一点值得我们去赏析。

短篇散文的读后感篇五

同学们比较喜欢读短篇散文，然后也喜欢写一些读后感。那
就来看看本站小编精心为你整理短篇散文读后感，希望你有
所收获。

何亦瑶着迷地看着面前玻璃柜里那块圆形古镜，眼睛都不舍
得眨一下。

“喜欢可以拿出来看一下。”古董店老板轻笑道，语气温柔，
令人心生好感。

何亦瑶连连点头，虽然她知道这面古镜她很可能买不起，但
她还是想拿在手中，真实地触摸一下。

老板打开柜台的锁，把铜镜拿了出来，“这块是汉代罕见的
鱼纹铜镜汉代铜镜多以龙虎凤鸟四神为图案，这块红绿绣的



品相极好，传说是汉代名将霍去病的心爱之物，小姐你可真
有眼光。”

何亦瑶小心翼翼地捧着铜镜，目不转睛地看着背面微凸的四
条栩栩如生的鲤鱼。雕刻的图案简洁而流畅，形态各异，真
的好像是在水中畅游的样子。镜子大概只有她手掌大小，镜
身很薄，很轻，至少比她想像中的轻多了。何亦瑶正在心中
嘀咕这铜镜是不是赝品，下一秒她翻过来看到斑驳的镜面时，
却又有些不确定了。

还算平滑的镜面到处是划痕，一道道都代表了岁月无情的洗
礼，隐约可以在镜面上看到她自己模糊的影子，何亦瑶看到
这种模糊的美感，又不甘心放下手了。

她是去补课班的路上无意间走进这家古董店的，因为这家古
董店的店名叫“哑舍”，这个奇怪的名字吸引她走了进来。

她好奇地问老板为什么叫哑舍，老板答道:

哑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承载了许多年，
却无人倾听。因为，它们都不会说话。所以起名为哑舍。

虽然这里很破旧，也没什么生意，不过她知道若这家店里摆
着都是真品，那价格肯定是她一个高三学生怎么也买不起的。

但，就在她转身要走时，发现了这面古镜。

她想要，怎么办?她不想放开镜子，感觉这冰凉的触感特别舒
服，像是触动了心中某一块柔软。

何亦瑶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荒谬的借口:“老板，我们学校的
社团要上演一出话剧，需要用到一块古镜，能不能租给我们
用一个月啊?”她想她只是一时图个新鲜，等到一个月以后，
她也许早就不喜欢这块脏兮兮的古镜了。



不过，连她自己都觉得她这个要求太过分，正想多说几句来
挽救的时候，不期然地听到这个年轻的古董店老板说了一
个“好”字。

何亦瑶呆了一下，随即开始兴奋的追问需要押什么东西押多
少钱才够用。结果对方只是要了她的学生证登记了一下，其
他什么都没要求。

“租金就意思意思吧，十块钱。”古董店老板随意的说道。

这么便宜?何亦瑶有些后悔，早知道就直接问价格了。也许是
她自己想得太多，这铜镜根本就是赝品。但她已经说了要租，
只好硬着头皮在登记本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心下决定若一
个月后，她还是喜欢这面古镜，就一定来问问多少钱。

年轻的老板看了眼登记的名字，细长的眼眸眯得更细了，修
长的手指在登记本上的“瑶”字上划过，暧昧地说道:“哦，
对了，还有件事。”

“什么?”何亦瑶正对着镜子爱不释手中，听到他这句话时，
反射性的抬起头。

“有一点你要记住，这个铜镜绝对不能擦，绝对不能。”听
到这句话的时候，何亦瑶恍惚的看到这个长相平凡的老板嘴
角好像勾起一丝诡异的笑意，但是她并没有注意。当时的她，
只顾着把铜镜包好放进包内，急着冲向补课的地点。

晚上，何亦瑶写完作业，打开小台灯，把古镜拿在手中，仔
仔细细地把玩着。

“这么花，古代女子都是怎么梳妆的啊?”何亦瑶看着镜面模
糊不清的人影，忍不住小声嘀咕道。她看着上面斑驳的划痕，
本想拿着擦电脑屏幕的酒精棉布擦拭，但是当手刚碰到镜面
时，古董店老板的叮嘱突然出现在她的脑海中。



有一点你要记住，这个铜镜绝对不能擦，绝对不能。”

何亦瑶无奈的放下酒精棉布，估计这个铜镜真的是赝品吧，
老板怕她擦了之后会越擦越新，哈哈!

当他要放下镜子的时候，不经意间看了一眼却让她的心跳漏
了一拍。

因为她居然发现，镜子里面模糊人影……那好像不是她

查看文章

哑舍·古镜(二)20xx年07月16日星期五14:19

哑舍·古镜

至少，她头上绝不会多出来一个发髻，而且，那个人影也不
随着她的移动而移动……

“你、你是谁?”何亦瑶忍不住出声问道。

没有反应。

她松口气，揉揉眼睛，就在她自嘲自己眼花，准备要放弃时，
突然听到寂静的屋里传来了一声飘渺虚幻的声音。

“汝、汝是何人?”

这声音轻的几乎让何亦瑶以为是自己的幻觉，但是下一秒，
她就死命的瞪着手中的镜子。

“……是何人?”

这次声音更清晰了一些，确实是从这面镜子里传出来的。



台灯的映照下，斑驳的镜面上的划痕更加明显，但是这次何
亦瑶很肯定的

这篇文章叫做《废墟》，出自当代作家余秋雨先生之手。

这是一篇蕴含精致，富有哲理的散文。作者通过“废墟”表
达了对民族文化以及民族未来的关注。

作者所说的“废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废墟，更不会是现代
人建造的，由于资金等问题而荒废的废墟。作者指的废墟往
往存在的年代比较久远，且有一定历史意义和存在价值
的“废墟”。

在余秋雨先生眼里，“废墟是古代派往现代的使节，经过历
史君王的挑剔和筛眩”“废墟是一个磁场，一极古代，一极
现代，心灵的罗盘在这里感应强烈。”废承载着古人对现代
人的希望，希望现代人去发掘他们的历史，为中华民族完成
未尽的使命。

废墟是历史的见证，是前人对后人的寄托，是旧的文明的终
点，是新的文明的起点。同时，废墟也是曾经没落的证据。
我们应该保护这些废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面
向未来。发现曾经的不足，开创明天的辉煌。但是，如果我
们改造了废墟，使之成为高楼大厦，那么，虽然我们了解了
过去，可是我们的后人就再也无从得知了。活生生的“教科
书”没了。

废墟的价值不是可以用什么东西来衡量的，更不是金钱可以
估计的。因为废墟，才有了坚强的炎黄子孙;因为废墟，才造
就了伟大的华夏民族。废墟是无价的，因为他的背后是悲剧
过后留在人们心中的心灵的负载。正视这一负载，才能携带
废墟走向光明。

因为悲剧的发生，所以留下了废墟;因为人们的执着，所以保



存了废墟。我们不需要为废墟而羞愧，不需要为废墟而遮掩，
因为阳光总在风雨后，因为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如今的社会，缺少的正是废墟。少了使我们坚强的废墟，少
了使我们居安思危的废墟。如今的我们，更要懂得废墟的珍
贵，保护眼前的废墟。因为它太过重要了。

《特别关注》我一直在关注的杂志，里面有一篇文章:“《懂
了父亲那一巴掌》:讲的是以《解密》、《暗算》等军事玄机
小说扬名文坛的作家麦家与其父亲的相关故事。”

麦家因小时候贪玩，学习成绩不好而被父亲毒打后，一直对
父亲的行为耿耿于怀，再考上大学以后，远离家乡，远离了
父亲，在回家时只有母亲的新衣服，父亲慢慢转身什么也没
说走进自己的房间，可是他那饱经风霜而坚实的手在眼角处，
轻轻的抹了一下。读到这里的时候想起了小时候的我，确实
对父母的有些做法不满，当时年龄小也会做出一些过激的事
情，来气他们。现在想来真是后悔莫及啊!虽然我现在还没结
婚，可是从我经历的这么多事情中就能感觉到，做父母的对
孩子的疼爱及关怀，是你身边除了他们之外没人能够比得上
的，再好的形容词，也无法比拟她们对子女的那份感情。看
到这个地方时，我的视觉已经有点模糊了。

麦家当了父亲以后，因为儿子与别的小朋友打架，而动了手，
儿子的鼻血马上就出来了，后来的情形犹如麦家当年不理父
亲，儿子越不理麦家，麦家越受煎熬，越觉得对不起父亲。
这才几天，自己就难以忍受，这些年，父亲是怎么过来
的?(每次父亲打了我，或是被母亲骂了，他们总是有一个是
白脸，一个红脸。被骂了之后我都会有好长时间不理他们，
到奶奶家去，等再见了面也不会主动地说话。现在想想确
实.......)看到这里我拿了纸巾。

麦家有一年回家探亲:一年多没见父亲又老了很多。在父亲的
房间里全是麦家出版的书，摆在显眼的位置，摆的整整齐齐



的20几本书，好像压在了一颗铅球压在了胸口，这些年他很
少给父亲电话。而他却不知道，父亲一直以他为荣。(看到这
里，想到自己现在在外面这几年，没少让父母担心，而且一
事无成，没给家里减轻压力，心里不是滋味，晚上做梦都会
哭的。)

后来麦家的父亲摔伤了，麦家千里迢迢赶回家，父亲已在深
度昏迷状态，表情呆滞，呼吸困难。麦家守在父亲的病床前，
往事不断浮现在眼前，那个身体硬朗的父亲，已被岁月的霜
销蚀成弱不禁风的老人。而自己多年在外，无论沉浮都没足
够的时间尽孝，甚至长达数年不理解老人家。有时我也会不
会电话给家里。(今后一定要多给家里打电话。)枯坐在父亲
的病床前，麦家的情绪跌宕起伏，最后决定，从成都迁回杭
州，回到父母身边照顾他们，陪伴他们。回去后哥哥再次传
来消息，说父亲的老年痴呆症越来越明显，每天晚上临睡时，
都会喃喃自语:“我要见老二。”麦家心里不由得泛起阵阵的
酸楚。“我也能感觉到。”(常回家跟父亲下下象棋)

当麦家出现在父亲面前时，父亲原本浑浊的眼睛，居然发出
了亮光，他也许以已不住面前的这个人，就是他深爱的儿子。
他只凭着本能意识到，眼前这个人与他息息相关。麦家当场
就哭了，父亲伸出枯瘦的手，轻轻擦拭儿子的泪水，喃喃自
语。母亲说父亲摸每个人的脸，都说是老二回来了。“哀哀
父母，生我劬劳。”麦家庆幸父亲健在，自己能为老人尽尽
做儿子的孝心。我现在这个年龄在好多人眼里，还是小孩。
可是我见到或读到某些事情的，深深的触动着我的心。

生活这本经不好念，但是别留下什么遗憾，尤其是孝敬父母
这一方面，否则，这一生都不会过得安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