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冬牧场的读后感(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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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
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冬牧场的读后感篇一

你，去过新疆么？阿勒泰知道么？

然而这个故事里木有喀纳斯的颜色、木有喀纳斯的湖怪，木
有成片的白桦林让你去感受禾木村的原始，哦，对了，他们
在赴冬窝子的行李中有带着桦树皮，用来引火。

新疆的美景让人流连，但恐怕大多数人的记忆是夏秋的色彩，
而慢漫冬季长达半年（十月底十一月初下雪，山区更早，二
三月才会开始化雪，山顶上常年会有积雪）。放牧，一种原
始的生态链生活，逐水草而居，带上你的牛羊，赶上你的骆
驼，我们一起去沙漠、去草场。赶上了春天的青翠，踏过了
夏天的碧绿，奔跑在秋天的金黄，坚挺在冬季的枯黄。想象
不出的艰难，可是哈萨克牧民把它作为毕生的事业，继承者、
维持着。勇敢的向自然而生，那么积极、那么乐观，有水草
的地方有牛羊，有牛羊的地方有毡房，有毡房的地方有居麻
和他的家。

我在新疆出生、长大，故事中的场景再熟悉不过，但是赶冬
牧场住地窝子还真是第一次细致的了解到。只知道每年的春
秋两季时，沿山的公路都得减速慢行，更甚禁行，为的是这
些生灵能够顺利的转场、迁移。路上，你遇到了羊群，打喇
叭都是不管用的，因为它们习以为常的听着，更甚站在车前
呆呆的望着你。你只能默默的看着、等着，等着、看着。



近些年，当地政府也在积极响应号召并落实安居政策，为牧
民在各村镇规划定居点，帮助建造安居房，希望他们能够安
居乐业，无奈这样的生活祖祖辈辈，基因里都烙着“流浪
的”印记，没几月，该出走的还是出走，该迁移的还是迁移，
没有办法，工作还得慢慢做。

哈萨克族牧民，很淳朴。宽阔的脸型，纯净的眼神，尤其是
孩子。

感慨，好的作品源自生活，却又高于生活。李娟四个月的深入
“卧底”，向我们揭开了冬窝子的神秘，让我们看到了平凡
生活中的不平凡，还有爱。

面对困境，哭喊与无奈是无用的，需要自己去突破，没有房
子我们找地窝子，挖挖修修，没有水源我们有雪，没有富裕
的粮食我们就“节约”，但是，一家人在一起的协作、帮助、
相爱相惜绝对一点儿也不少，老祖先的生存智慧更甚光辉。

喜欢居麻一家，喜爱那片冰冻的热土。

冬牧场的读后感篇二

合上《冬牧场》的最后一页，我感慨万千，心中似是有什么
东西被触动。

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新疆是炎热干燥的代名词，是盛产瓜
果之地。但是李娟的《冬牧场》，让我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
新疆。在乌伦古河南面，地势平坦开阔，生长着大量牧草，
多数牧民都会在此定居，搭建冬窝子，开始与牛羊为伴的长
期生活。

李娟笔下的冬牧场是雪白的，是广阔无垠的。

当我看到书后附录的几张照片，不得不再次感叹起来，站在



牧场中央环顾四周，人类和牲畜是那么的渺小，犹如在浩瀚
的夜空中几点发亮的星星。雪季来临，牧草上覆盖了厚厚的
一层积雪，而远处的山峰也显得异常美丽。大概没有人会想
到在沙漠深处是这样一番天差地别的景象。

李娟笔下的冬牧场也是有人情味的。

冬日的牧场是美丽的，是寂静的，是神秘的。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土地贫瘠的不断加剧，牧人被禁止放牧，那安在冬
窝子里的家终会被风吹雪埋所破坏，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
成为人们古老而珍贵的回忆……不论未来会发生什么，冬牧
场里的温情在我的心中永远不会磨灭。

愿，这个即将来临的冬日，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块属于自
己的牧场，既能放养灵魂，又能温暖天地。

冬牧场的读后感篇三

纪实文学《冬牧场》，描写作者李娟在20xx年冬天，跟随哈
萨克牧民深入新疆阿勒泰南部的冬季牧场，与牧民家女孩一
起背雪、放羊、赶骆驼、收拾地窝子，渡过三个月难得的原
生态牧民生活。

在冬季零下四十多摄氏度荒凉的冬牧场：雪水是浑浊的，混
有风沙、羊粪；洗澡也很困难，更不用说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了。人是怎样生存的呢？作者写道：“人之所以能够感
到‘幸福’，不是因为生活得舒适，而是因为生活得有希望。
”

牧民家的子女放寒假，历经辛苦也要回到“地窝子”和父母
们一起生活，而这段时间里父母绝不会把他们当做还在上学
的娇滴滴的孩子，该放羊，放羊去，该背雪，背雪去，该做
家务，做家务去。每个人俨然都熟识自己要干的事情，一切
是那么井然有序。



以前我们常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孩子自小跟随父母从
事家务劳动、田园劳动、市井买卖等一系列生活实践，掌握
生活基本能，可以独立撑开生活的某一面，那是环境逼出来
的，练出来的。现今的孩子，一是经济条件好了，二是课业
越来越重，却渐渐的脱离生活实践。他们很多的假期在培训
班度过，和父母一起做做家务，一起坐下来喝喝茶的闲暇时
光少之又少。上学放学要人接送，吃饭穿衣要人伺候，生活
不能自理，举手之劳的简单之事不会做，一到需要独立面对
生活时便束手无策。虽然我们不需刻意创设贫苦家境磨练孩
子，但失去锻炼孩子的机会也是一件憾事。

再回到冬牧场，哈萨克牧民居麻的女儿和儿子即使在爸爸离
开几天的日子，也能担负起整个牧场的正常运转，而这样的
劳动量常常使得男主人“放羊归来累的倒在炕上动弹不得，
夜晚忍受长年累月辛苦劳作积累下来的一身病痛折磨，大把
大把的吃着阿司匹林止痛片”。这样严苛的环境，孕育了孩
子们美丽、坚韧、勤劳，尤其是男主人的女儿能干、爱美，
笑起来如阳光一样灿烂妖娆。

春天接羔，夏天催膘，秋天配种，冬天孕育。阿勒泰广袤的
天然牧场里流动着哈萨克民族一代又一代的生命轮回。期待
我们的教育也能在时代变迁的大潮中坚守生命的活力，虽被
裹挟却能善其身。

冬牧场的读后感篇四

“我说：‘家里不是有狗了吗？’他说。‘谁知道能活多
久？’居麻给梅花猫吃肉时，嫂子反对：‘豁切！’嫂子给
猫吃肉时，加玛反对：‘行啦行啦！’加玛给猫吃肉时，我
反对：‘它已经吃了不少了！’我给猫吃肉时，居麻反
对：‘它吃得比你还多！’总之一家人就这样互相宠溺着它。
”

每当我读到这句话时，我总会想起七岁时，我在一个电话亭



旁看到一个大哥哥，他背着一个书包，你做梦也不会想到那
里面究竟有什么？那里面有猫，不是一只猫，也不是普通的
猫，而是两只全身金黄，刚生下来没几天的小奶猫！

怎么才能说出《冬牧场》的有趣之处呢？如果说《雪域豹影》
是一幅漫天大雪与一座山的水彩画；《红豺》是一幅青青草
原地上一只兔子与一只鹿地相遇，那么《冬牧场》则是一个
人与一群马、一群牛、一群骆驼的合影。

在李娟笔下，如此凛冽的环境都能有着如此快乐的气氛。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你是一个远离快乐的人。

是的，寒冷的冬天虽然已经过去，但是它依旧在我的心中，
告诉我没有风雨地吹打就不会存活。

“每当我独自走在暮色四合的荒野里，看着轻飘飘的月越来
越坚硬，成为银白锋利的月亮”。

冬牧场的读后感篇五

读《冬牧场》这本书时，我随着作者的视角，仿佛进行了一
次心灵的旅行。我似乎走进了苍茫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依
稀望见那无边的牧场，踩着硌脚的沙地，细细体会牧场的极
度严寒，感受牧民们淳朴的生活，从而获得内心最大的宁静。

这本书是作者随同熟识的一家牧民深入冬牧场后写成的。他
们一起去了阿勒泰南部的沙漠，度过了一段艰辛的荒野生活。
作者回到家后，用饱含深情的笔触谱写了这本文集。她在这
本书中，讲述了许许多多动人的小故事，语言平实却不失灵
动，让人置身其中，充满向往。

这片沙漠是牧民们天然的家，他们在这里世世代代地生活着，
不辞劳苦地放羊、赶马，吃一些类似奶疙瘩、羊肉之类的既



简单又单调的食物。在无事可做时，只是静静地坐着消磨时
光。这一切都是游牧民族生活的全部写照。

我一开始就惊叹于这本书细腻、朴实的笔触，待我静静阅读
时，总觉得像有人在给我讲述一个个小故事，总能让我空虚
的内心获得一种极大的满足与宁静的抚慰。一个个故事看似
支离破碎，作者却能把农民转场时的情景表达得那么淋漓尽
致，把牧民生活的画面表现得一览无遗。这一切都源于作者
的真实体验和她如水般宁静的心灵，就如同这一段描写：

“隔壁家的天窗开在地窝子西南侧，下午的阳光在床榻上投
出一小方的明亮，几乎整个一二月间的下午时光里，我都坐
在这方热乎乎的明亮之中，安静地行走针脚，长时间一点点
扩散着毡片上的色块与线条。那团阳光移动一点，我也挪动
一点，一直挪到床榻边再无处可挪时，便收工告辞。”

像我们这样生活在都市里的人，就很难体会到阳光的挪移。
但作者怀着宁静的心情，感受着时光的流逝和迅速消失的一
切，作者是那样的从容，这种“最大的平静”，便是作者所
诠释的：

“天空下最大的静不是空旷的静，不是岁月的静，而是人的
心灵的宁静啊。人终究是孤独又无法泯灭希望的……”

这本书向我们传达的不仅是平实的生活与温暖的感动，更有
一种淡淡的悲哀。作者一路跟随牧民的艰苦生活恐怕再不会
出现了，因为随着时光的流逝，社会的发展进步，曾顺天应
地、自律而慎微的游牧生活方式会慢慢消失，不久的将来，
这块古老贫瘠又广阔的牧场也终将被放弃。

王安忆曾说过：有些人的文字你看一百遍也记不住，有些人
的文字看一遍就难以忘怀。我想，读《冬牧场》这样的文字，
不仅仅是难以忘怀，更是对心灵的一种净化，对人生的一种
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