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合欢有感 合欢树读后感(精选7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
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读合欢有感篇一

你失去了奔跑与行走的自由，却很幸福。这幸福被妈妈不断
浇灌，长成一株合欢树。它在成长，你在成长。上帝总是公
平的，在不幸的一端加重，那么幸福的一端也会加上同样的
砝码。因为她的爱，你很幸福。

《合欢树》是史铁生先生用质朴无华的文字记录他母亲的对
他无微不至的爱。每个字每句话无不透露着母亲深沉伟大的
爱，以及他自己的懊悔。总是很喜欢他的文字，觉得他笔下
清淡的文字划过心头，如同秋水无痕，去留无意，不知不觉
间，却总能让我难忘。

文中母亲在他病后一直尝试着各种偏方希望能对他的病有一
点帮助。哪怕是医生已经放弃了，他自己也只是不在意，这
不离不弃的守护，也只有母亲给得起。母亲把孩子带到这个
世上，那么孩子就是她另一个世界，是她生命的意义。作者
心里想着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可是他在自私地希望从病
痛、失意中以死亡的方式解脱时，从没有想过，母亲同他一
样痛着、她一次次在绝望与希望的边缘徘徊，在绝望中渴求
希望，在希望里得知绝望。

母亲去了，去一个不那么苦的地方。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
树林间穿过，吹向那棵合欢树。他在母亲去世后一直都放不
下那个心结，推说手摇车进出不方便。他不想回忆有关母亲



的一切，哪怕那是母亲留下唯一的念想。不想看的合欢树已
经随着时间的推移看不到了，他也后悔，后悔没有看一眼，
看一眼那棵幸福的合欢树。当曾经的含羞草已经长成合欢树，
当曾经自暴自弃的孩子已经长成作家。母亲应该是欣慰的吧。

读合欢有感篇二

那棵孤独的合欢树站在那里，引起了我的遐思。

人作为一种能思想的动物，真的太麻烦。至少不会像一棵树
那样简单。站在那儿，在春露冬霜里，看尽了人世纷飞，走
过了一年四季，其实，它只是“局外人”，或许它已超脱，
又回归到最初的一棵简简单单的树。

它的视野里有一片花开正盛的白玉兰，把这初春的娇嫩衬托
得恰到好处。那白玉兰这枝叶繁盛，我爱极了看这些淡淡的
绿，浅浅的白，我就那么贪婪地盯着这初生的白玉兰，看着
它的花，它的叶。就连它的梢头已然枯黄的几串果实也不肯
从眼前放过。

这棵合欢树许是看惯了这景，它须真的不是凡物？那散开的
细碎的枝桠，还是冬日的枯褐色，不见一丝生机。然而，它
脚下的草已开始绿了。于这初春，它已这样的姿态，高高地
站在土墩上，俯视着，顺从着，等待着，不着急地应着属于
自己的季。

想来，人这一世，总在追逐自己的季，就像明明是春种秋收
的种子，却妄想在春天的时候，就得到果实。很多东西无法
强求。

合欢，为什么叫合欢呢？试问，天下几人能得长聚。自古云：
“无筵不散”。只是悟了吧。这世上，太多的不尽人意，看
的这树亦有些心灰意冷。如此，不如只给自己的一个安慰。
聊表之，亦好，合欢，合欢，只愿一切合欢。



读合欢有感篇三

合欢树的花开得那么美，有那么久，以致于无论是史铁生还
是肖复兴都愿意在作品中用它作为最重要的意象去展开写作。

那个叫合欢的女孩就像那合欢一样的美，同样美丽的是合欢
的妈妈——蔡老师。那个在公路两旁合欢树下盛绽的花为两
个美好的女性的出现提供了绝美的背景——绯红色的云朵在
明媚的阳光照耀下，简直像从家里墙上贴着的年画里走出来
的漂亮女孩就出现在主人公韩信的面前。

少年的眼中最美的画面成了整个故事的起点，这就注定是一
个与美有关的故事。重视教育的蔡妈妈为了合欢的前途毅然
回到背景，善良热情上进的合欢和韩信成了同学，萍水相逢
变成了熟识的朋友，这是美好的相遇引发的美好的童年往事。

美好的人生进程也正缘于对美好品质的热爱。合欢和韩信都
是多才多艺的少年，这就注定了在学校文艺汇演时的多种交
集，因为对合欢范文的欣赏到自己开始认真写作，这就是美
的范式的引领，少年时的爱学习有多少是因为懂得了人生大
道理，有多少是在美好事物的引领下憧憬学习进而取得进步
的，毫无疑问是后者。

美好的人性让小说有了感动人心的重要载体，蔡妈妈与合欢
的到来让小学多了许多的美好的事情，因为两人都散发着美
好人性的芬芳，合欢无论学习还是才艺都在学校里是翘楚，
与韩信的大方交往与合作的节目都是那么纯粹而美好，蔡妈
妈智慧地化解疤痢眼与韩信的矛盾，对合欢的温柔呵护都充
满浓浓的母爱与师情。

美好的情感在一些重大的变故中更彰显了她的感人心扉的力
量。蔡妈妈为救两个学生而出车祸的变故让故事转向了另一
面：合欢活泼开朗的性格突然阴郁沉默。家庭的重大变故引
来了外公不辞辛苦地照顾合欢，细心地呵护着合欢的喜怒哀



乐，关心着她的饮食起居，甚至还在呵护她的朋友圈，让我
们看到了一个圣诞老人似的善良的老人，我们的生命中多多
少少都很喜欢这种善良的人性温情。

实际上这种美好的情感人性，美好的人物和环境在现实世界
中是不是那么普遍存在的，现实世界是复杂多元的，儿童是
带着怎样的眼睛和心灵去审视这个世界的'，决定了他们价值
观和审美观的底色，而肖复兴的这本儿童小说无疑给孩子的
心灵种下美的种子。

读合欢有感篇四

上星期，我在家看了史铁生的《合欢树》，最让我深受感触
的，是母亲对儿子无微不至的爱。

二十岁时，史铁生的两条腿残废了。虽然医院已经表示他的
病目前没办法医治，可史铁生的母亲却依旧把全副心思放在
给他治病上。她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可都无济于事，母
亲就只能日夜不停地守着他。

有一次，她不小心把史铁生的胯烫伤了。史铁生后来在文中
写道：幸亏伤口好起来了，不然她非疯了不可。“疯”这个
字，在我们看来或许有些夸张了，母亲怎么会因为儿子受伤
而疯了呢？可仔细一想，正是因为母亲爱儿子胜过爱自己，
甚至胜过一切，才会达到这样的程度吧。为了治好儿子的腿，
她四处奔波，无论使用什么方法，都只想让儿子能有个健康
的身体。这是一位平凡的母亲，却做着不平凡的事。

由此，我也联想到了我的母亲。她也是一位平凡的女子，是
在茫茫人海中随便可以挑选出来的普通人。可就是这样一个
普通人，对我却怀着一份不普通的爱。

母亲长着一张平凡的脸，穿着平凡的衣服，做着平凡的工作，
靠着那份微薄的薪水养育着我。小时候，我不小心把鼻子给



撞坏了，母亲得知后，急忙放下工作把我从学校接到医院检
查。医生诊断说是要做手术，我生活的场所就从家中变到医
院里。那段时间，母亲天天守着我，为我四处奔波，照顾我，
她为此操碎了心。直到手术那天，我被推进了手术室，看见
她一直注视着我，注视着我离去的方向，直到再也看不见我，
我的内心突然多了一份酸楚和感动。

进去时是白昼，出来却已是黑夜。这段时间对我来说只是无
声无息地消逝，可对母亲来说却不知道是多么的煎熬。我不
知道母亲是怎么熬过那十几个小时的，我只知道，当我出来
时，她的眼眶红红的，头上好像也凭空多出了几丝白发。她
不在意自己，只是对我嘘寒问暖，体贴地照顾着我。望着望
着她，我也红了眼眶。是啊！她就是这么一位平凡的女子，
可在我心中，却一点儿也不平凡。就像《合欢树》中的母亲，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她用柔弱的肩膀顽强地担起了孩
子的生活，抗起了孩子的苦难，支撑起了孩子对未来的希望
与信心。

是啊，母亲就是这么伟大，她为我们遮风挡雨，却不求回报。
在此，我要向每一位平凡的母亲致敬！

读合欢有感篇五

今天读了史铁生的《合欢树》。文章以平淡的语气陈述了昔
日往事，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母亲的怀念，内心难以掩饰的愧
疚。

经历了生活的洗礼，有笑但对母亲来说更多的是泪，有欢乐
但对母亲来说更多的是痛苦。但她为了儿子的志向，无怨无
悔的耗尽了余生。

儿子终于踏上了成功的正途，但那时母亲已经不在了，余下
的除了儿子对母亲浓浓的眷恋——还有那棵顽强的合欢树。



母亲的爱，母亲的自责，母亲的愧疚，多年以后儿子才想明
白，可惜已经太迟了——“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
了，就召她回去。”回首往昔，固然母亲没有好好的倾听儿
子的心声，但儿子不也一直跟母亲怄气吗？小时候装不在意
气母亲，残废后对自己毫不在乎，以致母亲加倍的担忧。母
亲去世后搬家，那是因为悲伤。不敢再踏入小院子，那是儿
子的歉疚。因为歉疚，儿子甚至没有勇气独自面对那棵曾经
寄托了母亲希望的合欢树。更加遗憾的是，一直以来的没勇
气，最终变成了不可能——“我挺后悔前两年没有自己摇车
进去看看。”因为遗憾，所以悲伤。有一种悲伤只属于当事
人——“只想独自静静地呆一会。”有一种故事无须他人知
晓——“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它在成长，他在成长。因为她的爱，不断的成长。

那棵不断成长的合欢树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到现在也不是
很明白。还有那个不哭不闹的小孩，只是目不转睛的盯着树
影，他能明白那影子的主人么？只是，我不明白。

也许我所写的东西有些语无伦次，我无法深切的感受到他所
想传达的东西。等到他回去的时候，那些可爱的邻居，依旧
喜欢他，依旧像原来一样照顾他，却无人提及她，怕他伤心。
后来有人说那棵合欢树开花了，心中也随之泛起涟漪。她为
自己付出的太多，背负的太多，还没来得及补偿，还没来得
及让她为自己骄傲，还没来得及看到合欢树的花。但其实，
她什么也不求，什么也不求，因为一切都是自己的心意，不
论是苦还是甜，是哭还是笑，不求回报，因为她是母亲。

早早离开的母亲，你，还好吗？院子里的合欢树开着花，今
年，也开着花。你看到了吗？

读合欢有感篇六

佛教禅语中有这么一句话：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



山，见水不是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是人生的三种
境界，是形容史铁生再好不过的句子。

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史铁生二十岁时依然有少年人的锐气，目之所及都是阳光普
照，然而，上帝不会让一个人这样一帆风顺。正当他春风得
意时，他的双腿却失去奔跑的能力他的双腿瘫痪了。此时的
他不甘又癫狂，每天被圈在尺寸之地，看着北归的雁群，我
会猛然把书砸向墙壁，他蜷缩在自己的角落，看见自己无力
的双腿，他又气愤又无奈，眼前一片黑暗。

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

在母亲一点点地呵护下，史铁生的情绪逐渐平稳，我一心只
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些东西能把残疾人救出困境。母亲说：
那就好好写吧。生理上的病需用药医，而史铁生心中的痛苦，
则需要时间慢慢调理，这时的他，正缓缓抬起同命运抗挣的
头颅，虽然一切并非从前，虽然前方依然混沌，但至少有一
缕光线透入心间。

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

岁月翩跹，造化弄人。当史铁生情绪渐渐平复时，母亲却积
劳成疾，永远地离开了他，撒手人寰。所幸，史铁生已不再
沉弱于伤痛之中，只是淡淡地写下了一句悲伤也成为了享受，
一句话有多少思念在里面！好像当时只道是寻常一般的心境，
并非不再历经人间种种痛苦，而是看穿了这样或那样的苦难。
虽然山依旧是山，水依旧是水，但因为心境不同，所感知的
事物也就不同。

我问起那棵合欢树，大伙说，年年都开花，长到房高了。这
么说，我再也看不见它了。那超脱一切的心境，和那想象中
插曳的树影，竟使史铁生感到一丝憾恨。而他真正遗憾的到



底是没见到合欢树，还是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呢？我无从得知。

只是，泪影朦胧中，好像依稀嗅到缕缕花香，唇边有一丝苦
涩，好像有一位身着蓝底白花裙的女子，站在合欢树下，浅
笑吟吟。

读合欢有感篇七

《合欢树》，一篇朴实但又感人的文章，文字中时时渗透出
作者史铁生对母亲的思念和母亲对他无声的爱，盼望儿子早
日康复的一个美好的梦。

讲到这篇文章，就不得不提到作者的经历：

史铁生，中国著名作家，1972年，也就是他20岁时双腿瘫痪，
从此，他的母亲就把全部心思都给了史铁生。

文章共写了作者10岁，20岁，30岁三个间段，每个间段都是
作者的转折点，而每一个间段，都离不开他的母亲。

10岁时，作者作文得了第一，母亲似乎很激动，但却又说自
己小时候的文章还要好，作者只好很扫兴地与母亲"顶嘴＂，
但却承认母亲很聪明很漂亮。

我似乎可以感受到母亲希望儿子更上一层楼的梦想。

20岁，作者的腿残废了，虽然大夫都说没法治，但母亲还是
全副心思都用到治病上，找来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药。有
一次，作者的胯上被烫伤，这对作者来说是致命的。作者倒
不怕，但母亲却惊惶来几个月。

后来，她发现作者在写小说，于是她就到处借书，像当初找
大夫洽病一样推着作者顶着雨、冒着雪去看电影。



我似乎可以感受到母亲希望儿子能好，有自己的事业的梦想。

30岁，作者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但母亲不在了。作者回到
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院里的老太太们叫他去看看母亲住的
地方，但作者心一抖，找了个借口，没敢进去。或许，作者
怕触景生情。

大伙儿便不再说，忙扯些别的，说以前的房子住了一口人家，
刚生了娃，那娃不哭不闹，单是盯着树影儿看十。

作者从没料到那颗树还活着。从前，母亲去为作者找工作，
从路边挖了一棵含羞草，但实际是合欢，几年后，合欢树长
出叶子了，很茂盛的叶子，母亲还高兴了很多天。以后，搬
了家，还实不实念叨一下。

我似乎从这合欢树上感受到了浓浓的母爱，或许，母亲把这
合欢树当成了作者，所以它的叶子会使母亲如比高兴。

文章虽以合欢树为题，但从没正面写过合欢树，却始终感受
到合欢树的影子，实在是妙。

合欢树中的母爱，让我回味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