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欢读后感(优质9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读
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合欢读后感篇一

《合欢树》是史铁生的作品之一。

这是一个关于母爱的故事：史铁生双腿残疾，头上开始出现
白发，他的母亲总是找些奇怪的偏方给他吃，但总是没有疗
效。为了让儿子开心，母亲挖出一株“含羞草”，把它种在
花盆里，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一棵合欢树。许多年后，合欢树
已经长得很高，但不幸的是，他的母亲早已去世。

我的妈妈也是这样，日夜为我操劳。妈妈逐渐老去，岁月的
痕迹已经无情地爬上了她的前额。

有一天，天气多云，放学后，我抄好作业，收拾好书包。当
我慢慢地走出教学楼，才知道天气是如此的寒冷。妈妈在寒
风中等着我，四处张望，我很觉得不好意思。妈妈怕我冷，
让我穿上她给我带来的大衣，还不停地问：“冷吗有没有冻
着?”妈妈没有抱怨，满眼都是对我的温柔。一路上，我和妈
妈谈笑风生，不再感到一丝寒意。

我的妈妈曾经说过，她和爸爸给了我很多爱，即使我只是报
答一点点恩情，她也会觉得欣慰。我想对妈妈说的是，滴水
之恩，当涌泉相报。为了父母，我一定要成为有用的人，报
答他们的恩情。



合欢读后感篇二

闲暇时，偶然翻看了史铁生的散文《合欢树》，因他母亲的
所作所为而感动。

史铁生二十岁时，双腿残疾。母亲为了给他治病，总是怀抱
着希望到处去求药方，却遭来了儿子的埋怨。后来为了让儿
子写好小说，四处借书，冒雨顶雪地拉他去看电影。当初，
她种下一棵小小的合欢树，满怀美好的期待，当这棵树长大，
儿子的小说也发表时，她却已经不在人世多年。

“多么伟大的母爱，为了儿子，不顾惜自己的身体，为了儿
子开心，自己什么都可以付出。”我常常这么叹息着，为她
感到怜惜。合欢树的花早已开满枝头，可那个曾经照料它的
母亲却不在了。所谓的合与欢，迎来的竟是离与悲，好不痛
惜。

回想每次自己犯错时，母亲偶尔也会批评我，我常常是烦不
胜烦。可她又亏欠着我什么呢？不过只是希望我能好好的，
走上正确的路，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心中闷闷时，不禁想起那棵见证作者悲欢离合经历的合欢树，
在我的心中，那合欢树仍旧在生长着，指引着我更深刻地感
受着天下母亲无私的爱。

合欢读后感篇三

前几天，读完《合欢树》这篇文章，我颇有感悟。《合欢树》
的作者是我国著名作家史铁生。这篇文章虽然短小精悍，但
却十分地感人肺腑。

这篇文章中，作者回忆了自我与母亲共同生活的一些往事，
写到了母亲以往在小院中种的那棵合欢树。史铁生在20岁时，
两条腿不行残废。作为母亲，她精心照料自我的儿子，想方



设法为儿子治病，不辞辛苦帮忙儿子的写作供给支持。最终，
儿子在写作上取得了一点成绩，可她却不幸离世，再也无法
与儿子分享这份喜悦了。

在那里，合欢树无疑是母亲的象征，而小院中那个整日盯着
合欢树的孩子，也变成了作者的化身。母亲刚栽种合欢树幼
苗时，虽然幼苗没有发芽，可母亲还是没有放弃。最终，在
母亲的呵护与照料下，合欢树最终成活，并在十几年后开花
结果。这就像是母亲照顾儿子，是母亲的爱，让儿子获得了
新生。整篇文章，更是包含了作者对母亲无限的思念和缅怀
之情。

我的母亲亦是如此，整日为我辛苦，日夜操劳。母亲虽还健
在，可岁月的痕迹，却早已爬满了她的脸庞。

初中时，天还不亮，母亲就早早起来，为我准备早饭，准备
我中午在学校吃的饭、喝的水。或许每个母亲都是这样。母
亲每一天都是送我出家门，看我离开后她才回家，四年如一
日，不辞辛苦。我却只顾和小伙伴说笑，未曾想起身后的母
亲。此刻想来，不禁感到羞愧。

合欢读后感篇四

提起史铁生，人们很容易想起：我以前读过他的什么文章，
但能有多少人能了解他是一个残疾人？知道他从20岁开始就
坐在轮椅上的人究竟有多少？这便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心，
这就尽管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一定要了解他，真正的了解
他！我暗自决定。

既然想要了解一个作家，读他的作品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都
读完？应该有些难度吧。并不是太多，而是要想全部读懂可
不是那么容易的。还是挑几篇著名的读吧。《合欢树》便是
其中的一篇。”妈妈“这个字眼在文章中出现的频率可是不
低。史铁生打小就不认输，作文不肯输，哪怕对象是妈妈，



他就是不服气，面对妈妈的激励，他上当了，谁之它最后竟
选择了当一个作家，这其中，应该也有妈妈那不同忽视的一
份力吧。他的性格相极了他妈妈。妈妈为了他的病，从不轻
言放弃。”

她倒总能找来些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是洗、
敷、熏、灸。“妈妈是伟大的，是神通广大的，总有用不尽
的办法，或许是这些片刻间的神通广大西走了她的法力，那
昔日的青丝已不知不觉中没有了法力的支撑，竟全变长了白
霜。”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似
乎命运对他是特别的不公平，让他永远地失去了他的双
腿。20岁，正是少年的花季，但对于他来说，竟使一段最难
熬的日子。”天天写作治疗。我终于写出了成绩，但是可惜，
妈妈已经看不见了。“他非常努力的写，天天克服着病痛的
折磨，坚强的写着，就是为了让母亲觉得她的一切努力都没
有白费。

也许这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在“吧。”您怎么就等不到这一
刻呢？“他可能这样痛苦的想着。我甚至能想象出妈妈看到
奖杯时那欣喜若狂的神态，可这毕竟是想象，再也不能成真
了！

合欢树，这是一个贯穿全文的线索，她从被母亲捡回时还没
发芽，到第三年长成一棵高大而茂盛的合欢树。这不正与史
铁生的命运相应吗？命运也是公平的，总有那些和你命运相
同的生命，看着他们，也许你就知道了自己的路到底该怎么
走。

合欢读后感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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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欢读后感篇六

《合欢树》是史铁生用朴实无华的语言谱写了一曲感人至深
的追忆母爱之曲。曲中音符如行云流水般演绎着，敲击着每
一位读者的心灵。款款文字渗透着对母亲去世的悲伤之情，
跳动着对母亲的真切怀念之心。

乍一看去，觉得文章应是状物类散文，因为题为《合欢树》；
然而，初读文章，又心生奇异：怎样是写人叙事文章通读全
篇，才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构思巧妙。

文章以第六段我摇车离开那儿，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作
为过渡段，乘转结合，十分自然。前部分是追忆母亲，后部
分是思索合欢树。对母亲的回忆为合欢树的意义作好了铺垫，
打下了感情基调。两部分衔接流畅，浑然一体。

作者在前部分沿着回忆的路径重现定格了母亲身影的两个镜
头，以时间为序，信笔而书，笔触所至。无不渗透深情，行
文如水流成溪，质朴中显风采，平淡中藏深味。

第一个镜头是：10岁时，我作文获奖，母亲很高兴，说自我
当年的作文写得还要好。我不服气，故意气她。年幼的我想
来是还没读懂一位母亲对自我的良好禀赋能传给儿子的那份
喜悦与自豪的。最终两句话可是我承认她聪明，承认她是世
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她正给自我做一条蓝底白花的裙子。
体现出我重新回首这件事时，内心充满对母亲的敬意与眷恋。

最终，30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
如此的母亲是伟大的，她们总是默默地为儿女无私的付出。
却从不记回报，甚至连分享儿女成功的喜悦也常常被无情的



生命剥夺。我怀念母亲，遥想母亲，静静地在树林里遥问上
帝，风正在树林里吹过，母亲似乎曾回来过。也许母亲从未
离开过，她活在儿子的心灵里，陪伴他一生。

细心读来，能够发现作者选择的三个时间段分别是10岁，20
岁，30岁，这都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母亲都在其中扮演
着重要主角。虽然30岁时，母亲已逝世了，但30岁的成就是
母亲用一生的付出为我收获的。母亲在儿子心目中的重要地
位由此可见了。这也体现了作者在选材组织上的独具匠心。

在前部分里，我们始终不见合欢树的半点踪迹，从文中看来，
第八段有一句话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合欢树似乎已在作
者记忆中遗失了。记忆的闸门在以往的邻居的一句话中打开
了到小院子去看看吗，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当
时我心里一阵抖，推说手摇车进出不易，拒绝与合欢树见面。
为什么会抖怕忆起母亲怕难以乘受悲伤史铁生内心的疼痛在
一个抖字倾泻而出。

之后，作者追忆合欢树的由来，从追忆可见，母亲无意栽种
合欢树的时候是我已两腿残废。想来那时母亲内心的伤痛是
难以言表的。她挖回这棵刚出土的绿苗，很大程度是寄予了
一种生命常青的愿望。因为绿是生命的.象征。

我们能够细细品味这段话母亲从来喜欢这些东西，但当时心
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
不舍得扔掉，依然让它留在瓦盆里。第三年，合欢树不但长
出了叶子，并且还比较茂盛。母亲高兴了好多天，以为是个
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甘太大意。又过了一年，她把合欢
树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叼，不明白这种树几年
才开花。这似乎是母亲全心为我找药方到支持我写作的过程
的写照。我想这位母亲在料理合欢树时定是充满了对儿子的
痊愈的期望的。

合欢树被弃置在路边，在被无意栽种的一年里，无人打理。



然而第三年却长出了叶子，还比较茂盛。这是一个顽强的生
命，在逆境中生存了下来。苦难是人生最好的教师，仅有勇
于应对才能拥有充满阳光的将来。

合欢树是母亲亲手栽下的，是母亲亲自料理过的，它的身上
有着母亲的影子，凝聚着深沉的母爱。母亲虽已逝去，而合
欢树仍在健康生长，年年都开花，长得跟房子一样高了，暗
喻着母爱长青，母爱永恒。

文中三次提到那个刚来世上的孩子，前两次说他不哭不闹，
瞪着眼睛看树影儿，那里的树影儿，那里的树影儿就是合欢
树的影子，最终说到有那么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起
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儿，会想他自我的妈妈，
一言道出，合欢树上处处是母爱的影子，是一生都不能磨灭
的。

作者始终对合欢树怀着一种复杂的感情，一方面找借口不肯
去看，另一方面挺后悔前两年没有自我摇车进去看看。也许
是他不知如何去应对失去这一份厚重的母亲吧。也许他只想
把这一切深深地藏在心底，独自咀嚼，悲伤也成享受吧。

文章自始至终都没有正面描述过合欢树，只是借回忆之手，
托他人之语，一一交代合欢树的情景，不着一笔，却尽显风
采，果然不悦是大师手笔。

合欢树史铁生给我们展现了作者的顽强，是一篇借物抒情的
课文，期望我们能够好好阅读这篇课文，这样才能够体会到
作者的感情流露。

合欢读后感篇七

今日读了史铁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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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最终踏上了成功的正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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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儿子不也一向跟母亲怄气吗？小时候装不在意
气母亲，残废后对自我毫不在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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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那棵以往
寄托了母亲期望的合欢树。更加遗憾的是，一向以来的没勇
气，最终变成了不可能——“我挺后悔前两年没有自我摇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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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会明白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样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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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此刻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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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旧像原先一样照顾他，却无人提及她，怕他悲痛。
之后有人说那棵合欢树开花了，心中也随之泛起涟漪。她为
自我付出的太多，背负的太多，还没来得及补偿，还没来得
及让她为自我骄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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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切都是自我的心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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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欢读后感篇八

“读后感”的“感”是从读中产生的。只有读得认真，才能
有所感，并能感得深刻。如果有必要的话，在读文章前我们
可先让学生了解一下作品涉及的社会背景、作者等。在读中
可分三步去指导学生理解文章内容，把握文章的思路：以
《小音乐家扬科》为例。

一、是初读感知

理清层次，把握文章的来龙去脉，建立起对课文的初步总体
印象。初读《小音乐家扬科》我们知道文章记叙了具有音乐
才能的波兰穷孩子扬科为了看看、摸摸地主仆人的小提琴而
惨遭毒打，含冤死去的事。二是细读深思，抓重点，引导学
生评词析句，细读深思，体会用词的生动、准确。细细品读
文章，可先让学生找出一些能反映扬科热爱音乐的重点词句，
再细细体会语言的形象生动，故事的扣人心弦之处。三是研
读体悟，突破难点，引导学生掌握文章的内容和表达的中心
思想，用心去感悟生活、研读文章，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
学生们进一步明白了夺去小音乐家扬科生命的罪魁祸首是人
吃人，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穷人的孩
子即使有才能，也只能被埋没，甚至遭到被-迫-害至死的悲
惨命运，使学生感悟到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如此幸
福。我们只有引导学生通过认真地“读”，才能领会到文章
的内容和作者的思想感情，在此基础上，才具备了写“感”
的条件。

二、选择重点作感点

一本好书或一篇好文章的读后感，可“感”的点很多，要写
好读后感，必须选好“感点”。什么叫“感点”呢?感点是由



书中某一个地方的内容引起的，引发我们体会的地方，它不
是凭空产生的。面对众多的感点，我们必须指导学生从众多
的感点中选择自己感受最深、角度最新、现实针对性最强、
最善于写的一个或几个感点，作为自己写读后感的切入点，
切不可面面俱到。例如《三顾茅庐》这篇文章，有这么三个
方面可以作为感点：一是张飞对诸葛亮粗鲁无礼，张飞很莽
撞。二是写刘备的语句和写张飞的语句对应起来可以看出刘
备态度很谦恭。三是从刘备三顾茅庐，诚心诚意请诸葛亮出
山，辅佐完成统一国家大业，从中体现刘备求贤若渴，礼贤
下士。我们可发现第三个转载自百分网，请保留此标记感点
是这个故事的中心，也就是反复读这个故事后感受最深的一
点，那么我们就选第三个作为读后感的切入点。

三、读感结合有侧重

写读后感要处理好“读”与“感”的关系。我们说，“读”是
“感”的前提和引子，“感”是“读”的结果和目的。读后
感中少不了对原文的“叙”述，但它不像记叙文中的“叙”
那样具体、形象、生动，读后感中的“叙”要做到简明。小
学生写读后感常犯的毛病是复述原文，没有做到简明扼要。
有的只“感”不“读”，离开原文意思漫无边际地胡编乱写，
说道理时空发议论，而缺乏身边的实例。写读后感可以说经
验，也可以谈教训。大多出色的读后感，总是受原文内容或
情感触发，从而引起对生活、学习、思想等实际问题的思考。
读后感，是有“读”有“感”，“读”、“感”结合的。可
以先叙述文章内容，后集中谈体会，这种写法适于只谈一点
体会。还可以边叙边谈体会，“读”和“感”交叉写，这种
写法可以谈几点体会。无论用哪种方法写，必须叫学生做到
二不要;不抄录课文：要用自己的话简要叙述;不离开文章的
内容，要真切联系自己的实际抒发感想。

四、联系实际谈感受

这个“实际”，可以是自己的思想和生活实际，也可以是别



人的思想和生活实际。没有情感的读后感苍白无力，有情感
的读后感才能感染人。以《时光老人的.礼物》为例，可以这
样去引导学生思考：诗中的孩子们对时光老人送的礼物很珍
爱，表现在哪里?你觉得应该珍惜时光老人送的礼物吗?平时
你有哪些珍惜时间的事例或不珍惜时间的做法呢?以后你会怎
样对待时光老人送的礼物呢?通过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学生就
把文章内容、自己的思想和生活实际联系在一起，这样就能
写出真情实感，倾吐真实心声。而在指导学生联系实际谈体
会时，不要就事论事，要注意启发学生展开想象，从古到今，
从近到远，从己到人，从正面到反面，只要与文章的主要内
容有关系，都应允许他们大胆自由地写，如果指导学生把自
己的经验教训与作者的切身体会结合起来写，那么他们的读
后感一定更真切，更有感染力。

史铁生是一位残疾作家正当生命最灿烂的季节命运却让他受
到了最沉重的打击--一他失去了双腿.这会是一种多么难言的
痛苦啊又会有一种多么哀伤的心情直到他学会了用文字表达
自己的感受让真情在笔尖流露.于是便有 了《我的遥远的清
平湾》有了《奶奶的星星》有了《合欢树》有了《我与地
坛》.

《我与地坛》表达的感情是痛苦的复杂的.深沉的.作者讲述
在双腿残废之初自己的悲痛欲绝心绪的荒芜冷落前途的暗淡
渺茫以至于自己一次又一次在死亡边缘徘徊偶然走进了那个
与自己同样荒芜冷落的园子--一地坛.这座古园映照了作者的
生活也记载了他深深的车辙它可以理解作者的心情可以感受
作者的悲痛因此它向他展示了石门中的落日寂静却安详高歌
的两燕苍凉却张扬着生命的多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似乎讲述
着青春的童话还有飘摇的落叶清纯的草木坦荡的荒藤浮夸的
琉璃和似一朵小雾停在半空的蜂地空屋似的蝉蜕.窸窸窣窣生
长的响动.地坛成了作者生命的一部分.在地坛他明白了:一个
人出生了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
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
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



的节日.地坛留住了作者留住了一个用感情写字的作家.作者
常说:这古国仿佛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
多年.

作者深爱着地坛他更深爱着自己的母亲.

作者表达的对母亲的爱是深重而沉痛的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
的因为她有一个长到二十岁忽然截瘫的儿子惟一的几子尽管
她情愿截瘫的是自己可事实终究是无法改变的.于是她就默默
的忍受着.用母亲无私的爱包容儿子包容儿子的命运;于是她
只有一天一天的熬过去一天一天的祷告:"出去活动活动去地
坛看看书我说这挺好."于是她只能漫长的等待.她疼爱儿子并
且理解儿子她知道儿子需要一点时间独处需要这个过程.然而
她不知道这过程得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等待母
亲只能漫长的等待??母亲不知道她的儿子是多么想让她一超
分享自己的快乐儿子忧郁的心中重新闪现出了快乐的影子要
是母亲看到她该多么高兴啊.儿子第一次这样为母亲想可是已
经来不及了.母亲的去世终究让他明白了:一心以为自己是世
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

合欢读后感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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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倏地想到，这三句话用来形容史铁生最合适不过了。

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史铁生一生多舛，最狂妄的年龄不幸双腿瘫痪，后来又患尿
毒症，只能靠透析来维持生命，这对史铁生来说无疑是精神



上最大的打击。

“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这是他在
《合欢树》中干脆的表态。

“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窗外天上北归
的雁群，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
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此时的史铁
生已陷入人生的低谷，消极度日，萎靡不振，他所表现的性
格突出了他内心的起伏、挣扎和缠绕扭曲的矛盾。我们没有
理由去否定他的做法，任何人都有享受对逆境与痛苦发泄的
权利，只不过发泄的方式由各人的性情决定。史铁生在逆境
中时浮时沉，他被镀上多舛的印记，注定此生无路可退，命
运之神硬拽着他走向迷茫，他手无缚鸡之力，但他的脑子却
是清醒的。他不会任命运摆布，他固执、倔强，他偏要逆流
而上。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是他对生命的初步认识。好
个真真性情，好个英雄气概，因为真，所以美。

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

这是史铁生认识人生的第二境界。

《合欢树》中有这么一句话：“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
那东西能把残疾人救出困境”他写小说并非心血来潮，一个
陷入极端痛苦的人怎么会对这种东西钟情呢？这是史铁生背
后默默支持他的母亲给他的动力。母亲在他最绝望的时候给
了他最真切的爱，她深知，一个生理受伤的人只能靠药物来
治疗，而一个人的心灵受重创，必须及时用爱治疗。为此，
她付出太多太多，星星白发，积劳成疾，终撒手人寰。史铁
生后来明白了他母亲的良苦用心，充满感激和内疚。他却明
智，没有活在悲伤的阴影中，而是惊人地抛出“悲伤也成了
享受”这样耐人寻味的哲语。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史
铁生完成了思想的一大转变。笑对生死，是史铁生的大彻大
悟。



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

“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起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
动的树影儿，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
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这不正是史铁生真实的写照吗？一生坎坷，一朝怀念，母子
情深，睹物思情。他也只好有“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感叹了，
但他在遭受一次次命运的折磨后，已经成熟了不少。他对母
亲的思念，是最真的情；他对母亲的爱，是最真的爱，而这
种爱也升华为对生命的敬重，对自然的热爱，他懂母亲的心，
要好好活，活出爱，活出生命的价值！

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生命返璞归真的那一刻，也是史
铁生笑得最灿烂的时候。命运就在他手中，现在是他掌控命
运，而不是命运主宰他了。他活得很潇洒。

人生不苦，苦的是心，把心茁壮了，再大的风浪也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