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完林清玄散文后的感悟 读林清玄
散文集有感(模板5篇)

心中有不少心得感悟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
得感悟，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好的心得感悟
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心得感悟下面
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感悟范文大全，供大家借鉴参考，
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读完林清玄散文后的感悟篇一

《林清玄散文》收录了林清玄先生两个创作时期的优秀作品。
林清玄初登文坛，将自我的朝气与活力更多地倾注在乡土中，
代表作有《少年行》、《鸳鸯香炉》等。随后，他没有拘泥
于乡土散文的创作，尝试着将东方美学理念和佛教哲学情怀
融为一体，开始了以“菩提系列”为代表的创作生涯的第二
个时期，也进入了他个人创作的全盛时期，散文集收录了超
多该时期的优秀作品如《佛鼓》、《光之四书》等。

林清玄的散文是清幽而大气的，在宁静中透露着激越，在冷
峻中持续着温煦，在流动中体现着凝注。他继承了佛家广博
的智慧与胸怀，轻轻一挥手袖，便装凌云的壮志，巧妙地幻
化为柔美月光下心香的隽永与人性的温情。

读《林清玄散文集》有感

读完林清玄散文后的感悟篇二

清淡、朴实，这是我打开《林清玄散文集》所阅读到的气息
和独属于它的那一份味道。

其实，在手拿这本《林清玄散文集》，翻开它的第一页，阅
读第一篇文章时，我就被它那淡雅、细腻的文字所震惊。因



为据我所知，林清玄是一位当代男性作家，而在我的印象中，
男性作家的笔风应都是充满阳刚、坚毅的。但林清玄不一样，
他的笔风婉转、细腻，丝毫不逊色于当代女性作者，但是又
在多愁善感之中保留了些许傲然，这种柔与刚的结合，被他
的文字诠释得恰到好处，即不会太做作，也不会过于刚强。
犹如一片花瓣落在水面而引起的涟漪，在我们的心上留下一
道淡淡的水痕，想去忆及其源头时，却发现那痕迹早已消失
不见，我想，这便是林清玄的文字所给我们带来的感觉，若
隐若现，随风而逝。

在《林清玄散文集》中我最深有感触的是一篇名为《空白笔
记簿》的文章。这篇文章没有过多的优美景物描述，也不似
长篇大论的'感悟，只是作者对生活的一点儿个人小感慨而已，
但是我们却从未发现。

这篇文章讲述了作者去一家精致、讲究品位的书店买书，却
发现每本笔记本的价钱都要比一本书要贵上许多，对此而感
到疑惑不解，便询问店员小姐，店员小姐却给了作者这样意
想不到的一席话：书都是别人写的，写得再好也是别人的思
想，笔记是给自我买的，自我的想法当然比别人的想法卖得
贵了。看到那里，我有和作者同样的感受，在这家书店里的
笔记本之所以卖得比书贵，就在于它所要记录的是单独自我
的想法，不与别人相同。为自我的内心而写，然而，自我的
想法自是他人无法随意剽窃与买卖的，因为它在每个人的心
中都是不可估量，能够用金钱所去衡量的。

我喜欢文中的这一几句话：“但是有谁愿意给自我的这天写
些什么呢?愿意给生活的灵光一闪写些什么呢?唯有我们抓住
生活的真实，才能填补笔记的空白，若任令生活流逝，笔记
就永远空白了。

读完了这篇文章，就使我想到了所看过的一次评论当今都市
人们快节奏生活方式的电视栏目。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在如
今这个现代化的大都市，定然是需要的，只但是，在生活中，



我们必定要学会在适当的时候慢下来，这或许，便会找到在
以前的生活中，所不被发现的乐趣，才能抓住生活的真实。
这样的一丝一缕，便会勾勒出你心中的那本笔记本。

读完林清玄散文后的感悟篇三

米黄色的封面，封面上面没有太多的花花绿绿的装饰，仅有
的是一盆素描的花及歪歪扭扭的“林清玄”三个字，还有四
个小白点，仔细看才发现是月牙渐渐成为月圆盘的四个过程。
简洁，清新又不乏意味，或许这就是林清玄的散文风格。

很久以前就喜欢林清玄的文章，它总能以诗样的哲理给人带
来智慧和觉悟。他是一位胸怀宽广的智者，恬淡安适，细小
的生活中发现真理。作家都有一双细腻聪慧的眼眸，他洞察
世间一切，娓娓道来，让人豁然开朗，心里充满宁静祥和。

每每体味作者诚挚的情感和亲切质朴的语言时，总让人感动，
觉得自己随着娓娓的叙述深入他的内心，顺着他看似散淡的
思路，感受着他淡泊平和的生活，聆听着他对人生的顿悟，
那么宁静平和，那么超脱。

于是，我对《林清玄散文集》孜孜不倦，爱不释手。

于是，看到了他的一篇意味深长的哲理故事——《空心看世
界》。

“林清玄写道：“看到水田一片纯白的花，形似百合，却开
得比百合花还要繁盛，姿态非常优美，我当场被那雄浑的美
震慑了。‘这是什么花？’我拉着田边的农夫问道。‘这是
空心菜花呀！’老农夫说。原来空心菜可以开出这么美丽明
艳的花，真是做梦也想不到。我问农夫：‘可是我也种过空
心菜，怎么没有开花呢？’他说：‘一般人种空心菜，都是
还没有开花就摘来吃。怎么会看到花呢？我这些是为了做种，



才留到开花呀！’我仔细看水田中的空心菜花，花形很像百
合，美丽也不输给百合，而且有一种非常好闻的香气，如果
拿来插到花瓶里，也不会输给其他的名花呀！可惜，空心菜
是菜，总是等不到开花就被摘折，一般人难以知道它开花是
那么美。只是有一些做种的空心菜能熬到开花，人们难以改
变观点来看待它。”

作者不由得感慨：只有完全破除对空心菜的概念，才能真正
看见空心菜花的美，这正是以空心菜来看世界。但是，人
要“空心”来面对世界，真的比空心菜开花还要难呀！

空心菜的故事让人不禁感叹。等待会有意外的快乐，等待会
有美丽的回报，等待会有生命之花的灿烂开放。成长，不也
是空心菜开花的历程吗？这是一个漫长的积蓄和提升过程。
你哪怕难过的快死掉了，但你第二天还是照常去上课上班，
没有人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也没有人在意你发生了什么，关
于你的未来，只有你自己才知道。难过就哭完了就当没事儿
一样自己潇潇洒洒的走下去，我们能做的就是要蹲下身子，
仔细地观察，轻轻地呵护，慢慢地欣赏，耐心地等待，尊重
差异，宽容别人。我们不能违背四季的规则，提前收割。否
则，我们收获的就只能是“空心菜”。不知不觉地生长，心
灵的蓓蕾也在悄悄地萌芽。只是我们浮躁的心在应试的海洋
中浸泡得太久，失去了知觉；我们功利的目光，在充满诱惑
的社会中搜寻得太累，迷失了方向。

这时的我们都需要一颗空心，拿一颗空心去看世界。

文档为doc格式

读完林清玄散文后的感悟篇四

林清玄的散文有不同于朱自清的，他的语言相对朴实、通俗
易懂。在我的语文课本里，有《桃花心木》这样一篇文章，
也是出自林清玄先生之手，阅读后会明显感觉到，他的文章



善用借物喻人的手法。

林清玄先生善于捕捉生活中的小细节，他有一双擅长挖掘与
发现的慧眼，可以从一个细微的现象甚至一个动作，通过奇
妙的联想，从而得到许多受益匪浅的人生启迪。

《发芽的心情》讲述的是林清玄先生在武陵农场打工的经历。
他帮忙采摘秋季成熟的水蜜桃与梨子。一个月后，被采光果
实的果树竟然已经在寒风中凋零落尽。农场主人告诉林清玄
先生，每当一年的冬季，总会有一些果树像那样死去，而有
的却能坚持到春天的来临。这一现象使善感的林清玄引起了
深思，树就像人一样，有的人面临残酷冬天的肃杀，面对折
磨甚至流下血心的汁液，却从不低头。有那些弱的，就无法
坚持春天的到来。只有永远保持春天的心等待发芽的人才能
勇敢的过冬，在流血之后还能枝繁叶茂，长出更美的果实。
于是，林清玄先生便常对自己说：“跨过去，春天不远了，
我永远不要失去发芽的心情。”若是我们也能随时保持如此
的心态，雨后的彩虹一定会很美吧!

既是作家，便有超俗的情怀。《鳝鱼骨的滋味》则是林清玄
先生对童年温暖回忆与对母爱的怀念。小时候家里穷，没有
钱吃鳝鱼，但是能干的母亲总是变着花样做鳝鱼骨汤给林清
玄吃。溢满母爱的鱼骨汤，总是浓浓的在林清玄先生的心中
流淌，直到现在仍然回味无穷。吃着饭馆里的鳝鱼，不禁回
忆起以前蕴含着暖暖母爱的鱼骨汤。

林清玄先生对生活与文字的敏感，源于他细致温柔的内心。
情感是真挚不变的，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挖掘。

读完林清玄散文后的感悟篇五

今年寒假，我读了林清玄散文草草一翻就被他清丽的文字所
打动。喜欢他的文字所特有的淡淡的香——如一缕莲花般的



馨香。每每走进他的文字，心也会跟着起起落落，然后慢慢
静下。暖暖的回味时，内心总会充满宁静与关爱。几句平淡
的话语，足以让人一遍遍地反复回味，这就是林清玄散文的
魅力。我喜欢在床头放着一本林清玄的书，睡觉前细细地阅
读几篇，来一次心灵的洗涤方可安静地睡去，一切禅理在梦
中参透。

他的笔下尽是平凡的人，平凡的事。在他的笔下卖花是有修
行有善缘的职业，卖花的大嫂连笑容都是温婉的，如花的；
卖大碗茶的阿婆是寺庙里不可或缺的一景；种出特大芒果的
老农是神奇的；海边卖贝壳的老人都是令人敬仰的。

林先生的文章总是远离庸俗于污秽，更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
而是清丽悠远，沁人心脾。这些文字里，有花的鲜美、月的
皎洁、风的温柔、自然的博大，更有人性的芬芳。它如同生
长在人心中的一株树，虽然孤独，但忠实地为我们守住了天
上皎洁的`月。品他的书，在闲暇的时刻，一杯咖啡或者热茶，
一张摇椅，一点阳光和几朵白云，捧着它，便是一生一世的
永恒。它们不似柜台上的畅销书，声名浮躁间，街头巷尾皆
是议论。它们默默，默默地如白云，似流水，不会有成为焦
点的时刻，却是常在不衰。

在寒冷的冬天，你不妨泡上一杯热茶，翻一翻林先生的书，
让一缕暖风吹进你的心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