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游西湖读后感 西湖寻梦读后感(通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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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
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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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西湖读后感篇一

1.

我生不得时，离开西湖已经28年了，但西湖没有一天不在我
的梦中出现，而梦中的西湖也从未有一天离开过我。

以前甲午年(顺治十一年(1654)、南明永历八年)丁酉

(“余但向蝶庵岑寂”这句太难，不会翻译，岑寂：冷清、寂
寞。蝶庵是什么东东不知道。)躺在床上，将我从前的梦中的
西湖景色，一点不改的保护祝孩童追问(我)，(我)偶然回答
他们，也总是说着梦里梦到的东西，不是疯话就是梦话。因
此，写了《梦寻》七十二则，保留到以后，用来当做西湖的
影子(西湖以前的样子)。

2.

西湖七月半的'时候,实在没有什0值得看的,只可以看那些在
看七月半的人.看七月半的人,可以分五类来看他们.第一类,
坐著楼船,带著箫鼓,戴著峨冠开著盛宴,灯火通明,歌妓僮仆
侍候在旁,声音光亮相互错杂,号称在看月亮而实际上不看月
亮的,看看他!第二类,也坐著楼船,旁边是名女人和大家闺秀,
带著俊美的男童,笑声娇啼混杂在一起,围坐在露台上面,左看



右看,身在月下而实际上却不看月的,看看他!第三类,也坐著
船,也有乐声和歌声,名妓,闲僧,慢慢地喝,柔柔地喝,管弦轻
柔,管乐声和著歌声,也在月下,也看月也希望别人看他们看月
的,看看他!第四类,不坐船也不乘车,不穿长衫,也不戴头巾,
酒醉 饱,呼叫三五个同伴,跻入人群中,在昭庆寺,在断桥,狂
呼乱叫,装假醉,唱的歌不成曲调,月也看,看月者也看,不看月
者也看,而实际上什0也不看的,看看他!第五类,小船轻幌,净
几暖炉,茶壶随时在煮,素雅的瓷杯静静地递送,好友美人,邀
请天上的月亮一同来坐,有时藏影在树下,有时逃避喧嚣躲在
里湖,看月而别人看不见他们看月的情态,也不十分意在看月
的,看看他!

杭州人游湖,巳时出酉时归,避月好像是在避仇敌样.这一晚为
了搏得好名声,成群结队争著出城,大多送给守城门的卫兵酒
钱,轿夫举著火把,列在岸上等候.一上船,催促船家赶快把船
开往断船,好赶入这个盛会.因此二更以前,人声和音乐声,如
沸腾,如震撼,如梦魇,如呓语,如聋子,如哑吧.大船小船,一齐
靠岸,什0也看不见,只看到篙击篙,船碰船,肩擦肩,面看面而
已.不久兴致尽了,官府的宴会没了,衙门的差役唱道离去,轿
夫叫船上人赶快上岸,恐吓说城门要关了.灯笼火把排列得像
星星一样,一一簇拥著离开了.岸上人也成群结队赶进城门,人
越来越少,顷刻间散光了.

我们这一班人这时才摆船靠岸,断桥的石阶才开始变凉,坐在
它的上面,招呼客人放怀畅饮.这时候的月亮好像刚磨出来的
镜子一样,山重新整齐地打扮了,湖面好像重新洗过脸.先前那
些轻轻地喝,柔柔地唱的人出来了,躲在树底下的人也出来了.
我们互相问候,拉来坐在一起.风雅的朋友来了,名妓来了,杯
盘筷子安放了,音乐歌声一起发出.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人
才正在散去.我们这一班人放开船,在十里荷花中酣睡,香气袭
人,清梦真是惬意哪。



游西湖读后感篇二

今天，我看了余秋雨的“西湖梦”，西湖梦读后感。

西湖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唐宋时代就有很多大文豪、大诗人，
比如白居易、苏东坡等人都游览过西湖，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喜欢西湖。西湖最有名的景点是“白堤”和“苏堤”，他们
分别是白居易和苏东坡修的，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帮百
姓除害。在西湖也有一些历史故事，苏小小和白娘娘，都不
是正常人，但她们都希望变成正常人，过正常人的生活。

西湖，一个令人魂牵梦绕的圣地，作者余秋雨感受着西湖的
美，避不开这汪湖水沉浸着某种归结性的意义，于是提笔，
记下了西湖的种种。

文章结构层次鲜明，十分清晰。每一小节都谈论到了一个主
题，但各小节与文章最终写作目的是相照应的。作者的联想
十分丰富：明代正德年间一位日本使臣游西湖后写下的诗，
联想到宗教并阐述了宗教与西湖的关系，联想到了苏东坡与
白居易在西湖留下的两条生命堤坝，联想到了以梅为妻以鹤
为子退隐的林和靖，联想到了名妓苏小小和白娘娘。

第一节，作者自己初识西湖，与西湖亲密接触，日本使臣所
作的诗，作者因此发生感慨，对于许多游客来说，西湖即便
是初游，也有旧梦重温的味道，但也给人一种疏离感。就如
作者所言：它贮极了太多的朝代，于是变得没有朝代。他汇
聚了太多的方位，于是他失去了方位。他走向抽象，走向虚
幻，像一个收罗备至的博览会，盛大到缥缈。也许这就是作
者对西湖产生梦的原因吧。

第二节，作者开始了他的批判，发出疑问，是山水走向宗教，
?抑或是宗教走向山水?这一切归结于非常实际，而又非常含
糊的感官自然，说实话，我并不理解余秋雨为什么这样写。
我进能理解他写鲁迅时，鲁迅劝郁达夫不要将家般至杭州，



因为他怕天大的才华和郁愤，最后都化成供后人游玩的景点。
再也读不到创世的文章了，因此，作者借此批判了消极隐退
于西湖，感于世风日下，群体性文化人格日趋暗淡。

第三节，继续借苏轼，白居易之名批判消极隐退，大力赞扬
了白居易和苏轼当年所作所为，称他们在文化品位上，是那
个时代的巅峰和精英。但却称赞林和靖将隐士真正的做地道
了，做漂亮了。我不太理解。

第四节联想到了苏小小与白娘娘。呼唤富有生命力和自主精
神的人类灵魂。苏小小和白娘娘都为了爱情而发出生命的光
辉，苏小小凭借自身，发散出生命意识的微波。作者借此赞
扬他们的生命力。

从语言上看，文字不算太悠美，讲道理颇多，而且有些地方
晦涩难懂，但文字却有力的批判了消极隐退，大力赞扬了富
有生命力和自主精神的人类灵魂。

而从修辞上看，有比喻，令人更懂，给本身晦涩的文字增添
了一些优美。

游西湖读后感篇三

西湖西湖民间故事读后感
暑假里，我花了三天时间就把《西湖民间故事》看完了。因
为这本书太吸引我了。书中介绍了许多西湖附近流传下来的
民间故事，都非常神奇，有趣！
《明珠》这个故事介绍了西湖是从天而降的一颗明珠变成的。
直到现在，杭州还流传着两句古老的歌谣：“西湖明珠从天
降，龙飞凤舞到钱塘。”
读了《鲁妹造伞》这个故事，我知道伞其实不是鲁班发明的，
而是他妹妹发明的。没想到鲁班的妹妹也这么心灵手巧。
《石香炉》的故事让我知道了“三潭印月”的由来。读了故
事，我真想马上去“三潭印月”看看，感受一下它的神奇！



书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寻太阳》中的保俶。他为了帮村民
寻回太阳不顾黑暗和寒冷一股劲地往前走。一路上，他翻过
了许多高山，游过了许多大河，还有许多妖魔用尽各种方法
想害死他，让他失去寻找太阳的力量，可是他一点儿也不退
缩，最后终于寻回了太阳。人们为了纪念保俶，还在宝石山
山顶造了一座“保俶塔”。
保俶多勇敢啊！我要向他学习，做个勇敢的孩子，遇到困难
不退缩，勇往直前！相信只要坚持到底一定能成功！
《西湖民间故事》中的每篇故事都是那么神奇有趣，还让我
明白了不少做人的道理，我非常喜欢读，真是百读不厌呢！

游西湖读后感篇四

忆江南，最忆是杭州，最是天堂西湖梦。谈到西湖，苏轼的
那首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
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恐怕是历代中把西湖之美描绘到极
致的诗了。江南就是水的故乡，在着江南拂柳晓岸，有着的
是浓浓的水文化，这南人也有着那份淡淡的对水的情结。而
西湖就是江南水的典范，犹苏州园林之与江南园林般的地位。
杭州自古便是历史名城，说到水，这江干胜在宏伟，西溪犹
是清纯，而西湖却深胜谙抚媚之道，想到西湖总是那么一幅
画面，云淡风轻，微风吹拂，抚柳依依，有位伊人，在水一
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不施粉黛，展颜一笑，倾城倾国。
伊人美景，相映生辉，人比花娇，以莫过于此吧。西湖的美
就是如此的,说不出的悠久与典雅,,宛若西子在喃喃诉说着属
于自己的那份往事.

张爱玲说过"出名要乘早"西湖出名的很早,所以正如秋雨先生
在西湖梦中说的那样，因为西湖出名过早，反而是找不到那
份归属感了。随着时间的逝去，属于历史文化的积淀也越来
越浓重。她，在我看来就是娴静江南深闺的小姐，但受盛名
之累，西湖总是热闹的，历朝历代，无论名人雅士，皇亲贵



胄，还是贩夫走卒，平民百姓，多多少少，也在这一方土地
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而这样的一份热闹，到了尽头的热闹不
过也只是一份极致的冷清与孤单。历史的长河慢慢的流淌，
慢慢的悠悠的冲刷着留下的每一个印记，直至完全磨平。这
样的西湖到底是孤寂的，没有陪伴的知己，没有人懂自己的
内心。在西湖的痕迹中还是有人留下了不可抹灭的痕迹，像
两位大文豪，白居易和苏东坡来到了杭州，走近了西子湖畔，
走的时候不仅留下了传世的诗作，还有那长长的生命的堤坝，
苏堤和白堤，在西湖岸畔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两位父母官想
的不过是为当地百姓谋福祉，但不成想却为西湖浓墨重彩的
历史上添上了最为瑰丽的两笔。中国的文人总有郁结的愁
绪,,或多或少在仕途上受到了挫折,对世事丧失了信心,索性
来到了这幽静的西子湖畔,过上隐士的生活,林和靖隐遁深山,
湖畔边,柳暗花明,茅屋疏篱,鹤妻梅子,把酒临风，对月当歌，
还有那如画的美景,还不知是羡煞了多少人呢。如此的生活确
实能让受挫的文人们寄情于西湖之中,忘却烦恼，所以自古以
来这西湖也成了文人才子避世归隐的好去处了.

西湖不仅优雅娴静的江南闺秀还是豪情万丈的北地儿女.以博
大的胸怀容纳了这些身心俱疲的人们,他们在西湖找到了自己
的归属.西湖的娴静优雅令人着迷,她的无私容怀令人着实令
人倾倒.西湖的'灵气,,秀气,确是让无数代的迁客骚人沉醉于
此.几百几千年的沉淀才凝聚了那么一方宝地啊。

美景如画,美人如诗,钱塘名妓,苏小小.那一首同心诗“妾乘
油壁车,郎跨青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美人如梦，
纵是出生于淤泥，然如莲之出淤泥而不染，冰清玉洁。湘妃
竹制的伞下，着了素色长衫裙衣的女子，惦着小脚，踏过青
板路，如此的没人着实让着如画的美景都抖落了几分颜色。
可惜自古红颜薄命，19岁的豆蔻年华确是常卧病榻，最终香
消玉殒，可怜可叹。小小之墓长眠于西湖之畔，生于斯，长
于斯，葬于斯，恐是她一生的宿命，也是她夙愿吧。徘徊在
湖畔，仿佛从远处飘来了一阵飘渺的歌声，如歌如泣，或许
这歌声正寄托了小小的哀思吧。



来到断桥下，忽的想起了那褪下蛇衣，化作人形，舍弃千年
道行的白娘娘，雾霭漫漫，才子佳人，伞下相遇，相知，相
爱，遂在这许下三世之诺言。西子湖畔，谱写了一段可歌可
泣的爱情传奇。可是人妖相恋，触犯天规，山盟虽在，锦书
难托，留下的不过是被背弃后的一声哀叹。或许是上天怜悯，
让她最终的归宿亦归于西湖的雷峰塔顶。用自己的一生来陪
伴西湖，或是西湖不忍，用自己漫长的岁月来为她抚平创伤。

那吟到“秋风秋雨秋煞人”毅然赴死的鉴湖女侠秋瑾，那座
铜像依然屹立。时战乱纷起，民不聊生，辛亥惊雷，这位爱
国志士，有着不输男子的胸襟与气魄，为了祖国抛头颅，洒
热血，直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遥望，远处岳飞祠，于谦
的陵墓好像在眼前，凝思，或许正是这些人为西湖弱不禁风
的外表下铸就了一份铮铮铁骨。柔媚中揉进了不屈的气质，
让她脱离凡俗，有了自己的灵魂。

西湖就是用她无私博大的胸怀来容纳了依楼卖笑的苏小小，
英勇无惧的秋瑾，还有那绝非人类的白娘娘。这几个被历史
赋予了传奇色彩的美丽女子却是为这西湖水都染上了浓艳的
色彩。西湖之所以被称为西湖，正式因为她背后令人难忘的
故事吧。

他们的存在，让人难以忘记西湖，而西湖的存在，让人难以
忘怀这些传奇。他们化作西湖的魂，为西湖千年的灵魂注入
新的活力。西湖容纳了他们，融为了一体，让他们的品质得
以为后人所铭记。现在走到西湖边，依然是美景如画，只是
先人们已逝，留下的只有那一缕缕清香，那一湖水在悠悠的
诉说美丽往事。忆江南，最忆是西湖。沉思，浅笑。忽的明
白，历史犹如风尘，想那秦皇汉武寻访蓬莱，只是梦寐长生
不老，结果变成了一抔黄土，风一吹过，不过一缕青烟，就
飞烟灭，浮华褪去，留下的不过是满地的废虚。世间本没有
无限的生命，有的只是不灭的灵魂罢了。



游西湖读后感篇五

我读了西湖民间故事后，知道了杭州美丽西湖的故事。如
《明珠》、《金牛湖》、《白公堤》、《白娘子》等。我最
喜欢的就是《明珠》这篇了。

有一天，金龙和金凤他两一个在天空中飞，一个在天河里游，
飞啊，有啊，不知不觉就来到一座仙岛上，它们发现一块亮
闪闪的石头，金凤很喜欢，就对玉龙说：“玉龙玉龙，你看
看石头多好看呀!

后明珠不小心掉到了地上，就变成了现在的西湖。玉龙舍不
得离开明珠，就变成了玉龙山来守护它。金凤舍不得离开明
珠，就变成凤凰山来守护它。从此他们两就静静地伏在西湖
旁边，永远的守护它。直到现在杭州还流传着两句古老歌谣：
西湖明珠从天降，龙飞凤舞到钱塘。

看了《明珠》这个故事，让我更加了解美丽的杭州西湖。也
让我懂得了玉龙和金凤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为了明珠不惜
一切代价，化作山永远的守护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