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子不语读后感(汇总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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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
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子不语读后感篇一

  人到了知非之年，对过往的很多事情都不再是过眼云烟，
脑海中时常会有一些已经过去式的片段，即便时间已经过去
很久，但如今不经意的，还是会在脑中重演一遍，很多曾经
的对与错、是与非，也就重新有了认知，就连当时的迷茫，
如今也有了似拨开云雾的答案。这就恰好证实了一句
话——“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回想曾经，我也曾年少轻狂，也曾徘徊迷茫，在很多抉择
的交叉口踟蹰不定，有时候还会为自己的选择埋单，也会被
领导批评，可仔细思量，即便现在看来会与曾经的选择相悖，
但，至少正是那时选择的每一个路口，才会有如今的我。

   突然感叹，是因为手下的几个“小孩儿”，因为他们自己
面临着难以抉择的局面，不知所措，索性来找我寻求帮助。
院里的小年轻们和我的女儿年纪相仿，对于我这个年龄来说，
我更希望能够在他们工作生活迷茫困惑的时候，能够给他们
相应的助力，因为每当此时，我总会不自觉的想到我远在他
乡的女儿，不知她是否也会有人能够适时地伸出援手。

   而如今的年轻人，最需要懂得如何把握、分配、利用时间，
总之，不要荒废就好。

   我也想送给年轻人几个关键词，那就是坚持、自律、时间。



    人生有许多美好，无非是长期坚持的结果；

    那些厉害的人，无一例外都过着自律的生活；

   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就是在延长生命的长度，拓宽人生
的厚度，提升人生的高度。

    所谓不负此生，就是不曾辜负生命中的每个阶段。希望
未来的你们，能够欣然接受时间给你的答案。

子不语读后感篇二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是季羡林国学大师的散
文集，精选了1933-2006年季老的文章。本书分为五个部
分，40篇散文，时间跨度70多年，通过对时间、人物、动物、
景色的描写，传递出作者对世界和人生的态度。

对时间的态度

其实本书每个部分都有对时间流逝，年龄渐长，岁月不再的
些许感悟。唯独这《时间》不仅感慨光阴流逝而且使用了辩
证的方法去思考和比较，颇为精到。

时间虚无缥缈，有人拒绝衡量时间，思考时间，有人却掌控
着时间。作者说时间如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水
不停的流逝，这是时间的特性之一；时间可以具化为钟
摆，“它的秒针一跳一跳，让我再清楚不过地看到了时间的
流逝”；时间可以具化为四季，可以用节气来划分，中国古
人还用“光阴法”来“标记”时间；生与死也是时间范畴，
草木的复苏与枯萎，人也一样。那么是不是掌控了时间，人
就可以凌驾时间之上了呢?恰恰相反，“有一利必有一
弊”，“人类成了时间的奴隶，成了手表的奴隶”，拿现在
的话说“低头族”洽和了季老的奴隶一说。印度人是聪明的
（从印度造字及词根上进行解读，作者是梵文专家），“他



们把时间和死亡视为一物”，死就应当泰然应对，而中国古
代天子则热切希望长生，“老百姓书呆子中也有寻求肉身升
天的”，作者举出国人不切实际的想法，鄙夷地指出诸
如“吃仙药”、“鸡犬升天”都是无稽之谈。“在时间面前，
人人平等”这是时间对人间的态度，“要待在人间，就必须
受时间的制约”，不管什么人，什么地位的人都不能跃出时
间的长河；在时间面前，人也要学会“戴着枷锁跳舞”，泰
然的心态才能感受时间给予的乐趣。

对真情的挚爱

《赋得永久的悔》是全篇的精华，用“白的”“黄的”“红
的”，寄托了作者浓浓的念母情和深深的游子意。作者离家
很早，“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但他
却记得这当年如“龙肝凤髓”的月饼，母亲并未尝一口，连
其他“白的”，母亲从来都没有尝过……全文都没有对母亲
形象的刻画，却浮现出一位和蔼可亲的慈母；《人间自有真
情在》描写一个丧夫的德国老太太“最爱牵牛花”的故事，
在老太太的心里“我的丈夫死了，但是他爱的牵牛花不能
死”，由爱丈夫到爱丈夫所爱的牵牛花，由爱牵牛花到爱中
国这片土地，由爱这片土地到“浑身洋溢着生命力，在心中
对未来充满了希望”。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这种你陪
伴我一生，我守护你的所有，让人动情，让人羡慕。

对“傻子之流”的批判

“天下有没有傻瓜?有的，但却不是被别人称作‘傻瓜’的人，
而是认为别人是傻瓜的人，这样的人自己才是天下最大的傻
瓜”。能够把批判论证的“归纳法”用散文形式表达真是作
者一绝。“有的人往往以为自己最聪明，他们争名于朝，争
利于市，锱铢必较，斤两必争”说的不是十八大以后“打
虎”“拍蝇”“猎狐”下的最聪明者?说的不是以亿为单位这
些偷税漏税之流?说的不是这举起罪恶拳头对妇女施暴的人?
说的不是这疫情之下矫揉造作惺惺作态的别有用心者?究其原



因，还是在于“这些人都把别人当成了傻瓜”，这种现象还
真是“自古亦然，于今尤烈”。当然，作者也给出救之之
道“不自作聪明”，而对于我这个法制工作者来说，“约束
与自我约束”讲真起不到多少作用，而必须惩前毖后同时加
强事中事后的监督管理，只有这样全社会才“都是聪明人，
没有傻瓜，全社会也就会安定团结”。

对我来说，时间从来不语，锚定而务实，不幻想不自扰；岁
月从来不言，静思而心宽，不暴躁不激进，如书中的二月兰
怡然自得，笑对春风。

子不语读后感篇三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是季羡林老先生创作的
散文集，语言朴实，耐人寻味，文中道尽了季老先生对人生
的参悟，也体现出季老先生豁达的人生态度。其中，《走运
与倒霉》这一章对于走运和倒霉之间微妙的逻辑关系的描述，
令我印象深刻。

我曾经参加过滨江区艺术节篆刻组的决赛，对我来说，这是
我人生中一次不得了的比赛。为了这次比赛，我做了很充分
的准备，经过多次反复的练习，甚至手都磨出了红肿的水泡，
我也很认真的参加学校的模拟比赛。直到比赛那天终于来临
了，我信心满满地走进考场。

得益于之前充分的准备，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刚拿到考题，
我就着手上稿，令人满意的小篆体出现在石头上，然后进入
最关键的刻石环节，我静心凝气，一笔一划地雕刻着，像稀
世珍宝一样对待面前的石头。周围异常安静，只有刻刀和石
头摩擦发出的声音，一切都按部就班，一切都行云流水，眼
看我就要完成我的作品了。

突然，石头中间出现裂纹，我慌乱失措，急忙用手捏住石头，
可是一切都来不及了，石头从中间分裂开来，这裂痕像一把



刀子扎进了我的心脏，我所有的努力在一瞬间化为乌有。当
我反应过来需要再刻一方印的时候，因为我篆刻的速度太慢
的缘故已经来不及了。

事后，我又抱怨我是多么的倒霉，可是其他同学却认为如果
我的速度正常的话，完全有能力再完成一件作品，我此时才
知道我的篆刻在速度上存在很大的缺陷。

在这件事上，石头裂开是倒霉的，而我从中发现了在篆刻上
的缺陷又是走运的。倒霉和走运都是相通的，走运的背后潜
藏着倒霉，而倒霉的尽头可能又有走运在那里等待，对待倒
霉和走运最重要的是心态，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
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所以，我们
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保持平衡的心态和稳定的情绪，
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我爱作文网收集作文仅供学习使用，请勿拿来直接交作业哦

子不语读后感篇四

当我拿到季羡林爷爷的《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这本书时，我便被封面文字和图画所吸引，当我真正沉浸阅
读时，才发现书中的文字和思想远比封面更加令人振奋。正
如季羡林爷爷所说：“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岁月从来不言，却见证了所有真心。”人生是如此，亚运会
的发展亦是如此。顺境时一往无前，坎坷时柳暗花明。未来
不足惧，过往不须泣，只有时间才最懂人心。

潜心准备

对于杭州而言，一直以来的梦想是举办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
杭州曾参与过两次全国运动会和一次全国城市运动会举办权
的角逐，结果都铩羽而归。



但杭州不曾放弃，一直在等待和寻觅下一次机会。第18届亚
运会历经波折，原定于2019年在越南河内举办，却因为财政
危机，变成了于2018年在印尼雅加举办。针对这一情况，亚
奥理会希望中国这样的大国能站出来申办第19届亚运会。这
时，中国站出来了，杭州站出来了。这一次次的等待里，杭
州在发展在建设。如今的杭州，能够满足亚运会的需求，因
而，亚运会对于杭州是一场是逢其时的天作之合。

感恩曾经

作为中国举重队的队长，陆永带伤上阵，最终在亚运场上为
国家夺得金牌，也为自己实现了大满贯。他还心怀感激。当
广西遭到旱灾的候，他拍卖了自己的世锦赛金牌帮助家乡渡
过难关。在他心里，他知道是国家和家乡培养了他，他会尽
自己的力量来回报国家，回报家乡。

亚运场上的运动员是如此，每一个杭州人民也是如此。杭州
亚运会牵动着每一个杭州人的心。为了亚运会的成功举
办，1200多万杭州市民都踊跃参与。小学生用自己的画笔画
出心中的场馆，共同构成了一幅超大亚运会名片。城管系统3
万余名工作者，为了美丽杭州、迎客亚运，奔忙在城市的大
街小巷。

青年奋发

杭州籍奥运冠军，罗雪娟是后“五朵金花”时代的一代“蛙
后”。多次获得蛙泳金牌。曾在第九届全运动会中赢得女
子100m蛙泳冠军。赛场上她为国争光，退役后，她成为申亚
大使。第34届亚奥理事会代表大会上，她作为杭州申办亚运
陈述团的成员之一，为杭州申亚做出了努力。

像罗雪娟一样优秀的运动健儿还有很多。刘翔刷新了亚运会
纪录，成为亚运会历史上首个110m栏三连冠选手。王楠在曼
谷初露锋芒，成为该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大满贯选手。



时间不语，却见证着中国前程正似锦；时间不语，却告诫着
青年奋斗正当时。我们，是全民健身的践行者。积极参与形
式多样的体育健身活动，坚持推广普及相关的运动知识，并
营造全民参与，支持亚运的浓厚氛围。我们，是绿色生活的
倡导者。参加城市清理、洁美家园、垃圾分类等志愿服务，
坚持“绿色”办会的理念。我们，是疫情防控的示范者。保
持防控意识，做好各项防控措施，一不懈怠地迎接亚运会的
到来。我们，更是文化魅力的传播者。热爱并传播我们悠久
的中华文化，彰显我们的精神内涵，讲好中国故事，展现文
化自信。

子不语读后感篇五

读《子不语》十三卷·江秀才寄话

该文一开头就说，婺源有一个姓江秀才，名永，号慎修，能
制奇器。文中说：“取猪尿脬置黄豆，以气吹满而缚其口，
豆浮正中。”诸位看到的是什么？这是当今世界包括中国在
内的、为数不多的几个科学先进的国家正在潜心研究而刚刚
取得若干进展的超导技术现象。“置一个竹简，中用玻璃为
盖，有钥开之。开则向简说数千言，言毕即闭。传千里内人，
开简侧耳，其音宛在，如面谈也。”这又是什么呢？这是现
代的录音（从前叫留声）技术。

《子不语》作者袁枚，字子才，号简斋、随园老人，浙江杭
州人氏。生于清康熙55年（172017年），死于嘉庆3年（1798
年），是清代著名文学家，23岁考取进士，先授翰林院庶吉
士，先后曾在江南、陕西任地方官职，但因不满官场腐败，
后半生四十馀年隐居家乡，从事述著。

幻想是发明创造的摇篮。阿拉伯传说波斯飞毯也属超导技术



方面的幻想，征服自然界是世人同此心，幻想归幻想，只幻
想不动手做永远只能是幻想。欧洲进入十八世纪后，结束了
中世纪最黑暗的宗教统治，进入工业革命时代，科学技术有
很大的发展，袁枚死前2017年，法国发生大革命，进一步解
放思想。当时中国的广州、两江、直隶是欧洲人进入中国的
集中地，以英国为首的大毒贩，开始把鸦片输入中国，中国
开始受列强侵略。袁枚作为一个有名望的文学家，隐居江宁
（南京）乡间，接触到一些先进事物并在作品中体现出来是
不足为怪的。袁枚死后不久，爱迪生就发明了留声机。可惜
古代中国封建思想的禁锢，一切发明被斥为“奇技淫巧”，
大批有才能、有思想的知识分子，被科举制度的八股文所束
缚，不能在应用科学上有所作为，实在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只有在今天，我们国家的知识分子才能人尽其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