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再别康桥的读后感(通用9篇)
竞聘需要我们全身心地投入，不仅仅是一份简单的申请，更
是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竞聘材料要言简意赅地陈述个人背
景和职业发展规划，让招聘者一目了然你的能力和潜力。以
下是一些针对不同职位和行业的竞聘技巧和注意事项，希望
对大家有所帮助。

再别康桥的读后感篇一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阴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的虹，

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再别康桥》是徐志摩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这是一首抒写
自然之美与作者心情的短诗，诗人是崇高、赞美自然的。

诗中景物的描写真实细腻，可见康桥在诗人心中打下了极深
的烙印。

不仅如此，而且康桥是诗人的理想。

他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
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

然而，满目疮痍的中国，是非颠倒的年代，艰难的民生，使
诗人的康桥理想逐渐破灭。

这首诗写于一九二八年诗人重返英伦归国途中。

故地重游，昔日之景勾起作者昔日之忆，而离别在即，诗人
敏感的心底怎能不荡起阵阵伤感的涟漪!描写康桥的自然美，
表现作者对康桥的不舍眷恋及心底的惆怅，是这首诗的主题。

这首诗采用现代白话形式，继承了中国古典传统诗歌的含虚、
典雅，又采用了音语中的语法调式，可谓中西合壁。

而绘画的色彩美在诗中也用明显体现，诗中的云彩、金柳、
青荇、清泉，天上虹，一组组物象的颜色鲜明，写出了康桥
之美。

这样一幅色彩明艳的画卷，与诗人的心情并不矛盾，正是因
为它的美，才令诗人如此难以割舍!



读《再别康桥》，如观楼如吟歌如赏画，而感受到的是诗人
那淡淡的离别之恋之愁之哀。

《再别康桥》是一首优美的抒情诗，宛如一曲动听的轻音乐。

1928年秋，作者在此到英国访问，旧地重游，勃发诗兴，将
自己的生活体验化作缕缕情丝，融汇在所书写的康桥美丽的
景色里，也驰骋在诗人的想象之中。

全诗用虚实相间的手法，描绘了一幅幅流动的画面，构成了
一处处美妙的意境，细致入微的将诗人对康桥的的爱恋，表
现的真挚、浓郁，“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挥一
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匆匆的人们没有抬头仰望过西天那一朵凄美的云霞，有没有
看到过一只轻灵的银燕在七彩的云幕下振翅翱翔，轻轻地没
有一丝污浊的杂音。

那就是他，一个洒脱不羁、柔情万种的浪漫才子，一个把人
生演绎的轰轰烈烈的著名诗人。

漫漫的长飞，飘过大海，飘进伦敦，飘进那个久别的康桥。

“在浪漫的国度里，接受诗的洗礼，放纵对美的追求，双膝
跪地膜拜夕阳最后的辉煌和悲壮;彻夜躺在自然的怀抱里，拥
抱着夜，拥抱着夜里所有美好的一切，在大地湿软的.怀中睡
去”，追求浪漫的人生，释放浪漫的激情，将它化作绵绵的
诗雨，在漆黑恐惧的夜里给茫然的行人以沁人心脾的希望和
温柔。

诗意绵绵，情意浓处，渴望爱神的垂怜。

凄美的爱情伴随着风儿、花儿、鸟儿、草儿的低唱，伴随着



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伴随着舒曼的《梦幻曲》在优美
的诗中上演。

在矛盾、追求、挣扎、迷恋、折磨、逃避和斗争中书写着属
于自己的恋爱狂想曲。

一切都如他期盼的一样……

康桥，就是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

1920年之1922年，这两年时间是作者在此学习。

康桥时期是徐志摩一生的转折点。

所以他后来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
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

1928年，作者故地重游。

在回国的途中，他创作了这首诗。

可以说，“康桥”两字一直贯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

徐志摩在第一节写他离开母校的心情十分悲痛。

连用三个“轻轻的”，让我们大家都感觉到诗人轻轻的来了，
又轻轻的走了!

第二节至第四节，描写了康河的泛舟寻梦。

夕阳中的金柳，软泥上的青荇，树荫下的水潭，这些景物都
出现在眼中。



这段又用了暗喻的修辞方法将“河畔的金柳”比喻成“夕阳
中的新娘”。

又将清澈的潭水比喻成“天上虹”。

这种手法使这几段变得十分诱人美丽人。

第五、六节，作者借用“梦”，“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
斓里放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四个叠句，是这首诗诗推向高潮。

最后一节以三个“悄悄的”与第一段三个“轻轻的”形成首
尾。

胡适曾经说过：“他的人生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
是自由，一个是美。

他深崇闻一多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诗学主主张。

这首诗可以说，正体现了徐志摩的诗美主张。

再别康桥的读后感篇二

《再别康桥》是现代诗人徐志摩脍炙人口的诗篇，是新月派
诗歌的代表作品。全诗以离别康桥时感情起伏为线索，抒发
了对康桥依依惜别的深情。语言轻盈柔和，形式精巧圆熟，
诗人用虚实相间的手法，描绘了一幅幅流动的画面，构成了
一处处美妙的意境，细致入微地将诗人对康桥的爱恋，对往
昔生活的憧憬，对眼前的无可奈何的离愁，表现得真挚、浓
郁、隽永，是徐志摩诗作中的绝唱。



再别康桥的读后感篇三

徐志摩的一生都生活在诗歌里，他谈话是诗，举动是诗，就
连毕生追求的.感情也如诗歌一样浪漫！我一向被徐志摩勇敢
追求“爱”、“自由”与“美”的情操所吸引，他的诗作
《再别康桥》更是经典到极致，浪漫的情愫令人神之所往，
仿佛自我也来到了康桥，游于“星辉斑斓”的湖中！

一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足以让人感受到康
桥的静谧和安宁，念到那里，仿佛自我也如诗人一样，轻轻
的迈动着双脚，轻轻地走在康桥上，生怕吵醒了熟睡的虫子
和鸟儿，破坏了康桥的静谧和宁静。

太阳就快落山，我站在康桥上，能够看到西边天上的五彩云
霞，余辉反射四周，河畔的柳树仿佛穿上了金色的嫁衣，就
像一位夕阳下的新娘一样，美丽婀娜，风儿吹起她的衣角，
她就这样在微风中向我走来，我陶醉着不自觉伸开双臂，朝
她走近，走近，甚至就连她倒映在水中的影子也是如此迷人，
一向在我的心头荡漾、荡漾，陶醉了我的心智。

你看看河中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柔波中它
随着流动的河水飘荡，自由自在忘情地舞蹈。这时，仿佛自
我也是一棵水底的小草，只要让我静静呆在康河水中，我心
甘情愿地只做一棵无名的水草。

云彩和霞光的余辉倒映在水中，一阵风吹来，仿佛是被打碎
的七彩石一般，撒碎在海藻间，像是彩虹的梦境。

我多么想“撑起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用小船载
满一船的星辉，在星辉斑斓的河上放歌，可是我怕打破了今
晚沉静的夜色，我悄悄的划着小船，在稀稀疏疏的月色中寻
找着志摩当时划过的地方，听风儿轻轻在我耳边哼唱！

再完美的梦也有苏醒的时候，“轻轻的来”“轻轻的走”，



康桥沉默了，夏虫也为我沉默，“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
片云彩”，再见了，康桥！

我就这样沉醉在康桥上，我就醉在《再别康桥》的意境之中，
久久不能自已。徐志摩的浪漫情愫实在令人折服，简简单单
的词藻却能勾绘出如此生动静谧的画面，令人神之神往，欲
罢不能。

我喜欢徐志摩勇敢追求“爱”、“自由”与“美”的情操，
也特别爱《再别康桥》所描绘的浪漫景色给人带来的无尽享
受。

再别康桥的读后感篇四

《再别康桥》是徐志摩的名篇之一。语言柔美，含蓄，感情
饱满。而蕴藏在这首情意绵绵的诗后的情感更值得人品味。
诗的开始便塑造了诗人温柔，翩翩的风度。“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地来：”诗人的身影是悄悄地，是翩然的，是满
怀了一种还未知的神情的。“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
彩。”诗人作别的不是别的，却是云彩。这便是一种十分感
性的行为。

诗的二、三两节开始描写康桥上看到的美景。“那河畔的金
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夕
阳将柳树染成了金色，比作新娘，柳树似乎是有了新娘的羞
涩，那样动人。波光的.影子，层层荡荡，直印在诗人的心里。
“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桥的柔波里，我甘
心做一条水草!”诗人描写青荇水草的自由和悠闲，那样的怡
然自得的情形让他心生嫉羡。这一切，都激起了诗人浪漫的
回忆和感情。从第一层来看，是写景渲染，从更深层次来看，
这揭示了诗人的内心世界，另一个藏在深处的感情世界。即
写景抒情，也表达了诗人对美好过去的回忆和缅怀。

“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联系到上面提到的夕阳的景象，那一
潭原本青绿的潭水，的确像虹一般艳丽多彩。而那梦，应是
指昔日的梦，却“揉碎在浮躁间”，说明昔日的梦已永远停
留在过往，往者不可追了。它虽已在时间中揉碎，但还没有
消失。它沉淀了下来。而且犹如彩虹般美丽。在诗人看来，
他当年在剑桥的生活是值得留恋的。而他此次来剑桥便是来
找寻昔日的梦的。

“寻梦?撑一支长蒿，向青草更青处慢溯，满载一船星辉，在
星辉斑斓里放歌。”诗人希望潇洒地重温康桥的旧梦。他是
如此渴望重新找回原来的美好，在星辉下放歌的那种豪情。
诗人的感情在此刻是饱满的，充满激情和希望的。“但我不
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
康桥!”诗人的感情从高潮瞬时下跌，他发现了理想和现实的
差距，他在同样的景色和地方做同样的事，却再也回不去了，
找寻不到旧情，找不到他所谓的“梦”，诗人的感情由此压
抑深沉，这使我们感到，在读第一节诗时的那种潇洒飘逸感
全无，取而代之的是苦涩、惆怅和难言的苦衷，透露出诗人
更加内在的，难以摆脱的苦恼。

诗人是深情的，浪漫的，他痴想找回旧欢。面对此情此景，
他才相当真实地意识到自己难言的苦涩和苦衷、惆怅的情怀，
景色依旧美好，只是物是人非，那些缠绵的“夙愿”和“理
想”，可望而不可及。大致而言，是因为他对理想生活和感
情的追求一再受挫，而写《再别康桥》的时候，也许他的苦
恼接近于最深的时候，因此也是他幻想最厉害的时候，唯有
幻想还能支持他，有勇气，有活力来寻旧梦，也才有激情把
这难言的心事形诸于诗，而且 有一个飘逸、潇洒的姿态。

诗人终于离开了，他是悄悄地走的，不带走一片云彩。不带
走一片云彩，可以理解为诗人希望让康桥这个魂牵梦萦的感
情世界以最完美的幻想面貌保存下来，表达了诗人对旧梦的
珍惜。他离开了，而那个梦，也许会一直存在。



徐志摩再别康桥读后感三

再别康桥的读后感篇五

《再别康桥》是徐志摩在意境与灵感往往在一瞬间生
成、“泛滥”，继而产生的激情总一发不可收;而被这种激
情“煎熬”的、激励的、托起之后，也许就是千古的经典!
《再别康桥》如何在那种环境中“出炉”不敢妄言，但那潭
水中“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和“波光里的艳影”是不是勾
起他对当年的旧梦，远去的缠绵或尽在咫尺的柔怀、感慨合
二为一呢。潺潺水流之声，跃跃之荡之情怀，怎不叫人触景
生情，思绪万千!一幕幕景象眼前掠过，虽景依旧，却人事全
非。重寻旧途、旧欢，已是枉然。于是“不能放歌”，诸绪
隐隐，暂且沉默。然，春风已起何惧秋波!那观不住的激昂只
能换一种角度或方式，一吐为快!此时的“沉默”也绝非“今
夜的康桥”，也就是“今夜的康桥”，绝非是诗人他自己也
就是诗人他自己。此时此刻诗人近乎全陷入对往昔之种种之
中。当诗人俯首醒来，恍然自己是在告别，进而使得诗的尾
巴上涂上了几分苦涩，怅惘和难言的情怀。

诗的开篇便洒脱、轻灵、舒展。巧妙地连“请出”了三
个“轻轻的”来配合“走”、“来”、“招手”、“作别”
等动作，以肢体语言将一个飘逸、洒脱的诗人形象活脱脱地
推到了读者的面前。这里，“轻轻”二字蕴含着诉之不尽的
依恋之情，道不尽的惜别之意，用轻盈的、温馨的笔触渲染
了夕阳映照中康桥的宁静之美，更有此间“人去春又回，此
时无声胜有声”的表达效果。继而，诗人抓住了康桥这一景
物中“金柳”、“青荇”和“潭水”这几个意象作为寄情，
把对康桥的依恋、惜别之情融入其中。河畔的金柳被比喻成
新娘，美艳绝伦，荡起诗人心海的涟漪;河底的青荇也被诗人
赋予了鲜活的生命。你无需猜疑，那“油油的青荇”就是在
向诗人招手，不由得你不有“甘心做一条水草”的渴望;此间
的静与动，微动与被情动，活灵活现。以情寄或情的微妙衬



托出既朦胧又清晰的画卷。

注重文字的取舍、含蓄，注重艺术技巧，是早逝的徐志摩惯
用的“伎俩”。他往往很会利用一种梦幻般的情调，巧妙地
将气氛、氛围、感情和意象融为一体;更能静中有动，动中有
静与其互换，使得寓情于景，情景交融。

这首诗的美，当然不只限于诗人那份细腻的感情上，在意念、
艺术形式上，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尤其是“恋”而不“贪”，
足能给人留下美丽的回忆，这大概是好多人喜欢的原因吧。

“轻轻地来悄悄地去”，“不带走一片云彩”，人生若能如
此坦荡，落落大方，何乐而不为啊!

再别康桥的读后感篇六

《再别康桥》是徐志摩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

这首诗意境优美，情感深挚含蓄，诗思精巧别致。诗人以康
桥的自然风光为直接抒情对象，采取间接抒情的方式，寓情
于景，人景互化。通读整首诗，无一处不是在写景、又无一
处不是包含着诗人那淡淡的离别愁绪。诗的第一节：“轻轻
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
彩。”行文看似洒脱，实则是无奈与惆怅：诗人知道，康桥
的美景是永存的无法带走的，改变的是人的心境，失落的是
曾经的梦想，而带走的只是那份似淡实浊的眷恋与忧愁。往
下，诗人运用比喻，将金柳看成是荡漾自己心头的新娘，甚
至他甘心做康河里的一条水草，“油油的在水底招冶。第四
节中，是清泉倒映了天上的彩虹，还是天上的彩虹融入了清
泉？那种“月光如水水如天”的意境开阔而悠远，正如诗人
那淡淡的却又无处不在的愁情。那绚烂如虹的梦早已揉碎、
沉淀在其间诗人轻轻地吟哦也许正是对往日康桥理想的一种
悼念？情感在每一个意境中不断升华至高-潮。如果说诗的前



四节描写的是自然之景，而到了第五节则回忆人的活动。诗
人仿佛看到往日的自己长蒿漫溯，在康桥寻梦的情景，那时
的自己是怎样的意气风发啊，现实中的诗人禁不住也要放歌
了——但他不能放歌，因为要离别，因为离别时是满心的不
舍与惆怅。唯有沉默才是今晚的康桥，诗人的心境，如一张
拉满弦的弓，箭未离弦，便被人活生生的抢了去，那淡淡的
思绪曾有瞬间的高涨，但这高涨又在瞬间消失了，正如他悄
悄地来，呼应了开头。诗作的情绪线索是：淡淡的哀伤——
逐渐升华——高涨瞬间——回复淡淡的哀伤，在这样的线索
中，整首诗情与景浑然一体。而诗人构思之精妙体现于取裁
的巧妙。诗的开头：“轻轻地，我走了”诗的结尾：“悄悄
地，我走了”两个一前一后的“我走了”，说明诗人截取的是
“走”这一瞬间，而并非从来到走这一个较长的过程。这一
瞬间已在诗人心中永远定格，诗人的一系列情感与他所描绘
的康桥的一切意境都在瞬间中完成。瞬间便是永恒。也许，
这也正是《再别康桥》这首诗在众多的离别抒情诗中脱颍而
出，为世人所喜爱，经久不衰的原因。

风平浪静，踏上归国的船只，行驶在浩瀚的大海上。这时候
徐志摩会想些什么呢？

毕竟那是他曾留学的康桥，留下了他美好的回忆。在夕阳下，
他走在河畔，看着那柔情似水的柳树，似乎如同夕阳中的新
娘，望着水中的倒影，荡漾在心头。在徐志摩眼中那康桥的
柳树是如此娇媚，而那柔波里的水草又是如此动人，那康桥
的一切都是如此美好。在那里徐志摩又留下了七彩的梦。不
远万里踏上征途，到康桥留学，为的就是学有所成，提高自
己的水平。但奔赴康桥后，却发现康桥如同梦幻一般美
丽，“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的彩虹，揉碎在
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康桥的一切事物就连那榆荫
下的一潭，都沉淀着作者彩虹般的梦。可见作者对康桥是情
有独钟。

但作者此刻不是奔赴康桥，而是远离它，带着对康桥美好的



梦，渐渐离去，回首康桥，渐渐远去。美好的梦，轮廓渐渐
模糊，只变成了一点，便也不久消去。回想起曾在康桥度过
的那段美好时光，现在却要骤然远去，留下的是无比的惋惜
和忧愁。

或许作者不是为了写愁，只是为了安慰自己，留下纪念而写
下这首诗。但从文中却表现出那样的洒脱和宽广的境界。挥
手作别，那是作者的不舍。“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
彩”又是何等洒脱，没有儿女情长，没有泪沾衣裳，有的只
是挥手告别云彩的潇洒与自然。

怀着忧愁，却能表现出潇洒与风度，忧愁不能占据整个心灵，
是因为心境开阔，便能容纳忧愁。

再别康桥的读后感篇七

《再别康桥》是徐志摩在1925年(1928)故地重游的归国途中，
在轮渡上所写。

意境与灵感往往在一瞬间生成、“泛滥”，继而产生的激情
总一发不可收；而被这种激情“煎熬”的、激励的、托起之
后，也许就是千古的经典！《再别康桥》如何在那种环境
中“出炉”不敢妄言，但那潭水中“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和
“波光里的艳影”是不是勾起他对当年的旧梦，远去的缠绵
或尽在咫尺的柔怀、感慨合二为一呢......潺潺水流之声，
跃跃之荡之情怀，怎不叫人触景生情，思绪万千！一幕幕景
象眼前掠过，虽景依旧，却人事全非。重寻旧途、旧欢，已
是枉然。于是“不能放歌”，诸绪隐隐，暂且沉默。然，春
风已起何惧秋波！那观不住的激昂只能换一种角度或方式，
一吐为快！此时的“沉默”也绝非“今夜的康桥”，也就
是“今夜的康桥”，绝非是诗人他自己也就是诗人他自己。
此时此刻诗人近乎全陷入对往昔之种种之中。当诗人俯首醒
来，恍然自己是在告别，进而使得诗的尾巴上涂上了几分苦
涩，怅惘和难言的情怀。



诗的开篇便洒脱、轻灵、舒展。巧妙地连“请出”了三
个“轻轻的”来配合“走”、“来”、“招手”、“作别”
等动作，以肢体语言将一个飘逸、洒脱的诗人形象活脱脱地
推到了读者的面前。这里，“轻轻”二字蕴含着诉之不尽的
依恋之情，道不尽的惜别之意，用轻盈的、温馨的笔触渲染
了夕阳映照中康桥的宁静之美，更有此间“人去春又回，此
时无声胜有声”的表达效果。继而，诗人抓住了康桥这一景
物中“金柳”、“青荇”和“潭水”这几个意象作为寄情，
把对康桥的依恋、惜别之情融入其中。河畔的金柳被比喻成
新娘，美艳绝伦，荡起诗人心海的涟漪；河底的青荇也被诗
人赋予了鲜活的生命......你无需猜疑，那“油油的青荇”
就是在向诗人招手，不由得你不有“甘心做一条水草”的渴
望；此间的静与动，微动与被情动，活灵活现.以情寄或情的
微妙衬托出既朦胧又清晰的画卷。

注重文字的取舍、含蓄，注重艺术技巧，是早逝的徐志摩惯
用的“伎俩”。他往往很会利用一种梦幻般的情调，巧妙地
将气氛、氛围、感情和意象融为一体；更能静中有动，动中
有静与其互换，使得寓情于景，情景交融。

这首诗的美，当然不只限于诗人那份细腻的感情上，在意念、
艺术形式上，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尤其是“恋”而
不“贪”，足能给人留下美丽的回忆，这大概是好多人喜欢
的原因吧。

“轻轻地来悄悄地去”，“不带走一片云彩”，人生若能如
此坦荡，落落大方，何乐而不为啊！

编辑推荐：

更多读后感范文进入读后感大全：duhougan/



再别康桥的读后感篇八

我向来喜欢极其浪漫而又精巧的文字。那些文字读起来，有
种恋爱的感觉。高中的时侯我喜欢上写诗，每一个文学小青
年都会有这么一段时光。如果一个文学小青年没有喜欢过诗，
那么我敢说他不是标准的文学小青年。

那时，我喜欢徐志摩，因为他写了“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
轻的来我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以及“假如我是一朵雪
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
飞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除了徐志摩之外，我还很喜欢戴望舒先生的《雨巷》，诗中
这样写道“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
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直到现在，
每到雨天时，我还都莫名的`渴望着在一个陌生的胡同里遇到
一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

当然，还有卞之琳以及顾城等。卞之琳在《断章》中这样写道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
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而顾城在《一代人》中写道“黑夜
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而他在另外一首诗
《远和近》中写道“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
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

再别康桥的读后感篇九

徐志摩的一生都生活在诗歌里，他谈话是诗，举动是诗，就
连毕生追求的爱情也如诗歌一样浪漫!我一直被徐志摩勇敢追求
“爱”、“自由”与“美”的情操所吸引，他的诗作《再别
康桥》更是经典到极致，浪漫的情愫令人神之所往，仿佛自
己也来到了康桥，游于“星辉斑斓”的湖中!

一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足以让人感受到康



桥的静谧和安宁，念到这里，仿佛自己也如诗人一样，轻轻
的迈动着双脚，轻轻地走在康桥上，生怕吵醒了熟睡的虫子
和鸟儿，破坏了康桥的静谧和宁静。太阳就快落山，我站在
康桥上，可以看到西边天上的五彩云霞，余辉反射四周，河
畔的柳树仿佛穿上了金色的嫁衣，就像一位夕阳下的新娘一
样，美丽婀娜，风儿吹起她的衣角，她就这样在微风中向我
走来，我陶醉着不自觉伸开双臂，朝她走近，走近，甚至就
连她倒映在水中的影子也是如此迷人，一直在我的心头荡漾、
荡漾，陶醉了我的心智。

你看河中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柔波中它随
着流动的河水飘荡，自由自在忘情地舞蹈。这时，仿佛自己
也是一棵水底的小草，只要让我静静呆在康河水中，我便心
甘情愿地只做一棵无名的水草。云彩和霞光的余辉倒映在水
中，一阵风吹来，仿佛是被打碎的七彩石一般，撒碎在海藻
间，像是彩虹的梦境。

我多么想“撑起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用小船载
满一船的星辉，在星辉斑斓的河上放歌，但是我怕打破了今
晚沉静的夜色，我悄悄的划着小船，在稀稀疏疏的月色中寻
找着志摩当时划过的地方，听风儿轻轻在我耳边哼唱!再美好
的梦也有苏醒的时候，“轻轻的来”“轻轻的走”，康桥沉
默了，夏虫也为我沉默，“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
彩”，再见了，康桥!我就这样沉醉在康桥上，我就醉在《再
别康桥》的意境之中，久久不能自已。徐志摩的浪漫情愫实
在令人折服，简简单单的词藻却能勾绘出如此生动静谧的画
面，令人神之神往，欲罢不能。我喜欢徐志摩勇敢追
求“爱”、“自由”与“美”的情操，也爱《再别康桥》所
描绘的浪漫景色给人带来的无尽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