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舍散文读后感(汇总6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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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舍散文读后感篇一

在《同命运的小鱼》中，对一条小鱼命运的关注，用大量的
笔墨描写一些细节方面的内容。

“小鱼两天都是快活的，到第三天忧郁起来，看了几次，它
都是沉到盆底……敲一下盆沿，小鱼走动两步:再敲动两下，
再走动两步……不敲，它就不走，它就沉下去。

我招呼郎华不要动它，小鱼在养病，不要打扰它。

亮天看它还在休息，吃过早饭看它还在休息。又把饭粒丢到
盆中。我的脚踏起地板来放轻些，只怕把它惊醒，我说小鱼
是在睡觉。”

从这些详细的细节描述中，作者对一些微不足道的小生命发
自内心的怜悯和关注之情可见一斑。

最后小鱼不幸死了。

“我后悔，为什么要出去那么久!为什么只贪图自己的快乐而
把小鱼了。这是凶残的世界，失去了人性的世界，用暴力毁
灭了它吧!毁灭了这些失去了人性的东西!”

作家给予脆弱的生命以人文角度的关怀，直抵心深处温软的
部分。同样也可延伸到她笔下所关注的沉默的绝大多数人群。
她把自己对生命的体验与感悟真诚地融入笔下的艺术世界，



把自己的孤独与忧伤、寂寞与怅惘，通过审美沉思转化为作
品的情感基调和美丽的诗魂。

老舍散文读后感篇二

忘川飞渡，逝水流年。

在爬满甲骨文的钟鼎之上，读您童年的灵性；在布满烽火的
长城之上，读您青春的豪放；在缀满诗意与科学的大地之上，
读您壮年的丰稔。如今，一缕华夏风，为奥运增添风情，听
那问候如潮，看那自豪笑脸，温暖八方高朋。“水立方”的
一池清水净括一片蓝天，雄伟“鸟巢”竞放科技芬芳！一管
羊毫饱蘸13亿人的智慧，一撇一捺当惊世界殊！

祖国，走过流年逝水！在圆明园烧焦的废墟之上，我看到的
是一摊血；在“致远舰”的残骸上，我看到的是一团未熄的
火，在南京大屠杀的纪念碑前，我呼吸到的是耻辱啊！但我
的祖国！您没有沉没，在亚细亚的东部，您用宽厚的臂膀，
挽起高山大海，将炎黄子孙揽于怀中，用茅草和土砖修复残
缺的岁月，用野菜和稀粥喂养饥饿的生命。国父孙中山，在
黑夜里开始运筹治国方略；毛泽东，在贫弱的土地上，支撑
民族的骨骼与脊梁；邓小平，炯炯目光中流露出钢铁般的意
志，指引多灾多难的您，从世纪的风雨中神奇地走过！走过！

沿着黄河与长江的源头，漂流而下，过壶口，闯关东，走三
峡，奔东海。在河西走廊，华北平原，我看到您风雨兼程的
超越；珠峰上奥运的圣火温暖了千年的积雪；草树密匝的西
双版纳，椰风氤氲的海南琼岛……都在述说您的崇高与巍
峨……尽管，还有辍学孩子渴望的目光，还有下岗工人无奈
的诉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让您心殇，让您流泪，但这更加
让您感到生命的伟大，人性的光辉。

余光中先生说：“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是的，
我们以《诗经》为歌喉，以《论语》为节律，以《橘颂》为



音韵，吟唱您历史恢宏的岁月；我们以古风与乐府、律诗与
散曲，以京剧与楚歌、梆子与鼓词，吟诵您壮丽如画的山河。
我们以岳武穆的一曲《满江红》，以文天祥的一腔《正气
歌》，以鲁迅的一声《呐喊》，以朱自清的一道《背影》，
唱响您不屈的尊严与神圣。用心敲响编钟，于是那浑厚而清
亮的音韵，穿越五千年的岁月，在河之洲，水之湄，山之阳，
海之滨，泛起层层涟漪，响起阵阵回声，在亿万炎黄子孙的
心中凝结一个主题：祖国，母亲！

祖国母亲，您一定记得瞿爽手中的那束野花，方志敏身上的
那份清贫，赵一曼骨骼中的那股坚贞，杨靖宇腹中的那些草
根，刘志丹胸前的那块补丁，刘胡兰就义时的那枝红梅，焦
裕禄窗前的那盏油灯，孔繁森雪原上的那串脚印！那么就让
我们用野花、清贫、坚贞、草根、补丁、红梅、油灯、脚印
编织成的交响乐，唱响您的坚韧与顽强，唱响您的灵魂与精
神！

黄河雄、黄山壮、长江长、昆仑莽。万里山河浩浩荡荡从天
安门前走过，那是雷锋的兄弟，那是任长霞的丽影，那是中
华民族最壮美的方阵！仰望蓝天，“神舟飞船”，太空穿梭；
俯瞰大地，三峡工程，天路神奇。

亲爱的祖国，五千年的蕴涵和积淀，60年的扬弃和继承，30
年的改革与发展，一个东方巨人，做到了可以说“不！”您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和平与发展是您的心声！您
不卑不亢不躁不惊，以坦荡豁达和深邃、闲静，阔步迎接一
个又一个黎明！

祖国，亲爱的祖国！让我们以采薇采茶采桑的手编彩织锦，
让我们以喊江喊海的喉咙，在阳光明媚的早晨，唱响国歌和
飘扬的五星红旗，唱响千百年来澎湃的激情。

瞧，细雨如烟的春天，燕子在风中飞来飞去。听，阵阵煦风
送来了激越悠扬的歌声：“在爱里，在情里，痛苦幸福我呼



唤着你。在歌里，在梦里，生死相依我苦恋着你……纵然我
扑倒在地，一颗心依然举着你。晨曦中拔地而起，我就在你
的形象里……”

老舍散文读后感篇三

作为《散文选刊》的主编，王剑冰肯定是应该阅读发表在全
国各地报刊上的许多散文作品。实际的情况也正是如此，他
阅读过的当代散文作品，确乎是太多了。正因为他读得如此
的广泛，就能够在认真和深入的比较中，高屋建瓴地俯视着
整个散文创作的园地，得出了很精当的评价。

像王剑冰这样不断增加着的多么巨大的阅读量，也许是同样
都关心当前散文创作发展前景的不少作家和评论家所无法企
及的。正因为如此，他在这部刚出版的《散文时代》中所提
及的许多有关作家的篇章，以及在这里阐述和发挥出来的不
少洋洋洒洒的见解，就很值得引起相应的参考和思索。无论
是产生认同还是引发商榷的诸多看法，都能引起不断深入的
探讨，这样就有可能推动当前散文创作和研究迅速向前迈进。

正是在这样广泛阅读和深入思考的坚实的基础之上，王剑冰
对于散文此种文体的本体特征，就有着很牢固和确切的认识。
他提出了“自由”和“自然”的问题，他在反对虚构的时候，
还提出了“想像力”的问题，这是很有道理和境界的一种艺
术设想。对始终立足于真实的散文创作来说，卤莽的虚构、
矫情的诉说或随风飘荡的倾向，都会失去读者的信任，而运
用艺术的想像力，充分和巧妙地表达自己纯洁与健康的个性，
才可能引起大家的感动和共鸣。

他还认为“越朴素、越自然、越纯真的东西，就越有生命
力”，认为在散文创作中间应有“坚韧与永恒，鲜活与纯
美”，认为“散文的生命力在于它能让读者从中获得生命的
感悟、思想的启迪、魂灵的慰藉、学养的滋润和审美的愉
悦”。



王剑冰在肯定当前散文创作，对历史进行反思，以及追求人
文精神，和在艺术上不断提高和升华的同时，也批评了某些
经过乔装打扮的贵族化的倾向和独创性的缺乏。这是应该引
起注意和思考的。

他还很细致地指出，在当前的种种散文创作中，存在着的一
些问题，譬如像他指出的“政治散文的说教性”，他在其中
尤其反对运用词语上的“绝对化”；“文化散文的论文性”，
他反对沉溺于历史资料的论述，却难以见到作者自己内心对
此的关照；“叙事散文的小说性”，他反对玩弄情节和虚构
的做法；“抒情散文的诗歌性”，他不反对语言表达的诗意，
却反对整体上刻意雕琢的诗化的做法；“游记散文的过程
性”，他反对那种导游式的解说。“生活散文的无序性”，
他反对那种事无巨细的全盘端出。这些都是从散文本体的视
角，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和核心，很值得引起充分的注意。

在愈益趋于开放的时代，王剑冰主张要直面现实，拓展题材，
深入思索，同时在审美方面又要注意文字和艺术技巧的升华，
并且要广泛吸收诸如音乐和绘画这些艺术门类的表达方法。
像这样坚实地立足在整个人类的生活之上，从事于哲思的深
化和审美的翱翔，自然就更有可能提高散文创作与研究的水
准。

王剑冰不仅在散文的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像上述那样丰富
多彩和高瞻远瞩的收获，而且在散文创作方面也是常常贡献
出自己的佳作，像《绝版的周庄》和《回望乾陵》等等，就
是不少朋友所熟悉的篇章。对于散文本体论的深思熟虑，颇
多卓见，对他从事创作的起点，对于整个过程的分布与筑构，
以及思想和艺术境界追求的高旷与美好，产生了十分积极的
作用。而像这样在创作和研究方面相互的反馈与促进，自然
就会获得双倍的丰收。

像他这样两栖型的既从事创作又埋头研究的情况，在古今中
外的文学史上，是早有先例的，像这样就确实会在灿烂缤纷



的触发与融会中间，获得更好的丰收。类似这样的经验是值
得好好研究的。

很高兴地读完了王剑冰的这部散文理论著作《散文时代》，
深感他对于当前散文创作整体的现状，真是有着高瞻远瞩和
钩深致远的把握。对于不断涌现出来的诸多名家的佳篇，从
思想与审美的视角，分别作出扼要和简洁的评点，既可以使
得许多朋友更好地了解大概的情况，又能够引起进行欣赏的
兴致。他还在这样微观剖析的牢固的基础之上，升华出不少
宏观的理论见解，对于当前散文创作拓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
绩，以及存在的'若干需要解决的问题，都阐述了自己很有启
迪意义的看法。他做出的这种贡献，确乎是很值得注意的。

老舍散文读后感篇四

我不知道能不能算作看过一本书，也不知道这能不能算作一
本书。想必人们对余秋雨的散文所作的评论已是多如繁星的
了，我此举不免有班门弄斧之嫌。我没有看过很多所谓的世
界名著，只因自己没有这么高的品味。然而对这些著作等身
的大作家评足论道，又不免太肤浅了。终究还是忍受不住激
情的诱惑，心灵的撩拨。

秋雨散文历史的气息很浓。像《酒公墓》、《寂寞天柱山》、
《阳关雪》等许许多多的篇章其中浓缩了历史，浓缩了人生。
秋雨是年轻的，他能冲着王维的《渭城曲》而去寻访阳关雪，
仅仅是为了一个多年的梦，为了一份童真。因而他又是洒脱
的，试想在各种现代文明的烦扰下，又有谁有这么的一份闲
情逸致呢。谁心中无一个饶撩的梦想，但谁依然有这么的一
份纯真呢？我们对很多在年轻的心中是新奇的东西已见惯不
怪了，甚至对于诸如抢劫、盗窃的现象也视而不见，不知道
这些能不能看作麻木不仁，但至少说明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份
童真，我们的心已经老了。

秋雨是年轻的却又如一位睿智的老人。在秋雨的心中历史虽



然有许多美好的东西，更多的是给我们无穷的悔恨。在《道
士塔》心中透露的就是这样一种情绪。人们往往把敦煌石窟
的罪人归结为王道士。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当时的
那种所谓“官员”的官员的错，一个国家都如此的了，又何
况一个如此无助的`人呢？王道士为生活的所迫也只能如此的
了。作为华夏子孙莫不对此感到悲愤的，却很少人像秋雨那
样洞察更深层的原因。对于往事的描述，秋雨能如一位老人
用历史的心态看待，平和而非柔弱，悲愤而能决无忘其所然。
秋雨应该对历史有很深刻的了解。

有纯真的童真，有老人的睿智，秋雨也不乏丰富的情感。在
《老师》一文中，为在自己老师面前大声喧哗却能听于劝阻
的学生表示感激。为昔日叫老师的绰号而悔疚。文中有这么
一段“许多非主课老师却实在有点认不得了，这些非主课老
师大多也早退休；今天特地赶来，静静地站在路旁，站在楼
梯的拐角处，期盼往日的学生能认出他们。我的目光与他们
一碰撞，立即感受到他们的期盼，便快步赶上去，一边呼喊着
“老师”，一边试图以最快的速度回忆起他们的姓氏。”由
此可见秋雨心中更有着深厚的师生情谊，友情对秋雨来说也
有重要的地位，如他写道“日子一年年过去，连我们也渐渐
老了。三十人的班级，已有四个同学去世，每次追悼会，同
学们哭得像家属一样伤心。”也正如他所写的那样“来一次
世间，容易吗？有一次相遇，容易吗？叫一声朋友，容易吗？
仍然是那句话——学会珍惜，小心翼翼。”

读秋雨散文，就如读着一本厚厚的历史，更有万象的人生世
态和丰富的个人情感。秋雨的心是年轻的，他的心又是迟暮
的。有着儿童的天真，有着老人的睿智，因而有了天真的向
往新奇的心，有了发自内心的对历史的感悟。因此他的人生
应是美丽的。正如他在散文集的序文中所写的那样他应该是
一个“天使般的老人”即使他年老了，也会有一颗年轻的心
的。



老舍散文读后感篇五

林清玄，1953生，笔名秦情，林漓、林大悲等。读他的散文
文笔流畅清新，表现了醇厚、浪漫的情感，在平易中有着感
人的力量。而他的散文又带着些禅学的味道，看破俗世。

《无关风月》的布袋莲。让我们体会到生命的顽强。放羊的
中年汉子的羊虽然将榕树叶和布袋莲吃得一干二净。可来年
的春天，这生命意然又新生了！我喜欢：“当然，伤口的旧
痕是不可能完全复合的，被吃掉的布袋莲也不可能重生，不
能复合不表示不能痊愈，不能重生不表示不能新生，任何情
感与岁月的挫败，总有可以排解的办法吧！逝去的岁月一去
不复返，哭泣的时间，一日又可能悄悄溜走。为丢失的哭泣，
不如珍惜眼前的。

时间，人类最热门的话题。《一只鸟又飞走了》以一个孩子
的戏话，感悟时间的可贵。令我感概万分的是：“我每次想
到时间宝贵，就会想起这件往事，生命里的每一秒都是一只
宝贵的鸟，它不断地张开翅膀飞去，仿佛天上鹭鸶成行。”
时间像鸟儿为谁停留，独属于谁。

《更恒久的价值》时代，一个创新的时代，更多的青年去追
求时尚，不再珍惜过去的更朴实的东西，就这样被我们遗忘
在角落。这世界虽然浮华短暂，但只要我们愿意坚持一些更
恒久的价值，就会发现还是有许多事物愈久愈醇，愈陈愈香。
如果我们细细发现，老人有许多旧东西是不愿意丢掉的，每
一件物品中可能藏着故事或是还可以用，就算堆得满房子是，
也不肯丢掉一件。

《喜悦的香》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历挫折，这是一个人成长的
过程。含笑，一种春天开的花，含苞花最香。它的花期很长，
为人带来笑意。如果我们遇到了挫折，请像含笑一样，微笑
面对。正如“愿我们也可以像含笑花，一年四季都带着微笑
面对世界。”



林清玄一个用一生看人生，俗世的男子。他看破人生，感悟
人生。

林清玄，禅学与散文的顶锋人物！

老舍散文读后感篇六

散文是一种作者写自己经历见闻中的真情实感、自由灵活的
文学体裁。读了散文之后你有哪些感想呢？本文是小编整理
的散文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散文读后感1

作为一个散文家，张晓风的作品算不上最好，但她的作品却
又有着与众不同的味道。这是我读后的感觉。

仿佛在每一篇散文里，她都有倾注自己的感情，激动、喜悦、
惆怅、悲伤……她在整本书中的角色，让我觉得，不是作者，
而是编剧，导演出一幕幕生活的悲喜剧。

“当你吐纳朝霞夕露之际，我在你曾仰视的霓虹中舒昂，我
在你曾倚以沉思的树干内缓缓引升……”

没有人可以阻挡生活的涓涓细流，即使它微不足道，小到你
用一根小指就可拦住它流动的轨道，但你依旧可以发现，几
秒钟后，它就恢复了它原来的方向，原因是，它越过了你的
手。

在她的作品中，我最喜爱《许士林的独白》。

还记得那开头第一句：献给那些暌违母颜比十八年更长久的
天涯之人。明明是一句讽刺的话，批判了那些让母亲伤心，
等待的不孝之子，却含有泪似的，颤颤地为下文感动。

“在秋后零落断雁的哀鸣里”，一袭红袍的赤子，南屏晚钟、
三潭映月、曲院风荷，当他纳头而拜，来将十八年的愧疚无



奈化作惊天动地的一叩首！人间永远有秦火烧不尽的诗书，
法钵罩不住的柔情，百般挫折过后，踏着千百年来的思念，
仍然告诉世人，茫茫的天际，夕阳的红晕，奔涌的泪
水，“你”只死心塌地的眷着伞下那一刹那的温情。

即使是想象，十分却有八分的真挚，何来的不感人？让人不
由感叹，辛酸后的痛楚。

散文读后感2

前一段时间，老师让我们读一本席慕容的散文集。我读了一
本她早些时间出版的《成长的痕迹》。老师还真没选错书，
这本书确实让我深有感触。

读完席慕容的前几篇散文，我心中不禁油然而生对亲人的思
念。她前几篇散文写的是对从前的记忆，都写出了自己对远
在他乡的母亲的思念和对已故奶奶的不舍。作者用一些很短
小的事通过细致的描写把那份感人的亲情充分、实在地呈现
了出来，她那份对亲人无比的真诚打动了我。这不禁让我想
到我自己的母亲，在家里她是在怎样地关心着我、无时无刻
地牵挂着我呢？想到这儿，我心中受到了强烈的震撼，突然
振奋起了精神，就像为了我自己的母亲。为了不让她失望，
我要幸福快乐地活过每一天！用成绩回报她为我所做的一切。

越往后，对青春对时光的不舍就越多，深奥的哲理体现得也
就越多。有一篇名叫《荷花七则》的散文，作者就通过她开
画展后发生的一件事表达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她的一位朋
友看完她的画，十分羡慕她的生活。可席慕容的微笑消失了！
要知道，完成一副画是需要多少心血多少时间去完成的，哪
有一个人的成功是与生俱来的呢？席慕容当时的感悟真让我
的心灵受到一次洗涤，她的用词十分自然、恰当，每一个字
都沉重地抨击了我以及每个人心灵中的那些“邪念”。“选
择了这样的生活，我并不后悔。我悲伤的只是，为什么很多
观众都喜欢把画家当作是一个天生异禀的天才，却不肯相信，



在这世间，没有一件事情是轻松或潇洒可以换得来的。”每
读完这篇文章，那颗浮躁的心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平静。

读完整本书，我的心变得更坚强和明澈了，觉得自己成长了
许多！这本书对我来说真是受益匪浅呀！

散文读后感3

龙应台的《目送》是一部对亲情和周边人物的感悟散文。特
别喜欢她写的亲情，抒情、真切、含蓄，并为之深深感动。
《目送》描写的是目送孩子的成长，目送父亲的远去。

古人云：四十不惑。人过四十后，经历过许多次的生老病死
的场面，再读《目送》这类亲情散文，感悟很多，特别是
《目送》中的：“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
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
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
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
必追。”人在生命的路途中，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平静中透
露着的哀痛，让人不甘又无奈。永远记得儿子在第一次拿到
学习成绩单时的情景，手拿奖状，在人群中急切地寻找我地
样子，那时的我就是他的天；大学四年，每次打电话时，即
便是在脚骨折卧床时，他的声音是欢快的语调，第一句话永
远都是“妈妈，我很好！”我很感谢儿子的孝顺，但心里也
明白，儿子长大了，能自己担待所有的伤痛，对父母的依恋
会越来越少，每每想到这，那种酸楚而又心存喜悦的无奈，
瞬间会填满我整个胸膛。

读《目送》会我又一次地感受到送父亲走时的那种撕心裂肺
的哀痛，也会想到了每次回家看母亲时，母亲那欢愉的目光
和不停叨唠的话语。世间大小小起起落落的事，最后还是沉
寂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目送》所描写的都是人们所经历
的，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读《目送》总有想流泪的感觉，
为逝去的或正在远去的亲情，挽留不住的是匆匆的生命脚步，



能留下的就是记忆；读《目送》懂得了对于生命，最好的态
度不是挽留，而是珍惜；读《目送》有些更深的感悟：再多
的遗憾不舍都不过是生命的过程，我们只能往前走，用现在
来填补过去的空白和伤口，带着爱和释怀与生命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