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衡读后感(模板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
达的含义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
能够喜欢!

梁衡读后感篇一

梁衡的散文，精美，朴实，独特，而富有韵味。读者又是怎
么看的呢?来看看本站小编精心为你整理梁衡散文读后感，希
望你有所收获。

秋白不朽，不朽在何处?我翻遍他很薄却又很厚的36页人生，
想找到答案，却又很茫然。

他是一个艺术家吗?不错，他是一个才子，诗书、刻印、翻译，
样样精通，也曾影响了一代文学人。但在文学史上，只看到
梁实秋在悠闲，鲁迅在疾呼，徐志摩在康桥，找不到瞿秋白
的一席之地。这也难怪，他短暂的一生根本不容他匀一点时
间给美文或治学。

他是一个政治家吗?不错，他曾是党的最高领导人。批判陈独
秀，主持“八七”会议，决定武装斗争，受命于白色恐怖之
中。但很快又被自己人打倒，永不重用。

那么至少他是一个烈士了?是的，在狱中从容斗敌，高唱《国
际歌》英勇就义，泣天地动鬼神。()但偏偏又有一些《多余
的话》：“不，我是一个多重色彩的人。”

他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他是中国典型的知识分子，有着
一副多么秀气但又有几分苍白的面容，有着文弱书生的古典
美和迂腐之气，有着几千年沉淀积累的知识分子的爱国和责



任。却偏偏没有学会聪明、世故，见风使舵或者一些政治家
的圆滑、权术。为了国家危难，他不惜以珠玉之身扑火，毫
不可惜，不像梁实秋、陈望道之流懂得避让，修成金身;又因
为知识分子本身的缺陷，不懂政治权谋，被拥上浪尖却又被
抛下政治的深谷;又因为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和迂腐作怪，他
甚至连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烈士都算不上。

我突然有些明白了，秋白不朽，在于他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
而不朽，像朱自清、文天祥那样。几千年的灿烂文化哺育了
他的才俊，也造定了他多难坎坷的生命。他一生都在苦觅，
却一事无成，没有傍到一个好的渡口。“觅渡，觅渡，渡何
处”其实是他不屈，却又略带伤感、迷惘一生的写照。他一
生都在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却一直没有找到。只是凭着一腔
热血与信念，奋斗，碰壁直至死亡。

记得在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就曾推荐梁衡先生的《把栏杆
拍遍》，她曾经说梁先生的散文集一定要看一下，一定会给
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受。但由于当时没有太多的时间，到了大
学的时候才有了空余的时间来看一下，看过之后有了很多的
感想。

梁先生说过看一篇文章，应该注意里面的知识和思想内容以
及审美，我们看一本书，虽然不是上政治课，但其中的思想
也将会影响我们的一生，会构成我们认识社会、人生的参照
系。

从中我感觉当我们看一本书时，要学会审视其中的内涵，不
要一味的接受，要学会批判的接受，要去其糟粕，学其精华，
这样才算真正的读一本书。这些使我认识到了读书的真正的
意图和方法。原来我读书就只是看一下，不会走太多的内心，
只是名符其实的读一下，亦或是感慨一时，不会太深入内心。
虽然和梁先生讲的有点出入，但也相当于没读。但这不禁使
我想到现在的好多读者，他们读了一本书，情绪太过于投入
其中，使得他们感觉自己就是其中的主角，从而被其中的情



感或人生观所惑，对整个现实的世界都有了错误的认知，从
而酿成了许多悲剧。这就正如梁先生所说的不要一味的接受
作者的观点或建造的文学世界，要学会批判的接受，学会审
视。这样才能真正的从书中汲取到营养，不算白读一本书，
不正确的阅读只会适得其反。

梁先生在《晋祠》中写的古晋名胜晋祠，在文中他说晋祠的
山美、树美、人美，使我对现今的另一非常热门的现象——
旅游有了新的一些看法。现在的人们很喜欢旅游，一到假期
或者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旅游。但现在的旅游我感觉更是一种
形式，太多的人就只是到了名胜古迹去照个像留个影记个念，
也有太多的人到了景区就一定要到最有名的地方去留影或去
参观一下，不管有多累。曾经读过一篇文章作者说“旅游最
重要的是寻找美，享受大自然的美，放松心情，让灵魂得以
升华，而不是只是一个任务，让旅游失去了其最根本的意
义”。

对此我深感认同。如今太多的已经不懂得发现美，只是麻木
的去景点照相，留念，仿佛就是完成了一件任务似的。现在
的人们太浮躁，不会真正的静下心来去真正的感受我们的生
活，更别谈去发现美，人们只会麻木的照相取景，不会真正
放松心情，感受自然，升华灵魂。正如梁先生在晋祠的感受：
春来黄花满山，径幽而香远;入秋草木郁郁，天高而水清，无
论何时抬级登山都清悦神爽。梁先生真正的在景区中看到了
大自然的美，既放松了心情，又升华了灵魂，是真正的旅游
者，大自然的欣赏者，是我们都应该做到的。

最后，梁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人人皆可为国王》。一
开始其便写了国王的权高位重，一国之财任其所用，一国之
民任其役使。所以很自然就成了人人的目标。

但接着梁先生就说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有的时候长短并不
是绝对的，王亦有局限。王也有其所不能得到的。当然也不
是人人都想成为王，有的人只喜欢游山玩水，放浪形骸，寄



情于山水，不被权势而折腰。但其实如今的社会是多元的，
国王也是多元的，每个人在其行业中在其领域内都可成为王。
接着告诫我们只要努力，人人皆可称王。正如北宋的刘永，
虽被仁宗贬谪，但其在他的领域——词域中成为了他的王。
所以我们不要自暴自弃，埋怨社会的不公平，只要我们肯努
力，就会成为自己的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谁也不用自卑，
更无须骄傲，努力便可成为自己心中的王。

这就是我读梁先生的散文的感想，相信之后我会真正的学会
读书，学会发现美，学会努力，不怨天尤人，我相信我的人
生将会更加美好。

读梁衡的第一篇文章是《晋祠》，他细腻的描摹令我羡慕。
例如写树“那周柏，树干劲直，树皮皱裂，冠顶挑着几根青
青的疏枝，偃卧于石阶旁，宛如老者说古;那唐槐，腰粗三围，
苍枝屈虬，老干上却发出一簇簇柔条，绿叶如盖，微风拂动，
一派鹤发童颜的仙人风度。其余水边殿外的松、柏、槐、柳，
无不显出沧桑几经的风骨，人游其间，总有一种缅古思昔的
肃然之情。也有造型奇特的，如圣母殿前的左扭柏，拔地而
起，直冲云霄，它的树皮却一齐向左边拧去;一圈一圈，丝纹
不乱，像地下旋起了一股烟，又似天上垂下了一根绳。其余
有的偃如老妪负水，有的挺如壮士托天，不一而足。祠在古
木的荫护下，显得分外幽静、典雅。”用了多种修辞，把树
的姿态写的具体生动，各不相同，令人拍案叫绝。

读晋祠的另一感受是读书要多积累，多背诵。正如梁衡所
说“我每在提笔写作时，脑子里就不由自主地闪过许多文学
巨人的影子，自觉不自觉地向他们借词、借字、借意、借境，
然后再汇拢到一起，从自己的笔管里流了出来。我中学读书
时，语文教师讲过一件文坛轶事，说韩愈每为文时，先要将
司马迁的文章痛读一遍，以借其气。当时听得朦朦胧胧，现
在却真感到其言不谬。这篇小文也是这样。比如欧阳修《醉
翁亭记》写山，朱自清《松堂游记》写树，柳宗元《小石潭
记》写潭，这些在本文的山水、树各节中都能找到影子。另



外还有，《史记》写人状物之笔力刚劲，我在写木龙、石虎
时，虽数字，却实赖太史公之气;徐志摩写康桥风光时色调之
艳丽，我在写山水绿阴时，实向他借过颜料。”只有“厚
积”才能“薄发”。朱熹说过“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
活水来。”应是一样的道理。

至于我印象最深的一篇文章，应该是《夏感》吧。作者视角
独特，另辟蹊径，赞美夏天。在诗人作家笔下,夏并不是一个
受到青睐的季节。也许,春的百卉萌发能给人一种再生的愉悦,
春的万象泰和又能使人的情思得到畅快的释放吧,也许,秋的
收获能给人一种成熟的满足,秋的寂寥又能使人的心绪得到淋
漓的宣泄肥,所以,吟春咏秋,古今舞文弄墨者,几乎趋之若过
江之娜。而夏呢?也许它太热太醉太稠密太有点“浓得化不
开”了,因此,总不免给人一种失和谐超力度负荷过重之感。
如是,怎能得到和普通百姓一样地受着“快乐原则”所支配的
骚客文士的心理认同?怎能不被他们付诸阅如!即使有人写写,
也难免写成“毒恶的灰沙阵”,“烫着行人的脸”,“干燥炎
热的风”,“凶恶的嘶叫着”,“人象快干死的鱼”,“大地在
高热度中发抖(引自茅盾、老舍、高尔基、罗曼罗兰诸人作
品)—一种作为艺术内容中苦闷压抑象征的夏感,或者,写
成“日常睡起无情思”.(杨万里), “手倦抛书午梦长”(蔡
榷》—一种轻松闲适中透出无可奈何的失落之情的夏感。 可
是,梁衡同志却敢于履新涉奇,从人所寡言处言之,“大声赞美
这个春与秋之间的份金的夏季。”须知,这种赞美本身就很值
得我们赞美。

《夏感》中写到“那春天的灵秀之气经过半年的积蓄，这时
已酿成一种磅礴之势，在田野上滚动，在天地间升腾。”其
实，“那春天的灵透之气”所积蓄所酿成“磅礴之势”，正
是一种“收获之已有而希望还未尽”的伟力的奔突，一种由
孕育到丰登的“承前启后，生命交替”的律动，一种印着人
类巨大的钤记的创造之波的流泻。作者热情讴歌的，就是这
样一首力、生命与创造的诗。



梁衡读后感篇二

梁衡的文章一开始我并不喜欢，那篇《晋祠》虽然写得真的
不错，但是我不喜欢那种冗长的文章，所以，对于这个作者
也没太大的印象。再一次看到他的文章就是《跨越百年的美
丽》，依旧是没什么太大感觉。直到他写的三篇散文作节选
为课外读物发下来，《觅渡，觅渡，渡何处?》、《把栏杆拍
遍》、《乱世中的美神》，看了一堂课之后，当时就被他笔
下的三个人物所深深折服。这三个人物都带有浓重的悲剧色
彩，同时又具有不得不使人敬佩的精神和风范，感觉他们在
梁衡的笔下都鲜活了起来，一点一点向我们展示自己的人生。

自此，我开始找梁衡的文集，却一直找不到，看到了很多余
秋雨的文集。我也买过余秋雨的一本文集《文化苦旅》，但
我不是很喜欢他的文风。总觉得他写的文章不够大气，有点
优柔寡断的感觉。而梁衡，看完他的文章就有种很明显的被
吸引被点拨，霎时有一片清明的感觉。

终于，我还是找到了一本《梁衡散文中学生读本》。

我先找到了那三篇文章，把《把栏杆拍遍》看完。辛弃疾的
一生真的`很曲折。 年轻时血气方刚，奔走沙场，却在南归
之时被夺去手中的钢刀，只能以羊毫软笔写下一首首悲愤、
无奈、自嘲的词。最让我动容的还是那首《永遇乐》。他竟
然在嘲笑自己的姓氏!“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辛酸辛苦。
更十分、向人辛辣，椒桂捣残堪吐。 世间应有，芳甘浓美，
不到吾家门户。”这首词是我第一次看到，却被其中所隐藏
的无奈嘲讽所深深震动。他该有怎样的失意才会觉得自己的
姓氏是“艰辛”“酸辛”“悲辛”“辛辣”，觉得自己就是
不能够拥有美好的事物!

还有一篇《大无大有周恩来》，是总理诞辰百年之时所写。
那些冗长的历史在梁衡的笔下一点不显繁复，反而，每一件
都令周总理无私的形象更加生动鲜明，深深被这个自己无缘



亲眼见到的总理所感动。

诸如此类的写人的文章，每一篇都能感觉作者笔下的人是个
鲜活、生动、立体的伟人，并不是一个个已经归为历史、素
不相识的不相干的人。每一个都令人敬佩，由衷的敬爱。这
本书中还有很多写景、记事、抒情、说理的文章，都很值得
一读。

看完这本书，有一种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

梁衡读后感篇三

梁衡的作品中可见智慧的哲思与感悟，充满大气磅礴的深刻
思想。充溢的激情蕴藏在深沉的思考中，别有的那份厚重与
沉实，避免了简单的抒情与表白，显示出大散文的气韵。下
面是本站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的《梁衡散文》读后感3篇，欢
迎大家阅读。

梁衡的文章一开始我并不喜欢，那篇《晋祠》虽然写得真的
不错，但是我不喜欢那种冗长的文章，所以，对于这个作者
也没太大的印象。再一次看到他的文章就是《跨越百年的美
丽》，依旧是没什么太大感觉。直到他写的三篇散文作节选
为课外读物发下来，《觅渡，觅渡，渡何处?》、《把栏杆拍
遍》、《乱世中的美神》，看了一堂课之后，当时就被他笔
下的三个人物所深深折服。这三个人物都带有浓重的悲剧色
彩，同时又具有不得不使人敬佩的精神和风范，感觉他们在
梁衡的笔下都鲜活了起来，一点一点向我们展示自己的人生。

自此，我开始找梁衡的文集，却一直找不到，看到了很多余
秋雨的文集。我也买过余秋雨的一本文集《文化苦旅》，但
我不是很喜欢他的文风。总觉得他写的文章不够大气，有点
优柔寡断的感觉。而梁衡，看完他的文章就有种很明显的被
吸引被点拨，霎时有一片清明的感觉。



终于，我还是找到了一本《梁衡散文中学生读本》。

我先找到了那三篇文章，把《把栏杆拍遍》看完。辛弃疾的
一生真的很曲折。年轻时血气方刚，奔走沙场，却在南归之
时被夺去手中的钢刀，只能以羊毫软笔写下一首首悲愤、无
奈、自嘲的词。最让我动容的还是那首《永遇乐》。他竟然
在嘲笑自己的姓氏!“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辛酸辛苦。
更十分、向人辛辣，椒桂捣残堪吐。 世间应有，芳甘浓美，
不到吾家门户。”这首词是我第一次看到，却被其中所隐藏
的无奈嘲讽所深深震动。他该有怎样的失意才会觉得自己的
姓氏是“艰辛”“酸辛”“悲辛”“辛辣”，觉得自己就是
不能够拥有美好的事物!

还有一篇《大无大有周恩来》，是诞辰百年之时所写。那些
冗长的历史在梁衡的笔下一点不显繁复，反而，每一件都令
周无私的形象更加生动鲜明，深深被这个自己无缘亲眼见到
的所感动。

诸如此类的写人的文章，每一篇都能感觉作者笔下的人是个
鲜活、生动、立体的伟人，并不是一个个已经归为历史、素
不相识的不相干的人。每一个都令人敬佩，由衷的敬爱。这
本书中还有很多写景、记事、抒情、说理的文章，都很值得
一读。

看完这本书，有一种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

翻开洁白的卷帙，首先竟是被梁衡先生的幽默吸引了。书中说
“我想许多同学对我这个作者，大概也会感觉到有一点神秘。
1984年我读研究生时有一位同班同学，他的儿子正上中学，
学我的《晋祠》，他就说：“这作者是我的同学。”那孩子
仰头看着父亲，足有几秒钟，然后说：“这人早死了
吧。”20xx年“六一节”，北京101中学举办师生与作家见面会。
校方问作协，能不能找到我。好像我已经失踪„„”读到此处，
就不禁笑了起来。想起原来老师和我们的一段对话。师



问：“知不知道梁衡是谁?”生答：“不知道!”师问：“怎
么会不知道，初一学过了他的《夏》的呀?”生答：“哦„„还
是不知道。”师问：“知不知道朱自清的《春》?”生
答：“知道!”“那知不知道梁衡的《夏》?”“不知道!”师
晕了„„ 读梁衡的第一篇文章是《晋祠》，他细腻的描摹令我
羡慕。例如写树“那周柏，树干劲直，树皮皱裂，冠顶挑着
几根青青的疏枝，偃卧于石阶旁，宛如老者说古;那唐槐，腰
粗三围，苍枝屈虬，老干上却发出一簇簇柔条，绿叶如盖，
微风拂动，一派鹤发童颜的仙人风度。其余水边殿外的松、
柏、槐、柳，无不显出沧桑几经的风骨，人游其间，总有一
种缅古思昔的肃然之情。也有造型奇特的，如圣母殿前的左
扭柏，拔地而起，直冲云霄，它的树皮却一齐向左边拧去;一
圈一圈，丝纹不乱，像地下旋起了一股烟，又似天上垂下了
一根绳。其余有的偃如老妪负水，有的挺如壮士托天，不一
而足。祠在古木的荫护下，显得分外幽静、典雅。”用了多
种修辞，把树的姿态写的具体生动，各不相同，令人拍案叫
绝。 读晋祠的另一感受是读书要多积累，多背诵。正如梁衡
所说“我每在提笔写作时，脑子里就不由自主地闪过许多文
学巨人的影子，自觉不自觉地向他们借词、借字、借意、借
境，然后再汇拢到一起，从自己的笔管里流了出来。我中学
读书时，语文教师讲过一件文坛轶事，说韩愈每为文时，先
要将司马迁的文章痛读一遍，以借其气。当时听得朦朦胧胧，
现在却真感到其言不谬。这篇小文也是这样。比如欧阳修
《醉翁亭记》写山，朱自清《松堂游记》写树，柳宗元《小
石潭记》写潭，这些在本文的山水、树各节中都能找到影子。
另外还有，《史记》写人状物之笔力刚劲，我在写木龙、石
虎时，虽数字，却实赖太史公之气;徐志摩写康桥风光时色调
之艳丽，我在写山水绿阴时，实向他借过颜料。”只有“厚
积”才能“薄发”。朱熹说过“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
活水来。”应是一样的道理。 至于我印象最深的一篇文章，
应该是《夏感》吧。作者视角独特，另辟蹊径，赞美夏天。
在诗人作家笔下,夏并不是一个受到青睐的季节。也许,春的
百卉萌发能给人一种再生的愉悦,春的万象泰和又能使人的情
思得到畅快的释放吧,也许,秋的收获能给人一种成熟的满足,



秋的寂寥又能使人的心绪得到淋漓的宣泄肥,所以,吟春咏秋,
古今舞文弄墨者,几乎趋之若过江之娜。而夏呢?也许它太热
太醉太稠密太有点“浓得化不开”了,因此,总不免给人一种
失和谐超力度负荷过重之感。如是,怎能得到和普通百姓一样
地受着“快乐原则”所支配的骚客文士的心理认同?怎能不被
他们付诸阅如!即使有人写写,也难免写成“毒恶的灰沙
阵”,“烫着行人的脸”,“干燥炎热的风”,“凶恶的嘶叫
着”,“人象快干死的鱼”,“大地在高热度中发抖(引自茅盾、
老舍、高尔基、罗曼罗兰诸人作品)—一种作为艺术内容中苦
闷压抑象征的夏感,或者,写成“日常睡起无情思”.(杨万
里), “手倦抛书午梦长”(蔡榷》—一种轻松闲适中透出无
可奈何的失落之情的夏感。 可是,梁衡同志却敢于履新涉奇,
从人所寡言处言之,“大声赞美这个春与秋之间的份金的夏季。
”须知,这种赞美本身就很值得我们赞美。 《夏感》中写
到“那春天的灵秀之气经过半年的积蓄，这时已酿成一种磅
礴之势，在田野上滚动，在天地间升腾。”其实，“那春天
的灵透之气”所积蓄所酿成“磅礴之势”，正是一种“收获
之已有而希望还未尽”的伟力的奔突，一种由孕育到丰登
的“承前启后，生命交替”的律动，一种印着人类巨大的钤
记的创造之波的流泻。作者热情讴歌的，就是这样一首力、
生命与创造的诗。

梁衡的散文，精美，朴实，独特，而富有韵味。

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行，在漫漫五千年里，有这样一些人被历
史记住，甚至使山河易姓。合上《梁衡散文》，我心中波涛
起伏，一时思绪万千。

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被后人景仰，但历史上的他曾被贬
到八千里外的海边潮州任地方小官。而在他任这小官时，仅
八个月，他就除鳄，兴修水利，赎放奴婢，兴办教育，干了
四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设身处地的想想，韩愈是被贬啊，他
干嘛“多管闲事”呢?他是个贬臣，老老实实等机会便是，他
干嘛主动参政啊?可他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有能力做些什么，



他认为比起百姓之苦，他的冤他的苦不算什么。这是什么原
因，因为他心系百姓!他不辞海隅之小，不求功名，只为奉献
于民，求成于心。

几百年后，历史又等来了一位蹒跚的老者，他是皇家钦定的，
中国古代最后一位罪臣，又是人民托举出来的近代史开篇的
第一位功臣，他就是林则徐。

“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多
么慷慨激昂的话语，多么汹涌澎湃的豪情壮志。但他太天真
了，这不是他说了算，得听皇帝的。上职一年半后，他就被
贬到伊犁。在此途中他见害就除，见民有难就救，不管烟害
夷害还是水害都挺身去堵，事后别人论功行赏，他依然要发
配伊犁。每每读到这里，我心中总是愤懑不平，为林则徐喊
冤。有时我还觉得他好傻，朝廷不用就不用，你林则徐又不
是那种离开朝廷就活不下去的人，皇帝昏庸无能，奸人当道，
那你不能“世人皆醉你也醉，世人皆浊你也浊”吗但林则徐
的骨子是硬的，他的心是热的，他不会因朝廷不重用而不关
心国事，他依然为国效力，像一只老黄牛，忠心耿耿，任劳
任怨。整整一年，他为清政府新增六十九万亩耕地，极大地
丰盈了府库，巩固了边防。林则徐以罪臣之分行忠臣之事。
是什么让他忍受了身体与心灵的折磨，一次次为国建功而不
上褒奖名单?是那颗拳拳爱国之心，他爱国爱民，心系天下苍
生，以天下为己任。

难道这些不值得我们敬佩吗?想想现实生活中那些凭合法职位，
贪赃营私的官员，无论大奸巨贪都被钉在耻辱柱上，而林则
徐与“八月为民兴四利，一片江山尽姓韩”的韩愈，之所以
被历史记住，是因为他们都有一颗爱国之心。一个人是微不
足道的，但当他与百姓利益与社会进步连在一起时，就会被
社会所承认，被人们托举出来。



梁衡读后感篇四

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行，在漫漫五千年里，有这样一些人被历
史记住，甚至使山河易姓。合上《梁衡散文》，我心中波涛
起伏，一时思绪万千。

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被后人景仰，但历史上的他曾被贬
到八千里外的海边潮州任地方小官。而在他任这小官时，仅
八个月，他就除鳄，兴修水利，赎放奴婢，兴办教育，干了
四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设身处地的想想，韩愈是被贬啊，他
干嘛“多管闲事”呢？他是个贬臣，老老实实等机会便是，
他干嘛主动参政啊？可他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有能力做些什
么，他认为比起百姓之苦，他的冤他的苦不算什么。这是什
么原因，因为他心系百姓！他不辞海隅之小，不求功名，只
为奉献于民，求成于心。

几百年后，历史又等来了一位蹒跚的老者，他是皇家钦定的，
中国古代最后一位罪臣，又是人民托举出来的近代史开篇的
第一位功臣，他就是林则徐。

“若__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多
么慷慨激昂的话语，多么汹涌澎湃的豪情壮志。但他太天真
了，这不是他说了算，得听皇帝的。上职一年半后，他就被
贬到伊犁。在此途中他见害就除，见民有难就救，不管烟害
夷害还是水害都挺身去堵，事后别人论功行赏，他依然要发
配伊犁。每每读到这里，我心中总是愤懑不平，为林则徐喊
冤。有时我还觉得他好傻，朝廷不用就不用，你林则徐又不
是那种离开朝廷就活不下去的人，皇帝昏庸无能，奸人当道，
那你不能“世人皆醉你也醉，世人皆浊你也浊”吗但林则徐
的骨子是硬的，他的心是热的，他不会因朝廷不重用而不关
心国事，他依然为国效力，像一只老黄牛，忠心耿耿，任劳
任怨。整整一年，他为清政府新增六十九万亩耕地，极大地
丰盈了府库，巩固了边防。林则徐以罪臣之分行忠臣之事。
是什么让他忍受了身体与心灵的折磨，一次次为国建功而不



上褒奖名单？是那颗拳拳爱国之心，他爱国爱民，心系天下
苍生，以天下为己任。

难道这些不值得我们敬佩吗？想想现实生活中那些凭合法职
位，贪赃营私的官员，无论大奸巨贪都被钉在耻辱柱上，而
林则徐与“八月为民兴四利，一片江山尽姓韩”的韩愈，之
所以被历史记住，是因为他们都有一颗爱国之心。一个人是
微不足道的，但当他与百姓利益与社会进步连在一起时，就
会被社会所承认，被人们托举出来。

梁衡读后感篇五

梁衡的散文，精美，朴实，独特，而富有韵味。那读者读了
写了什么感悟呢?看看本站小编精心为你整理梁衡散文读后感，
希望你有所收获。

读梁衡的第一篇文章是《晋祠》，他细腻的描摹令我羡慕。
例如写树“那周柏，树干劲直，树皮皱裂，冠顶挑着几根青
青的疏枝，偃卧于石阶旁，宛如老者说古;那唐槐，腰粗三围，
苍枝屈虬，老干上却发出一簇簇柔条，绿叶如盖，微风拂动，
一派鹤发童颜的仙人风度。其余水边殿外的松、柏、槐、柳，
无不显出沧桑几经的风骨，人游其间，总有一种缅古思昔的
肃然之情。也有造型奇特的，如圣母殿前的左扭柏，拔地而
起，直冲云霄，它的树皮却一齐向左边拧去;一圈一圈，丝纹
不乱，像地下旋起了一股烟，又似天上垂下了一根绳。其余
有的偃如老妪负水，有的挺如壮士托天，不一而足。祠在古
木的荫护下，显得分外幽静、典雅。”用了多种修辞，把树
的姿态写的具体生动，各不相同，令人拍案叫绝。

读晋祠的另一感受是读书要多积累，多背诵。正如梁衡所
说“我每在提笔写作时，脑子里就不由自主地闪过许多文学
巨人的影子，自觉不自觉地向他们借词、借字、借意、借境，
然后再汇拢到一起，从自己的笔管里流了出来。我中学读书



时，语文教师讲过一件文坛轶事，说韩愈每为文时，先要将
司马迁的文章痛读一遍，以借其气。当时听得朦朦胧胧，现
在却真感到其言不谬。这篇小文也是这样。比如欧阳修《醉
翁亭记》写山，朱自清《松堂游记》写树，柳宗元《小石潭
记》写潭，这些在本文的山水、树各节中都能找到影子。另
外还有，《史记》写人状物之笔力刚劲，我在写木龙、石虎
时，虽数字，却实赖太史公之气;徐志摩写康桥风光时色调之
艳丽，我在写山水绿阴时，实向他借过颜料。”只有“厚
积”才能“薄发”。朱熹说过“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
活水来。”应是一样的道理。

至于我印象最深的一篇文章，应该是《夏感》吧。作者视角
独特，另辟蹊径，赞美夏天。在诗人作家笔下,夏并不是一个
受到青睐的季节。也许,春的百卉萌发能给人一种再生的愉悦,
春的万象泰和又能使人的情思得到畅快的释放吧,也许,秋的
收获能给人一种成熟的满足,秋的寂寥又能使人的心绪得到淋
漓的宣泄肥,所以,吟春咏秋,古今舞文弄墨者,几乎趋之若过
江之娜。而夏呢?也许它太热太醉太稠密太有点“浓得化不
开”了,因此,总不免给人一种失和谐超力度负荷过重之感。
如是,怎能得到和普通百姓一样地受着“快乐原则”所支配的
骚客文士的心理认同?怎能不被他们付诸阅如!即使有人写写,
也难免写成“毒恶的灰沙阵”,“烫着行人的脸”,“干燥炎
热的风”,“凶恶的嘶叫着”,“人象快干死的鱼”,“大地在
高热度中发抖(引自茅盾、老舍、高尔基、罗曼罗兰诸人作
品)—一种作为艺术内容中苦闷压抑象征的夏感,或者,写
成“日常睡起无情思”.(杨万里), “手倦抛书午梦长”(蔡
榷》—一种轻松闲适中透出无可奈何的失落之情的夏感。 可
是,梁衡同志却敢于履新涉奇,从人所寡言处言之,“大声赞美
这个春与秋之间的份金的夏季。”须知,这种赞美本身就很值
得我们赞美。

《夏感》中写到“那春天的灵秀之气经过半年的积蓄，这时
已酿成一种磅礴之势，在田野上滚动，在天地间升腾。”其
实，“那春天的灵透之气”所积蓄所酿成“磅礴之势”，正



是一种“收获之已有而希望还未尽”的伟力的奔突，一种由
孕育到丰登的“承前启后，生命交替”的律动，一种印着人
类巨大的钤记的创造之波的流泻。作者热情讴歌的，就是这
样一首力、生命与创造的诗。

“那春天的灵秀之气经过半年的积蓄，这时已酿成一种磅礴
之势，在田野上滚动，在天地间升腾。夏天到了。”

“而夏呢，总是浸在苦涩的汗水里。有闲情逸致的人，自然
不喜欢这种紧张的旋律。我却要大声赞美这个春与秋之间的
黄金的夏季。”

这是梁衡的散文《夏感》，描写了夏季的自然景象和人们生
活劳作的情状，表现了夏季紧张热烈急促的特点，抒发了对
金黄色的夏季的情有独钟。梁衡，山西霍州人，长期从事新
闻写作和新闻出版管理工作，创作了大量新闻作品和文学作
品。梁衡散文，一般以思想性议论性见长，其散文语言多叙
述和议论。

其次，本文语言读来颇有书卷味，常常文白相间，显得雅致。
如“春之色为冷的绿，如碧波如嫩竹，贮满希望之情;秋之色
为热的赤，如夕阳如红叶，标志着事物的终极。”语句具有
对称性、旋律感，简洁精练，富有文言味。读来不免让人跃
跃欲试，也来个：夏之色为金之黄，如稻浪如麦香，收获已
有而希望未尽;也来个：冬之色为寒之白，如冰雪如霜花，孕
育着新的生命力。如“春日融融，秋波澹澹”，语句蕴籍凝
炼，有节奏感，与后面的散句相映成趣，富有变化之美。

且在描写人们辛勤劳作的场景时，引用了古诗句“田家少忙
月，五月人倍忙”加以印证，那种悯农的情感，不由让人想
起唐代李绅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让人想起同样是
白居易《观刈麦》里的“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
知热，但惜夏日长”;让人想起范成大《夏日田园杂兴》里
的“小童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甚至想起峻青在



《海滨仲夏夜》里的描述：“夜风轻飘飘地吹拂着，空气中
飘荡着一种大海和田禾相混合的香味，柔软的沙滩上还残留
着白天太阳炙晒的余温。那些……劳动了一天的人们，三三
两两的来到了这软绵绵的沙滩上，他们浴着凉爽的海风，望
着那缀满了星星的夜空，尽情的说笑，尽情的休憩。……”

哦!联想太丰富了，打住!赶快收回脱缰的野马，否则就离题
万里啦。还是书接上回，续谈《夏感》的语言特色。其三，
本文语言不经意间显出刚性气质。梁衡散文的语言都有男性
化的风格，不显造作，风格气质自然表现。如“热风浮动着，
飘过田野，……在天地间升腾。夏天到了。”这一段，由具
体描写推进到概括性描述，伴随着写景，视野逐渐开
阔，“磅礴”、“滚动”、“升腾”，语言中的大气张露出
来。“夏天到了”四字单独成句，斩截、响亮。再如“终于
沸腾”、“火红的太阳烘烤着一片金黄的大地，麦浪翻滚着，
扑打着远处的山、天上的云”、“金色主宰了世界上的一
切”、“他们肩上挑着夏秋两季”、“我却要大声赞美”等
等，字里行间情感态度明朗，语调高亢，无不张扬男子大气。

首先从选材角度，梁衡先生就体现出了与众不同之处，正如
他在结尾处所说，“历代文人不知写了多少春花秋月，却极
少有夏的影子”。的确，说起夏，大家第一反应基本都是毒
辣的阳光、居高的温度、暖湿的风和炎热的空气，总之很少
有人会觉得夏季很美，会去欣赏夏的风景，而梁先生却注意
到了，他从自己独到的角度，给我们呈现了夏天的魅力。

在梁衡先生作为中央报纸的记者时，曾多年驻节在黄河流域，
对黄河这条母亲河以及流经的土地有着独特的情感。《夏感》
所描写的夏天，正是北方那黄河流域的夏季。黄河流域代表
了中华数千年的灿烂文明，在他的笔下，黄土地的夏天，令
他熟悉，也令他感到美，《夏感》中的夏天，也因此有了更
深层次的象征意义和作者的感情寄托。

开篇形容夏天是“紧张、热烈、急促的旋律”，贴切表现了



夏天通常给我们的感受。而后的一段描写十分精彩，“一锅
水”慢慢冒泡升腾之景，细草茂密如厚发，青烟凝如黛色长
墙，优美的景色其实正是我们身边的夏天，新奇的比喻却更
富有渲染力。蝉儿长鸣、太阳烘烤大地、麦浪、远山、云、
车，一连串的意象透露出的色泽与气势，正是在告诉人们，
夏天来了。

这一段描写是为了铺垫接下来夏天的色彩的，但是单单欣赏
这段文字，已经细致的烘托了一个夏天前奏的氛围，已经是
一副迷人的景致了，而接着对夏天特有的黄色的描写，更为
生动。

“春之色为冷的绿，如碧波，如嫩竹，贮满希望之情;秋之色
为热的赤，如夕阳，如红叶，标志着事物的终极。夏正当春
华秋实之间，自然应了这中性的黄色——收获之已有而希望
还未尽，正是一个承前启后，生命交替的旺季。”这是一段
有关夏天为什么是黄色的以及黄色的象征意义的议论，通过
写春色之绿和秋色之赤，与夏天一样，都象征了一个季节的
特色，而夏天在春秋之际，更具有“承前启后，生命交替”
的意义，其象征作用十分重要。而“收获之已有而希望还未
尽”，正是作者想表达的对夏天的赞美和热爱。

写完夏天之景，开始描写夏天的人。与写景时的词汇丰富相
比，描写人物时显得尤其简单，挥、弯、流、割、打、听、
看、追肥、浇水„„一系列的简单动词，却很好地描绘了农民
在夏季的忙碌与辛勤。

最后，作者才发表了自己的感慨，“而夏呢，总是浸在苦涩
的汗水里”，这一句又是在描写夏天的农民，也表现了黄河
流域的人是他所喜爱所赞赏的，爱一个地方，也连带着爱上
了那里的人。梁衡先生也正是通过这样一篇散文，抒发了自
己对黄河流域的人和事的热爱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