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名著读后感(实用10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
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日本名著读后感篇一

日本是由从中国和朝鲜过去的人建立的，当然，还有那些生
活在北方的原住民阿伊努族人，以及从东南亚过去的南方民
族，形成了最初的日本民族。公元前300年，朝鲜半岛正处于
古朝鲜时代，公元前221年，中国的秦始皇统一了全国……和
这些开创了古代文明，步入了封建时代的国家相比，日本才
刚刚走过原始社会，十分落后。于是派使者来到中国，得到
了汉光武帝的金印，表示汉朝承认倭国的王，从此，日本以
国家的形态登上了世界的舞台。

天皇是日本封建时期的最高统治者，至今已有126位。日本曾
多次派遣使者到隋朝，唐朝。像沙子吸水一样拼命学习着中
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仿照长安城修建了藤原京城。后来又在
奈良修建了平安京城，也就是今天的京都。之后的几百年中，
就一直在改革与内战中交替着度过。其中最著名的改革，就
要数1868年的“明治维新”了。这是一场以天皇为中心进行
的现代化改革，即全面西化改革。这场运动促进了日本的发
展，可对中国人来说，明治天皇并不伟大，反而十分丑恶，
因为就是它发动了甲午战争，将中国拉入火海。二战时期，
日本靠“小聪明”强大起来，最后却怎么也没能抵挡全世界
反法西斯国家的讨伐。八年的侵华战争、珍珠港的偷袭，让
他狂妄自大，自认为“老鼠”可以吃掉“猫”，最后得到的
却是“小男孩”和“胖子”两枚核弹和波兹坦公告。从此，
日本投降，一蹶不振。直到20世纪末期，才恢复了元气。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今年初，我和妈妈去日本游玩，
短短几天的所见所闻，让我看到了一个环境优美、处处洁净
的国家，那里的人们礼貌、自律、诚信、注重细节……很多
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对于日本这个国家我们要“批判的学
习”，不仅仅是日本，我们要学习一切值得我们学习的国家
的先进做法，不断的完善、做强做大，中国——这个“东方
巨人”才能永远傲立在世界的前沿！

日本名著读后感篇二

草草读完这本书，并没有令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情节，回过头
再次翻看时，才感受到作者在谋篇布局时的精妙和宏大格局。

对于这本书的评价，也许会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小说本身
缺少一个焦点人物，缺少严谨的故事线。更多的篇幅、描写
都侧重于宏观的构建和表达，其结果就是书读起来非常的枯
燥。

我们看惯了以“救世主”的视角来刻画灾难的科幻故事，导
致我们思维定势，《日本沉没》就是以一个宏观视角对灾难
进行叙述的，书里非常多的篇幅并不是用来讲故事，而是作
者大段的直抒胸臆，让人很难找到阅读的焦点，很难跟着故
事线追逐故事发展的经过。

这种构建方式吃力却不一定讨好，这也是对这本书有人评价
极好，有人却看不下去的原因。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
从一开始读者就不是抱着看灾难片的阅读快感去的话，是完
全可以接受这种全景式描写的。反过头来这本书，会发现这
种全景式的叙述方式，恰恰是最能够支撑这个题材最好的手
法，恰恰是能够担得起如此大的主题的唯一方式。

作者的创作意图本身就是以社会批判为主，而不是单纯的想
给读者带来简单的阅读快感。另一方面，我不得不佩服作者
的功底。从火山爆发地震场面的描写，还是政治中的勾心斗



角，海底风景的描写，科学知识介绍等等，可谓是面面俱到，
毫无偏颇。

描写功底深厚，而且知识面十分广阔。从地理到政治，炫起
来有理有据，并不是无谓的纸上谈兵，使人读起来会有一
种“就应该是这样”的感觉。

“直面超出意识的危机，人们才会渐渐明白它的恐怖。”

日本人的危机意识使我印象深刻，书的最后一章就是在描写
日本的民族精神和情感，虽然把日本比作龙这个比喻令人不
爽，但是里面所体现的民族精神确实令人钦佩与警惕。

说不出具体是什么，但畅读这本书，能够给人带来深思。生
命的意义是如此厚重，无论我们怎么样全力以赴都不为过，
因为我们生而为人。也许这一秒钟还繁花似锦，下一秒也许
就会一无所有。人需要保持这种紧张感，来提醒自己，不要
太满足，不要太安逸，居安思危才会让我有更多前进的动力。

这就是《日本沉没》带给我们的思考，在这疫情肆虐全球，
灾难片走进现实的2020年，这样一本能够带给人思考的科幻
小说，确实是值得一读的。

日本名著读后感篇三

在《日本沉没》中，小松左京对于人物的刻画描写主要集中
在了科学界与政界的人士当中。而且作者也并不没有刻意去
安排一个类似于超级英雄的角色，去担起拯救日本的重担，
而是选择采用一幅群像来替代。

这是最早发现日本可能沉没的科学家，也是一直处在d计划最
前沿的科学家。田所在故事中一直给我们的印象是不修边幅、
特立独行的。他对于日本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存在。甚至于
在有的时候我们感到他对于所谓的拯救并不是那么的热心，



或者在他的心中，当日本人离开日本岛，分散到世界各地去
的时候，所谓的日本人、日本精神也不复存在。这是一种相
当复杂的情感。但是当他认为普通大众有权知道真相的时候，
当政府还在对d计划遮遮掩掩的时候的，依然是田所故意借着
醉酒与上电视节目的机会，将d计划第一次透露给普通大众。
最后，还是田所选择了与日本列岛一起沉没。田所成为整个
故事中色彩最鲜明的悲剧英雄人物！

关于吹哨人，在疫情最严重的年初被人一再提起，在网民们
看来，是政府扼杀了吹哨人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但是
理性的想一想，所谓的吹哨人在面对突发的重大公共危机的
时候，真的可以发挥那么大的作用吗？在《日本沉没》的故
事中，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吹哨人的影子闪现。比如田所博
士，比如日本首相等等，他们都先于普通民众更早的知道日
本可能要沉没的信息，知道可能要有无数的无辜人死于这场
惊天浩劫之中，但是他们并没有第一时间对自己的民众发出
预警，向他们传达他们即将要面对的危险境地。即便是出于
维稳的需要，但是在地震不正常的变得越来越频繁，火山喷
发变得越来越频繁的时候，他们依然没有给民众提供足够的
信息去了解现状。因此，在日本还没有沉没以前，已经数百
位的无辜百姓死去了。那么，政府的行为有没有问题？这是
一个不怎么好回答的问题，两者相权取其轻，或者只有最终
做出决定的那个人才是最痛苦的。而所谓的吹哨人在面对这
种灾难性的后果的时候，他们真的不如想象中的强大。

从《日本沉没》出版至今的几十年间，几乎所有读者对于他
的解读已经完全不局限于其故事本身了，而是被有意的从故
事之外开始延伸，不论是政治还是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上，都
衍生出了各种各样的说法，这真的说不好是《日本沉没》与
小松左京的荣耀还是悲哀了！

日本名著读后感篇四

字解日本衣食住行读后感



暑假时看了一本轻松有趣的书，名叫《字解日本，衣食住
行》。书的作者茂吕美耶是中日混血儿，她将该书分为衣食
住行四个主题，挑选了38个关键字，以字为经、故事为纬，
娓娓道来日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门道，带我们领略日本文化
的精髓。

通过这本书，我了解到“一壶浊酒喜相逢”中浊酒的含义，
知道了日本男学生制服的第二颗扣子是定情信物，明白了日
本进入不同居室为何要换拖鞋，还了解到日本艺伎的脸为何
涂成白色……书在介绍日本衣食住行的小事时，涉及到许多
小典故，十分有趣。书中引用的中国诗词与精美插图相搭配，
给人以诗意与美感的享受。

读完书，我意识到传统节日与传统文化保护的重要性。书中
提到现代日本大学毕业典礼时女生依然会租用传统校服即和
服参加典礼，而西方的方形帽和披风则少见。日本在明治维
新时也是西化得厉害的，而如今还是回归到自家传统文化。
中国大陆现在在毕业礼服方面已经完全西化，是否可以考虑
在毕业礼服上增加中国元素，如汉服元素呢？同时，书中介
绍的许多日本传统节日最早是从中国流传过去的.，这些节日
或寄托了人们的美好心愿，或传达着某种精神，日本人过得
津津有味，而我们中国则反应冷淡甚至不过这些节日了。节
日是一国文化的体现，体现了民族习俗和民族信仰，是增强
民族凝聚力的方法，我们应当保护好那些优秀传统文化与节
日。

“日本人对细节美的坚持”也让我感到佩服。美丽精致的和
子看起来十分诱人，那是因为制作者像雕琢美玉般细心制作。
爱妻的便当如此美味，不仅因为食物本身好吃，()更是因为
妻子在便当外观上作了细节处理，倾注满满的爱。音姬是以
前日本女厕的必备设备，这也体现了日本人对细节的坚持。
相比之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未免显得粗糙些？！

日本人是一个聪明的民族，他们吸收外来文化，又将它加以



改造并发扬光大。“改造从中国传去的汉字、汉服”“明治
维新时对西方文化的吸收”这些都体现了日本民族的聪明智
慧。

日本人礼貌谦让、负责认真、热爱环保在书中也有体现。读
完书，真的觉得日本人身上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正如作
者所说：我们应减轻并放下“仇日”心理，用客观的眼光看
待这个一水之隔的邻国。我衷心希望中日和平友好，类似钓
鱼岛的事件快快和平解决。

日本名著读后感篇五

为什么要重新发现日本？日本是现成存在，早已被发现的。
一个退役的球星觉得还远远不够。

2009年4月，中田英寿开启“重新发现日本”项目，宣传支持
日本传统文化及工艺，也就有了《重新发现日本》这本书。

1、中田英寿认为一些“活”的信息，在网络上搜索是行不通
的。这个道理只有经常去实地体验的人才能正真切地感受到。
他宣称发现了真正的日本，“连日本人都不了解的日本”。
我们可以试着咂一下这句话。

第一，网络搜索只能得到热点。网络以好奇为标签筛选，注
定得不到“普通”的信息，真正的日常性是不会被网络发现
的。网络看到的日常生活，都是已经被媒体修饰过的日常。
哲学始于好奇，网络热点也是如此，但显然两者没有可比性。

第三，网络搜寻不到网络无法体验的东西。一句屁话，人肯
定没法抓着头发让自己双脚离地。但环顾四周，满大街人都
低头刷手机，搜索代替冒险，虚拟代替生活。那些需要实地、
花费时间来完成的体验，我们一直尝试通过网络得到。

2、《重新发现日本》发现了活生生的、日常的、切肤体验的



日本吗？

发现之旅却长达20万公里。他敲开了2000多扇门，走访热门
的手作、料理、旅馆、酒和特产手艺人。“鸡声茅店月，人
迹板桥霜”，他绝不在同一张床上度过两个夜晚，他重新发
现了什么呢？

他看到了更好的吃穿用度，还有它们背后的道理。

比如，他忽然说“日本审美意识的原点在于洁净”。

3、重新发现日本之后呢？大概重建日常生活吧。

翻完书后，再看看眼下的生活，是不是托尔斯泰警告的自动
化生活呢？它们不值得过吗？它们是一眼看到底的，可以计
算出来的，点缀着土味的娱乐吗？回头看看那些年我们大概
的确什么也没做，但我们却无法享受什么都不做的奢侈。无
意间度过的日常时刻，还没有一丝变成幸福的迹象。如何重
建我们的生活呢？这应该是这本书之外，我们应该去想的另
一本书吧。

4、当然，你也可以认为这只是一个编造给中年人的日本小清
新梦。

日本名著读后感篇六

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升值，热钱流入，日本实业转移，国内空
心化，房地产泡沫严重，日本政府想干预，但是一旦日元贬
值，就被欧美金融狙击，热钱快速流出。在升值也不回来了。
其实还是生产相对过剩导致的资本主义危机，只不过是局限
于日本。

人民币如果现在贬值，估计热钱也会流出，但是欧美日现在
情况还不是很乐观，所以中国还会‘繁荣’一阵子。而且毕



竟中国够大，沿海空心化，还有内地，但是现在内地泡沫也
多，所以一旦美国回暖或者中国遇见危机，不管是社会还是
自然危机，中国基本也会遭受日本所遭受的，甚至更糟。

日本名著读后感篇七

日本式经营的三大核心是终身雇佣制、工资与晋升的年功序
列制和各企业组织的劳动工会。在这三大核心中，终身雇佣
制是重中之重。

首先，我们来分析终身雇佣制。终身雇佣制下的员工几乎不
会被解雇，为了应对新的局面，减少新员工的雇佣成为必然
选择，企业转而雇佣“非正式员工”。非正式员工与正式员
工不仅薪水差距巨大，而且身份不平等，他们被排除在公司
的制度之外，这使得非正式员工的积极性难以发挥。更糟糕
的是，绝大多数的非正式员工在之后的职业生涯中也没有机
会加入到正式员工的行列，因为他们失去了正式员工那样积
累技能的机会。对于在终身雇佣制下生活的他们来说，前途
显得一片黯淡。

接下来分析年功序列制。过去，在年功序列制下，人们热衷
于奉献是因为他们坚信企业在三四十年之后还存在，以前
的“储蓄”等自己退休后能够被“提取”。这其实是企业同
年轻劳动者之间达成的默认契约，即向他们保证，年老之后
他们可以得到优厚的保障。如今，企业能否活过今年都成为
了疑问。与此同时，年功序列制下的工薪阶层真的热爱公司
吗?第一，他们过得并不开心，因为辞去现有的不喜欢的工作
的成本过高，在经济停滞的情况下，不但可能找不到新的工
作，即使找到了工作也不会有太多的保障。第二，在公司，
他们要对领导唯命是从，很少据理力争，所以在开会时，随
大流采取逃避策略是工薪阶层的生存之道。在他们的工作生
涯中，不会在工作中偷懒或背叛公司，但要他们站出来批评
上司或反对公司的某项决策也是难上加难。敢于质疑在如今



的时代又显得极其重要。第三，工薪阶层的竞争不是围绕工
资展开，而是围绕主流职位。这种竞争不能为企业提高生产
力，对生产毫无贡献。

最后，我们来分析工会制度。日本对解雇正式员工设定的规
制非常严格，修改的“劳动基准法”规定：“如果没有客观
合理或得到社会普遍认可的理由，不得解雇员工，否则将视
为滥用权力，解雇无效。”这里的员工特指加入了公会的正
式员工，面对严格的规定，工会为了维护正式员工的既得利
益，就不断的增加招聘非正式员工的比例，这就降低了正式
员工被裁的机率，为正式员工建立了一道坚固的“防护墙”。
这导致社会上出现大批的非正式员工，他们的权益无法得到
保护。

日本式经营是特定时期的产物，它曾经有利于日本企业的发
展，如今，曾孕育和促进了日本式经营的环境条件已经不复
存在。如果还原封不动的坚持日本式经营，只会对企业的发
展起到反作用。

日本名著读后感篇八

让我们翻开书的第一页，书里讲了一个今年九岁叫富米的小
男孩他们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学习情况。他们学日文、数学、
音乐、手工、烹饪、裁缝。他平时帮妈妈买东西、打扫房间
他们。他们没有统一的校服，但必须穿同样的运动服，他们
的教室很旧，桌子都是横七竖八的摆着，他们上课很自由，
教室里只有一台小小的电视，墙上凌乱的贴着照片和大小不
一的纸片。

他们在学校必须打扫厕所、操场，还要在学校午饭时轮流做
服务。读到这些让我觉得日本孩子很自立，非常讲卫生，他
们从小培养了为人服务的意识。



日本名著读后感篇九

禅宗思想对日本的文化影响很大。禅宗思想源头是中国传统
文化与印度思想，佛教的核心是智慧与仁爱，智慧就是超越
事物表象看清事物实质的智慧，洞察生命与世界的根本意义，
这样也不会因个人而痛苦而烦恼。

仁爱就是不受个人的羁绊，沐浴和恩泽万物。在这样的实践
与修行中，不论自身处于什么样的状态，精神生活是能够依
靠自我存在，自由存在。作者把知识分为三类，一类是只需
要记住的知识，好像他人为我们准备好的地图一样，一类是
经过科学验证的知识，一类是来自直觉，精神自觉的知识，
可以应对突然的变化。

禅所唤醒的就是第三类知识，就是自身处于本人状态时，能
够发现隐藏在普遍视野之下的各种价值，那是一个来自于直
观经验，充满惊奇和奇迹的能够自由创造的世界，像艺术家
一样进行创造性的工作，通过概念或理智去抓住现实的、真
理的或者难以琢磨的事物，创造、填补和赋予事物未被发现
的价值。对禅宗的鉴赏，来自于与大自然的亲近，品味不加
标识的质朴单纯，在淳朴自然当中有心的发现或灵性的生命。

日本名著读后感篇十

看日本1-《菊与刀》读后感（一）

读完《菊与刀》已经有两个月的时间了，一直想写点什么。
不过似乎跟这篇文章很没缘，总是出现这样那样的事故，呵
呵，真杯具啊！一个月前，敲这篇文章，写完了也断网了，
点了发布却无法显示，丢失...一个星期前，敲这篇文章，刚
写到一半停电了，丢失...一天前，敲这篇文章，似乎一切走
的都很好，我还暗暗庆幸，可是调整字体时，不小心删掉了，
丢失...今天自己想尽了办法，尽量别出错，为此我特地来到
网吧，希望不会出状况。上天保佑...――插曲《菊与刀》这



本书不敢说是家喻户晓，也可以说是妇孺皆知的，即使在现
在世界人类学、文学、历史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这部为
美国对日作战而潜心创作的著作，之于现在，之于社会的作
用不得不说仍然不可一世。似乎这本书的作用已经超越了一
部著作本身，对外国来说是研究日本的依据，对日本来说是
正视自己的起点，对世界来说是自我思考的必须。本杰明・
迪克特用自己深邃的洞察力和精妙的笔法，清晰的展示了日
本发展的.潮起潮落，也深刻揭示了日本社会的动荡变迁，更
重要的是基本抛弃了偏见而正视其存在的位置。与其说本杰
明女士是在试图解释疑惑世界问题的答案，不如说是给世人
留下了一个长长的疑问――一个需要用放大镜看的国度，怎
么这般惊世骇俗。读完《菊与刀》，不仅让我的对社会、生
活、民族性格等各个方面以思考，它也让我真正正确认识了
人文社会科学，谢谢本杰明，谢谢《菊与刀》。所以我想写
几篇文章，来跟已经读过这本书的朋友探讨，也希望给想要
读这本书的朋友一些帮助。――小序在《菊与刀》之前有很
多关于日本文化介绍的书籍，似乎是历史的局限性所致，这
些书都没能跳出俯视亚洲的怪圈，而使得这些观点欠妥，想
法也不算客观。大概是战争所致，每个人真正对国家安危的
贡献，系于一线，本杰明・迪克特这个临危受命的学者必须
降下自己的位置，平视这个东方小国，这也使得《菊与刀》
这部传世著作真正第一次正视了东方人，正视了东方文明。
之所以赘述这些主要是想说，对于研究日本本杰明女士最大
的贡献不是她给日本发展所下的定义，而是真正帮我们找到
了一个词来准确形容这个国家。这个词就是“暧昧”。是啊，
几乎每一个接触过日本人的人都会感觉到，他们的“暧昧”。
这个词似乎是从日本人的骨子里散发出来的，渗透到血液、
生活、性格......近乎所有学者在形容日本人时都会说“他
们温顺而倔强、谦和而阴狠、文明而野蛮”，这一系列看似
不可能放在一起的词汇却在日本人身上融汇的那般...和谐。
拿日本人的生活来说吧，他们很善于给自己创造一个圈，然
后循规蹈矩的在这个圈中行事，不过如果哪天他们发现创造
另一个圈可以更好的生活，他们便会毫无顾忌的舍弃现在的
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