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自清散文集读后感(优秀13篇)
民族团结是指各个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相互
团结、相互合作的一种状态。怎样提升民族团结意识，促进
不同民族的交流合作？这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以下是民
族团结的成功经验和实践，值得我们借鉴和推广。

朱自清散文集读后感篇一

朱自清大家因该都了解他，他是著名的作家和学者，他写了
许多有名的，都是以叙事的抒情为主。我读过他的《背影》，
《荷塘月色》和《桨声中的秦淮河》。这些散文都有同样的
特点，素朴，慎密，语言洗简，文笔清丽，读完以后身临其
境，回味无穷。

在《朱自清散文精选》中，有他三十五多篇散文，这本书中
第一篇散文就写了他最有名的一片的散文，《匆匆》。这篇
散文写出朱自清应对“逃走如飞”的匆匆时光而产生的无奈，
怅惘，比切还有对未来的追求和探索。

我最喜欢边读《匆匆》边思考它所表达的意思。在《匆匆》
里一句话是这样的`“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为什么一去
不复返呢?”这句话表面上是疑问句，但实际上却表达了作者
对时光逝去而无法挽留的无奈和已逝去的的深深遗憾这句话
一向印在我的脑子里反复回味，总觉得有无穷无尽的含义包
含在这句话中。

当我读到最后一段时，我又在细细的回味，原句是“你聪明
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这句话和前
面的那句起到了呼应作用文末和文首的提问在文字上看是一
样，但是在表达的感情上却不一样了，文首的提问是强调一
种无奈和怅惘，而这句的提问是一份激情，是一声呐喊，我
们要区分这两句，在读这两句话时语调是不一样的。



时间，它本身是看不见的，又摸不着的，但是在朱自清的笔
下作者用丰富的，将事件的形象描述出来，为我们捕捉了时
光逝去的踪迹。他把时光比作针尖上的水滴，青烟等，表现
出时光的无声无息。

在文章倒数第二段，作者又运用了拟人的手法，把无形的时
光不做他朝夕相伴的朋友，这样能够表现时光的一往无前转
瞬即逝的态势，还能够极其传神的表现出作者应对匆匆流逝
的时光欲留不能，欲追不及的惋惜和怅然。

读完朱自清的散文，我突然明白时间是宝贵的，不要虚度光
阴，必须要珍惜时间，尽力做好买一件事。

朱自清散文集读后感篇二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尤其是读了《匆匆》
这篇文章，更使我牢牢记在心中，《匆匆》主要讲的是：燕
子去了，有再来的时侯，杨柳枯了，有再生的时候，但是，
时间去了，为什么不复返呢？是啊！时间一但去了，就无法
复返，时间只有三天“这天”、“明天”和“昨日”。无论
你在干哪件事情，时间都会慢慢地流过，可见时间多么宝贵，
想想自己，平时在学校里嬉戏的时候，在和同学玩闹的时候，
时间不知不觉地就过去，最后我明白了，要做时间的小主人，
利用好每一分钟，那么生活就变得更有好处了。同学们，好
好利用时间吧！

还有《背影》这篇文章，它讲的是：父亲送儿子去车站，看
见有买橘子的，就去买橘子，此时，儿子看到父亲的背影，
儿子一下子感觉到父亲的伟大。

散文集还有许多感人的文章，如《春》、《威尼斯》……，
从一件小事中，能够悟出一个大道理，这些都是靠平时积累
的呀！



清茶是淡香的，咖啡是苦涩的，美酒是辛辣的，它们虽然味
道不同，但都能给人们带来完美的享受，让人回味无穷。
《朱自清散文集》中的文章，有的似清茶，有的像咖啡，有
的是一杯淳淳的美酒。

《背影》这篇散文透过描述父亲送儿子远行的一幕，表现了
父子之间的真挚情感；《匆匆》讲述了时间流逝之快，并且
时间不能倒流。告诉我们：昨日是作废的支票，明天是未发
行的债务，只有这天才是黄金。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握住这
天；而《荷塘月色》这篇散文中，作者用月光衬托荷花，描
述了夜晚中荷塘的美景。

而令我感触最深的还是《春》。在文中，朱自清先生把春比
喻为一个刚刚睡醒的孩子，欣欣然张开了眼，遍地的野花仿
佛是天上的'星星眨着眼。风，不再像冬天那样寒冷，像母亲
的。手，轻轻地抚摸着万物。在温暖的春风中，孩子们高兴
得放着风筝。在春天，春雨是寻常的，它滋润着世间的万物。
在《春》这篇文章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一年之
计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功夫，有的是期望”。是呀，
春天代表着绿色，寓意着复苏，象征着期望。我们只有在春
天播下期望的种子，到秋天才会有累累硕果。

我们要想秋天收获，我们此刻难道不就应付出汗水和努力吗？

文档为doc格式

朱自清散文集读后感篇三

朱自清的文章，“不大谈哲理，只是谈一点家常琐事，虽是
像淡香疏影似的不过几笔，却常能把那真诚的灵魂捧出来给
读者看。”——赵景深还记得第一次接触朱自清，是源于小
学课本中的《匆匆》。“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
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



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
呢？”这是课文的开头，但却是我心中的永恒，那短短的一
句话表达了你真挚的情感和万千人的忧伤。

你在《背影》中，语言虽没有以往的华丽，却多了几分朴实
和平淡。催人泪下的画面和那平凡而简短的对白，总能激荡
起我心里的那一片涟漪。每当读起那篇文章便会想到自己的
父亲，那个不擅长表达却为自己操劳了大半辈子的父亲。

从你那平易的文字中可以看见那个用心来给予儿子一切的父
亲形象，感受什么叫做“父爱如山”在《正义》一文中你问
道：人间的正义在哪里呢？你说：“两石白米堆在屋里，总
要吃它干净，两箱衣服堆在屋里，总要轮流换穿，一大堆正
义却扔在一旁，满不理会，我们真大方，真舍得！看来正义
这东西也真贱，竟抵不上白米的一个尖儿，衣服的一个扣儿。
”此句话充分的表达了你对当时社会的不满，试问人间的正
义究竟在哪里呢？你让广大人民清楚地明白“正义”不止是
挂在嘴上，而是要付出行动的。

朱自清的散文读起来，很美，带清秀之气，正如他的名字一
样

朱自清散文集读后感篇四

正如书上所说“如一股清新的空气，拂过我们灵魂深处；又
如一股沙漠中的清泉，给文字注入了新生，为读者打造了朴
素流畅、清新自然的美。其各个时期的经典散文，使读者从
不同角度发现生活中的美，体味世界平凡中的美丽。”平凡
的事物常常使人们忽略，但他们却有着不为人知的强大力量。
这力量源自平凡，却足以令任何不平凡的事物汗颜！

让平凡拥有“美丽”，这就是朱自清先生的写作宗旨。他以
其独特的方式写出了一篇篇著作，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了一
幅幅意境优美的图画，令人回味无穷！



一篇《荷塘月色》令多少人沉醉其中。一词一句透出恬美意
境，特殊写法营造出别样氛围，满足感溢满心房。此感正如
卷首语“岁月匆匆，有谁真正留意过爱的背影，有谁没遇到
过人生的冬季，又有谁的心不曾孤独的飘零，走进这本书，
然我们聆听那桨声灯影里秦淮河上的歌声，驻足观赏荷塘月
色的美景，伴随着美妙的文字，去迎接美丽的生命之春。”
所给我的启发：谁没有过低潮时期、困难阶段呢？谁又曾一
直是一帆风顺呢？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这是人之常情。
我认为，到那时，只有书中美妙的文字才能给予人的心灵最
大的'慰藉这是什么也无法取代的。正如吃饱饭的满足感无法
取代读完一本好书的满足感一样。（亦或有人认为吃饭乃人
生第一大事，其作用是书所无法取代的。）

朱自清先生很念旧情，他在妻子死去三年后仍然想着她、念
着她，并给她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将内心压抑了三年的
情感以倾心交谈的方式表现出来，以追悼亡妻。从日常琐事
中体现一个爱子敬夫的贤妻良母形象。文章表达了作者对妻
子多年操持家务却无怨无悔的感激与愧疚，语言真挚感人，
哀痛之情溢于言表。

人们往往会将一些东西忽略，但只要用心观察及体会，努力
发现他们的美好，就会感到很满足，不至于到老来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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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散文集读后感篇五

朱自清是我从小就仰慕的诗人和散文家，记得小学时第一次读
《春》这篇散文时，就深深地被震撼了，作者用诗一般的文
字在我眼前展开一幅春光秀丽的画卷：绿草如茵，花木争荣，
春风拂煦，细雨连绵，大地呈现一派生机和活力；在春境中
的人们，也精神抖擞，辛勤劳作，充满希望。从此以后，我
就特别关注朱自清的散文。
以《歌声》涉笔散文领域的朱自清，从１９２３年后转向散



文创作，以后就一直没有间断过。朱自清早期的散文收在
《踪迹》和《背影》里，在这些散文中有一部分是以夹叙夹
议手法写的呼吁与诅咒的名篇，如《生命的价格--七毛钱》、
《航船中的文明》、《白种人--上帝的骄子》、《阿河》、
《哀韦杰三君》、《旅行杂记》、《海行杂记》等。这些散
文直接从现实生活取材，从一个角度抨击当时的黑暗社会。在
《生命的价格--七毛钱》中写一个五岁的女孩，被其哥嫂以
七毛钱的价格卖掉，叙述一条低贱生命的故事，这是作者在
温州亲眼所见的一幕，文章想象她今后任人宰割的命运，她
若长大成人或者卖给人家作妾，或者卖到妓院沦落风尘。作
者愤激地诘问：这是谁之罪呢？这是谁之责呢？。《阿河》
写了一位十八岁的农家少女阿河的悲剧，她被迫嫁给了一个
三十多岁的流浪汉，气得她离家出走去当女佣，后来又被男
人抢回去，逼她爹拿钱换人，她爹只得以八十块钱的价格又
把她卖给一个有钱的老板。作者义愤地控诉畸形社会为富不
仁的罪孽。在《白种人--上帝的骄子》中，写在电车上意外
地受到小西洋人的侮辱和挑衅，便由这一次突然的袭击联想
到许多的袭击，从那小西洋人的眼光和表情思考他如此蛮横
猖狂的原因，勾出一个傲慢的小西洋人的形象，指出这小西
洋人脸上缩印着一部中国的外交史，喊出了民族平等的正义
要求。这在帝国主义横行、北洋军阀卖国求荣的二十年代，
有着激励民族意识的现实意义。在《哀韦杰三君》里则对三
一八惨案中死难者韦杰三君奉献自己深挚的悼念和敬意，语
挚情深，感人肺腑，朱自清对北洋军阀统治下的黑暗社会的
憎恶是非常明显的。
这时期朱自清的创作主要的还是叙事抒情的散文，这些散文
或叙述个人的经历和感受，或写景状物抒发情怀。《背影》
写为儿子送行，并艰难地替儿子买来桔子的父亲的背影，作
者选择了一个特殊的背影加以烘托，这背影是在他祖母去世、
父亲赋闲、家境日益破败的氛围中予以孕育和刻画的。从而
以血和泪掺和的冷涩惨淡的色调，在抒情主人公心灵深处勾
画出一个悲剧性的背影形象。全文叙事含蓄，将丰富的感情
寓于朴素的描写和叙述中，表述了一个辛苦辗转的知识分子
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中苦于世态炎凉的思想感情；同时也从一



个小康之家的日益没落这一角度，曲折地反映了帝国主义和
北洋军阀统治下，中国人民趋于贫困化的现实。《背影》写
作者的生活感受，写出了真情，写出了情致，使这篇散文在
当时获得单篇散文从未曾有过的脍炙人口、争相传诵的巨大
影响。《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绿》、《荷塘月色》等
篇是写景抒情见长的名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从全篇
内容看，既有对秦淮河往事的追述，也有自己在秦淮河的见
闻和感触；既有对秦淮河夜景的描写，也有对河上歌妓行为
的记叙。从表现手法看，有细腻的近景描绘，有疏淡的远景
勾勒，有静景有动景，有实景有虚景，起伏跌宕，变化多姿。
文章抓住了灯影从各个角度进行了细针密缕的描绘和渲染，
逼真地再现了当时秦淮河的美的境界。又如《月朦胧，鸟朦
胧，帘卷海棠红》，是描写一幅画，文题也是画题，作者细
腻地描写出了画面形象的位置、色彩和形态，通过具体的描
绘，不但生动地写出了画面的内容，而且也传达出了月朦胧，
鸟朦胧的意境。而在《荷塘月色》这篇写景抒情散文里，朱
自清先诉说自己的不宁的心境，然后描写一个宁静的与现实
不同的环境--荷塘月色，通过对传统的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
和高寒孤洁的明月的描绘，象征性地抒发了自己的洁身自好
和向往美好新生活的心情。总之，这类写景散文，寓情于景，
情景交融，流露着浓郁的诗情画意。而且，无论是叙事散文
还是写景散文，篇章布局都是十分精当的，显示出他早期散
文漂亮、缜密的特点。
朱自清早期写景散文，语言凝练明净，细腻秀丽，善于以精
雕细刻的工夫，准确、具体地表现描写对象的特点，追求逼
真的艺术效果，正像他在探讨中国传统的艺术手法时所说的，
逼真等于俗语说的活脱或活像，不但像是真的，并且活像是
真的。在长期的追求中，朱自清描写的造诣很深，在他笔下，
无论是梅雨潭的绿色，还是清华园的月光，都写得逼真如画，
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一般。而秦淮河的夜景，那六朝脂粉气
的遗迹，更是真实而具体，融情入景，极为成功。
在《荷塘月色》中，朱自清描绘月光如流水般照着荷花和荷
叶用泻字；青雾弥漫着荷塘用浮字，而荷叶拥挤的情景用挨
字，还有用田田形容叶子的鲜绿茂盛，用亭亭比喻荷叶直立



之状态，将月光、青雾、荷叶的动态和情态写活了。朱自清
十分注意遣词造句的形象性，善于抓住事物的特征，用新颖
的比喻，唤起读者的联想。《绿》是一篇以描写醉人的绿色
而著称的千家小品，中间两段文字，描写梅雨潭和它的绿色，
作者循着游踪，先写山岩、瀑布和梅雨亭，一路写来，层次
井然。作者坐在梅雨亭上，景色尽收眼底：云在头上流着，
草丛透着绿意，瀑布冲下，撞击在岩石之上，飞花碎玉般落
下，恰如朵朵白梅，又如点点杨花，如此描绘静观的景物，
没有雕琢，不加修饰，真如工笔画一般，读来如见其景，如
闻其声。接着写梅雨潭的绿波，朱自清没有用绿油油绿如翡
翠一类的形容词，而是用一连串新鲜的比喻，引起人们美好
的联想。他说，梅雨潭的绿波像少妇拖着裙幅、像跳动的初
恋的处女的心、像最嫩的皮肤、像湿润的碧玉，描绘之后又
从比较的角度来写北京什刹海佛地的绿杨太淡了，杭州虎跑
寺近旁的碧草叶太浓了，西湖的波太明了，秦淮河的也太暗
了。这样通过色的浓淡和光的明暗，将梅雨潭绿波的厚、平、
清、软的具体景象传达给读者。在《白水漈》中，朱自清突
出描写白水漈瀑布的细和薄，他写那凌虚而下的瀑布，只剩
一片飞烟似的影子，而这影子像袅袅的软弧，像橡皮带儿被
微风的纤手和不可知的巧手争夺着。通过影子的轻，软弧和
橡皮带儿的软，精密地描写出了白水漈瀑布在微风中的形态，
让读者感到它的细和薄。朱自清认为散文写作应写实，作家
必须深入观察，努力创新。他说，作家于一言一动之微，一
沙一石之细，都不轻轻放过，正如显微镜一样，这样可以辨
出许多新异的滋味。他还说：人生如万花筒，因时地的殊异，
变化无穷，我们要多方面了解，多方面感受，多方面的参加，
才有趣可言。因此，他对所写的景物都经过认真的观察和体
验，他对《荷塘月色》中提到的月夜蝉声，是几经观察推敲
而后确定的，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准确地把握描写对象的具体
特征，以至细微的变化，然后用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在五
四散文的百花园中，朱先生的散文独具一格，他的写景抒情
散文显示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显示了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
白话文也并非做不到，尽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的历史任务，
为现代散文美学作出了贡献。（张艳）



朱自清散文集读后感篇六

除了背诵的几篇课文外，印象最深的就是《桨声灯影里的秦
淮河》，虽不能亲见，但从文字中可感受十朝都会、六朝古
都的繁华绮丽，对比正在读的《瓦尔登湖》，虽然同样风景
秀丽，但中国作家的文章往往更有历史厚重感，虚实相生、
情景交融体会文字所传达的意境，这正是中国传统哲学天人
合一、物我同一的体现。从前旅游只是简单的看山，看水，
看花鸟虫鱼，最不喜游览历史古迹，对我而言那只是漂亮的
建筑，生硬的砖瓦横墙。看了本篇文章后，我想去南京，走
近文人墨客，走近江湖侠义，走近历史，在他们曾经走过的
路走一走，在他们曾经沉吟的地方停一停。

文集中有一半是游行杂记，威尼斯典丽风华的玻璃器皿，和
运河上意大利歌女的小夜曲；佛罗伦司五色纷纶的嵌石，乌
费齐画院意大利画的精华荟萃。如果将来有幸能去到这些地
方，我一定会在去之前好好品读一番。

朱自清散文集读后感篇七

《朱自清散文集》——是伴我走过这个暑假的“好朋友”，
我非常喜爱读它。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散文集，朱自清先生的
情感凭着文字在书中流淌，让我觉得散文就像是一篇篇情感
的记录，告诉我们生活中的点滴感受。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看《匆匆》这篇文
章让我想起了，我们曾经学过的林清玄的《和时间赛跑》：
燕子飞走了有飞回来的时候。但是，只有时间去了，为什么
不复返呢？是啊！时间一但过去了就不会再来了。“今天、
明天和昨天”，时间在慢慢的流逝，可见它是多么的匆匆啊。
看着文章里时间从饭桌上溜走，在洗手的时候，从水盆里流
逝，让我想到自己的时间也在不经意间流逝，这多么可怕！
最可怕的是，我在学校里课间休息和同学玩闹、上课时注意
力不集中思想开小差的时候、在家里偶尔会拿起平板电脑玩



游戏消磨时间的时候，时间就这样无声无息、不知不觉的过
去了。时间走得那样的悄无声息，又是那样的如箭如梭。时
间都去哪里了？我知道，时间犹如生命一样，在生活和学习
中要利用好每一分钟，珍惜每一天，做好时间的小主人。

通过细致的动作描写来流露出父亲对儿子的关爱和付出，同
时也表达了儿子对父

亲深深的敬佩和怀念。读完后我想想自己，每天清晨做好早
饭的妈妈来到我床前

叫醒我的时候，我总是那么的无奈和抱怨，每天晚上在灯下、
在桌前陪伴在我身

书中的字里行间中，我体会到了朱自清先生的真情实感，更
让我也联想到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情感，明白生活中的道理。
这本书是我永远的朋友，值得我们认真阅读、细细品味！

朱自清散文集读后感篇八

朱自清散文集》中令我记忆犹新的是《荷塘月色》。“曲曲
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下面是小编为大家
整理的朱自清散文集读后感，希望大家喜欢!

正如书上所说“朱自清散文集如一股清新的空气，拂过我们
灵魂深处;又如一股沙漠中的清泉，给文字注入了新生，为读
者打造了朴素流畅、清新自然的美。其各个时期的经典散文，
使读者从不同角度发现生活中的美，体味世界平凡中的美丽。
”平凡的事物常常使人们忽略，但他们却有着不为人知的强
大力量。这力量源自平凡，却足以令任何不平凡的事物汗颜!

让平凡拥有“美丽”，这就是朱自清先生的写作宗旨。他以
其独特的方式写出了一篇篇著作，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了一



幅幅意境优美的图画，令人回味无穷!

一篇《荷塘月色》令多少人沉醉其中。一词一句透出恬美意
境，特殊写法营造出别样氛围，满足感溢满心房。此感正如
卷首语“岁月匆匆，有谁真正留意过爱的背影，有谁没遇到
过人生的冬季，又有谁的心不曾孤独的飘零，走进这本书，
然我们聆听那桨声灯影里秦淮河上的歌声，驻足观赏荷塘月
色的美景，伴随着美妙的文字，去迎接美丽的生命之春。”
所给我的启发：谁没有过低潮时期、困难阶段呢?谁又曾一直
是一帆风顺呢?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这是人之常情。我认
为，到那时，只有书中美妙的文字才能给予人的心灵最大的
慰藉这是什么也无法取代的。正如吃饱饭的满足感无法取代
读完一本好书的满足感一样。(亦或有人认为吃饭乃人生第一
大事，其作用是书所无法取代的。)

朱自清先生很念旧情，他在妻子死去三年后仍然想着她、念
着她，并给她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将内心压抑了三年的
情感以倾心交谈的方式表现出来，以追悼亡妻。从日常琐事
中体现一个爱子敬夫的贤妻良母形象。文章表达了作者对妻
子多年操持家务却无怨无悔的感激与愧疚，语言真挚感人，
哀痛之情溢于言表。

人们往往会将一些东西忽略，但只要用心观察及体会，努力
发现他们的美好，就会感到很满足，不至于到老来一事无成!

暑假中，我读了《朱自清散文集》一书。其中《匆匆》一文
使我印象深刻，让我明白了要珍惜时间。

我默默地算着，四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
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
有影子。时间匆匆，岁月匆匆，我想要回首过去，曾经的日
子仿佛轻烟，模糊不清，我留着的痕迹一干二净。

我在玩电脑时，时间，便伶伶俐俐地跳过电脑，我伸手去抓



它，它却逃之夭夭，面对逃去如飞的时间，我发起了愣，等
我清醒时已是下午，我叹了一口气，时间又从叹息旁闪去。

睡觉时，时间蹿过我的头，走过我的脚，飞向远方。第二天
一早，似乎设什么也没发生，只是太阳已不是昨日的了，昨
天飞过窗前的是一只老鸟，今天飞来的却是一只雏鹰。

考试过后，我发现自己可惜地错在一道题中，我好想让时光
逆流回到考试，取得好成绩。

我要学会惜时，只有这样，人生才不会空虚，而是充实。

茶是淡雅的，咖啡是苦苦的，红酒是辛辣的，它们各有一番
风味，让人回味无穷。《朱自清散文集》中的文章，有的似
清茶，有的似咖啡，还有的像一杯浓郁的红酒。

朱自清的散文优美而不失淡雅。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时;桃花谢了，
有再开的时候……”读了这篇《匆匆》，我发现时间过得很
快，一眨眼就无情地跑掉了。从前，我做作业不抓紧时间，
拖拖拉拉，自从学习了这篇文章后，我懂得了时间的宝贵，
学会与时间赛跑，而不去浪费时间。

《朱自清散文集》中令我记忆犹新的是《荷塘月色》。“曲
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
像婷婷的少女的裙。层层的叶子间，零星地点着些白花，有
袅娜地开着，有打着朵儿的。”“哦，好美丽呀!”我读着那
优美的文字，欣赏着优美的句段，心中涌出一种不知名的快
乐，陶醉在其中，仿佛身临其境，身在月光如水的荷塘边，
与朱自清爷爷共聊这奇丽的荷香月色。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
雾浮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笼着轻纱



的梦。坐在荷花如海的荷塘边，望着轻柔的月光，轻轻的薄
雾，这月下的荷塘真是恍如仙境了。”我不禁轻呼，从未见
过如此美景的我好似尝到了一杯无法忘怀的美味。终于，梦
醒了，我回到了现实，但我的脑海里深深络下了美丽的荷香
月色呀!

读完这本书，我受益匪浅，已舍不得放下它，情不自禁地再
次打开它，去细细品味人生……

朱自清散文集读后感篇九

我合上书，回味着他纯熟老练独特的用笔，总有种莫名其妙
的快感。

他——朱自清，与我们这些文学大海中的一滴水相比，他在
无垠的文海中算上占有一席之地了。若他能存活至今，创出
的作品该令上帝众神为之倾倒，更是有一群人佩服得五体投
地。但他还是于1948年8月12日因病逝于北平。

他的散文在用词上不免精雕细琢，娴熟的技术使他脍炙人口
的佳作更加有力优美。他善于抨击打击黑暗社会;也善于写出
情景交融给人以身临其境般感觉的作品留传千古。称他文学
界一颗夺目的明珠一点也不过份。

他的文章中我最喜爱的莫过于议论文了。名言于想法的完美
结合，可谓天衣无缝，美妙绝伦，给人难得一见的教育，并
将议论文中罕见的美文佳作留于后人，留传百世。

朱自清散文集读后感600字

朱自清散文集读后感800字

本文来源：



朱自清散文集读后感篇十

《朱自清散文集》中的文章，有的似清茶，有的像咖啡，有
的是一杯淳淳的美酒。

而令我感触最深的还是《春》。在文中，朱自清先生把春比
喻为一个刚刚睡醒的孩子，欣欣然张开了眼，遍地的野花仿
佛是天上的星星眨着眼。风，不再像冬天那样寒冷，像母亲
的手，轻轻地抚摸着万物。在温暖的春风中，孩子们高兴得
放着风筝。在春天，春雨是寻常的，它滋润着世间的万物。在
《春》这篇文章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一年之计
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是呀，春
天代表着绿色，寓意着复苏，象征着希望。我们只有在春天
播下希望的种子，到秋天才会有累累硕果。他那栩栩如生、
独一无二的语句，像小河的流水般灌溉进我的心里，虽然现
在是冬天，但我似乎感觉到了春天生机勃勃的气息。眼前仿
佛呈现出一幅鸟语花香的春景图。

春天，是希望的种子、是生命的开始、是美丽的象征。我从
朱自清写的《春》中，看到了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人们在
努力地工作着、奋斗着，从希望的春天开始，为我们的世界
多添一份光彩。

请大家就从现在做起，憧憬着我们的未来，一起来为明天而
努力吧!

我热爱春天，歌颂春天，但我更珍惜春天!

朱自清散文集读后感篇十一

很多人都明白朱自清，他的散文集也十分地有名。但在他的
散文集中最著名的要数《背影》和《荷塘月色》了。

《背影》这篇散文集描述了一幅父子车站送别的画面。主要



资料是：“我”的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事也交卸
了。”“我”回到了徐州，在父亲家见到满院狼籍的东西，
又想起了祖母，“我”留泪了，父亲教育我：“事已至此，
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然后就去办丧事去了。

办完丧事后，“我”的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
京念书，我们便同行。去南京后，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
不送“我”了，但因他仍然不放心，最终最终还是说服
了“我”送我去念书。

如果说《背影》的语音质朴，那《荷塘月色》的语言就十分
清丽了。

《荷塘月色》里主要讲的是“我”在院子里乘凉，想到荷塘
去看看，于是就去了。到了荷塘，荷叶，荷花让“我”感到
荷塘里与其他地方的不一样，让“我”想到了梁元帝的《采
莲赋》和《西州曲》。这样想着，突然发现自我已经到家了。

这篇散文集里最美的一段在第四段：区区折折的荷塘上，弥
漫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
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
羞涩地打着朵儿的……这些场景让我想起了叶圣陶写的《荷
花》里的第二段：荷叶挨挨挤挤的，像一个个碧绿的大圆盘。
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儿。
有的花瓣儿全展开了。荷花多美丽呀！我又想起了杨万里的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
同。接天莲叶无穷比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朱自清散文集》真好看哪！

朱自清散文集读后感篇十二

合上书，不知到底是什么心情。是喜是忧?喜的是朱自清这种
强烈的爱国心与正义感，而忧的是在那个时代，即使是美国，



也并非一件容易事。

第一次了解朱先生的作品是在那柔美抒情的《荷塘月色》中，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
青雾浮现在荷塘里。”文章这般清新自然，令我受益匪浅。

《白种人—上帝骄子》等都是鲜明的爱国主义文学作
品。“这是袭击，也是侮蔑，大大的侮蔑!”我因为自尊，一
面感到空虚，一面却又感到愤怒;于是有了迫切的国家之念。
朱先生用笔用心同一切换人进行着斗争，对一切不人道的行
为进行斥责。

经过一番反思我终于知道自己的心情是喜，喜中国文学史上
曾经有这样一位杰出的文学家，给我们后代留下了这么多可
贵的精神食粮;喜他用笔掀开了这么多丑陋的东西，让人觉醒。

本文短小精悍，含义隽永，耐人寻味，是一篇精彩的读后感。

本文来源：

朱自清散文集读后感篇十三

感悟到了朱自清散文中蕴含的人生哲理，也让我对生命的意
义有了全新的认识。

生命好比是一块时间的材料，每人得到的都大同小异。因此，
生命的意义并不体现在生命的物象和长度，而更多体现在生
命的气象——创新，为世界留下有价值的东西。这个观点在
别人的作品中也有体现，如臧克家所言：“有的人活着，他
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不就是对此观点的
最好表述吗？ 在感悟的同时，我也致力于去体会朱自清的表
达手法。既然被公认为是极少数能用白话写出可与古典散文
相媲美的散文家，朱自清的文风、手法一定有异于常人之处。



他的文风比较朴素，如《背影》，全文辞藻并不华丽，但仍
然十分感人，这可能就是名家与常人的区别吧！而成段的疑
问句就成了他标志性的写作手法，他正是用这种方法来达到
意味深长的意境。就像《匆匆》离得那样：我们的日子为什
么一去不复返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真是这些疑问激
起了读者的无限遐想吧！

代先哲思想的影响，因此，他的文章看似清淡，却富有哲理，
有一层耐人寻味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