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梁实秋散文读后感(优质9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
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
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梁实秋散文读后感篇一

持续一早上的大雨终于停歇，空气中弥漫着阵阵的雨雾迟却
迟没有散开，而是带着湿气，沁着丝丝的凉意舒爽着雨后的
小城，憋闷在家中透过窗子一直在望雨的我突然产生出去走
走的想法，带上一把雨伞跟妈妈打下招呼，出门，向着旷野
中走去。

我的家住在小城的东头，走稍许，附近就有一处空旷处，尽
管许多地方都已经纳入开发规划，却由于尚未正式的开发，
所以也就残存下这一块仅有的绿地，农田，乡间小道在这里
依然可见，有这样一处安静的散步所在，这对于一向喜欢在
大自然中追寻感觉的我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幸事。

夏末秋初，农田里的玉米已经有一人多高，再有个把月大概
也就要进入收割期，经过雨水冲刷的玉米叶子一个个蔫着，
原本挺直的秸秆也顺着风势偏倒着，无精打采的弯折着。其
实也不仅仅是这玉米，就连着泥泞小道上偶然出现的一株株
大树，也难以幸免，在这样的一场大风雨之后，霜打茄子般
萎靡着。

随心所欲，顺其自然，虽说是种安慰，却与无畏处透着淡定
无为的心境。

已走到路得尽头，那雨雾也渐渐的开始散去，头顶那大片的
乌云也已飘散开来，天要放晴。



也就是在刹那间，一处光亮透过层层的迷雾射到地上，泛着
夺目的黄色光芒，大地通亮许多，太阳出来，地上的影子被
拉的好长，我被转身趁着暑气还未升腾起来开始往回走。

梁实秋散文读后感篇二

中华面条除了南北文化各异，其实很多面款亦含不同意义或
有其背后独特故事。

传统中华面条——长寿面。中国人每逢生辰设于宴会最后必
吃食品，因面条长长的，寓意长命百岁。古时吃长寿面象征
祝福新生男婴长命百岁，此世俗一直沿袭下来。吃面时要将
一整条面一次过吞下，既不可以筷子夹断，亦不可以口咬断
之。吃长寿面除寓意长寿外，也代表敬老。有传黄帝于冬至
当日得道成仙，自此以后的每一个冬至都以吃长寿面代表敬
老，所以长寿面又称“冬至面”。其实有关“长寿面”的意
义众说纷纭，以上仅属其中。

寿辰时吃的面线亦会称为“寿面”。面线以福州最出名，有
多种叫法：结婚时送予女方的会叫“喜面”;孕妇于产期吃的称
“福面”;以面线相赠亲友的则是“太平面” ;老弱及病者吃
的，属健康食品的，面线会被称为“健康面”。民间有传面
线乃九天玄女为母亲王母娘娘祝寿而费煞思量所准备之贺礼。
因而做面线的人家中都会供奉九天玄女的神像。福州面线的
品种繁多，有鸡蛋面线、龙须面线、银丝面线等。(引：《中
国名食掌故》)

又例如先前曾提过的“冷淘”，原由当今中国唯一女皇
帝——武则天所创。据说武媚娘年轻时天姿国色，十四岁巳
被选入宫当才人。因要与青梅竹马的爱人常剑峰分开，临进
宫前他俩到一面店吃面。有见当日天气炎热，媚娘灵机一动，
与老板研制出柔软可口的“冷淘”。巧遇当天是媚娘生日，
为了怀念当年情境，致以后每逢武则天寿辰之日心命御厨烹
煮冷淘，直到寿终正寝此习都并未曾变改。(引：《中国名食



掌故》)

陕西岐山面又有着另一故事，岐山面又称“和气面”。话说
西周时，殷纣王妒忌周文王姬昌功绩，将他囚禁在羑里的城
堡。后来周文王回到家乡，乡亲见他因受苦而变得消瘦，都
带来大量食物予之补身。周文王为答谢大家对他的爱护，便
亲自做面、并以大家带来的食物煮面招呼。当面吃完，大家
将剩下的汤倒回，再滔面。这种只吃面、不喝汤的吃法被称为
“和气面”。(引自《名食故事》)

另：“面条”为经典黑帮史诗电影《美国往事》的主人公。

《夜航船》：“魏作汤饼，晋作不托。”

《释名疏证补》：“索饼疑即水引饼。”

后庚阐《恶饼赋》有“王孙骇叹于曳绪，束子赋弱于春
绵。”

傅玄《七谟》有“乃有三牲之和羹，蕤宾之时面。”

苏东坡有《贺人生子》：“甚欲去为汤饼客，却愁错写弄璋
出。”

梁实秋散文读后感篇三

作者老舍在文中写道，他戒酒，戒烟，弄个半死不活，最后
还得戒茶？又对猫的早餐，最难写的文章，最可怕的人，衣
行狗帽，昨天和傻子一一作了感叹。

作者在“一戒酒”里写道他自己不喝酒即昏，喝酒即晕了！
酒更和他的肠胃病成了死敌，你不让我，我不让你，最后还
是医生来解劝。这一对冤家，弄得他不生不死的最后还是做
出了艰难的选择，把那位“酒先生”赶走了，那位“酒先



生”垂头丧气，“肠胃先生”洋洋得意。

作者在“二戒烟”里写道物价上涨，抽不起香烟，甚至
连“长刀”也要100块。他说道：“火儿了！戒烟！”而心里
却有一个天使和一个恶魔。天使说：“物价这么贵，还是别
抽了，还伤害身体哩！”恶魔说：“好歹也是老作家了，抽
一点没事的。”最后，作者还是控制住自己的心魔，忍着没
抽。

作者在“三戒茶”里写道自己已经被戒酒，戒烟弄个半死不
活。想早点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于是又开始想自己还能
戒什么，想到了戒荤，经过思考后他觉得不能戒荤，只能戒
茶了。他觉得现在的茶香又不香，倒有一股咸味，还不如那
皮蛋来泡茶哩。于是，作者又开始戒茶了。

这篇文章充分表达了作者当时的心情，披露社会。我们要学
习作者，有着不畏的精神！

梁实秋散文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拿语文书来看，当我看到这篇文章《背影》时，不
禁回想起儿子看着父亲买橘子的情景，我被父亲的巨大力量
所感动。

《背影》是一篇感人的文章。这篇文章写道，父亲为儿子所
做的一切表达他对儿子无微不至的爱。其中父亲送“我”上
火车的过程，更是全文泪点。

带着悲喜交加的心情读着这篇文章。我又一次被这篇文章在
伟大的父爱中感动了。都说父爱如山，此话不假。

文章中善良的父亲的形象再次在我的脑海中出现，他对儿子
的爱是那么的细致，他把一切都给了儿子。作者在文章中对
父亲背影深刻的描写显得文章感情色彩更浓重。



在这篇文章中最让我感动的是儿子让他爸爸买桔子的那一段。

在作者朱自清的描述中，我仿佛看到了那肥胖的，黑布大马
褂，深青大棉袍的背影。

在父亲给儿子买橘子的过程中，寓意着父亲对儿子深深的爱。
购买橘子是一个小的事情，儿子也可以去做的，但父亲硬要
去买，拖着笨重的身体去买，，父亲这样做是为了孩子，不
让他劳累，可见父亲是关心爱护孩子的`。

“可怜天下父母心”!世界上的每一位父母都非常爱他们的孩
子。这种感情是无私的爱，是最纯洁的感情。他们以各种方
式去爱他们的孩子。

他们忍受着各种各样的辛苦工作，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他们的
孩子，一切为了他们的孩子，整天为孩子奔波。

我父亲和《背影》的父亲很像。他对我充满了关心和爱，经
常把最好的留给我，自己过的苦一点，累一点。

然而，我过去常常把父亲不珍惜的爱，经常讨厌父亲的罗嗦，
甚至反驳他。

现在想想自己以前真的不该，不懂得珍惜父亲，辜负了父亲
对我的爱，真的是很后悔。

现在我知道了，我知道我父亲为我做了什么。在未来，我会
珍惜爸爸给我的爱，努力孝敬那勤奋的爸爸，因为这种亲情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感情。

梁实秋散文读后感篇五

最近又好好读了一遍这本书，我读书有个小时候就留下的坏



习惯，囫囵吞枣，大概看看。人家问起，我就说，那个啊，
看过看过， 好象自己读过很多书似的，其实呢，早就忘记得
无边无际。

后来长大些，就不读书了。 原因很可笑，就是避免成为书呆
子，和周围人没法沟通。

不废话了，转正题。

高中时候看过《围城》，还买了一本，让我弄丢了现在。看
的时候就挑有趣的章节，乐着看的。然后注重看结尾是不是
大团圆，很失望。很不理解为什么方鸿渐不争取唐晓芙，糊
里糊涂地要娶孙柔嘉，结尾还过的那么凄惨，很是郁闷。呵
呵。可见我从小是个完美主义者。

(ps电视剧里的苏文纨的演员我很喜欢，而且比书里美好多了，
让人惋惜。唐晓芙没有书里美好，不够有魅力。)

可以安慰的是，作者的人生不是悲剧，这已故老头儿婚姻美
满，事业成功。

他的妻子杨绛，一个近代少见的大家闺秀，两个人很相配。
非常幸福。

最先看的是杨绛的《洗澡》，感觉没意思，确实她没有钱钟
书幽默，恩，这种才华绝对是天生的。

后来看《我们仨》，大概知道了他们的生活，这两本书都没
有我现在说的这本《杨绛散文》好。

《杨绛散文》里面包含了各个时期她写的散文，记事(“干校
六记”、“丙午丁末年纪事”、“第一次下乡”)，写
人(“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记钱锺书与
《围城》”、“记杨必”、“顺姐的‘自由恋爱’”、“老



王”)等等。

丙午丁末年纪事里，是文革时期受的迫害，这个印象特别深
刻，她没有特别写那些害她的人，十分怀念那些给过温暖的
人。看了以后，感觉很舒服，特别安静的感觉。再八卦一个，
好象在记钱锺书与《围城》里，写钱锺书特别淘气，帮他家
猫猫打架，提过和他家猫猫打架的是邻居林徽因家的，感觉
两家关系不好，因为杨绛说了很多好朋友，但是只提过一次
林徽因，还是邻居呢。

顺姐的‘自由恋爱’读起来很好玩，其实写的是一个苦命人，
但是在她笔下，就很有趣，并不是她不同情，但是在这个经
历了太多的老人看来，已经没有什么可惊奇和愤怒的了。读
回忆我的父亲，可以知道她的成长环境，为什么她那么有爱，
因为生长在一个有爱的`大家庭里。父亲是让人敬佩的，母亲
是贤惠的。安静快乐地长大，命真好啊。第一次下乡也很好
玩，当时和在干校里不一样，她是因为好奇农民生活才去的。
还有一篇写猫的“花花儿”，我也喜欢。读个幸福的人写的
书的时候我也很幸福。

这次我是真的好好地读了书，不容易啊。一个字一个字看的。

那一代的学者，作家剩下的不多了，现在也没什么好的文学
作品可看的了，十分怀念。

梁实秋散文读后感篇六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被誉为"知性散文"的代表作家梁实秋的
《雅舍小品》,是别具一格而脍炙人口的散文经典。其中的
《鸟》则是这类散文的典范。小编精心为你整理了梁实秋散
文精选赏析，希望对你有所借鉴作用哟。

作者的"爱"鸟,"爱"的是鸟的自然形态,而"悲"鸟的失去自在



自为,这已经超越了鸟本身。作者甚至对违背自然形态的关于
鸟的典故产生质疑,更显示出作者对日常生活和社会现象情伪
的透辟洞察。尤其是由"悲"鸟到"悲"人的人生体味,更给了人
们深深的启迪。

笔端带情，字里行间脉脉含情，常是某些散文的特色，梁实
秋的《鸟》即如此。“我爱鸟”，文章一开笔就表“情”，
直截了当，毫不含糊。然后顺势而下，写笼中鸟的苦闷，绘
广阔天地里鸟的欢乐，为囚在笼里的鸟而生悲，为自由自在
的鸟而生喜，为风雪中丧失生命的小鸟而致哀，爱注鸟中，
鸟的命运牵动着作者的心。

对鸟的刻画细而不琐，声形并茂。绘鸟鸣的清脆、嘹亮，先
排除“吱吱喳喳”、“呱呱噪啼”，再刻画其长叫而音阶丰
富，短叫圆润而不单调，似独奏，似合唱，似和谐的交响乐，
细腻地创造了悦耳的效果。绘形，先用“世界上的生物，没
有比鸟更俊俏的”作由衷的赞美，然后铺展开来刻画。有高
踞枝头的美，有振翅飞翔的美;白鹭伫立，鸢鹰盘旋，忽静忽
动，美不胜收。而刻画鸟身躯的玲珑饱满，简直是情满纸上，
爱意流溢。“真是减一分则太瘦，增一分则太肥那样的纤合
度”，爱得不：深，难以有这样深切的感受。

作者不仅以鸟鸣传喜，鸟形传爱，而且直接表露这种爱好是
单纯的，不带任何幻想。为了证验这种感情的真实，特别讲
述了曾带给人无限诗意的杜鹃的习性。目的.不在贬诗人骚客，
而在于抒发真情。

散文中的抒情切忌凌空，爱物，不把“物”的特征牢牢把握，
不在观察上下精细的功夫，不积累有关的知识，笔下
的“物”就活不起来，而“爱”之情就缺少坚实的附着物，
游离飘忽。文中的“物”――鸟，写得十分传神，这不仅来
自长期的观察，积累了多种鸟声音、形态及生活习性的知识，
而且熟知国内外写鸟的诗文，英国诗人济慈的《夜莺》、英
国诗人雪莱的《云雀》，英国小说家、诗人“鸟!你连这一个



快乐的夜晚都不给我”的诗句，杜甫《绝句》中的“一行白
鹭上青天”等等，信手拈来，用得十分贴切，无半点斧凿痕
迹。

阅读这类文章，把握“物”的特点，理清“情”的脉络，就
能较为妥帖地体察作者的写作意图。

1、梁实秋非常注意散文的语言艺术，尤其注重发扬本民族的
语言传统。欧美文学的刚直严密、雍容幽默，汉文学的古朴
凝练、铿锵顿挫，北京方言的亲切、平白风趣，经过他的熔
炼，成为一种新的生命。

2、 梁实秋的散文，有着十分精彩的幽默，其幽默是一种深
沉的表述，是一种显而不露的含蓄的方式。

3、是梁实秋的作品当中表现出来的一种闲适愉悦的幽默，是
一种带着甜味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谈人生的一种态度，是
一种不俗套的轻松的笑，这样的例子在梁实秋的作品中是随
处可见的。

4、《梁实秋散文》的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各异，构思精巧，
文笔精巧、语言幽默、内蕴深厚、风格恬淡，充分显示了梁
实秋先生的文学功底及丰富的人生阅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作者的思想感情及创作风格。作为中国现代典型的自由知识
分子，梁实秋“长日无俚，写作自遣，随想随写，不拘篇
章”，留下了令后人叹为观止的《冬夜草儿评论》、《骂人
的艺术》、《文学的纪律》、《偏见集》、《文艺批评论》、
《雅舍小品》、《谈徐志摩》、《清华八年》、《秋室杂
文》、《秋室杂忆》、《槐园梦忆》、《看云集》、《梁实
秋札记》、《白猫王子及其他》、《雅舍谈吃》、《英国文
学史》以及《莎士比亚全集》的中译本等等。他的大女儿梁
文茜女士对我说：我父亲的作品在国内已有众多大大小小的
版本，且长销不衰，其中《雅舍小品》在海内外也有300多个
版本，这充分说明广大读者对他的作品的。



5、梁实秋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然而真正使他在普通读
者中间享有盛名的，还是他的散文创作。他的散文风格经历
了从浪漫到古典再到浪漫的演变过程，然而最能代表其散文
艺术成就和主要特色的还是以《雅舍小品》为代表的、古典
主义文学观指导下的散文创作。由于家庭出身与后天的所受
的教育，中国传统儒家士大夫的气质和英国的绅士风度在他
身上互相交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贵族气质。这种气质
使他选择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形成了自己的古典主义文
学观。受他本人的文化贵族气质和古典主义文学观的直接影
响，他的散文创作实践呈现出从容优雅、理性节制的总体艺
术特色，具体体现为“追求人生的艺术化”与“幽默与感情
的节制”两点。

6、古今中外的散文大家，无不以语言的简约性作为衡量语言
表现力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标准。梁实秋深解此中三昧。梁实
秋创作散文，以胡适的白话文为样板，追求“绚烂之极趋于
平淡”的境界。为此，他在篇幅上力求浓缩，删芟枝蔓;在语
言上，摅词搞藻，期于至当。由于梁实秋深谙“割爱”的艺
术原则，所以他的散文清楚而有姿态，简单而有力量，美在
简洁，美在适当。

梁实秋散文的艺术个性，还表现在他那独特的文调。阅读梁
实秋的散文，不难发现作者在自觉追求声韵音节的效果。他
的散文，不讲究排偶，然而于参差不齐之中寓有整齐排偶之
笔;不拘于格律，然而有时也自然有平仄的谐调和声韵的配合，
读起来朗朗上口，保持了适当的节奏之美。

梁实秋散文的成就，当然得益于他对人性百态的洞察，因此
能够在作品中层层剥视，娓娓道来。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
他在中西文化领域的精湛造诣。梁实秋认为，中国文化有些
地方优于西方，西方文化也有些地方优于东方，因此，他既
反对妄自尊大，又反对妄自菲薄，而主张虚心接纳外来文化，
并与咱们的传统文化融解一起。梁实秋小时虽然未入私塾，
然而他对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以及杜诗极为熟悉。他经常揣摩



这些诗文的章法、句法、声调、词藻的特点及行文技巧，使
自己的白话散文能符合“文”的要求，而不仅仅是白话。梁
实秋的散文崇尚简洁，重视文调，追求文调洁雅与感情渗入
的有机统一，又显然是师法西方的古典主义。“中外逢源，
古今无阻”――这既是梁实秋散文的个性，又是这种个性形
成的原因。

梁实秋散文读后感篇七

作者: 朱自清

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
在默默里算着，八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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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地匆匆
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
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
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
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的
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
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
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
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

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梁实秋散文读后感篇八

按照梁文事先生提供的资料看，梁实秋小时候的兴趣特别广
泛。他之后 来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随时进行自我调节，保
持精神状态的平衡，大概与 这种水平相当高的综合修养有一



定关系吧!

他终生喜欢书画艺术。成年以后，能写一手漂亮流畅的字。
在台湾，他 写的不少条幅，后来都成为墨宝被人珍藏起来。
他欣赏水平也很高，常常叹 息：“右军的字实在无法学得到。
”他的画也饶有奇趣，一如他脍炙人口的 文章，自然隽永，
情理横生。然而，应该说，不管是书法还是绘画，他所达 到
的水平都得益于小时候的良好功底。六七岁的时候，他就在
父母督导下描 红模子、念字号儿。描红模子又叫描帖，就是
以毛笔把红色字帖描黑，帖上 的字不外什么“上大人孔已己
化三千”、“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以及 “王子去求仙
丹成上九天”之类，文意似懂非懂，但在长时间的描模揣磨
中， 却也逐渐滋长起浓厚的兴趣。以至一日和兄弟姊妹围坐
在炕桌周围做日课 时，一时兴起，一拱腿把个炕桌整个地掀
到了地上去。上小学时，有幸得列 于一位名叫周士棻先生的
门墙。周先生写得一首好柳体，对学生书法课要求 特严。就
是在他手里，梁实秋练出了一手流利的行草，同时也能
写“墨大园 光”的大楷。小学毕业考试时，恰值京师学务局
长亲临视察，看见梁实秋“写 的好大个的草书，留下了特别
的印象”。榜发之后，竟因此而赫然高居榜首。 得到的奖品
也最多。汁有“一张褒奖状，一部成亲王的巾箱帖，一个墨
合， 一副笔架以及笔墨之类”。

对于绘画的兴致，也在小时候就已培养起来。父亲可能是记
起了孔夫子“因材施教”的遗训，看梁实秋着迷般地喜爱绘
画，特意专为他买了一部《芥 子园画谱》。也是在那次小学
毕业考试中，图画课让学生自由命题，梁实秋 画的是一张
《松鹤图》，“斜着一根松枝，上面立着一只振翅欲飞的仙
鹤”， 自以为“章法不错”。成年以后，他画梅，画山水;
七十多岁时与韩菁青从 热恋到最后圆满地结合，期间画过不
少幅《菁秋戏墨》，构思新颖，笔法老 到。这时当然已更进
一境，上升到了艺术创造的境界。但说起来，最基本的 功夫
还是在小时候学到的。



梁实秋还学过治印，于金石一道颇有造诣。年青时镌刻了不
少图章，连同他平日收集的一些精品，都珍重地收藏于北京
老家里，但乱离中全都散佚 净尽。只有几枚为他特别嗜爱的，
随身带了出来。其中有两颗闲章，一个是 “读书乐”，一个是
“学古人”，他自称“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教我读书， 教我
作人”。他还保有一颗镌有颜延之“深心托毫素”诗句的闲
章，也非常 珍爱，以为“与春韭秋松有同样淡远的趣味”。

说起梁实秋与图章，有两件事特别有趣。他有一位出版家朋
友，一次与 人争吵，对方讥讽他道：“汝何人，一书贾
耳!”这句话深深刺伤了这位出 版家的自尊心，他把这事告
诉了梁实秋。梁实秋给他讲了郑板桥的故事，说 郑板桥有一
方图章，文曰“七品官耳”，那个耳字非常传神，“建议他
不必 生气，大可刻一个图章‘一书贾耳’。”并且梁实秋还
自告奋勇，当即为他 写好了印文，分朱布白，自以为“大致
尚可”。

情之所系，圣贤难免。梁实秋劝别人随遇而安，他自己有时
候反倒未必 做得到。他六十三岁时在台湾师范大学退了休，
从此再不能“坐拥皋比”， 心头顿时感到空落落的不是滋味。
特别有一年要换身份证，他在职业一栏里填的是“某校教
授(退休)”字样，但发下来一看，却光秃秃地变作了一个
“无”字，更觉爽然若失。尽管他也明知教书这种职业并没
什么风光，他自 己就曾两次为此大触霉头(一次是碰到一位
拐弯亲戚，寒暄中对方问梁实秋 现在“在什么地方得意?”
梁告以在某校教书，对方登时脸色一变，顺口说 道：“啊，
吃不饱，饿不死。”另一次是在聚饮间，一位刚刚平步青云
的权 门显要，喝过几杯酒后，按捺不住，歪头睇视梁实秋说：
“你不过是一个教 书匠，胡为厕身我辈间?”一言即出，举
座皆惊，主人过意不去，急忙小声 劝慰梁实秋道：“此公酒
后，出言无状”)，不过一想到自己从此成了“无 业之人”，
虽《礼记》上明明写着：“其少不讽诵，其壮不论议，其老
不教 诲，亦可谓无业之人矣”。冠冕堂皇，煞是好听，但仍
不免恝然自伤。出于 这种心情，后来，他刻了一方图章，文曰



“无业之人”!聊以解嘲，且以自 遣。

幼年间，梁实秋还对放风筝“有特殊的癖好”，他说自
己“从孩提时起 直到三四十岁，遇有机会从没有放弃过这一
有趣的游戏”，为他的童年生活 又增加了一份绚烂与光采。

离他家不远，在一个二郎庙旁侧有一爿风筝铺，铺主姓于，
人称“风筝 于”，在北京九城小有名气。幼年时的梁实秋，
是这爿铺子的经常顾主，在 这里他可以买到自己心爱的各种
各样的风筝，象肥沙雁、瘦沙雁、龙井鱼、 蝴蝶、蜻蜒、鲇
鱼、灯笼、白菜，蜈蚣、美人儿、八卦、蛤蟆等等，真是应
有尽有。做工也极尽工巧，鱼的眼睛是活动的，可以滴溜溜
地转;蝴蝶蜻蜒 的翅膀是软的，能够上下波动，随风摇摆;还
有的或装上锣鼓，或安置弦弓， 或二者兼备，放上天后，从
遥远的高空可以传来阵阵悦耳的乐声，真正做到 了诗人所描
绘的那样：夜静弦声响碧空， 官商信任往来风， 依稀似曲
才堪听， 又被风吹别调中。

放风筝时，手牵着一根线，看风筝冉冉上升，然后停在高空，
这时节仿 佛自己也跟着风筝飞起了，俯瞰尘寰，怡然自得。
我想这也许是自己想飞而 不可得，一种变相的自我满足罢。
春天的午后，看着天空飘着别人家放起的 风筝，虽然也觉得
好玩，究不若自己手里牵着线的较为亲切，那风筝就好象 是
载着自己的一片心情上了天。真是的，在把风筝收回来的时
候，心里泛起 一种异样的感觉，好象是游罢归来，虽然不是
扫兴，至少也是尽兴之后的那 种疲惫状态，懒洋洋的，无话
可说，从天上又回到了人间，从天上翱翔又回 到匍匐地上。

梁实秋的这番话对我们来说具有特殊意义，它给我们提供了
一个认识个体心灵的信息，表明一个个体生命正在逐步脱离
懵然无知、混混沌沌的童稚 状态。当他牵着风筝如痴如狂地
在原野上奔跑的时候，从表象看，与从前那 个别出心裁地捉
弄祖父给祖父买“狗屎橛、猫屎橛”吃、读书时蹬翻小炕桌
的儿童原也没有什么区别。但实际上，区别正在产生。区别



就在于，现在， 某种自觉意识正慢慢地在他身上苏醒，一种
为人所独有的能力——对世界对 自身的感知能力——正被神
奇般地注入他的体力。一旦当这种自觉意识和感 知能力完全
成熟，那么，作为人，他才将真正是充实的、完整的。

引导少年梁实秋真正进入艺术思维领域的，还有京剧。诚如
他个人所说： “生长在北平的人几乎没有不爱听戏的。我自
然也非例外。”京剧，这一最 具有民族传统、民族特色的文
化载体，也成为日后他在几种异质文化的交汇、 撞击中进行
对比选择的重要参照。

梁实秋散文读后感篇九

一对夫妻，一个女儿，构成了先生的一家!这确实是一个极为
普通的家庭!但是，这也是一个悲情的家庭!起先，我并不这
么觉得，只是在读完整部作品后，我才发出这样的慨叹!我总
结了一下，这种悲情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我该说，先
生的一家始终颠沛流离，从国外辗转到国内，而后在国内又
不断地移居，只是到先生年老时才有了一个稳定的居所!是啊，
先生家庭的这一路上，饱受了太多的心酸痛楚，而这又是常
人所无法体谅的!第二，我该说，先生并没有一个快乐的晚
年!事实情况也确实是这样的，当先生与丈夫钱钟书还在世的
时候，他们那被先生喻为“此生唯一杰作”的可爱女儿便因
病先离他们而去!一年后，丈夫钱钟书又离先生而去!此后，
在这个世上便徒留先生一人，孤独地承受着失去亲人的巨大
悲痛!想想，一个年过九十的老人是如何一个人承受着这巨大
的悲痛的!我们虽能想象的出，但我们绝不会理解出先生的痛
楚!!!

最后，我得说明一下!先生的《我们仨》是指丈夫钱钟书，女
儿钱媛(先生与丈夫都叫女儿为“阿圆”)还有先生自己杨绛!
而我为何要称呼杨绛女士为“先生”呢!其实是这样的，我看
完这部小说后，查阅了相关的资料，我看到很多的读者都称
呼杨绛女士为“先生”，想必都是为了表达心中的那份崇敬



之情吧!所以我也沿用着这个传统，称杨绛女士为先生，同样，
也是为了表达我的崇敬之情!还有，作品中有一段写的极为动
情，也倍为伤感，看到这段话时，我的心中却有一种难以言
喻的凄凉!

“人世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