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化树读后感(优质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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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化树读后感篇一

一株、两株、三株

一行、两行、三行

山间绿化树在城市驻足

不，不是驻足

它们像打工的农民一样

在这个喧嚣的城市忙碌

不，不是忙碌

它们背井离乡

在陌生的城市属迁徙一族

它们满头青丝

一身质朴

高兴时也不忘随风起舞



它们被同伴紧紧簇拥

有落叶的乔木

还有常青的乔木

有直性子的'灌木

还有带刺的躁性子灌木

它们结拜兄弟，叫城市绿化树

它们常常一身灰尘

还要忍受刀砍斧削

它们不能遮挡别人前行的路

它们默默地生长

向上，向下

向右，向左

它们从不炫耀自己

任阳光摇响自己的耳坠

任飞鸟在自己枝间追逐

它们瞻望在城市

不畏电闪雷劈

经历翻云覆雨



看惯霓虹闪烁

厌烦灯红酒绿

它们把根深深扎进泥土

它们静默，沉稳

它们庄严，肃穆

它们是城市的绿化树

绿化树读后感篇二

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作者以知识分子的视角出发，描写了不
同的个体丰富而带有悲剧色彩的命运。这是一本人生之书，
这是一部有关苦难的思考。

在时代背景下，个人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一个个性格鲜明
的个体又是时代最直接的参与者。有善，有恶，有荒唐，有
可悲，有无奈。作者对劳动人民是包含深情的，这与他从书
中带来的哲学思考并不相同，却又以最粗犷直白的方式撞击
着他的灵魂。

想起远藤周作的《深河》“人间深河的悲哀，我也在其
中。”

作者以小窥大，农场中形形色色的人亦是大千世界复杂人性
的缩影。书以女主人公马缨花的别名绿化树命名，既饱含深
情，又赞美了大地上无数劳苦的善良的默默奉献的劳动人民。

且不提作者的整体思想的政治正确性，其对人生的思考是力
透纸背的。此外，个人认为，字里行间，作者还是表达了时
代对个体命运摧残的悲叹与心酸。他对这广袤土地上善良的



朴素的劳苦大众的深情，对生活人生苦难的哲思，令人感动。

绿化树读后感篇三

就《绿化树》中的爱情而言，或许海喜喜对马缨花的情是一
种爱情，但是书中“我”——章永璘对马缨花，肯定不是爱
情，不然那样断然的`分开怎能没有思念？恋爱中的人一日不
见如隔三秋，就那样没来得及说上一句温婉缠绵的话就突然
分开了，怎能没有多年来对当初那些美好时光的无尽回忆？
真的爱情，在历史岁月的冲刷中留有印痕；真的爱情，文学
小说中不胜枚举；真的爱情，在现实生活中也有见证。而章
永璘对马缨花没有海誓山盟的回忆；没有缠绵温暖的思念；
更没有上穷碧落下黄泉地追寻。没有这些亘古不变的爱情的
足迹怎能相信他们之间是爱情？章永璘对马缨花不是，其实，
马缨花对章永璘也未必是爱情。

记得以前听说过这样一段话：现在情爱中的女性，总是喜欢
把对方想象成自己理想中的情人，或许实实在在的对方并没
有表现的那么好，但有时候不仅是女性或许双方因为但是的
情感和氛围总是看不清对方的真性情，往往会想象成自己理
想情人的样子，而且有时候还会不自觉地营造出自己想象的
浪漫氛围，或者结婚还会将对方改造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于
是乎，痛苦、纠结、烦恼就产生了。章永璘和马缨花好在没
有成婚，他们仅停留在了对对方的浪漫幻想中。从文章的字
里行间不难看出章永璘内心对于马缨花这个女人的纠结——
我怎么能容忍我的妻子是一个这样的人？这就是差距，他们
之间的差距太大，除了在马缨花家看书、讲故事那短短的美
好时光外，一旦跳出那段时间，一切现实问题都会让章永璘
对马缨花的爱情止步不前。他们俩或许就像书中的“我”说
的那样，犹如古代歌妓救助了落魄的书生，但书生想的是有
一天能“张榜提名”，而歌妓终究是红尘女子，并不是嫌恶，
只是不相配。再者，马缨花对章永璘也未必是爱情，更多的
或许是一种对读书人的情节。文中提到马缨花就喜欢男人读
书的样子，总是嫌弃海喜喜没有学问、粗鲁，而对我总是照



顾、疼爱有加——这或许是每个女性在面对弱者（特别是自
己喜欢的弱者）时不自觉泛滥出的母爱。马缨花不知道章永
璘多么会“算计”，他也有并不光鲜的一面，但马缨花只看
到了读书、讲故事的章永璘，或许其他一切对她而言都不重
要，在那个地域、物质和精神都很贫瘠的时代，每个人都需
要一种寄托——这无关乎学问——是人温饱后的基本需求。

与章永璘的“爱情”相比，海喜喜的爱情更现实或者说实在，
虽然他没有学问，不懂文学，不解风情，但是我觉得他对马
缨花的爱更伟大。现在常说：爱一个人就要成全他。爱要学
着放手。没有学问的海喜喜自给自足，寻求温饱。爱慕马缨
花多时却不曾靠近，最后便以“君子有成人之美”的姿态选
择了离开，并且在离开之际不曾忘记给自己所爱之人留下些
粮食——无论什么时候给自己爱的人留下更实际、更有帮助
的东西或许才更正确。海喜喜也知道马缨花一心向着章永璘，
即便自己纠缠不断，也不会有更好的结果，不如自己去流浪
闯荡，凭着本事有事儿干。粗鲁的劳力却显示了君子的风度，
没有学问的海喜喜对自己的爱人却有更实际地爱护，与章永
璘相比，海喜喜的爱情不是更伟大吗？!

绿化树读后感篇四

甲方：

乙方：

经甲、乙双方协商为校园绿化工程补栽树苗、花草，特签订
以下合同条款，供双方共同遵守执行：

一、乙方向甲方提供苗木的各价、数量、金额(见附表一)。

二、甲乙双方责任：

1.乙方向甲方提供甲方需要的.品种及规格的亩木。(见附表



一)

2.甲方负责提供苗木的浇水、水源、协调施工环境。

3.乙方提供甲方种植各类苗木，必须符合国家规定技术质量
要求。

4.乙方种植的苗木成活率必须达到100%。

5.乙方负责做好施工组织计划，按时施工，工程量变更向甲
方通报情况，按甲方的总体安排如期保质保量完成工程任务。

6.乙方必须按时完成苗木种植，如因甲方因素导致乙方施工
进度延误的，其责任均由甲方承担。

四、付款方式：

协议签订后，乙方按甲方规定的时间完工，待工程竣工，甲
方验收后支付给乙方苗木工程款。苗木死亡或成长的性能差，
均由乙方进行无条件替换补种。

五、合同生效

1.本合同自双方签字后生效，至货款两清后终止。在合同期
内，未经双方同意，不得改和废止，否则应承担合同条款相
应的全部经济损失。

2.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代表：时间：电话：

乙方代表：时间：电话：



绿化树读后感篇五

用了这个标题，绝无贬义。

初读《绿化树》，是在大学的图书馆。以前也了解“反右”
那段荒唐的历史，但是真正认识到它们的残酷却是在这部作
品里面。那是一个缺乏人性的、怀疑一切的时代。仅仅是因为
“营业主任”的几句话，好不容易“重获自由”的主人公章
咏琳便被发配到了“山根下那个队”，从此与世隔绝。等到
他能够出来之时，他所爱的马缨花却已无处寻觅。这真的很
荒诞，不是吗?不像是会在人类社会发生的事情。那时候的我
深深地为这段悲剧爱情所感动，仿佛能感受到主人公的心痛。

前几天，惊闻张贤亮先生去世。今天重读《绿化树》，却不
由得想起了“苟合”二字。章咏琳和马缨花是在苟合，作者
和他所谓的国家在苟合。

其实，章咏琳始终都接受不了马缨花“美国饭店”的事实，
最后只能用“无私”这个词来欺骗自己，而马缨花也并不了
解章咏琳所读的书有什么用处、有什么乐趣。他们始终是两
个世界的人，既没有灵的交汇，也没有肉的碰撞。只不过彼
此在享受着各自的自恋。

本以为，文章写道作者重获自由却再也找不到马缨花就结束
了。没成想后面还有升华的部分。不由得想起上学的时候写
作文，在文章的末尾，总要有“点睛之笔”：体现出自己积
极进取的精神等等。受此遗毒，很长一段时间来每每看文章
的时候，总喜欢分析一下人家的文章是不是“向上的积极
的”，有点儿类似于现在所说的“正能量”。慢慢地，我了
解了，“负能量”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后来升华的那部
分，总给人一点儿“狗尾续貂”之嫌。

我不由得想到了麻花：两股扭曲的缠绕在一起。章咏琳在马
缨花上寻找崇高是如此，作者在文章里寻找崇高也是如此。



或许我们也在苟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