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绛散文读后感(实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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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杨绛散文读后感篇一

这几天在读汪曾祺先生的散文集，先生在文章里谈了很多，
讲到了他的父母亲，讲到了故乡的风物习俗。先生的文字很
清新，隽美而不失情韵，弥漫着文人的志趣。而我感触最深
的是他对往事深厚的情感和惊人的记忆力。

在回顾从前的家时，他这样写道：“从科甲巷口到竺家巷口，
计有这么几家店铺：一家豆腐店，一家南货店，一家烧饼店，
一家棉席店，一家药店，一家烟店，一家糕店，一家剃头店，
一家布店。”

尽管时隔多年，但旧时家门口的店铺，先生却依旧能够如数
家珍。我忍不住回想儿时门前的店铺，除了杂货铺记的真切，
其他的印象都显得渺茫了，仿佛蒙上了一层薄雾。那家杂货
铺是我幼时常去的，帮妈妈买瓶酱油、买袋盐，杂货铺的老
板娘是个年过六旬的老太太，性格幽默，总拿我开玩笑，所
以我印象格外深刻。因此我也格外佩服汪曾祺先生的好记性，
家里的后花园，堂屋里的老爷柜，甚至儿时的小花灯，他全
都历历在目。他写他的父亲，动情地回忆汪老先生的才趣，
刻印章、扎风筝、拉胡琴……老先生的一举一动仿佛就在读
者面前，汪曾祺先生与父亲的深厚情感也透进了读者的心里。
文章就像一幅细细密密的工笔画，向人们绘声绘色、不急不
缓地讲述着高邮的风土人情。

前段时间，我斗胆参加了一次全国性的散文创作比赛，也装



模作样地写了一篇回忆性质的散文，感触不谓不深。

我高中的作文水平不太灵光，私心里总认为这议论文可算是
天下第一难写了。可磕磕碰碰之后我明白，散文才是真正见
功力的东西，我那些故作深沉的感叹大概真是邯郸学步了。
无病呻吟的牢骚、华丽辞藻的堆砌绝对称不上“散文”，可
以打动读者的好文章也绝对脱不开“真情”二字。优秀的散
文皆是以情动人，正所谓“情动于中，而行于言”，失
了“真情”，笔者自然也难以成言，勉强拼凑只会让人觉得
生硬、做作。

记得当时我洋洋洒洒写了三千余字的“散文”，心中颇为自
得。可如今回头看看，发自肺腑的文字不过其中二三成，连
我自个儿都觉得生硬、做作了些，又何谈打动别人。孔子曰：
“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君子痛恨那种不肯实说
自己想要那样，却又一定要找理由来为之辩解的人。

而我应该是君子所痛恨者的对立面：明明自己并不想要那样，
却又一定得做出一副悲天悯人、满腹牢骚的模样，写出了那
篇三千余字的“散文”。我明明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也
不会握着斑驳的老照片追忆似水年华，却为了一次散文创作
比赛而追忆得死去活来，拼凑出一篇四不像的“散文”。

我不太赞同“字如其人”的观点，字体的书写可以经过后天
的训练，字写得俊秀人也一定俊美的说法其实做不得数。
但“文如其人”的观念倒是有点意思。

除非刻意为之，在我看来，人们文章的风格，尤其是散文，
与各人的性格多有关联。一篇真情实意的散文是很能看出笔
者的心境的。天性温和的人写出来的东西多数是平和的；一
腔热血者的文章则不太会显得消沉；幽默乐观的人也不太会
写出无尽悲伤、沉痛的文字。

北宋大文豪苏轼在《文说》中谈到散文写作时说：“所可知



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话里也
蕴含着顺其自然,顺势而为的创作观念。我想汪曾祺先生能把
故乡的一草一木记得如此真切，是因为那是亲身经历过的一
草一木，也是他心中万分珍视的一草一木。

杨绛散文读后感篇二

在暑假中，我读了《朱自清散文精选》，透过这本书，我看
到了一个更广阔的视窗。我沉醉于其中，朱自清用他唯美的
笔调描绘出了一个完美的意境，不论是美景还是一切生灵，
在他笔下，都显得格外生动。

我特别喜欢的一篇文章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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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一个人的生命走到尽头时，就会加倍地珍惜仅剩的
时间，因为，他知道，他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了。“时间
就是生命”，这是一句真理名言，在朱自清的笔下，就更衬
托出了它的价值。

朱自清的文字不仅包含深刻的道理，而且还十分优美，他对
景物的描写可谓是淋漓尽致，仿佛可以活生生地展现在你的
眼前了。

杨绛散文读后感篇三

尽自己所有的历练，不卑不亢，经营好事业、家庭、照顾好
老人孩子，把一份责任扛着肩上，支撑着亲情，抵抗着压力
稳步前进。

但是中年人的沧桑中，总有一种无言的伤痛，有一种始终过
不去的坎。目送生命的逝去，目送生命的远行，却只能目送，



无法挽留。更伤心的是那一句“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
亲不待。”

正如龙应台在《目送》中写的：“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
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
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
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
诉你：不必追。 ”

看完，我不禁泪目了，因为“目送”两个字太过沉重，从而
让我们学会了珍惜每一次遇见，感动于每一次花开的美好，
收藏每一个的温暖的瞬间。

也学会享受生活，感受生命，品味人生，无论是缠绵忧伤，
还是寂静孤独，都会让自己学会淡然。

只是希望在岁月的碾转中，在季节的更替中，不要再有太多
的百转千回，在人生的旅途中，懂得珍惜拥有，在无奈和沉
默中保持理智，因为我们已经到了输不起的年纪。

中年不易，且行且珍惜，让我们在平淡时光里，走过人生的
春夏秋冬，在余生的岁月里，享受一份岁月安然，时光静好。

也一直相信：“你若盛开，清风自来。”愿我们在未来的日
子，想要的都拥有，得不到的都释怀。

因为，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愿中年时
光，守护一份云水禅心，只闻花香，不言悲喜。

杨绛散文读后感篇四

时不时翻开这本书，这些文字总是需要慢慢的品味，总有一
些文章读起来优美，可我读了半天也不明白写了什么。



然而，我止住了。我细读着《真诚相待》这篇散文。

看着这个题目，我会认为这是一篇很深奥的文章，没想我读
起来这么易懂。

作者去参加朋友的葬礼，想起了他和朋友以前在一齐的日子，
认为以前是多么完美，可此刻却什么也做不到。最终，作者
提唱起大家好好珍惜此刻的时光，因为过了几百年后，这些
都是不可得的了！平常我还曾抱怨那里不好，那里不好，此
刻想想，过了那时，那些都是我永远无法挽回的好机会、好
时光。以前，我总喜欢以光似箭，日月如梭来作为作文的开
头，那是都是傻子，完全不明白这光阴怎样就如箭？这日月
就如梭了呢？我甚至还不明白”梭“是什么？我真笨，直到
大了才明白时间真的'不等人，世上真没有后悔药！

作者说：大口大口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因为在百年后，就
再也闻不到了。那时，就觉得空气原先是如此甘甜，他又说
道：好好品味这浓香的咖啡吧！因为百年后就喝不到这样好
的咖啡了。我也有看法，珍惜好此刻与同学间的友谊吧！因
为在几十年后，就再也无法像今日这样亲密了，珍惜好与父
母的时光吧！因为在数年后，就再也无法天天陪伴爸妈了。
真的，我此刻异常后悔，有时一人想想往年的事，我恨死自
我了。

在小学，我幸运的与全班成绩最好的女同学成为了朋友，我
们的性格不是很像，那时她很外向，我很内向，可是我们有
着同的爱好与观点，课间时常看见我们俩在位子上游戏，体
育课上，也就经常看见我们俩在那打闹，玩得不亦乐乎。可
是我厌恶她的自大与骄傲，她厌恶我的不进取与计较，我们
有过争吵有过冷战，可是我们分开了，我们比冷战的冷战还
要糟糕，一个星期看不到对方一面，我们离的很近，她在四
班我在十班，却不能亲切地喊对方一声。或许我们真的很傻，
仅有当在真正失去对方时才明白，才明白什么是珍惜，想着
我们一齐说悄悄话，一齐玩捉迷藏，一齐画小人画，一齐看



男生打架我们却心灾乐祸。此刻，我又是多想拨动闹钟，回
到以前，我们欢乐却没有冷战与争吵的生活，可在枯燥的初
中里连影子却没出现。

妈妈爱我，有时溺爱，可是妈妈也有误会我的时候，我很生
气，动不动就发脾气，可是我厌恶我自我，我不该那样说话，
那样妈妈会很悲痛，我又是倔脾气，有时也忍不住顶两句，
妈妈在冬天总给我买那买这，我说你老别我买呀！自我厚衣
服还没几件，可她说大过年的，小孩子不穿好点怎样行，我
好的东西永远比妈妈多。有一次，她也帮我买了好几双漂亮
的袜子，我再次说明不要光给我买东西，可妈妈却说，你穿
我给你买的新衣服，不就是几双袜子吗？你穿着，我穿你穿
旧了的！妈妈冷的生病了，每一天还要管我这的那的，等我
离开了。妈妈，我到哪找这么好的妈妈？有时我还那样气妈
妈，太不像话了，或许要等以后才明白什么叫珍惜与妈妈在
一齐的时光吧？我此刻只是努力地做着，不让妈妈失望！

真的要更真诚的相待，我的人生难得，因缘难遇！

杨绛散文读后感篇五

我不知道能不能算作看过一本书，也不知道这能不能算作一
本书。想必人们对余秋雨的散文所作的评论已是多如繁星的
了，我此举不免有班门弄斧之嫌。我没有看过很多所谓的世
界名著，只因自己没有这么高的品味。然而对这些著作等身
的大作家评足论道，又不免太肤浅了。终究还是忍受不住激
情的诱惑，心灵的撩拨。

秋雨散文历史的气息很浓。像《酒公墓》、《寂寞天柱山》、
《阳关雪》等许许多多的篇章其中浓缩了历史，浓缩了人生。
秋雨是年轻的，他能冲着王维的《渭城曲》而去寻访阳关雪，
仅仅是为了一个多年的梦，为了一份童真。因而他又是洒脱
的，试想在各种现代文明的烦扰下，又有谁有这么的一份闲
情逸致呢。谁心中无一个饶撩的梦想，但谁依然有这么的一



份纯真呢？我们对很多在年轻的心中是新奇的东西已见惯不
怪了，甚至对于诸如抢劫、盗窃的现象也视而不见，不知道
这些能不能看作麻木不仁，但至少说明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份
童真，我们的心已经老了。

秋雨是年轻的却又如一位睿智的老人。在秋雨的心中历史虽
然有许多美好的东西，更多的是给我们无穷的悔恨。在《道
士塔》心中透露的就是这样一种情绪。人们往往把敦煌石窟
的罪人归结为王道士。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当时的
那种所谓“官员”的官员的错，一个国家都如此的了，又何
况一个如此无助的`人呢？王道士为生活的所迫也只能如此的
了。作为华夏子孙莫不对此感到悲愤的，却很少人像秋雨那
样洞察更深层的原因。对于往事的描述，秋雨能如一位老人
用历史的心态看待，平和而非柔弱，悲愤而能决无忘其所然。
秋雨应该对历史有很深刻的了解。

有纯真的童真，有老人的睿智，秋雨也不乏丰富的情感。在
《老师》一文中，为在自己老师面前大声喧哗却能听于劝阻
的学生表示感激。为昔日叫老师的绰号而悔疚。文中有这么
一段“许多非主课老师却实在有点认不得了，这些非主课老
师大多也早退休；今天特地赶来，静静地站在路旁，站在楼
梯的拐角处，期盼往日的学生能认出他们。我的目光与他们
一碰撞，立即感受到他们的期盼，便快步赶上去，一边呼喊着
“老师”，一边试图以最快的速度回忆起他们的姓氏。”由
此可见秋雨心中更有着深厚的师生情谊，友情对秋雨来说也
有重要的地位，如他写道“日子一年年过去，连我们也渐渐
老了。三十人的班级，已有四个同学去世，每次追悼会，同
学们哭得像家属一样伤心。”也正如他所写的那样“来一次
世间，容易吗？有一次相遇，容易吗？叫一声朋友，容易吗？
仍然是那句话——学会珍惜，小心翼翼。”

读秋雨散文，就如读着一本厚厚的历史，更有万象的人生世
态和丰富的个人情感。秋雨的心是年轻的，他的心又是迟暮
的。有着儿童的天真，有着老人的睿智，因而有了天真的向



往新奇的心，有了发自内心的对历史的感悟。因此他的人生
应是美丽的。正如他在散文集的序文中所写的那样他应该是
一个“天使般的老人”即使他年老了，也会有一颗年轻的心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