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歌的感想 前尘·昨夜·此刻读后
感(模板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昨日歌的感想篇一

时光成就一切，包括我们的繁华与荒芜。

——题记

一盏茶，一卷书，清饮香茗，细读文字，恍惚中，我似乎看
到了那个流连在万千朵盛开的莲花中不肯离去的身影。一席
白衣，不慕荣利。袅袅佳人，亭亭玉立。

深读作品，会渐渐发现，一类别样的文章在文集之中，其中
绝大部分都在描写“父亲”口中所述的蒙古，古老的血脉流
淌在身体中，却难以得见那豪迈奔放的故土。作者笔下的草
原上，有碧波荡漾的河水，有千百头自由驰聘的野马，还有
那赤壁金戈下的落日，万般风情，皆尽诉诸笔端，这些大都
是作者带着朦胧的渴望，循着父辈们的记忆，用心，而非是
用眼挖掘出来的。

前尘忆尘封往事。一件件被历史的风尘掩盖住的往事又被重
新提起。追忆过去和曾经，一幅幅美好的画面被保留心中。
不禁想起自己的种种过往。时间不断的流逝，回过头看，发
现自己失去了很多，那记忆中永远挂着一幅笑容的慈祥面孔，
那天真快乐、似乎不会被时光摧残的稚嫩面庞，还有那红砖
墨瓦的童年街巷以及街角幼儿园中那弯曲的滑道……。这不
正是作者口中可望却不可及的高原吗？只能埋藏在心中，时



常回想罢了。

昨夜怀风雨峥嵘。怏怏细雨过，不落稚蓬荷。当刚刚经历完
的事重又浮现眼帘，我们能做的又是什么呢？懊悔，还是欣
慰。作者列述了自己的一些经历，文笔平淡婉约，似乎仅是
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把自己的感受一一道来，使我们看
到了她的内心、她的高贵、她的庄洁、她的美丽。那是一片
不染凡尘的净土，恰如一朵白莲，傲立于雪山之巅，它的光
辉似乎亘古不变。

此刻蕴今日之月华。如果以时间为界，此刻中包含的正是对
今日的珍惜。席慕蓉的语言是宁静的，同样也是恬淡的，细
腻的，每一个字中都包含着一种似乎可以让人沉浸的魔力。
一草一木、一花一树也仿佛都拥有着复杂的感情，似乎是他
正在用整个世界和你对话，而你也可以看到她脸上的微笑。

全书读罢，我看到了广阔无限的草原，听到了铿锵有力的蹄
声，闻到了漫山遍野的.花香。读席慕蓉的文字，就好比轻轻
迈入碧透的湖水，舒爽享受，而低下头就会发现圈圈涟漪之
后，似乎露出了自己的身影，虽然模糊，却有如此之多的相
同点。

时光一去不返，而我们能做的只有好好的把握好我们的此刻，
而前尘和昨夜，也应细细的折叠好，放在心底深处珍藏。

昨日歌的感想篇二

这本封面梦幻的小书，竟不是辞藻华丽呓语般的矫情散文。

它有点理性，穿插通俗的医学科普，甚至还融汇了文学，艺
术，历史和哲学，确实超越了预期。

作者饱受失眠的困扰，我作为一个不会失眠的人，看到她把
失眠那么具象化的描述出来，似乎也能在文字中感同身受了。



她说：“我失眠时，不仅身体如被炙烤，精神也成了一团烈
火。你问，精神着了火是什么样子？就像f1赛车撕扯着沥青
跑道；就像大海里一团亮晶晶的鱼群，躁动不安地向前奔游
疾驰、横冲直撞；就像真空吸尘器耗尽了功率，在房间里兀
自旋转不休。”

她在整本书里很少袒露情绪，在描写失眠的时候，往往站在
理性客观的角度，去描述一个事实，一个感受，让读者自己
判断，失眠到底是怎样的感受。

书中会穿插简单的医学科普。“古代医士多半会将我归入胆
液型体质一类。这类人都睡得很差，夜晚，他们往往会为消
化不良或精神压力所苦，或者噩梦频频造访，惹得他们心如
烈火……”

还引入其他文学作品中对失眠的描写。“普鲁斯特在《追忆
似水年华》的第一卷中写到，主人公马塞尔思索自己的失眠
经历，困惑于自己为何明明醒着，却好似猝不及防跌进了别
人的白日梦境中。”

书中关于光明会不会到来的哲学讨论，也很精彩

哲学家大卫·休谟认为，我们永远无法确定新的一日是否永
远会在黑夜的尾梢降临，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推测。而我们把
每日光明的复现视为理所当然，休谟对此不以为然，他主张
我们要学会与不确定和解。在我理解，是对不确定性的适应，
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

读的时候竟还翻到了对于欧洲文明历史的探讨。欧洲文明何
以能积聚难以想象的财富？其背后令人遗憾的事实是，这些
财富无不仰仗于庞大的殖民体系——它章法明晰地入侵那些
传说中的“黑暗大陆”，将人们变为奴隶，通过强制劳作，
构建了一种全球经济形态。



而蔗糖，咖啡，烟草，这种殖民地产物，所蕴含的深刻意义
也就不言而喻了。书中还写了一位作者非常喜欢的画家，也
许因为他的画作似乎都在描绘黑夜。他毕生痴绝的，是黑暗
光影中诡异莫测的色彩变幻，黑暗让自然闪耀着神秘的光芒。

我想，作者并没有惧怕夜晚和失眠，她决心在对抗中获得机
遇和力量。

昨日歌的感想篇三

当品味完一本著作后，你心中有什么感想呢？这时最关键的
读后感不能忘了哦。那么如何写读后感才能更有感染力呢？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昨夜红楼入梦-读后感-高一，仅供
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入夏的夜，迎着暖暖的风，静静读着这喧哗之后的宁静。想
写些什么度过这漫漫长夜，在落笔的一刹那，发现纸是如此
的洁白，纯洁得让我想到她。又一次，我捧起了这千年不朽
的巨著——《红楼梦》。梦中，我迈着缓慢但不轻盈的步伐，
踱在大观园。

一身素服，一抹淡妆，一条丝帕，仅此而已。亭亭玉立，一
个水做的女人。“侬今葬花人痴笑，他年葬花侬知是谁；试
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你默默吟着，伴着淌不
完的泪水和淌不完的心事。黛玉，你为何而愁，是寄人离下
的无奈使你彷徨么？你冷眼看着身前的千百人，却感受不到
宝玉在背后看你。

在红楼，醉一场，梦一场，痛一场。黛玉，你把泪水熬成刻
骨铭心的海，最后把自己淹没。多少次，我为你而痛心，但
是我愿意读你，读懂你。独自一人，身衣曳地，低回，在幽
静深长的小路，随你的，只有过季的花瓣，你的心事，只有



塘里的鱼能懂。无数次，你用花锄掩埋幽怨，心却一沉再沉，
用落叶堆葬你失落的灵魂，杜宇声断千里之外。狠下心来，
焚烧千篇诗稿，有个人是否泪眼无处。黛玉，我好想告诉你，
你是多么的才华横溢，可你总是孤独无助，无奈的泪水时常
把我融化。

“都道是金玉良缘，我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
雪，终不忘世外仙株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
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一首凄凄惨惨的爱情诗，写尽
了辛酸，写尽了无奈，这对有情人，或许，注定无法常相厮
守；或许，注定无法成为眷属。红楼上声萧依旧，却事散缤
纷，终归一杯丘土。我叹，世上海誓山盟的多，天荒地老的
少；我哀，天下情缘未了的`多，生生世世的少；我吟，红楼
梦里梦红楼，千古情结几时解。

昌盛一时的贾家，最后化为一片废墟，只有阵阵叹息。为官
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
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
相报是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人去楼空，时过境迁，奈何，
怎一个“愁”字了得。

昨夜红楼入梦中，多少往事回忆心头，今晨醒来梦已远，留
下满杯红楼梦。

红楼啊红楼，为何浓妆掩不住你的轻愁；红楼啊红楼，你的
轻愁是否因为人们将你遗漏。

拥着让我忧让我喜的红楼一梦，我将满腔热血与狂躁的情感
静静流泻，涌透到每一页之中，读她的一夜洁白。

昨日歌的感想篇四

近日，我阅读了席慕蓉写的《前尘·昨夜·此刻》，在书中，



我跟随作者，时而徜徉在家庭的港湾，时而驰骋在蒙古草原，
在这本书中，我从中领悟到关于祖国和家乡的道理。

这本散文集收录了席慕蓉的大多数作品，她的文笔清新隽永，
早期作品大多在平淡的氛围中讲述自己与家人之间经历了逃
难、辗转多地的生活，虽然动荡不安，但仍然充满了幸福，
令我感受颇多。

作者童年时与家人度过的幸福时光，无数次地击中了我的心
房，令我的思绪仿佛飞向了遥远的香港，滑翔过那草地，那
石阶，那蕴藏其中的童年，那石阶之上的稚嫩的脚印，那隽
永的文笔仿佛时光的船只，载我到过去遨游。

但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莫过于作者的祖母去世，那一瞬间
的悲伤仿佛瞬间充斥了心房，令我身临其境，无限悲伤，只
因我从其中也读出了我的经历。不久前，我的奶奶去世了，
那种悲痛仿佛昨日，挥之不去，即使现在想起来都会泪流不
止，那曾经的快乐全部兑换成了今日的哀伤，作者对于自己
未能尽孝的后悔，我也深有体会。

家是幸福的，也是拥有悲伤的。

后期，席慕蓉的主题从小家变成了大家，她开始追寻深藏于
自己血脉深处的蒙古血统，她不远千里来到蒙古，寻找自己
的家族、自己的根，听述着过去的故事，努力向世界展示自
己的故乡。

读到这里，我不禁有些羞愧了，作者如此拼尽全力地去寻找
自己茫然的过去，而我却从来没有关心过、找寻过自己的民
族，明明我比她容易千倍，却从来没有过那种源于血脉深处
的自豪，那种迫不及待向别人炫耀的冲动，却仿佛从未没有
出现。

作者对自己民族的自豪，族人之间的相互信任，都令我既神



往、又恐慌，现在，汉族这个中国最庞大的民族，族人之间
却没有书中那般的信任与友好，人与人之间的淳朴与友好荡
然无存，存在的只有彼此之间的猜疑，这不禁让人感到悲哀
与绝望，我们只有推己度人，真诚待人，才会如书中的蒙古
族那般友好。

正如席慕蓉说说：“这个世界是由一个个小我构成，小我推
动大我。”我们只有处理好自己的小家，才可以推动民族的
大家，人与人之间才能够友好、和平的相处。

昨日歌的感想篇五

曾经有一个人说过：“‘绘画’是我的理想，‘诗’是我的
痴狂，而‘散文’就是我的生活笔记。”她是曾写过《七里
香》与《乡愁》的诗人，她是那个用心灵去感悟世间的画家，
她是那个能让人在她字里行间读到她触动人心的真情与忧愁
的作家——席慕蓉。

刚捧起《前尘·昨夜·此刻》这本书时，只知道作者席慕蓉
的作品影响了几代人，并不认为我对这本书会产生多大的兴
趣。当慢慢地读进去时，偶然发现她的散文是用爱与忧愁编
织而成的。当读到她的“青春真如醇酒，似乎都在那夜被我
一饮而尽，薰然而又芬芳”时，正值青春的我感触颇深，青
春是一段跌跌撞撞的旅行，是每一个人都拥有的，但令我敬
佩的是席慕蓉能这样不遗余力地歌颂青春的美好。

绘画是她的理想，她甚至可以为了画一朵荷花在一个地方呆
上一两个月，她对绘画的追求甚至超过了她对于诗歌与散文
的热爱，她写道：“我越来越觉得，世间很多安排都自有深
意，年少时不能领会，只能留下模糊的轮廓，要到今天才能
坐下来，细细地再重新描绘一次，让自己在逐渐清晰逐渐成
形的图样前微笑而神往。”当席慕蓉在多年之后再次品味年
少时所画的画时，定是别有一般滋味。这正如我们到年老时
再回忆青春了里的点点滴滴时，一定会微笑而神往。



不仅仅是不遗余力的歌颂青春，她对爱情的歌颂更加强烈。
席慕蓉与她丈夫的爱情是很美好的，但岁月飞逝，世事都如
浮光掠影，她与丈夫年轻时的美好时刻也在时光中悄悄溜走，
”年轻时的你我已是不可再寻的人了，人生毕竟是一场有规
律的阴差阳错。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一种成长的痕迹，抚之怅
然，但却无处追寻。只能在一段一段过去的时光里，品味着
一段又一段不同的沧桑。”是啊，人至中年，在忙忙碌碌的
生活中，时常会想起曾经的一幕幕老去的时光，纵使时光逝
去，但席慕蓉对爱情的坚贞是亘古不变的，就像舒婷在《致
橡树》中写道：“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
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舒婷所
表达的爱情，不仅是纯真的，炙热的，而且是高尚的，坚贞
的，伟大的，它像一支古老又清新的歌曲，拨动着人们的心
弦。像钱钟书先生评价杨绛先生一样，在席慕蓉那如此有才
华的笔触上还能感受到那贤妻的模样。

作者席慕蓉的一生可以说是颠沛流离的，她祖籍蒙古，生于
四川，童年在香港度过，成长于台湾。她浓重的故乡情怀以
至于在听到一首蒙古歌曲时禁不住潸然泪下，许多人读完这
本书后都会觉得席慕蓉是一个动不动就会掉眼泪的人，可我
却认为正是这种受事物所触发情感的人，心思才更加细腻，
就像作者在乡愁中说道：“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
”“模糊”是因为她别离故乡太久，时间的推移摇落了故乡
的轮廓，仅剩一种模糊不清的惆怅对故乡的怀念如雾里别离，
浓似血却又隔着一层迷蒙的云雾。

岁月在变，周遭在变，作者本身也是逐渐而缓慢地在改变，
但不变的是作者对绘画，对诗，对散文的一腔热血。她的画
作有着古朴的韵味，又有着超然的气质，她的诗歌温婉动人，
散文细腻传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