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回忆录读后感 秋天的回忆读后
感(精选10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
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
一下吧。

回忆录读后感篇一

现在已经立冬了，气候一天天变凉了。回忆起美丽的秋天，
我的嘴角不知不觉露出一丝微笑。秋天是一个成熟的季节。
果实、稻谷……它们都成熟了。苹果在夏天的时候还是又绿
又酸，现在你从树上摘下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看上去让你
直流口水。吃一口一股股的香气扑鼻而来。一口口甜甜的`汁
水流进你的心田。秋天，稻谷成熟，一片片的稻秽垂了下来，
好象为成熟感动、高兴而笑弯了腰呢。

回忆录读后感篇二

看《文学回忆录》就像是听爷爷讲故事，就好像我在盛夏的
夜晚，在院子里给他准备一盘子冰镇西瓜，他摇着扇子给我
说故事，说老家的大舅巴尔扎克和老家的二舅福楼拜，一个
自己闷着除了写作啥都不干，一个的生活却极为有趣。

偶尔我眨眨眼睛吐吐舌头表示听不懂，他就露出爷爷式的慈
祥的又得意的笑容说，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啦！

为了表示我是一个好学上进的好孩子，我真的会认真把这些
书找来看的，看过之后再去听木心爷爷说故事，想象之中他
会像在书中提到陈丹青一样提到我，说：小葱最近一直在读
瓦格纳，据说收获不小。



然后我就乐得好几晚睡不着觉！

然后......

好啦！不做白日梦啦，下面还是严肃的说说这本书吧！

本书简介

木心曾经在美国纽约讲了五年的文学课，陈丹青把这些课程
内容做了相近的笔记，木心在开始讲课的时候曾兴冲冲的要
在日后把这些内容出版，可是讲课结束后每次陈丹青说出版，
木心都回绝了。

木心去世后，陈丹青在朋友的支持下终于决定出版这本书，
陈丹青说在看讲义的时候，会想到灵车上的木心，也会想到
课堂上和大家谈笑风生的木心，这本书能让他大笑，也能让
他痛哭。

这本书的个人色彩比较浓厚，这也是为什么说他有“毒”，
他可能不是一本特别客观的文学书，但是绝对是一本比较有
趣的文学书。

木心没有白活，他漫长的人生爱过，坚持过，奋斗过，平淡
过，看完这本书之后我第一次产生了这辈子要活很久的想法，
有很多书要看，我也很期待八十岁的自己心态会是什么样，
是终于能写出他们说的那种“深刻”的东西，还是一辈子只
是快快活活的像个邻居家的傻姑呢。

如何读文学

几年前听过一个讲英语的老头，说学语言啊，都是懵懵懂懂
的自己学着，然后忽然有一天想要系统的学了，就把之前学
过的知识全部梳理出来了。这次读《文学回忆录》我也开始
有这种“想要梳理一下知识”的感觉。从前不敢说自己喜欢



文学，直到慢慢的开始写公众号，慢慢的看书，逐渐坚定了
要好好学文学的这个梦想。所以我开始读诗，开始读名著。

可是读书并没有成体系，是想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其实这
是不行的，比如还没有认真读过高尔基，我怎么就开始读陀
思妥耶夫斯基了？学一种知识，要由浅入深，要在学习的时
候就做好计划和打算，不能想到哪了就学到哪，那样知识始
终是乱的。

如果大学毕业之后很多年没学英语了，想要重新捡起来，那
就要从音标开始重新学。如果想要看文学，就要先从浅显的
书入手，思考深度不够，读难度太大的书是不行的。

如果没有持续学习，思考能力是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成熟
的。

回忆录读后感篇三

2、有起誓，就有背誓。——木心《文学回忆录》

3、大陆是痛不完的痛。——木心《文学回忆录》

4、世界乱，书桌不乱。——木心《文学回忆录》

5、无知的爱，不是爱。——木心《文学回忆录》

6、爱，原来是一场自我教育。——木心《文学回忆录》

7、但美是不正确，美是错乱。——木心《文学回忆录》

8、不幸的童年，使人性格尖锐。——木心《文学回忆录》

9、先知，到头来都是狼狈不堪。——木心《文学回忆录》



10、鉴于大家都忙，且要忙到老。——木心《文学回忆录》

11、像样一点的思想，是有毒的。——木心《文学回忆录》

12、方法论，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木心《文学回忆录》

13、人类的悲剧，是对自身的误解。——木心《文学回忆录》

14、爱情上，柳暗花明，却无一村。——木心《文学回忆录》

15、诗意上来时，文字不要破坏它。——木心《文学回忆录》

16、读书，要读进去，还要读出来。——木心《文学回忆录》

17、天才必经修炼、涵养，才有味。——木心《文学回忆录》

18、天才降生在哪里，哪里就出艺术。——木心《文学回忆
录》

19、中国古代的智者是悲观而快乐的。——木心《文学回忆
录》

20、不死而殉道，比死而殉道，难得多。——木心《文学回
忆录》

21、可惜他刚刚开始怀疑，就找到了信仰。——木心《文学
回忆录》

22、如果甘于二流三流，就已经居于下流。——木心《文学
回忆录》

23、宗教总是从情理开始，弄到不合情理。——木心《文学
回忆录》

24、我是个拙劣的、于心不忍的无神论者。——木心《文学



回忆录》

25、艺术不是情绪的活动，而是认知的活动。——木心《文
学回忆录》

26、读天才的作品，自己也好像是天才一样。——木心《文
学回忆录》

27、群众是没有眼睛的，群众还是没有记忆的。——木心
《文学回忆录》

28、神话，是大人说小孩的话，说给大人听的。——木心
《文学回忆录》

29、天堂人间不能共存，世俗和理想难以沟通。——木心
《文学回忆录》

30、人总是要爱人的，否则是没有希望可言的。——木心
《文学回忆录》

31、一个人要从远处回，从高处下，从深处出。——木心
《文学回忆录》

32、勉强地吃饭，散步，勉强地有个月亮照着。——木心
《文学回忆录》

33、要不求甚解地去解，不求甚解就是一种解。——木心
《文学回忆录》

34、人世真没意思，因为真没意思，艺术才有意思。——木心
《文学回忆录》

35、无知的人总是薄情的。无知的本质，就是薄情。——木心
《文学回忆录》



36、古代中国的爱情小说千篇一律，我看了就心烦。——木心
《文学回忆录》

37、奉劝各位：除了灾难、病痛，时时刻刻要快乐。——木心
《文学回忆录》

38、公共讨论赞美可以针对群体，批评必须对事对人。——
木心《文学回忆录》

39、我觉得，一切无法自动归类的，都最诚恳的像生
命。——木心《文学回忆录》

40、现代人类文化的悲哀，是流俗的易传，高雅的失
传。——木心《文学回忆录》

41、自己不成熟的青年人，常有偷窥癖，因为自己空
泛。——木心《文学回忆录》

42、文学要有读者，宿命的是，文学很难得到够格的读
者。——木心《文学回忆录》

43、做生活的导演，不成。次之，做演员。再次之，做观众。
——木心《文学回忆录》

44、说到底，悲观是一种远见。鼠目寸光的人，不可能悲观。
——木心《文学回忆录》

45、所有伟大的文艺，记录的都不是幸福，而是不安与骚乱。
——木心《文学回忆录》

46、你们这样好，我不能来参加你们的宴会。我来了会死的。
——木心《文学回忆录》

47、卢梭长得很俊，这类人都长得蛮好看，这是他们的本钱。
——木心《文学回忆录》



48、天才有两条规律：一是把事情弄大。一是把悲哀弄永恒。
——木心《文学回忆录》

49、一个纯良的人，入世，便是孟德斯鸠；出世，便是陶渊
明。——木心《文学回忆录》

50、善，因是无报偿的，才可爱；恶，因是无恶报的，才可
恶。——木心《文学回忆录》

回忆录读后感篇四

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商业文化可谓是博大精深，在悠
久的商业历史中逐渐培育出了商人自有的经营谋略，而这些
经营谋略同样适用于当代的各种商业经营者。

(一)、知地取胜，择地生财

兵法有云：地形，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
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可见，
地形是决定作战胜败的一大关键，作为一名领兵作战的将领，
必须深谙此道。古有云商场如战场，商场上的经营者就如同
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帅，智慧的将帅往往能抓住有利时机，占
据有利地形，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

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大谋略家的范蠡，更是深谙此道。他以谋
略家的眼光，认为陶地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是理想的货
物贸易之地，所以把陶地作为营销点，果然，十九年间他三
致千金，成为市贾。陶朱公的美名也由此而饮誉古今，留名
青史。

《史记 “货殖列传》中所载，秦国灭了赵国之后实行了移民
政策，当时有许多人贿赂官吏，不愿搬迁，要求留在原地，
唯独富商卓氏要求迁往较远的纹山之下，他看中那里土地肥
沃，物产丰富，民风淳厚，居民热衷于买卖，商业易于发展。



几年后，卓氏成了远近闻名的世富。这种不惟任时，且为择
地的观念已为后世商人所接受，并有了较好的发展。

(二)、时贱而买，时贵而卖

魏文侯时，国人注重农耕，而白圭却乐于观时而变。粮食丰
收时他买进谷物，卖出白漆，待蚕丝上市时他就大量收购蚕
丝，售出粮食。他曾说：”我做买卖，就像伊尹和姜太公那
样有谋略，如孙膑和吴起那样善于判断，还能像商鞅变法那
样说到做到。有些人的智慧不能随机应变，其勇敢不能当机
立断，其仁爱不能恰当地取舍，其倔强不能坚持原则。所以
这种人跟我学经营之道，我也不会教他的。“这段话，把他
掌握贱买贵卖时机的”时断“与”智断“阐述得淋漓尽致。
白圭的经商原则和经验，都被后世商人所称道。他凭着自己
的这套经营谋略，精心经营，以至家累千金。

(三)、见端知未，预测生财

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为雪亡国之耻，终日卧薪尝胆，励精
图治，当得知吴国大旱，遂大量收购吴国粮食。第二年，吴
国粮食奇缺，民不聊生，饥民食不裹腹，怨声载道，越国趁
机起兵灭了吴国。苦心人，天不负。越王终成霸业，跻身春
秋五霸之列。这里越王勾践作的是一桩大买卖，他发的财不
是金银财宝，而是一个国家和称雄天下的霸业，是商贾之道
在政治上运用的成功典范。

《夷坚志》载，宋朝年间，有一次临安城失火，殃及鱼池，
一位姓裴的商人的店铺也随之起火，但是他没有去救火，而
是带上银两，网罗人力出城采购竹木砖瓦等建筑材料。火灾
过后，百废待兴，市场上建房材料热销缺货，此时，裴氏商
人趁机大发其财，赚的钱数十倍于店铺所值之钱，同时也满
足了市场和百姓的需要。管中窥豹，略见一斑，敏锐的观察
力和准确的判断力是经商者财富永不干涸的源泉，也是经商
者必备的能力之一。



( 四)、薄利多销，无敢居贵

我们在曼昆所著的《经济学原理》中有学到，当需求曲线富
有弹性时，价格下降，总收益增加，则富有弹性的商品可以
薄利多销。

先秦大商理论家计然认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
主张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司马迁说过：贪买三元，廉
买五元，就是说贪图重利的商人只能获利30%，而薄利多销的
商人却可获利50%。

汉高祖刘帮的谋士张良，早年从师黄石公时，白天给人卖剪
刀，晚上回来读书，后来他觉得读书时间不够用，就把剪刀
分成上、中、下三等，上等的价钱不变，中等的在原价的基
础上少一文钱，下等的少两文钱。结果，只用了半天的时间，
卖出剪刀的数量比平日多了两倍，赚得钱比往日多了一倍，
读书的时间也比往日多了，所以民间有句谚语：张良卖剪
刀——贵贱一样货。

由此看来，致富并不靠固定的行业，而财货也没有一定的主
人，有本领的人就能够集聚财货，没有本领的人则会破败家
财。

回忆录读后感篇五

“世界文学史讲义”在师生共同的坚持下，成了一部《文学
回忆录》，“回忆录”比“文学史”多出些亲切朴素的古希腊
“阿卡德米”风。惊叹于木心先生的广闻博知和精辟深邃，
对于门外汉的我，受益甚大。

我分两个层面看这本书。

普及文学常识，定义文学坐标



在浩瀚的文学星空中，有独特的发展流向和社会文化背景，
有不同的流派分类和风格类型，有星辉闪耀的巨擘大家和其
代表作品。而对很多业余爱好者来说，看到一本书，无非是
偶尔拾得，或者“别人说好”，看过之后，也无非是感叹获
益，或者“不过尔尔”也就罢了。至于其发展源流和走向，
其社会、文化和艺术背景，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定位和影响，
我们不得而知，也不会深究。

另一种声音会说，欣赏达芬奇的画和米开朗琪罗的雕塑，不
必知道圣经故事和希腊艺术也可以，看意识流的小说之前，
也不必先了解精神分析学说。未必尽然。在我看来，这就像
小孩子蒙着眼睛抓阄，抓好抓坏，全交给上帝扔骰子。当然，
你喜欢偶尔扔扔骰子，全凭你乐意，我只是看到另一种不扔
骰子的玩儿法。

木心先生，给文学的星空建立了坐标系。在这个坐标系中，
你可以看到哪些是真正好的作品，这些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地
位和影响，以及教会你怎样去选择好作品。从荷马史诗，到
诗经离骚，从圣经故事，到莎士比亚，从尼采陀氏，到曹雪
芹纪德。他给我们的，是一场丰沛充盈的文学圣餐，展现了
一条清晰明朗的文学之路。

观点犀利，机锋巧妙

木心说，文学即人学。所有艺术形式中，他最推崇文学。诸
子百家之言，他最看重的`是他们的文学性，更不论《易经》、
《史记》。

木心宽博，文史哲政艺涉猎浩繁。他热爱文学，对世界充满
好奇心。远至古希腊，中至波斯阿拉伯，近至法国、拉美文
学，无不如数家珍；哲学，政治，音乐，莫不娓娓道来。他
说，“文学是可爱的，生活是好玩的，艺术是要有所牺牲的。
”他坎坷的一生，也是他观念的最好证明。



博闻宽容，同时又明智笃见。书中时时透露出对文学、文学
家、政治、社会等各领域的机锋巧妙的观点，颇有趣味；有
些观点犀利到决绝武断的地步，会让人误以为他是个刻薄的
人。

木心先生说：“宗教为什么流行几千年？哲学为什么吸引人
一生苦苦思想？科学为什么被人群起研究？因为人认为有进
天堂的可能，认为有得到真理的可能，认为有认识世界的可
能。进天堂了吗？得到真理了吗？认识世界了吗？”

我宁愿认为他是个绝望的悲观主义者。人生几经劫难，他在
绝望的底色中，习得一种苦中作乐的人生态度，正是这样的
态度才让他觉得生活是好玩儿的。

作为读者，我们只能从文字当中窥得先生之一斑，无法领略
七八人围拢下先生传道的真采，壁炉中碳火正旺。

回忆录读后感篇六

我以为我爱文学。在文学上的老师，我想应该是木心和王小
波，隔着时空的对话。虽然无法面谈，但是他们留下的作品
给了最好的交代。

可是近日读木心的《文学回忆录》，常常让我陷入一阵一阵
的痛苦和焦躁中，有时候仿佛从灵魂的深度懂了那些轻灵的
文字，有时候又是混混沌沌的，这种互相交织的情绪让我内
心跌宕起伏，至此，不写点什么，对自己没法交差。

不过唯一庆幸的是，我想要交差的，是自己的内心，无他。
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自己是有一点灵性的，而文学之余、
艺术之间，灵性是必须从一而终的。

可能我和身边大多数人一样，非常惊叹古人的用词造句、对
他们的格律的精准也非常叹服，并且也必须承认今人写不出



古文，即使我较为敬佩的几位在以古文撰写今日的老师，与
古人比，还是不在一个台阶。

毕竟，旧瓶子装新酒，怎么也不是那么回事。应运而生，因
时而起，万事万物缘起缘灭都逃不开所处的那个时代。

读了回忆录，对木心的通古博今敬佩不已，更加让人动容的
是他的理解和认识，是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面旗帜，除了
木心，我相信这世上绝无第二人有此解读。

这也是木心让人着迷的.地方。从这一点来看，小波与木心，
似乎有了高下之分，但是从我的内心来讲，我不愿意将这两
个人做任何的对比。从我个人的觉悟来看，两人都是导师级
的人物，给予我灵魂成长的粮食，有的可能是粗粮，有的可
能比较精细，但是从喂饱肚子这个角度来看，效果是一样的。

因为有的话需要弯直弯直的说，有的事适合直弯直弯的处置。
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有时候回头一看，发现自己写
了几句让自己都刮目相看的句子，这一切，应该源于我真诚
的灵魂。

木心是一个纯真的人，我觉得我也是，所以这才是我喜欢他
的原因。所以，我想一遍一遍读他的字，隔着沧桑斑驳的岁
月，他正襟危坐、仪表堂堂，再过百年，他也是独一无二的
美男子。从相貌来说，小波又逊一筹，这可怎么办好？不能
再比下去，再比下去，我会无法原谅自己。对自己内在师承
的长辈，不应当有攀比的心理，虽不至于盲目，但是毫不怀
疑的尊重是基本的。

其实今天最想说的是，木心的回忆录真的好挑战，我知道读
一次两次甚至十次都是远远不够的，这本书就像一本最好的
文学词典，需要对照古今中外所有他赞誉有加的、所有他不
屑一顾的所有的作品，一本一本重拾，一本一本站在他的肩
膀上，重新审视。



原来古人早有“一览众山小”的判断。对古文一向忌惮的我，
此刻像打了鸡血，我要一点一点消灭他们。真的，木心是一
个会让你着迷的美男子。

我已经被迷得七魂没了六魄，隐约间感觉我的体系正在一步
步初现，架构正一步步丰满。

我有一个梦想，一辈子做一个真诚的人。

回忆录读后感篇七

几年前，我读到木心的小说和散文，印象一般。我私下以为
木心有过去文人的某些特点，然而具体是哪一些我一时也没
能想到。就整体来说，木心的作品还是有些特色，比如有些
优雅和冷傲，可能更重要的是他身上有某种文化断层的焊接
点。我以为他似乎焊接的还是有些过。

当木心《文学回忆录》出版后，我还是相当关注，虽然，我
之前就看到书的目录和部分章节，感觉可能有点泛。看完书，
才看到陈丹青在浙江大学的演讲视频，陈丹青说，木心的谈
话方式让他想到江浙一带人谈话总是“跳”着说。他喜欢木
心说说了就跑题的谈话方式。他说就是从木心的谈话中他才
真的喜欢去读中国文学的书，而之前他看到那些正经的书籍、
评论都不知道他们要说什么，根本看不下去。陈丹青说像他
这样的人要的不是概念，而是这个人的谈话方式，他怎么
谈……陈丹青基本上把木心的《文学回忆录》定位得很清楚。
而，我个人读完可能还是跟陈丹青的目见耳闻不太一样。木
心讲稿很出色的地方当然包括“跳”着说，他跳出了四平八
稳的讲义和考纲，跳出了正儿八经的文学定论，以及关于文
学的种种莫名其妙的概念化。其实，震撼我的是木心对文学
的情感，这话听起来很俗，很土，但是，很多人对文学是没
有感情的，他们不会想到雪莱、拜伦的意义，以为后现代的
某个作家远远比超越他们云云，木心看到了，木心看到了他
们的好和他们不好的地方，并且主要是站在整个文学历史来



看，看到他们对今天创作的意义。只有对文学有真切感情的
人才能看到这一点，也只有深刻的人才能看到这一点。在三
下两下就可以打倒一个人一个作家的语境中，很少有人真正
发现列夫·托尔斯泰的伟大，很少有人真的理解福楼拜生气
地说，都别吵了，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木心提到不少大作家之间有一种惺惺相惜之感。比如，木心
谈到乔治·桑劝福楼拜不要一直那么辛苦写着，应该找个时
间去谈个情人，放松放松然后再来写。那时的乔治·桑已经
七十多岁了。屠格涅夫把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寄给福
楼拜，福楼拜大为赞叹，屠格涅夫非常激动地说，这下好了，
福楼拜说好，那就好了，福楼拜说好，那就好了。在木心的
谈话中，我们不时地读到这些细节，这些足够唤醒我们对文
学敬意的细节，也许，这就是谈话的部分意义，他恢复了一
种传统，对人与文字的情感。木心也试图从大作家身上洞察
文学独特的意义，木心一再强调类似米兰·昆德拉所倡导的，
文学不是社会学、哲学、历史、自然……文学是另一种可能，
关于人关于存在关于命运……书写的命运和书籍的命运。

尤其重要的是，木心在谈话中尽可能地回归平实，他一再传
达对耍花招的厌恶，他期望看到的是平凡中的微妙。他厌恶
所谓的流派，他说，在人类的历史中，只有天才才能被人真
正认识和记住。而木心所认为的天才就是那些从砍柴、挑水
的基本功中走出来的人，是那些越来越内敛安静地寻找心灵
宗教的作家。我私下以为真正的作家其实就是一个上帝，他
既创造世界，又给予这个世界于光明、灰暗的存在和言说的
能力。作家笔下的世界和我们的现实世界一样生老病死以及
其他的循环不息，唯有超一流的作家用他们创造的世界来抗
衡我们日暮途穷的现实，或者来纠正我们现实境遇中的可怕
的迟钝。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私下以为列入·托尔斯泰笔下
的安娜·卡列尼娜、福楼拜笔下的爱玛以及奥兹笔下的特工
约珥比我们身边的很多人都要得亲切。这些也是木心在有些
迫不及待的言谈中所暗含的意义。



然而，我读《文学回忆录》多少还是有些失望。木心经常
在“跳”中溜走了，而那些本应该深入进去的话题被远远地
丢弃了。木心对很多作家的谈论有流于表面，或者因为自己
的不欣赏而被轻易剔除了。在骨子里，木心既看不上契诃夫
也看不上马尔克斯，他以为鲁迅的努力是有限的……这些话
题也仅是一家之言，不过，我多少有些意外，一个喜欢福楼
拜的作家怎么会不喜欢契诃夫呢。当然，福楼拜显得更为克
制，更为激情。其实，我对木心喜欢的几个作家也有些吃惊，
他罗列的一些作家偏向于理性，偏向于大局……他对唐诗宋
词的理解也让我有些吃惊。虽然，他一再声称伟大的作品，
要去掉概念，要像哈代那样那么从容缓慢地进行着，但是，
木心的不少作品以及这次出版的文学回忆录也有不少的概念。
只是，我喜欢看的也许就是他身上率性的概念。

回忆录读后感篇八

在《木心谈木心》的新书发布会上，童明提到自己与木心第
二次见面时的细节，他对木心说：“我读了你的书，觉得我
们是一家人。”木心就问他：“那你说说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呢?”童明的回答非常漂亮：“有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有
福楼拜……”从那以后，直到木心去世，他们从未停止过交
谈。陈丹青说木心在纽约的时候，生活上的事找陈丹青，文
学上的事找童明。

人生难得相知心。陶渊明曾“抚剑独行”，寻觅这样一
位“相知人”，到最后也只叹了声：“此士难再得，吾行欲
何求”。对陈丹青和童明而言，他们非常幸运，有木心这样
亦师亦友的知己。对木心而言，更感安慰，他与童明是俞伯
牙和钟子期，与陈丹青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20xx年，木心在老家乌镇去世，享年84岁。比孟子长了一岁。
我去过乌镇，20xx过年的时候，在那里见到一块匾，是木心题
的字。参观了茅盾故居，木心 与他是远亲。幼时 木心常去
茅盾家里借书读，虽不知茅盾有没有亲自指点过他，但是木



心透过茅盾书房的窗户所看到的风景，影响其一生，也算间
接受了茅盾的指引吧。

《文学回忆录》里的内容，是1989——1994年间，木心 在纽
约为像陈丹青一样的中国青年艺术家开设的一门世界文学史
普及课。1978年，中国重新打开门户，对这些刚刚被“放出
来”的陈丹青们而言，木心是座挖不完的宝库。他们不知
道1949年前的中国文学是什么样，样板戏和革命文学之外这
个世界还存在哪些伟大的作品?他们想知道，木心满足他们如
饥似渴的好奇心与求知欲。

我觉得，现在的我们很难再能体会当事人的心情，因为我们
不知道什么叫“饥饿”。

此篇是我读《文学回忆录——木心讲述》的第一篇观感，往
后随着阅读，有了感触将一一记下，作为我的《读文学回忆
录回忆录》。后附木心照片一张，也是此书中第一页所附木
心照片。

回忆录读后感篇九

平里学校有棵大榛树。榛树不知何年何月何人种下。榛树枝
粗叶茂，春天,榛树开满了鲜红的花,全村都弥漫一股清香,使
学校的人们精神振奋。秋天，榛树叶子全都红了，红得像一
团团火，把我们的心也给燃烧起来。

榛树和我也有一种迷之关联。首先，榛里有我的名字第一个字
“秦”。然后，我小时候喜欢玩榛树叶，我喜欢玩榛树叶到
了什么程度，听我讲两个小故事吧！每次下课，我几乎都在
榛树下面玩榛树叶子，有时候就连上课前十几分钟都是在榛
树树叶之间的玩乐中度过的，就连下雨了也不肯回教室。还
有一件事，就是有次，我玩榛树叶时，一个二年级小朋友
（对我现在而言）一直嘲笑我，还弄坏我搞好的榛树叶，结
果呢，被还是幼儿园的我给狠狠地打了一顿，那以后也没有



再看他跑过来烦我。

榛树可以说陪我度过了幼儿园的时光。到了一年级，秋天时，
我仍经常来到这个地方玩，但不会跟幼儿园一样，上课才回
教室了。二年级，我感到很糟糕，我在学习上有所下降，妈
妈又常常发火，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去那下面玩，只是经
常远远地看着它。

后来，我来到了祁山小学，这里也有很多树，但却再也见不
着曾经陪伴过我的榛树。这时候，每到叶子落时，我就想到
榛树，想到童年的那些快乐时光！

回忆录读后感篇十

星期天，我和我妹妹一起去树林里玩。我们们非常开心。

我们来到树林，天就下起了雨。哎！我们想到到躲雨的地方，
终于看到了一个小茅屋，我们赶快躲进去，由于这个茅屋很
久没人住了，很破旧，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

猛的一击，只听见“砰”的一声，我感到背后一阵巨痛，我
转过身，我怒视着妹妹，她却说：“姐姐，你看后面呀！”
我往后一看，哇，好吗？你一个字典一样的蜘蛛躺在地上，
一动也不动。

这时雨已经停了。我们想回家。我们走着走着。前面已经是
一面墙了。我突然感觉我们迷路了。我赶快拿出手机拔打妈
妈的号码，“嘟，嘟，嘟，对不起，您不在服务区”我快昏
了。

妹妹忽然说：“姐姐，你带了指南针没？”我摸了摸裤子口
袋。咦，我带了。我掏出口袋里的指南针，一看，原来是秒
表，哎！“叮，叮，叮——，电话想了，叮，叮，叮——”
我心里一惊，有电话？我把手机打开，“喂，救救我



们！”“嘟嘟嘟……”该死，对方挂了。突然树林里有“沙
沙”的声音。我赶快跑到林子旁边，只见一位老爷爷从里面
走出来，说：“两个小朋友，是不是迷路了？你们住在哪儿？
我送你们回家吧！”“谢谢你，老爷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