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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
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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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雨散文读后感篇一

望着眼前的城市,很难将他和一片旧日流放者的土地联系在一
起。可他却真真切切的曾长久地作为一片荒凉而原始的土地
存在着。曾有那么多南国佳人带着内心折磨和身体的苦痛踏
上这方人烟稀少的土地,去承受更多的悲哀与绝望。他们为这
片土地添上了又一重难以抹去的厚重,也为这荒凉之地留下了
让人无法不动心的浪漫清怀。

我曾多次在心中抱怨东北的土地上找不到江南水乡那般雅致
的景儿,也找不到曾历几朝的大古都或是什么值得骄傲的特色。
但透过这篇文章,重温他的历史足迹,我选择对他表示敬重。
敬重他的开拓者,敬重他所默默承载的太多哀愁。对繁华的中
原来说,他应该是片蛮夷之地,他罕见人迹长期被人漠视。那些
“腰緾万贯,骑鹤下扬州”一类引人遐想的诗句不会停留在这
里。“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悠然也不肯照拂这里。但
他却以他独有的坚强,支撑着自己去等待,等待人们去发现去
开拓,并以苦难强迫这里生活的人去展现另一种精神,另一种
高贵。一种无畏寒雨风霜的`精神,一种于生死存亡线上坦坦
荡荡的高贵。

这片土地上蕴载了太多人的汗水和泪水。流放者们以汗水开
辟他的新的家园,“以屈辱之身在这点燃文明的火种”,而他
们的子孙又在这里见证着民族的危亡时刻,国土沦陷,同胞被
残害,整个中国大地在黑暗中痛苦的呻吟。这片土地倍受蹂躙,



却终究一次又一次挺了过来,屹立在祖国版图的最东端。他经
受过无数子民泪水的洗礼可仍旧静默着。留下一个宽厚的历
史背影,将一切苦水独自饮下。让如今的我们难见端睨。

这片土地以荒凉开始,以苦痛成长,以坦然面对,又以坚定前行。
他从未的温柔如水,却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开拓中成就了太多珍
贵感人友谊,远道而来的流放者们相互扶持着生存,展现着不
掺虚假的真挚。他曾长久的被人遗忘,可当一批批人闯关东闯
到这里把这当作一片福地,他又微笑着点头,敞开怀抱去接纳
受难的子民。

我抬头望天,夕阳西下即将洒下最后一抹余辉。低头看地,尽
是车水马龙,这里已不再荒凉。这里也于我心中不再令人厌倦。
他是我一直生活的地方,他亦是承载了太多人的故事,承载了
太沉重的历史的地方。他应该被敬重,应该让我们的记忆深刻。

秋雨散文读后感篇二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艺术理论家，中国文化史
学者，散文作家。

全书分为“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千年一
叹”、“霜冷长河”、“行者无疆”这五个部分。

余秋雨老先生好些年以前写过一些史论专著，文笔很有特色，
轻新脱俗，洒脱、放达而又潇洒，让人读上去自然而又舒服，
不夸张，不悲伤，没有什么好词好句，没什么特别的手法，
不像有些文章用比喻，用拟人，用夸张等等，不局限于这些
章法，而是用自己独特的风格写出让每个人都叹为观止的文
章。就像老舍写的《草原》。自然而又优雅，不做作，简简
单单几行字，就完美地描绘出所要说的那一幅画面，真实而
又美好。

就如“青山绿水，长路一条，走不多远就有一座。高高的，



全由青石条砌成，石匠们手艺高超，雕凿得十分细洁。顶上
有浮饰图纹，不施彩粉，通体干净。鸟是不在那里筑窝的，
飞累，在那里停一停，看看远处的茂树，就飞走。”这一段，
这是一开始的一段，只是简单的叙述而已，却给人无限遐想
的空间，想象着远处的山，清澈见底的水，绵延十几里的路，
路边是一座又一座牌坊，它们很高，很大，还有好看的图纹。
牌坊上时而会看见几只飞累的小鸟，在那儿歇息，倒也并不
安居，过一会就又飞走。这一幅简单的图画，在作者笔下用
简单的词句描绘出来，却别有一番风味。

这样的文章并不多。

仔细想想，萧红写的文章《我和祖父的园子》便是如此，也
是自然，真实，美好。“太阳在园子里是显得特别大。花开，
就像花睡醒似的。鸟飞，就像鸟上天似的。虫子叫，就像虫
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
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
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谎花，就开一谎花，愿意结一
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
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地飞，一会儿从墙头上
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儿又从墙头上飞走一只白蝴蝶。它们
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只是天
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又有这样一本书，让人读着读着，
就不由得沉浸在已逝的烂漫的童年生活中。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呼兰河传》，和余秋雨的散文一样美，简单却又不失味道，
虽通俗却又十分自然，自然中透着美好与真实。那种意境，
远比夸张的文章要吸引人得多，一个是外表华丽，却找不到
内在，另一个则是表面简简单单，普普通通，而只有细读一
番，才可能品出其中的自然美。

我本身就十分喜欢散文，诗歌之类的文章，因为它们不仅表
达字面意思，更是能从字里行间体会到作者想要表达的真实
情感。还可以学学名家文笔，多多感受，在自己的文章中注
入自己的情感，读上去一定与众不同。



秋雨散文读后感篇三

（一）读秋雨的书，如同读着一本厚厚的历史，更加有万象
的人生世态和丰富的风土人情。

秋雨的心是年轻的，却又是迟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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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的人生是美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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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雨对梦想的初衷，对历史的感悟。更是由于他对人类历史
的重视。他追寻的心是沧桑的，他对待敦煌文明遭受蹂躏的
过去不再如别人所云的那样，将罪过归咎于一尽全力保护但
却无力回天的王道士。历史的失落是有她既定的命运也有历
史的更深层的本质的。历史的源远流长也正是因为它有令人
悲痛的过去。

初次接触余秋雨是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很是被
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所折服，他的思牵千载，行云流水的记
录，对历史、对文化渗透着的领悟力，也是使余秋雨在中国
的文化史上留下一席之地!

而后接触到他的另几本着作，如谈史谈鉴的《山居笔记》、
阐述立身处世的《霜冷长河》、《行者无疆》，以及对比几
大文明的《千年一叹》，还有类似回忆类的封笔之作《舍我
一生》。读完后，总想写点什么，却一直未敢动笔，只怕自
己的看法大为浮浅，甚至落入俗套，而今下定决心来浅谈一
下余秋雨散文的写作风格问题，对于我们的写作也有很多的
借鉴意义。

余秋雨散文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对中
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考和反问，与其他一些文化散
文家相似，余的作品更透着几丝灵性与活泼，尽管表达的内



容是浓重的。

余利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丰厚的文化功底，将历史与文化
契合，将历史写活、展现，引起我们反思、追问，作为一个
知识分子，他的作品已渗透了文人的忧患意识和良知，这点
也是最重要的。典雅、灵动如诗般的语言。

余对语言有一种超强的领悟力和驾驭能力，他的散文追求一
种情理交融的雅致语言，并且“语言在抒情中融着历史理性，
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

他选择恰当的、富有诗意、表现力的语言加以表达，这些语
言具有诗的美感，从而把复杂深刻的历史思想和文化说的深
入浅出，平易近人，可读性很强。同时他还综合运用对偶、
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大段的排比，对偶增强了语言表达
的力度，构成了一种语言的气势，使语言不矫揉造作，装腔
作势，平淡无味，而富有了张力，富有了文采。

简单叙述至此，最后一余秋雨的一句话来结尾。

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早一天就多一份人生的精彩;
迟一天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扰。

（二）读着《余秋雨散文》，就如同读着一本厚厚的历史书。
书里更有人间百态，有爱恨情仇让人们去品味，去欣赏，从
中获得心灵的升华。

初次接触他的文章，是语文课本上那一篇《信客》。读毕，
平淡的语调，朴实的语言却描绘得如此生动，令我不经心生
敬佩。专业点说，就是他选择恰当的、富有诗意、表现力的
语言加以表达，这些语言具有诗的美感，从而把复杂深刻的
历史思想和文化说的深入浅出，平易近人，可读性很强。

余秋雨的散文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对中国



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余秋雨的作品更透着
几丝灵性与活泼，尽管表达的内容是浓重的。同时他还综合
运用对偶、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大段的排比，对偶增强
了语言表达的力度，构成了一种语言的气势，使语言不矫揉
造作，装腔作势，平淡无味，而富有了张力，富有了文采。

我欣赏《苏东坡突围》。正如苏辙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
以名太高。”正因为他太出色、太响亮，使得那些品格低下
的谏臣有了嫉妒的目标。然后苏轼就被你一拳我一脚的批判，
甚至贬损。八百多年前苏东坡先生的遭遇,本已尘封于历史之
中,然而余秋雨先生的《苏东坡突围》，()对曾经攻击过苏东
坡先生的人经行强烈的反驳。用词之尖刻，情绪之激昂，在
文字之中尽显铺张。恣意汪洋的文采、率真自信的个性、乐
观豁达的气质，都是我们对这位大才子苏东坡的认识。几百
年来，其诗词文赋吟诵不绝，相传至今。我欣赏苏东坡先生
桀傲不驯的个性，乐观向上的情感，却每每心痛其人生频频
遭遇的坎坷。苏东坡是中华文明史上既不可遇又不可求的文
化伟人，而他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正是促进他成为伟人的原
因。这些，在《苏东坡突围》中详细又透彻的体现了出来。

余秋雨利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丰厚的文化功底，将历史与
文化结合。将历史写的活灵活现，把文化述的铿锵有力，引
起我们反思。正如专家们所评价的，“语言在抒情中融着历
史理性，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

这，就是余秋雨。这，就是《余秋雨散文》。

（三）静的夜空，最好莫过于读书，一盏孤灯，一杯浓茶，
细细品味。

《垂钓》是《余秋雨散文》中的一篇，是余秋雨夫妇在海参
威的见闻，情节十分简单。一胖一瘦的两个垂钓老人，因为
个人喜好不同，胖老人在钓绳上挂了六个小小的钓钩，每次
下钩不到半分钟他就起竿，次次都会挂着六条小鱼，他忙忙



碌碌地不断下钩、起钩，从来没有落空，落日余晖的时候，
总是快乐地满载而归;瘦老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的钓钩只
有一个，而且硕大无比，即使没有大鱼上钩，他都倔强地端
坐着，等着暮色苍茫了，瘦小的身影还在与大海对峙。

两位老者不同的性格追求，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胖老
人归去的时候已是盆满钵满，快乐的脚步如胜利者凯旋。瘦
老人虽然用背影来鄙视同伴的浅北，但他毕竟鱼桶空空，一
个人在暮色渐浓的大海边寂寞地等待，孤独地守候!

余秋雨在散文中说道“一个更加物质，一个更加精
神”，“一个是喜剧美，一个是悲剧美”，“他们天天在互
相批判，但加在一起才是完美的人类”。的确，人类在演绎
故事的时候，皆因为不同的人生观而丰富了结局，让旁观者
更觉意味无穷。

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如果不认清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客观条件，
一味盲目地追求自己力所不能及的目标，那种孤单寂寞的对
峙并不能显示崇高，唯有不断地充实自己，发现自己，脚踏
实地的面对和解决，才会象胖老人一样，面对人生自如地下
钩、起钩，而且次次都是满载而归，撞开人生的一扇扇希望
和快乐之门!

夜深人静的时候，静静的翻开这样的一本书。再去品味书中
对人生、灵魂以及人性的感悟。当然会感慨万千。

秋雨散文读后感篇四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艺术理论家，中国文化史
学者，散文作家。

全书分为“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千年一
叹”、“霜冷长河”、“行者无疆”这五个部分。



余秋雨老先生好些年以前写过一些史论专着，文笔很有特色，
轻新脱俗，洒脱、放达而又潇洒，让人读上去自然而又舒服，
不夸张，不悲伤，没有什么好词好句，没什么特别的手法，
不像有些文章用比喻，用拟人，用夸张等等，不局限于这些
章法，而是用自己独特的风格写出让每个人都叹为观止的文
章。

就像老舍写的《草原》。自然而又优雅，不做作，简简单单
几行字，就完美地描绘出了所要说的那一幅画面，真实而又
美好。

就如“青山绿水，长路一条，走不了多远就有一座。高高的，
全由青石条砌成，石匠们手艺高超，雕凿得十分细洁。顶上
有浮饰图纹，不施彩粉，通体干净。鸟是不在那里筑窝的，
飞累了，在那里停一停，看看远处的茂树，就飞走了。”

这一段，这是一开始的一段，只是简单的叙述而已，却给人
无限遐想的空间，想象着远处的山，清澈见底的水，绵延十
几里的路，路边是一座又一座牌坊，它们很高，很大，还有
好看的图纹。

牌坊上时而会看见几只飞累了的小鸟，在那儿歇息，倒也并
不安居，过一会就又飞走了。这一幅简单的图画，在作者笔
下用简单的词句描绘出来，却别有一番风味。

秋雨散文读后感篇五

静的夜空，最好莫过于读书，一盏孤灯，一杯浓茶，细细品
味。

一个，而且硕大无比，即使没有大鱼上钩，他都倔强地端坐
着，等着暮色苍茫了，瘦小的身影还在与大海对峙。

两位老者不同的性格追求，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胖老



人归去的时候已是盆满钵满，快乐的脚步如胜利者凯旋。瘦
老人虽然用背影来鄙视同伴的浅北，但他毕竟鱼桶空空，一
个人在暮色渐浓的大海边寂寞地等待，孤独地守候!

余秋雨在散文中说道“一个更加物质，一个更加精
神”，“一个是喜剧美，一个是悲剧美”，“他们天天在互
相批判，但加在一起才是完美的人类”。的确，人类在演绎
故事的时候，皆因为不同的人生观而丰富了结局，让旁观者
更觉意味无穷。

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如果不认清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客观条件，
一味盲目地追求自己力所不能及的目标，那种孤单寂寞的对
峙并不能显示崇高，唯有不断地充实自己，发现自己，脚踏
实地的`面对和解决，才会象胖老人一样，面对人生自如地下
钩、起钩，而且次次都是满载而归，撞开人生的一扇扇希望
和快乐之门!

夜深人静的时候，静静的翻开这样的一本书。再去品味书中
对人生、灵魂以及人性的感悟。当然会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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