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梁实秋文集读后感 梁实秋散文读后感
(优质6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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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
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梁实秋文集读后感篇一

梁实秋真能侃，再小的芝麻粒的事儿，经他的笔一转一化，
汨汨淌出一大洼水，一波三折，有滋有味。

梁先生淡雅从容，典型一绅士，持杖岸立，口衔烟斗，含笑
窥乐。

梁的散文：琐碎。

没有故事情节，全凭见识，将古今中外、日常生活中的琐事
拼凑成文，像碎花裙上的碎花点，杂而不乱，抖开斑斓。

他下笔，东一鳞西一爪，若云里神龙，飘忽不定，反而没有
编故事的斧痕匠气，触类旁通，信手捻来，随心所欲，东西
八千里，上下五千年，逞才仗气，一泻千里地侃下去，毫不
搭界的几件琐事，很巧妙地触电，通了!任何琐碎小事，一落
梁氏笔下，便衍化成滋润丰沛的长文。

因为杂，读者永远新鲜不厌倦，恨不能一气读完。

梁的行文看似轻松洒脱，没有梁的学贯中西的渊博学识，这
一手是学不到家的，这是一绝。



也有人效颦，结果堕入罗嗦，世俗。

至少在我看来，散文到了梁实秋手里，又耸起一座里程碑。

仿佛没有不可入文的事，不信，翻开梁的四集《雅舍小品》，
就像个杂货铺，乱七八糟的货都齐了。

怒、脏、鼾、胖、并洗澡、理发，都是生活琐事，也是他佳
作的题目。

凡是他耳闻目睹的都揽入笔底，正合老上海的一谚语：捡入
篮里都是菜，这是高厨的本事。

经他妙笔点睛，化龙飞舞，这不能不归功於他的渊博与机敏。

梁讲究生活的趣味，他总能从最平凡的生活小事发现它亮晶
晶的趣味，然后笔锋一转，洋洋洒洒，谈笑风生，不时闪烁
出机智，忍俊不禁开涮几句玩笑，令人捧腹厥倒。

他好幽默但不庸俗滑稽，这是他的文章特色。

他文章取材很世俗，人人都有此经历，一经点出其中的闪光
点，自然引起普遍共鸣。

行文幽默、情趣高雅、文字简洁、文采斐然、文笔活泼，深
得读者珍玩。

琐事入笔，典雅出锋，这是梁文的成功之处。

梁实秋又是大学者，莎士比亚全集汉译本第一人，主编的
《远东英汉大词典》更是华人学者研读西方文化的必备参考
词典。

但他写作从不掉书袋，没有头巾气的酸。



他常常信手捻来中外大典的引文，置於一堆俗事中，还原出
引文原有的世俗朴素，充实文章的知识含量，是调味品，不
是醋，更有可读性。

时下一些写手，才看了几篇引文，甚至见了广告上几句古代
诗文，便迫不及待收入“拙着”，企图点缀出文章的源远流
长，一副普人郝隆袒腹晒书的穷酸相。

一坛回味尚可的米酒晒成醋了，原有的酒味也洒了。

读梁实秋先生的散文，我丝毫读不出那与鲁迅先生论战的犀
利来。

在散文里先生是性情中人，是一个有痴、有愤、有忆有乐的
亲和老者。

在这里，他可以忘记年龄似孩童般嬉笑怒骂，也可以似孩童
般天真可爱。

可字里行间，我又分分明明地知道，他是一个老者，一个睿
智的老者。

先生的作品，各有不同却各有着重。

原本不是很清楚的东西，刹那间变得通透且铭记于心。

辟如《清秋琐记》。

大大小小二十七篇小短文，记录了先生在不同时刻与不同书
籍相遇后的反思。

足见，先生是一个乐得反省的人。

现在的社会太热了，从冬天到夏天，从白天到夜晚。



太热了，热得人们停不下脚步去总结、去反思不是。

于是，“热”就让人们越来越迷茫，迷茫得看不清、摸不到
实实在在的心，最后丢了自己，甚至抛弃生命。

所以，反思是重要的，而先生的反思让我“冷”了不少，让
我可以停下步子，去找点什么。

文中有一则是讲勤奋的，我记忆较深。

先生讲述了明朝的一个儒士曹瑞。

“笃志性理，躬行实践，据说其坐下着足处而转为穿，卒时
州人罢巷市哭。”曾白榜一联“勤，勤，勤，不勤难为人上
人;苦，苦，苦，不苦如何通今古?”横额曰：“勤苦斋”。

自小老师便讲着勤奋的的重要，老师说“一年之计在于春，
一天之计在于晨”，那时确是比较勤奋的，每个小孩为了老
师的几句夸奖，几朵小红花就会高兴地蹦蹦跳跳。

后来，初中了，老师没有小红花了，只剩下夸奖，倒也算是
勤奋，每天按时上下课，交作业，只是偶尔偷个懒，打个小
炒，倒也算是勤，起码“奋”是丢了，“勤”还在。

过了四年高中了，老师不仅没有小红花，连夸奖也是少的可
怜。

这下好，就像大家常说的“勤奋”的小人，最终被身体里的
那个“懒惰”小人打败了，再也看不见他了。

后来，我才发现，不是“勤奋”小人死了，而是麻木了，每
天呆呆地做题、做题、做题…再后来，大学了，发现不仅没
有小红花，夸奖，就连老师也没了!

后来我才明白，一直以来起主导作用的并非是勤奋本身而是



外来的刺激，连激励自己都是时断时续，更不用说像曹瑞那
样努力奋进。

勤为人上人，苦中通古今了。

关于爱情还是先生的《槐园梦忆》。

先生关于爱情在《清秋琐记》里记录了《咆哮山庄》里的一
段话“在一个饿人面前，放下孤单的一盘食物，他会集中全
部食欲，绝不辜负这一盘食物;而另一种情况则是给他一整桌
法国厨师为他安排的筵席，他也许能从整桌筵席得到一样多
的享乐，但是每一项食物，在他的关切与记忆中，仅仅是极
微小的一部分。”先生说：“独爱一菜远胜于大吃筵席。

不是饥不择食而是情有独钟。”

正如有人所说，一生爱一人并不是丢脸的`事情。

丢脸的是，你自认为爱了很多人，却没有一个是你真正爱的。

遇到对的人本来就不是很容易，能一辈子对那个爱的人不离
不弃，彼此相守相依，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一个人不能没有亲情、友情，同堂也不能没有爱情。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

人生一世，若得一知己，举案齐眉、相濡以沫，便是再大的
困难也可迎刃而解。

“好的爱情，是透过爱让你更爱这个世界;而不好的爱情，是
透过爱你与这个世界对立”，这人的一番话让人彻醒。

先生与妻子的伉俪情深让人感动，让我忽然觉得，成功有时
真的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两个人的执着。



于爱、于名、于利、于情，先生是真洒脱。

真实的人都是血肉之躯，正如真实的先生也会嬉骂如孩童。

尤其是先生讲的那一段关于骂人的技巧真让我觉得先生是那
么可爱。

他是一个智者却又像一个孩子，一个可爱、可敬的老人。

书与知识能让一个人成长，即使如此，能遇到一个像先生这
样可爱又可敬的智者也是少有的事。

男的先生的文章让人看得酣畅淋漓，不矫情做作，先生真是
值得敬佩的人。

梁实秋是中国现代的散文大家，以擅长写幽默风趣的“闲适
小品”而闻名于世。

正如有人是这样评价他：“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梁实秋文
章面目温和中正，理性与感性兼至，语言素养无懈可击，趣
味风格超妙脱俗，不过，在他的柔和背后，暗透那一层潜在
的悲悯，引人窥见人生的无聊与无奈，空漠苦涩的况味。

这正如吃盐水花生，入口极为面软，可是那花生“生硬”的
印象却总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确实，读梁实秋的散文，是一种美的享受。

它的文笔简洁，风格恬淡，看似平平淡淡，却蕴藏着无穷的
艺术魅力，令人读后余味无穷，遐想不已。

它并不奢谈人生的大道理，然而，在平实的语言后面，却饱
含着作者对生活的感受，让读者细细去体会、咀嚼。

它恰像两三知己灯下夜谈，或直抒胸臆，或旁征博引，或幽



默谐趣。

语言不多，谈的皆是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在淡淡的气氛
中，自有一种韵味，在不知不觉中给人以美的熏陶。

如果您喜爱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也有一定的了解，
那么您一定会发现，梁实秋的散文具有其独道的风格，可谓
是独树一帜。

所以我们也很难将他的散文与中国现代文坛的其他的散文大
家的作品进行比较。

鲁迅、周作人、朱自清、黄裳、傅雷、张中行、陈从周，当
然还有张爱玲，梁实秋与他们相较，与其说他是一名作家，
还不如说他是一位久识的老友、一位循循善诱的老者、一位
正在教导你应如何面对生活的老师。

他的散文是如此贴近读者的生活!你不会从他的散文中看到许
多难懂的大道理，也没有什么过于优美的描写，大多都是些
琐碎小事，但在读他的文章时，你能感到一种无法从他人的
散文中得到的特殊的愉悦感。

梁实秋总是以风趣幽默的笔触描写生活，时而夸张，时而讽
刺，但不论怎样，它总是如此贴近我们的生活，而且在生活
中随处可见。

更令人折服的是，不管时代如何变化发展，显然人的本性并
没有什么变化，生活中的一些事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因为
当我们这些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再读梁实秋的散文时仍如此
亲切。

这可能正是梁实秋散文在多年过去后仍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也正是他的散文能在广大人民群众间广为流传的原因吧!



但是，透过梁实秋散文的幽默谐趣、贴近生活、朴实无华，
我们能够发觉在他文章中那无时无刻不在洋溢着的他之于祖
国的热爱和眷恋，同时也更流露着他心底的真实——他过分
善良的爱国。

这正是一代中国文人的苦啊!梁实秋相信：“文学的国土是最
宽泛的，在根本上和在理论上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界限。

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不同的地方是有的，遗传
不同，教育不同，经济的环境不同，因之生活状态也不同，
但是他们还有同的地方。

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
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
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

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很显然梁实秋是一
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他对无产阶级文艺具有偏见是必然
的。

在梁实秋看来，世界上的人性是一样的，并没有阶级的区别，
而“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因而它是没有
阶级性的。

这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吗?而这样的认识也正与当时的
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的观点是截然相反，所以他也因此
受到了很多人的大力批驳。

但很显然，梁实秋是热爱祖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在文
化上他也提倡民主文化、反对封建文化;对执政的民党政府，
虽然他不想根本推翻，但也是有所不满的。

只是他希望人们能“善良”的解决这些问题。



正如在他文章中所认为的要时刻保持沉默，避免动气，适可
而止。

但历史的事实已经作出了论证，他的理论在当时的情况下是
绝对行不通的，只有依靠武装斗争才能达到彻底的胜利。

但不论怎样，我们也决不能否认梁实秋的文章在中国现代文
坛中所占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更不能否认梁实秋本人作为
一代中国爱国文人的典范地位。

即使他的某些观点确实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毕竟也在尝
试寻找一条中华民族的出路，只是这是一条没有出口的路罢
了。

梁实秋文集读后感篇二

近几天反复读梁实秋先生的散文《男人》，深为其陈辞所感
染：先生将世上男人龌龊、卑微之辈深加以剖析，将男人脏、
懒、馋、自私、嚼舌之风统统加以唾弃，毫不讳言。男人的
形象因此黯淡下来，有失风雅之尊。这一类男人的弱点归根
到底是由于惰性形成，一旦性情堕落，便将人性意识抹灭，
甚至丢置。男人一旦身染不良嗜好，沦为市井之徒，可谓男
性的悲哀。

梁实秋先生(1903-1987)，祖籍浙江杭州，出生于北京一个充
满书香气息的旧式官僚家庭，号均默，原名梁治华，字实秋，
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中国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
批评家、翻译家。一生中既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热忱为国事奔
走，又不忘著译耕耘，堪称伟男人。

他主张思想自由，作品多数取材于日常人生，留心观察生活
事物中细节的地方，小品文中常常赋予诙谐的调侃，又近乎
于情理之中，与时代发展的人们产生心里共鸣。但由于他生



于资产阶级贵族，属于“自由派知识分子”，所以被当时社
会众所非议，抨击之声不绝。 他的女儿现定居于美国西雅图
的梁文蔷在追忆父亲梁实秋时曾说：“在很多人眼里，父亲
是个„洋派十足‟的人，这可能归根于父亲在美国留学时养成
的一些习惯。

据法国白晋所著《康熙帝传》(马绪祥译)提供了康熙的容貌：
白晋是康熙二十六年(1687)到的中国，在北京供职时常常见
到康熙。他说：“他一身丝毫也没有与他占据王位不称之处。
他威武雄壮，身材均匀而比普通人略高，五官端正，两眼比
他本民族的一般人大而有神。鼻尖稍圆略带鹰钩状，虽然脸
上有天花留下的痕迹，但并不影响他英俊的外表。”康熙像
传中还说到他的精神品格：康熙的精神品质远远强过他身体
的特性。他有经得起各种事变考验的坚强意志。

钱宗范在《康熙》中说：“他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自
然科学方面的数学、天文、历法、物理、地理、农学、医学、
工程技术;人文科学方面的经、史、子、集;艺术方面的声律、
书法、诗画。他几乎都有研究。他写出了八九十篇关于自然
科学方面的论著，他亲自审定了多种历史方面的书籍，他还
精通多种民族语言。”在政治方面，一个过着锦衣玉食生活
的皇帝居然有着五十年如一日的兢兢业业。他几乎每天晚睡
早起，坚持御门听政制度，春夏大约从七时开始，秋冬大约
八时开始，其勤政由此可见一斑。康熙也注重养生理念，有
良好的饮食起居，弓马骑射。虽然事物繁忙，却养成了良好
的生活习惯。这里将男人和皇帝相关并提，可见男人若想堂
堂正正为男人，需勤为本，克己慎行。 有一种情形可能稍加
例外，那便是读过老舍先生的小说《骆驼祥子》后而改变这
一观念的。老舍笔下的男人“祥子”是当时社会苦闷、彷徨
的象征，具备此类男人邋遢、世俗的表现是由于现实不幸：
小说刚一开始时，祥子是一个北京城里结识、健壮、虎头虎
脑的青年车夫，“他没有什么模样，但是可爱的是脸上的精
神，头不是很大，圆脸，肉鼻子，两条眉很短很粗，头上永
远剃得发亮，腮上没有多余的肉，脸上永远红扑扑的……”



他身上凝聚传统男人美德、勤劳、无私和人生理想。

小说的最后，祥子已经完全不是最初的样子了，他对生活的
企望和信心以及要强的性格都在无情生活中一点一点丧失，
他的精神面貌猥琐，懒惰狡猾，还耍无赖，最后禁不住夏太
太的诱惑得了一身脏病，这和梁实秋笔下的男人不是大抵相
同了么? 梁实秋先生早年生活时代处于民国动荡时期，中国
底层社会人口生活在苦难之中，怎能顾及奸懒馋猾这些劣性
呢?尤其男人，养家糊口骏命不易，他们当然不具备资产阶级
和西方文化的契合，梁实秋先生笔下的这类“男人”，老舍
先生笔下的“祥子”的人性均被时代特征泯灭，使一切美好
沦为奢望，旧时局和新和谐迥然不同，今天很难再找到梁先
生笔下的那种男人了。 中国的男人多具有吃苦耐劳的秉性，
就连北方家乡的农村一带，男人的衣着朴素，可是很得体，
很干净。春秋之际忙于耕种，冬夏之时有时外出打工，对生
活充满希望，日子过得美满。

且不会风言风语或添油加醋，他们热情，质朴于一身，愿意
帮助有困难的同乡。譬如家乡有一男性王先生先是自己根植
葡萄苗，赚钱后又带领更多的男人一起发家致富。去年回家
的时候我见过他，虽然他言语不多，但是他皮肤细腻，精神
饱满，穿戴整洁，完全不像想象中的农民的装束，这便是社
会生活给予他充实的人生吧。 世上的男人若把梁实秋先生的
《男人》当成一面镜子岂不更妙?男人，无论尊卑，无论贫富，
尽管是一个平凡的男人，一定要养成良好的卫生和生活习惯，
这就是说男人要勤于正业，穿戴整洁，举止文明，胸怀坦荡，
不卑不亢，虽不比将相王侯，但是为人处世安然有序，刚柔
并济，平凡绝对不是平庸。

梁实秋文集读后感篇三

梁实秋作品经典语录一

2、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乃是人间无可比拟的幸福!——梁实



秋

11、酒有别肠，不必长大。——梁实秋

12、只是风流云散，故人多已成鬼，盛筵难再了。——梁实
秋

14、“你若来,我无论风雨会去接你。你若要走,我却当你从
未来过。——梁实秋”

17、你走我不送你，你回来，不管狂风暴雨我都会去接
你。——梁实秋

18、“瘦肉鲜明似火，肥肉依稀透明，佐酒下饭为无上妙
品”——梁实秋《雅舍谈吃》

22、你走我不会去送你，你来，不管风雨再大，我也会去接
你。——梁实秋《送行》

33、我明白你回来，所以，我等。——梁实秋

35、“只有上帝和野兽才喜欢孤独。”——梁实秋《梁实秋
散文》

38、“长舌男”是到处有的，不知为什么这名词尚不甚流行。
——梁实秋《男人》

梁实秋文集读后感篇四

中华五千年灿烂文化里，有多少人拜倒在‘美食’的裙下。
文人墨客更是甘之如饴。

《雅舍谈吃》一书中收录的大多是，梁先生在老北京各家吃
过的招牌菜以及小吃，文风自然亲切，仿佛都是信手拈来，



毫无矫揉造作，不似散文倒有点像是杂文了。他虽不是像美
食家对于美食如数家珍，但他多的是一份文人对于生活的感
悟。

他写的大多数也都是老北京的家常菜，例如：窝头、火腿、
咖喱鸡、醋溜鱼、鱼丸，也写饮酒、喝茶、康乃馨牛奶，亲
切的就像是老一辈在对你唠嗑。看着目录就像看着一份份丰
富大餐，就忍不住食指大动。

梁实秋先生说：“虽然饮食是人之大欲，天下之口有同嗜，
但烹调而能达到艺术境界，则必须有充裕的经济状况。在饥
不择食的情况下，谈不到什么食谱。只有在贫富悬殊而社会
安定、生活闲适的状态之下，烹饪术才能有特殊发展。”因
此朱赢椿与梁先生不同之处在于，《肥肉》一书中更多的讲
述一代人，在那个满是饥饿的时代里，吃都实属不易，更不
要说是肉。而透过一块现代人大多舍弃的油腻的食物，穿越
历史，当或悲或喜的记忆纷至沓来，该是何等矛盾的情感？
听如今文坛上的才子们讲起那段与饥饿的共同记忆，不禁会
有所触动。两本书虽然同是讲吃食，但是《肥肉》多了份历
史版的沉痛，《雅舍谈吃》更多的是对日常美食的惦念。有
些过处尽管不精细，难得的是一位老人对故土的浓浓情意。

远去的吆喝、飘香的美味、挥之不去的袖口淡淡的清香。早
已经幻化成风，悄然入梦。书中写道：“烹饪的技巧可以传
授，但真正独得之秘也不是尽人而能的。当厨子从学徒做起，
从剥葱剥蒜起以至于掌勺，在厨房里耳濡目染若千年，照理
也应该精于此道，然而神而通之蔚为大家者究不可多得。盖
饮食虽为小道，也要有赖于才。名厨难得，犹之乎戏剧的名
角，一旦凋谢，其作品便成《广陵散》矣。”

精湛的绝活凸显的事老北京的生活轶事。老一辈人对于生活
真实的态度，仿佛瞥见一位白胡子老爷爷立于身侧，念
道：“世上之事，唯有美味与理想不可抛。”



老北京里的某些地点、风俗，虽然已经随时代的变迁黯然不
见了，但是再走过那些旧时的寻常巷陌，熟悉的记忆又会在
怵然间奔涌而来，将你淹没。梁先生更是一位性情中人，对
于喜欢的吃的更是写道：“每个混沌都包得非常俏式，薄薄
的皮子挺拔舒翘，像是天主教修女的白布帽子。”又对于不
喜的日本生鱼片又嫌它软趴趴的，黏糊糊的，不是滋味，却
对西湖楼外楼的“鱼生”赞不绝口。这样一个真性情的老先
生让我们怀恋，怀恋他对喜爱的事物“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被有时欣喜，有时爱唠叨，有时情到深处又感伤的
文字倾倒。

个中缘由，我觉得用张爱玲的话，再合适不过。她说：“做
成的蛋糕远不及制造中的蛋糕，蛋糕的精华全在烘焙时期的
焦香。不停地追忆，不停地烘焙，带着记忆和乡愁的香，是
吃的精华。”

张爱玲怀恋的炉膛里冒起的青烟；朱赢椿所记录的是饥饿时
代里一群人的故事；而梁秋实写的不过是对于故土的深深眷
恋。而《雅舍》文字的动人之处，正是对似水年华的追溯。
懂得生活的人才懂食之味。

梁实秋文集读后感篇五

翻到梁实秋的《中年》，却像是听一位坐在茶馆里的老学者
捋着银白色的胡须望着窗外的斜阳不慌不忙娓娓道来：“钟
表上的时针是在慢慢的移动着的，移动的如此之慢，使你几
乎不感觉到它的移动，人的年纪也是这样的，一年又一年，
总有一天会蓦然一惊，已经到了中年……耳畔频闻故人死，
眼前但见少年多，正是一般人中年的写照。”

我相信，任何一位中年人读到这里，都不免颔首称是，中年
的凄惶和无奈也随之浮上心头。

“有一天偶然揽镜，突然发现额上刻了横纹，那线条是显明



而有力，像是吴道子的‘菁菜描’……而最令人怵目惊心的
是，鬓角上发现几根白发，这一惊非同小可，平夙一毛不拔
的人到这时候也不免要狠心的把它拔去，拔毛连茹，头发根
上还许带着一颗鲜亮的肉珠。”

呀，我的头皮竟有了刺刺的感觉。

“一般的女人到了中年，更着急。该凹入的部份变成了凸出，
该凸出的部份变成了凹入……最暴露在外面的是一张脸，
从‘鱼尾’起皱纹撒出一面网，纵横辐辏，疏而不漏，把脸
逐渐织成一幅铁路线最发达的地图，脸上的皱纹已经不是熨
斗所能烫得平的，同时也不知怎么在皱纹之外还常常加上那
么多的苍蝇屎。”

呜呼，我已笑不出来。

然而，接着读下去，心温渐渐转暖：“别以为人到中年，就
算完事。不，譬如登临，人到中年像是攀跻到了最高
峰。……向前看，前面是下坡路，好走得多。”读到这儿，
便有了柳暗花明的端倪。

果然！

“一些得天独厚的男男女女，年青的时候像是一些又青又涩
的毛桃子，如同未经琢磨过的璞石。可是到了中年，他们变
得润泽了，容光焕发，脚底下像是有了弹簧，一看就知道是
内容充实的。他们的生活像是在饮窖藏多年的陈酿，浓而芳
冽！对于他们，中年没有悲哀。”

“中年没有悲哀”，点睛之笔横空出世！

于是，我听见先生豁朗的笑声，和着我心底的欢呼，在空气
中弥漫充盈。



“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地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作自
己所能作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这是梁实秋先
生为“中年没有悲哀”所作的诠释，散发着温婉的理性之光。

顷刻间，这道光倏地射进我的心魂最深处。思绪，瞬间变成
飞流直下的瀑布……

中年，踏遍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不再为“三十功名尘与
土”而扼腕。

中年，见多了“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不再为“是非
成败转头空”而嗟叹。

中年也有追求，但神态是平和的；中年也有憧憬，但步履是
坚实的；中年也有激情，但“对于人生渐渐抱了一种较宽恕，
较玩世，同时也较温和的态度。”

中年，该经历的都经历了，该拥有的都拥有了，该错过的都
错过了，该失去的也都失去了。从此，告别盲目，告别冲动，
告别功名利禄，告别你死我活，告别自欺欺人……宠辱不惊，
看庭前花开花落；褒贬不惑，望碧空云卷云舒。

人淡如菊，生命却陈酿般浓而芳冽。

梁实秋文集读后感篇六

姚锡娟的声音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从《排球女将》的小鹿
纯子、《血疑》中的幸子及德国电视连续剧《海蒂》中的海
蒂和西斯曼夫人再到《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的海伦·凯勒，
她的在淡定从容中又透出坚定和激情的声音一直伴随着我的
成长。

今夜，她又来到了深圳，来到了深圳第10个读书月的朗诵会
上。这一次，她带来的是梁实秋的《中年》。文章写得好，



仿佛是一块璞玉；朗诵者姚锡娟仿佛是一位高明的雕塑家，
把这块璞玉雕塑成了一尊让世人惊羡的艺术品。听着听着，
仿佛跟着声音回到了年轻时代，听着听着，仿佛看见了正慢
慢步入中年的自己。时间的流逝不著一点痕迹，青春的尾巴
也在慢慢消失。我笑了，为曾经的美好年华；紧接着我又泪
流满面，也为曾经的美好。曾经的美好，多好！可是我无法
再回去了，一种痛彻心骨的感觉霎时涌上来，泪水也像断了
线的珠子悄悄地滚落。

当她读到“一般的女人到了中年，更着急。那个年青女子不
是饱满丰润得像一颗牛奶葡萄，一弹就破的样子？那个年青
女子不是玲珑矫健得像一只燕子，跳动得那么轻灵？到了中
年，全变了。曲线还存在，但满不是那么回事，该凹入的'部
份变成了凸出，该凸出的部份变成了凹入，牛奶葡萄要变成
为金丝蜜枣，燕子要变鹌鹑。最暴露在外面的是一张脸，
从“鱼尾”起皱纹撤出一面网，纵横辐辏，疏而不漏，把脸
逐渐织成一幅铁路线最发达的地图，脸上的皱纹已经不是烫
斗所能烫得平的，同时也不知怎么在皱纹之外还常常加上那
么多的苍蝇屎。所以脂粉不可少。除非粪土之墙，没有不可
污的道理。在原有的一张脸上再罩上一张脸，本是最简便的
事。不过在上妆之前、下妆之后，容易令人联想起《聊斋志
异》的那一篇《画皮》而已。女人的肉好像最禁不起地心的
吸力，一到中年便一齐松懈下来往下堆摊，成堆的肉挂在脸
上，挂在腰边，挂在踝际。听说有许多西洋女子用赶面杖似
的一根棒子早晚混身乱搓，希望把浮肿的肉压得结实一点；
又有些人干脆忌食脂肪忌食淀粉，扎紧裤带，活生生的把自己
“饿”回青春去。有多少效果，我不知道。”坐在旁边的女
儿看着我笑，是的，这就是我们这般年纪的女人的真实写照。
梁实秋真是太了解女人了，把这些细节写得如此生动传神，
让人叹服。姚锡娟的声音时而急促，时而缓慢，时而诙谐，
时而严肃，把中年女人的变化读得惟妙惟肖。虽然语言有趣，
带有调侃的味道，但更多是无奈。“花自飘零水自流”，面
对时光的流逝，美貌的消失，那个女人不无奈？人生就如一
出戏，“你方唱罢我登场”，虽然明白这个理，但不甘的是



这颗心！总想着时光对我是宽容的，可哪里又知道时光老人
的心思？安慰自己的是自己的一厢情愿罢了！

但是日子还得继续。随着这首充满谐趣的中年哀怨曲曲调一
转，满眼佳色扑面而来。中年也有着它无与伦比的优越
性，“譬如登临，人到中年就像是攀跻到了最高峰”，“他
们的生活像是在饮窖藏多年的陈酿，浓而芳冽！”尽管时至
今日，中年人的心态已远非旧时那样保守落后，但是梁实秋
在文章中体现出的对人生的体会和感悟，仍是让人获益匪浅，
尤其是他那些饱含哲理的比喻，风趣、贴切，使人得到多重
的艺术愉悦。姚锡娟读到这里时，声音又变得清澈透亮起来，
让无限惆怅的我又回到现实中来，又看到了自己的希望。是
的，“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
作自己所能作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科班的童伶
宜于唱全本的大武戏，中年的演员才能担得起大出的轴子戏，
只因他到中年才能真懂得戏的内容。看看身边的女儿，我又
充满了向前进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