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郁达夫代表作 郁达夫散文读后感(汇总5
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吧。

郁达夫代表作篇一

前些读了郁达夫散文还是最初的样子，迫不及待地读了近百
页，边读边叹，郁达夫先生文笔简直还是那么好！他还是那
么多情！那么率真！

这叹中的意味，大抵可归结于两个原因上面。第一，我对文
学真正感兴趣的高中时代，最先在好友罗创的带领之下，从
家乡遂宁的图书馆借来的书中，至今印象不灭的就是郁先生
的作品了。那时读他的沉一沦、迟桂花、春风沉醉的晚上等，
的确是枯燥学习生活的极大的快慰和调剂。而我后来大学专
业的选择，钟情于日语，郁先生等的作品所抒写的旅日情愁
和罗曼蒂克的与日本少女的恋情大概也对我有些影响，当然
还有郭沫若的落叶，徐志摩的沙扬娜拉等，呵呵。

另一个原因，叹关于杭州的种种描写，我大都可以省省了，
因为作为富一陽一人的他，与杭州渊源自是不薄，他与第二
任夫人王映霞女士后来安家杭州数年，对杭州的景物风土不
但熟悉，而且体味得深沉。在这本故都的秋里边，关于杭州
的散文，亦是相当的多，比如杭州、花坞、超山的梅花、玉
皇山、记风雨茅庐、西溪的晴雨等，他笔下的杭州种种，虽
与今日景象略殊，而意趣盖同。倘若要作一番有深味的杭州
之旅，其他的文字（旅行指南等）之外，郁先生的介绍应当
可以作为上佳的选择之一。



其实，还有一个感叹的原因，那就是时代演进至今日，我们
往往对物质方面的大大进步而沾沾自喜，殊不知，在一精一
神人文方面，那时的知识阶层胜过今日者真是太多了！就拿
郁先生来说，不单国语顶呱呱，还一精一通日德英数种外语，
让人好不佩服。

在前几日的博文秋天的企划中，我曾写过这样的话，“因为，
除了西湖之外，在她周围，还有许多值得一去的地方，有的
是知名的`，有的却并不出名，外地随一团一观光的游客，去
过几个代表一性一的大景点后，便带着到过杭州的喜悦离开
了，很多不甚有名的地方（甚至称不上景点）对游客来说，
纵使听说过，也因为游程的安排等原因，不得不割一爱一了。
”

可是，大约同样意旨的话，早在1935年郁先生便讲过
了，“凡到杭州来游的人，因为交通的便利和时间的经济的
关系，总只在西湖一带登山望水，漫游两三日，便买些土产，
如竹篮纸伞之类，匆匆回去；以为雅兴已尽，尘土已经涤去，
杭州的山水佳处，都曾享受过了。所以古往今来，一般人只
知道三竺六桥，九溪十八涧，或西湖十景，苏小岳王；而离
杭城三五十里稍东偏北的一带山水，现在简直是很少有人去
玩，并且也不大有人提起的样子。”唉，我自问并未拾人牙
慧，可是前人高明至此种地步，叫我如何不叹！

郁达夫代表作篇二

这篇别具情致的游记散文，是作者散文中的名篇。全文初看
起来我们以为这是作者技术有富春江严子陵钓台的游记，以
为作者以纵一情山水为乐，实际上作者此时的心境悲愤极了，
他游钓台并非为山水而来，而是借此“遁世”。

文章开头一段写道：“一九三一，岁在辛未，暮春三月，春
服未成，而中央一党一帝，似乎又想玩一个秦始皇所玩过的
把戏了，我接到了警告，就仓皇离去了寓居。”从这段文字



可以看出作者的处境是非常不妙的，可以说是受到了当局者
的迫害，否则绝不会以“仓皇”来形容。在这样的情形下，
作者决定去游览钓台，我们试想一下作者的出游恐怕多了一
点一样的色彩了，这也为全文打下来基调，为下文叙述做出
铺垫。

作者又叙述了在路途上的一些见闻，我们在字里行间体味不
到作者的快乐，而只是作者“例行公事”班的介绍，全然没
有以往文人雅士笔下的情韵包含其中，我们了解作者复杂的
心境以后，对此更明白作者此行的目的了。

当然，作者对于沿途的所见所闻并非只是“漠然视视”，作
者那悲愤而又无可奈何的复杂情绪在触及有关景物时就自然
地流露出来，我们来看一下在鱼梁渡头：“时间似乎已经入
了西时的下刻，小市里的群动，这时候都已经静息，自从渡
口的那位少一妇，在微茫的夜色里，藏去了她那张白一团一
团一的面影之后，我独立在江边，不知不觉心里头却兀自感
到了一种他乡日暮的悲哀。”这种“他乡日暮的悲哀”正是
作者此刻悲凉心境的生动写照，可以说这段话写得传神极了，
其心中的愁苦心情又怎能用寻常语句来表现呢！还有作者在
叙述桐君山上同一居观前的秀美风景：“空旷的天空里，流
涨着的只是些灰白的云，云层缺处，原也看得出半角的天，
和一点两点的星，但看起来最饶风趣的，却仍是欲藏还露，
将见仍无的那半规月影。这时候江面上似乎起了风，云脚的
迁移，更来得迅速了，而低头向江心一看，几多散乱着的船
里的灯光，也忽明忽灭地变换了一变换位置。”作者面对的
如此秀美的风景并没有欣喜若狂陶醉其中，反而发出了这样
的感慨：“真也难怪得严子陵，难怪得戴征土，倘使我若能
在这样的地方结屋读书，以养天年，那还要什么的高官厚禄，
还要什么的浮名虚誉哩呢？”我们应该明白作者写此文时还
不到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也是能在文学创作中出
成绩的时候可是作者却想“结屋读书，以养天年”这是何等
的残酷，我们由此可以想象作者已经灰心失望到了极点心中
的郁闷如喷一发的火山岩浆一样不可遏止了。当然，我们试



想一下作者如果在此“结屋读书，以养天年”他的内心真的
能够安事平静吗？这就很难说了，在当时严酷的社会现实中，
作者想固守心中的那份“净土”恐怕也是不容易的。这种遏
不住的情绪，在到达严子陵祠堂，见到壁上题有许多过路高
官殊俗不雅的诗句以后，可以说是达到了高潮。作者看到夏
凌峰先生的题字后，使忍不住称赞起他的风骨来：“比较起
现在的那些官迷的南满尚书和东洋宦婢来，他的经术言行，
姑且不必去论它，就是以骨头来称称，我想也要比什么罗三
郎郑太郎辈，重到好几百倍。”这种愤懑的心情溢于言表，
表达了作者对叛国投敌的无耻文人“罗三郎”“郑太郎”辈
的切齿痛恨。不过他的愤懑到此没有止住，作者“堆起了几
张桌椅，借得了一枝破笔。”于是在“高墙上在夏灵峰先生
的脚后放上了一个陈屁，就是在船舱的梦里，也曾微吟过的
那一首歪诗。”

“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悲歌痛哭终何补，义
士纷纷说帝泰。”这几句将作者心中的愤懑之情表露无遗了。
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残酷杀害了大批
以共产党为主的仁人志士，而剩下的广大革命者并不为而屈
服，与之展开不懈的斗争；另外，面对严酷的现实，广大爱
国人士只能黯然流泪，可这却于事无补，更可恨的是一些所
谓的“义士”，现在纷纷充当国民党反动派的“谋士”为之
出谋划策，以求一官半职。这真是天大的粉刺，可作者却欲
哭无泪，这一腔悲愤之情也只能诉诸于笔端。所以说作者在
文中插一入这首诗并非是“心血来潮”而恰恰是作者布局谋
篇的高明之处。

总体上说，这篇散文作者以自己独到的手法加上自己的灵一
性一，细致入微的用清丽自然的话语为我们展示了景物的神
韵，并且通过景物描写把作者心中的感受抒发得淋一漓尽致，
所以值得我们学习。



郁达夫代表作篇三

常常读郁达夫的散文，特别是在无人的时候，一个人慢慢的
读，字里行间透射出的淡淡的愁绪令我难以忘怀，总是会不
断的品嚼、回味、追想，从他的一个个字中，一段段话中找
寻他的思索，他的心情。

在他的文章里，他总会时不时的透过语句告诉你他有着一定
的忧郁症。是的,一个内心细腻而敏感的人总会有一定忧郁。
不过这种忧郁却如一阵风抚过湖面,它搅起你心中阵阵涟漪，
在你心灵深处触动一下，它让你重新去审视这个世界。

有人说,郁达夫的小说和散文难以分清.他的文段读上去似乎
是他随意从字典里拣出一两个字凑成一句话的。看上去如此
的随意却让你越读越有味。“暮春三月底，偶尔在火车里，
看见了些浅水平桥，垂杨古树，和几群飞不尽的乌鸦。”短
短的一句话，几个遣词造句，却道出了一幅画，它的简约，
它的清秀，和一种捉摸不定的感觉却让我不得不陷入沉思，
去感悟他笔下描写的风景。

了解郁达夫文章的人，都知道他的文风比较颓废，特别是他
的小说，好像就是从一个人生活片段随便剪裁下一段，开头
令人莫名其妙，结尾更让人莫名其妙。他不是向你说一个很
深刻的道理，而是让你从一个人生活中发现自己的生活，或
是你如他笔下的主人公一样，对生活充满厌倦，一天只是浑
浑噩噩的过日子，或许比那个人还糟。大概除了特别的作品，
如哲学家，思想家所作的，它的作品在于教育世人，大概对
作家而言，他们的作品在于让读者从中找到自己的生活，让
读者自己去找寻生活的意义。

中国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状况是危机四伏的，外面侵略者是虎
视眈眈，内部军阀割裂内战不断，或许这种对社会，对国家
的担忧化为了郁达夫的文风，埋藏在他文章里的忧愁虽然是
淡淡的，却是那样挥之不去，搅乱着你的心头。他的散文，



尤其是自传部分，对他成长的描述虽充满了孩子对世界的好
奇，青年的壮志，求学奋进，但总会时不时地透露出作者的
伤忧，他描写他的出生，“在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三的半
夜，一出结构并不很而尚未完成的悲剧出生了……战后的国
民尤其是初出生的小国民，当然是畸形，是有恐怖狂和神经
质的。”这种自嘲多少让人感到伤感，而讽刺的背后不是鼓
舞人心，而是更让人忧郁。对于他的孩提时期多是些对风景
的描绘,节奏是轻快明朗的，只可惜演奏者是带着忧郁的心情
演奏。他的求学从当地的私塾到乘船到杭州，嘉兴，直到随
他大哥到日本，郁达夫的早期求学经验是比一般的人成熟，
家境笸箩，独处他乡，或许是这一切都造成他精神上的愈加
孤独。

郁达夫散文的思想倾向，确实是表现出了自己的独特的个性，
他对于旧中国那种阴暗发霉的生活，充满着一种强烈的愤懑
情绪，用一种极端憎恶和彻底决裂的心态，大声疾呼地去痛
斥它，揭露它。其散文实在太丰富，有多少佳篇值得反复地
去咀嚼。从思想内容方面来说，可以通过这些作品理解郁达
夫以及他所处的时代，可以看出他不少畸形和病态的情思，
也正是被这社会阴狠和暴虐地迫害所致，至于从艺术技巧方
面来说，则可以极大地有益于读者审美情操的陶冶和升华。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想再写了，来抄一首辛稼轩的《丑
奴儿》词，权作尾声:“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
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
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郁达夫代表作篇四

在很久以前就听说《沉沦》这部作品了，但不知道是出自哪
家，而且对这"沉沦"二字充满了迷惑和不解，也许是好奇吧，
想知道这部书到底告诉我们什么故事。

读了《沉沦》和对郁达夫个人生平的了解，我知道了这里面
有很大的个人经历自序的成分。感觉到里面的语言风格是凄



凉的、悲苦的、感伤的，而且随处可见。我知道有很多人对
郁达夫先生的评价是不高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好的，低劣的。
但我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在心中翻腾，这感觉却是最起码的深
沉和严肃。我想说一个人只有在心情和作者在写作品时的心
情相似的时候，才会引起共鸣。

提到郁达夫就不能不说他的小说，而在他的小说中又不能不
提到《沉沦》，提到《沉沦》呢，又不能不说《沉沦》中表
现出来的性苦闷，性压抑，以及故事里主人公所表现出来的
精神忧郁证和精神衰弱症。还有这些给他们带来的生活上和
精神上的痛苦。

以往的中国向来是谈性色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不
断进步这种现象似乎稍有好转。因为稍有不慎就会被划到色
情那一面去了，而这中间的尺度又似乎只有"大家"才能娴熟
的把握。普通的作家似乎是望尘莫及的。

但因为郁先生所处的时代便赋予了他的作品的新的生命和内
涵。毕竟那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的时代中的一个时期。
就《沉沦》中的"我"而言，性苦闷是有原因的，首先，是身
处异国而同时遭受着日本人的凌辱，被人看不起。其次，是
因为对真挚爱情的追求的愿望始终得不到满足。由于文中的"
我"是没有朋友的，没有亲人的，没有恋人的。所以就谈不上
什么友情、亲情、爱情了。所以"我"变得忧郁、孤独、深沉。

"我"在文中第一次犯下了罪恶的时候，是无意识的，然而第
二次、第二次......却是在有意识的情况下犯下的。而在这
过程中"我"是无法自控的，可以说是无法自拔的。"我"之所
以在文中仇视一切，觉得身边的人都是看不起自己的，是自
己的敌人，而自己虽然是自卑的但在"我"的内心深处又有些
瞧不起周围的人，也就是说这种极度的自卑当中有一点点自
恋的成分。

文中多次提到"祖国啊，你何时才能富强啊"从中我们可以看



出此文有一定的爱国主义色彩。我不知道到底是由性苦闷导
致的忧郁和精神衰弱，还是因为自卑和忧郁导致的性苦闷。
或许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但我不得而知。

文中的心理描写可以说是非凡的，从中我们可以了解"我"的
心理矛盾的斗争是多么的激烈，一种向善的焦躁与贪恶的苦
闷之间紧张的内心冲突，时而冲动但尚思克制，但最后终究
得到解脱达到更高的境界，使灵魂得到一次次的净化和升华。
但文中的自我暴露和剖析是惊人的，是坦诚的。"我"在文中
的行为是奇异的，是被大家所接受不了的，这其实是他对周
围人和环境以及整个社会的畸形的反抗和深沉的的抗诉。

郁达夫代表作篇五

为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反抗封建专制，被学校开除，因而
为社会所不容。他以青年人所特有的热情渴望着和追求着真
挚的友谊和纯洁爱情，但受到“弱国子民”的身份的拖累，
这种热情受到侮辱和嘲弄，在异国他乡倍感孤独和空虚，成
为了“忧郁症”的患者。他不甘沉沦，但又不可自拔地沉沦
下去，在彷徨失措中，来到酒馆妓院，毁掉了自己纯洁的情
操。事情过后又自悔自伤，感到前途迷惘，绝望中投海自杀。
他在异国的遭遇，与祖国民族的命运密切相联，因而主人公
在自杀前，悲愤地疾呼：“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小
说强烈的表达了一代青年要求自由解放、渴望祖国富强的心
声。在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屈辱地位的中国青年中引起同病
相怜的强烈共鸣。

大多数作品选和文学史对这部小说都做以上的解读，即从意
识形态的角度强调小说中主人公爱国的社会意义。事实上，
我在读过小说之后，觉得小说中“我”几次写到“祖国”，
都和传统意义上的爱国并无太大关系，只是“我”自怨自艾
时的一种借口。



大多是由于所谓的“忧郁症”导致的敏感、多疑、偏狭造成
的，很难都推到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对“支那人”的歧视上：
因为“我”不仅是感到“日本人”对自己的冷淡而发出复仇
的呼喊，即使是自己的同胞甚至自己嫡亲的兄长，也会反目
成仇，因此与其说是由于祖国弱小，身在海外受到歧视社会
原因使“我”产生痛苦，不如说是由于“我”本人的性格弱
点使自己产生痛苦，是一种病态的痛苦，作者只是以自然主
义的手法将这种痛苦表现出来而已，将小说的主题勉强拉
到“爱国主义”上，我以为并不符合小说的真正实质。而从
叙述者的语气中，也可以看到作者对这一点是有着清醒的认
识的，因此在描写到主人公的某些内心情绪时，会有一些近
似调侃的句子出现。

如描写到他与兄长之间发生了龃龉，并写信与兄长]“绝交”，
描写他心中“恨他的兄长竟如同蛇蝎一样”，然后写道：
他“把他兄长判决是一个恶人，他自家是一个善人。他又把
自家的好处列举出来，把他所受的苦处，夸大的细数起来。
他证明得自家是一个世界上最苦的人的时候，他的眼泪就同
瀑布似的流下来。”

在这一番描述中，作者虽然没有出面分析主人公的极度“自
我中心”的错误，但语气显然是不赞同的。

总之，我以为， 与其说《沉沦》是一部社会悲剧，不如说它
是一部性格悲剧，

以“我”的性格，不论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恐怕都不会
感到快活。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毫不掩饰地揭示了一个
恋慕少女的少年内心的情绪躁动。而之所以有文学史上那看
似严肃的解读，我以为主要是因为“性”的问题是建国后评
论者力图回避的话题，但小说的作者却又是一位现代文学史
上无法回避的进步作家，《沉沦》也是一部无法回避的代表
作，因此只好借着小说中几次出现的“祖国”字样，将小说
的主题拉到“爱国主义”上面，对其中显而易见的“性的躁



动”避而不谈了。以我之见，这部小说是一部“私人化”极
强的作品，如果说它反映了什么时代进步思想的话，那也只
是由于作者对“性欲躁动”和内心隐秘的大胆揭示，所展现
出来的，对“个性”自由、解放的强烈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