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荔枝蜜读后感(优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
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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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荔枝蜜读后感篇一

本书讲的是一个处于唐代李隆基在奢靡时期发生的故事，贵
妃想吃荔枝，皇帝为讨其欢心一句圣旨专派使节俗称荔枝使
从长安前往几万公里外的岭南为其采购鲜荔枝于贵妃诞辰日
献给她来吃。皇宫山珍海味进贡的物品又多，小小的荔枝算
什么，不过重点在“鲜”这就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荔枝常识中最多保鲜三四天，贵妃想吃的荔枝也就只有岭南
产，如何横跨这几万的山山水水在极其有限的时限内送到便
是个天大的难题。所以烫手的山芋没人敢接，因为就是一
个“死路“，不能不完成上级命令，这个坑死差使便落在了
一个起初不知情也被上级坑了一道的老实巴交、官位极低的
中年公务员李德善手中。他从起初的感恩戴德以为捡了个大
便宜到后来认清真相后后事都想尽快安排的情况下，所幸遇
到了老友帮忙出谋划策于绝境处鼓励了一把，便开始了他的
探索运荔枝的故事。结果呢，险象环生，为了他舒一口气的
同时，也感受到了这个“成功”的代价。感怀，结果已经不
算什么了，这个过程，可真是打磨人、锤炼人、折磨人啊，
经历也同时给予人正反两面的反馈，收获和失去。只得感慨
一声，人生呐，可真是想不到会发生什么。

文中太多精彩的地方，还是记录下最让人触动的地方吧。

1、“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
”



李德善万水千山终于来到了岭南，也就是广州，在种满荔枝
的地方结识了当地最好的种植荔枝的人家阿僮姑娘。阿僮姑
娘感受到这个公务员不像一般的“城人”那么霸道横恣，而
是平等、温和的，便愿意与他来往。还告诉他三月红和催熟
之术，李德善却总是忧心忡忡，告诉她自己这辈子从来没有
花那么多钱在一件毫无胜算的事情上。阿僮不解，李德善便
道出了这么坚毅感的话语。

这是即使是明白结果如此，会失败，但是也不想放弃，像是
死也要死明白的感觉，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答案，好让内心可
以名正言顺的面对结局。既悲壮但又让人充满对抗命运的力
量，可以接受任何结局，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尽全力
努力过。

2、做官之道，其实就三句话：和光同尘，雨露均沾，花花轿
子众人抬。一个人吃独食，是吃不长久的。

这是李德善费劲脑筋终于辗转回到了长安把荔枝转运之法详
尽记录准备找各部门配合实施但却遭部门推脱无人愿意配合，
有个叫鱼朝恩的宦官却欣然帮助并要去了这份详案说要学习，
李德善也没多想便交与。后等待消息但却没了消息，尔后找
友人韩洄诉苦才被点拨这职场处事之道。自己并没有多加谢
表，把这功劳均沾给各个部门，即使他们什么也没做，但是
还是要有“感谢”。这叫会做人做事。

这个我也在职场曾被“教导”过，所以才深感这个道理。彰
显自己能力的事如果做成功了大家聚在一起还是应逐一感谢，
即使别人什么也没做，也要有感谢，在领导面前也应这样，
这是常怀感恩之心，里子面子都好看，把自己放在团队里，
谦逊尊敬对人对己。逐渐意识到每个人都有所长有所短，即
使是工作中的专业技能别人不如你，但总有可取之处，谦逊
向身边的人学习，虽不是说要讨别人喜欢，但是集体的力量
如果团结起来还是会有很大助力。小事如此，公司也是如此，
一荣共荣，利益共享，宽厚的胸襟，不以利益至上，职场和



人生之路还是会顺利很多。吃亏是福不无道理，只要自己内
心开解，吃亏也不用不平不满就可。当然，这其中也需智慧
对待各种叵测的人，不是一味隐忍让渡。

3、“流程那种东西，是弱者才要遵循的规矩。

这句话是国之宰相级别杨国忠跟李德善说的。当李德善”意外
“遇到杨国忠便把荔枝转运这事跟他说，杨国忠考虑到自身
利益，顺手赐权让他去做，杨国忠给了他一块贴身银牌，李
德善还想问其要通关文牒好顺利办下去，便说了这话。

这话听来激灵一下，按流程办事仿佛是观念之中要去自觉遵
循的，毕竟流程规则就是为了方便办事而立，但细想确实不
是这样，事在人为，人情社会的中国，法外还有情理呢，当
流程行不通时，这个规矩当守还是不守，当然不必明守…规
则内找规则，所以在我理解强者是会思考的，会从各种角度
找方法。

这层层加码看得我心惊肉跳，上至决策机构下至执行部门，
可不就是这样去执行贯彻的嘛…太阳底下无新事，古往今来，
都是一样的道理。周到没错，可是最后却变成了为了达到这
个字面目的，却不得不做很多违背良心的事，往往忘了初衷
是什么，都变成了狗急跳墙的做法，这是需要警惕的。

5、“我原本以为，把荔枝平安送到京城，从此仕途无量，应
该会很开心。可我跑完这一路下来，却发现越接近成功，我
的朋友就越少，内心就越愧疚。我本想和从前一样，苟且隐
忍一下，也许很快就习惯了。可是我六月一日那天，靠在上
好坊的残碑旁，看着那荔枝送进春明门时，发现自己竟一点
都不高兴，只有满心的厌恶。那一刻，我忽然明悟了，有些
冲动是苟且不了的，有些心思是藏不住的。”

这是内心善良之人才能有此的感悟。历尽艰难险阻，执着于
那个不得不完成的任务，一路走来，看似得到了很多却也失



去更多，这是个容易在权力上迷失的世界，人在经历这
么“难办事”的状态下，会容易仰望和渴慕权力带来的便利和
“尊严”。李德善拼尽全力完成任务后瘫坐在路边，回味一
切时，过不了心里那道良善的坎，努力过了，体验到了这样
的人生，这样的苦难临到头上未必不是件好事，在这样的惊
险中让他的一生都可以回首体味，看到属于他生命中最重要
的东西，最需要守护的是什么。每个人都不一样吧。有的人
是家人，有的人是理想，而李德善是道德上的良善，正如他
的名字一样。

6、这一次摊牌，一家人注定在长安城待不下去。只要我反对，
他便绝不会去跟右相摊牌。可这么多年夫妻了，我一眼就看
出他内心的挣扎。他是真的痛苦，不是为了仕途，也不是为
了家人，仅仅是为了一个道理，却愁得头发全都白了。十八
年了，他在长安为了生计奔走，其实并不开心。如果这么做
能让他念头通达，那便做好了。我嫁的是他，又不是长
安。”

这个很有趣，这是李德善的老婆在被阿僮姑娘问到李德善是
个什么人时，她自顾自说了很多，仿佛要把世人的不解和怜
悯一并解释完。不得不说作者给设的这个人设层次很高……
一个民妇也有如此胸怀。这对枕边人的理解，不就是灵魂伴
侣嘛，好一个如此通透的妇人。一句“我嫁的是他，又不是
长安”，让这次世人眼里被发配的可怜在他们心中变得坦坦
荡荡，心甘情愿。这爱情也着实让人羡慕。有爱人在身边，
哪里都可以是家。

总之，通读下来畅快淋漓，虽然书中有些古语读起来稍些费
劲，但故事层层激人眼球，比侦探小说还过瘾。发生在小人
物身上的无奈、苦难、悲怆描述的不就是人世间的现状嘛。
我们都是这平平的普通人，为这生活和理想也吃了很多苦头，
人生中总是有很多痛苦，还有很多不甘，我们总要和自己和
解，然后擦干眼泪，看向早晨的阳光，该去打拼再去打拼，
不然心甘情愿的接受现状也未尝不可。找寻到自己想要什么，



在迷茫中摸索出未来的路，一路能找寻到人生使命就很有奔
头了。得之我幸，不得也接受。这个世界有很多活法，人生
还是用来体验，也不必在意太多别人眼光，毕竟活在别人眼
中怎么都不容易何必给自己那么多束缚呢。很多道理，真的
是需要时间来理解和明白，每个年龄层都有权力追求自己喜
欢的生活样式，不是什么年龄就该干什么事，毕竟每个人的
时间表不一样，老天面向每个人的人生计划也不一样，能够
找寻出来最好。不过，怎样都好，在良善的坚守下，做让自
己舒服也顺带让他人舒服的事，大多时候甘愿忍受孤独没什
么不好，还是找和自己内里相似的灵魂比较好，这样不至于
那么孤独。对于上天给的各种，坦然接受，在危机中找机会，
有勇气接受一切，找寻到上天给你的每一个计划，找到好的
一面，继续走下去，也就有劲了。

荔枝蜜读后感篇二

故事梗概如下：天宝十四年，长安城九品下小吏李善德接到
一个任务：在贵妃诞辰之日，将荔枝从岭南送到。在当时运
输条件和物品保存方法限制之下，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可怜的李善德，五十多岁终于在京城借贷买了自己德房
子，但却面临完不成任务被砍头的危机。李善德在好友的鼓
励之下踏上了前往岭南之路，在荔枝园主阿僮和胡商苏谅的
帮助下，终于成功将荔枝带到了长安城。讽刺的是，正是将
这不可能之事做成，荔枝运输成为每年的常例，为此各地驿
站背负更大的负担，李善德因直言反驳王爷被流放岭南，最
后因流放躲过安史之乱。

读完这本书，想法如下。一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只是
荔枝来”背后无数人为之所承担的重负。一颗荔枝在唐时运
往长安，需几十骑同时运输，日夜不停；需截茎以保持荔枝
长时间新鲜，一颗荔枝就是一颗荔枝树；需无数驿站为之免
费服务，提供住宿及粮草。二是小镇做题家李善德勤勤恳恳
一辈子直至五十岁才攒够房子的首付，却在做荔枝转运使这
件差事中被放贷之人示好免去了所有香积贷，不禁令人感慨，



也是对当下社会的讽刺。

本文来源：

荔枝蜜读后感篇三

透过荔枝树林，我沉吟地望着远远的田野，那儿正有农民立
在水田里，辛辛勤勤地分秧插秧。他们正用劳力建设自己的
生活，实际也是在酿蜜——为自己，为别人，也为后世子孙
酿造着生活的蜜。

我的心不禁一颤：多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
却是极好的东西。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
自己，而是在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蜜蜂是渺小的；蜜蜂
却又多么高尚啊！

我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来读这篇散文的。早在十年前，妈妈参
加普通话考试时，我就听到过这篇优美的散文。那时伴着蛙
叫声，心里想着甜的蜜，感觉真的很惬意。今天有幸又重读
了一次，终于知道了杨朔是一个男作家，也知道了他是想赞
扬可爱可敬的蜜蜂。蜜蜂用它那幼小的身躯，一年四季努力
着，为自己的目标奋斗着，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作者除了
赞蜜蜂，还借蜜蜂赞扬了劳动人民，他们勤奋不息的为别人，
为子孙后代酿造生之“蜜”。这样的人生在我看来是无缺陷
的。顺便说一件事：我也去过从化，同作者一样，被从化那
优美的山水折服了，那里周围都是山，各种温泉度假村就在
群山中的一个大湖边，空气清新，碧波荡漾。当时，我并不
知道山上、湖边种的都是荔枝树，因为荔枝还没有成熟，也
没见到蜜蜂。但我却买到了荔枝蜜，喝到嘴里，甜到了心里
啊！再泡一会儿温泉，别提多舒服了！感谢蜜蜂！

荔枝蜜读后感篇四

对着杨朔先生的感慨，我禁不住地微笑，是发自内心深处的



那种。

大概没有哪个小孩子曾经是特别喜欢蜜蜂的，也许是因为他
们或多或少地都吃过蜜蜂的苦头。比如说我，在一次摘花的
时候手指被狠狠地哲了一下，从此便对蜜蜂又怕又恨，竟然
便起了把它们屠戮干净的念头。可是一听见它们那嗡嗡飞动
的声音，想到尾后的尖针，雄心便不由自主地萎缩了下去。

但我从小又是蜂蜜的受益者。每年冬天的咳嗽都会使我痛苦
不堪，却又怕药的苦、针的疼。这样一来，妈妈每天都会给
我用温水冲上两碗浓浓的蜂蜜。在那馥郁的甜香里，不知不
觉地便没有了痛苦，我也变得极喜欢蜂蜜，不仅仅在冬天的
时候，一年四季都会发馋，时不时地都要冲上一杯。我喜欢
它的甜，更喜欢甜蜜中的那股浓郁的花香，呷一口蜜水在嘴
里，花香在齿颊间流溢。渗透进每一个细胞。于是，眼前仿
佛出现了漫天的紫云英的海洋，盈盈浅绿的枣花，清甜洁白
的槐花的世界……而在花间飞动的，便是这甜蜜的制造者。
这时，我的心里也不由得涌起了一丝莫名的感动。

这些小东西，真是奇妙又奇怪。它们生活在最美丽的鲜花丛
中，以甜香的蜜为食，又把它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本来在
它们身仁集中了多少世间纯粹的善与美，可是，它们偏偏又
要在尾后长出一根人见人怕的针来，时刻都准备为了保护那
些甜蜜而作生命的最后一搏。

也许，美好的内容与形式很难十分完美地融合。这些勤劳优
美的精灵，想来也只能用针来保护由于真正的纯与美而造成
的脆弱吧。

荔枝蜜读后感篇五

今天我读了杨朔的一篇文章《荔枝蜜》作者首先描写了自己
对离职的喜爱，并引用了苏东坡的诗句：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从作者引用的这句诗句让我更加体会到作



者对荔枝的喜爱之情。虽然没到荔枝收获的季节，但是作者
品尝到了甜美的荔枝蜜，作者从小很讨厌蜜蜂，但是他品尝
了蜂蜜后，决定去看看一向不喜欢的蜜蜂。在温泉公社的养
蜂场里，作者见到了很多蜜蜂，并了解了蜜蜂的生活习性，
了解到蜜蜂是最勤劳的，他每天辛勤的酿蜜，但自己吃的却
很少，他们的寿命却并不长，蜂王可以活三年，工蜂最多活
六个月。作者不禁感慨：蜜蜂是多麽可爱的小精灵啊!它们对
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蜜蜂是很渺小的，却又
是高尚的。

通过读这篇文章，我也不禁敬佩勤劳的小蜜蜂，它一生为人
类服务，从不求回报。它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的
身边也有很多像蜜蜂一样，默默奉献，从不求回报的人。我
长大了也要做这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