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伤心渡口林清玄读后感 林清玄散文读后感
(大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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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
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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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心渡口林清玄读后感篇一

几年以来，我都是林清玄文章的忠实书迷，虽然我不知道林
清玄的长相，不知道他的性格，当读过他写的散文之后，都
能体会到那文字上的淡淡之香。仿佛他拿着一支神来之笔，
一挥，就能写过各种优美的文章。读了寻找幸运草这一文章
后，使我体会到他文笔上的那种清幽和大气。

也许你会疑惑到：“幸运草是什么东西”，幸运草实际上是
酢浆草，只是传说四片叶子的就是幸运草，其它的都是三片
的，而文中的作者，是一个非常爱好找幸运草的人，其实，
幸运草是不存在，可作者还是在寻找，直到这一举动被他的
两个侄子看到了，使他们也开始找幸运草了，仔细一想，虽
然找也是白找，但这是多么坚持不懈的品质呀！

人的一生，要是拥有坚毅的品质，那做事不是很好吗？虽然
幸运草不存在，但在你仔细发掘之后，你会发现比幸运草还
好的东西，而幸运草，也已经常常地埋在了你的心里。河蚌
忍受了沙粒的磨砺，终于孕育美丽的珍珠；顽铁忍受了烈火
的赤炼，终于烧成锋利的宝剑。也许这些豪言壮语都是虚幻
的，但却奠定了成功的基础。

古罗马诗人奥维德曾经说过“忍耐和坚持虽是痛苦的事情，
但却能渐渐地为你带来好处。”司马迁是我国一名有名的人
士，他写的史记有52万字，且还是在牢狱中借那坚毅的面孔



写下的。我想：在我们的心中，只要我们能够宽广坚持，只
要我们的情感够细腻，只要我们拥有坚持的信念，我们的心
就会长出一株美丽的，四个叶片宛然的幸运草。

在我们的生活中，许多人都怀有自己的愿望与理想，而这只
需我们的坚持信念，那不可能就会化成可能，可能就化成必
定。

如今，我已合上这本书，回想那文字中花的鲜美，月的皎洁，
风的温柔，更有一种人性的芬芳，就像我们心中的苹果树，
那苹果掉下感情了我们，让我们知道了这世界的广阔，还存
在许多的纯净。

伤心渡口林清玄读后感篇二

林清玄读后感（一）

初读《林清玄散文精选》一书时，书中优美的辞藻，散发着
一股淡淡的清香，引人入胜。书中深厚的含义深深地吸引了
我，或许是志趣投合吧，喜欢淡雅散文的我，一下子喜欢上了
《林清玄散文精选》。

最让我喜欢的是，林清玄叙述自己儿时的故事。虽然表面说
着自己儿时的事，但总表达着一种情感。每次看这本书时就
会情不自禁融入其中，看到了林清玄与“棋子”下棋，看到
了林清玄和小松鼠嬉戏，也看到了林清玄过火时的恐惧、害
怕。

未了，似乎还沉浸在林清玄淡雅的散文中。不由得也吟诵出
一句话：

活在苦中，活在乐里；活在盛放，也活在凋零；活在烦恼，
也活在智慧；活在不安，也活在止息。这是面对苦难的生命
最好的方法。



林清玄读后感（二）《月在天心》读后感

我的家乡是个小镇，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在那儿，我有
过太多关于月亮割舍不下的记忆。

刚升初中的时候，学校离家蛮远的，再加上还要上晚自习，
每天到家都要九点多钟。那个时候，早已是众多人家休息的
时间了。父亲为了锻炼我走夜路，晚上不再接我。放学之后，
一个人要走很远回家，对于一个十四岁的女孩来说，难免会
胆战心惊。但是有月亮的时候，心就会像林清玄说的那样慢
慢地沉淀下来，对夜的恐惧也不复存在。

《月在天心》是一篇很贴近我们生活的文章，就像里面写的：
“更好的是，在月光底下，我们也觉得自己心里有月亮。有
着光明，那光明虽不如阳光温暖，却是清凉的，从头顶到脚
尖的指甲都感受月的清凉。”

可不是吗，月光是亲切而又有着微微凉意的。尤其是在夏天
酷热的白天之后，月光总是会让人感到那清新的凉意。经过
一天的学习。走在独行的路上，望望月亮，顿觉驱走了那烦
躁的思绪，连心底都是一片让人舒畅的清明。

夜里的月光是很亮的，尤其是没有云朵的晚上。偌大的夜空
挂着一轮玉盘似的圆月，月下的景物清清楚楚的显现出来，
纯粹的让人想到膜拜。但是当你仔细一找，却发现不知要拜
向何处。就如同那文章说的：“那不像是太阳的投影是从外
面来的，那片光明犹如从草树，从街路，从花叶，及至从屋
檐下，墙垣内微微地渗出，有时候会误以为万事的本身自在
的光明。”

也许你会有了疑问，在我们行走的时候，月也在动，这究竟
是真还是假：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
片月。它独一无二，就如同你本身的独一无二。当月亮照耀
我们的时候，它们是发着光。心灵之月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



有一处住所，如何让它长久的发光，关键在于你是否知道它
的存在。作者说：“只有极少数的人，在最黑暗的时刻，仍
散发着月的光明，那就是知觉到自己是月亮的人”

回归自己，让自己心中的月发光吧！我虽未完全读懂林清玄的
《月到天心》，却总有赏玩不足的感觉。精美细腻的文笔越
尝越有味道，像是香纯的牛奶滴滴渗入口中。一句句充满哲
理的语言，一幅幅诗情洋溢的画面，从天上之月再到人心中
月，给人无限的遐想与回味，无穷无尽的感慨与沉思。

天上之月虽光热不足，让人略感微凉之意，却仍在奉献着自
己。月之随人，不离不弃，不管是主观的真实还是客观的错
觉，月始终都将光辉洒向人间，如一片寒霜铺满大地。不仅
消除你对黑暗的恐惧，又指引着你踏上回家的路。

人心中之月则是崇高人性的化身。心悬明月之人即使自己的
能力有限也会竭尽全力去帮助他人，传递人性的光辉，传递
一种永恒的无私的爱。天上之月不常有，而月却常在人心中！
心胸狭窄之人见天上月却不见月于人心，只计较个人得失却
从不被为他人考虑。而高尚者知月于人心，光辉永存，并照
耀他人！

黑色笼罩的地方，我们需要光亮，它来自天上，更需要来自
我们内心！

林清玄读后感（三）《飞入芒花》有感

落落的芒花，承载的是母亲付出的一生，飘入儿女的心田。
滋长出一份温馨。文中的母亲温和、能吃苦，把全部的爱倾
注给自己的孩子，却有很少顾及自己。这也便是天下母亲的
共同点吧！

年轻的母亲与孩子在岑寂月光下河翩翩芒花相随；与孩子在
溪畔野地采摘野花；芒花的轻软伴随着点点滴滴，如同母亲



的爱。而逝去的岁月，同时也把纯白的芒花化作了母亲的银
丝。

但母亲也是会生气的。母亲要教育孩子，让孩子懂得大人的
劳累。文中母亲与孩子在路边的相偎相泣，也让一种浓浓的
情感愈发浓烈，在欲来的火车声中，静静的释放。

也许我的妈妈与文中的母亲处在不同的时代，但是共性都是
会用心守护孩子，时刻！

我的妈妈在我心中如一缕浅蓝色的细烟，淡雅，让我的悲伤
随它而去！

手指不知疲倦的划着一堵颓败的墙，一遍遍，身体的一半处
于近似抽象的阳光，另一半在黑暗中彷徨。每次伤心时，我
总会做同样的事情，而妈妈所扮演的角色边事用温暖的手指
勾着我的衣角，把我从悲伤的漩涡中拉出。()

我的妈妈，熟悉我一切的人。

她喜欢静静的望着我，眼里游离的是一种幸福。

我，却是最不了解妈妈的人，那种爱的含义太深。只有时间
才会了解。

伤心渡口林清玄读后感篇三

箩筐

午后三点,天的远方擂过来一阵轰隆隆的雷声.

有经验的农人都知道,这是一片欲雨的天空,再过一刻钟,西北
雨就会以倾盆之势笼罩住这四面都是山的小镇,有经验的燕子
也知道,它们纷纷从电线上剪着尾羽,飞进了筑在人家屋檐下



的土巢.

但是站在空旷土地上的我们——我的父亲、哥哥、亲戚,以及
许多流过血汗、炙过阳光、淋过风雨的乡人,听着远远的雷声
呆立着,并没有人要进去躲西北雨的样子.我们的心比天枯还
沉闷,大家都沉默着,因为我们的心也是将雨的天空,而且这场
心雨显得比西北雨还要悲壮、还要连天而下.

我们无言围立着的地方是溪底仔的一座香蕉场,两部庞大
的“怪手”正在慌忙的运作着,张开它们的铁爪一把把抓起我
们辛勤种植出来的香蕉,扔到停在旁边的货车上.

这些平时扒着溪里的沙石,来为我们建立一个更好家园的怪手,
此时被农会雇来把我们种出来的香蕉践踏,这些完全没有人要
的.香蕉将被投进溪里丢弃,或者堆置在田里当肥料.因为香蕉
是易腐的水果,农会怕腐败的香蕉污染了这座干净的蕉场.

在香蕉场堆得满满的香蕉即使天色已经晦暗,还散放着翡翠一
样的光泽,往昔丰收的季节里,这种光泽曾是带给我们欢乐的
颜色,比雨后的彩虹还要舢亮;如今变成刺眼得让人心酸.

怪手规律的呱呱响声,和愈来愈近的雷声相应和着.

我看到在香蕉集货场的另一边,堆着一些破旧的棉被,和农民
弃置在棉被旁的箩筐.棉被原来是用来垫娇贵的香蕉以免受损,
箩筐是农民用来收成的,本来塞满收成的笑声.棉被和箩筐都
贱满了深褐色的汁液,一层叠着一层,经过了岁月,那些蕉汁像
一再凝结而干涸的血迹,是经过耕耘、种植、灌溉、收成而留
下来的辛苦见证,现在全一无用处的躺着,静静等待着世纪末
的景象.

蕉场前面的不远处,有几个小孩子用竹子撑开一个旧箩筐、箩
筐里撤了一把米,孩子们躲在一角拉着绳子,等待着大雨前急
着觅食的麻雀.



……

我们一直站到香蕉全被清出场外,呼啸而过的西北雨也停了,
才要离开,小孩子们已经蹦跳着出去,最小的孩子也忘记死去
麻雀的一点点哀伤,高兴的笑了,他们走过箩筐,恶作剧的一脚
踢翻箩筐,让它仰天躺着;现在他们不抓麻雀了,因为知道雨后,
会飞出来满天的蜡蜒.

我独独看着那个翻仰在烂泥里的箩筐,它是我们今年收成的一
个句点.

燕子轻快的翱翔,晴蜒满天飞.

云在天空赶集似的跑着.

麻雀一群,在屋檐咻咻交谈.

我们的心是将雨,或者已经雨过的天空.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完成下面的题目：

1.文章开头写孩子们用箩筐捉麻雀的情景有什么用意?(4分)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请分析作者将农民比作“大地诗人”的表达效果。(4分)

3.说一说“他不再是个大地诗人了”这句话的内涵。(6分)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本文以箩筐形象来表现农民的生产生活，试结合全文概括
箩筐的丰富意蕴。(6分)



参考答案：

1.以麻雀落入箩筐来象征农民艰辛劳作而命运悲苦的境遇(2
分)，表达了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形象生动而又耐人寻味(2
分)。

2.通过类比将农民的劳动之美提升到艺术的高度(1分)，用一
系列比喻和排比表现出对农民伟大创造的由衷赞美(2分)，也
为下文表现农民的悲苦命运作铺垫(或反衬)(1分)。

3.说明农民在生产受困的情况下无法再有劳动的创造(2分)，
表现出作者对失去了土地依恃的农民的深切同情悲悯(2分)，
以及对天灾人祸给农民造成的精神挤压的愤懑不平(2分)。

4.箩筐是农民日常劳作的用具，是农民辛勤耕作丰盈收获的
载体(2分)，是农民遇到天灾人祸时无助形象的化身(2分)，
也是农民悲苦命运的象征(2分)。

伤心渡口林清玄读后感篇四

一花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部
好作品，也会有一番奇妙的天地。

读林清玄的散文，每次都能很好地感受到清丽之中深藏的无
数瑰宝。好似独自一人走进静谧的树林，逐渐远离城市的喧
嚣。这时，只要拿出一本林清玄的作品，随着隽永的文字慢
慢哼出小调，美好的氛围就如身临世外桃源。他的文字洗净
人类内心世界的浮躁、颓废，使人一步又一步，深陷他的文
字陷阱中。

一花一世界，总觉得林青霞和禅意分不开。他说，致富之道，
无它，惜缘，布施而已。惜缘使我们无憾，布施使我们成为
真正富有的人，这是一种脱离世俗的人生之道。生活本该如
此，看惯了官场上为了名利的尔虞我诈，有谁会想象珍惜彼



此的美好画面。富有的人一定懂得布施，要懂得布施就一定
会惜缘。他还说往往最简单的，最能凸显精神，最朴素的最
有隽永的可能，其实许多事物的本质都和这个道理脱不了干
系。最简单的例子，写作，何尝不是这样，比起给蚊子刻意
地增添许多枝叶，倒不如纯粹写出本身一开始所想的好，太
多无用的枯枝烂叶，只能是累赘，与其拖着累赘走，不如轻
装上阵，真正的叶子总是会比缤纷的叶子更有一番天地。

林清玄的文字像是一股流水，不是飞快的流，也不是蜗牛般
的行进，它是有规律的，那些情感总是让你突然唰的一下领
悟到，它是抓住心在流，在恰当的时间点给予人震撼。

一砂一极乐，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一念一清静，林清
玄的天地，真的很美。

伤心渡口林清玄读后感篇五

《故乡的水土》一文讲了林清云在一次出国之前，妈妈给他
整理行李时，放在里面一个透明的瓶子，说里面盛的是院子
里的土和水，这样意味着直到哪里，哪里就是故乡，就不会
水土不服了。

我读了之后产生了暇想，瓶子里故乡的水土真的这么神奇吗？
有人说：“好男儿四海为家，走到哪里，哪里就是自己的
家”。故乡的水土养育了我们，使我们长成了顶天立地的男
儿，即使漂流万里，在寂寞的异国之夜，也能充满柔情与壮
怀。也会思念自己的家乡，也会不忘自己的祖国，但是我们
要以国为重，以民为重，正如江**所说：“国家统一、民族
团结，则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国家分裂民族纷争，则丧权
辱国，人民遭殃”。

伤心渡口林清玄读后感篇六

很早读过林清玄一篇写三生石的散文，淡雅清新的语言，真



挚娓娓的感动，留下抹不去的印象。《感性的蝴蝶》是林先
生的一本散文选，分成三辑：河的感觉，发芽的心情，和温
一壶月光下酒。文如其名，清冽而带着点佛家的玄味，但真
实真切，连我这个最烦说佛的人，也甚是喜欢。宗教本没有
错，信教作为一种信仰也是值得尊重的，可现今的社会，假
信仰的人太多，尤其在中国人里，经过共产主义洗礼、经过
破除迷信连着把宗教一锅端的各种宣传运动的新中国人，可
能连什么是信仰都不知道了，还谈什么信教呢。宗教对大多
数中国人来说，早已变成一种服务业，这条精辟的概括，让
人不得不佩服永少的尖锐和犀利。

林清玄的散文，有谈佛学的，但更多的是抒写一种心灵的感
悟，尤其是在嘈杂纷忙的都市生活里，人早已被各种压力摧
毁得麻木不觉，除了激烈的放纵发泄，早失去了心原有的安
宁和平静，有的只是哄闹无常的浊欢，妄论一千多年前东坡
先生所抒的“人间有味是清欢”。以浊为欢、以清为苦，到
了浊欢都尽的时候，也就只剩无味的人生了，这是现代人的
悲哀。读林清玄的文字，好比在混乱淤浊的人世间，喝到一
杯清淡却茶香四溢的龙井，也许只是暂时的醒神，总比一直
混沌沌沉沦于身外之物的追逐中，要好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