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梁实秋文集读后感(精选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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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
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梁实秋文集读后感篇一

读《请客》这篇文章后，我感触很深。

我们华人好像很喜欢自找麻烦，请客这一费事又伤神的“玩
艺儿”竟然像上瘾一样。一旦成家立业，请第一次客后，余
生就再也停不，凡任何大小事都得请客。不管是为还人情债，
摆阔气，攀交情或纯粹为请亲朋好友来家里聚一聚，总之都
是请客的理由。

当然真正烦人的才不止这些，请客当然是请吃饭，所以最重
要的是菜谱，也就是吃什么。吃得不能太随便，不然显得太
寒酸，没面子；也不能吃得太“不随便”，不然钱包就要破
大洞。鸡鸭鱼肉这些一定要有，一样不能少（这些属于“基
本”），素菜通常是做点缀的，根本没人要吃（这就像是额外
“免费”礼品）。之后就是鲍参肚翅（这是整顿饭的“噱
头”），通常每次只能有一两道，大致原因有二，首先价钱
昂贵，其次家里煮出来的实在谈不上好吃。

菜单拟好后便要从各大超级市场和菜场买回来，这虽不怎么
费神但很费力。

最后便看当天的临场发挥，因为许多菜平日都不常煮，味道
好不好，只有上桌后，客人们都尝过后，从大家脸上的表情
上知道。如果味道好，客人吃得眉开眼笑的话，“大厨”心
里自然松口气；但客人如皱一皱眉头“煮饭婆”便恨不得地



上有个洞可以钻进去。总算客人走，主人还有善后工作：一
大堆又油又脏的碗碟要洗；一地的瓜皮纸削要清理（最惨的
莫过于新年里不能扫地，一地的垃圾只能用手捡，用布抹）。
有时客人“胃口不好”，吃剩的残羹剩饭便成隔天的午餐。

所以正如梁实秋先生说的“若要一天不得安，请客”。请客
真的很麻烦。

梁实秋文集读后感篇二

大凡世间之物，多数都可冠以“雅”字，至少这在文本上是
数见不鲜的。但此雅非真雅也。一处风景，一件器物，被涂
抹得浓艳之至便趋向平庸，外在的装饰固然有几分意义，可
一旦失了本性，便再难称雅。

雅舍之名，世上怕是不止一处，但梁实秋笔下的雅舍，却是
仅此一家的绝景。梁先生的文字，是我在初中毕业后，才偶
然在书架上欹斜的书堆里触及，初读便有文言之味，二读尚
有入俗之气，三读始觉淡雅之风。在雅舍中寻雅委实不易，
幸得梁先生一支生花妙笔，如此飘摇的现状能描绘成这般大
雅。

雅舍之雅，在于其简陋。篦墙不固，门窗不严，风雨不避，
寒暑不挡，夜有鼠子作乱，空有群蚊为害，这兴许是雅舍最
鲜明的特色。依山势而铺，随坡而起，房间虽然不大，但也
排布有致，书房饭厅分置上下两处，往来奔走爬坡之劳，足
以让人将“自然”二字了然于胸。而最具体的表现物，当属
屋内陈设，徒有一几一椅一榻，以供自己写之用，其余的，
各处净无纤尘，四壁之内均无他物点饰，格局却不单调，依
先生所言，“喜欢翻新布置”，如此一来，人屋看似从俗，
其实具有个性，“有个性就可爱”。

雅舍之静，恐怕难得一回，户壁多隙，邻里间已可“互通声
息”。唯有华月轮空，兴阑人散之时，雅舍才初显宁静安详



的真面，清光筛洒，阴影斑斓，幽绝之时，亦为思乡之时，
是乎月光“逼进窗来，助我凄凉”。悄然播洒的无奈，犹似
一夜难却。那破顶而注的大雨来曾使人懊恼，而那皎洁的'明
月却教人隐生闲愁，古今中外，超然物外者大抵莫不如此。

《雅舍》之雅，在于其朴实，虽然初读《雅舍》，总觉得有
不少难懂的奇字，涵义也未必如现在的诸多文章那样一目了
然，但我们要赞它朴实。一如第二节对于雅舍周边环境的描
写，一个“粪坑”搁在那里总觉得特别碍眼，再往后看，邻
人的脱皮鞋声亦可顺着窗隙“荡漾而来”，那景象快教人无
可想象了，简直近乎悲惨，真的是“随想随写”。但渐而渐
之，久而久之，便不再觉得有多少奇怪的地方，那些笔直的
文字，其实是朴实的另类体现，不单是行文的朴实，亦是种
为人的朴实，人之所居不在于住所华丽与否，这才是“人屋
合一”的最高境界，而这种朴实，深层次的便是种豁达，因而
《雅舍》之雅，亦在于其豁达。种种常人所见的不幸，据作
者所言俱成了从现实中汲取的乐趣。人亦伤别，我亦伤别，
到头来拣得了一身困惑，却不如看透人似寄，尚且活得明白。

读书时，注意到雅舍一词始终为引号所缚，也不知是先生特
引还是自嘲。当然，我更倾向于前者。所以在这里，我将雅
舍外的引号悉数除去，雅舍便是雅舍，自然之雅，方为至雅。

文档为doc格式

梁实秋文集读后感篇三

设计理念：

《下棋》是一篇散文，是梁实秋散文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
其显著特点之一，就是细致入微地写出了下棋、观棋和悟棋
的独到而深刻的感受。教学这篇文章重要的是让学生在生活
中学习观察，留心对弈者的表情和举止，从中感悟生活，享
受生活的乐趣。同时还要指导学生细致品味本文诙谐而生动



的语言。

学习目标：

1.感知课文内容，理解作者对人生境界的品味和反思。

2.揣摩本文生动诙谐而生动的语言。

3.学习对弈者的表情和举止的描写。

学习重点：理解作者对人生境界的品味和反思，体会作者对
弈者的表情和举止的描写。

学习难点：品味本文生动诙谐而生动的语言。

教法、学法设想：谈话法、点拨，自主、合作、探究

课前准备：

1、阅读课文，初知大意，并借助工具书，扫除文字障碍。

2、阅读注释，查阅资料，了解作者梁实秋。

3、了解中国象棋。

学习过程：

一、说一说

1、你所了解的作者梁实秋

2、说说你了解的中国象棋

二、读一读



朗读课文，思考：本文围绕什么字展开的?写了哪些棋人棋
事?

朗读交流后明确：“趣”。本文围绕“下棋”展开。列举了
有涵养的棋手、受窘者、慢性子、急性子、超出了棋盘而至
于武斗者、观弈者、以棋陶冶性情者、沉溺其中不能自拔者。

三、品一品：

这篇文章描述下棋的逸闻趣事，语言诙谐、娓娓动听。再读
课文，请找出文中你认为描写精彩的地方，并说明理由。

问题预设：同学们可能找出的句子有：

(1)杀死他一大块，或是抽了他一个车，他神色自若，不动火，
不生气，好像是无关痛痒，使你觉得索然寡味。(作者的描写
很细腻，语言也有趣。)

(2)当你给对方一个威胁的时候-------或红头涨脸如关公，
种种现象，不一而足。(这组句子用了排比、比喻的修辞，语
言很生动也很幽默、诙谐)

(3)有斤斤计较而因小失大者，有不拘小节而眼观全局者，有
短兵相接做生死斗者，有各自为战而旗鼓相当者，有赶尽杀
绝而一步不让者，有好勇同归于尽者。(这组句子运用排比修
辞，也运用很多的成语，写的各种人很像我们生活中的几种
人。)

(4)我想猎人追逐一只野兔的时候，其愉快大概略相仿
佛。(本句是一个比喻句，它准确、贴切而真实地写出了优胜
者洋洋自得的神态，令文章诙谐，妙趣横生。)

(5)所以有人于挨了一个耳光之后还要抚着热辣辣的嘴巴大呼：
“要抽车!要抽车!”(观棋不语的确是一种痛苦，挨了打都忍



不住要说。他的动作、语言更是精练、传神、幽默。)

四、议一议：

1、回忆学习过的《奕喻》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解题思路：学生先小组讨论，教师要引导、点拨。最后师生
得出答案：

作者欣赏的是处于完全超脱与不够超脱之间的中正平和的对
弈风度，进一步说是一种处世风范，既不能太张扬，亦不可
太低调，干什么事情都要把握一个度，这种不即不离的人生
态度也是梁实秋的理想追求。

五、拓展

假如你也迷上了象棋，你喜欢跟什么样的人下象棋?说说你的
理由。

六、布置作业

1、课外阅读梁实秋的一篇散文，作好读书笔记，同学之间进
行交流。

2、课外搜集一则关于下棋的有趣片段，与大家分享。

七、板书设计

下棋

梁实秋

下棋的愉快——观棋的无奈——棋中的道理

(窘态)(痛苦)(发泄、争逐)



梁实秋文集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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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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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实秋文集读后感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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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七八个人一块去酒店吃饭，有主有宾。



画面一：七八个人挤挤攘攘涌入酒店的包房，一桌丰盛的酒
菜早已被主人点好摆上了餐桌。没待主人招呼让座，大家都
猴七猴八自行方便地坐下了。主人的开场白正要说出来，已
有人主动开腔了：“我们就不客气了啊!”，随着话音落下，
一双双筷子也各取所需地伸向了满桌子的佳肴。

画面二：七八个人文质彬彬地相互请让着走进酒店，面对着
一桌丰盛的酒菜大家谦恭地礼让着不肯先就坐，待听候主人
安排。主人依客人的职位、辈份及请吃饭的主题安排就坐。
即便如此，宾客之间仍是互相谦让着相携入座。宾主之间在
客客气气、有礼有节的氛围中一块进餐。

这两个画面，你更喜欢哪一个呢?

读梁实秋的散文《谦让》，让我想起了现实生活中常见的这
样两个画面。

有人会说，画面一是真性情，画面二是假礼让。暂且不论是
真性情还是假礼让，我倒觉得不论真假与否，做了谦让的姿
态，就比没有做更好。

战国思想家荀子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
争生而辞让亡焉。”，意思是说，人与生惧来的本性就是利
己的。因为利己是生存的需要。我非常认可这种说法。地球
上有考证的生命存在已有38亿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时间
长河里，一些物种早已消亡，而一些却存留下来了。消亡的
物种是因为外界环境的改变不利于他的生存，而它们自我保
护的能力也显然不适应环境的变化。能存留下来的却与之相
反。就自我保护能力而言，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最原始的“利
已”行为。常看《动物世界》，我们就会知道动物自我保护
的本领也是花样百出，它们会采取一些措施甚至用损害对方
的行为进行自我保护。比如变色龙，比如剌猬，比如会放出
臭气来让其它动物眼睛又辣又疼、流泪不止的臭鼬鼠。在此
引入物种的消亡和动物的自我保护能力，是想说明人之所以



能一代一代存留到现在，能立于其它物种之上，是因为人也
是一种天生利己的生物，是人之本能，与善恶无关。这是毋
庸置疑的。

梁实秋的《谦让》以生活中进餐、选举等几个“貌似”谦让
的例子，说明一般人处事的道理：总是在“于人无利，于己
无损”这种“可以无需让”的时候才会去“无妨谦让一番”
的，而在该让的时候，则不谦让，以免损己。这与荀子
的“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不谋而合。由此，他在《谦
让》一文之首就感叹道：谦让仿佛是一种美德。

然而，谦让何偿又不是一种美德呢?人利己的本性与辞让、忠
信、礼义等道德原则是矛盾的，如果顺从人性的自然发展，
就会破坏社会道德、秩序，甚至导致**。因此，社会要安定，
人们之间要和谐相处，就必定要求人们克制利己的本性。这
也是孔圣人竭力强调“克己复礼”的原因所在。人的原始利
己本性的'趋动力无疑是强大的，在这种情况下，人能够做到
谦让，就是一种克己的表现，谁能说克服自己的欲望而适从
社会安定和谐的需要，不是一种美德呢。

我倒以为，不管谦让的初衷如何，不管谦让的形式如何，不
管谦让的表象下藏着多少不能与人道来的微妙，也勿需去在
意谦让的结果是不是“豪不利己，专门利人”，在利益摆在
面前的时候，只要人们做出了谦让的姿态，哪怕只是虚假一
让，我们也不能不称其为美德。况且这世界上有一些事物是
不能究其根本的，我们只需看其表象而去感觉它的美好。比
如恒绵千古的爱情，表面上是爱的付出和给予，实际上也是
盼望得到和拥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利己。难道我们会因此
说爱情不美好吗?谦让也是如此。

率真(真性情)一词，人们一直是把它作为“褒义词”来使用
的。然而，不择场合、不掩原始本性的率真却是和谐社会的
大忌。俗话说：礼多人不怪。不要去想也不要去评论别人的
谦让是不是“于人无利，于己无损”的虚情假意，也不要苦



苦考问自己是不是发自内心地想去谦让，在唾手可得的大小
利益面前，我们还是不妨多做出点谦让的姿态吧!谦让的姿态
也是很美的!

附原文：

梁实秋文集读后感篇八

前几日，从新华书店读者俱乐部借得好书一本《梁实秋散文
集》。读后，真有“绕梁之音，三日不绝”之感。他的古文
底子深厚，博览群书，常从古文中引经论据如信手拈来，读
罢却是通俗易懂，如同三五知己灯下谈话，看似稀疏平常，
去蕴涵着人生的哲学，余味无穷，在不知不觉中得到美的享
受，梁先生不愧为散文大家。

他的散文是以幽默风趣见长的“闲适小品”闻名于世，我尤
其爱看他的“随想篇”中的文章，题目很简练，通常都是两
个字，例如“雅舌”、“女人”、“男人”、“衣
裳”、“饮酒”等等，包罗万象，说的都是些身边的人或事，
可以透过文章看到三、四十年代的生活气息。今天看来，依
然觉得趣味横生。从中还解很多名词其实都由来以久，例
如“代沟”，梁先生就写的非常详细，博古论今。代沟虽是
翻译过来的新名词，但是我们古而有之，《尚书·远逸》中
就记载我们最古的代沟之说。再例如“女人”，他刻画的简
直就是入木三分，例如女人爱说谎，“若是能运用小小的机
智，打破眼前小小的窘僵，获取精神上的小小胜利，因而牺
牲一点点真理，这也可以算是说谎，那么，女人确是比较的
富于说谎的天分。”很多人都陪女人买过衣服，她口中念念
有词，或是式样不好，或是衣料太差，批评的一文不值，究
其原因，无非是价格太贵而已，所以女人善于将自己得不到
的东西常归于不喜欢。哈哈，真可谓精辟。还如他描写的女
人的嘴，说“女孩子从小就口齿伶俐…等到长大以后，三五
成群，说长道短，声音脆，嗓门高，如蝉噪，如蛙鸣，真当
得好几部鼓吹!”他还归纳两种类型，“长舌”型和“喷壶



嘴”型，他在文章中虽都是论些小事，但却把一些陋习批评
的体无完肤，看后甚感快意。

他在“作文的三个阶段”中也写道，“文章的好坏与长短无
关，文章讲究气势的宽阔、意思的深入，长短并无关系。…
所以文章过长过的短，不以字数计，应以起内容之需要为准。
…文章的好坏与写作的快慢无关。顷刻之间成数千言，未必
斐然可诵，吟得一个字捻断数根须，亦未必字字珠玑。”使
我顿时矛塞顿开，在写作中遇到的问题仿佛都找到答案。我
之叙述惟恐不尽，使看者不解，现在看来，可能废话也有不
少。

我素有摘抄的习惯，常把一些觉得甚好的描写、叙述记于抄
本中，可读梁先生的散文，觉得字字如珠玑，无一处经不起
推敲，让我无从下手。他的散文通篇看似随意而为，与小处
却见大家风范，他的描写惟妙惟肖，他的叙述平淡、朴实，
正如同他所说的“绚烂之极归与平淡，但是那平不是平庸的
平，那淡也不是无味的淡，那平淡乃是不露斧斫之痕的一种
艺术韵味。”他如是说，也如是这样做的。

读一本好书，如交一位良师，受益终生。

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梁实秋，当时接
触的是他的小语箴言。遗憾的是没有看过他的文集。

嗨，大嘴，你有多大啊，上世纪八十年代就上小学，不过那
时我都上中专。

巧是不巧?寻思着“书非借不能读也。”突发奇想，想从此后
沉下心来慢慢地读些向往已久的大家之书，好好膜拜膜拜呢。
昨天始借得一本书，也是散文，丰子恺的，计划囫囵吞枣一
天一篇，简单作些笔记，摘抄摘抄，最好再有大家伙儿跟跟
帖，一起谈论谈论读后的感受，级别呢，就和我这零起点的
差不离儿。



建议想法很好。一个残疾人能够跨世纪，需要历经多少坎坷
多少辛酸啊，往事不堪回首，都坚强的活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