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思念读后感舒婷(大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如何才
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
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思念读后感舒婷篇一

清明节，母亲去世1周年之际，我和弟弟为母亲立了一块碑。
碑是弟弟在古城开封定制的。开封有着悠久的勒碑传统，石
碑勒制得很是讲究，一见就让我们生出一种庄严感，不由地
想在碑前肃立。和石碑同时运回老家的，还有6棵树，4棵柏
树，两棵松树。墓地里最适合栽种的树木就是四季常青的松
柏。松柏是守卫墓碑的，也是衬托墓碑的，有松柏树，墓碑
就不再孤立，就互相构成了墓园的景观。

栽树时，我们兄弟姐妹5人都参加了，有的刨坑，有的封土，
有的浇水，把栽树当成了一种仪式，都在用心见证那一时刻。
我们对树的成活率没有任何怀疑，因为我们那里的土地非常
肥沃，如人们所说，哪怕是在地里埋下一根木棒，都有望长
出一棵树来。何况弟弟从开封运回的都是生机勃勃的树苗，
每棵树的根部都用蒲包裹着一包原土。我们开始憧憬，若干
年后，当松柏的树冠如盖时，松是苍松，柏是翠柏，那将是
一派多么让人欣慰的景象。我们还设想，等松柏成了气候，
人们远远地就把松柏看到了，当是对母亲很好的纪念，绿色
的纪念。

在我少年的记忆里，我们村二老太爷家的坟茔就是一个柏树
园子。园子里的柏树有几十棵，每一棵岁数都超过了百岁。
远看柏树园子黑苍苍的，那非凡的阵势让少小的我们几乎不
敢走近。到了春天，飞来不少鹭鸶在柏树上搭窝，孵育小鹭
鸶。那洁白的鹭鸶在树顶翻飞，如同一朵朵硕大无朋的白莲



在迎风开放，甚是好看！可惜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那些柏
树被青年突击队员们一夜之间全部伐倒，并送进小铁炉里烧
掉了。从那以后，直到我们在母亲墓碑周围栽松柏之前，40
多年间，村里再也无人栽过松柏树。乡亲们除了栽种一些能
收获果品的果树，就是栽一些能很快卖钱的速成树。因松柏
树生长周期长，短时间内很难得到经济效益，人们就把松柏
树放弃了。我们反其道而行之，把松柏树重新栽回到家乡那
块土地上，所取不是什么经济效益，看重的是松柏的品质，
以及为世人所推崇的精神价值。我们不敢奢望墓园里的松柏
能形成柏树园子那么大的规模，也不敢奢望有限的几棵松柏
能长成像柏树园子那样呼风唤雨的阵势，只期望6棵松柏树能
顺利成长就行了。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栽好松柏树，我回到北京不久，妹妹就
给我打电话，说有一棵柏树因靠近别人家的麦地，人家往麦
地里打除草剂时，喷雾飘到柏树上，柏树就死了。我一听，
心里顿时有些沮丧。我听人说过，除草剂是很厉害的。地里
长了草，人们不再像过去一样用锄头锄，只需用除草剂一喷，
各种野草便统统死掉。柏树虽然抗得住冰雪严寒，哪里经得
起除草剂的伤害！我有什么办法？我对妹妹说：死就死了吧，
死掉一棵，不是还有5棵嘛！

更严重的情况还在后头。现在收麦都是使用联合收割机，机
器收麦留下的麦茬比较深，机器打碎的麦秸也泄在地里。收
过麦子，人们要接着种玉米，就放一把火，烧掉麦茬和麦秸。
据说火烧得很大，很普遍，夜间几乎映红了天际。就在我们
种下松柏树的当年麦季，烧麦茬和麦秸的火焰席卷而来，波
及松柏，使松柏又被烧死3棵，只剩下1棵柏树和1棵塔松。秋
天我回老家看到，那棵幸存的柏树的树干还被收麦的机器碰
掉了一块皮，露出白色的木质。小时候我们的手指若受了伤，
习惯在伤口处撒点细土止血。我给柏树的伤口处揉了些黄土，
祝愿它的伤口能早日愈合，并希望它别再受到伤害。

我母亲生前很喜欢栽树，对树也很善待。我家院子里的椿树、



桐树等，都是母亲栽的。看见哪里生出一棵树芽，母亲赶紧
找一个瓦片把树芽盖起来，以防快嘴的鸡把树芽啄掉。母亲
给新栽的桐树绑上一圈刺棵子，以免猪拱羊啃。每年的腊八，
我们喝腊八粥的同时，母亲也会让我们给石榴树的枝条上抹
些粥。母亲的意思是说，石榴树也有感知能力，人给石榴树
吃了粥，它会结更多的石榴。我们在母亲的长眠之处栽了松
柏，母亲的在天之灵肯定是喜欢的。母亲日日夜夜都守护着
那些树，一会儿都不愿离开。在我的想象里，夜深人静时，
母亲会悄悄起身，把每棵树都抚摸一遍，一再赞叹：多好啊，
多好啊！母亲跟我们一样，盼着松柏一天天长大。然而，化
学制剂来了，隆隆的机器来了，熊熊的烈火来了，就在母亲
旁边，那些树眼睁睁地被毁掉了。母亲着急，母亲心疼，可
母亲已经失去了保护树的能力，母亲很无奈啊！

按理说，我和弟弟还有能力保护那些树。只是我们早就离开
了家乡，在城里安了家，只在每年的清明节和农历十月初一
才回去一两次，不可能天天照看那些树。我想，就算我们天
天在老家守着，有些东西来了，我们也挡不住。也就是说，
我们只有栽树的能力，却没有保卫树的能力。好在六七年过
去了，剩下的那棵松树和那棵柏树没有再受到伤害。塔松一
年比一年高，已初具塔的形状。柏树似乎长得更快一些，树
干有茶杯口那么粗，高度超过了石碑楼子，树冠也比张开的
伞面子大得多。有风吹过，柏树只啸了一声，没有动摇。

在母亲去世8周年之际的清明节，弟弟又从开封拉回了4棵树，
两棵松树，两棵金边柏。以前栽的树死掉了4棵，如今又拉
回4棵，弟弟的意思是把缺失的树补栽一下。说起来，在母亲
去世前，我们的祖坟地并没有在我们家的责任田里，母亲名
下的一亩二分责任田在另一块地里。母亲逝世时，为了不触
及别人家的利益，我们就与人家协商，把母亲名下的责任田
交换过来，并托给一个堂哥代种。也就是说，我们在坟地里
立碑也好，栽树也好，和村里别人家的田地没有任何关涉，
别人不会提出任何异议。



让人痛心和难以接受的是，麦季烧麦茬和麦秸的大火，不仅
把我们新栽的4棵松柏烧死了3棵，竟连那棵已经长成的柏树
也烧死了。秋后我回老家给母亲烧纸时到墓园里看过，那棵
柏树浑身上下烧得乌黑乌黑，只剩下树干和一些树枝。我给
柏树照了一张相，算是为它短暂的生命立了一个存照。

我有一个堂弟在镇里当干部，他随我到墓园里去了。我跟堂
弟交代说：这棵被烧死的柏树，你们谁都不要动它，既不要
刨掉它，也不要锯掉它，就让它立在那里，能立多久立多久！

思念读后感舒婷篇二

“嘟，嘟，嘟”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而妈妈打来的定时
电话又挂断了。我不满地放下话筒，抬起头。空中的月亮特
别亮，又是一个满月的中秋节！但是，我只能和爷爷奶奶呆
在一起，想起刚才电话里宽慰的话语，不禁又多了几分对职
场妈妈的思念和关爱。

小时候，我常常让妈妈背着我在长满野花的乡间小路上走来
走去。妈妈刚洗过的头发散发出迷人的香味，在微风的吹拂
下钻进了我的鼻孔。我贪婪地吸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我是在母爱的呵护下长大的。我上小学的时候，应该是每个
孩子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但是我却不能幸福，因为我妈为
了让家里的生活更舒适，准备出去打工。我依稀记得母亲离
家的那一天。就在年底后的一天。我们在吃早餐。吃饭的时
候，我妈只是叫我听爷爷奶奶的话，好好学习。她还说要出
去给我赚很多钱，给我带很多玩具。当时我妈眼里都是泪，
我也没在意，因为期待很多玩具，就一个个答应了。

早饭后，我妈妈将去车站。我一脸轻松地对妈妈说：“妈妈，
我给你送行”。妈妈一开始很惊讶，后来嘴角微微上扬
说：“好吧！”于是，一大家子人沿着熟悉的小路走去给妈
妈送行。看着妈妈手里的行李箱，此刻，我突然失去了妈妈，



却又不敢说出来。我只是尽力不让眼泪流出来。我故意把我
的小步子压得慢一点，我妈仿佛觉察到了我的心，紧紧握住
我的`小手，我妈的手温暖而柔软。当时也感受到了来自母亲
手里无尽的不情愿。

时间过得真快。我很快就到了车站。我妈左手拿着行李箱，
右手轻轻摸着我后脑勺。她又跟我说：“你得听爷爷奶奶的。
我会经常给你打电话的。”我妈看到车已经慢慢启动了，就
抱着我亲了我一下，然后残忍的把我塞给爷爷奶奶，然后头
也不回的上了车。车门无情地关上的时候，我的眼泪突然像
山洪爆发一样流了出来，拼命地喊着“妈”“妈”。爷爷奶
奶抱着我，不停的抹眼泪安慰我。想到妈妈临走前对我说的
话，我慢慢的不哭了，我下定决心要做一个让妈妈安心的孩
子。

年复一年，妈妈因为努力，美白的脸上留下了几道深深的皱
纹。想到这里，不知不觉又流下了眼泪。此刻，我有无数肺
腑之言要对妈妈说：妈妈，你不在的时候不要太累。儿子长
大了，可以像男人一样承担责任了。你以后要好好照顾自己，
享受我的祝福！妈妈，我真的很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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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念读后感舒婷篇三

我的母亲是1984年春天去世的。去世的时候，我在泰安上学，
开学走时她的身体就有点不好。有一天，我正在上课，学校
说有人找我，一看是我们村里的人。他说家里有事要叫我回
家商量，让请假同他一块回去。我真的恨自己当时怎么没有
向母亲病情方面想。不是家里有大事，村里街坊怎么来叫我
回家呀！？我迅速地请好假，同他坐上了到济南的火车。到
济南站后，天已经黑了，为了等去章丘火车，他领着我去站
前一处影院看了一场电影。原来。这也是村里办丧事的人给
他安排的，让他什么也不要告诉我。他的任务就是把我顺利
的带回家。火车到章丘枣园站后已是午夜。出站后，他去推
来寄存的自行车，把我带到家中。当我一下车，看到家门口
亮着的灯和挂起的白纸，我才明白了一切。我疯狂地哭着跑
进家，看到的只是静静地躺着的母亲。当时我哭的死去活来，
不能接受这个现实。醒来以后，我已躺在了西屋的床上。床
边是我的哥哥姐姐，他们都在看着我。我在家里排行最小，
母亲拿我最好，可就是只有我没有见到母亲最后一面。母亲
临走时，最不放心的就是我。慢慢地，我平静了，母亲去世
这个现实是无法改变了。当母亲出殡那天，小舅从东营也赶
过来，来给送他的姐姐送行。他亲自驾着我的胳膊，驾着他
小外甥的胳膊。当时我的情绪根本无法控制，也不能控制。
写到这里我的眼角禁不住也淌出了泪水。虽然已经整过去
了26年，可是一想起那一天，我心里是特别难受。看到现在
别人天天和母亲在一起，让自己的母亲享受快乐和幸福，我
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母亲该享福了，她却走了。我只
能把对母亲的思念和祝福，寄托在了岳母身上。下午，我给
远在北京延庆的岳母打了祝福的电话，她高兴极了。

小时候，母亲相当疼我，原因就是我是老小。由于家里条件
差，我的衣服、袜子、鞋子等，都是母亲亲手织布，亲手做
的。她织的布还有老多花色，村里的妇女还都找母亲去当老
师。老粗布的衣服穿上不输服，我光找母亲嘟噜。她总是说
洗一次就好了。可是洗过好多次了，还是不输服。



那时，我的姥姥家条件好，我的姨家、舅家的条件都比我家
好。母亲一说要去他们家走亲戚，我总是要跟她一起去，因
为去他们那里能吃到好吃的鸡蛋和面条。我三姨知道我家条
件不好，孩子又多，她经常背着我姨夫，捎信让我母亲去拿
东西。这也是我每年要去看我三姨的原因。有一次，母亲要
去看姥姥，我非要跟着她去。她梳完头，拉着我的手去了姥
姥家。到了家后，姥姥已经给我们做好了荷包蛋面条。我母
亲说，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来呀？姥姥往前指了指，你看，你
们家大黄（我家养的狗的大黄狗）早来了。我吃着那荷包蛋
面条，真香呀！心里想，要是天天能吃该多好呀！！打那以
后，我一馋了，就嚷着要母亲去看姥姥。于是她就会梳好头，
带着我去。报信的还是那大黄。

每一次我感冒发烧，都是母亲守在我的身边，都是她亲自给
我做好面条。我吃完了后，都是她亲自给我盖上被子让我发
汗。也怪，吃完了母亲做的面条，出了汗，我的感冒竟然会
好了。有时眼睛有病的时候，母亲会找两根红线，系在我的
中指和无名指上。左眼系右手，右眼系左手。说来也怪，这
样竟然也会把我的眼病治好了。

我上高中的时候，母亲每五天赶一次宁家埠集，卖鸡蛋后去
学校给我留下一元钱，并且还叮嘱半天。每次她只能给一元，
因为家里五天的油盐酱醋都靠着鸡蛋了。我拿到一元钱后，
也舍不得花。当时没有分家，大嫂天天和母亲打架，每天母
亲都气的不行。母亲的去世与她有很大的关系。看起她那时
候来，我真不该每次回家都要去看她。每次回家妻子总是给
她买好东西，我总是给她留下些钱。可是她毕竟是我两个侄
子的母亲，况且大哥已去世。现在她年令大了，为了她的小
家，为了我大哥，为了我的两个侄子也做出了一些贡献。

后来分家了，我和父母一起过，父母辛勤地劳作供我上学。
父亲在农田里劳动，母亲就在村里的一个养蚕场养蚕，和年
轻的妇女一样干，我知道了相当心疼。每次我上学前，母亲
都是把家里的咸菜用水洗一下，去一下咸味，用大油（用猪



肥肉炼的油）炒一炒，让我带上一罐头瓶。她说这样会好吃
一些。一次，我放学回家，母亲做了炒菠菜，菠菜是自己种
的。好长时间没有吃到菜的我，把满满的一锅菜吃的净光。
母亲看着我笑着说，你吃完了，你爹吃什么呀？她只好又去
洗了些再去炒。我上高中的时候，教材都不统一，有另外学
习资料的同学，知识面会丰富一些，高考时成绩就会高出不
少。那时的学习资料都是蜡纸刻板的。当时有一套资料是60
元一套，我回家后找到母亲，给母亲说要买一套。她为难的
说，家里那有钱呀？要不你向你爹要。我找到爹，爹根本没
有答应的意思。我就坐在屋门口哭，这样也没有使爹心动。
看来当时家里确实没有钱，能让上学就可以了。我哭着哭着
坐在屋门口睡着了。醒来后天快亮了。母亲也起来了，给我
做好了饭。我洗了把脸，连饭也没吃，背起书包就上学校了。
母亲两眼无助的送我出了大门。

母亲的事还有好多好多，要说太多了。也只能用这了了数语
来抒发一下对母亲的思念。现在我的条件好了，如果母亲活
着，跟着我过该多好呀！她吃的苦太多了。可，这只能是如
果。

人的一生，可能会有好多遗憾！母亲没有在我这小家过上几
天，没能享上几天福，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思念读后感舒婷篇四

临近百日，我又想起了母亲。自母亲去世后，这种感觉不时
袭上我的心头。每当此时，心先是感到刀割一样的痛，接着
是空荡荡的，似有一块铅在慢慢下沉。令我痛苦难耐，泪也
不由得溢满眼眶。

母亲一生命薄苦难，年轻时，父亲在外工作，自己含辛茹苦
拉扯我们姊妹几个，由于我们都上学，父亲的微博工资远不
够家用，全靠母亲的精打细算及自留地的一点微博收入勉强
度日。那时生活的苦难自不必说，但母亲坚持让我们上完学，



都有了工作。对于农村一字不识的妇女来说，这确实不是一
般的人所能做到的。待到我家的生活有所改善时，母亲也拉
下了一生的病。

母亲爱我们，是那种默默无闻的献出生命的爱。搁在心头的
一件事，在母亲去世后尤其记得清楚，现在回想起来，更陡
增了对母亲的思念。

记得那是前年夏天的一个夜里，我一个人在地里浇玉米。天
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漆黑的夜，虫儿也进入了梦乡，只能听
见哗哗的流水声，看得见的只是手电筒下闪亮的水流及周围
一株株的玉米。抬起头，连一颗星星都没有。我穿着雨靴的
脚从一处拔出又陷入另一滩泥水里，心里失落到了极点，委
屈到了极点，也痛苦到了极点。发誓以后再不种地，哪怕是
穷得沿街讨乞。

忽然，从地南面隐约传来一个声音，似乎有人在叫我，“顺
利…...”又一声，比以前高了许多。这一次我听清了，是母
亲！水哗哗地流着像一个调皮的小男孩蹦跳着，玉米叶像母
亲的手轻轻抚摸着，虫儿也唱起了欢快的歌。该怎样形容那
时的心情呢？似一个行径在沙漠中饥渴难耐的人忽然看到一
行驼队出现在前面，又像一个掉进万丈深渊的人侥幸抓住一
根枯枝偶尔听到崖顶的脚步声。我赶忙应承着“唉…...
唉…...”三下两下做完手中的活，快步走出玉米地。

只见母亲站在大渠边的路伴上，两手搂着一个包，全身随着
喘气上下起伏着。我知道母亲这几天哮喘病又犯了，不能行
动，那怕是走一小段路也是不行的。

见我出来，母亲断续着说：“浇…浇完了吗？”“快了”我
赶忙回应道。其实我也不知道还剩多少，只是不想让她担心
罢了，天黑路滑，她大老远来确实出乎我的意料。母亲又说：
“一整天了，快吃点饭吧。”我这才想起一白天忙着早已忘
记了饥饿。母亲把包放在地上，先是解开一根结着的绳子，



四展开包子的最外层的一块塑料纸，再拔开一件上衣，从里
面拿出一件件的东西：装水的饮料瓶﹑一个包饭的塑料袋﹑
一个菜缸子，几根黄瓜。最后，又拿出了一瓶啤酒，“啤酒
能解乏，喝点吧！”母亲边拿边说。

平时我是不喝酒的，偶尔喝一点，便会装模作样地说挺香的，
知儿莫若母！只有母亲才了解自己的孩子，那怕是再细小的
一件事，都会想得那么周到细心，尽量满足他们，使他们得
到特有的温暖和爱。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母亲中途来过一回，但走到半路，实
在坚持不下去，又返了回去。母亲眼睛高度近视，天又那样
黑，是怎样摸索着走了那么远的路，也许是一颗切切的爱子
之心照亮行走的路程吧。

母亲走了，正如她悄悄的来，不曾带走西天的一丝晚霞，尘
世的一粒泥土，带着对我们的爱和留恋离开了我们，离开她
操劳一生的家。留给我们的却是日日夜夜的思念及一想起就
有的悲哀哭泣。我们一说起母亲，先是一声沉重的叹气，接
着便是沉默，再接着止不住的哽咽，于是便四散开去。

每当离家时，我们总会看看母亲的遗像，然后敬上一注香，
磕上几个响头，怀着无限的眷恋和失落走向远方。再没有母
亲的反复叮咛嘱咐，再没有母亲的手搭凉棚远眺…...

我好想我的母亲哟！

思念读后感舒婷篇五

又到了这个令人伤心的日子.一年一度地今天,总是无法从感
伤之中走出来.

好久以前就记起了这一天是母亲的忌日.也许日有所思,夜有
所梦吧,几天前梦到了父亲、母亲和弟弟,还是象以前的样子,



一起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可是这样的场景也只能永远地成
为梦幻了.与弟弟还真是心有灵犀啊,前天早上接到了弟弟的
电话,他说他梦到我了,就想起给我打个电话.当时听到这句话
的时候,泪水迅即模糊了我的眼睛.每次收到弟弟的短信或者
接到弟弟的电话都很感动,都会触动我内心深处最柔软最脆弱
的地方.在这个世界上,与我最亲近的人只剩下弟弟一个人了,
时常会为对弟弟的疏忽而自责.不过弟弟一家的日子在共同努
力下逐渐有些起色了,这也是一件令我欣慰的`事情.在电话里,
我嘱咐弟弟在母亲忌日这一天去墓地给父母的坟墓添些土,弟
弟照做了.好久没有去墓地祭奠父母了,只是在每个清明节/鬼
节/春节会按照老百姓的习俗给父母烧些纸钱,借此怀念我的
父母.

清晨起来,本来劝解自己要好好地生活,愉快地度过这一天,让
在九泉之下的父母得以安慰.上午上精读课时,英语老师提起
在荷兰的一段经历,描述了荷兰人在生日的那一天，为了表达
养育之恩，都要给母亲买礼物.她问起大家是否在自己生日的
这一天给母亲买生日礼物呢?那一刻,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积
压的情感了,眼泪淅沥哗啦落了下来,一大段课文一个单词也
没听进去,口袋里的纸巾都用完了,眼睛也红肿了起来.之后的
一整天心情都很抑郁,以至于不想和任何人说一句话.若不是
身边经常有来来往往的人,我定会放声大哭一场，才会稍感释
怀.

在去年的今天,曾经含泪写下了缅怀母亲的文字,如今伤情依
旧,文字却少了很多,更多的是对母亲深深的怀念与追思.如果
真的存在一个魂灵栖息的天堂,但愿我的父母亲能够在那里安
歇,不再困苦和烦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