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漫步读后感悟(大全5篇)
我们得到了一些心得感悟以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感悟，这样能够给人努力向前的动力。那么你知道心得
感悟如何写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感悟范文大全，
供大家借鉴参考，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我们一起
来了解一下吧。

苏州漫步读后感悟篇一

苏州的园林比不上紫禁城的大好河山，也敌不过长安洛阳那
富贵花开的繁华，却能寄你一份求之不得的奇缘。

 

首先，作者先写了自己所游的十多处苏州园林的总印象，认
为这是“我国各地园林的标本。”标本一词，足以证明了苏
州园林的建筑价值和艺术价值。接着直接指出，苏州园林在
各个园林中有个共同点，似乎设计者和匠师们一致追求的是：
“务必使游览者无论站在那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副完美的图
画”。可见，叶老先生的这篇文章就是抓住苏州园林设计的
图画美来具体介绍的。

作者先总体介绍图画美的四个表现：讲究亭台轩榭的布局，
讲究假山池沼的配合，讲究花草树木的映衬，讲究近景远景
的层次。从苏州园林的不讲究对称来具体说明，在联系到美
术画的不对称表现出的自然之趣。作者想要说的是苏州园林
的不讲究对称同样也是为了表现自然之趣。

假山的堆叠也很有讲究：“可以说不是一项艺术而不仅是技
术。或者重峦叠嶂，或者几座小山配合着竹子花木”。“至
于池沼，大多引用活水，有些宽畅教育城的就作为全园的中



心，其他景物配合着布置。水面上假如成河道，往往安排桥
梁”。池沼的边沿很少齐整的石岸，总是高低屈曲任其自然。
不由得让人联想起柳宗元的《小石潭记》里的描述“为坻、
为屿、为嵁，为岩”和“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
差互”，两者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在提到苏州园林的栽种、修剪树木也“着眼在画意”。至于
花墙、廊子，镂空的图案，大镜子，更是使得整个园林的景
致富有层次，错落有致。

自始至终，作者都在紧紧扣着图画美来阐述苏州园林的完美，
在介绍着设计者的设计精巧以及苏州园林的文化内涵。它不
仅仅是建筑上的艺术，不仅仅是人创设优美和谐的自然生态
环境的艺术，更是融合了诸多中国传统审美理论和艺术理论
的结晶。

总之，在我看来苏州园林是我国园林的标本，也是我国最美
的园林。

花香鸟语，青林翠竹，素河缠绕，幽静谧美。

月色清凉，文人豪情挥墨“并无世事”。此际心如空山，听
得见潺潺流水声。

幽静，谧美，淡雅，足乐。

轻轻地闭上双眸，思的是那与世隔绝，并无世事;赏的是那青
林翠竹，水明如镜;听的`是那流水潺潺，琴音依旧;闻的又是
那花香鸟语，幽静谧美。

是否忆过，在梦幻般的人间天堂仙境里，摆脱一切世俗纷扰，
亦挥刀斩去忧愁三千丝，静坐于亭台轩榭醉心地弹上一曲古
乐。那令人神往，沁入心间的优雅琴音，在耳边余音袅绕。



如梦，如幻，如露，如电的仙境啊!

琴音余音袅绕中，各种花的香弥漫于空中，团坐楼亭中，抿
一口清茶。起身，漫步于花间草丛中，贪婪地呼吸着夹杂着
令人心旷神怡的空气。采一朵素花，低闻，素花香扑面而来。
此时，整个人得到超脱。

步于庭院中，矗立的假山怪石，犹如山峰重峦叠嶂。拔地而
起的青林翠竹相互依偎，给人一种突如其来的幸福感。

我想起一句话来：“佛曰：成往坏空。人生短长，并无别事。
”

是啊，在这样美的如同仙境的地方，抛开一切杂念，静下心
来品味这充满感情的园林。然后长呼一声：“快哉!”

那一切的烦恼亦在这一刻释放出来，此时整个人便觉轻松了
许多。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默默无言，孤孤单单，独自一人缓缓登上空空的西楼，这里
虽没有所谓的西楼，但也有这亭台楼阁，抬头望天，只有一
弯如钩的冷月相伴。低头见梧桐树寂寞地孤立院中。幽深的
庭院被笼罩在清冷凄凉之中。在这样的深夜里，必定免不了
寂寞，不过还好，有繁星相伴，明月相陪，心中那几分孤独
寂寞之意也就挥之而去了。

继而，在浓浓困意中睡去……

清晨醒来，散步池塘边，又念起那句：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这不禁让我凝望池塘对岸，猜测着是否也会有位佳人在这园



林之中待我去寻觅。

如那唐朝的多情少年，花香漠漠，落花盈盈，唯树下不见伊
人……

坐在亭台中。抚琴后，又弹起那荡气回肠，弥久不散的曲子。
那时而柔情，时而忧伤，时而激扬的琴音缠绕在园林之中。

苏州园林，我终究是喜欢它的。

幽静，谧美，淡雅，足乐……

在拜读完完金学智老师的佳作之后，就不自觉的回想起这首
诗，姑苏的景致和人文，被无数才子化作缠绵悱恻的诗词，
流传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历史之中。

而苏州城内的园林，就是画龙点睛的一笔。

金学智老师的书大致分为八个版块，分别是建筑构成，山水
构成，花木构成和关于意境的清新朴素，曲折幽深，透漏空
灵，秀婉轻柔还有总结饿综艺大观。

苏州园林在中华土地乃至于世界都有着重要的地位，不仅仅
是华夏子孙的骄傲，更是世界的瑰宝，其中比较著名的几个
在书中也有详细的介绍，例如沧浪亭，狮子林，拙政园，退
思园，留园等等。

如果说，苏州的园林是块美玉，那么这些细节和金学智老师
就是匠人，他的文笔渗透了姑苏的情怀，化作了玲珑剔透的
一座城。

整本书从宏观到微观，从写实到写意，不仅带我们领略了大
体的气概，就连雕刻在石面上的花木兽禽都一一在目。

要说苏州园林的最大的特色啊，并不只是"上有天堂，下有苏



杭。"的美景，而真正引人入胜的更在于它的"花木寓意，叠
石寄情。"

例如拙政园，她被誉为"中国园林之母"可见其造诣之深，初
为唐代诗人陆龟蒙的住宅，拙政园的后池种满了荷花，一到
三伏的盛夏，接天的莲叶无穷碧，映日的荷花也别样红。荷
花的品性高洁，花木中它的寓意最高，正如园主人的性情，
不好官场荣华富贵，也不鞠躬于车马前，隐居之后留心于农
事，造福于百姓，这何尝不是荷花寓树人。

我最中意的园林在苏州一个叫木渎的小镇上，它并不出名，
那里没有人山人海的游客，倒也落得清闲，它有个很美的名
字，叫做虹饮山房。它的建筑风格相较于拙政园显得亲切了
许多，就像一幅水墨丹青，落到人间，满怀柔情的展开画轴，
成了人们口中传唱的歌谣，就等你迈入其中，听树下的女子
弹琵琶，拂手抬袖间，苏州的评弹和着吴侬软语回响在她的
一颦一笑间，这苏城的风华和婉约早就揉进了你的眼帘内，
叫人怎么能不如痴如醉。

苏州的园林比不上紫禁城的大好河山，也敌不过长安洛阳那
富贵花开的繁华，却能寄你一份求之不得的奇缘。

姑苏总有下不完的细雨连绵，唱不尽的才子佳人，这一切的
一切，请你好好的看。

苏州漫步读后感悟篇二

首先，作者先写了自己所游的.十多处苏州园林的总印象，认
为这是“我国各地园林的标本。”标本一词，足以证明了苏
州园林的建筑价值和艺术价值。接着直接指出，苏州园林在
各个园林中有个共同点，似乎设计者和匠师们一致追求的是：
“务必使游览者无论站在那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副完美的图
画”。可见，叶老先生的这篇文章就是抓住苏州园林设计的



图画美来具体介绍的。

作者先总体介绍图画美的四个表现：讲究亭台轩榭的布局，
讲究假山池沼的配合，讲究花草树木的映衬，讲究近景远景
的层次。从苏州园林的不讲究对称来具体说明，在联系到美
术画的不对称表现出的自然之趣。作者想要说的是苏州园林
的不讲究对称同样也是为了表现自然之趣。

假山的堆叠也很有讲究：“可以说不是一项艺术而不仅是技
术。或者重峦叠嶂，或者几座小山配合着竹子花木”。“至
于池沼，大多引用活水，有些宽畅教育城的就作为全园的中
心，其他景物配合着布置。水面上假如成河道，往往安排桥
梁”。池沼的边沿很少齐整的石岸，总是高低屈曲任其自然。
不由得让人联想起柳宗元的《小石潭记》里的描述“为坻、
为屿、为嵁，为岩”和“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
差互”，两者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在提到苏州园林的栽种、修剪树木也“着眼在画意”。至于
花墙、廊子，镂空的图案，大镜子，更是使得整个园林的景
致富有层次，错落有致。

自始至终，作者都在紧紧扣着图画美来阐述苏州园林的完美，
在介绍着设计者的设计精巧以及苏州园林的文化内涵。它不
仅仅是建筑上的艺术，不仅仅是人创设优美和谐的自然生态
环境的艺术，更是融合了诸多中国传统审美理论和艺术理论
的结晶。

总之，在我看来苏州园林是我国园林的标本，也是我国最美
的园林。

苏州漫步读后感悟篇三

花香鸟语，青林翠竹，素河缠绕，幽静谧美。



月色清凉，文人豪情挥墨“并无世事”。此际心如空山，听
得见潺潺流水声。

幽静，谧美，淡雅，足乐。

轻轻地闭上双眸，思的是那与世隔绝，并无世事；赏的是那
青林翠竹，水明如镜；听的是那流水潺潺，琴音依旧；闻的
又是那花香鸟语，幽静谧美。

是否忆过，在梦幻般的人间天堂仙境里，摆脱一切世俗纷扰，
亦挥刀斩去忧愁三千丝，静坐于亭台轩榭醉心地弹上一曲古
乐。那令人神往，沁入心间的优雅琴音，在耳边余音袅绕。

如梦，如幻，如露，如电的仙境啊！

琴音余音袅绕中，各种花的香弥漫于空中，团坐楼亭中，抿
一口清茶。起身，漫步于花间草丛中，贪婪地呼吸着夹杂着
令人心旷神怡的空气。采一朵素花，低闻，素花香扑面而来。
此时，整个人得到超脱。

步于庭院中，矗立的假山怪石，犹如山峰重峦叠嶂。拔地而
起的青林翠竹相互依偎，给人一种突如其来的幸福感。

我想起一句话来：“佛曰：成往坏空。人生短长，并无别事。
”

是啊，在这样美的如同仙境的地方，抛开一切杂念，静下心
来品味这充满感情的园林。然后长呼一声：“快哉！”

那一切的烦恼亦在这一刻释放出来，此时整个人便觉轻松了
许多。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默默无言，孤孤单单，独自一人缓缓登上空空的西楼，这里



虽没有所谓的西楼，但也有这亭台楼阁，抬头望天，只有一
弯如钩的冷月相伴。低头见梧桐树寂寞地孤立院中。幽深的
庭院被笼罩在清冷凄凉之中。在这样的深夜里，必定免不了
寂寞，不过还好，有繁星相伴，明月相陪，心中那几分孤独
寂寞之意也就挥之而去了。

继而，在浓浓困意中睡去……

清晨醒来，散步池塘边，又念起那句：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这不禁让我凝望池塘对岸，猜测着是否也会有位佳人在这园
林之中待我去寻觅。

如那唐朝的多情少年，花香漠漠，落花盈盈，唯树下不见伊
人……

坐在亭台中。抚琴后，又弹起那荡气回肠，弥久不散的曲子。
那时而柔情，时而忧伤，时而激扬的琴音缠绕在园林之中。

苏州园林，我终究是喜欢它的。

幽静，谧美，淡雅，足乐……

苏州漫步读后感悟篇四

看余秋雨的散文为时已有，往往夜静时慢读，那涓涓流溢的
笔调淡然而凝重，轻畅却深刻，象在品读一杯醇香清明的龙
井，余韵回肠。

《白发苏州》算是其中的香茗了。作者以拟人的手法描述有
如老者气度的苏州，在夕阳漫天的余晖里，他的背影便是归
属与安详。



象一个久游的旅人要寻找后回归的家一样，苏州是“太甜”、
“太俏”、“太多”、“太密”，“过于流丽”又“不够苍
凉遒劲”的，也许这正是拼却一生劳苦后想安睡入梦的人们
渴望的家园，是一个“处处给人以感观上的宁静与慰籍”
的“中国文化静谧的后院”，是一个“能给我一种真正休
憩”的地方。试想人的一生少年如牛犊、壮年如苍鹰、能平
静又想归返的还有什么时候呢，而也只有老年甘守平静的心
才不会“去吃那份追随之苦”。

还是那个真实善良的老者，包容爱护并坚决捍卫着真实和善
良。那为万古祸水红颜的西施，玩世不恭却不废人间造业钱
的唐伯虎，那嘻笑怒骂中点评了千秋红楼的金圣叹……这些
被世人贬评的才子佳人在苏州的怀抱中都得到了孩儿般的呵
护与溺爱。而又同是这位老人，却以生命的代价在反腐的斗
争中惨烈而坚决的捍卫着天下的纯洁和公正。这个苏州更象
一个仁者、爱者和勇者。

这还不全是作者要告诉我们的那个苏州。

全文以明暗两线通篇，对苏州直接大量的描述更为了点明文
中由暗线引发的深思。文章第一节中我们看到，在2500年历
史的街道上穿越的苏州人，却仰慕着200历史下的西方现代文
明的辉煌，而现代的西方文明也曾经苏州有过的灿烂。这种
现代文明与古老传统冲击下产生的无奈与迷茫正是作者要告
诉我们的：人类在接受文明时要抛弃传统，还是为了保有传
统而拒绝文明？作者没有回答，他说：我一时找不到答案。

苏州的忧思也许正是文化面临的忧思。或者作者以告诉了我
们些什么。

谁也无法拒绝文明的光芒，就象每一个古老民族要生存和发
展，都必须象那只勇投烈火的凤凰，在炼烧中永生。经过这
种保有真善美的不断永生，才不会因为只剩年老而悲凉，或
因只有年少而遗憾。这大概是余秋雨的文化散文要告诉我们



的'。

苏州漫步读后感悟篇五

大好的清晨，幽静不失光彩，我的目光却停在这篇《苏州园
林》之上，久久不能移开。

这幅绮丽的“画卷”，主要描绘的是独具匠心的苏州园林。
作者叶圣陶先生将亭台轩榭的布局、假山池沼的配合、花草
树木的映衬、远景近景的层次勾勒得淋漓尽致。遥想当年，
那些伟大的设计師和匠师大概也盼望着自己的后辈们能如此
欣赏自己的杰作。

诚然，苏州园林与北京园林相比是有所不同，却也不同得别
致。北京园林的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彰显的是皇权的磅礴大
气，而苏州园林的特点是淡淡的典雅，白墙黛瓦，有几分徽
派的美感，又依山傍水，给予人们安静闲适的感觉。

一篇文章之所以能引起我极大的共鸣，是因为我曾亲身观赏
过这文中的景色。曾经，我穿过闹市街口，立于园林的大门
前，凝望着门内的美景，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居士高踪
何处寻，居然城市有山林。”步入园内，环绕在身边的是清
脆鸟鸣，眼前是婆娑的树影、清冽的山泉、叠嶂的山影、嶙
峋的怪石。“浓枝高下绕亭台，初染胭脂渐次开”，写的是
娇艳的花簇。绵绵细雨中，打伞的苏州姑娘也是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

耳边是吴侬软语，心中是大好河山。此情此景，不禁令人感
叹：祖国的江山秀丽如画。

江山如画，画如江山。祖国处处是美景。华夏儿女们，带上
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我们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