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记忆与印象读后感(实用10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如
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小编带来
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忆与印象读后感篇一

童年记忆是海伦凯勒的自传《假如给我三天光明》里面的一
小部分，下面是本站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童年记忆读后感400字，
希望大家喜欢。

昨天，我看了一本名叫《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书的其中一
小部分。这本书的作者名叫海伦。 凯勒。她于1880年6月27
日出生在美国的南部——亚拉巴马州塔斯甘比亚镇，是一位
了不起的盲聋哑作家，在他很小的时候因为一场病而变的盲
聋哑，但她却用超于常人的能力学会了说话。并用一生一共
写了十四部著作。而这本《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就是她的自
传，书中总结拉海伦。 凯勒的《我的生活》、《走出黑暗》、
《老师》和《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四部著作。我看的那一
小部分就是海伦。 凯勒的童年记忆，大致的故事是这样的：

我(海伦。 凯勒)渐渐的可以去用手去探索东西和表达自己想
说的话了。我也有了一个朝夕相处的好朋友——玛莎。 华盛
顿。我们之间经常在一起嬉戏、玩耍。有一次还差点弄出意
外来。我还经常把我的家庭教师——莎莉文老师锁在了屋里。
那时候，我得意极了。

我读了这一小部分后，感觉到像海伦。 凯勒的这平凡而又不
平凡的童年有几人能体会到海伦。 凯勒心中的那股难受?这
一部分使我深受感动，海伦。 凯勒是一个不健全的人，她的
童年却是这样的阳光、精彩、美丽。那我们这些健全的人有



什么理由不活得精彩、美丽呢?想想我们实在不该浪费大好的
时光，珍惜时间吧!好好努力学习，向海伦。 凯勒学习吧!

马克。吐温曾经说过：“十九世纪有二位杰出人物，一位是
拿破仑，一位就是海伦。凯勒。”。

最近我有幸读了海伦·凯勒的着作《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在这本闻名世界的书中主要讲了海伦·凯勒坎坷而传奇的一
生，以及在她的不同人生阶段她的心路历程。海伦·凯勒在
幼年时由于疾病而导致双耳失聪、双目失明。但她并没有因
此消极厌世，而是凭着自己顽强的毅力、不屈不挠的精神，
在安妮莎莉文的帮助下，在黑暗而无声的世界里刻苦学习，
顽强拼搏，克服一个个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考上了马瑟诸
塞州剑桥女子学校，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取得了正常人都
难以取得的辉煌成就。

读过这本书后，我被海伦这种顽强拼搏、不屈不挠的精神完
全折服了。我真是难以想象一个又聋又忙的人是如何进行学
习的啊!作为我们正常人我们每天可以听到老师对知识耐心细
致的讲课，可以看到书本、电脑、字典等学习工具中对知识
的精彩描述，但当我们在学习遇到一点困难时，我们还常常
不能给自己足够的勇气去独立寻找解决困难的方法，我们经
常都是想：唉!太难了，自己想太费劲了，问一下同学、老师
或家长吧。还有在我们参加长跑或登山等其他活动感到累了，
想要放弃时，我们可以想一想海伦，学学海伦的毅力和坚持，
海伦可以做到的我们一定也能做到。坚持到终点才能看到最
美的风景。

再有书中所表现书海伦对生活的无比热爱也让我感触很深。
海伦生活在一个黑暗而无声的世界中，但她并没有因此而悲
观厌世，她时刻都对生活充满热爱，她没有怨恨命运而是感
恩生活。由此我联想到现在的一些青少年，他们身体强壮而
且每天衣食无忧，但当他们在学习生活中遇到一点挫折或打
击时，他们就选择放弃生命，给家长带来无尽的悲伤。和海



伦相比，我们遇到的挫折是多么微不足道啊!

同学们!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向伟大的海伦学习，
珍惜美好生活，哪怕只有三天光明!

读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本书的朋友一定会被作者的坚
强、奋斗、乐观与勇气深深感动。如果你还不了解作者海伦
凯勒，那么就让我来向你作介绍吧。

海伦凯勒原来是位健康活泼的小女孩，在19个月大时，因一
场急病导致失明、失聪和失语，从此小小的海伦凯勒变得暴
躁、任性和孤独。直到七岁，，她在充满爱心与耐心、曾经
接近失明、当时只有20岁的莎莉文老师费尽心思的引导下，
走出了黑暗与孤寂，感受到了语言的神秘，领悟出了知识的
神奇。从此，海伦凯勒求知若渴，凭着自己惊人的毅力，在
莎莉文老师的教育和帮助下，以优等的成绩完成了哈佛大学
四年的学习，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文学学士的盲聋人。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海伦凯勒将仔细端详自己的莎莉文
老师、亲人、朋友，还有环视自己生活的环境;到森林进行一
次远足，放纵一下自己的眼睛;到博物馆对世界的历史与未来、
人类进步的奇观作匆忙一瞥;看看黎明时由黑夜变成白昼的动
人奇迹;到剧院或电影院享受色彩、优美和动作的完美结合;
浏览城市中令人敬畏的建筑艺术;漫步在大街、公园，瞧瞧万
花筒般五光十色的景象……“我的眼睛不轻易放过一件小事，
它争取密切关注它所看的的每一件事物。”“此后，我摸到
每件物品，我的记忆都将鲜明地反应出那件物品是个什么样
子。”

这三天对于海伦凯勒真的是奢望。而我们已经拥有了三千多
天的光明，让我们反省一下，我们是否都充分利用这天赋的
五官和四肢去感受大自然的美丽和生活的美好了吗?“善用你
的眼睛吧，犹如明天你将遭到失明的灾难。”



的确，我们太幸运了，我们拥有美好的一切——健全的体魄、
良好的学习环境、优秀的老师……从今天起一定抓紧每一分
一秒，不要让光阴虚度，不要等失去了才懂得珍惜，要像海
伦凯勒那样，不埋怨、不放弃，好好珍惜自己所拥有的，奋
发学习，以微笑面对厄运，以顽强的毅力克服困难，以杰出
的成就显示生命的价值!

记忆与印象读后感篇二

这一个多月以来，老师带领我们学习了《记忆传授人》这本
书。经过老师详细地解读以及耐心地启发，同学们做了精彩
的分享，让我也收获了许多。我就来谈谈我的感想吧！

小说的设定是人们在极其贫乏的情况下，逐渐恢复我们常见
的东西，乍看起来像是怀旧，没有幻想。这本书若不是老师
带领我们学习的话，只看一遍我就会扔到一旁，这就是我对
它的第一印象。

这本书主要讲了主角乔纳思（后称“乔”）被选为“记忆传
承人”后的特殊历险。乔生活在一个原本有很好的福利却没
有四季、没有日月，更不允许有残缺和个性存在的乌托邦社
区中。他在老记忆传承人的帮助下，决心用逃离的方式，使
社区里没有感觉、没有爱的居民，得到从他身上分散出去的
各种痛苦和爱的记忆。

我觉得乔的历险之所以特殊，就是因为其他的历险，都是主
人公不断地经历新奇的环境，得到更多出人意料的东西。而
这本小说则恰恰相反，《记忆传授人》的开头很平淡，书中
讲到12岁以前，乔貌似与乌托邦世界里的一般人无异，生活
的状态十分麻木。他们言行的标准都是创立社区的人设立的，
甚至杀死双胞胎中较轻的一个在他们看来都是天经地义的。
这让我联想到罪人的生活，有思想却没有选择的权利，被罪
所辖制却自以为是。



乔较为特殊的地方是眼睛颜色浅，在乌托邦世界中，深色眼
睛是无法传承记忆的。我想这更像是神在亘古以先生命册上
的拣选，形态未定之先已然知晓。乔在12岁时被传授人拣选，
一开始传授人传给乔的是一些快乐记忆的片断，比如乘着雪
撬从低缓的山坡上滑下，或是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我觉得
这就像是罪人刚接触到福音的美好，福音的大光开始照在以
前一直蹲在黑暗中的人，使他们有了一些属灵的分辨。这使
乔有了新的权利，乔以前的友谊，似乎也在他刚得到这个身
份的时候就已经变味了。这与那些不相信神的人，得知自己
有刚信主的朋友后，敬而远之的情形差不多。

后来，乔又从记忆传授人那里，逐渐得到了身体上痛苦感觉
的记忆和精神上极大痛苦的记忆。这些都使乔的身、心、灵
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就好比神破碎了一个人，使他能得到重
生。在此之前，乔认为生命就是由每天做的事情构建起来的，
老传授人认为生命是记忆，我认为生命就是神创造的奇迹，
因为我们能感到痛苦，特别是为罪忧伤痛悔，这是死人重生
的第一步。

接下来，乔得到了爱的记忆，这就是一种美好的关系。因为
体会过真正战争的记忆，所以乔特别不能忍受以前的伙伴嬉
闹着玩战争游戏，而真正完整的家庭里爱的关系，却让他得
到了安慰和医治，乔的心就被这爱的关系改变了。这使我想
到就像天父和我们的美好关系，真正体会到天父的慈爱，走
十字架道路，每天都过着圣洁的生活。

获得记忆的智能后，乔就大胆的做了一个决定——逃离。他
无意中给不达标而即将要被“解放”（安乐死）的婴儿加波
传授了记忆，并带着加波逃向了社区外的真实世界，完成了
把自己的记忆分散给社区中其他人的使命，开始了充满盼望
的生活。这很像耶稣牺牲自己，使福音真正在耶路撒冷传开。
也像保罗为了传福音传遍天下，自己宁愿被本族人鞭打，经
历水淹、石头打，被教会中的人误解，被外邦人监禁等，最
终身死，福音却由此广传。



记忆与印象读后感篇三

我们都知道，作为非虚构的散文随笔，最能反映出作者真实
的性情和思想状态，其阅历、文化素养、个性特点等等，都
会通过文字呈现出来。这也正是非虚构作品之所以经久不衰
而被读者喜爱的原因。尽管柏夫在这部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
版的文集的《后记》里说：“《山庄记忆》的写作，不是一
种有明确目的的写作，最初其实是一种思绪的自然流淌，是
快乐和苦闷时敞开心扉的真诚表达。”但由于有他丰富的人
生阅历垫底，有对人生世事敏锐的洞察力支撑，更有深厚的
文字功力辅佐，这些看似随意挥洒的文字，是非常大气、耐
读的，文学的元素、思想的深度、剖析人情世态的准确度，
都有。

在这部文集里，有一辑纯粹的散文，是写乡土情韵的，其中
的`篇章有《山庄记忆》、《土炕》、《土堡》、《庙戏》、
《野电影》、《糟糠之妻》等，不论叙事、状物、写人，依
然延续了他的小说集《乡韵》里的特色，文笔真挚而生动，
这是一幅幅乡村风俗画，读后给人一种暖洋洋的感觉，作家
的恋土情结彰显其中。“她见我死盯着她看，脸一红说，问
你话你不说尽看什么呀你！说着腰一扭别过身去，一条长辫
子便忽悠一下划过一条弧线，辫梢正好落在她臀部那个圆圆
的补丁上，我的心也跟着忽悠一下，也正在这一忽悠之间，
我青春的心便第一次受到了那种神秘的启蒙。”这是《糟糠
之妻》散文里的句子。像这类鲜活的散发着泥土香味的描述，
在他的其他文字里比比皆是。

我一直认为，地域是一个作家表达思想感情的载体，但作家
又不能太囿于地域，应当在地域与现实、时代的交叉点上运
思，这样写出的东西，既有地域特色，又可让地域外的读者
产生共鸣，由此你的文字将会走得更远。综观柏夫的乡土散
文，显然已经跳出了地域狭窄的“圈子”，而能够将读者的
思绪引向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和思索高度。他的思想随笔类
作品，犀利而睿智，透过这些文字，我触摸到作家良知的质



地、人格的力量、思想的深度以及他自觉担当的社会责任。
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和修养。也正因为他具备这种胸襟
和操守，在多年的创作中，便始终在写严谨、深刻、从不流
俗的文字。比如，当关于孔子的电影、书籍走红国内的时候，
他敢写《质疑孔子》一文，深刻地指出：“孔子的许多观点
是自相矛盾的，比如，孔子主张仁政，可他当上鲁国司寇不
到一个月就诛杀了少正卯，这与他倡导的仁政大相径庭；孔
子一生穷困潦倒，惶惶如丧家之犬，却主张久丧厚葬等奢侈
浪费之俗；孔子一方面宣扬有教无类的公平教育观，另一方
面又强调‘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和‘民可使由之，不
可使知之’等不平等观点。”

幽默是一种智慧。真正的幽默，决非中国小品演员那种装疯
卖傻的表演，这种表演尽管也能博得一些观众的喝彩，但没
有任何实际的意义。柏夫的文字，不论是散文还是随笔，读
到精彩处总会使人会心一笑，这是他的幽默带来的阅读效果。
如他的《如厕》一文，由小品中的一句经典台词“上厕所去
了”引发开去，旁征博引发生在古今中外的如厕趣事，同时
串联起许多政治事件，汪洋恣肆，亦庄亦谐，最后写
道：“尿，这一寻常之物经后世人的钻研利用，已然成为一
种非同寻常之物。例如，现在许多人讲一个班子中的成员不
能合作共事，常用的词语就是‘尿不到一个壶里’。人们之
间，如果看不起谁或不愿意理他了，也说‘这小子太狂，再
也别尿他了！’”。

总之，《山庄记忆》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书，是作家为自己赖
以生存的家园和他始终在思考的心灵，筑造的一座纪念碑。

记忆与印象读后感篇四

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后，我收到了很大的震撼，
并且使我久久不能忘怀。

主人翁保尔·柯察金起初是一个不讲道理，意气用事的人，



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并且使他有
了很大的改变。他最早因为捉弄神甫而被勒令退学，却因为
此他才开始了他的工作生涯，在这一段生活中，他得到了并
且学会了比上学更丰富、更有趣的知识，使他受益终生。后
来，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结识了林务官的女儿，从此也开
启了他青春时期最美好的记忆，这段经历使他认识到了自己
身上的缺点与不足，并养成了爱干净的好习惯。

当然，即使是一个再好的小男孩，也无法遮掩住他爱枪的感
情和对军人们的.崇拜，于是也就上演了那一幕好戏——他偷
走了中卫的武器，代价就是他家被翻了一个底朝天！

保尔的故事使明白，只有百炼才能成钢，要想成就一番事业，
就要确立一个明确的目标，并且要有“千磨万击还坚劲，任
尔东西南北风”的毅力。来吧，让我们拿起自己的枪，向着
那最后的美丽冲去。

记忆与印象读后感篇五

这学期，我们在课堂上一起学习了《记忆传授人》这本书。

《记忆传授人》主要讲的是主人公乔纳斯试图改变乌托邦社
区的故事。通过这一个月的学习，我学到了很多。一开始老
师把书发下来的时候，我听见班里有同学说这是本科幻小说，
心里也感到有些奇怪：老师怎么会让我们学习科幻小说呢？
家长也这么认为。但当我开始学习这本书的时候，立刻就明
白了。这部小说如果和信仰联系起来就会有极深的寓意。学
完后我对这部小说的认识立刻更新了，也重识了我的信仰。

乌托邦社区没有爱、没有亲情，那里的居民看似幸福地生活
着，一切都有保障，一切都早已被规定好了。但是，当乔纳
斯接受了记忆后，他豁然开朗，自己所处的这个社区才是最
虚假的。



这本小说和信仰有很大关联，乔纳斯所在的那个乌托邦社区
就是我们现今所处的这个罪恶的世界；社区居民就是那些无
知的罪人；记忆传承人（乔纳斯）就是我们这些“蒙恩的罪
人”。一开始，乔纳斯也认为社区十分美好，就好像以前未
信福音的我们迷恋罪中的生活一样。当乔纳斯接受记忆之后，
他才明白原来一切都是谎言，他活在虚假之中，曾一度想过
自杀。但后来靠着爱的记忆，他坚持了下去。我们初信福音
之时，会觉得福音十分美好。但随着信仰的深入，我们也会
慢慢地发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残酷和邪恶，心中也会充满痛
苦也会有软弱跌倒的时候，但最后我们总能靠着神胜过。

最后，乔纳斯为了让记忆回到居民身上，他选择了离开社区。
但在逃亡的过程中，他也不止一次的跌倒过、后悔过，想放
弃，回到原来的社区。但是总有获得记忆的信念支持着他，
直到他最后到了那个盼望已久的地方。我们也会为了信仰做
出一些牺牲，但中途也会想放弃，想要回到原来在罪中的生
活。但神总会帮助我们，“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
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
住。”神已经给了我们那美好的应许。在小说的结尾，乔纳
斯看到了他回想过无数次的爱的场景；当我们经历完了试练、
与主相会的时候，他也必把那美好的天国乐园赐给我们。

在我的生命中也是这样。我在信仰中曾跌倒过无数次。我从
小就和父母一起去教会，可是，我那个时候并不知道什么是
信仰，只知道信耶稣可以上天堂，去教会有老师和其他小朋
友和我一起玩，所以那个时候的我很喜欢去教会。但是当我
年纪大了，对信仰有进一步了解了，我就开始对福音有些抵
触，也不愿意去教会、读经、祷告、唱赞美了。家长看到我
变成这样，也找我交通，为我祷告。有的时候我心血来潮，
会主动地读经祷告，并表现得很有神的同在的样子，但是大
部分时间我还是沉浸在罪里。

直到初中的时候，我来到了主内学校bgcs。不得不说，当我来



到bgcs的时候，才知道了什么是真实的福音，就如同乔纳斯
在绝望时接受了爱的记忆一样。这里的同学和老师都和公立
学校的大不相同，每个人都很有爱，让我在这里有家的感觉。

在bgcs的第一次受难礼拜的时候，我哭了。耶稣为我受了那
么多苦，我却爱罪，沉迷于罪恶中无法自拔，耶稣该有多么
伤心！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证明了他对我的圣爱。我在
这个世界上，孤苦无依，有一个人，无私地爱我、保护我，
这是多么的安慰！反观我以前学校的同学们，他们不止一次
地嘲讽我的信仰，但他们才是真正可怜的人。每天去酒吧、
网吧、ktv，却活得无比空虚，他们真正需要的是神的爱。

我很感恩家长把我送到bgcs接受主内教育，让我有了重识福
音的机会，从罪的漩涡中把我拉出来，与主的羊群在一起。
虽然有时我也会软弱和跌倒，但靠着老师的帮助都能及时地
改正。

这本小说使我重识了我的信仰，我对人生的看法也一并被改
变。我们都需要神的带领，在信仰的道路上越来越刚强，最
后必能得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记忆与印象读后感篇六

“关于往日，我能写的，只是我的记忆和印象。我无意追踪
史实。我不知道追踪到哪儿才能追踪到史实；追踪所及，无
不是记忆和印象。有位大物理学家说过：‘物理学不告诉我
们世界是什么，而是告诉我们关于世界我们能谈论什么。’
这话给了我胆量。”

一连两个下午，我躺在沙发上读史铁生发表在《上海文学》
七月号上的八则《记忆与印象》。第一天是邂逅，拆开信封
发现它在那里；第二天便是约会了。现在夜深，可以写一点
读后感。这是我近年来读到的最打动我的散文。



不知他自己是否意识到，我看着文章，通篇在写早已离去的
母亲。一再地有点纠缠地缠着妈妈。很多事情，很多光线和
气息一次次走向她。心指着她。读这样的文章会停下静一静，
停下吸吸气。我想这是一个跪在沙滩涂画的人，赶在潮水到
来之前用手指画一点自己反复的梦见。有很多很多情绪海一
样朝人涌来，我读的时候都有希望自己被吞没的感觉。那时
候，吞没不再可怕，甚至有幸福和融入。烟消云散才好呢，
一滴水和大海才好呢，没自己才好呢。

文章记的是旧人旧事和旧的心情。有些人和事本来也是不可
说的。人可说食色，满纸渲染出味道，但不可说空气。留给
空气的只一两个形容词，没有一点颜色。但每一次呼吸都可
感觉。儿时被母亲空气一样地环绕灌溉，浑然无知，到一日，
气喘起来，才意识它的不可或缺。每个红血球都醒来，不依
不饶，才想念儿时的包裹自己的丰沛的爱。

读这样的文章肯定无法欢笑，但也不是哀哭。要哭也是无声
流泪。流着泪却有一丝甜意上来。有所庆幸。毕竟还有过老
家的废墟般的老屋，一圈圈绕着不敢进入，但去看屋顶上的
野草。毕竟有妈妈。

我也是在瞎说。史铁生的这文章没法叙述甚至没法论说。他
写字很慢，数念珠一样，一颗颗地下来。第二天的重读，我
读得慢些。我也慢慢数它。我可以引一些哲理的警句式的话
出来，但那些句子一被引出立刻变作另外的东西。读，是接
近作者的惟一的办法了。如果能走向他，也就能走向自己，
把自己也读出来了。

老天保佑在天和在地的人。

记忆与印象读后感篇七

今天，我把在学院第一次出席读书会时读过的第一本儿童文
学小说重读了一遍。这本书让我印象深刻，这次会重读，是



因为放假有点无聊，而且这本书是我最爱的其中一本书。在
重读的时候，感觉上没有第一次的强烈，但是还是大同小异。
这次我只花了不到两天的时间就把整本书看完，感受了不一
样的世界。虽然这只是一个虚构的国度，但是却让人深思。

《记忆传授人》，《thegiver》，其作者是来自美国的洛伊丝·劳
里。这本书在1994年获得了美国纽伯瑞金奖。《记忆传授人》
是一部科幻小说。里面说着一个乌托邦的社区，在那里生活
的人每天都过着千篇一律的生活。在那里，没有危险，没有
与众不同，没有烦恼，没有快乐，也没有悲伤，没有阳光，
没有四季……乌托邦是希腊语，意思就是理想国。

在乌托邦世界，没有颜色，因为颜色会让人产生区别，这样
就会有不一样，不一样就会衍生出很多问题，所以他们都分
不清颜色。我可以想象得到色盲已经是很痛苦的事，那分不
清颜色，世界就只剩下黑与白，还有灰。这让我非常庆幸自
己的世界是五彩缤纷的，虽然有时候颜色让人与人变得不一
样，就像是肤色，瞳孔的颜色，还有头发的颜色，至少我们
还活在有颜色的世界。还有，在那里也没有音乐，没有旋律。
他们想象不到旋律在耳边响起，是多么美妙的感觉，多么美
丽的声音。

《记忆传授人》让我学会了珍惜、感恩。懂得了因为有不美
好，所以才会有美好；因为有了背叛，才懂得真心的可贵；
因为有了失败，才有了成功的骄傲……这真是一本值得永远
珍藏的书！

记忆与印象读后感篇八

生死，似乎是一个不可辩驳的永恒的话题，没有哪个人能够
坦率地面对死亡的降生。而只有一个人，那是嚼尽了痛苦的
滋味，在死神中挣扎的人—史铁生。

在这个躁动不安、纷繁芜杂的尘事里，惟有写作才能让他与



死神拉开距离。追溯到孩提时，脑海里并没有残留死的.印记，
而完全是一种放纵式的，与死神调侃的心境。真正领悟到死
的释义，是在他罹病后的一段时期里，死无时无刻不在他的
脑海里泛滥。

生在乡村，有更多的机会体验到生死的抉择。这是一个生死
的理想的场所—医院，闲陪一位朋友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
这里的病人几乎每天都会感到自己与死神擦身而过。以前，
对于生死，我脑海里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幸好有这个机会，
来自病人的呐喊，让我体会到生与死之间的距离。生既是死，
死既是生，生死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

好长一段时间，我找不到生死之中真实的自我，随意地挥霍
生命的周期。渐渐的，我厌烦了这个让我心绪浮动的环境。
时间一点一滴地在腐蚀着我稚弱的魂灵。我不想拥有太虚假
的形体，也许，躯壳早已经麻木不仁。没有体验精神濒危的
感受，是难以读懂人生这本书的。或许灵魂就是在生与死的
缝隙中存活。

人生有多少东西值得我们留恋，亲情、友情、爱情，究其底，
最后的结局只不过是一出生离死别的戏。读了这篇文章后，
对于死的内蕴，我的脑海里开始有个清晰的印象—读懂生命。
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是很公平的，是及其的顽强却又很脆
弱。因为思想不停的运动，所以生命很顽强。因为思想时动
时歇，所以生命很脆弱。既然思想还未停歇，那么便没有理
由让生命在死的边缘徘徊。生存也是死的一种寄托，一种更
高层次的精神解脱，因此，不要轻易捅破生死的隔膜。

死并不是马上就消亡，在思维还未完成建造之前，在灵魂还
未真正清醒的时候，死是无意义的，称不上消亡。当一个人
拥有了对生死体验的权利之后，就会发现，其实在周围，许
许多多的生命已是那么的岌岌可危，他们是不懂得享受生死
的馈赠。



说到死，史铁生还有另一种体会。拖着一具残骸，放纵灵魂，
茫然的飘逝，实则也是玷污了生与死的名节。很多时候，生
是很可耻的，相对与死，则是一种高贵的精神的产物。与其
邋遢的生存，不如洁净的死去。欲望只是物质的设想，精神
上的寄托，是生与死的馈赠品。对于死，应该是一种凤凰涅
磐的重生，是没有形体的负重。

摈弃一切重负，在史铁生的身上已经找到答案。带着对人生
的期求，他拖着孱弱的躯壳，用思想点缀生命的誓言。他很
渴求死，但他更希望另一种“死”。死也许是他人生中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经过长年累月的思考，也体验了生与死的抉
择，他逐渐摆脱了精神的困惑，眼前的视线越来越清晰。对
于死，他已不再畏惧，他的思想不再受死神的束缚。史铁生
的人生，将会是一部超越生死界线的无字书。

记忆与印象读后感篇九

清明那日，席席凉风，寒意逼人，身伫祖先墓前，思绪万千。
面对那些烈士陵墓，又怎能不感动伤怀。

墓还是那个墓，人还是那个人，只是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地上，
逝去的人儿终究是逝去了。然而对他们的记忆就仿佛是在昨
日，剪不断的是无法忘却的怀念。

人生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面对生死，怎能不些许惆怅。缅
怀先烈，我们去寻找他们生前的足迹，不难发现，他们的生
命都是在奉献中，意外中，故意中悄然逝去的。然而对他们
的记忆仿佛就在昨日，剪不断的是无法忘却的怀念。

人生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面对生死，怎能不些许惆怅。缅
怀先烈，我们去寻找他们生前的足迹，不难发现，他们的生
命都是在奉献中，意外中，或是故意中悄然逝去的。

缅怀无数先烈的丰功伟绩，祭奠无数烈士英灵，这是我们作



为祖孙后代义不容辞的事情。虽然烈士已长眠于地下，但他
们的精神将与青山共存，与日月同辉。

在全体老师和学生的默哀中，我心情沉重。因为为烈士默哀
是一件庄严而神圣的事情，他们的英灵就像是鲜艳的五星红
旗，值得我们尊敬。是他们无私奉献，舍己救人，宁死不屈，
换来了今天在世界上光彩夺目的五星红旗和屹立于东方之巅
的巨龙。

九泉下的他们看到现在祖国人民的美好时光，他们是会含笑
的，定格的瞬间，那是最难忘得分分秒秒。不会忘记汶川地
震带给祖国人民的伤痛；不会忘记奥运盛会带给祖国的骄傲；
不会忘记定格在姚厚芝身上的'母爱；不会忘记最美乡村教师
的背影…英雄们，你们安息吧！

烈士们，你们的墓碑不是冰冷的，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会去
温暖它。是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没有你们，哪有今天
的幸福，珍惜吧，这浪漫的青春。

烈士们，请你们放心！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将把我们中国这条
巨龙铸造的更加富强。

记忆与印象读后感篇十

我们都知道，作为非虚构的散文随笔，最能反映出作者真实
的性情和思想状态，其阅历、文化素养、个性特点等等，都
会通过文字呈现出来。这也正是非虚构作品之所以经久不衰
而被读者喜爱的原因。尽管柏夫在这部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
版的文集的《后记》里说：“《山庄记忆》的写作，不是一
种有明确目的的写作，最初其实是一种思绪的自然流淌，是
快乐和苦闷时敞开心扉的真诚表达。”但由于有他丰富的人
生阅历垫底，有对人生世事敏锐的洞察力支撑，更有深厚的
文字功力辅佐，这些看似随意挥洒的文字，是非常大气、耐



读的，文学的元素、思想的深度、剖析人情世态的准确度，
都有。

在这部文集里，有一辑纯粹的散文，是写乡土情韵的，其中
的篇章有《山庄记忆》、《土炕》、《土堡》、《庙戏》、
《野电影》、《糟糠之妻》等，不论叙事、状物、写人，依
然延续了他的小说集《乡韵》里的特色，文笔真挚而生动，
这是一幅幅乡村风俗画，读后给人一种暖洋洋的感觉，作家
的恋土情结彰显其中。“她见我死盯着她看，脸一红说，问
你话你不说尽看什么呀你！说着腰一扭别过身去，一条长辫
子便忽悠一下划过一条弧线，辫梢正好落在她臀部那个圆圆
的补丁上，我的心也跟着忽悠一下，也正在这一忽悠之间，
我青春的心便第一次受到了那种神秘的启蒙。”这是《糟糠
之妻》散文里的句子。像这类鲜活的散发着泥土香味的描述，
在他的其他文字里比比皆是。

我一直认为，地域是一个作家表达思想感情的载体，但作家
又不能太囿于地域，应当在地域与现实、时代的交叉点上运
思，这样写出的东西，既有地域特色，又可让地域外的读者
产生共鸣，由此你的文字将会走得更远。综观柏夫的乡土散
文，显然已经跳出了地域狭窄的“圈子”，而能够将读者的
思绪引向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和思索高度。他的思想随笔类
作品，犀利而睿智，透过这些文字，我触摸到作家良知的质
地、人格的力量、思想的深度以及他自觉担当的社会责任。
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和修养。也正因为他具备这种胸襟
和操守，在多年的创作中，便始终在写严谨、深刻、从不流
俗的文字。比如，当关于孔子的电影、书籍走红国内的时候，
他敢写《质疑孔子》一文，深刻地指出：“孔子的许多观点
是自相矛盾的，比如，孔子主张仁政，可他当上鲁国司寇不
到一个月就诛杀了少正卯，这与他倡导的仁政大相径庭；孔
子一生穷困潦倒，惶惶如丧家之犬，却主张久丧厚葬等奢侈
浪费之俗；孔子一方面宣扬有教无类的公平教育观，另一方
面又强调‘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和‘民可使由之，不
可使知之’等不平等观点。”



幽默是一种智慧。真正的幽默，决非中国小品演员那种装疯
卖傻的表演，这种表演尽管也能博得一些观众的喝彩，但没
有任何实际的意义。柏夫的文字，不论是散文还是随笔，读
到精彩处总会使人会心一笑，这是他的幽默带来的阅读效果。
如他的《如厕》一文，由小品中的一句经典台词“上厕所去
了”引发开去，旁征博引发生在古今中外的如厕趣事，同时
串联起许多政治事件，汪洋恣肆，亦庄亦谐，最后写
道：“尿，这一寻常之物经后世人的钻研利用，已然成为一
种非同寻常之物。例如，现在许多人讲一个班子中的成员不
能合作共事，常用的词语就是‘尿不到一个壶里’。人们之
间，如果看不起谁或不愿意理他了，也说‘这小子太狂，再
也别尿他了！’”。

总之，《山庄记忆》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书，是作家为自己赖
以生存的家园和他始终在思考的心灵，筑造的`一座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