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林清玄作品集读后感 林清玄清欢
读后感(汇总9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
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林清玄作品集读后感篇一

清欢，一个很优雅的字眼。“细雨斜风作小寒，淡烟疏柳媚
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
人间有味是清欢。”

作者年轻时，常常出去游玩。或饮一壶茶，或爬一次山。在
轻松中，享受悠然自得。但是，当现在旧地重游时，却发现
一切都变成了快节奏的生活，再也找不到那种感觉了。

作者所说的清欢，是在清静中，享受淡雅的欢愉。但似乎与
作者说的一样，现在的人们无法感受到“清欢”了。ktv的喇叭
“嗡嗡”作响，街上的行人行色匆匆地赶路，就连茶楼，也
烟雾环绕，让人喘不过气来。

丰子恺的“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是清欢;陶渊明的“采
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清欢……清欢，代表着一种境一
种高雅的文化。

双休日，与家人去登山。“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这
似乎是登山的理想境界。但山道上，全是熙熙攘攘的游人，
远远望去，像一条长龙，期间还不时夹杂着小贩的叫卖声。
爬到山顶，却看不见成片的松林，而是满眼的高楼林
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只能是记忆中的景物了。
吹过来的风夹杂着污浊的空气，瞬间，连“欢”都没有，更



不必谈“清欢”了。

难得可贵的是，在我们的内心还可以保存着一份来之不易的
清欢。坐在一盏孤灯下翻着带墨香的书;或提笔挥毫;或饮一
口茶，体会茶香弥漫。

“人间有味是清欢”。心灵的清欢，或许能在这喧嚣的环境
中，保持着一份优雅。

最近看了林清玄的《清欢》一文，心灵颇受触动。这不今年
的五一又悄然而至，七天小长假也给人们带来了一些骚动。
因此我在很多天前就在回家还是在这个问题上纠结着。

回家肯定过得没那么自由可以玩到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时候。
而在这也不是悠闲自得的。我想的就是一人在宿舍那样独处
几天过几天逍遥生活，可是天不遂人愿。在这刻我才感受到
天地之大就没有一个我的个人空间。我不是说宿舍人多不好，
我要说的是每个人在自己享受生活的时候也要为他人留下一
点私人空间，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

我也并不是说我宿舍很差，只是我每每想修改论文的时候，
宿舍因为某种原因就会有嘈杂之音，这时我会提醒一下周围
的人音量放低点可是我也不能时时刻刻就这样提醒这样我嫌
烦他也嫌烦。

所以我在家的时候也不喜欢隔三差五的见到亲戚来串门，我
也不喜欢无缘无故的到亲戚家去。好了有点扯远了，既然在
家或在宿舍都不能给我个空间，那么我就去大自然走走吧，
我想那里会有我的一片天的。

最后用古人一句“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寄
情于山水中，抛去生活中的不愉快，多一份洒脱。

记得书中有一篇写的是作者寻找三生石。提起三生石，总有



一种很真切的感觉。虽然觉得这是迷信，但我从心底还是相
信缘的。小时候总觉得北京很大，走到哪里都是新鲜的;渐渐
的，我长大了世界变小了，中国就是国土面积再广阔，也是
地球上的一小部分而已;地球就是能容纳再多的人，也是宇宙
中不易察觉的一点罢了。“生命渺如沧海中的一粟，人生的
因缘更加一粟之毫端”，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的缘分更加有
价值，我们的相遇更值得珍藏。我信缘，不为别的，提醒自
己要珍惜，用心相认，生活很充实。

此非批判科学，非讽刺发展。相反，未知的事物逐渐呈现在
眼前，朦胧的面纱被一一揭开，正是由于不断的进步我们才
能更好的认识自己，与周围和谐相处，所谓知己知彼嘛。

其实“诗”也很简单，把握当下，体会安歇，欣赏美。是如
此，就连温泉散发的硫磺气味，也会被描述成淡淡的香气。
宛如在沙漠遇到一朵红花。

今天你“诗”了吗?捧起脚边的沙，捕捉流过的霞，人人都可
享用的繁华，是活在饱满的当下。

林清玄作品集读后感篇二

林清玄是中国台湾一代文学大师，他为后人留下了无数文学
著作。书中饱含着书墨的韵味，从生活、见闻、佛教等方面
为我们展示了世界上的点点滴滴。

光是人每天都能见到的东西，阳光、灯光、目光、霞光、月
光。这些光也折射出了世间种种的现象。有多少人因为光彩
而失去了本性，在阳光下展示出一副虚假的外壳；从古至今，
所有的诗却从未有过写过正阳的，也许是因为人在正阳下会
感到害怕吧。现在的人对别人充满了怀疑，把真实埋藏在了
内心的最深处。



现在，人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差，一块块珍贵的土地被人们变
成了赚钱的工具——盖楼房、盖商铺、做景点，失去了土地
原来的价值——生长植物。城市里再也难觅土地的踪影，才
会引发林清玄如此的感想。

人总喜欢用金钱来衡量一个事物的价值，殊不知有些东西是
不能用金钱买到的，例如你不能买一点感恩，只能买一些礼
物作为感恩。俗话说的“有钱能使鬼推磨”，林清玄认为是
不对的，我也这么认为。金钱不是万能的，也不是什么都能
买、能送的。但是，如果一个人能真情流露，怀着真心去送
祝福，那不用说感恩，明月都可以送，对方也一定收得到。

也许我们还可以从书中领悟到其他的道理，这，也许就需要
我们去慢慢品味了。

林清玄作品集读后感篇三

《在云上》这本书，我认为是林清玄告诉我们，每个人心中
都住着一只金翅鸟。有无边的想象，不凡的想象，能在黑暗
中，看到光明；能在平淡中，创造绚烂。只要有正向的信念，
就有正向的未来；只要打开感觉的开关，就能进入生命的美
好。

例如，我阅读了《在云上》里面的这么一段：”有一些鸟，
总在雨中歌唱；有一些花，总在月光下开放；有一些鱼，总
在优雅中遨游；有一种心境，总在繁忙中逍遥。守着不能回
去的过去，不如相忘于江湖，自由自在。我在红尘滚动中寻
找属于我的云，追随着风的足迹，遨游九天之上。绝境中还
要飞行，逆境中还要穿云。“ 读时，总想写点什么；读后，
也动起笔来写过，但总是不能成文。心中焦急，但又坦然。
毕竟，像我这样胡乱遐想的人，怎能一如林清玄般站在云上
看世界呢，又怎能描摹出他心中的尽美世界呢？我只是怀着
欣喜之情，赏读每一篇文章，心中的波澜起起伏伏。这每一
篇散文，在我看来，都流畅清新，我渴望能做一个站在云上



看人间的人。欢喜，自在，平安，感恩，在云上，什么都能
看见。

我还喜欢读《在云上》里面的这么一段：”我对自己说，跨
过去，春天不远了，我永远不要失去发芽的心情。而我果然，
就不会被寒冬与剪枝击败，虽然有时静夜想想，也会黯然流
下眼泪，但那些泪在一个新的春天来临时，往往成为最好的
肥料。“ 是啊，我们人生总是在不断的遭遇挫折，但只要有
一个发芽的心情，即使被深埋于泥土中，只要积蓄足够的能
量，只要保持一颗等待春天的心情，就一定会有破土而出的
那一刻。

其中还有一篇《四十岁学用左手》我也很感兴趣。这篇散文
主要是说作者有一次因为右手积劳过度而不能使用右手，没
办法只好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用左手慢慢地去试着做一些事
情。从而阐述了一个观点：那就是我们不论是生活还是学习，
当发展到某一个关键点上，试着改变想法、做法都是可能的。

这篇散文告诉我们：左脑指挥右手，右脑指挥的却是左手。
左脑的数学及论理功能比较强，右脑的直观和洞察功能比较
强。但一般人都习惯用右手，其实我们有时候还是应该努力
地学用左手，虽然开始会做得生疏，但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
磨练，并且用心一些，从容一些，最后总也能把事情做好。

现在我为大家朗读这篇散文中的一段：

最后，我想说：衷心感谢林清玄散文《在云上》给我的感悟！

林清玄作品集读后感篇四

人生犹如一片森林，在成长的路上拔起一株株有美好记忆的
树；人生犹如一口清泉，泉水的质地取决于“泉”的“内
心”；人生犹如一场玄想，心中有什么就出现什么。人生是
一条条路，选一条就开始一段不同的人生，成就一个不同的



人物，而我可能会选择清欢，清欢的人生。

自从我打开了《林清玄散文集》这本书，我仿佛在于一个高
尚清欢的人谈话、交流心得，此书最为我所感触最大的，当
之为《清欢》一文。清欢是一种对景、对物、对人生的一种
心情，也是一种态度。此文主要讲述了作者的清欢与作者对
的了解。林大师有他对世俗的鄙视体现出了清欢的向往。他
非常的神，许多已忘了清欢是什么，也过不了这种日子。
（尤其是年轻人）而他还能回忆往事清欢，神。清欢能摆脱
世俗，离开嘈杂，体验清静时的欢乐，吃盘清淡的小菜，喝
清清的白开水，坐阶打禅都很容易找到清欢，而现在他无影
无踪，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取而代之的是灯红酒绿。

但我也找到了清欢，一日，我骑着自己最心爱的自行车一边
快活地拨弄车铃一边吹口哨，高兴的回家，我完全忘了马路
上的汽笛声，一种清欢的感觉伴我行驶在路上，此时此刻，
我完全忘了自己，带着说不清的微笑，像个孩子，回到家中，
我泡了壶白开水，把它当做茶一样喝——清欢的茶水。然后，
我坐在沙发上，享受着当事的欢乐，是一种来自内心的而表
达不出的欢乐，仿佛是清淡的欢愉，没错，正是清欢。仿佛
有股“入淮清洛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的炊烟围绕在我
身旁。

找到清欢很难，也很简单；找到清欢的人生更难也更容易找
到。只有拥有清欢的人生的贤人才能理解这句话。林清玄的
《清欢》是想告诉大家：做一个找到清欢滋味的人物，甩掉
世俗的帽子，体验“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的生活，找到“感受清欢、享受清欢、并拥有清欢”的生活！

林清玄作品集读后感篇五

寒假里，难得清闲陪女儿一起阅读《林清玄散文集》，翻开
一本书，和着淡淡墨香，如品茗般幽雅清韵。



没有多余的文字，一切仿佛是那么自然，却又充满了奇妙的
联想，空灵流动。转换了时空，仿佛置身于那书中的情景，
心灵却澄澈洞明。

林清玄在博大精深、烟波浩渺的佛教艺术和佛教哲学的海洋
里潜游泅渡，将之化为气息，化为血脉。

我赞赏作者的那分善感，那双将生活察觉得如此细微透彻的
慧眼!常言道：“世界上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
睛。”正如《风铃》中，他抓住了“风铃”与风应和这一常
见的，却被世人所忽略了的生活现象，在他眼中，风铃是活
的，且是一个敏感而极富灵性的生命使者。它是风的音乐演
奏者，有了它，人们就会在炎炎夏日听出大自然的清凉，在
凌寒冬日感受到大自然的温暖。“风铃”之所以如此神奇是
因为它有心，在它的用心感知下风才有了光彩和生气。推此
及人，人只有有了一颗善感的心，有了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
才能不断“来觉知生命的流动、观察生活的内容、感动于生
命与生命的偶然相会”。

作者将风铃写的精致而有灵气，实际是在写人的心灵。他希
望能通过心与心的相映，来营造一个美好动人的世界。

再如《桃花心木》的启示，依赖父母和老师，并不是人的本
性，但是要在父母的.怀抱中度过，在一种不确定的生活中生
存，我们则永远会有一颗依赖的心。要想获得自理能力，必
须经过生活的考验，拥有不确定的生活。从中深化了自己对
事物的认识，对道理的理解。对于简单的物质，更会有深刻
理解。依赖的心往往使我们经不起生活的磨练，但如果有一
颗独立自主的心，就会从中显示出优雅自在和勃勃生
机......

读毕林清玄的散文，豁然开朗，生命的价值别有洞天。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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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玄作品集读后感篇六

在读了林清玄的.散文过之后给人一种回味无穷的感觉，作者
那易懂的语言，却又含着很深的寓意，哲理。读完后撼动了
我的心。

这本书的封皮呈黄色，醒目却不刺眼，与它的图案十分相配：
一阵风吹来，纯白的蒲公英种子随风飘散，飘渺、空灵，十
分简洁唯美，我想也代表着我们这一代代的孩子的梦想吧。
中央用孩子的字体写着“林清玄”三个大字，给人一种亲切
的感觉。展开封皮，一行小而精练的小字映入眼帘：“期许
少年们有天真的心，纯善的心，美好的心，庄严的心……能
在这悲伤的人间，拥有快乐。”正是这一行字，给了我很大
的兴趣让我读下去。

正式打开书时，我便被那充天真，无邪的自序吸引。和标题
一样，拉近了我们与作者的距离，向我们诉说了作者不老的
心。这本书分四卷，分别是天真的心、纯善的心、美好的心、
庄严的心。每一卷的开头都有一首精练的小诗，读来十分有
趣，我仿佛能从一首首小诗中看到作者儿时天真可爱的脸。

第一卷“天真的心”：讲述了一件件小事，都是些我们生活



中很平凡的事情，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小事：一只乌龟、一
棵树、一些流浪狗、一个传说……而令我感到吃惊的是，作
者用孩童般的最单纯天真的视角，把最单纯天真的事情，竟
能写出如此多的细节和道理。在作者的笔下，可以从一只乌
龟写到身外之物的不重要，写到人只看到名利金钱的悲
哀……作者循序渐进，由浅到深，直击我们的内心——那如
白纸般内心的最深处的那片净土。

而第二章“纯善的心”描绘的不是一直再清澈的人或心。而
是在尘世扎根，出淤泥而不染的人或心。作者用这“灰色”
社会中的真善美、假丑恶的对比，引起了我们对良知的新看
法。

第三、第四卷则是继续沿着之前的风格，用孩子般的笔法，
给我一种亲近的感觉，让我借作者的文笔来看那充满未知的
世界。

看完这本书，突然发现书的最后也有一行小字。它告诉我们：
“挫折，学习智慧；离散，学习成长。我们是不是除了课业，
更重视这些优良品质的养成那？”或许，这就是作者写这本
书的原因吧。

林清玄作品集读后感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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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会怕腐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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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只麻雀咻咻两声从屋顶上飞翔而下，在蕉场边跳跃着，慢
慢的，它发现了白米，一步一步跳进箩筐里;孩子们把绳子一
拉，箩筐砰然盖住，惊慌的麻雀打着双翼，却一点也找不到



出路地悲哀的号叫出声。孩子们欢呼着自墙边出来，七八只
手争着去捉那只小小的雀子，一个大孩子用原来绑竹子的那
根线系住麻雀的腿、然后将它放飞。麻雀以为得到了自由，
振力的飞翔，到屋顶高的时候才知道被缚住了脚，颓然跌落
在地上，它不灰心，再飞起，又跌落，直到完全没有力气，
蹲在褐黄色的土地上，绝望地喘着气，还忧戚地长嘶，仿佛
在向某一处不知的远方呼唤着什么。

这捕麻雀的游戏，是我幼年经常玩的，如今在心情沉落的此
刻，心中不禁一阵哀戚。我想着小小的麻雀走进箩筐的景况，
只是为了啄食几粒白米，未料竟落进一个不可超拔的生命陷
阱里去，农人何尝不是这样呢?他们白日里辛勤的工作，夜里
还要去巡回水，有时也只是为了求取三餐的温饱，没想到勤
奋打拼的工作，竟也走入了命运的箩筐。

箩筐是劳作的'人们一件再平凡不过的用具，它是收成时一串
快乐的歌声。在收成的时节，看着人人挑着空空的箩筐走过
黎明的田路，当太阳斜向山边，他们弯腰吃力的挑着饱满的
多筐，走过晚霞投照的田埂，确是一种无法言宣的美，是出
自生活与劳作的美，比一切美术音乐还美。

我强看到农人收成，挑着箩筐唱简单的歌回家，就冥冥想起
托尔斯泰的艺术论，任何伟大的作品都是蘸着血汗写成的。
如果说大地是一张摊开的稿纸，农民正是蘸着血泪在上面写
着伟大的诗篇;播种的时候是逗点，耕耘的时候是顿号，收成
的箩筐正像在诗篇的最后圈上一个饱满的句点。人间再也没
有比这篇诗章更令人动容的作品了。

遗憾的是，农民写作歌颂大地的诗章时，不免有感叹号，不
免有问号，有时还有通向不可知的分号!我看过狂风下不能出
海的渔民，望着箩筐出神;看过海水倒灌淹没盐田，在家里踢
着箩筐出气的盐民;看过大旱时的龟裂土地，农民挑着空的箩
筐叹息。那样单纯的情切意乱，比诗人捻断数根须犹不能下
笔还要忧心百倍;这时的农民正是契河夫笔下没有主题的人，



失去土地的依恃，再好的农人都变成浅薄的、渺小的、悲惨
的、滑稽的、没有明天的小人物，他不再是个大地诗人了!

由于天候的不能收成和没有收成固是伤心的事，倘若收成过
剩而必须抛弃自己的心血，更是最大的打击。这一次我的乡
人因为收成过多，不得不把几千万公斤的香蕉毁弃，每个人
的心都被抓出了几道血痕。在地去的岁月里，他们只知
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天理，从来没有听过“收成过
剩”这个东西，怪不得几位白了胡子的乡人要感叹起来：真
是没有天理呀!

当我听到故乡的香蕉因为无法产销，便搭着黎明的火车转回
故乡，火车空洞空洞空洞的奔过田野，天空稀稀疏疏地落着
小雨，戴斗笠的农人正弯腰整理农田，有的农田里正在犁田，
农夫将犁绳套在牛肩上，自己在后面推犁，犁翻出来的烂泥
像春花在土地上盛开。偶尔也看到刚整理好的田地，长出青
翠的芽苗，那些芽很细小只露出一丝丝芽尖，在雨中摇呀摇
的，那点绿鲜明的告诉我们，在这一片灰色的大地上，有一
种生机埋在最深沉的泥土里。台湾的农人是世界上最勤快的
农人，他们总是耕者如斯，不舍昼夜，而我们的平原也是世
界上最肥沃的土地，永远有新的绿芽从土里争冒出来。

看着急速往后退去的农田，我想起父亲戴着斗笠在蕉田里工
作的姿影。他在上地里种作五十年，是他和土地联合生养了
我们，和土地已经种下极为根深的情感，他日常的喜怒哀乐
全是跟随土地的喜怒哀乐。有时收成不好，他最受伤的，不
是物质的，而是情感的。在我们所拥有的一小片耕地上，每
一尺都有父亲的足迹，每一寸都有父亲的血汗。而今年收成
这么好，还要接受收成过剩的打击，对于父亲，不知道是伤
心到何等的事!

我到家的时候，父亲挑着香蕉去蕉场了，我坐在庭前等候他
高大的身影，看到父亲挑着两个晃动的空箩筐自远方走来，
他旁边走着的是我毕业于大学的哥哥，他下了很大决心才回



到故乡帮忙父亲的农业。由于哥哥的挺拔，我发现父亲这几
年背竟是有些弯了。

长长的夕阳投在他挑的箩筐上，拉出更长的影子。

记得幼年时代的清晨，柔和的曦光总会肆无忌惮地伸出大手，
推进我家的大门、院子，一直伸到厅场的神案上，使案上长
供的四果一面明一面暗，好像活的一般，大片大片的阳光真
是醉人而温暖。就在那熙和的日光中，早晨的微风启动了大
地，我最爱站在窗口，看父亲穿着沾满香蕉汁的衣服，戴着
顶法上几片竹叶已经掀起的;日斗笠，挑着一摇一晃的一对箩
筐，穿过庭前去田里工作;爸爸高大的身影在阳光照耀下格外
雄伟健壮，有时除了箩筐，他还荷着锄头、提着扫刀，每一
项工具都显得厚实有力，那时我总是倚在窗口上想着：能做
个农夫是多么快乐的事呀!

稍稍长大以后，父亲时常带我们到蕉园去种作，他用箩筐挑
着我们，哥哥坐在前面，我坐在后边，我们在箩筐里有时玩
杀刀，有时用竹筒做成的枪互相打苦苓子，使得箩筐摇来晃
去，爸爸也不生气;真闹得他心烦，他就抓紧箩筐上的篇担，
在原地快速地打转，转得我们人仰马翻才停止，然后就听到
他爽朗宏亮的笑声串串响起。

童年蕉园的记忆，是我快乐的最初，香蕉树用它宽大的叶子
覆盖累累的果实，那景象就像父母抱着幼子要去进香一样，
同样涵含了对生命的虔诚。农人灌溉时流滴到地上的汗水，
收割时挑着箩筐嘿哬嘿嗒的吆喝声，到香蕉场验关时的笑谈
声，总是交织成一幅有颜色有声音的画面。

在我们蕉园尽头得有一条河堤，堤前就是日夜奔湍不息的旗
尾溪了。那条溪供应了我们土地的灌溉，我和哥哥时常在溪
里摸蛤、捉虾、钓鱼、玩水，在我童年的认知里，不知道为
什么就为大地的丰饶而感恩着土地。在地上，它让我们在辛
苦的犁播后有喜悦的收成;在水中，它生发着永远也不会匾乏



的丰收讯息。

我们玩累了，就爬上堤防回望那一片广大的蕉园，由于蕉叶
长得太繁茂了，我们看不见在里面工作的人们，他们劳动的
声音却像从地心深处传扬出来，交响着旗尾溪的流水漏瀑，
那首大地交响的诗歌，往往让我听得出神。

一直到父亲用箩筐装不下我们去走蕉园的路，我和哥哥才离
开我们眷恋的故乡到外地求学，父亲送我们到外地读书时说
的一段话到今天还响在我的心里：“读书人穷没有关系，可
以穷得有骨气，农人不能穷，一穷就双膝落地了。”

以后的十几年，我遇到任何磨难，就想起父亲的话，还有他
挑着箩筐意气风发到蕉园种作的背影，岁月愈长，父亲的箩
筐魔法也似的一日比一日鲜明。

此刻我看父亲远远的走来了，挑着空空的箩筐，他见到我的
欣喜中也不免有一些黯然，他把箩筐随便的堆在庭前，一言
不发，我忍不住问他：“情形有改善没有?”

父亲涨红了脸：“伊娘咧!他们说农人不应该扩大耕种面积，
说我们没有和青果社签好约，说早就应该发展香蕉的加工厂，
我们哪里知道那么多?”父亲把蕉汁斑斑的上衣脱下挂在庭前，
那上衣还一滴滴的落着他的汗水，父亲虽知道今年香蕉收成
无望，今天在蕉田里还是艰苦的做了工的。

哥哥轻声的对我说：“明天他们要把香蕉丢掉，你应该去看
看。”父亲听到了，对着将落未落的太阳，我看到他眼里闪
着微明的泪光。

我们一家人围着，吃了一顿沉默而无味的晚餐，只有母亲轻
声的说了一句：“免气得这样，明年很快就到了，我们改种
别的。”阳光在我们吃完晚餐时整个沉到山里，黑暗的大地
只有一片虫鸣卿卿。这往日农家凉爽快乐的夏夜，儿子从远



方归来，却只闻到一种苍凉和寂寞的气味，星星也躲得很远
了。

两部怪乎很快的就堆满一辆载货的卡车。

货车在大雨中，把我们的香蕉载走了，载去丢弃了，只留两
道轮迹，在雨里对话。

捕麻雀的小孩，全部躲在香蕉场里避雨，那只一刻钟前还活
蹦乱跳的麻雀，死了。最小的孩子为麻雀的死哇哇哭起来，
最大的孩子安慰着他：“没关系，回家哥哥烤给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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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清玄作品集读后感篇八

清淡、朴实，这是我打开《林清玄散文集》所阅读到的气息
和独属于它的那一份味道。其实，在手拿这本《林清玄散文
集》，翻开它的第一页，阅读第一篇文章时，我就被它那淡



雅、细腻的文字所震惊。因为据我所知，林清玄是一位当代
男性作家，而在我的印象中，男性作家的笔风应都是充满阳
刚、坚毅的。但林清玄不一样，他的笔风婉转、细腻，丝毫
不逊色于当代女性作者，但是又在多愁善感之中保留了些许
傲然，这种柔与刚的结合，被他的文字诠释得恰到好处，即
不会太做作，也不会过于刚强。犹如一片花瓣落在水面而引
起的涟漪，在我们的心上留下一道淡淡的水痕，想去忆及其
源头时，却发现那痕迹早已消失不见，我想，这便是林清玄
的文字所给我们带来的感觉，若隐若现，随风而逝。

在《林清玄散文集》中我最深有感触的是一篇名为《空白笔
记簿》的文章。这篇文章没有过多的优美景物描述，也不似
长篇大论的感悟，只是作者对生活的一点儿个人小感慨而已，
但是我们却从未发现。

这篇文章讲述了作者去一家精致、讲究品位的书店买书，却
发现每本笔记本的价钱都要比一本书要贵上许多，对此而感
到疑惑不解，便询问店员小姐，店员小姐却给了作者这样意
想不到的一席话：书都是别人写的，写得再好也是别人的思
想，笔记是给自我买的，自我的想法当然比别人的想法卖得
贵了。看到那里，我有和作者同样的感受，在这家书店里的
笔记本之所以卖得比书贵，就在于它所要记录的是单独自我
的想法，不与别人相同。为自我的内心而写，然而，自我的
想法自是他人无法随意剽窃与买卖的，因为它在每个人的.心
中都是不可估量，能够用金钱所去衡量的。

我喜欢文中的这一几句话：“但是有谁愿意给自我的这天写
些什么呢?愿意给生活的灵光一闪写些什么呢?唯有我们抓住
生活的真实，才能填补笔记的空白，若任令生活流逝，笔记
就永远空白了。

读完了这篇文章，就使我想到了所看过的一次评论当今都市
人们快节奏生活方式的电视栏目。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在如
今这个现代化的大都市，定然是需要的，只但是，在生活中，



我们必定要学会在适当的时候慢下来，这或许，便会找到在
以前的生活中，所不被发现的乐趣，才能抓住生活的真实。
这样的一丝一缕，便会勾勒出你心中的那本笔记本。

在急速流过的生活中，我们能留下的便是那一本充满了生活
气息的笔记。只但是，在从前，我们缺少了一颗甘于安定的
心与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罢了。

《林清玄散文》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林清玄作品集读后感篇九

有一次我去新华书店，看到了这本《林清玄散文》书，觉得
很喜欢，把它买了，每一回家总是先看这本书。

这本书讲述了少年时代林清玄所经历过的事所思所想与所悟，
有许多散文都值得我学习和借鉴如《清欢》、《从人生最底
层出发》，不过最让我百读不厌的便是《黄玫瑰的心》，里
面讲述了一朵黄玫瑰因水分不足，萎靡不振，后来整株花泡
了20分钟，变光彩耀人。这件事情让林清玄知道了做事要有



信心！

记得那一次，我数学考试，考完试，我心想：以前基本都
是a,还很自信。第2天试卷一发下来我睁大眼睛，嘴巴都成o
字形，因为只考了85分在班里只能排到中等水平。成绩刷的
一下掉了下来放了学，我闷闷不乐，到了家一句话也不说，
我怒气冲冲推开书房砰地一声，把门就关上了，作业也不想
做了，就拼命地打被子，摔东西一肚子恼火。这时，妈妈推
门进来了说道：“金圣哲，发泄怒火是没有用的，你需要静
下心来、查找错因、仔细一点。一次失误，并不代表什么，
成功与否决定与你的努力！

我就开始认真读书，不在骄傲自满，而是谦虚，仔细查找错
因，第二次考试考了97分。我应该朝着满分去努力，真取下
次考一个满分！

从此我悟出一个道理：不要因为自己的.情绪左右了你的思想，
糊里糊涂，要振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