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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冷雨读后感(精选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
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听听那冷雨的读后感篇一

终于一段漫长而无聊的夏季落下了帷幕。初秋渐进，太阳也
变得不再炽热。原本还想把人们闷一回的副热带高气压也被
一场秋雨搅了局。这似乎是个分水岭，昨天还热得浑身像是
涂了一层胶水，今天即使穿着外套都感到一丝秋的凉意。

静听这雨，滴滴答答，阵阵凉意直沁内心，再看天地之外，
一片朦胧。站在窗前，极目望去，目光在这一片凄迷中漫无
目的的游荡却始终找不到一个落脚点。惆怅得整个世界都都
布满了灰色。听听这冷雨，瑟瑟复潇潇。

触景生情。文人墨客总会因为眼前的景色而触发内心情愫。
尤其是对于荒凉凄凉的景色而抒发抑郁的愁肠心境。我虽不
比书生但唐诗宋词的从小熏陶亦使我具有了诗人的气质。看
着窗外的冷雨，不免内心浸着一丝伤感。自己始终摆脱不了
纷繁的困扰，摆脱不了命运的藩篱，摆脱不了尘世的庸扰。
一群人通过努力向着更高的梦追寻，另一群人则被投入了一
个永远也爬不出来的`无底洞。以前是这样认为。现在看来都
只是时间的问题，最终我们都要在这个无底洞里挣扎着死去。
只是有些人看开了释怀了逆来顺受了，有些人依旧在那里无
畏的挣扎着咆哮着跃跃欲试着。结果都是一样，有些人学会
了享受这一切，痛苦或者欢乐。有些人还在怨天尤人。我既
不属于这两种人，或者说我又属于这两种人。路就在你脚下，
就看你怎么去选择。但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清楚脚下的路。或



者太过零乱或者还没有路。事到如今，我们明白很多的梦都
在遗失，很多的记忆都在忘却。有时候我们以为有些事情永
远不会被遗忘，但现在回想起来当我们不再提起时慢慢的它
就会像垃圾一样被清理出我们的大脑。就像我们不记得我们
何时开始记事一样。我们不知道我们记住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也许仅仅是在心里让自己记住下午不要忘了吃奶。我们的记
忆就像是一条坐标轴。出生便是零点，我们朝着正方向一直
前进。偶尔我们会停下来向后望一望。有些事情刻的太深就
会有个大大的标注，有些事情无关紧要就会留下一个小小的
符号。当我们向前走时，小一点的符号就消失在视线里，当
我们再继续向前走，大一点的符号也慢慢模糊了。雨依旧在
下着，条条丝线迷蒙了整个世界。

这无情的雨将一辈辈的人催老了，而雨依旧在淋淋沥沥的下
着，从洪荒时代到晦暗的未来。忽然脑海里出现了蒋捷的；；
虞美人﹒听雨；；。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因为年轻，
意乱情迷，夜夜笙歌，纸醉金迷，烛光诱惑的跳跃着，醉生
梦死不只天明。等到壮年听雨，江阔云底，断燕叫西风。整
日为了生计奔走他乡，客舟听雨多了一番悔恨，一番苦楚。
白头听雨时，悲欢离合都已经历，当你走完坎坷的一生，那
在雨中时少年的无忧，中年的哀愁而今都算不得什么了。一
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有的只是一种随风而逝的淡定，一种远
离喧嚣的无求。雨是一滴湿沥沥的灵魂，窗外在喊谁。

听听那冷雨的读后感篇二

前尘隔海，古屋不再。听听那冷雨。

早上醒来，觉得丝丝寒意，丝毫没有冬逝的痕迹。天外阴沉
沉的，不觉得让人心悸一番。百无聊赖，习惯性的翻看手机
里备份的自觉温馨的短信。冷笑了声，依旧如往常。不再是
那般沉寂，不再是那般欣然。向窗外望去，似乎能感觉到那
冰冷的雨滴稀疏的洒落，不觉得让人打一寒战。好像那未接
触的雨滴正慢慢的渗进我的骨子里。思索片刻，居然想起了



高中时喜欢的那篇散文《听听那冷雨》。

也许是过于喜欢文学，我喜欢的那些散文诗集总是规定的放
在我书橱的下角抽屉，以便再回味时伸手即得。喜欢的散文
集也很容易找到了。拿到那课本，抖落掉封面上的尘土，用
纸拂拭掉那些散漫的记忆。钻进被窝，诚心的拜读。

躺在床上，也去聆听雨打地面的声音，可是却觅不到。也许
是心理原因吧，总觉得屋子里也潮潮的，让人不能有丝毫的
温暖。或许这便是秋雨与冬雨的区别吧。不去管它，还是捧
本散文集，聆听雨的声音吧！

展开散文集，我默默地问自己。这雨会不会唤起我悲伤地记
忆？而这潮湿的记忆，是否是惊蛰过后的春寒加剧呢？也许
是雨季吧！淋淋漓漓，淅淅沥沥。如寒潮般侵蚀了我的记忆。
也许是余光中先生喜欢那种曲折感吧，或许是在台湾，依然
是拐十次角都转不出去的小巷子。我不喜欢那种感觉，倒不
如江南小镇，雨巷青房贴切。擎一把伞，走在那一抹青色的
世界里，即使一个人，也不显得孤独单调。即便是自己，那
种寂寞感在心里早已荡然无存。我不相信，杏花，春雨，江
南，这些曾经女子喜欢的归宿会牵魂梦绕般缠住了我的心。
即便是夜里，也会潮湿了我的记忆。冬雨，也不见如此。

从余光中的《听听那冷雨》中，我第一次感觉，雨是可以见，
可以听，甚至可以嗅的。或许在外人看来，很幼稚，很朦胧，
却给了我大自然亲切的心声。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
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读到此，我的心不免
有些小激动。也许在余光中眼里雨是最富有感性的女性。雨
后的雨气空蒙而迷幻，细细嗅嗅，清清爽爽新新，有一点薄
荷的香味，浓的时候，也会发出草和树林沐浴之后特有的腥
气，也许那竟是蚯蚓和蜗牛的腥气吧，毕竟是惊蛰了啊。多
么优美的句子啊！却为我一次次失了身。突然间模糊了自己
的梦，不在简单，不在纯洁如雪。但在她触动了我敏感的神
经。



读完一遍，舍不得把这书这么快就放回去。说实话，是不舍
得把这些优美的文字忽忽忘记，重新搁置在自己的脑中。不
知道突然的想起一些事，沉默一番，我还是把那课本搁置起
来。穿好衣服，站在窗前，那么安静，聚精会神，只为寻得
一阵雨声。

听听那冷雨，听出了一番沉寂和蓦然。却听不出一番苦恼和
眷恋。

这个没有阳光的白天，阴森森露出那张恐怖的脸。在那潮湿
的地方，我仿佛迷失了自己。说实话，我输不起自己，输不
起自己那颗安逸的心。

索性还是出去吧，触触那冰冷，嗅嗅那潮湿，听听那冷雨。
就这样，也觉得幸福。

听听那冷雨的读后感篇三

雨是感性的。丝丝润物却并不无声。听听，雨落在树叶上的
沙沙声，青草池塘的处处蛙鸣。而我们身处城市之中，这些
天籁之音，不是用耳朵去听，而是用心。

雨是传递信息的使者，是上天派她给大地带来问候。滋润土
地，散发出阵阵清新的泥土芬芳。

听听，诗人笔下的雨的形态。“好雨知时节”是春雨如油最
好的诠释。“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在秦观笔
下雨又被带上了丝丝的愁。“清明时节雨纷纷”对已故亲人
的祭奠，雨又带上了一层伤感的色彩。

下雨也许是睡觉的好时候，但我认为这是浪费。站在阳台上，
窗外的景色，不外乎是那些隐天蔽日的楼房。唯独雨能够轻
巧地穿过楼间的缝隙坠落下来。霎时间粉身碎骨，遁入土中，
只留下一个印迹。



在屋中观雨是不过瘾的，走入自然中，任纷飞细雨打在脸上、
肩上、发梢上。树上、天空已看不到鸟儿的踪迹。路上的车
渐渐少了起来。行人的脚步加快了。天地一片寂静，唯
有“嘀嗒”雨声。

长廊观雨又别是一番享受。听，那雨滴打在石阶上的声音，
打在檐上的声音，打在草丛中的声音。如果此时在加上池塘
蛙鸣。简直就是一曲超自然的交响乐。洗涤人的灵魂，净化
人的心灵。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雨洗落城市的喧嚣，洗去游子一身的归尘。

听听，那冷冷细雨打入心中，映入眼中。

听听那冷雨的读后感篇四

前几日心情烦闷，望着窗外那倾盆如注的大雨，仿佛一切从
头至尾的冲刷着自己的内心，闲暇之余缓慢地翻起一本书籍，
映入眼帘的竟是那篇很熟悉的文章，余光中的《听听那冷
雨》。

文章先从故乡的冷雨说起，回忆着在下雨的季节一位姑娘撑
着一把油纸伞心平气和的向小巷深处走去。她的脚步是那样
的寂寥而凄清，滴滴答答的雨滴声敲打着高低不平的石板路。
随即，作者笔锋一转向我们展示了厦门之夜的雨，并以两位
主人翁的形象叙述了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之后再次进一步
的描写江南的雨，进而更深一步的刻画了女性独有的温柔。

雨气得空蒙而迷幻，轻轻地嗅一下，便可发现一种带有特别
的味道，是淡又是香，让人不觉得感受到清爽的气息扑面而
来。

而身在美国的余光中，再次望着窗外的雨，却少了些许的清
淡多了些迷离的情调，这不禁会让人的思绪飘落在梧桐相思



树上，并不像骤雨打荷叶那样，总有一种淡淡的凄凉。可远
在残等古屋下，这种凄惨的景象就变得越加的浓厚了。

春雨的绵绵；秋雨的潇潇；夏雨的磅礴；冬雨的冰凉，这也
会一个人联想到人的成长从青丝少年到白发长者，伴随着无
数次的雨滴，慢慢的老去。此情此景传递着无论是对故乡、
还是对人事物的留恋，都伴随在着冷冷的雨声，透漏着一丝
低迷的回忆。

雨既可以是一个人的心情变好也可以给一个人增添不少忧愁，
也流漏着点点滴滴的回忆，这种记忆一直伴随在凄迷的大地
上久久会散去。

听听那冷雨的读后感篇五

诗一样的充满跳跃联想的语言是《听听那冷雨》的最大特色。
作者在文中大量动用了迭字句。文章开始，就对雨作尽情的
描绘：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
湿······一句就写出雨的形声。接着他跳跃联想，写
道：······即使在梦里，也似乎把雨伞撑
着······这句奠定了整篇一种“忧伤”的基调。马上，
他大胆想象：整个中国整部中国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
片头到片尾，一直这样下着雨。此时，我窒息般地感觉到余
光中内心那种深深的乡愁以及爱国情怀。

本文恰似一首长诗，字字句句，充满令人惊奇的诗的意象。
作者笔下的雨时而是“黑白片子”，时而是“宋画”，时而是
“一滴湿漉漉的灵魂”，时而是“温柔的灰美人”等等。作
者凭非凡的才力和卓越的想象力，把乡愁化为种种意象，而
意象又于作者的某段人生遭遇及心灵历程相连相融。可谓情
丝和雨丝交织。

余光中用诗样的语言对雨进行视觉、听觉、嗅觉等多方面感
觉进行描写，字里行间，古诗韵味俯拾即是，例“牧童遥



指”，“剑门细雨渭城轻尘”，“杏花春雨江南”。爱好古
典文学者看本文，时时会心一笑。而喜爱现代风格的读者也
不会失望，例“雨是潮潮湿湿的音乐下在渴望的唇上舔舔那
冷雨”一句，已令许多所谓的现代诗人汗颜。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语言没有音乐味，何能成为作家？同样，
思想不深邃，更是不成作家。余光中将思想完美融入语言，
正如他所说：一位出色的散文家，当他的思想和文字相遇，
美如盐撒于烛，会喷出七色的火花。我读书，常爱划句，但
是读《听听那冷雨》，竟然摘不下一句，因为每一句话都这
么美。

文坛宿耆柯灵说：《听听那冷雨》直接用文字的雨珠，声色
光影，密密麻麻，纵横交织而成。这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对中
国文字和现代文学的表现力增加一点信心，也应该承认这在
五四以来的散文领域中，算是别辟一境。评论毫无过奖，也
深刻公道。

附注：这是旧作，写于19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