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都的秋读后感(实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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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
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以下是
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古都的秋读后感篇一

去京都前拜读了川端康成的《古都》，作为历史人文普及本，
很有帮助，即使我已经对日本历史和京都景物有所了解，对
书中提到的人物典故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但译者在每个地
方都加了注释。川端康成通过人物对话和描述，把平安神宫，
清水寺，嵯峨岚山，西阵，鸭川等风貌一一展现在眼前，对
京都人民日常节庆和风俗如数家珍。对于初次旅行日本的游
客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书，胜过很多平铺直叙的游记。

从文学角度来说，延续了《源氏物语》的风格，风花雪月，
落花流水都引起淡淡的哀伤。川端康成用纯熟的笔法细腻的
描写了少女心思，又以极少的篇幅刻画了男性含蓄的对爱情
的追求，还有感人的父女，母女，姊妹情谊。以季节为主线，
从春樱写到冬雪，画了个完满的句号，然而故事才刚刚铺开，
凝望着紫花地丁到雪铺满枝头，仿佛只是多愁善感的千重子
发了场梦，其他人物都幻灭在雪中。

从言情小说角度看，川端康成也没有离开一女多男的yy桥段。
最早出场的青梅竹马的水木真一，漂亮，随和，平易近人，
他从小暗恋着千重子，却不讨好她，相约在平安神宫看樱花，
千重子到了，他无动于衷躺着草地上，见佳人怒了，才起来说
“你一出现我就知道”，就如大多数女生在学校时遇到的男
同学，越是喜欢越爱捉弄对方，惹对方生气。与中国不同，
日本男人并不排斥漂亮，平敦盛、源赖朝都是美男子，男人
美与女人美一样，得到喜欢，受人怜惜。对于年轻的千重子



来说，漂亮的真一非常具有吸引力。而且跟真一相处，千重
子感到轻松，没有压力，所以她主动邀真一到清水寺跟他吐
露心事，弃儿，是千重子十年来哀愁的来源，她没有跟其他
人说，但跟真一说了，也许是想她爱的人了解自己，自己并
非他眼中的那样幸福，也许是真一给人舒服的感激，是最好
的聆听者。但真一的表现无疑让人失望的，他并没有给千重
子安慰，只是停留在惊讶与不相信，还觉得千重子只是找个
理由拒绝他的爱，后续也没有再找千重子，直到他哥哥追求
千重子，让他代为挂个电话，他才用轻松的口吻提到时代节
见到千重子与其他男子约会的事。也许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了
新的女朋友，对他来说千重子跟谁一起也无关紧要了。毕竟
他家境富裕，容貌漂亮，同时跟几个女生约会也很平常。但
千重子听出他的醋意，却很高兴，下次见面还特意解释是真
一认错人了，自己并没有跟其他男子约会。

龙助在小说结尾才出场，就像一个重量级的炸弹，一出场就
在千重子心中掀起波澜。龙助与弟弟真一完全不同，自信、
坚定、有主见、富有攻击性，他看上千重子，不像秀男那样
讨好千重子，也不像真一那样玩暧昧。他直击要害，让父亲
出面劝千重子的父亲佐田同意自己入主佐田的商行。因为千
重子早就说过对婚姻是绝对服从，她作为佐田家的独生女，
需要担起继承店铺的责任，但她本身承受不了这样的担子，
佐田一直希望找到养老女婿，即使是身家地位不如自己的秀
男，主要愿意入赘，他也愿意把千重子托付给他。而龙助作
为财大气粗的水木商行继承人，为了娶千重子，放弃继承权，
入赘佐田家，这实在是让佐田喜出望外，没有拒绝的理由。
龙助本身也是极其自信有能力，还是学生的他短短几下就把
佐田的掌柜治得贴贴服服，他根本不稀罕水木的身家，相信
凭借自己的能力就可以让佐田家东山再起。他毫不隐藏对千
重子的爱，几句话就把千重子弄得心神恍惚，发梦都是他的
影子。他为了接近千重子，说学也可以不上，还可以把佐田
看好的地段的房子买下来，还在千重子面前称赞佐田。千重
子一听他来家里就慌乱，衣服选完又选，妆容也下足心思，
给他倒茶手都在颤抖。龙助的缺点恐怕在于相貌，也许与真



一不是同母所生，他父亲形容他相貌平平。我妄自推测一下，
两兄弟如此大的区别，恐怕是二人在家里的地位并不一样，
真一是养尊处休的贵公子，而龙助就像地位低下的母亲所生
不得不靠自己努力证明自己的私生子，又或者根本非亲生，
他父亲水木在得知他的心意时也没有过多的阻拦，反而觉得
这样可以影响真一更加努力学习，以后继承产业也是好事，
水木和龙助得知千重子是弃儿时，完全没有觉得惊讶，反而
说这个没什么打不了的。我从而更加坚定自己的猜测。

古都的秋读后感篇二

川端康成古都读后感（一）

读川端康成的小说，最令我影响深刻的不是冷艳的《雪国》，
也不是哀婉的《千只鹤》。而是那一篇少有言论提及的《古
都》。在每一个无限悠长美好的下午，我都会给自己泡一杯
暖茶，然后从书架的一隅拿起那本《古都》。轻轻拂去表面
一层细软的灰尘。再次走进那个，每每让我午夜梦回的暖热
的梦境。

《古都》讲述了佐田千重子和苗子这对孪生姐妹相离、相遇、
相知、相认，最后又相离的凄楚动人的故事。由于家庭贫困，
千重子从小被生父母抛弃，幸运的是她被心地善良的绸缎批
发店老板夫妇收养，从此就生长在较为富裕的家庭环境中；
而妹妹苗子在父母去世后，被收养在一个贫寒的家庭中，在
山中村落里做着繁重的体力劳动。

千重子无时不在挂念着自己远方的未见面的双亲。在京都北
山的杉树林和在传统节日“宵山日”上千重子终于见到了失
散多年的妹妹后，无微不至地关怀妹妹，全心全意地为她的
前途着想，并且希望苗子来到城里与自己一起生活。在一个
夜晚，苗子来到了千重子家，但成长在截然不同的家庭环境、
命运迥异的姐妹俩无法改变宿命的安排。苗子知道自己贫民
的身份不允许她这样做，为了不影响姐姐的生活和爱情，在



和姐姐共度了“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宿”后，苗子踏着冬日夜
里下过的细雪，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千重子倚着格子窗默默
地目送着妹妹远去，此时，安睡的小街上一片洁白、寂静。

这便是《古都》全部的故事情节。

有时候，当我徜徉于书中美丽的仿佛不真实的场景，比如那
座古风典雅的小城，拥有纸窗格子的店铺，繁华的寺庙、旧
神社；比如那树春风中如裙摆飘动的红色垂樱，那隐淙淙泠
泠的溪流，漫山遍野如同霞海的枫树叶，高大挺直的北山杉；
还有那些繁盛的节日：火节、曲水宴、祗园节……以及节日
里盛装出行的人们，有花枝招展的年轻艺伎和舞女，扮相可
爱的童男童女，和更多的平凡的却又那么独特的小城居
民……每当此时我都会迷醉，醉于每一个华丽的细节。

于我，《古都》是带着一种无法言说的美的。

只不过，那美，不仅仅是一种来自异国他乡的令人着迷的文
化美，更是一种人格的美。小说的主人公，千重子与苗子，
虽说是两个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成长的两姐妹，但在她们的
身上，我从川端每一次不经意或刻意的描写里，我都读出了、
感受到了在她们身上闪烁着的一种人性的美――怀有一颗感
恩的心。

我至今还记得小说开篇里千重子面对两株紫花地丁而发出的
哀怜，或许那时候的千重子还只是为自己的命运悲伤。但是，
在小说接近收尾的时候，千重子变现出来的对命运的勇敢面
对和对身边事物的感恩，着实让我觉得暖心。是的，正是由
于一段不同寻常的命运，才让这位美丽而又单纯善良的少女
学会了在已有的幸福中紧紧抓住它，并用以一颗感恩的心，
微笑着，释怀着接受未来的召唤。于是我看见，千重子还是
那个千重子，朝着自己飘飞着粉色八重樱的未来走去，只不
过在她的身影里我看到了一种更加坚定的力量。我想，那是
她，一位小姐，所拥有的人性的美――用“感恩”的心态，



走过每一次成长的花开。

而关于苗子这个人物，她的内里却拥有着与千重子不一样的
感恩之美。苗子从小就在北山的小村落里长大，从小便学着
做一些苦力来谋生。这相对于千重子的经历来说，算得上是
苗子独特的经历。但正是这样艰苦的生活条件，却也煅就了
苗子外刚内柔的独特个性。通过小说对苗子的描写与叙述，
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苗子其实承受了更多的相思之苦与悲
愁。因为从小开始，苗子就知道自己与孪生姐姐分散了，在
这漫长岁月的星河里，苗子的感恩之心也可以被我们所探看
到：每一次盛大的祭祀节日，苗子都会极其虔诚地向神明祈
祷让自己见到自己的亲生姐姐。其实我们细细想来，像苗子
这样坚强的姑娘，现在只能靠祈祷神明让自己见姐姐一面，
而且仅仅是“一面”，就足以说明，之前的苗子不是没有去
寻找过，而是她去寻找了，却在百次希望与失望的交错中，
无奈地放弃了……每次想读到这里，我的脑海里就会联想起
这样的画面：夕阳的余晖里，苗子焦急地走在逐渐繁闹起来
的集市里，眼前掠过的不过是一张张重复的陌生的脸……命
运如果说给了这对孪生姐妹过多的不公平，那么我有理由相
信苗子承担的远远超过千重子……但是，在这样的情形下，
苗子并没有颓唐放弃。相反的，仿佛心电感应般，两姐妹终
于见面了。苗子是懂得感恩的。她觉得这也是命运的安排，
以至于她忙于感恩这美丽的邂逅而错失了与姐姐亲近的机会。

当时的情形小说里是这样写的：“苗子说：‘我明白了。小
姐，对不起，请你原谅。’她反复的说，‘我从小一直念着
姐姐，姐姐，以致认错了人……’”从这里我们便可以看出，
苗子仿佛更加是一种小心翼翼，她仿佛觉得在角落里或人群
中远远的看着自己的姐姐就可以了。这也是一种感恩。不过
这份感恩，是对于命运。与千重子的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
即使这样，苗子这个人物还是成功地被作者塑造进了读者的
心里。

而在我的心目中，千重子和苗子，两个不同的人生，一个相



同的灵魂。若千重子是一树飘飞的樱花树，而苗子则是那个
冬晨里微化的细雪。在同一个暖意的下午，我品着一杯暖茶，
走进一个梦境，看到了一场绝美的“八重樱吹雪”之宴。
《古都》这本书也让我学会了在人生的道路上，漫漫成长途
中，珍惜所拥有的幸福，接纳命运的坎坷，以一颗易感动、
易感恩的心，慢慢成长。

川端康成古都读后感（二）

安意如说过：“邂逅一首好词，如同在春之慕野，邂逅一个
人，眼波流转，微笑蔓延，黯然心动”而我，选择了在这样
的一个冬天与川端康成相遇，之所以选在冬天是因为冬天终
究是比其他时令都安静些的，如果从物理学角度解释的话就
是因为雪落在地上比较松软，中间有许多的空隙，声音一旦
进入里面后，反射出来的很少，所以声音就小了。也只有在
这种安静的情况下，才能更好的去品味川端康成的文字。

用什么词来形容川端康成的文字呢？说实话，我真的想不出，
并不是说我的词汇太过贫乏而是因为他的文字中所包含的东
西是远非一个词所能表达的。在刚刚接触日本文学的时候，
我选择从村上春树入手，因为他说过我最喜欢的一句
话：“死亡不是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可是村上的文字却有些华丽，远不如川端的文字来得悠远宁
静。

川端的文字是独一无二的，他没有三岛由纪夫的暴烈美，没
有村上春树的华丽。却只是用朴素而深切的语言一点点得侵
入人的心灵，使人沉浸在那种泛着淡淡的忧伤情调的文字世
界中。

日本文学大师井上靖说过“川端康成的美的方式是非常复杂
的，不是用一根绳子就可以把它抓住的”。川端康成完美的
将西方的新潮文化与日本文化最深层的东西相结合，形成了
独特的川端康成文学之美。1968年的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为



表彰川端“以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小说技巧，表现了日本人
的内心精华”而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称号。川端康成的美学
思想是建立在日本美学传统的基础上，那什么是日本是的美
呢？如果你经常看日本电影，小说和日本画你就会发现日本
的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细腻。不论是井上靖还是三岛由纪夫
还是川端康成，他们虽然是风格迥异的.三位大师，可是文字
中都不乏细腻的描写。不论是动作上的、还是心理上的，细
腻的描写永远是日本文学中不可少的。

那么具体来讲什么是日本美呢？继承平安朝以后《源氏物语》
为中心形成的物哀精神，往往包含着悲哀与同情的意味。川
端康成经常强调“平安朝的风雅物哀成为日本美的源流”正如
《古都》中的开篇“千重子时而在廊道上眺望，时而在树根
旁仰视，不时被树上那株紫花地丁的生命所打动，或者勾起
孤单的伤感情绪”，这句话正体现了日本美的物哀精神。

而《古都》一书中的最大特点就是对背景京都民风民俗的描
写。川端通过抚触古都的自然美、传统美去追求残照因战败
而荒芜了的日本美。他在书中提到了日本著名的寺庙，例如
平安神宫，清水寺，著名的节日例如：园会，葵节。以毫不
夸张的伤感，动人心弦的手法，将神社佛阁、工匠荟萃的古
老街衢、庭园、植物园等种种风物，敏锐而精细地表现出来。
京都是日本文化的荟萃地，在战后遭到了严重的摧残，而京
都又是川端的故乡，所以川端对于描写日本的民风民俗充满
了热情。

而最吸引我的则是川端康成的心理描写，在那些细腻的心理
描写中，字里行间中透露出的满是让人怦然心动的情
愫。“妙龄的千重子不免想道：上面和下边的紫花地丁彼此
会不会相见，会不会相识呢？”以上这句是我最喜欢的一句
心里描写，它富有想象力并且透着些许的伤感。

而贯穿全文的则是千重子与其孪生姐妹苗子的悲欢离合故事，
有人说川端康成的作品中充满了对于女性的同情，无论是



《雪国》中的驹子还是《古都》中的千重子，都将她们的悲
哀与朴实相融合。

然而最令我心醉的则是《古都》的结尾，让人有些意犹未尽
却从心底涌出一股悲伤的情绪，那种悲伤与郭敬明的悲惨小
说不一样，那种淡淡的忧伤气息弥漫在空气中的每一个缝隙
里，一直渗透到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中。结尾是这样的：

“千重子抓住红格子门，目送苗子远去。苗子始终没有回头。
细小的雪花有些飘落在千重子的前发上，很快就消融了。大
街还在沉睡中。”

读罢川端康成的文字，我只觉得心中一片宁静，原本非常浮
躁的内心现在已经如一潭止水般平静，也许这就是川端康成
文字的最大魅力吧！

川端康成古都读后感（三）

近两天看的川端康成的《古都》，古都是指日本京都，作者
川端康成笔下人物不多，情节也很简单，写景的多，对京都
的一些文化节日用笔很多，人们的生活离不开节日，节日的
热闹和节日文化的繁荣也是一个民族昌盛发达的象征，文学
作品能起到记录和再现这种文化的功能，这也是作家的责任
之所在。《古都》向人们再现了古都人的居住特点：精致的
格子门；彩车游行；古庙和尼姑庵这些具都古都特色的景观；
也有乡村的杉树林的山野风光。如大佛次郎《京都之
恋》：“北山的杉林层层叠叠，漫空笼翠，宛如云层一般。
山上还有一行行赤杉，它的树干纤细，线条清晰，整座山林
像一个乐章，送来了悠扬的林声……”艺妓生活的描写片断
在他的文章总是时而出现。

作为千重子这个主人公，善良、善感，幸福而又忧伤，有幸
福的家庭，但自己的身世一直是个迷，一个弃儿的身份让她
心里不安，胆小柔弱。漂亮有教养，天生丽质，气质高雅，



温柔敦厚善良，她有不幸的命运，从小被父母因生计问题被
遗弃，成为一个弃儿，但她的养父母对她非常疼爱。与她孪
生的姐妹不知是姐还是妹的苗子，农村长大的孩子，善良，
盼望能找到自已的同胞姐妹，为了姐姐的幸福，忍着对世上
唯一亲人的思念，不公开与姐姐的关系，这种大义或许就是
小说闪光的地方。佐田太吉郎：千重子的父亲，性情孤僻，
感情细腻，自负，不得志，爱清闲享受，不爱经商事务缠身，
是一个处于日本战后经济箫条时期颓废的代表。阿繁：慈母，
细心，却也有坚强的一面，在原则大的问题如千重子婚姻方
面表现出来的坚定。“‘我不怎么喜欢那位有田先生。’阿
繁把声音压低，但语气却非常坚决。”

小说的故事情节舒缓，总是给人一种淡淡忧伤的感觉，一个
最大的特点大篇幅人物对话的描写，从对话中去反映人物的
性格。读古都的感觉让人不是很激动，对结果不是很迫切地
想知道，写作风格是让人慢慢品味，大量的人物对话来展现
故事情节，表现人物性格。

这是川端康成走向诺贝尔奖台的一篇名作，具有东西方文学
风格融合的特点，需要品味，看能否得妙处，还有就是个人
对文字对文学的感悟能力了。我对文学作品的领悟力不高，
好多是心明言不明。

何处八重樱吹雪－－川端康成《古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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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都的秋读后感篇三

读川端康成的小说，最令我影响深刻的不是冷艳的《雪国》，
也不是哀婉的《千只鹤》。而是那一篇少有言论提及的《古
都》。在每一个无限悠长美好的下午，我都会给自己泡一杯
暖茶，然后从书架的一隅拿起那本《古都》。轻轻拂去表面
一层细软的灰尘。再次走进那个，每每让我午夜梦回的暖热
的梦境。

《古都》讲述了佐田千重子和苗子这对孪生姐妹相离、相遇、
相知、相认，最后又相离的凄楚动人的故事。由于家庭贫困，
千重子从小被生父母抛弃，幸运的是她被心地善良的绸缎批
发店老板夫妇收养，从此就生长在较为富裕的家庭环境中；
而妹妹苗子在父母去世后，被收养在一个贫寒的家庭中，在
山中村落里做着繁重的体力劳动。

千重子无时不在挂念着自己远方的未见面的双亲。在京都北
山的杉树林和在传统节日“宵山日”上千重子终于见到了失
散多年的妹妹后，无微不至地关怀妹妹，全心全意地为她的
前途着想，并且希望苗子来到城里与自己一起生活。在一个
夜晚，苗子来到了千重子家，但成长在截然不同的家庭环境、
命运迥异的姐妹俩无法改变宿命的安排。苗子知道自己贫民
的身份不允许她这样做，为了不影响姐姐的生活和爱情，在
和姐姐共度了“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宿”后，苗子踏着冬日夜
里下过的细雪，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千重子倚着格子窗默默
地目送着妹妹远去，此时，安睡的小街上一片洁白、寂静。

这便是《古都》全部的故事情节。



有时候，当我徜徉于书中美丽的仿佛不真实的场景，比如那
座古风典雅的小城，拥有纸窗格子的店铺，繁华的寺庙、旧
神社；比如那树春风中如裙摆飘动的红色垂樱，那隐淙淙泠
泠的溪流，漫山遍野如同霞海的枫树叶，高大挺直的北山杉；
还有那些繁盛的节日：火节、曲水宴、祗园节……以及节日
里盛装出行的人们，有花枝招展的年轻艺伎和舞女，扮相可
爱的童男童女，和更多的平凡的却又那么独特的小城居
民……每当此时我都会迷醉，醉于每一个华丽的细节。

于我，《古都》是带着一种无法言说的美的。

只不过，那美，不仅仅是一种来自异国他乡的令人着迷的文
化美，更是一种人格的美。小说的主人公，千重子与苗子，
虽说是两个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成长的两姐妹，但在她们的
身上，我从川端每一次不经意或刻意的描写里，我都读出了、
感受到了在她们身上闪烁着的一种人性的美――怀有一颗感
恩的心。

我至今还记得小说开篇里千重子面对两株紫花地丁而发出的
哀怜，或许那时候的千重子还只是为自己的命运悲伤。但是，
在小说接近收尾的时候，千重子变现出来的对命运的勇敢面
对和对身边事物的感恩，着实让我觉得暖心。是的，正是由
于一段不同寻常的命运，才让这位美丽而又单纯善良的少女
学会了在已有的幸福中紧紧抓住它，并用以一颗感恩的心，
微笑着，释怀着接受未来的召唤。于是我看见，千重子还是
那个千重子，朝着自己飘飞着粉色八重樱的未来走去，只不
过在她的身影里我看到了一种更加坚定的力量。我想，那是
她，一位小姐，所拥有的人性的美――用“感恩”的心态，
走过每一次成长的花开。

而关于苗子这个人物，她的内里却拥有着与千重子不一样的
感恩之美。苗子从小就在北山的小村落里长大，从小便学着
做一些苦力来谋生。这相对于千重子的经历来说，算得上是
苗子独特的经历。但正是这样艰苦的生活条件，却也煅就了



苗子外刚内柔的独特个性。通过小说对苗子的描写与叙述，
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苗子其实承受了更多的相思之苦与悲
愁。因为从小开始，苗子就知道自己与孪生姐姐分散了，在
这漫长岁月的星河里，苗子的感恩之心也可以被我们所探看
到：每一次盛大的祭祀节日，苗子都会极其虔诚地向神明祈
祷让自己见到自己的亲生姐姐。其实我们细细想来，像苗子
这样坚强的姑娘，现在只能靠祈祷神明让自己见姐姐一面，
而且仅仅是“一面”，就足以说明，之前的苗子不是没有去
寻找过，而是她去寻找了，却在百次希望与失望的交错中，
无奈地放弃了……每次想读到这里，我的脑海里就会联想起
这样的画面：夕阳的余晖里，苗子焦急地走在逐渐繁闹起来
的集市里，眼前掠过的不过是一张张重复的陌生的脸……命
运如果说给了这对孪生姐妹过多的不公平，那么我有理由相
信苗子承担的远远超过千重子……但是，在这样的情形下，
苗子并没有颓唐放弃。相反的，仿佛心电感应般，两姐妹终
于见面了。苗子是懂得感恩的。她觉得这也是命运的安排，
以至于她忙于感恩这美丽的邂逅而错失了与姐姐亲近的机会。

当时的情形小说里是这样写的：“苗子说：‘我明白了。小
姐，对不起，请你原谅。’她反复的说，‘我从小一直念着
姐姐，姐姐，以致认错了人……’”从这里我们便可以看出，
苗子仿佛更加是一种小心翼翼，她仿佛觉得在角落里或人群
中远远的看着自己的姐姐就可以了。这也是一种感恩。不过
这份感恩，是对于命运。与千重子的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
即使这样，苗子这个人物还是成功地被作者塑造进了读者的
心里。

而在我的心目中，千重子和苗子，两个不同的人生，一个相
同的灵魂。若千重子是一树飘飞的樱花树，而苗子则是那个
冬晨里微化的细雪。在同一个暖意的下午，我品着一杯暖茶，
走进一个梦境，看到了一场绝美的“八重樱吹雪”之宴。
《古都》这本书也让我学会了在人生的道路上，漫漫成长途
中，珍惜所拥有的幸福，接纳命运的坎坷，以一颗易感动、
易感恩的心，慢慢成长。



古都的秋读后感篇四

安意如说过：“邂逅一首好词，如同在春之慕野，邂逅一个
人，眼波流转，微笑蔓延，黯然心动”而我，选择了在这样
的一个冬天与川端康成相遇，之所以选在冬天是因为冬天终
究是比其他时令都安静些的，如果从物理学角度解释的话就
是因为雪落在地上比较松软，中间有许多的空隙，声音一旦
进入里面后，反射出来的很少，所以声音就小了。也只有在
这种安静的情况下，才能更好的去品味川端康成的文字。

用什么词来形容川端康成的文字呢？说实话，我真的想不出，
并不是说我的词汇太过贫乏而是因为他的文字中所包含的东
西是远非一个词所能表达的。在刚刚接触日本文学的时候，
我选择从村上春树入手，因为他说过我最喜欢的一句
话：“死亡不是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可是村上的文字却有些华丽，远不如川端的文字来得悠远宁
静。

川端的文字是独一无二的，他没有三岛由纪夫的暴烈美，没
有村上春树的华丽。却只是用朴素而深切的语言一点点得侵
入人的心灵，使人沉浸在那种泛着淡淡的忧伤情调的文字世
界中。

日本文学大师井上靖说过“川端康成的美的方式是非常复杂
的，不是用一根绳子就可以把它抓住的”。川端康成完美的
将西方的新潮文化与日本文化最深层的东西相结合，形成了
独特的川端康成文学之美。1968年的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为
表彰川端“以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小说技巧，表现了日本人
的内心精华”而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称号。川端康成的美学
思想是建立在日本美学传统的基础上，那什么是日本是的美
呢？如果你经常看日本电影，小说和日本画你就会发现日本
的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细腻。不论是井上靖还是三岛由纪夫
还是川端康成，他们虽然是风格迥异的三位大师，可是文字
中都不乏细腻的描写。不论是动作上的、还是心理上的，细



腻的描写永远是日本文学中不可少的。

那么具体来讲什么是日本美呢？继承平安朝以后《源氏物语》
为中心形成的物哀精神，往往包含着悲哀与同情的意味。川
端康成经常强调“平安朝的风雅物哀成为日本美的源流”正如
《古都》中的开篇“千重子时而在廊道上眺望，时而在树根
旁仰视，不时被树上那株紫花地丁的生命所打动，或者勾起
孤单的伤感情绪”，这句话正体现了日本美的物哀精神。

而《古都》一书中的最大特点就是对背景京都民风民俗的描
写。川端通过抚触古都的自然美、传统美去追求残照因战败
而荒芜了的日本美。他在书中提到了日本着名的寺庙，例如
平安神宫，清水寺，着名的节日例如：园会，葵节。以毫不
夸张的伤感，动人心弦的手法，将神社佛阁、工匠荟萃的古
老街衢、庭园、植物园等种种风物，敏锐而精细地表现出来。
京都是日本文化的荟萃地，在战后遭到了严重的摧残，而京
都又是川端的故乡，所以川端对于描写日本的民风民俗充满
了热情。

而最吸引我的则是川端康成的心理描写，在那些细腻的心理
描写中，字里行间中透露出的满是让人怦然心动的情
愫。“妙龄的千重子不免想道：上面和下边的紫花地丁彼此
会不会相见，会不会相识呢？”以上这句是我最喜欢的一句
心里描写，它富有想象力并且透着些许的伤感。

而贯穿全文的则是千重子与其孪生姐妹苗子的悲欢离合故事，
有人说川端康成的作品中充满了对于女性的同情，()无论是
《雪国》中的驹子还是《古都》中的千重子，都将她们的悲
哀与朴实相融合。

然而最令我心醉的则是《古都》的结尾，让人有些意犹未尽
却从心底涌出一股悲伤的情绪，那种悲伤与郭敬明的悲惨小
说不一样，那种淡淡的忧伤气息弥漫在空气中的每一个缝隙
里，一直渗透到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中。结尾是这样的：



“千重子抓住红格子门，目送苗子远去。苗子始终没有回头。
细小的雪花有些飘落在千重子的前发上，很快就消融了。大
街还在沉睡中。”

读罢川端康成的文字，我只觉得心中一片宁静，原本非常浮
躁的内心现在已经如一潭止水般平静，也许这就是川端康成
文字的最大魅力吧！

古都的秋读后感篇五

樱花簇枝，樟树飘香，正是京都春季动人的景色。川端康成
的小说《古都》也正是以此为背景所写的。它以京都为背景，
从春日到冬天，讲述了一家批发店店长的女儿千重子很早便
得知自己是个弃儿，虽然父母对其照顾无微不至，可不免有
所感伤。在一次节日庆典中结识了自己的孪生姐妹苗子，得
知自己亲生父母早已离世，而苗子在北山杉村做工。同时原
本追求千重子的秀男也因一次偶然将苗子误认为千重子而结
识了苗子，从而转追求苗子。千重子邀苗子来自己家，但苗
子却绝对不愿意给她添任何麻烦，而宁可隐姓埋名。故事在
苗子与千重子告别的那个冬日清晨画上了句号。

读罢全文，不免有些忧伤，然而这忧伤并不寒冷，相反这一
份忧伤正是被层层暖意所包围着。虽然是个弃儿，但千重子
无疑是幸福的，她拥有美好的童年，和父母的宠爱。书中多
次出现小时候真一（千重子好友）扮作童男的画面，以及提
到她儿时与隔壁小孩玩耍。其中都透露出她对过去的美好回
忆。即便是她得知自己是个弃儿，这些回忆也像海浪抚平沙
滩一般抚慰她的心灵。在周围人看来她无比幸福，她自己也
这么认为，这大概就是包裹忧伤的暖被。于此相反，苗子显
得并不是那么幸福，她也被收养，但与千重子不同，她需要
劳动，这似乎显现出故事的悲哀。但并非如此，这反而使苗
子成长为一个善良，勤劳的姑娘。她在面对千重子时仍心存
愧疚，不愿给千重子添任何麻烦，在樟树林中更是以身体为
千重子避雨。她有与千重子截然不同的气质，而那正是全书



最感染我的地方。我真想弄明白是什么造就了这么一个无私
善良的姑娘，又是什么令我读到此处不禁感伤，心酸。就像
置身绵绵阴雨之中，雨景虽美却是天空在哭泣，它也感伤了
吗。

书中每个人都是幸福的，晚年生意萧条的批发部老板吉太郎
也罢，被收养却被照顾得无微不至的千重子也罢，在杉村辛
苦工作的苗子也罢，他们都是幸福的。然而，幸福与幸福碰
撞，产生了略显寒冷的忧伤，这是无论谁都不希望的。因此，
他们便用幸福将其包裹，用幸福的泪水将其浇灌。读来有温
暖，有心酸，有在自然面前的心旷神怡，也有在告别时雪花
飘进心田的微微刺骨。但这绝不是一场悲剧，这正如枝上的
樱花，她绝不在春天飘零，而是倔强地挺在枝头，看尽春日
的最后一篇风景。但当她落下之时却是那么动人，使人来不
及为她忧伤，这便是包裹着温暖的忧伤，飘散在古都上空，
化作绵绵细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