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雪国读后感(优秀9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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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国读后感篇一

总觉得川端康成的作品写得太过干净，尤其是《伊豆舞女》。
干净的让人觉得一切都是幻想，在如今这样一个复杂，充满
利和欲的世界，那样纯粹、干净、真挚的情感体现着人类最
简单原始的珍贵性情，令人神往、倾心，却又不忍心打破这
份悸动。

《雪国》是以白雪的世界为背景，雪是世界上最干净、圣洁，
同时也是最美丽、飘渺近似虚幻的东西。通文都流露着一种
淡淡的苦闷、愁思、悲哀的情绪。

岛村，既是故事的男主角，又是个旁观者。对于这个人物，
我并不喜欢。他是消极的，面对驹子对自己的'痴迷，他觉得
一切都是徒劳而已，他无法带给驹子想要的安心。甚至于，
他觉得自己所做的，对于驹子艳丽的美和叶子空灵、清澈的
美的贪恋、追寻都是徒劳的。他看着驹子为生活奔波，为感
情压抑，同情她、怜悯她，时而给予她一丝安慰过后又冷静
地告诉对方一切都是徒劳。

当然岛村这个看客做的也很吃力，他一直在追寻中想象中的
美丽，他渴求的清冷、干净的叶子始终不正眼看他，而让他
矛盾纠结的驹子确是一味地等着他。还时刻担心着自己的心
思被驹子看穿，想要躲着又期待着接近。

相反我很欣赏驹子，虽然付出得不到回报，依然率性而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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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喜欢、憎恶，每一种情绪都表现得真实、坦然，丝毫
不做作。

雪国读后感篇二

《雪国》故事写的是东京一位名叫岛村的舞蹈艺术研究家，
三次前往雪国的温泉旅馆，与当地一位名叫驹子的`艺妓、一
位萍水相逢的少女叶子之间发生的感情纠葛：岛村是一个有
着妻室儿女的中年男子，坐食遗产，无所事事，偶尔通过照
片和文字资料研究、评论西洋舞蹈。他来到雪国的温泉旅馆，
邂逅了艺妓驹子，并被她的清丽和单纯所吸引，甚至觉得她的
“每个脚趾弯处都是很干净的”，后来又两度到雪国和驹子
相会。

小说就是从岛村第二次来雪国开始的。驹子的三弦琴师傅的
儿子行男患了肺结核，叶子陪同他从东京乘火车返回汤泽，
正好坐在第二次去会驹子的岛村对面。岛村透过车窗欣赏黄
昏的雪景，却看到映现在车窗上的美丽的叶子，不禁喜欢上
了这个美少女。因而在他和驹子、叶子之间，构成了一种微
妙的情感关系。小说最终以叶子的意外去世而告终。

雪国读后感篇三

有些书就留下这样的气息，引人一再重返，流连不已，川端
康成《雪国》读后感。

《雪国》、《千羽鹤》、《古都》的合集，以文学成就而言，
《古都》最是单纯清浅，恍若以京都四季风物作背景的莫扎
特的音乐；《千羽鹤》的编织承转亲密而微妙，近乎不着痕
迹，以超然的叙述技巧蜿蜒探入内心的幽深世界；相比之下，
《雪国》则与两部作品都极不一样，透过那样秉赋强烈、棱
角鲜明的虚构，摊开一帧按捺不住却无以寄托的精神映像。

从火车穿过隧道的那一刻开始，就处处看见两相映照的风景：



岛村眼睛里的两个女子，驹子徒劳而认真的生，与叶子悲凄
而凛冽的死之间，构成亮色与冷色、浓烈与柔敛、渐悟与顿
悟的对照，实与虚、动与静、续与断的反诘，如霞光对雪色，
如镜里照现的妖娆红颜与窗上浮映的迷离秋水；并非对比，
亦非张爱玲所偏好的"参差的.对照"，而是一体之两面，是生
命在抵达死亡以前所兼具的美丽与虚幻，因为不断的消逝，
涌出不竭的眷恋，读后感《川端康成《雪国》读后感》。岛
村并不仅仅是叙述的取角，也是风景的一部分：叶子与行男
之死别，正照应驹子与岛村之生离；而叶子对于死的决然归
赴，像透过一粒沙所洞察的世界，照亮了岛村对于生的惝恍
缱绻。

雪国读后感篇四

有些书就留下这样的气息，引人一再重返，流连不已。

《雪国》、《千羽鹤》、《古都》的合集，以文学成就而言，
《古都》最是单纯清浅，恍若以京都四季风物作背景的莫扎
特的音乐;《千羽鹤》的编织承转亲密而微妙，近乎不着痕迹，
以超然的叙述技巧蜿蜒探入内心的幽深世界;相比之下，《雪
国》则与两部作品都极不一样，透过那样秉赋强烈、棱角鲜
明的虚构，摊开一帧按捺不住却无以寄托的精神映像。

从火车穿过隧道的那一刻开始，就处处看见两相映照的风景：
岛村眼睛里的两个女子，驹子徒劳而认真的生，与叶子悲凄
而凛冽的死之间，构成亮色与冷色、浓烈与柔敛、渐悟与顿
悟的对照，实与虚、动与静、续与断的反诘，如霞光对雪色，
如镜里照现的妖娆红颜与窗上浮映的迷离秋水;并非对比，亦
非张爱玲所偏好的"参差的对照"，而是一体之两面，是生命
在抵达死亡以前所兼具的美丽与虚幻，因为不断的消逝，涌
出不竭的眷恋。岛村并不仅仅是叙述的取角，也是风景的一
部分：叶子与行男之死别，正照应驹子与岛村之生离;而叶子
对于死的决然归赴，像透过一粒沙所洞察的世界，照亮了岛
村对于生的`惝恍缱绻。



雪国读后感篇五

有些书就留下这样的气息，引人一再重返，流连不已，川端
康成《雪国》读后感。

《雪国》、《千羽鹤》、《古都》的，以文学成就而言，
《古都》最是单纯清浅，恍若以京都四季风物作背景的莫扎
特的音乐；《千羽鹤》的编织承转亲密而微妙，近乎不着痕
迹，以超然的叙述技巧蜿蜒探入内心的幽深世界；相比之下，
《雪国》则与两部作品都极不一样，透过那样秉赋强烈、棱
角鲜明的虚构，摊开一帧按捺不住却无以寄托的精神映像。

从火车穿过隧道的那一刻开始，就处处看见两相映照的风景：
岛村眼睛里的两个女子，驹子徒劳而认真的生，与叶子悲凄
而凛冽的死之间，构成亮色与冷色、浓烈与柔敛、渐悟与顿
悟的对照，实与虚、动与静、续与断的反诘，如霞光对雪色，
如镜里照现的妖娆红颜与窗上浮映的迷离秋水；并非对比，
亦非张爱玲所偏好的”参差的'对照“，而是一体之两面，是
生命在抵达死亡以前所兼具的美丽与虚幻，因为不断的消逝，
涌出不竭的眷恋，读后感《川端康成《雪国》读后感》。岛
村并不仅仅是叙述的取角，也是风景的一部分：叶子与行男
之死别，正照应驹子与岛村之生离；而叶子对于死的决然归
赴，像透过一粒沙所洞察的世界，照亮了岛村对于生的惝恍
缱绻。

雪国读后感篇六

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车
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

这是川端康成《雪国》小说的开头，不论从视觉上还是心情
上，都一下子把读者带入了豁然开朗的银白世界。

万事开头难。一篇文章的开头也常常使人绞尽脑汁。其实，



《雪国》的开头一开始也不是这样的，原来还有一个一页半
的帽子，后来川端痛下决心，大刀阔斧，删去了那一部分，
才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因而不光小说有名，开头部分也成
了很多人效法的榜样。

“县界”，日文原文用的是“国境”一词，虽然是指群马县
和新县的县界，但这两个县在日本战国时代分属上野国和越
后国，现在的县界就是以前的国境。“长长的隧道”是上越
线的清水隧道，上越线连接群马县和新县。“信号所”是土
樽信号所，现在成了土樽火车站，但依然客人不多，冷冷清
清。再往前十公里左右，就是越后汤泽站了。

清水隧道9702米，在当时，号称东亚最长，为了挖掘这条隧
道，当时的铁道省专门从美国进口机械设备，用了7年的时间，
终于在1931年9月把隧道打通了。

在此以前，越后汤泽的人要去东京必须绕道长野，得花两天
时间，开通后不到五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了。越后汤泽这个小
镇，也由此迅速发展，变得比以前热闹多了，不少的东京人
到这里来滑雪、洗温泉，与此相关的五花八门的服务行业也
增加了。

越后汤泽车站位于新县南沼郡汤泽町，因为秋田县还有一个
汤泽市，一般在新的汤泽前面加上“越后”两字，以示区别，
小说《雪国》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这里位于三国山脉新一
侧，面向日本海。每年冬季从海上刮来的季风受山岳的阻挡，
形成大量降雪，所以是有名的滑雪胜地。这里温泉也很多，
建有不少温泉旅馆。川端康成每次来越后汤泽，就是住在历
史最悠久的高半温泉旅馆里。

雪国，原来并不是指某一个特定的地方，只要是雪多的地方
就可以叫做雪国，在日本主要是指北海道和包括新在内的日
本海一侧的地区。自从小说《雪国》出版以后，越后汤泽几
乎成了雪国的同义词，一说雪国，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越后汤



泽。

《雪国》是川端康成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也是他最著名的代
表之作，从1935年起以短篇的形式，分别以《暮景的镜》、
《白昼的镜》等题名，断断续续地发表在《文艺春秋》等杂
志上，相互之间并没有紧密相连的情节，直至全部完成并经
认真修改后，才冠以《雪国》于1948年汇集出版单行本。在
川端的'所有作品中，《雪国》被海外翻译最多，先后被译介
到很多国家和地区，中国也出版了不同的译本。

《雪国》情节并不复杂，故事写的是东京一位名叫岛村的舞
蹈艺术研究家，三次前往雪国的温泉旅馆，与当地一位名叫
驹子的艺妓、一位萍水相逢的少女叶子之间发生的感情纠葛。

岛村是一个有着妻室儿女的中年男子，坐食遗产，无所事事，
偶尔通过照片和文字资料研究、评论西洋舞蹈。他来到雪国
的温泉旅馆，邂逅了艺妓驹子，并被她的清丽和单纯所吸引，
甚至觉得她的“每个脚趾弯处都是很干净的”，后来又两度
到雪国和驹子相会。

小说就是从岛村第二次来雪国开始的。驹子的三弦琴师傅的
儿子行男患了肺结核，叶子陪同他从东京乘火车返回汤泽，
正好坐在第二次去会驹子的岛村对面。岛村透过车窗欣赏黄
昏的雪景，却看到映现在车窗上的美丽的叶子，不禁喜欢上
了这个美少女。因而在他和驹子、叶子之间，构成了一种微
妙的情感关系。

雪国读后感篇七

其实第一次是看不懂，或许是这么美的雪国演绎的一场无声
无息的杯具的缘故吧。尽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迫使我再去看
一遍，我不明白人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我不明白一个年轻的
艺伎对于一个有妻室儿女的中年男人意味着什么，也许荀子
梦幻般的感情在岛村看来只是徒劳一场吧。



婀娜的荀子，一个很异常的女人。她很勇敢，能够应对这个
注定没有结局的感情故事，能够勇敢应对这段失败的感情里
卑微又脆弱的自我。又或许她天真的以为相爱了就能在一齐。
在开始，在这样美的雪国我是没有勇气应对她的。心太痛了，
在遥远的雪国温泉，荀子梦幻的美丽感情我还是忘不掉。一
个爱读小说的，写了数十个本子日记少女，一个对着空旷的
山谷寂寞的练习三弦的艺伎，一个为治疗恩人家少爷而从事
花柳巷一人工作的女子，一个不细心爱上有妇之夫上的可怜
女子。

小说从头到尾就是很让人心痛，或许杯具就在于这个憧憬感
情的女子还要假装无所谓的应对她的情人岛村说她记日记完
全是一种徒劳，其实一向以来我是很怕徒劳这个词的，徒劳，
这个词真的可怕，可怕到可能会让一个心智不成熟的人放弃
自我，甚至会忘记最初的自我。

可是在那个美丽的雪国荀子不仅仅让我感受到了一种让人心
痛的感情故事之外。她带给了我另一种力量。尽管她不加隐
瞒的记录日记，甚至连自我读起来都觉得为难情，但我欣赏
与她对生活的这种豪情与真实。毫无保留的把自我写在日记
里。那需要一个多大的勇气。尽管她对三弦的执着，只是应
对寂寞如许，但我敬佩于她这样驱散孤寂的手段。把自我对
于生活与感情的梦幻，寄托于三弦，歌声缭绕在这空旷的雪
国里，不为别人只为自我。尽管荀子这么炽热的感情遇到岛
村，丝毫没有得到回报。但我感动于她对自我以及感情这个
词的尊重。感情本该这么纯粹，爱上了就是爱上了。这只是
自我的事。不关乎与于别人。之后真的才恍然大悟。所有在
岛村看来的徒劳真的不配说给活的这么认真的荀子，荀子的
生活才真正是活给自我看的。他无保留不的记日记只是期望
多年以后自我还有那么一段记忆可回忆。她勤奋的练习三弦
只是在这重复的生活中寻找另一种欢乐的方式。她对岛村不
求回报的爱只是对自我内心尊重与选择。

或许荀子很简单，她并没有抱怨着生活，也没有对这段没有



结局的感情感到遗憾。她或许只想对每一个相遇过的人都发
自内心的说一句多谢。多谢陪她走过的风景，经历的点滴。

雪国读后感篇八

岛村，小说的男主，性格懦弱自私，还有他骨子里的孤独悲
伤，这导致他对所有的事都不在乎，面对事情都不作为。他
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会对自己追求的产生迷恋到极致的情感。
驹子、叶子，两个既相像又完全不同的女子，他都爱慕，却
都选择回避。我认为他和驹子是真心相爱，“驹子撞上了一
堵虚无的墙壁，那回声都如同雪花撞在他的心坎上”但他也
不会主动，甚至离开也不会告诉驹子说是否会再来。这一切
一切都注定了他的这一生都是孤独的。后来读了很多遍，一
点点明白，驹子叶子都被岛村所幻化，他爱的只是驹子叶子
各自的一部分。

驹子是热情勇敢的化身，为了报答师傅，为了救青梅竹马，
她义无反顾的选择艺伎，即使知道这个身份会被人诋毁看不
起。面对喜欢的男子，她爱的轰轰烈烈！“它还记得你呢”，
第二次见到岛村，她如此说，表达她的情感，但明白了这段
感情的不可能时，她又说：“等你走之后，我就要认认真真
的生活了”可怜我最爱的驹子。

而叶子，在作者细腻的笔触下，她就是理想的化身，一个动
作一句话都是美的，但她与驹子不同，她是冷的，对大部分
都不感兴趣，只看重自己看中的小世界，对她爱的行男不离
不弃，呵护有加。最后行男还是去世了，叶子就仿佛失去了
世界，压抑郁闷，最终都导致了她的离开。但理想化的她就
连从楼上降落都是美的。幻化中的驹子和叶子，美丽的让人
欲罢不能，但当回到现实，一切都不再如此。悲戚动人的故
事中那孤单的岛村、飞蛾扑火的驹子，清冷无助的叶子可怜
又可叹。

每读一遍感受都不同，折服于作者那写作风格，细腻的'笔触。



《雪国》是川端康成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这本书是典型
的新感觉派，运用意识流的写作手法。他有着完整生动的故
事和人物，但更独特的是，他追求细节到极致，人物的动作
语言，甚至是一处景物，都很细致。而且整本书的情调都是
悲戚的，典型的虚无主义。结尾处，他这样写道：“她在空
中是平躺着的，岛村顿时怔住了，但猝然之间，并没有感到
危险和恐怖。简直像非现实世界里的幻影。僵直的身体从空
中落下来，显得很柔软，但那姿势，像木偶一样没有挣扎，
没有生命，无拘无束的，似乎超乎生死之外。”死亡似乎不
再让人恐惧而是平淡正常的，这就是典型的虚无。也正是这
种虚无让这部作品与众不同，成为经典。

其实读到现在，也没法真的清楚这部作品的蕴意。川端康成
用着朴实平淡却又准确细腻的语言打造了这个虚无的雪
国，“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
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第一句话便勾勒出了这个世界，
与俗世不同，他干净远离凡世，就像是《桃花源记》中的桃
花源一样，或是日本常说的以太，都是人们心中美好的代名
词，理想之地。

真正的经典总是会让我们沉醉其中，他里面的深意内涵需要
我们细细品读琢磨。读万里书行万里路，书里的世界是作者
精心打造的。读《雪国》时，我就好像置身于故事中，看着
主人公的喜怒哀乐，那种悲伤一直压抑在我的胸腔，难以释
放，但读到叶子的死亡，似乎又释然了。这就是《雪国》的
力量，他值得所有人品味。

雪国读后感篇九

翻开《雪国》，有些不习惯，因为这书开头没有我国书籍中的
“序”之类的导读介绍。只有简单的作者介绍：川端康成
（1899-1972），日本作家。生于大阪。1968年以“敏锐的感
受，高超的叙事技巧，表现日本人的精神实质”获诺贝尔文
学奖。代表作有《伊豆的舞女》《雪国》《千只鹤》《山音》



《古都》《睡美人》等。

《雪国》让我读出了萧条、苍凉、寒冷、凄婉、唯美。

《雪国》开篇，美丽的叶子进入了男主岛村的视线。作者用
细腻地笔触描写了深深吸引男主岛村的叶子姑娘的外貌，一
举一动，一颦一笑。例如“黄昏的景色在镜后移动着。也就
是说，镜面映现的虚像与镜后的实物在晃动，好像电影里的
叠影一样。出场人物和背景没有任何联系。而且人物是一种
透明的幻象，景物则是在夜霭中的.朦胧暗流，两者消触在一
起，描绘出一个超脱人世的象征世界。特别是当山野里的灯
火映照在姑娘的脸上时，那种无法形容的美，使岛村的心都
几乎为之颤动。”“这是一束从这方投来的寒光，模模糊糊
地照亮了她眼睛的周围。她的眼睛同灯光重叠的那一瞬间，
就象在夕阳的余晖里飞舞的夜光虫，妖艳而美丽。”诸如这
样的细腻描写很多，以致于我后来不再划线了。不仅是对叶
子，对女主驹子也有许多，还有景物描写也是极其的细腻的。

由此可见，作者精于观察，在写作上极其有耐心。这正是我
所欠缺的，我写作时总是想尽快地把事情表达完整，人物和
景物的描写只是点缀于文章中。读川端康成的作品，每个人
物都像是从散文诗中走出。

每个国度风土人情不同，每个时期的社会背景不同，文中男
主岛村明里恋着驹子，心里满满的中意的是叶子，家里还有
太太孩子，这是我不可接受的。然，驹子为救老师的儿子当
艺妓，文章的结尾，叶子葬身于火海，这一切的一切又是多
么的悲戚和无奈。

雪国是寒冷的，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无助无奈，身不由己地挣
扎。《雪国》留给读者的都是细腻、凄婉、寒冷而唯美的画
面。

我读完整本书，被作者细致入微的观察，不急不躁娓娓道来



的叙述，耐心地描写人物和世间百态的功力折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