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散文读后感(优秀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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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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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文读后感篇一

读刘墉的《刘墉励志散文集》，如纤纤细手拂过平息的琴弦，
心久久不能平静。

读刘墉的作品，就好像冬天靠着火炉，手里捧着一杯暖茶；
读刘墉的作品，就如同炎热的夏日经过雨的洗礼；读刘墉的
作品，就仿佛躺在草地上享受暖春的日光。

在他的世界里，他永远都是善解人意，他永远都是和风细雨，
他永远都是那么敏锐机智。他会抚慰你不平静的心，平息你
心中膨胀的怒火。有人说，读书是一种享受，我倒觉得读刘
墉的作品却是灵魂的涤荡，心灵的重塑。

在刘墉的书中找不到李白的洒脱，也没有杜甫的沉郁，更没
有张爱玲的慵懒。它如同一位圣人，永远平静、豁达。

他告诉我，人要面对自己；

他告诉我，人要肯定自己；

他告诉我，人要挑战自己。

“我做到了，我终于不再懦弱，我终于不再浮躁，我终于能
够重新接受挑战！当我重新披上铠甲开始前进的时候，我知
道，属于我的‘经典时刻’，就要到了！”刘墉就是这样，



简单的话语，朴素的风格总给人无法预料的感动。

我其实很平凡，平凡的很像江海中的一滴水，大地上的一粒
尘埃；我是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最简单的人，是善良的
人们给了我如此的——这是刘墉说的。

每个人都平凡，每个人都普通，可当我们跨过自己弱点这道
难关，拥有平和时，那就变得特别，就像刘墉。——这是我
说的。

散文读后感篇二

每个作家有每个作家的写作风格，每个作家的写作风格都不
一样。在老师的`带领下，我看过了很多的散文集了。林清玄
用他的笔写下了许多好文章。

这篇文章，先开头是讲了个故事，我们快乐的思想是决定我
们一生的最重要的关键。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快乐的思想乃是
建立幸福人生的第一步，一个人没有快乐的思想，那么尽管
用尽一切努力，可能还是会落空。一旦快乐的思想被建立起
来，即使生活悠闲单纯，幸福乃至人间的美善都会自然的来
到。我有时也拥有快乐的思想，的确很好。一生想要快乐，
就要先有快乐的思想。就像文中的故事一样。同样是在砌砖，
有了快乐的思想会比别人多一份喜悦。

一本散文书一向放在我的书桌上，每当我写完作业都会把这
本爱不释手的书读一读。以前买第一本散文集时，我都不是
很喜欢读，可此刻我已经真的喜欢读散文了。林清玄的散文
不像其他的散文，道理都含在文章里，让人很容易看懂很清
丽悠远，我喜欢这种风格。

读林清玄的散文集，我感觉到他善于捕捉生活中的小细节
《软枝杨桃》。



林清玄他的文字如水样轻柔，语言亲切，大多数写得都是散
文。他的散文很有哲理，当将它们运用在生活中时，更易懂。

书的封面上写了：期许少年们有天真的心，纯善的心，完美
的心，庄严的心期许他们能在这混浊的世界，持续清明，能
在这悲伤的人间，拥有快乐。的确，我挺喜欢这句话。

每年的散文介绍没有轮到我，很遗憾，但是下次是席慕容的
散文集，我也会认真读的。我爱散文，我会一向继续看下去
的。

散文读后感篇三

散文是一种作者写自己经历见闻中的真情实感、自由灵活的
文学体裁。读了散文之后你有哪些感想呢？本文是小编整理
的散文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散文读后感1

作为一个散文家，张晓风的作品算不上最好，但她的作品却
又有着与众不同的味道。这是我读后的感觉。

仿佛在每一篇散文里，她都有倾注自己的感情，激动、喜悦、
惆怅、悲伤……她在整本书中的角色，让我觉得，不是作者，
而是编剧，导演出一幕幕生活的悲喜剧。

“当你吐纳朝霞夕露之际，我在你曾仰视的霓虹中舒昂，我
在你曾倚以沉思的树干内缓缓引升……”

没有人可以阻挡生活的涓涓细流，即使它微不足道，小到你
用一根小指就可拦住它流动的轨道，但你依旧可以发现，几
秒钟后，它就恢复了它原来的方向，原因是，它越过了你的
手。

在她的作品中，我最喜爱《许士林的独白》。



还记得那开头第一句：献给那些暌违母颜比十八年更长久的
天涯之人。明明是一句讽刺的话，批判了那些让母亲伤心，
等待的不孝之子，却含有泪似的，颤颤地为下文感动。

“在秋后零落断雁的哀鸣里”，一袭红袍的赤子，南屏晚钟、
三潭映月、曲院风荷，当他纳头而拜，来将十八年的愧疚无
奈化作惊天动地的一叩首！人间永远有秦火烧不尽的诗书，
法钵罩不住的柔情，百般挫折过后，踏着千百年来的思念，
仍然告诉世人，茫茫的天际，夕阳的红晕，奔涌的泪
水，“你”只死心塌地的眷着伞下那一刹那的温情。

即使是想象，十分却有八分的真挚，何来的不感人？让人不
由感叹，辛酸后的痛楚。

散文读后感2

前一段时间，老师让我们读一本席慕容的散文集。我读了一
本她早些时间出版的《成长的痕迹》。老师还真没选错书，
这本书确实让我深有感触。

读完席慕容的前几篇散文，我心中不禁油然而生对亲人的思
念。她前几篇散文写的是对从前的记忆，都写出了自己对远
在他乡的母亲的思念和对已故奶奶的不舍。作者用一些很短
小的事通过细致的描写把那份感人的亲情充分、实在地呈现
了出来，她那份对亲人无比的真诚打动了我。这不禁让我想
到我自己的母亲，在家里她是在怎样地关心着我、无时无刻
地牵挂着我呢？想到这儿，我心中受到了强烈的震撼，突然
振奋起了精神，就像为了我自己的母亲。为了不让她失望，
我要幸福快乐地活过每一天！用成绩回报她为我所做的一切。

越往后，对青春对时光的不舍就越多，深奥的哲理体现得也
就越多。有一篇名叫《荷花七则》的散文，作者就通过她开
画展后发生的一件事表达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她的一位朋
友看完她的画，十分羡慕她的生活。可席慕容的微笑消失了！



要知道，完成一副画是需要多少心血多少时间去完成的，哪
有一个人的成功是与生俱来的呢？席慕容当时的感悟真让我
的心灵受到一次洗涤，她的用词十分自然、恰当，每一个字
都沉重地抨击了我以及每个人心灵中的那些“邪念”。“选
择了这样的生活，我并不后悔。我悲伤的只是，为什么很多
观众都喜欢把画家当作是一个天生异禀的天才，却不肯相信，
在这世间，没有一件事情是轻松或潇洒可以换得来的。”每
读完这篇文章，那颗浮躁的心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平静。

读完整本书，我的心变得更坚强和明澈了，觉得自己成长了
许多！这本书对我来说真是受益匪浅呀！

散文读后感3

龙应台的《目送》是一部对亲情和周边人物的感悟散文。特
别喜欢她写的亲情，抒情、真切、含蓄，并为之深深感动。
《目送》描写的是目送孩子的成长，目送父亲的远去。

古人云：四十不惑。人过四十后，经历过许多次的生老病死
的场面，再读《目送》这类亲情散文，感悟很多，特别是
《目送》中的：“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
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
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
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
必追。”人在生命的路途中，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平静中透
露着的哀痛，让人不甘又无奈。永远记得儿子在第一次拿到
学习成绩单时的情景，手拿奖状，在人群中急切地寻找我地
样子，那时的我就是他的天；大学四年，每次打电话时，即
便是在脚骨折卧床时，他的声音是欢快的语调，第一句话永
远都是“妈妈，我很好！”我很感谢儿子的孝顺，但心里也
明白，儿子长大了，能自己担待所有的伤痛，对父母的依恋
会越来越少，每每想到这，那种酸楚而又心存喜悦的无奈，
瞬间会填满我整个胸膛。



读《目送》会我又一次地感受到送父亲走时的那种撕心裂肺
的哀痛，也会想到了每次回家看母亲时，母亲那欢愉的目光
和不停叨唠的话语。世间大小小起起落落的事，最后还是沉
寂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目送》所描写的都是人们所经历
的，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读《目送》总有想流泪的感觉，
为逝去的或正在远去的亲情，挽留不住的是匆匆的生命脚步，
能留下的就是记忆；读《目送》懂得了对于生命，最好的态
度不是挽留，而是珍惜；读《目送》有些更深的感悟：再多
的遗憾不舍都不过是生命的过程，我们只能往前走，用现在
来填补过去的空白和伤口，带着爱和释怀与生命和解。

散文读后感篇四

冯骥才这位作家我早已熟知，记得小学那会儿曾学习过《俗
世奇人》中的一篇文章，从此便迷上了冯老的著作。而冯老
的散文作品我还未曾读过，所以趁着这个暑假，买来他的
《万物生灵》细细品读一番，与冯老一起做一个真正热爱生
活的人。

一个一直认为自己热爱生活的人，但在读过《万物有灵》之
后，才会发现冯老对生活的热爱更加细腻，更能涤荡人心。
好的文字体现或许就是书中的某个片段，某个角色，某处情
景勾起你美好的回忆，且在你的记忆里深深定格。哪怕它只
是一个很微不足道的人或事，比如书中的《捅马蜂窝》。对
于一些在乡下长大的孩子，可能都有经历过，我虽不是在乡
下长大，却也干过捅马蜂窝的事。

回想起那天下午，我和父亲发现老家大门上有个马蜂窝，进
门的时候，就会蜇人。于是，父亲拿起一根棍子，准备捅掉
它们。我当时既害怕又兴奋，毕竟是第一次捅马蜂窝，父亲
在屋里，我在屋外离得远远地看。父亲一捅，马上关上门，
马蜂成群地在空中飞着。忽然，一只马蜂在我身上飞来飞去，
我吓得要命，便跑了好几里路躲开它们，不过还是被蜇了，



回来时，马蜂早已散去。而作者童年捅了马蜂窝，使作者似
乎有一层罪孽感压在心上，暗下决心，不再做伤害他人之事，
给予我们热爱生活的前提是能善待万物的启示。

每回想起这事，我便感触良多，不禁感叹这书中美而又奇的
语言风格，既能勾起人的回忆，阅读时又让人仿佛身临其境，
可以亲眼看他描写小植物在微风中摇曳，活泼的动物在你身
边蹦跳，将我们引领入大自然中，看花开，看水流，望鸟飞，
听虫鸣。我们被书中美妙的文字所打动，被这些自然界的神
奇所征服，处处也都体现冯老对生活的热爱和细腻。孩子们
跟着冯骥才的文字，可亲近自然界万物生灵，更加细腻地去
发现生活中的美，建立起热爱生活的心灵天地。于我而言，
我觉得这便是这本书的魅力所在。

细细回味，慢慢品咂，感受冯老付诸真情的文字。原来在大
自然和生活中处处是充满诗情画意的，只是不曾入心地去感
受罢了，做一个真正热爱生活的人，他是幸福的，也是足够
幸运的。

散文读后感篇五

两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和同学们一起去了湛江的一个玛珥
湖――湛江湖光岩，一人美丽神奇的地方。

进了玛珥湖风景区的大门，绕过树丛，走过羊肠小道，就来
到有名的一块石壁前。上面记载了玛珥湖的传说。

旁过有一块被各种古代痕迹划过的石头，有石灰岩。还有种
种被海水冲刷多年的痕迹，这就可以知道玛珥湖是怎样形成
的了。柔和的风从右边的玛珥湖吹来，使人心旷神怡。

再走一段路，就来到了玛珥湖。站在岸边，远远望去，一座
鲜明的古建筑物显在眼前，那是一座寺庙，千年古刹楞严寺。
旁边有一个大旋涡，可别认为这是什么好东西，这个旋涡有



许多人考察过，却为此没了命，也没有人找到他们的遗物，
这始终是个谜。

绕过玛珥湖，就来到一个游乐场。这里绿树成荫，有很多秋
千，很多人都在这里玩，一个秋千旁，抬头一看，一棵有三
层楼高的大树耸立在身旁，亭子和石级环绕着它。登上去，
玛珥湖的大半景色收在眼底，往对面的石级走下去，海风就
大了起来。

再走一条小路，眼前一个小餐厅出现在眼前一座小桥不过2米，
桥下有一条小溪，有几条小鱼游来游去。

玛珥湖到处都有美丽的景色，说也说不完，希望你有机会去
细细游赏。

散文读后感篇六

最近读过了《林语堂散文选集》这本书，感受颇深。

本书以一种新的风格来撰写文章，读者在一字一句中很容易
就能看出作者林语堂的幽默和观点独特等特点，他常常就一
个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来谈论，从而得出一个全新的观点。

在《论买东西》这篇文章中，作者便以自然、流畅的语言，
带领着读者来重新认识我们熟悉的“买东西”这件简单的事
情，文中作者就以自己的经历为例子来谈：本是不想买东西，
只在门外看看，却因为一时感情冲动，总是看而不去买也实
在尴尬，便由停足观看改为跨进店门，这种事情在我们身上
也确实很多，本来只是去逛超市，散散步，舒畅一下心情，
却往往做上一笔“小交易”，带一大捆东西回家，这也实在
难免。

而接下来作者又写了“见人下菜碟”这种近代社会人们的通
病，又让人联想回味一番，也为下文做了一个简单巧妙的铺



垫，最后作者写到了“孩子”，便巧妙地将文章升华到了一
个新的高度，因为孩子的眼睛、心灵是最纯洁的，没有阴险
与虚伪，“人之初，性本善”，只有与小孩子做交易时，我
们才能真正感到高兴，而这也正是买东西的本质与艺术。

卖家高兴，买家也同样高兴，我想真正能做到的，现在恐怕
也只有只有小孩子了吧，就像作者在文中最后一句提到
的“心不必明，性不必见，只看看小孩子好了。

读过这本书，我认为写好一篇文章其实只需用朴素的语言记
录自己内心对某个事物的的真实感受或某种看法，就像小孩
子的心灵一样干净、纯洁，这便足以让读者产生共鸣，读懂
你想表达的心意，这便是一篇成功的文章了。

散文读后感篇七

看琦君的文章就好像翻阅一本旧相簿，一张张泛了黄的相片
都承载着如许沉厚的记忆与怀念，时间是这个世纪的前半段，
地点是作者魂牵梦萦的江南。那一幅幅的影像，都在诉说着
基调相同的古老故事：温馨中透着幽幽的怆痛。笔下的故乡，
处处洋溢着“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余光中剪不断的乡愁浓得声声撕心裂肺,琦君的乡愁也浓，却
如浓郁的桂花香，多了份从容多了份暖心，所以她的乡愁悠
悠如桂花香浓郁过后的余香缭绕。

喜欢琦君，喜欢琦君文字里成年人才有的乡愁被她用邻家女
孩固执的“但我宁愿俗，就是爱桂花”挥洒出来。

琦君所追求的美，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艺术美。
善于从中发掘并表现出人所未见，道人所未道，在人们共同
的思想感情中写出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写出人人心中所有，
人人笔下所无。正如我们一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
人物”，我们就会判断这是苏东坡所作;读"杨柳岸晓凤残



月”，就认为是柳永所为。我们也可以从“等国奉比，又惹
轻愁起”，看出是琦君笔法。

琦君作品的独特风格是跟她独特的艺术思考和艺术追求分不
开的——那是对真、善、美的思考和追求。

散文读后感篇八

老屋已经很老了。是本文的第一句开篇。本文先从老屋筑造
的年代讲起。那时候封建统治时代仍然还在。紧接着讲述了
老屋的建筑过程，是热闹的、神秘的、欢快的。在这座百年
老屋的屋檐下，作者静静地回忆从前，感受到一种来源于古
老的传统与悠久的时间所赋予的一种责任感与敬畏。关于岁
月、生命与血脉流转。以前的先人们用一代代的青春延续了
一个古老的家族。

这种故乡所给予的一种思念追忆之情让我联想到，江南小镇
有方言“式微”一语。意思是说天色已晚。在天黑月明时走
在古街小巷，脚边流水淙淙，听得一声“式微咯，回家吃饭
咯！”回首之间，看见有人倚门而立唤着远方归来的游子，
言语里的温馨与幸福让人有瞬间回家的冲动。虽然明知唤的
不是自己，但也有丝丝暖意涌上心头。

人生长行寂寞，究其淡然却少。有些人也许终其一生也只为
等待一种像老屋给人以归属感的归宿，一声唤。若在天黑欲
转归程时，得你一声唤，唤我回家食饭，那么我无论是行于
露水之中亦或是泥泞之中，都可以找到家一般的安全感，然
后抱住你，展颜一笑了。

一些事物存在的力量与美，其实在于它们转达给我们内心的
一种真理与坚定。因此获得冲破时间空间禁制的力量。不同
时代的人，一样会在门外浮动着的远山落日之下，感受着一
代代血脉与故乡流转；一样会在老屋前轻抚着微微腐朽的实
木，感受着当年婚丧嫁娶的幸福；一样会在有所思忆的时候，



感受着远方亲人所满含的关怀。

老屋已老，但它记载了四万多个日月星辰变换的故事。我想，
如果有一天我也能够来到老屋前，我也必会吟出“式微，式
微，胡不归？”

它的意思是：天色已晚，天色已晚，远方的人你为何不回来？

散文读后感篇九

《林语堂散文》读起来叫人爱不释手，轻松幽默的话语紧紧
吸引着我，常常一人放声大笑，笑过之后一阵轻松。

我想，如果人们常读这样的文章，精神状态一定会很健康而
能从容面对生活。

林先生明明是“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却
说“论理莽原社诸先生既非正人君子又非当代名流，当然有
与我合作之可能。

林先生幽默、机智，“道理渗透是幽默，性灵解脱有文章”，
随手摘录部分，“今日小学生无不知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
这实在是我们可以自负的。

无论这五千年中是怎么混法，但是五千年的的确确被我们混
过去了。

一个国家能混过上下五千年，无论如何是值得敬仰的”;话说
的再明白不过了，普普通通，平平实实的语言包含着作为炎
黄子孙的骄傲和自豪。

通过文章来了解林先生，他说自己是：“行尊孔、孟，思从
老、庄。



说文学反映人生，来了一段比喻：“比方照相，有人为照相
而照相，有人是为饭碗而照相。

为照相而照相是素人，是真得照相之趣，为饭碗而照相，是
照相家，是照他人老婆的相来养自己的老婆。

“军阀不来骂文人，早有文人自相骂。

文人不敢骂武人，所以自相骂以出气，这与向来ss骂ss，因为
不敢骂嫖客一样道理。

现在的学者最要紧的就是他们的脸孔，倘是他们从三层楼滚
到楼底下，翻起来时，头一样想到是拿起手镜照一照看他的
假胡须还在乎?金牙齿没掉么?雪花膏未涂污乎?至于骨头折断
与否，似在其次。

学者只知道尊严，因为要尊严，所以有时骨头不能不折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