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游徐志摩鉴赏 徐志摩诗集读后感(优
质9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
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云游徐志摩鉴赏篇一

徐志摩的诗既没有郭沫若的奔放，亦没有闻一多的深沉，有
的是飘逸、空灵，如潺潺溪水，如清风明月。他的大部分诗
作没有愤怒，没有呐喊，没有慷慨高歌，甚至也没有希望和
恐惧，有的只是迷惘的微笑、沉沉的静视和对自然的依恋。
他追求的就是一种宁静、和谐、无冲突的美的境界，表达的
就是经过理性筛选、过滤了的情感。他总是将那种浓得化不
开的情感给以稀释，以防其"杀"了诗的美感。如《再别康
桥》，诗人将那种浓郁的离愁点化得淡雅、缥缈，将离别时
那种沉重的心绪藏于心底，使全诗显得飘逸而空灵。"再别"
本包容着十分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但这种复杂的情感化为
诗时，则从头至尾表现出对自我的压抑，对情感的克制。如"
轻轻的"一连用了三个，含蓄委婉地将诗人心头的沉重、依恋
曲折地表达出来。在整个诗中，没有因难以割舍的别情而潸
然泪下，更没因理想的破灭而号啕痛哭，弥漫全诗的只是淡
淡的忧伤，悠悠的惜别，内含不尽之意。这正是情感经过理
性的洗礼后所能达到的一种诗歌境界，所以有着永久的生命
力。

徐志摩的诗歌比较含蓄，但不流于晦涩。从总体上看，尽管
徐志摩在诗歌中反复吟唱其单纯的'信仰：爱、自由与美，但
他并非对此进行赤裸裸的、粗暴的呐喊，而是将之寄托于对
雪花、康河、婴儿等美好形象的礼赞中。《黄鹂》中第二节：
"等候它唱，我们静着望，/怕惊了它。但它一展翅，/冲破浓



密，化一朵彩云；/它飞了，不见了，没了/像是春光，火焰，
像是热情。"实写黄鹂，虚写诗人的感觉：感叹春光、火焰，
热情，一闪即逝。把展翅飞走的黄鹂与春光、火焰、热情联
系起来，显得含蓄而又深沉。《山中》写"我"在庭中月下思
念山中的恋人，但诗人却不直接去抒写对恋人的思念，而从
对山中光景的关心写起；不直写"我"想去见恋人，而是化一
阵清风，将针叶青松吹落在情人的窗前，轻轻地不扰乱她的
睡眠。这种构思含蓄地将对恋人无微不至的体贴、甜蜜的思
恋全都表现出来了。《再别康桥》中，诗人不直言自己对康
桥的无限深情和依恋，而只是恣意渲染康河的美景，只说自
己甘心"在康河的柔波里"，"做一条水草。"真可谓："不著一
字，尽得风流。"

云游徐志摩鉴赏篇二

烟花之所以灿烂，不在于它有多次生命，而在于它在发出光
焰的那一刻，已经留住了永恒。

——题记

２０世纪的中国文坛人才辈出，灿若星辰，而徐志摩无疑是
其中最光鲜闪亮的一个。他是中国现代文坛最具特色，最有
才华和最优秀的诗人、散文家之一，是开一代诗风的“新月
派”主将，被誉为“中国雪莱”。有人说徐志摩是潇洒的诗
歌仙子，飘然拂过年轻中国的诗坛，凭着精灵般的诗魂，丰
富了新诗的艺术世界；也有人说徐志摩是不受羁绊的野马，
无边无际的思维总是让他在现实中桀骜不驯，不为世俗所累；
而我更愿意相信郁达夫所说的“志摩是一个淘气可爱能使你
永远无法忘怀的顽皮孩子，诗的音乐，自我生命缺乏诗感，
这个孩子的灵魂就会变得孤独寂寞。”是的，正是因为怀着
一颗质朴单纯的童心，他才能真切感受到内心的性灵神韵，
并将其与自然界的温馨静谧的美妙彼此相融，创作出闪耀着
青春光泽，万卉奇葩的《再别康桥》，达到如行云流水般流
畅、澄澈的境界。



说来惭愧，真正静下心来品读《徐志摩散文集》还是在高考
后那个漫长而无聊的暑假。整整两个月我所涉猎的书籍可算
颇多，但真正打动我心扉并且至今仍爱不释手的恐怕也只有
《徐志摩散文集》了。“看一回宁静的桥影，数一数螺钿的
波纹；我倚暖了石阑的青苔，青苔凉透了我的心坎；……”
我惊讶他竟能如此娴熟轻松的驾驭语言，如此真切地将心灵
深处的内在情感透过文字的音符浪漫地、自然地抒发出来，
并甚至还安排得那么和谐，柔中有力，浓厚中有淡薄，鲜明
中存素雅。这该是怎样一个文坛奇子，好奇心驱使我细细品味
《徐志摩散文集》，希冀自己能够解开心中的疑惑，感受他
如繁星般点缀近代文学的傲人才华。

翻开目录，能清楚地看到全书分成三个部分：关于名人、回
忆故人和生活随想。在“关于名人”这一部分，作为一名浪
迹天涯的漫游者，使得徐志摩有机会亲近当时的文坛巨匠，
用一颗空灵而单纯的童心去歌颂真善美，用诗一般优美的语
言表达对名人的崇敬仰慕之情。在《泰戈尔来华》一文中，
徐志摩坦言对于泰戈尔的来华，他心中甚是欢喜，就连梦也
多了几分颜色，增了几分妩媚。他真切地希望泰戈尔的来华
能给百年来只在精神穷瘘中度活，给生命只是追忆不全的中
华民族带来精神的安慰，唤起民族的觉醒。“每想及过去的
光荣，不禁疑问现时人荒心死的现象，莫非是噩梦的虚景，
否则，何以我们民族的灵海，曾经有过偌大的潮迹，如今何
至于沉寂如此？”２０世纪的中国风云变幻，波澜壮阔，历
史的烙印不可磨灭地震撼着徐志摩的心，置身于乱世，虽不
能沙场点兵，却希冀泰戈尔高洁和谐的人格，能给我们安慰，
可以开发我们原本淤塞的心魂，唤起民族的觉醒。源于性灵
深处的期盼让我们看到质朴善良的徐志摩忧国忧民的一面，
可爱至极。

曾经说徐志摩像热情的雪莱一样，把心灵深处的情感，透过
文字的音符自然流泻而出，他的散文蕴藉着一种绚烂的春光，
一腔跳动的激情，即便是哀伤也如升腾的火焰，热烈而奔放。
在回忆故人这一部分中，徐志摩回首往昔，细数生命中至关



重要的人，追寻绚丽的烟花怒放后散落在地的火星和哀怨。在
《我的祖母之死》一文中，徐志摩引用了英国诗人华茨华斯
的一首有名的小诗《我们是人》：“一个单纯的孩子，过他
快乐的生活，兴冲冲的，活泼泼的，何尝识别生存与死
亡？”在烂漫童真的孩子心中不曾感到生与死之间的阻隔，
幼年的徐志摩虽遭祖父的变故，却是不甚明白生命终止的可
怕。及至成年，遭逢祖母的大故，给了他不少寂静的时刻，
不少深刻的反省，感慨如果生前是尽责任的，是无愧的，我
们就会坦然的走近我们的坟墓，我们的灵魂便不会有惭愧或
悔恨的啮痕。

在“生活随想”这一部分，我们时时可见徐志摩把心灵深处
的情感，透过文字抒发出来，浓得化不开，无比艳丽，无比
妩媚。在《想飞》一文中，徐志摩插上想象的翅膀，飞上云
端去，飞上天空去浮着，凌空去看一个明白——这才是做人
的趣味，做人的权威。人类从未停止过对飞翔的渴望和追求，
人类开始用石器的时候已经想长翅膀，想飞。远古洞壁上画
的四不象，它的背上便掮着翅膀。潇洒如仙子的徐志摩始终
抱定童真质朴之心，虽然现实是堕落、孤寂、死静的，但他
却用海滩上种花去呼唤真善美和童心的回归。青年的朋友，
是春雷响时不曾停止破绽的芽，绝不能填平童真走向堕落，
劝告青年们保持信心、精神和勇气，在人生的海滩上种
花——也许会消灭，但这花的精神是不灭的。

在如今，虽有百花齐放却良莠不齐的文化界内，一本好书能
教育人，而一代文豪才子——徐志摩的精神世界更能唤起我
们对当代文化的反思和质询。让我们沿着徐志摩的思想轨迹，
伴着他对文学赤子般的热爱和豪情，开始一段心灵旅行，让
灵魂在美丽的文字流淌中得到净化和提升。虽然徐志摩的灿
烂生命就在一团幻影般的光焰里消逝了，但烟花的灿烂不在
于它有多久的生命，而在于它在发出火焰的那一刹那，永恒
已经留住。而徐志摩浓得化不开的才华，卓尔不群的风采，
时至今日仍震撼我们的灵魂，启迪我们思索智慧的人生，掩
卷遐想，体验心灵激荡后内心的安静与祥和。



云游徐志摩鉴赏篇三

1、幸好爱情不是一切，幸好一切都不是爱情。

2、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悲伤也抵不过时间。

3、他说爱你的时候，是无心之过，别轻易感动。

4、耳。没有喧闹。眼。没有缤纷。嘴。沉默不语。

5、记忆是相会的一种形式，忘记是自由的一种形式。

6、旋转木马是最残忍的游戏，彼此追逐却有永恒的距离。

7、微微瞬间，你在一秒点穴。长永远，我用一生解穴。

8、男人什么时候最帅?在他说不爱你的时候，这份魅力，最
具毒性，小心为是。

10、谁都以为恋爱的对象刚巧也是例外——在改变之外。然
而最终发现——除了变化，无一例外。

11、夕阳西下，是我最想念的时候，对着你在的那个城市，
说了一声：我想你，不知道，你是否听得到。

12、有些女人。会让人觉得，世界上无人舍得对她不好。然
而，这个女人。就是得不到她一直盼望着的好。

13、谁的眼角触得了谁的眉;谁的笑容抵得了谁的泪;谁的心
脏载得住谁的轮回;谁的掌纹赎得回谁的罪。

14、如果真相是种伤害，请选择谎言。如果谎言是一种伤害，
请选择沈默。如果沈默是一种伤害，请选择离开。

15、少年的时候，我疯狂的喜欢，带我走这三个字。现在，



我再也不会任性的让任何人带我走。我学会了，自己走。

16、原来我只不过是只华丽的木偶，演尽了世间所有的繁华，
才发现身后无数的金丝银线，牵动我的---哪怕，一举手，一
投足。

17、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
和你寒暄，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
句，好久不见。

18、他的世界没有她，她的世界只有他。世界就是这样，从
来没有公平可言。这是一场没有时限的角力战，谁在乎的越
多，就输的越惨。

19、走着走着，就散了，回忆都淡了;看着看着，就累了，星
光也暗了;听着听着，就醒了，开始埋怨了;回头发现，你不
见了，突然我乱了。

20、一生至少该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有结
果，不求同行，不求曾经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我
最美的年华里，遇到你。

21、是时候了。好好地做个女人。穿裙子。扎辫子。不和别
人吵架。不翘课。不说脏话。一日三餐一个不能少。点之前
睡觉其实这些，我做不到。

22、当一个人沉醉在一个幻想之中，他就会把这幻想成模糊
的情味，当作真实的酒。你喝酒为的是求醉;我喝酒为的是要
从别种的醉酒中清醒过来。

23、面对，不一定最难过。孤独，不一定不快乐。得到，不
一定能长久。失去，不一定不再拥有。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
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



24、浮华一生，淡忘一季。空有回忆，打乱缠绵。笑容不见，
落寞万千。弦，思华年。那些年华，恍然如梦。亦如，流水，
一去不返。不泣离别，不诉终殇。

25、别再使用修饰音，唱最清澈的歌给我;别揣测该说什么，
用透明的眼神看我;别后退逃避什么，把蜷缩的手指给我;别
说你不再爱我，还爱过的记忆给我。

26、遗忘是我们不可更改的宿命，所有的一切都像是没有对
齐的图纸，从前的一切回不到过去，就这样慢慢延伸一点一
点的错开来，也许错开了的东西，们真的应该遗忘了。

27、最好的时光里，我依然独自一个人走在那条浮华炫丽却
不属于我的街。我像一个拾荒者，悄悄收藏起时光的底片，
让它变成陈年的私酿，然后在那个夏日的午后，晾晒出任何
与你有关的画面。

30、谁在春日艳阳的午后，轻抚你穿过飘扬秀发的手。谁在
无数个黯然的白夜，带走独斟酌饮的酒，把浓烈的温度，狠
狠的烧进胸口。谁把一季又一季的绿色原野，揉碎成泥土中
潮湿的腐朽。谁捧起花的脸庞，让岁月美的黯然神伤。

云游徐志摩鉴赏篇四

大家知道徐志摩写诗，不过同时徐志摩也写散文，在其全部
创作中，其成就和影响更为显著的，除诗歌外，恐怕就要数
散文了。甚至有人认为他的“跑野马”的散文比他的诗好。

这是一颗浪漫的种子，不幸地降生在那纷乱的动荡年代，如
果不是如廊桥遗梦般的剑桥两年陶冶，那深埋的浪漫或许永
远都不会被挖掘，而成为父辈沿袭下来的金融巨子呢。但命
运的'事，谁又有力量更改。一切都完结般地记述在人类承接
命脉的历史册上了。



徐志摩，中国新旧文学（古体文和现代文）交替时最具才气
的学子，半路出道，在剑桥大学旁听的两年时间里，如饥似
渴的学习西方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还认识当时诸多有名气
的文豪，在与他们耳睹目染的交流中获取大量的人文气息，
以及剑桥优美的环境和闲暇的时光都充分滋养了他心灵深处
的浪漫情怀，像雨后春笋般不断地发芽、滋长新绿……那段
美丽的时光给予他丰硕的灵感，也成就了他心灵中最清澈的
绿泉，一股股的流溢在他华美的文采里，这一切都见证在他
流传下来的散文和诗歌中，如著名的篇章《我所知道的康桥》
和诗歌《再别康桥》，让多少莘莘学子陶冶不已。

只是美丽的时光总是短暂，那个贫乏苦涩的年代，在国内外
强烈的冲击对比下，一次次撕咬着这颗浪漫的心灵。他一次
次的执著于笔杆，用他心灵中趟出来的热泪幻化出了一篇篇
优美无比的文章，为那个时代中苦闷的日子投下一枚枚宛如
希望的焰火。1923年他参加成立新月社，成为了该社团文学
投稿主力，为当时胡适先生、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新文学开封
拓荒，他清新的诗歌文体在当时犹如一颗新星照亮了漆黑一
片的现实，他写意般的散文如古典派绘画构置出一片片绚丽
夺目的图景，不仅如此，他在诸多文学领域做出过尝试，小
说、戏剧、杂谈论稿几乎都留下了他不可磨灭的影子。

云游徐志摩鉴赏篇五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
的云彩。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再别志。熟悉的笔调还是难以让人忘怀。

《徐志全集》收录了徐志生前发表的《志的诗》、《翡冷翠
的一夜》、《猛虎集》和《云游》四部诗集，并整理了他的
其它诗篇，合并为《醒！醒！》。诗人虽然轻轻的走了，但
是他留下的作品却会永存于读者心中。



徐志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尽管他自己说：在二十四岁以
前，诗，不论新旧，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但他一旦拿起笔
来，佳作便犹如山洪爆发一般涌现出来。作为新月派诗人的
代表，徐志的诗作字句清新，比喻新奇，想象丰富，意境优
美，神思飘逸，富于变化，同时具有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色
彩。他的诗就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而他那驳杂的思想也
在这个世界中一一体现。他的诗歌写爱情、写生活、写景色、
写人间疾苦。

这里引用徐志的诗：但有人，比如我自己，就有爱落叶的癖
好。他们初下来时颜色有很鲜艳的，但时候久了，颜色也变，
除非你保存得好。所以我的话，那就是我的思想，也是与落
叶一样的无用，至多有时有几痕生命的颜色就是了。有着对
自己思维方式的反思，人的思维不见得完美，有时只是一种
多余。看似华丽，却经不起推敲，看似深，却不能传给后世，
也是一种无奈吧！对自己的无奈！

人类最伟大的使命，是制造翅膀；最大的成功是飞！理想的
极度，想象的止境，从人到神！诗是翅膀上出世的；哲理是
在空中盘旋的。飞：超脱一切，笼盖一切，扫荡一切，吞吐
一切。他可以看出理想的重要，诗的伟大，哲学的美好，他
也可以用它的笔惊醒人们，别总关注物质，心灵的美也很重
要。诗歌，它可以给你带来心灵的享受，它是不可或缺。

现在，诗歌已经越来越少，看诗的的人也更少了。的确，诗
不能给人们带来财富，也许你认为它只是在浪费时间。但你，
没有明白诗的意义。那种对心灵，对灵魂正真的描写，在诗
人的面前，你能看到自己的心声，也许你一直在影藏它，你
不曾发现的你的那份情怀。

也许你没有志的多情善愁，但你也有着你的感受。被让世俗
蒙蔽你的眼睛，睁开眼，看看诗的世界。诗歌不是一种任务，
诗人不是一种职业，它是一种对自身的觉醒，一中参透。诗
歌没有什么，只要有那颗向往的心，让我们细细品读《徐志



诗歌全集》，发就自己以前所未有的情怀。

云游徐志摩鉴赏篇六

徐志摩散文集很有特色！为此本站小编为大家推荐了徐志摩
散文集读后感，希望大家有用。

许是因为他在诗的创作上成就过高而掩盖了他在散文方面造
艺，人们记住徐志摩，多是因为他的诗，当然我也不例外。
今年暑假，有幸拜读了《徐志摩散文经典》，对他的印象才
从最初的浪漫诗人转变为一个有思想、有个性，而又热情高
涨的、率真诚实的文学家。

徐志摩的散文的特点便是浓郁，人们总以为将纷繁的世界写
简单是本事，殊不知将一件平平常常的事，一个平平常常的
场景写得繁采到极致也是一种本事。徐志摩便是那种能把别
人无话可说之事说得天花乱坠，让你目不暇接的散文家。

他的散文洋洋洒洒，花雨缤纷，但更难得的是这些奇艳瑰丽
的文字全都出自他的内心，出自一个"真'字。正如梁实秋所
说，徐志摩的散文无论写什么，永远都保持一个亲热的态度，
没有教训和演讲的气味，而像是和知心朋友谈话，毫不矜持
地掏出内心的真话。

这本书中，最浪漫的散文《想飞》，读后让我感觉到他的散
文真的就像在和他亲切的谈话、聊天一样，而且他的散文充
满着丰富的想象，有勇敢探索光明的热情。 其中的《翡冷翠
山居闲话》中的一段是这样写的：

“在这里出门散步去，上山或是下山，在二个晴好的五月的
向晚，正像是去赴一个美的宴会，比如去一果子园，那边每
株树上都是满挂着诗情最秀逸的果实，假如你单是站着看还
不满意时，只要一伸手就可以采取，可以恣尝鲜味，足够你



性灵的迷醉。阳光正好暖和决不过暖;风息是温驯的，而且往
往因为他是从繁花的山林里吹度过来他带来一股幽远的澹香，
连着一息滋润的水气，摩挲你的颜面，轻绕着你的肩腰，就
这单纯的呼吸已是无穷愉快;空气总是明净的，近谷内不生烟，
远山上不起霭，那美秀风景全部正像画面片似的展露在你的
眼前，供你闲暇的鉴赏。……”

读里面的每一段文字都是一种美的享受，他的表达总是这样
无拘无束.艳丽纷繁.这也正如周作人等所说：徐志摩的散文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是独树一帜的，与他的新诗一起形成
“双峰并峙“的局面。其实，情感的真挚，态度的亲和，题
材的宽广，表达的无拘无束.艳丽纷繁，像诗一样“浓得化不开
“，构成了徐志摩散文的显著特色。无论是长篇，如《巴黎
的鳞爪》和《秋》;还是短篇，如《丑西湖》，莫不如此。至于
《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想
飞》......等篇，则早已成为脍炙人口的中国现代散文
的“经典“了…… 徐志摩散文选本众多，这本散文经典是最
新的一种，较好的展现了徐志摩各个时期的文采斐然的散文
佳作。读后确实让人感到：徐志摩以他的文字照亮了社会、
照亮了中国文学。

一直以来，喜欢读徐志摩的诗，他的诗意念完整、韵味独特、
他既善于写实，又善于写心念。他的诗充满伤感、哀怨，洋
溢着春息、清新自然。他的诗驰骋着想象、切实的虚拟。今
天读了他的散文《翡冷翠山居闲话》感受颇多。

文章源于生活，源于他的所见、所闻、所想，但其核心又是
心灵的追求，对现实的不安与苦闷，对人生的迷茫和同情，
对超自然的渴盼与祈祷。他善于在大自然中发现，细腻地刻
记着自然界最细微的美。正如文中第一自然段所描述的“阳
光正好暖和，决不过暖。风息是温驯的，而且往往因为它是
从繁花的山林里吹度过来，它带来一股幽远的淡香，连着一
息滋润的水气，摩挲着你的颜面，轻绕着你的肩腰，就这简
单的呼吸已是无穷的愉快;空气总是明净的，进谷内不生烟，



远山上不起霭，那秀美风景的全部正像画片似的展露在你的
眼前。供你闲暇的鉴赏。”读到这里不免让人浮想联翩，多
么美妙的景象，字里行间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一切万物近
在眼前。

文中还描述了他渴望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且摆脱
世俗的喧嚣，达到灵与肉的统一。文中描写道：“平常我们
从自己家里走到朋友的家里，或是我们执事的地方，那无非
是在同一个大牢里，从一间狱室移到另一间狱室去，拘束永
远跟着我们，自由永远寻不到我们;但在这春夏间美秀的山中
或乡间你要是有机会独身闲逛时，那才是你福星高照的时候，
那才是你实际领受，亲口品尝自由与自在的时候，那才是你
肉体与灵魂行动一致的时候!朋友们，我们多长一岁年纪，往
往只是加重我们头上的枷，加紧我们脚胫上的链，我们见小
孩子在草丛里在沙滩里在浅水里打滚作乐，或是看见小猫追
他自己的尾巴，何尝没有羡慕的时候，但我们的枷，我们的
链永远是制定我们行动的上司!......”品读到这里，我不禁
感受到自己对生活的期盼不尽如此呢?每天我们生活在尘世间，
要给自己带上一个面具，要把真正的自己埋藏起来。我何尝
不是如此呢?在领导同事面前，要以笑示人，以表恭敬;在嬉
笑打闹的学生的面前要摆出一副“师道尊严”，让学生望而
生畏，要不何以服众;在小女面前，要拿出母亲的架子，唠唠
叨叨，不厌其烦。其实在心底里，自己何尝不是一个憎恶分
明、喜笑颜开、开明爽朗之人呢?所以啊，当我们独处这静幽
的山中，才会达到性领域体魄的统一，“与自然同在一个脉
搏里跳动，同在一个音波里起伏，同在一个神奇的宇宙里自
得。”

文章写出了人生的感悟，如经历沧桑荣辱的老人的风霜的额
纹，如久埋地下陈香沁骨的白干，让我的思潮久久难以平
静.....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挥手，不带走一片
云彩。



正如这耳熟能详的《再别康桥》，徐志摩作为一位浪漫主义
诗人为人所共知。在我的理念之中，徐志摩的诗比他的散文
要生动的多，但在我看了《徐志摩散文集》以后，我的印象
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徐志摩的诗师承英国浪漫主义，不像闻一多还有象征主义以
美为丑的追求。虽然到了二十世纪初期，浪漫主义的激情在
西方几近于陈词滥调，但此时中国的文坛却依然死气沉沉。
徐志摩正是在这个时期用浪漫主义的手法为中国现代新诗做
出了贡献，使之从琐碎的现实描摹、粗糙的感情直抒升华为
统一、集中、超越于日常生活现实抒情逻辑和单纯的意象。

在中国近代文坛，相比于鲁迅、林语堂、丰子恺、郁达夫、
李广田、朱自清等散文大家，徐志摩也许算不了什么，但这
并不能磨灭他在散文方面的成就。他的文风绚丽，浓烈，甜
腻，因此常遭非议，但徐志摩也正是以这种文风在散文界独
树一帜。

让我们先看看代表他思想转变的《迎上前去》，他深入剖析，
察省自己的思想灵魂，真切坦白自己的性格、思想、信仰，
并从失望中振作起来，发出战斗的宣言。他先坦率的说“科
学我是不懂的，我不曾受过正式的训练，最简单的物理化学
我都不明白”，“我只是个极正常的人”。同时他又鲜明的
弘扬了自己身上的优秀品质，那就是对理想的追求。“不能
让绝望的重量压住我的呼吸，不能让悲观的慢性病侵蚀我的
精神，更不能让厌世的恶质染墨我的血”。接着又以哲学家
尼采的话语做了论证。作家正是以生动形象的比喻，宣扬自
己的人生观与理想主义，他写道“我不辞痛苦，因为我要认
识你，上帝，我甘心，甘心在火焰里存身，到最后时辰见到
我的真，我定了主意，上帝，再不迟疑。”这种鲜明深入的
剖析让我们感觉到一股强烈的情感在奔突，它像一团火在燃
烧，也使别人在燃烧。它阐明了作者的战斗思想，也渲染了
作家悲郁愤激，求索理想的灼热之情。



语言流畅、简洁、准确、生动，而又绝对的真实。我想这是
徐志摩散文和诗歌的共性。而它的真实，真实的思想、真实
的情感、真实的体验。百味人生经散文家的妙笔，都能使人
如嚼槟榔，孜孜品尝。没有哪种文本能像散文的写作，敞开
心扉，对着自己道来;加上多半是激情使之，理性的动力显得
有些苍白，也正是这样，散文方原汁原味，令人着魔不已。
人类自步入文明以后，就开始掩饰自己的身躯与心灵，进步
的同时也掘出了人类相互隔膜的鸿沟。从此，渴望理解和理
解他人也就成为人类不息的欲念和理想。在这个意义上，遥
望悠悠文学长河，卢梭的《忏悔录》是震撼灵魂的，它以坦
白灵魂的勇气和真诚，在文学史上放着异彩，可见自剖者永
恒的意义。而徐志摩的《自剖》同样也沐浴着散文美学真实
的光芒，带着人类潜在的渴求沟通的欲望给人以无穷的启迪
与慰藉。

在没有英雄或英雄遭难的年代里，我们最大的也是最卑微的
渴望，只是做一个人。这种感情可在魏晋时期阮籍的“时无
英雄，使竖子成谋”中体会到。在《遇见哈代的一个下午》
里，徐志摩完成了走近英雄的精神典仪。在二十世纪三十年
代。灾难与渴望并存的中华民族在渴求英雄，期待着那英雄
带来福音。因此，尽管那不是一个宽容的时代，一方面愚昧
与暴政在无情的摧残着英雄，另一方面，它却哺育了大量的
文化英雄。有着不同的政治、观点的英雄们在专制的缝隙中
昂然生长，而徐志摩无疑是那个时代的英雄。在文章中我们
不难看出，哈代是作者心中的伟大圣哲，“他与法郎士一样，
分明是十九世纪末以来人类思想的重镇......”。

在《徐志摩散文集》中，我们不难感觉出他文学性灵美与意
象美。在整本书中，无处不体现出他对“爱、美、自由”的
追求。为了他一生追求的至真至诚的情爱，他不顾家庭的反
对、世俗的偏见甚至个人的社会责任、他人的幸福都可置之
不理。在这点上，我们承认他是勇敢的、坚定的;而他的错误
就在将自己的恋爱绝对的美化、绝对的神圣化。这作为一种
情感是真挚的，但作为一种理想却是空幻的。世界上不存在



无条件的、绝对的、完全的爱，现实主义者对这一点有深刻
的理解，乃至恶毒的嘲弄，而浪漫主义者却往往沉溺于期间
甚至自鸩。

云游徐志摩鉴赏篇七

《徐志摩散文集》是一部精选的散文著作，带给我的当然是
少不掉的欣喜，每读一章都会深陷其中，过后便养成了闲余
中的趣子。

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欧洲漫录”这篇散文，富有幽默感，又
不失哲理性和语言刚柔并工的表达。让读者深陷其中，体会
其中的情感。

对于托尔斯泰的书与人的看法及表达了他的人生观。对于莎
士比亚的回信，更让读者了解他为人礼貌，性情温和的另一
面。

可不幸的事情终究会发生，因从南京乘机去北平路途中，飞
机失事遇难，他告别了自己光辉的一生。虽死犹荣，用在这
样一位诗人身上，不容置疑。他的逝世是对文学历史上的一
次深痛的失去，一位正处风华正茂的年龄，还没有结束的人
生就这样画上了句号。

可他的一生是精彩的，在散文中，与泰戈尔的对话，相当的
好，能与这样一位印度诗人如此联系，并与他环游亚洲，也
不失为一种成就。并影响着徐志摩对于印度洋的恩情。

游历学习的志摩先生，写出了一批感人肺腑的散文，有对于
环境，事物的描写，也有对于人与人之间感情的描写。

在我看来，他所写的是人所触的正常感受，只不过是他会用
最准确，扣人心弦的语言描绘罢了，体会是深刻的。



如果世界上最后一本《徐志摩散文集》在我的手上，我该会
是怎样的欣喜发狂啊。

云游徐志摩鉴赏篇八

老一辈的文学家中，早逝的徐志摩尤其受青年朋友的喜爱。
特别是他的著名诗作《再别康桥》，使得他简直就是浪漫的
化身。但在我看来，《再别康桥》除了“那美丽动听的音节
和诗人飘逸，洒脱的翩翩风度”之外，一个“再”字或许更
能让我们有所了解。

在《再别康桥》之前，徐志摩曾写过多篇关于康桥的诗作及
散文。在1922年，他第一次离开康桥时曾写下了长诗《康桥
再会吧》，后又曾写过《康桥西野暮色》，《康桥晚照即景》
等诗，及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桥》。康桥给志摩的印象及影
响都是很深刻的。他是要从罗素才到英国的，用他的话讲
是“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认真念一点书去。”他
的“书”没念成，因为罗素叫康桥给除名了，但他却留在了
伦敦，后又到了康桥。徐志摩在康桥最初的日子应该说是有
些寂寞的，同居几间小屋的张幼仪业已成为他的前妻，而且他
“他在康桥还只是个陌生人，谁都不认识。”

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徐志摩曾这样写到“单独是一个
耐寻味的现象，我有时想它是任何发现的第一条件。”他发
现了什么？他发现了康桥。他又曾这样表述“说实话，我连
我的本乡都没有什么了解，康桥，我要算是相当有交情
的。”康桥对徐的印象如此之深，更何况又是一位在“单
独”时一起相处的朋友。这便难怪他不止一次的写到康桥，
再一点，康桥对于他人生的成长的帮助也是巨大的。他一再
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
的，我得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可见，康桥对他的
影响是很大的，这便是他前几次写康桥的感情由来：对康桥
的留恋，对往昔的怀念是主要的感情。



然而，《再别康桥》却不是完全相同的背景或单纯的感情。
《再别康桥》是徐在1925年故地重游的归国途中，于11月6日
在轮船上写成的，在徐志摩的书信卷上看到致陆小曼的信
（1928年10月4日在船上写）曾提到过要去印度的“为还几年
来的一个心愿，在老头升天之前再见他（指泰戈尔）一次”，
然后回沪。如若当时徐真的先去了印度，后回的国，则《再
别康桥》应该是在从印度回上海的途中在轮船上所作。在这
封信中，徐还曾写到“乘眉，我想你极了，一离马赛，就觉
得归心似箭，恨不能一脚就往回赶。”由于思念，他是非常
想念陆，并急切地想回国的，那么他又怎么会写出《再别康
桥》这样深情难抑，洒脱而又缠绵的佳作呢？其实也不是难
以理解的，正是对康桥留恋，怀念和对眉的思念这些矛盾的
心里，使得徐对康桥的“告别”深情又不至缠绵，留恋又不
失洒脱。像是一滴若即若离琼浆，想告别却粘着你的心。于
是，才会有“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他的这一次重游不似往昔那般地沉醉，留连，于是便有几分
轻松与洒脱。可是，毕竟如前面所讲，康桥给徐的记忆是最
深刻的。于是想要告别，往事就会如陈酒香气回肠，激荡心
扉。徐便是如此，往日康桥的一幕幕情景再现眼前：金柳，
青荇，潭水，三个意象表现了作者对康桥的眷恋。对这份眷
恋的加重升华，应该说是从第五节“寻梦——”开始，而正
是那潭水中“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勾起了他对当年的旧梦，
那些缠绵的“宿愿”和“理想”的记忆。景色依旧，人事全
非，诗人想再寻旧欢，注定是不可能的事。于是“不能放
歌”“只好沉默”。此时此刻“沉默”的不是“今晚的康
桥”，是作者自己。诗人已完全陷入对往昔生活的甜蜜回忆
之中。当作者醒来，再次明白他是在告别，使得诗的结尾便
带上几分苦涩，怅惘和难言的情怀。于是，这最后的“挥
袖”便带了几分无奈进去，诗人不愿带走一片云彩，那云彩
想来便是那些梦，诗人可能只是想把它永远地珍藏在心中
（也许包括那些和泰戈尔一起的日子）。

这首诗的美，当然不只在诗人那份细腻的感情上，在艺术形



式上，音乐的美和建筑的美皆融其中，这大约是好多人喜欢
的原因吧。

云游徐志摩鉴赏篇九

他的散文洋洋洒洒，花雨缤纷，但更难得的是这些奇艳瑰丽
的`文字全都出自他的内心，出自一个"真'字。正如梁实秋所
说，徐志摩的散文无论写什么，永远都保持一个亲热的态度，
没有教训和演讲的气味，而像是和知心朋友谈话，毫不矜持
地掏出内心的真话。

这本书中，最浪漫的散文《想飞》，读后让我感觉到他的散
文真的就像在和他亲切的谈话、聊天一样，而且他的散文充
满着丰富的想象，有勇敢探索光明的热情。其中的《翡冷翠
山居闲话》中的一段是这样写的：

“在这里出门散步去，上山或是下山，在二个晴好的五月的
向晚，正像是去赴一个美的宴会，比如去一果子园，那边每
株树上都是满挂着诗情最秀逸的果实，假如你单是站着看还
不满意时，只要一伸手就可以采取，可以恣尝鲜味，足够你
性灵的迷醉。阳光正好暖和决不过暖；风息是温驯的，而且
往往因为他是从繁花的山林里吹度过来他带来一股幽远的澹
香，连着一息滋润的水气，摩挲你的颜面，轻绕着你的肩腰，
就这单纯的呼吸已是无穷愉快；空气总是明净的，近谷内不
生烟，远山上不起霭，那美秀风景全部正像画面片似的展露
在你的眼前，供你闲暇的鉴赏。

徐志摩散文选本众多，这本散文经典是最新的一种，较好的
展现了徐志摩各个时期的文采斐然的散文佳作。读后确实让
人感到：徐志摩以他的文字照亮了社会、照亮了中国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