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我们班的读书迷 我们仨读书心
得(优秀8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
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我们班的读书迷篇一

近期阅读了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全文用一种温馨而亲切
的语言描述了钱钟书、杨绛和他们的女儿钱瑗一家人的平凡
而又不平凡的故事。

他们一家三口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都是才高八斗的文化
人，本以为他们的生活肯定是非常无趣和死板的，但在《我
们仨》里，确是如此可爱的一家人，彼此尊重又相互调侃，
充满着烟火气息。众所周知，钱钟书先生是一名才高八斗的
博学鸿儒，是个大文豪，但在《我们仨》里面，钟书先生只
是一名普通的丈夫，一个平凡的父亲，同时，还是一个生活
盲，洗不掉墨水的慌张，砸掉台灯的焦虑，门把手脱落的愁
容，与他的形象形成一个“反差萌”，让人忍俊不禁。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写在封面上的这句话，想想就心
酸。他们一家三口，从英国到巴黎到回国，从家境优渥到居
无定所，从倍受尊敬到__时的动荡，从日常时的相扶相帮和
患难时的不离不弃，在杨绛老人的笔下一一展现开来。直到
晚年，才有一个像样的寓所，但在他们心里，有彼此的地方
就是家，哪怕是租赁的房子，哪怕只是一间小小的办公室。

我随她喜，随她悲，随她一路陷入对亲人的思念。初听不知
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读起这本书的时候，总是会联想
到自己。想到自己身处异地，想到自己无法经常和家人在一



起，想到回家时妈妈张罗的一桌饭菜，想到聊天时爸爸那一
句句关怀，想到相见时爷爷开心的笑脸，思念之情不禁涌上
心头。

我们已经长大，但在他们眼中永远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在他
们一句句唠叨中，明知道父母是在关心自己，偶尔也会觉得
烦，这其实是最要不得的。父母不过是想知道你在外好不好，
有没有吃饱，有没有穿暖，有没有想他们……就是想跟你说
说话而已。

杨绛先生说：我们仨，没有生离，唯有死别。关于亲情，最
无法言喻。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尽量多去陪陪家人，说话
时耐心一点、语气温和一点、事情详细一点……父母已经陪
我们长大，我们要陪父母变老，家才是永远的港湾。

我们班的读书迷篇二

“没遇到你之前，我没想过结婚，遇见你，结婚这事我没想
过和别人。”这是钱锺书曾写给杨绛先生的一段很美的文字。
他们的爱情十分令人羡慕，而最令我感动的还是先生回忆她
们一家三口在一起的日子，那本《我们仨》。

先生以梦境的方式絮絮叨叨给我讲述那些一件件小事，也许
很是平常，但这就是生活。

我们俩老了：先生和锺书都老了，而先生做了个找不到丈夫
的梦，我看到这时略感心酸，但看到锺书不为梦中的自己辩
护，只安慰先生说那是老人常做的梦，我又觉得先生十分幸
福。

我们仨走散了：先生回忆了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那段日子，
在媛媛和丈夫相继离世后，家就变成了“客栈”。

“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



意慢慢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
一个万里长梦。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
一面。”这是一次在船上，骨瘦如柴的锺书问她是否还做梦
时，先生的感触。我觉的先生以一种平淡、朴实的笔调把感
情慢慢融入其中，让人读起来十分感动，也许是这才是伉俪
情深的爱情。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先生全面地回忆了一家三口与世无争
的日常，从夫妻二人赴英国留学，并在牛津有了女儿，直
至1998年女儿与钱钟书相继逝世。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
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
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
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
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这是先生在痛失
至亲后难受且迷茫的状态，透过纸张，我能深深感受到先生
那种低落的情绪我，以及那种锥心的疼痛。

文章读起来笑中有泪，温馨却又略感些许沉重，也许，这才
是先生的心，或许可能是一片空白，仅存的，是对我们仨的
思念，最深的思念。

他发愿说：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于是，他
们仨从此团聚，不再死别，亦无生离。

我们班的读书迷篇三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回答吧。历经人生各种苦难，回头看只
有亲人仍在侧的人，可能会认为亲情是可贵的；处于恋爱甜
蜜期的情侣会认为两个人相爱是难得的，可能觉得爱情更重
要；在职场上、社会上打拼的人，需要朋友和各种人脉，这
时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友情。



据不完全统计，除了上面提到的三种假设之外，我们生活中
的大多数人会认为亲情在三者中是居于首位的，小编就是其
中一个。

提到亲情，杨绛先生的《我们仨》这本书是值得去看一看的，
这本书也是我最喜欢的，书中语言平实朴素，字里行间都流
露着满满的亲情，发人深思，给人启迪。

《我们仨》这本书分三个部分讲述了杨绛、钱钟书和他们的
女儿钱瑷一家三口的故事。

第一部分以梦境的形式讲述了最后几年中一家三口相依为命
的深刻情感体验；第二部分是女儿与丈夫先后病重去世，作
者同样以梦幻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情感；第三部分以平实感
人的语言文字记录了自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并在牛
津喜得爱女，直至1988年女儿与丈夫相继过世，这个平凡的
小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

本书中我感触较深的三句话是：一、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
易散琉璃碎；二、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三、从今以后，咱
们只有死别，再无生离。我们仨最终只剩下我一个，哪怕生
活条件变好了，也不可能再回到从前了，杨绛先生笔下的是
凄美的思念，种种的回忆。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不要最后变成一个
人的思念和回忆，多花时间陪陪父母，别看父母平时很坚强，
他们也有很多需要你的时候，他们陪你长大，也希望你能陪
他们变老，只愿时光对他们温柔以待。

记得有一次妈妈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检查，是爸爸陪妈妈去的，
他们早早就出了门，从他们出门的那一刻，我的心就一直悬
着、慌着，就怕出点什么事。

中午爸妈回来吃饭，我表现得小心翼翼，问了下情况，说下



午才能拿到检查结果，我的心继续悬着，后来知道妈妈第二
天一早要做一个小手术。

妈妈早上八点的手术，手术前被抽了几管血，我很心疼，后
来妈妈进了手术室，我一下子慌了，整个人紧张起来，坐立
不安的。当时就是觉得好害怕，那种怕就是源于内心深处的。
好在最后手术成功，妈妈被护士用轮椅推着出来，妈妈的表
情看上去很是难受。

我想要爸妈身体健康、平平安安，也希望自己多抽时间陪他
们说说话、唠唠嗑，不管做什么，陪在他们身边就好，珍惜
每一次与他们的相聚，同样也可以用文字或照片记录与父母
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如果你爱你的父母亲人，就看一看《我们仨》吧！

我们班的读书迷篇四

我一向不爱看内容并不是很有趣的书，但我还是翻开了它，
因为它的名字——《我们仨》，这个极其朴实无华的名字，
却让人倍感亲切与温暖，仿佛有种心灵上的共鸣，我不可救
药地喜欢上了它。呵，多好!妻子、丈夫、女儿，构成一个完
整温馨的家。

从未见过一个人以梦的形态去表达那些岁月中的相聚和别离，
可杨绛做到了。书中并未有一处明确写出丈夫与女儿去世后
作者有多么的悲痛欲绝，但字里行间又没有一处不见她的伤
感悲凉，没有一处不见她的思念与不舍，杨绛又做到了。

我不想让杨绛那么坚强乐观，我甚至希望她能大哭一场以示
伤痛，只因这样的她，让我心疼。我想将她拥入怀中，轻声
安慰，只因我无法想像，一个人去思念曾经的“我们仨”，
是怎样的落寞与孤独。



杨绛在书中回忆了她和钱老那平凡却浪漫的爱情。他们共同
经历过那么多——战争、__、疾病到生死离别。不感天动地，
不轰轰烈烈，却让人为之动容落泪。我印象最深的一段是钱
老在病重时的话，他说：“绛，好生过，我有没有说‘明天
见’呢?”这简单的两行字，却击到了我的内心，我开始害怕
离别，心中好像被堵上什么，让我喘不上气来，就像一个深
陷泥沼的人拼命想抓住最后的一根稻草。

我怕死，并不是怕死亡的痛苦，而是害怕生离死别的不甘与
牵挂，就是前一秒还对你说笑，后一秒便再也看不到的痛苦。
楼上有个比我大两岁的姐姐，两年前因癫痫病发作死在了家
里，那时正逢家中无人。听到这个消息，我无比震惊，震惊
于生离死别的无情与突然。珍惜身边的人，这才是最重要的。

钱老陪伴了杨绛一生，杨绛陪伴了钱媛一生，因为他们彼此
相爱。陪伴，不需要太多语言。陪伴，是妈妈早起做好的香
喷喷的鸡蛋面;陪伴，是上学时妈妈将自行车推出车库，目送
我远去;陪伴，是一家人相携相拥走过一个个春秋冬夏……我
想，一定要在妈妈下班回来时，给她送上一个大大的拥抱，
我想她会懂得，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我们班的读书迷篇五

不知上帝给了敏锐的感知是坏是好，往往懂得珍惜的人，失
去了才会特别痛。

昨天在图书馆找到了杨绛先生的我们仨，觉得她就已经剖心
给读者看了。千穿百孔，血肉模糊。

这种情感，普通人也会有，只是我想即便会痛一痛，也不能
清晰的表达出来。

当初姥姥去世的时候，姥爷只是一直哭，哭的像个小孩子。



三叔去世的时候，奶奶也一直哭，边哭边说，老三没有等到
这次过年。

爷爷去世的时候，我还很小，但是妈妈跟我说以后你就再也
见不到你爷爷了，然后我就一直哭一直哭，跟着送葬的队伍，
边走超哭。

奶奶去世的时候，看着她的灵柩缓缓移动，想着她离开了就
不能回来了，便忍不住。

这种痛的感情，要理顺了，思索了千万遍才能呈现，这时候
心痛不会消除一点点，反而像一道道划痕，每写一个字就痛
一下。

不过我还是希望写成作品后这种痛能缓一缓。时间会治愈一
切吗？会抚平伤疤，留下印记的吧。

我们班的读书迷篇六

初时听闻杨绛，由老陈介绍，虽是女士，却多称为杨绛先生。

对钱钟书的认识，则来自于《围城》，还记得读《围城》时
最大的惊愕，在于读到书的结尾，钟声响起，著作就结束了。
这是唯一一次读书后意犹未尽，总期待着故事会有下一幕。

对两人的故事有好奇，所以想读《我们仨》。这书不似普通
传记一般纯粹记录，而是带着丰富感情的描写。

书的开篇，“钟书大概是记着我的埋怨，叫我做了一个长达
万里的梦。”即已经表达了杨先生对丈夫的思念。我们总希
望美好的一刻能维持永恒，《天国的嫁衣》结尾，程海诺送
陶艾青去见陆子皓，也曾在内心呼唤，这一段路程，永远没
有终点。而不好的事情，却希望他仅是个梦，希望着梦醒了
就没事了。



一个家庭最幸福的时光是什么呢？是一家人围炉包饺子看春
晚？是一家人在厨房忙前忙后电视机播放着“了解世情，关
注民生”！厨房是一个家庭的重地，却也是一个家庭最幸福
美满的体现。有人愿意给自己做饭，是人间一等美事；有愿
意食自己做的饭的人，是人间一等一的美事。如果说教师是
世界最伟大的职业，那厨师就是世界最幸福的职业。杨绛先
生承诺“等我退休了，我补课，我还债，给你们一顿一顿烧
好吃的菜。”钱老说“为什么就该你做菜呢？”而杨绛先生
又说“说实话，我做的菜他们从未嫌过”。还有什么比“我
们仨”幸福的呢。

杨绛先生形容“我们仨”：“我们这个家，很朴素；什么仨
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
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
一同承担，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
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
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

书中还有很多的故事，在往后的话题里，有机会再引用来说。
在我看来，总的来讲这书描绘的是“我们仨”的亲情与三个
人对人生的认识与感悟吧，全书是通过各种细节的回忆来描
绘的。

以前对亲情不甚理解，适逢读书的两天头疼的厉害，尽得家
里人照顾，想来若是一个人在外，孤苦无依，怕是一觉又一
觉且对付过去了。在中国总有不少讽刺家人对自己的关爱是
出于某一种虚荣心，毕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所以我也不便
作出否认与批评。但是庆幸自己还未完全处在这样的家庭之
中。对于往后组建家庭的时候，多了些期待，一种关于家的
温暖的期待。

头疼之后，自身仿佛带着一种沧桑感与凄凉感，带着这份感
觉去读这本书，更加感受到“我们仨”相辅相持的不易。



“我们仨”一生没有特别伟大的追求，最过惹人道的大概仅
有钱老的一份狂吧。我们仨一生都在珍惜时间，不敢耽误半
分。珍惜时间工作，珍惜时间读书，珍惜时间陪伴。

这或许是我最大的体会吧。诚如胡适先生所言，其实每一个
人到最后会投入一份什么样的工作谁也说不准，这份工作也
很有可能与自己希望的工作相差甚远，大概仅是一份谋生的
工作罢了。但既是自己的工作，就该认真去做好，我想，这
比其他的各种职场新人的鸡汤教训来的简朴也真挚的多。工
作之余，则应多花时间学习，学无止境，学如不及。陪伴亲
友，前述有之，自不必多说。

我们班的读书迷篇七

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是高中的时候。那时一个朋友冲着漂亮的
封面买了一本，随手翻了翻就塞进了书架。我向来是不大爱
看现当代作家的文章。后来大学读了中文系，对各个作家都
增加了一些了解，经历了一些大是大非的事，心渐渐变得平
淡，某日下午，脑海里突然冒出了这本书的名字《我们仨》。
遂拨了通电话给友人，借了过来阅读。

仔仔细细读完，心里触动不止。从第一部“我们俩老了”到
第三部“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每看几页都有令我感动或
羡慕的地方。

感动于钱钟书夫妇动荡时互相扶持老来互相依偎，女儿钱媛
的点滴孝心。羡慕于他们一家人柴米油盐的平淡生活，做学
问过生活都有条不紊，既严谨又有乐趣。

更重要的是，他们是知福的人，所以也更加懂得惜福。

第一部《我们俩老了》与第二部《我们仨失散了》或许可以
归结为一篇。一篇杨绛先生做的关于他们一家人的梦。是寻
梦回忆梦，是担忧梦预言梦。梦里的寓所古栈道，像是相隔



万里，梦里的路一深一浅，梦里的人知道自己仍在天地间却
不知这是梦境。或许心里明白，也寄希望于这相聚的梦能千
秋万载地做下去吧。

是的，若知离别在即，我怎舍得一觉醒来梦里人影飞去。还
不如把一个小梦拉成万里长梦，送一程，道一声再见，又能
再见一面。离别拉长，对有情的人来说，是痛苦也是快乐。
因为，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他从此消失不见。

第三部《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是杨绛先生对他们一家人的
细细回忆。从她和钱钟书新婚去牛津求学一直细述到女儿圆
圆和钱钟书的相继去世。

这几十年的婚姻家庭生活，他们一家人过得平淡安稳略有滋
味。在国外留学期间自己学做饭攻克学问难关，回国后遇上
战乱文革能相互支持，文革后伴随病痛的老年生活也能在读
书工作中安详静默。无论多困难的境地，对他们来说都是生
活的一部分。他们不去打破世界的方圆，这野心不是他们所
能拥有，他们只求在自己的方圆里求得一份自由闲适。

我很喜欢他们一家人的性格。钱钟书生活上的憨厚与学问上
的严谨，杨绛自由温和出得厅堂入得厨房，女儿圆圆大胆聪
颖有孝心。这样温情的一家怕是在那个年代也少有的吧。这
自由心与甘于平淡的心最是难得。

书里的彩页有他们一家的人的生活照信札图片，还有钱媛在
病床上未能完成的《我们仨》。看着这些毫无华丽朴素得令
人动人的文字，让我恍然。

如杨绛先生在篇末说的那段话。

人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
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杂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
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得到的结果总是失去，相聚得来还须散。难道这短短几十年
的在世真的就不需要去珍惜了么。

或许应该勿执我念，平平淡淡地走下去，不管前路是近是远，
不管幸福快乐是短是长。

有一个家，有事可以做，能看到最亲近的人安然生活着就好
了吧。

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我们班的读书迷篇八

20xx年读完的第一本书，杨绛的《我们仨》。早就想看的一
本书。文章对一家三口的生活、学习、工作娓娓道来，通篇
透着女人特有的细腻情感。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故事，能用
文字记录下来的却不多。这个家庭有钱钟书这样的文学大家，
也有杨绛这样出类拔萃的女作家，还有钱媛这样尽职尽责的
好女儿，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无论穿衣吃饭，
还是游戏打闹，都是那么的单纯，那么的快乐。也许无欲、
不争，方可以享受到真正的快乐。

杨绛看似琐琐碎碎的记录，却字里行间透露出浓浓的爱，有
丈夫事无巨细如实禀报的一往情深，有妻子为丈夫倾情奉献
的无怨无悔，有女儿对父母生活起居无微不至的照顾。人生
道路上相遇相知是前世修来的缘分，孩子是爱情的结晶，是
婚姻的纽带，更是上帝赐予的最好礼物。文中我们看到了这



一家三口的悲欢离合，聚散分离。其实苦难算不了什么，只
要在一起就是温暖的。一个人到两个人是快乐的，两个人到
三个人是幸福的，三个人到两个人是悲伤的，两个人到一个
人是无奈的，走着走着就散了!到哪儿去寻找你们，到哪儿去
寻找你们、、、、、、也许我们无法知晓杨绛白发人送黑发
人的痛苦，可毕竟还有一个人陪着她继续下一程，尽管时间
是那么短暂。到一个人面对一切的时候，回忆、记录那些在
一起的日子，就成为了陪伴杨绛的最好伙伴。

我们仨原本是钱媛从杨绛这儿抢去的题目，可钱媛由于疾病
先于父母离开了。躺在病床上的她争分夺秒的想完成这个题
目，忍着病痛写了几页，但总归没能写完。作为母亲的杨绛，
为完成爱女的遗愿，更为记录下仨人的点点滴滴幸福，虽然
年事已高，还是完美的完成了这个题目，把一家三口的幸福
生活展现给了世人。这或许是对先走人的最好纪念。

文中可以看到真实的文学大家钱钟书，专业领域治学严谨、
博学多才，不畏权贵，与世无争，还能够看到他日常生活的
可爱，很有大智若愚的意思。能够了解一个兢兢业业，聪慧
过人的好女儿钱媛。也能了解杨绛相夫教子，不甘落后的好
母亲。对丈夫的依恋，对女儿的不舍，都让人觉得那么温暖。

开篇我们老了。关于梦的记录，我是相信人老了确实会是那
样的，就像人在临终前的回光返照，还像人们常说的第六感
觉，亲情是相通的，挚爱的人永远在一起，什么都分不开。

第三部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也许杨绛一生都是幸福的，
因为她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幸福。亲情永远那么温暖，只是有
人感觉得到，有人忽略了而已，人生路上不要走得太匆忙，
停下脚步，享受一下属于自己的仨人幸福吧。

关于附录。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那些曾经属于三人的小幸福。
其实生活从来不缺少美，不缺少幸福，只是我们太匆匆，好
多美、好多幸福都在不经意间错过了。也许有一天，坐着摇



椅在太阳底下，独自翻看老相片时，如电影般的过去，会让
我们久久回味，因为那里面有太多的回忆。

我们仨，在一起，相守相助。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