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浮生六记心得体会 浮生六记读书
心得(实用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生活中不断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
宝贵财富。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体会吗？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体会吧，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浮生六记心得体会篇一

想去听的人生第一场演唱会名字叫“浮生之旅”。与这部书
一样，都用到了“浮生”这个词。

他们在巡回演出的海报上这样写道：

“浮生”一词该怎么解释呢，是浮浮沉沉的生命，还是漂浮
转而安稳的一生，抑或是浮生偷得半日闲的惬意，都是，也
都不是。浮生该是依附于你，是风向随你，是昼夜在你手里，
属于你的，任你浮想的一生。

人之生命便是一场路途，前路漫漫不能回头。总要走的，要
来的，要遇见的，要失散的。有些行囊带不走，有些行囊丢
不掉，所以这一生，也是“浮生之旅”。

文字是个好东西，借由它我们才能看到沈复的这部《浮生六
记》，才能穿过历史的尘埃去一探数百年前一个古人的浮生
之旅。

文言文做成的文章初读确实有些吃力，可慢慢读进去才发现
原来文字竟可以精炼到如此的地步，短短几个字就能把人物、
景物描写的透彻入里，鲜明生动。

不得不佩服沈复的文字功底。跟着他的文字了解到他的浮沉



一生，有他对妻子的深沉感情，有对家庭亲情寡薄的无奈，
也有对山物景色的独到见解。读起来让人时而羡慕，时而唏
嘘，漂亮的文字。

人生果然若江河，时而湍急时而平缓，从不缺故事。没有永
远有趣的日子，也没有永远悲惨的生活。若能做到不妄喜，
不妄悲，知世事无常是人生常态，能坦然用平淡之心待之，
浮浮沉沉中淡然过完这一生也未必不是喜事一桩。

这样的书值得多读几遍，并不是所有印成的铅字都能称作书。
历经数百年仍能流传至今，甚至被称为小红楼梦必有它过人
之处。有时翻一段文字出来，一个人慢慢通读下来，细细咀
嚼，其意境之美，总觉言语难以表达。

浮生六记心得体会篇二

浮生一梦，喜怒哀乐嗔痴这六感真让人欲罢不能。

携手一生的伴侣早早离世，家业未树、志向未成的苦恼使年
轻的沈复满腹牢骚，侍奉父母时的孝道也谨小慎微，唯有始
终热情的好朋友们在无数艰难的时刻提携帮助沈复。彼此惺
惺相惜，寄情山水，哪怕人生寥寥数载也足以快哉。

古代的文人喜爱诗词画作，钟爱自然山水，也钻研虫鱼鸟兽，
倾恋美人红袖添香。穷苦时，生计靠卖画，吃睡借住在朋友
家，实在不行就跟随升迁的官员当个幕僚，路过江河湖海之
时还不忘饮酒当歌醉上一场；得意时，携手爱妻与三五老友
到处办诗酒会、茶会，去奇骏的山上野餐，去清幽的寺庙洗
涤身心，更别提家里院落的盆栽、假山、人工湖也别有洞天。
唯一担忧的，父母但凡对自己不满意，就要小心翼翼道歉，
大气也不敢出。父亲喜欢娶小妾，不帮忙父亲不开心；帮了，
母亲又在自己身上出气。还是远游好哈哈哈哈哈！



我不太记得课本上第一次接触古文是什么时候了，印象最深
刻的恐怕是“两小儿辩日”，其次就是“余忆童稚时，能张
目对日，明察秋毫，夏蚊成雷，私拟作群鹤舞空”。原因当
然是这篇文言文太长了，老师又要求每个人背诵！早自习摇
头晃脑背书的我，脑子里全是“什么夏蚊？我感觉作者眼神
不太行啊，怎么蚊子还是鹤呢？蚊子多讨厌啊叽里呱啦”现
在想想，现代人的确太把烦恼当作烦恼，蚊子咬人彻夜难眠，
第二天绝对还要发朋友圈吐槽，古代的孩子只把飞行的小虫
当作自己的玩伴，并且“神游其中，怡然自得”。现代人的
知识面广了，心思却小了，喜怒哀乐嗔痴越来越上头。哪怕
人生不过数载，经历颇为顺遂，却仍要伤春悲秋，感觉天天
都在经历什么大事。沈复四十六岁已经经历妻子离世，儿女
也相继先他而去，高堂难以贴身侍奉，数年跟着不同的官员
到处搬迁漂泊。这浮生六记——闲情记趣、有闺房记乐，坎
坷记愁、浪游记快、中山记历、养生记道，有沈复对过去的
美好记忆感激，也有他仍然可以继续前行的期望。

只要有一缕阳光的温度，就可以怡然自得。

浮生六记心得体会篇三

并不能用有趣、精致、伤感简单概括这本书，我的感觉约是
手边有此一册，便有如一妙友相伴。

余忆童稚时

先是在课本上读到《闲情记趣》，才接触这本书的，颇有趣
味。且不说“夏蚊成雷”之时，作者“使其冲烟飞鸣，作青
云白鹤观”的闲情了，单是他游玩与草丛中，以丛草、虫蚁、
土砾，为林，为兽，为丘，便可充分感受到作者奇妙的想象
力，与童年的欢乐了。每读至此，我都会忍俊不禁，恰似与
作者隔空笑谈童年的趣事了。却也惋惜自己未能将幼年之趣
事一一记录下来，留作回忆。



陈家有女初长成

陈芸，作者沈复一生中最重要的女性，是贯穿了书之始末的
核心人物。林语堂先生道芸是“中国文学中一个最可爱的女
人”，诚非过誉。沈复花费大量笔墨描写陪自己在闺房中谈
论诗书、赏月饮酒的芸，很是深情动人。芸是一位心路活泼
女子：当沈复因芸喜茉莉香(被认为是香中小人)而调笑问
道“卿何远君子而近小人?”芸笑答道“我笑君子爱小人
耳。”如此风趣的一位女子!

诸如此类，乍读令人神往。而芸的可贵之处，是她风雅感性
之后的缄默沉静。她愿与沈复一起承担生活上的曲折，即便
被公婆误会，她也默默忍受，不给夫君增忧。“君画我绣，
以为诗酒之需。布衣菜饭”，在芸的眼中，是“可乐终生”
的。如此心境，却也可比贤人颜回了吧!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浪游记快，寻寻觅觅;坎坷记愁，冷冷清清。沈复一生似在寻
找着什么，或是浪游的闲适，或是生活的娴静。芸的早逝，
令人扼腕。于他，更是莫大的打击。作者在书中常感
叹：“今即得有境地，而知己沦亡，可胜浩叹!”使得全书萦
绕着哀而不伤的情感。每当作者惋叹“芸娘不能偕游至此”
时，我的脑海中总能浮现芸那温柔又宽和的笑容，但同时却
又有物是人非的悲凉之感。

若是人生似梦，却能有像芸一般的知己陪伴左右，也是难得
幸福的了。

浮生六记心得体会篇四

读书为人生乐事。



小时候由于条件所限，想读书而书太少。上大学后，看着琳
琅满目的图书馆藏书，真的体会到“书海”的感觉，理解
了“汗牛充栋”的真意。随着时代的发展，读书已经成为一
种奢侈的事情。因为一是要有时间，二是要有心情，最重要
的是能放得下手机拿起书本。南京大学的莫砺锋老师说手机
的罪恶“罄竹难书”，我觉得也是。

“目耕缘”这个名字起得真好。把读书喻作“目耕”，既然
是耕作，就必然有辛苦，也有收获。此次，能够参加《浮生
六记》读书会，真的深感荣幸。

《浮生六记》是早就读过的。此次参加读书会，又精读了一
遍。但是刚拿到书的时候，翻开来，竟然有译文，让我吃惊
不小。文言文成为“外语”已经是一种现实。不用说没有句
读的原典，就是校点好的名著，除了专业人士，能读懂的普
通读者也真的不多。我总是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事。我们常说
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连这个文化的载体都无法识读，又
怎么去传承她？所以国学或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必须要加
强。在书本中“目耕”的这种阅读方式，也必须提倡和保持。

人的一生，无论发达还是平凡，站在历史长河的岸边看，都是
“浮生”。你往前看，多少人寂寂无闻，来自尘，归于尘？
可是沈复不是，因为他有《浮生六记》。虽然《中山记历》
《养生记道》二记已佚，我们仍然从所存的四记中得到会心
的一笑、发自内心深处的羡慕、感同身受的痛苦、怅然若失
的遗憾以及从他文字中得到的安安静静的思考以及实实在在
的享受。所以《浮生六记》一直得到大家的推崇。我觉得这
种推崇不是这本书有多大的文学或者史料价值，恰恰是因为
我们从中得到精神上的慰藉。是的，我们从中看到一个平凡
人的喜怒哀乐，一个普通人生活的点点滴滴，但这些却让我
们内心得到安慰。

我们的时代早已分化，一些人早就不愿意写信、写感悟。qq的
说说或者微信的朋友圈，发的人也不多。因为在这个时代，



敞开心扉、袒露心迹是不容易做到的。《浮生六记》告诉我
们，要目耕，要手写。要多读好书，养心养德；要多写人生
平凡事，会舒心顺气。人各有长处，我们普通的认识，也许
就是他人寻觅良久的妙法。或者，我们的经历也可以成为鼓
励他人前行、奋斗的精华。

浮生不浮皆赖文字，真情实感才可以得到共鸣。让我们在目
耕缘读书会的带领下，阅读经典，品味人生，向着真、善、
美，坚定前行。

《浮生六记》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浮生六记心得体会篇五

它也被称作晚清小红楼梦，书写了一段不离不弃的爱情故事。
书中主要讲芸娘是如何的好，俩人婚姻生活如何浪漫，以至
让所有读者都爱上了芸娘，林语堂甚至干脆称芸娘为中国文
学史上最可爱的女子。

人人都说芸娘好，然而很多人都忽略了沈复的付出，那简直



就是个宠妻狂魔啊（此处略去一万字，就不剧透了。）尤其
在封建社会那是十分难得的。

我们要清楚“这世间，所有良好的关系都是相互成全的”。
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铁律。夫妻二人之所以关系一直都能保
持和和美美，那是因为二人都在认真努力的去经营。另外在
经历过种种不幸后，沈复依然能保持平和的心态，这一点是
比较有触动的。

有一个平和的心态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人生即使面对再多的
不幸，只要心中有平和在，那就是最好的解药。生活中其实
并没有什么能真正伤害我们的，而只要不能直接杀死我们的，
最终都会使我们更强大。记得在《大秦帝国》中，秦昭襄王
也说过这样一句话：“王者的心都是伤痕累累的”。

鼎为炼银，炉为炼金，苦难则为熬炼人心。道德经第七十八
章里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
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平和的力量就是这里讲的水之力，看起来极柔，然而却能攻
破天下最为坚固的难关。所有的不幸和悲痛，一旦触碰到这
平和之力，也会立时就被销化了。另外最后一章虽然不是沈
复所作，但是干货却是实打实的，对于养生、养心极有帮助。

今日不养生，明日养医生。这就是养生的意义所在。前半生
拿命换钱，后半生拿钱保命。这样的事相信大家都不愿意发
生在自己身上，那么就需要及早学习，并身体力行去保养顾
惜自己的身体。

对于道家“性命双修”的理念，一直都是比较认可的。对养
生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认真读一读第六章，在此就不多言了。

既然本书被人称之为小《红楼梦》，那么必然是值得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