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七年级浮生六记读书心得(精选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
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七年级浮生六记读书心得篇一

在念中学的时候，语文老师给推荐过一本自传体小说，半文
言类，也是老师声称让我们学习文言文吧。那时候毛毛草草
读完，到最后还是似懂非懂，没明白文中想表达的是什么。
近日，偶得一本白话文《浮生六记》，时隔多年再读，感慨
良多。

《浮生六记》是一位清朝的画家沈复所写。全文分4卷，分别为
《闺房之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和《浪游记
快》。4卷所讲均为三白平生所经历之事，文章处处表现出浓
厚的生活气息和人文情怀。本书作者沈复，字三白，出生于
清朝乾隆时期。

三白一生可谓跌宕起伏，经历过大富大贵，也经历过穷苦潦
倒。虽然他与芸娘是表姐弟关系，但是他和妻子芸娘情投意
合，非常恩爱。一起吟诗作画，游历山川，广结好友。但无
奈于当时封建社会的迫害，最终芸娘早早离三白而去。文中
所描绘的芸娘，不管是放在封建社会，还是放在当代社会，
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妻子。热爱生活，淡泊名利，与三白
夫妻恩爱，同甘共苦。

书中第一卷《闺房之乐》大量篇幅描绘芸娘对生活的热爱，
即使面对封建社会的压迫，仍能保持乐观的心态来面对生活。
芸娘精通花艺之道，总是用精湛的插花手艺将房间布置的非
常漂亮；芸娘还有非常好的厨艺，即使当时生活已经穷困潦



倒，仍然常常邀请三五好友到家里品尝她做的饭菜；芸娘与
三白一起谈论古今诗词，山水画作，颇有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心境。

放在我们当代社会，大多数人都是在抱怨生活的压力，都早
已失去了生活的情趣，我们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家庭单位
就是我们的全部。工作日我们为了工作而工作，周末节假日
我们睡到自然醒，殊不知我们浪费了多少美好的岁月。

我们何曾想过，完成一个工作任务，我们的个人能力又得到
了大幅度的提升，我们的成就感又有了多大的满足，我们总
是在抱怨工作带给我们的压力，可又有几位看到过，工作带
给我们的进步；当我们周日一觉睡到自然醒的时候，又是否
注意到，春风吹绿了杨柳，夏日响起了蝉鸣，秋叶红遍了山
头，冬雪覆盖了大地。不是生活中没有美好，只是我们把他
遗忘在了岁月的边缘。

或许就是因为这么一个完美的女人吧，上天都嫉妒了这对神
仙眷侣。生活的变故，让他们的日子变的更加举步维艰，婆
家的压力也是逼得三白和芸娘浪迹天涯的原因之一吧，最终
芸娘客死异乡，三白“从此扰扰攘攘，又不知梦醒何时耳”。
三白在芸娘死后，仍能保持一颗热爱生活品味生活的心境，
并将其一生之事，记录于书中，以此来缅怀纪念自己的妻子，
实在令我感慨。

在家庭生活中，越来越高的离婚率，暴露出我们社会所面临
的问题。家庭也是一个小社会，与家人的相处也是一门艺术。
当家庭矛盾出现时候，如果我们都没有认识到自身的问题，
一味的去抱怨对方，那日积月累，相信感情终将被磨灭殆尽。
当我们从最亲近的人，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真是一种生活
的讽刺。

小说或许有虚构的地方，或许有作者对生活的美好向往，但
是我们的日子确确实实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多去关注生活



中的美好，少去抱怨生活中的不公，多去关心家人和同事，
少去推卸责任和义务，做一个积极、阳光、善良的人，让人
生，充满色彩！

七年级浮生六记读书心得篇二

重读《浮生六记》，四个字来形容沈复：情深不寿。

沈复其人，大抵可窥一二矣。[鸿案相庄廿有三年，年愈久而
情愈密。

卷一便是《闺房记乐》，通篇皆是二十三年来沈复与其结发
妻子陈氏的琐碎情事。说它琐碎，是因为几乎没有几件代表
性的大事，平铺直述到不需要任何悬念转折;说它皆情事，则
是因为字里行间莫不是珍惜、卷首页眉都透着恩爱。沈三白，
料想又是一情痴矣!记得当年初见，彼此仍是少年。沈复喜她
才思隽秀，虽恐其福泽不深，然心之所系不能释之，对母亲
诉言：非姊不娶，那年，沈复十三岁。都说古人婚姻靠父母
之命，媒妁之言，而这一个十三岁的小小少年，因为一
句“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倾慕上了比他大了十个月
的族中阿姊，这一倾慕，就是一生。

婚后某晚，其与故人划拳饮酒，酩酊大醉卧倒在床，醒来时
陈氏正对镜晓妆。我自己看书的时候不做别的念想，现在回
头来看，不过就是一次醉酒，有什么值得刻意写下来?转而想
到，大概从妻子过世之后，他再也没法儿喝醉醒来还能看到
她当窗理云鬓的模样了吧?那时候，陈氏初为新妇，整日恭敬
侍奉堂上，宽和以待下人，怕被人说新娘惫懒，日日太阳初
升便要起床，沈复喜欢赖床，可看她严肃认真的样子，只得
跟着一同早起，这大概就是现在年轻人常说的“为爱改变”
了吧。

夫妻两人游园消夏，读书论古，品月评花，，可惜好景终不



长久，沈家家道中落，陈氏又接连失弟丧母，多番打击之下，
身体日渐沉疴，病榻之侧，沈复悉心守护终不曾离弃。当然
这些都是后话了。

我想天下恩爱夫妻大抵都相似吧，记得婚后数年，沈复和陈
氏整理书卷论及诗词，沈复得知陈氏最为推崇者是那 张口吐
出大半个盛唐的李太白，当即像个小孩子一样笑道：“夫人
定是与‘白’有缘啊!”陈氏不解，沈复说道：“夫人启蒙于
白居易的《琵琶行》，诗词最重李太白，夫君我字‘三白’，
可不是一生都与这个字有缘么?”陈氏莞尔。此间情状，不解
风月之人如何体会得来!即便是如今这个多少显得寡情的年代，
多少痴儿情女，也会因为“你生在六月，我生在七月，天下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肯定是缘分让我们在一起”而惊叹，
情到深处无从解释，只好托词于上天，道一声：一切真乃缘
分也。其实文中最打动人的，不是夫妻情事，不是患难与共，
也不是相守到老。

世间有的是扶持一生的夫妻，难得的是，沈复在斯人不再后，
于贫病孤苦中，一字一句写下了这些故事，只属于沈氏夫妇
的故事，《浮生》一卷，名垂文史千古，万尺黄泉之下，虽
于逝者无补，料想也能一慰佳人芳魂了罢!

七年级浮生六记读书心得篇三

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爱情故事，值得我们去纪念。或如祝英
台与梁山伯的彩蝶无奈舞翩翩，或如孟姜女与杞梁的泪雨倾
盆长城新，亦或如吴三桂与陈圆圆的冲冠一怒为红颜。或感
天动地，或轰轰烈烈。但是在清代的苏州，有这么一对的夫
妻，默默无闻，从恩爱相守，到不离不弃，再到阴阳两隔，
然后有了《浮生六记》。

说到《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当真称得上默默无闻，出身
于幕僚家庭，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曾以卖画维持生计。说



白了，没有惊人的家庭背景、没有功名利禄、没有惊人财富，
一生堪称平平庸庸，就是当时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
但就是这么一个普通人，他却拥有任何功名和财富都换不来
的爱情，一个他深爱的和深深爱着他的芸娘，这便让他整个
人生精彩起来了。

回到小说本身，这是沈复在芸娘去世之后写的作品，记录了
作为一个清代江南人真实的普通生活，分别有闺情、花卉、
园林、官场、交游、市井、山林、寺院乃至兄弟之情与妓僚。
其没有惊险刺激的场面，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平平淡淡，
娓娓道来，犹如一幅写意的水墨画般自然。

这水墨画里一抹亮眼的颜色便是芸娘。一个被林语堂先生称为
“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据沈复自己说，是“若
为儿择妇，非淑姊不娶”，可见沈复对芸娘是一见钟情。那
芸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芸娘是沈复舅舅家的女儿，
自幼丧父，擅女红，独自一个人支撑全家生计。又生性聪颖，
自学诗文，能写出“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这种句子来。
结婚后芸娘既能够陪沈复谈诗论书、赏月饮酒，又能够乔装
打扮、女扮男装。既让人赞叹于芸娘的蕙质兰心，又惊奇于
她敢于跳出世俗的勇气。其实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家庭里，物
质条件不算好，甚至说有些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芸娘默默承
受了很多，不仅把日子打理的像模像样，还过出了一种安贫
乐道的风雅之资，着实不易。自古以来，才女有，同情达理
者有，一往情深者也有，但是往往这几条是不相容的，冲突
的。偏偏在芸娘身上，这几种特质浑然一体的融合到了一起，
毫无维和感。古语有云“贫贱夫妻百事哀”，在这么长的一
段时间里，两个人很多时候都是苦心经营才能维持生活，按
理说应该冷漠、心灰、忙碌，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清暖温柔，
甚至风流倜傥，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芸娘，正是因为有了芸
娘，沈复的生活堪称多姿多彩。所以林语堂先生的评价，实
在恰如其分。

虽然时代不同，但是人们对爱情的向往是相同的。得如此一



知己，也算此生无憾。斯人已逝，往事不堪回首。一双璧人，
情深意重。哪知天意难测，阴阳两隔。自此余生皆为浮生。

七年级浮生六记读书心得篇四

何谓浮生，猜想着不过是一段接着一段酸甜苦辣，时而起时
而落的时光。生活不易，能用平淡从容的心态度过一生，这
不禁想让人品味沈复这一生。

对于《浮生六记》，最初的印象大概便是语文里的《童稚》
了吧，曾几何时的背诵全文，依然历历在目。“余忆童稚时，
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当时却只觉得这人无趣的很，
看太阳、抓蚊子这样的小事，也能专门写一篇文章纪念?似乎
只能说他从小便能捕捉生活中的乐趣，把这无趣的生活过的
有一丝色彩吧。

当读完原著发现，原来童年生活不过是岁月中的一角而已，
让人印象深刻的，大概还是爱情故事吧。他的爱情，不像梁
祝一般的曲折、凄美，却是那么的平淡。“郎骑竹马来，绕
床弄青梅”，从最初的一见钟情到婚后的“能察眼意，懂眉
语，—举—动，示之以色”相敬如宾，相知相守，直到最
后“苟不记之笔墨，未免有辜彼苍之厚”万分悲痛的阴阳两
隔。仿佛在读书之前，刚刚看了一出虐人的琼瑶剧。当沉沁
在这爱情故事中的时候，好像穿越时空，来到他的身边。

送亲归来的他看到远方伫立的倩影，脸上是隐藏不住的喜悦，
加快了脚步来到她的面前，两人低声细语，满是笑容。

山川之上，两道人影，一人中等身材，一人娇小婀娜，都着
男装，确是掩饰不住深情。面对着大好河山，二人谈论诗词
歌赋，却时常提起家中琐事，从“琴棋书画诗酒花”到“柴
米油盐酱醋茶”，个中乐趣，不足为外人道。感觉两道身影
时而模糊，时而清晰。



虽然起伏跌宕的人生看上去很辛苦，但这恰恰是生命的本质。
夕阳西下，远处立着一处庭院，门前伏着一条老黄狗，庭院
旁的柳树下，夫妇二人挽手相依，看着门前的湖畔斜阳。无
比和谐又温馨的画面，不禁想到了夫妻二人几十年如一日的
感情。读后感·他孤独的坐在床上，仍然记得妻子离世前对
他说的字：“来世”，他似乎想起了什么，起身走到桌旁，
提起笔，却望着窗外，脑海中浮现的，是如白驹过隙般的一
生。

读完全书后，再回想他的一生，失去爱人是变故，家道中落
是变故，颠沛流离更是变故。几乎走遍了全中国、阅尽了人
生辛酸的他，行文间却没有什么大喜大悲，只是从容的道来
这一生之事。耳边似乎听到了他在对我说话：虽然起伏跌宕
的人生看上去很辛苦，但这恰恰是生命的本质。无论遭遇多
大的变故，前面都有可能峰回路转，你还可以有一个强大的
精神世界，在这里还会有栖息之所，也还有逆转的空间和余
地。

所以，《浮生六记》在我看来就是起于波澜，止于不惊。看
的时候——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想的时候——却是从容
与安宁。

七年级浮生六记读书心得篇五

卷三《坎坷记愁》一改前两卷的清新明快之风，文字开始变
得沉重起来，沈复作为一介书生，虽然娶了一个聪明又有情
趣的芸娘，但他自己在家中处不好与亲人之间的关系，窝窝
囊囊，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反而连自己都被排挤出门，
与芸娘四处漂泊，无所依靠，外出借钱，半路几乎差点死掉，
幸得他人相救才得以苟活。

这本《浮生六记》我读的是朱奇志点评版，朱在其中曾批：
衣冠子弟，不善生理，一路狼狈，幸而天可怜见，得遇曹翁，



不至于客死他乡。看来，三白也就配作点画，栽点花，写点
《浮生六记》而已！

沈复的那些朋友也都是一干文人，看卷四中所写，当时这些
文人也就是平时做做幕僚，闲时没钱还要瞎玩，游山玩水混
混日子，然后写点酸文腐诗，生活情调就宛如现今的某些小
资。自古人云，百无一用是书生，这些文人的人生追求便是
如此，大多也都这样浑浑噩噩了却了一生，淹没在浩浩的历
史长河中去了，所幸沈复自己还留有这本浮生六记于世。当
芸娘说求亲不如求友，建议沈复去向朋友们借钱时，沈复说
自己的朋友们现皆闲处，自顾不遑。我觉得他说这句话的原
因有二，一是如我上面所说的那样，这些文人朋友确实穷酸；
二是沈复他受尽亲人欺辱之后，只能在朋友面前保持自己作
为文人的那一丁点尊严了，所以无法拉下自己的那张脸去向
朋友借钱。唉，其实关键时刻，靠谁都没用，还是自己手中
有粮才是王道啊。

芸娘去世时建议沈复在她死后续弦，沈复信誓旦旦地拒绝：
卿果中道相舍，断无再续之理，况‘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
巫山不是云’耳。但后来却在卷三末尾轻描淡写地写到有人
赠余一妾，重入春梦。不知此时的他，是否还记得那些沧海
巫山的承诺么？而当在卷四中读到沈复背着芸娘寻花问柳时，
我们也就对他的背信行为不足为奇了，只能哀叹芸娘将一生
幸福托于此人，实是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