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初中生傅雷家书读后感(大全7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
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
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初中生傅雷家书读后感篇一

《傅雷家书》是我国文学艺术翻译家傅雷及其夫人写给傅聪、
傅敏等的家信摘编，写信的时间为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六年
六月。

这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也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
教子篇，傅雷夫妇是中国父母的典范，他们苦心孤诣、呕心
沥血地培养的两个孩子：傅聪——著名钢琴大师、傅敏——
英语特级教师，是他们先做人、后成“家”，独立思考，因
材施教等教育思想的成功体现。辑印在这本小书里，不是普
通的家书。傅雷在给傅聪的信里这样说：“长篇累犊的给你
写信，不是空唠叨，不是莫名其妙的而是有好几种作用的。

第一，我的确把你当做一个讨论艺术，讨论音乐的对手;

第三，借通信训练你的不但是文笔，而尤其是你的思想;

第四，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个警种，做面“忠实的镜
子”，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术修养方面，
在演奏姿态方面。

贯穿全部家书的情意，是要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
严，能够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一切，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
卓越的艺术家。”家书中父母的谆谆教诲，孩子与父母的真
诚交流，亲情溢于字里行间，给天下父母子女强烈的感染启
迪。



傅雷和傅聪的家书给了我许多启示。我们很多家长忽视了同
孩子的朋友关系，养了十几年，却没有真正地享受过为人父
母的乐趣，他们因为迫切地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对待孩子
的心态扭曲了，各种揠苗助长的措施出笼了。有些家长盲目
模仿傅雷“棒槌底下出孝子”的做法，可他们想过没有，他
们有傅雷那种身教重于言传的品质吗?光学傅雷一个“打”字，
打得出一个好结果吗?于是孩子尝到了辱骂、拳头的滋味尝到
压力和恐惧下学习的苦头，孩子的金色童年因此黯然失色。
傅雷悟通了，他的晚年虽然由于政治的原因饱受折磨，但在
这一点上他是幸福的，因为他和儿子成了最知心的朋友。

现在，很多家长在观看了傅雷家书后也争相效仿傅雷的教子
方式，因此，这就成了亲子教育的典范。

初中生傅雷家书读后感篇二

傅雷想借通信训练儿子的文笔以及思想，他也想时时刻刻、
随处给儿子做个警钟，让儿子做面“忠实的镜子”。傅雷是
要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能够用严肃的态度对
待一切，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书中的一段
话让我印象很深：“说到不完整……你提到的完美，其实完
美根本不存在，整个人生、世界、宇宙，都谈不上完美……
我们一辈子的追求，无非是完美，但永远是追求不到的，因
为人的理想、幻想，永无止境……”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
追求完美，而恰恰是我们现在的不完整，把我们带到了追求
完美的.境界，促成了其它方面的完整。而真正有一天，当所
谓的完美在身上发生时，我们有可能也失去了很多。

傅雷是一个严厉的父亲，我原以为他们父子的关系肯定不好，
而读完书后，想法有了极大的改变。傅聪在异国生活，只能
依靠书信与父亲联系。书信中父亲的谆谆教诲，与孩子的真
诚交流，情溢于字里行间。他们通过书信一起讨论艺术，研
究乐曲的内涵，交流对事物的看法，他们之间的默契是无论



什么都无可代替的。

几组黑白照片，数不清的来往家书，谱写着傅雷家的情与意。

家书中，傅雷不忘时刻教诲儿子，没有一丝的溺爱，既教他
为人处世的道理，也常像朋友一样与儿子闲谈，与他交流音
乐、文学、艺术等等，扮演着一半父亲、一半益友的角色。

傅雷很爱儿子，虽然言语间总是严格的苛求，但在严肃的面
孔下，却藏着一颗温柔的爱子之心。这丝丝缕缕的爱，不时
从严肃中流露出来，流淌在字里行间。在《十月三日》的信
中，就有着这样的挚爱与欣赏，他不会因为儿子才华出众就
放松教导，在儿子取得成就时也没有高兴得忘我，而是耐心
叮嘱儿子再接再厉，教会儿子正确对待得失荣辱。傅雷对儿
子的爱，像呵护着一件珍贵的艺术品，谨慎又温柔，动人心
肠。

傅雷也经常和儿子讨论文学艺术。在信中，他与儿子讨论了
李白、杜甫诗的异同，分析了各自的长处、短处，再与苏轼
的诗相比较，不禁感叹文人墨客高深却无知己。在《三月二
十七日夜》中，他提到莫扎特，把莫扎特给人感觉描绘得清
晰、明朗，耐人寻味的文字写尽了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缥缈
虚无、温柔妩媚。傅雷是循循善诱的父亲，更是能和孩子的
心灵碰撞、灵魂高度融合的益友。

每个父亲表达爱的方式不尽相同，傅雷对儿子的爱是谆谆教
导，是吟唱在音乐艺术间的爱。而父亲对我的爱，是不曾言
说的安静的爱。他很爱我，也很关心我的学习，但在我们的
交流中却从不提成绩。只是，在我烦躁、迷茫、厌倦时，他
会久久地陪伴在我身边，用他的睿智明晰我前方的路，用他
的挚爱温暖我疲惫的心。他的声音，总能使我躁动的情绪平
静，愿意用心去思考、去反省，从不安沮丧到振作奋起。我
的父亲，像一盏黑暗里的明灯，照亮我脚下的路，陪着我一
路向前!陪伴，就是他爱我最好的方式。



翻开页页泛黄的书信，散发着淡淡的墨香，眼前仿佛是父亲
殷切的期盼，母亲欣慰的笑容。正所谓“润物细无声”，傅
雷家书是父亲对在波兰留学儿子的教诲，更是一位父亲对儿
子无声的爱。

一封封家书寄托了傅雷对儿子艺术上的告诫，精神上的勉励。
《傅雷家书》是傅雷夫妇在1954年至1966年间写给儿子傅聪
和儿媳弥拉的家信，从一纸纸泛黄的家书中，我看出傅雷与
傅聪已超出父子，朋友的界限，成为艺术上、思想上的知音。

在散发缕缕墨香的家书中，不仅是给予儿子艺术的教诲，更
昭示出崇高的人生境界，读罢，我深受启发。

我从小就有一个学医的梦想。由于这次新冠疫情，我看到了
医务工作者的家国情怀，医者仁心，这使我更加坚定这一梦
想，梦想终归是停留在脑子里的幻想，如若不付诸行动，永
远不会变成现实，学医的第一步是学好生物，但偏偏这门学
科，我的成绩很不理想，我想努力，但每次都被借口打败。
当读到“自己责备自己而没有行动表现，我是最不赞成
的!……只有事实才能证明你的心意，只有行动才能表明你的
心迹”时，我憣然醒悟，一味地责备自己，只会浪费时间和
精力，唯有用行动才能证明你心之所向，我决定用行动证明
一切，不让梦想成为空谈，不被借口打败，而是打败借口。

从这本书中，我读出了父子之情，读出艺术修养，更读出了
人生哲理。这对于傅聪，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笔可贵的财富。

感谢在这个假期遇到“傅雷家书”，我还想再次走入那张张
泛黄家书的背后，去探寻更多的人生哲理。

读完《傅雷家书》后，给我的感受是这不仅仅是家书，更是
一本教人育人的书。在这里，傅雷不只是一个父亲，同时也
是儿子的好友、老师。书中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一个父亲对
儿子的爱，朋友的关心勉励，老师的谆谆教诲。



信中的内容除了生活琐事外，更多的是谈论艺术与人生，傅
雷在灌输一个艺术家应有的高尚情操，让儿子知道国家的荣
辱、艺术的尊严，做一个德艺兼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为
此，他不断寄送大量中国本土文化的学习资料，生怕儿子离
开故土后把本土文化淡忘。

《傅雷家书》凝聚着傅雷对党和国家的爱以及对儿子的深切
期望。信中，傅雷告诉儿子一个年轻人如何做人、对待生活
的问题，对儿子进行了引导，如在学习上应该劳逸结合，先
学习乐理，切不可操之过急。还有母亲的无微不至的关心，
如在婚恋方面。都像是良师益友一样提出意见和建议。

从“在公共团体中，赶任务而妨碍学习是免不了的，这一点
我早就料到，一切只有你自己用坚定的意志和立场，向领导
婉转而有力的去争取。否者出国的准备又能做到多少呢?特别
是乐理方面，我一直放心不下，从今以后，处处要依靠你个
人的毅力、信念与意志——实践的意志。千叮咛万嘱咐，父
母心放不住。傅雷希望儿子少走弯路，避免重蹈覆辙，体现
了对儿子深沉的爱，同时也告诉我们应该理解父母的苦心，
他们都是为了我们好，希望我们有所建树。傅雷对儿子的理
解和希望也是天下父母所想的。

家书涉及各个方面，内容富有哲理。告诉年轻的一代做人做
事要有条有理，不能激进，要学会如何做人，在学习上更要
刻苦下功夫，不负众望!

俗话说的好：“父恩比山高，母恩比海深。”读完了《傅雷
家书》本书后，我充分感受到了父母对儿女的爱。信中的傅
雷流露出对儿子的深情，同时也不乏有着不可抗拒的威严。
信中的父子，似乎已成了朋友。他们谈论着艺术，生活，学
习，做人修养等。一封封的书信，一次次的爱，作为父亲的
傅雷用父爱影响了傅聪的一生，为傅聪以后的生活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教会了他如何在这世上生存。



其实，傅雷只是这千千万万的父母之一而已，同时他也是这
千千万万的父母的代表之一。他拥有着这世上最普通，最平
常的爱，同时这也是这世上最伟大，最圣洁的爱，但其实我
们的父母也和傅雷一样拥有着如此伟大的父母爱。

父爱母爱是伟大的。母亲孕育了我们，而父亲为我们撑起了
一个温暖而幸福的家。母亲就像避风港，外面再风大雨大，
母亲也会为我们遮风挡雨。父亲就像是一盏明灯，为我们照
亮前进的道路，把我们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

你不要说你没有感受到父母带给你的爱，其实爱就在我们身
边，它们等着你去发现它们。

从我们儿时的呀呀学语，到姗姗学步，到现在，父爱母爱就
包围着我们。当我们生病时，母亲在旁细心照顾我们，父亲
为我们担心。当我们尝遍喜怒哀乐时，父母可能比我们所尝
的却比我们多得更多。虽然有时候父母会责骂我们的不是，
甚至会动手打我们，但请记住，父母打骂我们时，其实心里
比我们更痛。也请记住，父母永远都是为我们好，永远都是
爱我们的。

父母之爱，应没齿难忘。我们应当知恩图报，做一位孝顺的
儿女。

一封封家书跃然纸上，仿佛听到了他们之间在对话，似乎我
是一个躲在角落里侧身倾听的第三者。这些内容真的极大地
满足了我的内心想要父母管束，教育的渴望，也填补了我对
知识家庭教育的另一种认识。

我出生在一个缺乏书香气息的家庭，也以放养的方式成长着。
从没有什么所谓的家书，知识的灌溉，修养的培养之类的存
在。回顾过往，好像都是自己一个人在经历，在摸索，在成
长。父母只是尽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帮助我，更多的还是要
我自己去塑造，去培养，去提升。



之后，我发现，阅读是一个很好的路径，我能从书本中找到
有价值的思想，挖掘到深刻的哲理，体味到他人的人生，从
而确立我自己的思想立场。

如果我没有读《傅雷家书》我就错过了一幕幕父母与子的对
话。

傅雷在给傅聪的信里这样说："长篇累赘地给你写信，不是空
唠叨，不是莫名其妙的说长道短，而是有好几种作用的。第
一，我的确把你当作一个讨论艺术，讨论音乐的对手;第二，
极想激出你一些青年人的感想，让我做父亲的得些新鲜养料，
同时也可以传布给别的青年;第三，借通信训练你的不但是文
笔，而尤其是你的思想;第四，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个警
钟，做面"忠实的镜子"。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
在艺术修养方面，在演奏姿态方面。"

贯穿全部家书的情意，是要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
严，能够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一切，做一个"德乙兼备，人格卓
越的艺术家"。

从这些充满爱意的文字里，我看到了一个父亲，一个母亲对
孩子的操心，一生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培养自己的孩子。
谈艺术，谈做人，谈修养，谈人生，他用自己的经历为孩子
指引着道路。

他说："人一辈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浮沉，惟有庸碌的人，
生活才如死水一般;或者要有极高的修养，方能廓然无累，真
正的解脱。只要高潮不过分使你紧张，低潮不过分使你颓废，
就好了。"这就是人生的起起落落。

真的学到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这大概就是读好书的价值所
在。

昨天，翔仔跟我说，真的很羡慕你们这些能静下来读书的人。



我想说，你也可以的!我能做到，是因为我深知我的阅历不足，
知识不够，思想不深刻，所有我不得不去汲取知识。

《傅雷家书》能印刷出来出版，不用说都知道，这不是一般
的家书。家书中父母的谆谆教诲，孩子与父母的真诚交流，
亲情溢于字里行间，给天下父母子女强烈的感染启迪。

书的点点滴滴很容易就联想到生活中的自己。虽然我没有傅
聪的成就，也没有一个像傅雷一样的爸爸，可是我依然感觉
到生活中，总有一些东西与傅雷家书中发生碰撞。如在傅聪
出国的第三天，傅雷给傅聪写的信中提到，傅雷重温了傅聪
的童年，“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齐过去的，是我不懂做爸爸
的艺术的壮年。幸亏你得天独厚，任凭如何打击都摧毁不了
你，因而减少了我一部分罪过”。书中这一句话让我想起我
与我爸爸，在我的印象中，我的爸爸对我脾气很好，可是他
从不会赞美我，还经常打击我，还记得在读小学的时候，有
一次考试居然考到99分，回到家里很开心跟家里的人宣扬了
一下，可是我爸却只说了一句话，怎么那么差，差那么一分
都拿不到。我们家本来就没有什么奖惩制度，没想到考得这
么好，连一句赞美的话也不给我说一下。当然，我有着乐天
的性格，这么一点点是不会打击到我的，所以我依然开心的
活着，还经常与我爸倜傥。还阅读了《傅雷家书》，在想自
己是否也是“得天独厚”呢?在想我的父亲是否有觉得“罪
过”呢?如果是的话，那我想我应该努力活的更精彩，来减少
父亲的愧疚。

《傅雷家书》是一本很值得一看的书，而且不同时期会有着
不同的感受。如果在小学中学时期看，你会羡慕傅聪，如果
自己也有一个这样爱自己的父亲就好了。现在上大学，看着
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你会想起自己的童年，你会用不一样
的角度去看问题，你会从书中学习怎样去阅读着父爱。你会
发现，母爱如海父爱如山，不仅仅母亲的爱是如此的直白，
父亲其实也一样，只是他们的方式不一样，我们不懂得如何
去阅读父爱的伟大。



阅读着《傅雷家书》，阅读着伟大的父爱，学会了感恩。

书中也有提到“我们一辈子的追求，有史以来有多少世代的
人追求的无非是完美。但完美永远是追求不到的，因为人的
理想、幻想永无止境。所谓完美像水中花、镜中月，始终可
望不可及。”最后，我把这句话献给所有的父母子女，父母
对待子女不必太苛刻，偶尔让他们暂停一下，这样才会有更
大的动力勇往直前;子女不必对父母太挑剔，如书中所说的完
美永远是追求不到的，唯有学会感恩。

初中生傅雷家书读后感篇三

翻开傅雷家书，一封封深情的`家信映入眼帘，父母的的谆谆
教导、孩子的感恩之情，不觉已流入心间。

傅雷家书，创做于1945~1966经历了文革初期，文革前，傅聪
去波兰留学。此后与父亲傅雷常常书信来往。文革时傅雷家
遭到抄家，傅聪的书信只剩下残余的几通，所以文章中大部
分为傅雷对傅聪写的书信，故名“傅雷家书”。

傅雷家书不仅仅是书信，还是傅雷和傅聪交流艺术的平台，
处处可见深厚的艺术功底。在一篇篇清新的文笔中，我们还
可以感受到父子之间的浓浓亲情，即使相隔万里，依然不减。

家书中最常见到的，还是关于音乐的内容。父子俩时常在家
书中畅谈自己对音乐的见解，对音乐作品的感悟，对艺术家
的评论。傅聪曾获得第五届肖邦钢琴比赛第三名，是有名的
钢琴家，受过国内外知名音乐家的赞誉。这些功劳与他严厉
的父亲是密不可分的。

傅雷对小时候的傅聪严加管教。那时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在四周被日本侵略者包围的上海孤城，连大气中都弥漫着一
种罪恶的毒氛。傅雷先生不让孩子去街头游玩，他把孩子关



在家里，培养他的音乐和文化。他还十分注意孩子的言行举
止和生活习惯，他要求孩子生活俭朴，学习认真，每天都要
监督傅聪不停地连上几个小时的琴。不过傅雷并不是死板的
教育。有一次傅聪正练着琴，突然来了灵感，弹着弹着就跑
到自己的调上了。父亲察觉到异常，便走下楼来。傅聪吓得
赶忙回到谱子上去。但这次，傅雷不仅没有责备傅聪，反而
叫他弹自己创作的曲子，父子俩一起研究，并将刚才的曲子
命名为《春天》。

傅聪长大后远出家门出国留学、演出，傅雷的家书也一直陪
伴着他。傅聪在外艰苦奋斗时，家书便是他唯一的慰
藉。1966年9月3日凌晨，傅雷夫妇戴着沉重的精神镣铐，离
开了这个世界。两个多月后，傅聪从一位法国朋友那里得知
噩耗后，天旋地转，热泪纵横。

人爱其子，胜于一切。傅雷对孩子所灌注心血，全部融入到
一封封家信中。傅聪在异国漂流的生活中，从父亲的这些书
中汲取了多么丰富的精神养料。使他在海外孤儿似的处境里，
好像父母仍在他身边给他教导、鼓励和鞭策，使他拥有更多
的勇气与力量，去战胜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踏上自己正当
的道路。他拒绝与祖国敌对的国家的邀请，从不做有损于祖
国尊严的言行。这种热爱祖国的精神，与傅雷在万里之外给
他殷切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分不开的。

初中生傅雷家书读后感篇四

假期我读了《傅雷家书》，说实话开始读时，看到长篇的文
字，我头都大了。第一感觉：没意思！

可慢慢读下去以后，我渐渐感受到了傅雷的良苦用心。傅雷
先生从1954年至1966年6月写的186封书信中（最长的一封信
长达七千多字），字里行间，充满了父亲对儿子的挚爱、期
望，以及对国家和世界的高尚情感。傅雷说，他给儿子写的
信有好几种作用：



一、讨论艺术；

二、激发青年人的感想；

三、训练傅聪的文笔和思想；

四、做一面忠实的“镜子”。信中的内容，除了生活琐事之
外，更多的是谈论艺术与人生，灌输一个艺术家应有的高尚
情操，让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做一
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爱子之情本是人之常情，而傅雷对傅聪的爱却没有沦为那种
庸俗的温情脉脉，而是始终把道德与艺术放在第一位，把舐
犊之情放在第二位。正如他对傅聪童年严格的管教，虽然不
为常人所认同，但确乎出自他对儿子更为深沉的爱。

这本书问世以来，对人们的道德、思想、情操、文化修养的
启迪作用既深且远。《傅雷家书》获过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
物一等奖，还被列为大型丛书《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
之一。及至目前，它在20多年间的发行量累计已达110万册，
这足以证明其影响之大。《傅雷家书》是一本“充满着父爱
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也是“最好的艺术学徒
修养读物”；更是既平凡又典型的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深
刻写照。对我们学生来说，更值得一读。

初中生傅雷家书读后感篇五

傅雷家书》能印刷出来出版，不用说都知道，这不是一般的
家书。家书中父母的谆谆教诲，孩子与父母的真诚交流，亲
情溢于字里行间，给天下父母子女强烈的.感染启迪。

书的点点滴滴很容易就联想到生活中的自己。虽然我没有傅
聪的成就，也没有一个像傅雷一样的爸爸，可是我依然感觉
到生活中，总有一些东西与傅雷家书中发生碰撞。如在傅聪



出国的第三天，傅雷给傅聪写的信中提到，傅雷重温了傅聪
的童年，“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齐过去的，是我不懂做爸爸
的艺术的壮年。幸亏你得天独厚，任凭如何打击都摧毁不了
你，因而减少了我一部分罪过”。

书中这一句话让我想起我与我爸爸，在我的印象中，我的爸
爸对我脾气很好，可是他从不会赞美我，还经常打击我，还
记得在读小学的时候，有一次考试居然考到99分，回到家里
很开心跟家里的人宣扬了一下，可是我爸却只说了一句话，
怎么那么差，差那么一分都拿不到。

我们家本来就没有什么奖惩制度，没想到考得这么好，连一
句赞美的话也不给我说一下。当然，我有着乐天的性格，这
么一点点是不会打击到我的，所以我依然开心的活着，还经
常与我爸倜傥。还阅读了《傅雷家书》，在想自己是否也
是“得天独厚”呢？在想我的父亲是否有觉得“罪过”呢？
如果是的话，那我想我应该努力活的更精彩，来减少父亲的
愧疚。

《傅雷家书》是一本很值得一看的书，而且不同时期会有着
不同的感受。如果在小学中学时期看，你会羡慕傅聪，如果
自己也有一个这样爱自己的父亲就好了。现在上大学，看着
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你会想起自己的童年，你会用不一样
的角度去看问题，你会从书中学习怎样去阅读着父爱。你会
发现，母爱如海父爱如山，不仅仅母亲的爱是如此的直白，
父亲其实也一样，只是他们的方式不一样，我们不懂得如何
去阅读父爱的伟大。

父母对待子女不必太苛刻，偶尔让他们暂停一下，这样才会
有更大的动力勇往直前；子女不必对父母太挑剔，如书中所
说的完美永远是追求不到的，唯有学会感恩。阅读着《傅雷
家书》，阅读着伟大的父爱，学会了感恩。



初中生傅雷家书读后感篇六

《傅雷家书》这绝不是普通的家书，它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
徒修养读物，也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
教子篇。我们看傅雷怎样培育他的孩子，从家书中显而易见。
他在给儿子傅聪的信里，这样说：“长篇累牍地给你写信，
不是空唠叨，不是莫名其妙的，而是有好几种作用的。

第一，我的确把你当作一个讨论艺术，讨论音乐的对手;

第二，极想激出你一些年轻人的感想，让我做父亲的得些新
鲜养料。同时也可以传布给别的青年。

第三，借通信训练你的不但是文笔，而尤其是你的思想;第四，
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个警钟，不论在做人方面还是其他
各方面。”做一个“德艺具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傅聪在异国漂流的生活中，从父亲的这些书信中汲取了多么
丰富的精神养料。时时给他指导，鼓励与鞭策。使他有勇气
与力量，去战胜各式各样的魔障。踏上自己正当的成长道路。
傅聪这种热爱祖国，信赖祖国的精神，与傅雷在数万里之外
对他的教育，是不能分开的。优秀的父亲，出色的儿子，不
平凡的家书。

初中生傅雷家书读后感篇七

《傅雷家书》是我国文学艺术翻译家傅雷写给孩子傅聪、傅
敏的`家信摘编，编入了家书180多封，它不仅仅是家书，更
是傅雷对远在万里之外的傅聪的教育的文字篇本，是一部充
满着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傅雷夫妇作为中国
父母的典范，一生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培养的两个孩子：傅
聪是世界著名的钢琴大师，傅敏成为英语特级教师。作为文
学翻译家的傅雷， 他写给家人的书信以其真挚的情感、深邃



的哲理、独到的艺术见解深深打动了每一位读者的心。

《傅雷家书》无处不体现了浓浓的父爱了，或许每个父亲对
他的孩子都疼爱有加，但在疼爱的同时，傅雷不忘对其儿子
进行音乐、美术、哲学、历史、文学乃至健康等等全方位教
育的，纵使以如此之大的中国，能够达到此种地步的，未知
能有几人，因为这确实需要充足的条件，父亲要学贯中西，
儿子也要知书达理，而父子之间更要在相互尊重和爱护的基
础上达成充分的默契。

傅聪至海外留学，与父亲的联系自然只能依靠书信，于是父
子之情便在一封封家书中表露无疑。他们通过书信一起讨论
艺术，研究乐曲的内涵，交流对事物的看法，虽然没有母子
通信时那种嘘寒问暖，但他们之间的默契却是其他无论什么
都无可代替的。掩卷后对书回想起来，最大的感触就是傅雷
对艺术甚深的造诣。傅雷对于艺术尤其是乐曲的领会，颇有
一番自己的见解。书中不仅论及音乐，同时涉及教育、文学、
爱情、人生等各方面，且不是浅尝辄止，很多都是极有深度
的见解。在这本书信集里，随处可见一个父亲的慈爱、对孩
子的厚望及骄傲，深厚的艺术造诣、渊博的学识涵养在书中
各个角落闪光，所有的这些无不体现着作者的博学和睿智。

而正是由于这么一位苦心孤诣的父亲，受其陶冶与教导，使
傅聪在海外的孤独环境中，汲取到勇气和力量。父母的鼓励
鞭策更让他明确艺术道路上的前进方向。傅聪在异国漂流，
但父母仿佛仍在他的身边，时时给他指导、鼓励和鞭策，使
他有勇气和力量去战胜各种各样的魔障和阻力，踏上自己正
当成长的道路。通过这些书信，不仅儿子和亲人之间，建立
了牢固的纽带，也通过这一条纽带，也使傅聪与远离的祖国
牢牢地建立了心的结合。后来的事实证明不管国内家庭所受
到的残酷遭遇，不管他自己所蒙受的恶名，他始终没有背弃
他的祖国，不受祖国敌对者多方的威胁利诱，没有说过或做
过有损祖国尊严的言行，这就是一个父亲对一个儿子的熏陶，
这与父亲在数万里外，给儿子殷切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分不开



的。

而今，七旬的傅聪已是闻名世界的音乐家，艺术造诣举世公
认。被寓为钢琴诗人的他应该也会时常地想念父亲对自己的
言传身教吧。傅雷把培养孩子同样当作他对社会、对国家所
应尽的一项神圣义务和责任。不是每个家长都能把教育上升
到这种认识层次，但对于孩子的关爱和培养，我想是人的本
性。在阅读的过程中，看着傅雷的谆谆教导，远方的父亲轮
廓渐渐清晰，仿佛近在咫尺、触手可及，时常想念、时常感
动。

《傅雷家书》是老师的教导，是长者的叮嘱，是父母对儿女
的关切，是诗人对生活的热爱。那一封封家书，就像一次次
珍贵的谈心，拉近了我同书中人物的距离，给予我心灵的荡
涤，思想的启发。我在感受着，聆听着，用心铭记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