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再别康桥读书心得(优秀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
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再别康桥读书心得篇一

徐志摩一生活在诗中。他的谈吐是诗，他的行动是诗，甚至
他一生追求的爱情也像诗一样浪漫！我一直被徐志摩
对‘爱’、‘自由’、‘美好’的勇敢追求所吸引。他的诗
《再别康桥》经典到极致，他的浪漫情怀令人神往，仿佛来
到了康桥，在‘彩湖’中畅游！‘我轻轻的走，就像我轻轻
的来’这句话，足以让人感受到康桥的宁静与安详。我在这
里读的时候，感觉自己像个诗人，在康桥上轻轻动着脚，轻
轻地走着，生怕吵醒熟睡的虫鸟，破坏了康桥的宁静。

太阳即将落山。我站在康桥上，可以看到西边的彩云。余晖
映在我周围。河边的柳树似乎穿着一件金色的婚纱，就像晚
上的新娘。它美丽而优雅，风吹着她的裙子。于是她在微风
中向我走来。我陶醉于无意识地伸开双臂向她走来，连她都
映在水中。

你看河中软泥上的绿草，在水中摇曳，在柔波中随波逐流，
翩翩起舞，肆无忌惮。此时此刻，我似乎也是水下的一棵小
草，只要我静静地呆在何康河里，我就会心甘情愿地成为一
棵无名小草。云的余晖和阳光映在水中，一阵风吹来，像一
块破碎的彩石，散落在海藻中，像一场彩虹梦。

我多么想‘撑起一根长竿，在绿荫里做一轮新月’，坐满星
星的船，在五彩缤纷的河上唱歌。然而，我害怕打破今晚宁



静的夜晚。我静静地划着船，在稀疏的月光下寻找着志摩当
时穿越的地方，听着风在我耳边轻轻哼唱！即使是最好的梦
也会醒来，“轻轻地来”和“轻轻地走”。康桥沉默，夏虫
为我沉默。我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再见，康桥！我
在剑桥就那么沉默，沉醉在《再别康桥》的意境里，久久不
能自拔。

徐志摩的浪漫情怀真的很有说服力，但简单的文字却能画出
如此生动安静的画面，令人神往，欲罢不能。我喜欢徐志摩对
‘爱’、‘自由’、‘美好’的勇敢追求，也喜欢《再别康
桥》中描绘的浪漫风光所带来的无尽享受。

再别康桥读书心得篇二

徐志摩一生都生活在诗歌里，他谈话是诗，举动是诗，就连
毕生追求的感情也如诗一样浪漫！我一向被徐志摩勇敢追
求“爱”、“自由”与“美”的情操所吸引，他的诗作《再
别康桥》更是经典到极致，浪漫的情愫令人神之所往，仿佛
自我也来到了康桥，游于“星辉斑斓”的湖中！一句“轻轻
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足以让人感受到康桥的静谧和
安宁，念到那里，仿佛自我如诗人一样，轻轻的迈动着双脚，
轻轻的走在康桥上，生怕吵醒了熟睡的虫子和鸟儿，破坏了
康桥的静谧和宁静。

太阳就快落山，我站在康桥上，能够看到西边天上的五彩云
霞，余辉反射四周，河畔的柳树仿佛穿上了金色的嫁衣，就
像一位夕日下的新娘一样，美丽婀娜，风儿吹起她的衣角，
她就这样在微风中向我走来，我陶醉着不自觉伸开双臂，朝
她走近、走近，甚至就连她倒映在水中的影子也是如此迷人，
一向在我心头荡漾、荡漾，陶醉了我的心智。

你看河中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柔波中它随
着流动的河水飘荡，自由自在忘情地舞蹈。这时，仿佛自我
也是一棵水底的小草，只要让我静静呆在康河水中，我便心



甘情愿地只做一棵无名的水草。云彩和霞光的余辉倒映在水
中，一阵风吹来，仿佛是被打碎的七彩石一般，撒碎在海藻
间，像是彩虹的梦境。

我多么想“撑起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朔”，用小船满
载一船的星辉，在星辉斑斓的河上放歌。可是，我怕打破了
今晚沉静的夜色，我悄悄的划着小船，在稀稀疏疏的月色中
寻找着志摩当时划过的地方，听风儿轻轻在我耳边哼唱！再
完美的梦也有苏醒的时候，“轻轻的来”“轻轻的走”，康
桥沉默了，夏虫也为我沉默，“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
云彩”，再见了，康桥！我就这样沉默在康桥上，我就醉在
《再别康桥》的意境之中，久久不能自已。

徐志摩的浪漫情愫实在令人折服，简简单单的辞藻却能勾绘
出如此生动静谧的画面，令人神之神往，欲罢不能。我喜欢
徐志摩勇敢追求“爱”、“自由”与“美”的情操，也爱
《再别康桥》所描绘的浪漫景色给人带来的无尽享受。

再别康桥读书心得篇三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

夜、静的出奇!往日的喧嚣已被今日的寒流冲刷得支离破碎而
荡然无存了。对于一个生活在还算繁华的城市里的人来说：
这份宁静是难得的。在这片刻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里，你可
以什么都想，放开思绪的疆马凭它任意驰骋;也可以什么都不
用想，或者干脆全身心的投入到读一篇佳作中去，和作者一
道感受心灵的默契而忘乎周围寂静的一切。因为此刻的心也



平静得和这几乎凝固的静夜一样，可以把夜晚的安宁奉献给
正在喧嚣中的人们。

深感知识结构很畸形的我，遗憾未拜读过多少徐志摩的著作，
因而对他的了解也显得很寥寥。或许就是因“物以稀为贵”
的缘故吧，每每忆起徐老的《再别康桥》耳畔又悄然响起齐秦
《大约在冬季》里的开词曲：“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
角的泪拭去……”尽管徐老在文中并未因行文的音乐美而发
出将泪拭去的安慰。但内心深处产生的强烈共鸣却让我有种
身临其境的感觉。此刻的我好像和作者一道已驾一朵云彩飘
飞到康桥前。倚栏俯视时那种“半江瑟瑟，半江红”的情景
又呈入眼帘。夕阳的余晖返照着水面，河面上象平铺了一层
黄金。水中波光荡漾的艳影让人为之心动，在水底招摇的青
荇、康河柔波里的水草、榆荫下的月潭、揉碎在浮藻间的梦
伴随着满载的星辉，还要撑一只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的悠
闲和恬静得以淋漓尽致的流露。我感叹作者再见久违的“康
桥”时并没欢呼雀跃，高歌一曲，而是低吟一首奇丽的小诗。
就站在康桥前用赤诚真挚的心凭吊那份眷念之情。因为有一
种感受是无需用语言来表达也不能完全表达的。正所谓“至
情言语即无声，此时无声胜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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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离的笙箫情调寥寂和凄凉，离别的惆怅与茫然，夏虫也为
此沉默。然而为了珍惜这份故地重游的眷念和惬意他悄悄的
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此刻的这种失落而又略带忧郁的情怀;
这种无需用行动来证明的心态又哪是那种“蒙汉情深何忍别，
天涯碧草话夕阳”所能替代的呢?所有的一切还有许多只可意



会不可言传的感受都归功于作者徐老那支生花的妙笔。即使
抛开文中所运用的比喻、象征的写作手法难以品尝，而那清
新优美的语言，柔美的音调、和谐协调的音节及流畅的行文;
高雅的笔调和情景交融、物与我合的艺术效果并没因诗体具
有的“音乐、建筑和绘画美”而显得逊色和微不足道。意蕴
丰赡的意象描写把作者心灵情感的触动恰到好处的展示了出
来。

徐老当时的心境和激情非豪放派诗人苏东坡那“大江东去浪
淘尽”的强音和雄浑豪迈，也不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那种峰回路转的随意;不是婉约派诗人李清照那种“人比
黄花瘦”的感伤和凄楚;也非朦胧派诗人舒婷的迷茫和矛盾。
作者再别康桥时的沉郁感被心雨神的统一所负而没有琼瑶的
花草月亮般淡淡的哀愁。此刻“剪不断，理还乱”的心绪，
离别的感伤都在那些平淡而意奇的意象描写中显露完了。我
终于寻觅到归有光那种“寄情言语即无声”的感觉而不由自
主地折服在那简短的言辞中了。短短还不足两百字的影响力
如此强烈，是徐老那种声情并茂的语言表现力和文字艺术感
染力使之达到人文一体的境界。

再别康桥读书心得篇四

《再别康桥》是徐志摩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

这是一首抒写自然之美与作者心境的短诗，诗人是崇高、赞
美自然的。诗中景物的描述真实细腻，可见康桥在诗人心中
打下了极深的烙樱不仅仅如此，并且康桥是诗人的梦想。他
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
的，我的自己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然而，满目疮痍的
中国，是非颠倒的年代，艰难的民生，使诗人的康桥梦想逐
渐破灭。这首诗写于一九二八年诗人重返英伦归国途中。故
地重游，昔日之景勾起作者昔日之忆，而离别在即，诗人敏
感的心底怎能不荡起阵阵伤感的涟漪！描述康桥的自然美，
表现作者对康桥的不舍眷恋及心底的惆怅，是这首诗的主题。



徐志摩以其独抒性灵的诗风靡一时。他的诗，轻灵飘逸，幽
婉洒脱，集意境美、建筑美、音节美和绘画美于一身，同时
对中外诗艺进行融合，追求一种“纯真的诗感”。这些在
《再别康桥》可见一斑。

这首诗意境优美，情感深挚含蓄，诗思精巧别致。诗人以康
桥的自然风光为直接抒情对象，采取间接抒情的方式，寓情
于景，人景互化。通读整首诗，无一处不是在写景、又无一
处不是包含着诗人那淡淡的离别愁绪。诗的第一节：“轻轻
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
云彩。”行文看似洒脱，实则是无奈与惆怅：诗人明白，康
桥的美景是永存的无法带走的，改变的是人的心境，失落的
是以往的梦想，而带走的只是那份似淡实浊的眷恋与忧愁。
往下，诗人运用比喻，将金柳看成是荡漾自己心头的新娘，
甚至他甘心做康河里的一条水草，“油油的在水底招冶。第
四节中，是清泉倒映了天上的彩虹，还是天上的彩虹融入了
清泉？那种“月光如水水如天”的意境开阔而悠远，正如诗
人那淡淡的却又无处不在的愁情。那绚烂如虹的梦早已揉碎、
沉淀在其间诗人轻轻地吟哦也许正是对往日康桥梦想的一种
悼念？情感在每一个意境中不断升华至高潮。

如果说诗的前四节描述的是自然之景，而到了第五节则回忆
人的活动。诗人仿佛看到往日的自己长蒿漫溯，在康桥寻梦
的情景，那时的自己是怎样的意气风发啊，现实中的诗人禁
不住也要放歌了——但他不能放歌，因为要离别，因为离别
时是满心的不舍与惆怅。唯有沉默才是今晚的康桥，诗人的
心境，如一张拉满弦的弓，箭未离弦，便被人活生生的抢了
去，那淡淡的思绪曾有瞬间的高涨，但这高涨又在瞬间消失
了，正如他悄悄地来，呼应了开头。诗作的情绪线索是：淡
淡的哀伤——逐渐升华——高涨瞬间——回复淡淡的哀伤，
在这样的线索中，整首诗情与景浑然一体。而诗人构思之精
妙体现于取裁的巧妙。诗的开头：“轻轻地，我走了”诗的
结尾：“悄悄地，我走了”两个一前一后的“我走了”，说
明诗人截取的是“走”这一瞬间，而并非从来到走这一个较



长的过程。这一瞬间已在诗人心中永远定格，诗人的一系列
情感与他所描绘的康桥的一切意境都在瞬间中完成。瞬间便
是永恒。也许，这也正是《再别康桥》这首诗在众多的离别
抒情诗中脱颍而出，为世人所喜爱，经久不衰的原因。

从结构上来看这首诗。全诗共七节，每节四句。每节各描述
一个景物一个意境，而节与节之间是相互联系，上承下启的。
以第二、第三节为例。第二节中，前两句诗人描绘了河畔的
金柳，后两句采用层进深化情感。第三节则承第二节所写
的“波光”来写“水底的清荇”。可见句子之间、诗节之间
的环环相扣。诗人十分重视诗行本身的美感作用。他的诗作
很考究诗歌的外形整齐。这样的整齐偏重于诗的整体排列顺
序的整齐规划，至于诗行长短并不做呆板限制。这首诗使用
式的诗形，而诗句有长有短，诗的整体错落有致而并不单调
死板，使人在视觉上产生一种诗的参差错落的图案美及严谨
稳定中内含变化的和谐感。

诗人说：“诗歌的美妙不在于它的文字意义，而在于它的不
可捉摸的音节里。”可见，诗人追求的是音节的音律和节奏。
在其诗歌里，音节与资料到达了自然完美的统一。“轻轻地，
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两个“轻轻地”叠用，与其说
是意境的渲染，不如说是诗人在有意增强节奏的轻盈。诗人
将节奏视为诗内在的生命，他所谓的“内含的音节的均整”，
更多的是追求诗行间“顿”的数目大致相等，而非字数的相
等。顿，即按句中不一样成分来区分音节。如诗的最终一节
按意群可作这样的划分：“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
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诗的每一句之间的
顿数是大致相等的，使得整首诗富有整体一致的节奏感。在
音韵方面，这首诗偶句押韵，同一节二、四句押相同的韵，
造成了一种叠荡起伏的音韵美。在诗人有节奏有韵律的吟唱
中，诗中的意境、诗人的愁绪也在变化、扩散开来。

这首诗采用现代白话形式，继承了中国古典传统诗歌的含虚、
典雅，又采用了音语中的语法调式，可谓中西合壁。而绘画



的色彩美在诗中也用明显体现，诗中的云彩、金柳、青荇、
清泉，天上虹，一组组物象的颜色鲜明，写出了康桥之美。
这样一幅色彩明艳的画卷，与诗人的心境并不矛盾，正是因
为它的美，才令诗人如此难以割舍！

读《再别康桥》，如观楼如吟歌如赏画，而感受到的是诗人
那淡淡的离别之恋之愁之哀。

再别康桥读书心得篇五

剑桥是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从1920年到1922年，作者在这
里学习了两年。康桥时期是徐志摩人生的转折点。所以他后
来说：“我的眼睛是康桥开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激起的，
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的。”

1928年，作者故里重游。在回家的路上，他写了这首诗。可
以说，“康桥”这个词贯穿了徐志摩一生的诗歌。

徐志摩在第一节写道，他离开母校的时候非常难过。用三
个“轻轻”，让我们都觉得诗人来了，轻轻走了！

第二至第四节描述何康为梦想而划船。夕阳下的金柳，软泥
上的绿柳，树荫下的水潭，都出现在眼前。在这段话中，比
喻用来比较《河边的金柳》和《夕阳下的新娘》。并把清澈
的水池比作“天空中的彩虹”。这种手法让这些段落非常吸
引人，非常漂亮。

在第五、六节中，作者借用了四个重叠的句
子：“梦”，“满满一船的星星，在星星的光辉中歌
唱”，“歌唱，但我不会歌唱”，“夏虫为我沉默，沉默是
今晚的康桥”，这是这首诗的高潮。最后一节以第一段的三个
“悄悄地”和三个“轻轻地”开始和结束。

胡适曾说：“他的一生只有三个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



一个是美。他深深敬佩一多对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诗
意崇尚。这首诗可以说是体现了徐志摩的诗美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