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雪国读书心得(模板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雪国读书心得篇一

小说开篇以主人公来到一个白雪飘飘、四野茫茫的静谧雪国
为开头，这一点与作者的唯美观是分不开的，川端的作品总
是以他独有的那种清清淡淡，含含蓄蓄的情感：或是暗暗的
哀伤，或是羞羞涩涩的爱慕，或是淡淡的凄凉，深深地打动
着我们，并且这种打动是一点点，一丝丝，静静的，轻轻的，
流入我们的心田。看完《雪国》掩卷沉思，慨叹驹子和叶子
命运的不幸。

他们是雪国里悠悠飘零的雪花，在半空，这般冰艳动人，带
着寂寥的哀伤让人怜爱不已。可是雪花永远只能是雪花，他
们的身份是艺妓，他们的命运已经定格，纵然努力去摆脱，
却也只是徒劳，正如小说里写的：驹子的生命是徒劳的，你
只能看着这哀艳美丽的雪花悠悠地飘到你的眼前，于是你忍
不住心动，用手去接，然后只能静静地看着她在你手中慢慢
地消融，而你却什么也做不了。

《雪国》的名字预示了故事主人公凄冷的宿命。纵然故事跌
宕起伏，世事变迁，但结局还是最初的那片凄冷的景象。熊
熊烈火之中，叶子犹如天际的星星般陨落。故事结束，银河
倾泻而下，黑暗毁灭了一切虚无的暖色与期望，霎那间温存
与完美沉落在雪国。雪国的冰冷依旧寒彻心底，只是变得像
废墟一样，了无生机，凄凄惨惨。

这是一个犹如梦境的故事。岛村在火车上映过玻璃观察叶子，



余晖中的叶子让岛村着迷，叶子的出场注定了她人生的杯具。
黄昏之中，本应充满期望的妙龄女子却与暮景一齐流逝，她
的人生亦是如此。活着的时候让人心存怜惜，死亡的意外又
带给了人们无法承受的疼痛，小腿在抽搐，苍白的脸在燃
烧……这是残忍的结局，它让时间骤然停止，雪国也封存在
人们心底。

驹子是故事中唯一的暖色调。嫩绿的群山中，驹子的脖颈淡
淡映上一抹衫林的暗绿；白雪皑皑的清晨，镜中的白雪衬托
出她红红的脸。还有与岛村相视后羞涩低头时绯红的双颊。
这都是让人温暖欣然的`。她的出现，调整了故事的节奏。急
促的谈话，忙碌的生活，安静的等待，让驹子的形象变得鲜
活可爱起来。但她终究与“徒劳”无法分离。岛村的态度决
定了喜悦期望都只是驹子幻想中的假象。她爱他，可是他却
没有。驹子，这样一个执着且坚强的女孩。她性格的活泼和
欢乐只是雪国上空飘过的一阵风，注定不能久留。她不属于
那里，就连她的出现都是“徒劳”。飘渺的不是叶子而是她。
她仅仅是个配角。如果说叶子的死去毁灭了岛村心中的幻想，
那么驹子的虚无则更让人觉得疼痛。她注定不属于这样悲凉
的世界，她脸上的绯红会褪去，灵魂也会在冰冷中被吞噬。

驹子的无力，让我觉得伤感无奈。冰冻大地之上，即使有千
万的火种也不能燃烧。驹子的存在就是这样微不足道，在岛
村的心里是，在雪国也是。其实，驹子的形象随着叶子的死
去而幻灭，她悲恸的喊叫声意味着最终的挣扎，但却依旧无
力。她——注定不能把那抹绯红留下，雪国的凄冷已成宿命。

当凄冷已成宿命，那团火焰的熄灭或许比死寂更让人疼痛吧。

雪国读书心得篇二

他们是雪国里悠悠飘零的雪花，在半空，这般冰艳动人，带
着寂寥的哀伤让人怜爱不已。可是雪花永远只能是雪花，他
们的身份是艺妓，他们的命运已经定格，纵然努力去摆脱，



却也只是徒劳，正如小说里写的：驹子的生命是徒劳的，你
只能看着这哀艳美丽的雪花悠悠地飘到你的眼前，于是你忍
不住心动，用手去接，然后只能静静地看着她在你手中慢慢
地消融，而你却什么也做不了。

《雪国》的名字预示了故事主人公凄冷的宿命。纵然故事跌
宕起伏，世事变迁，但结局还是最初的那片凄冷的景象。熊
熊烈火之中，叶子犹如天际的星星般陨落。故事结束，银河
倾泻而下，黑暗毁灭了一切虚无的暖色与期望，霎那间温存
与完美沉落在雪国。雪国的冰冷依旧寒彻心底，只是变得像
废墟一样，了无生机，凄凄惨惨。

这是一个犹如梦境的故事。岛村在火车上映过玻璃观察叶子，
余晖中的叶子让岛村着迷，叶子的出场注定了她人生的杯具。
黄昏之中，本应充满期望的妙龄女子却与暮景一齐流逝，她
的人生亦是如此。活着的时候让人心存怜惜，死亡的意外又
带给了人们无法承受的疼痛，小腿在抽搐，苍白的脸在燃
烧……这是残忍的结局，它让时间骤然停止，雪国也封存在
人们心底。

驹子是故事中唯一的暖色调。嫩绿的群山中，驹子的脖颈淡
淡映上一抹衫林的暗绿；白雪皑皑的清晨，镜中的白雪衬托
出她红红的脸。还有与岛村相视后羞涩低头时绯红的双颊。
这都是让人温暖欣然的。她的出现，调整了故事的节奏。急
促的谈话，忙碌的生活，安静的等待，让驹子的形象变得鲜
活可爱起来。但她终究与“徒劳”无法分离。岛村的态度决
定了喜悦期望都只是驹子幻想中的假象。她爱他，可是他却
没有。驹子，这样一个执着且坚强的女孩。她性格的活泼和
欢乐只是雪国上空飘过的一阵风，注定不能久留。她不属于
那里，就连她的出现都是“徒劳”。飘渺的不是叶子而是她。
她仅仅是个配角。如果说叶子的死去毁灭了岛村心中的幻想，
那么驹子的虚无则更让人觉得疼痛。她注定不属于这样悲凉
的世界，她脸上的绯红会褪去，灵魂也会在冰冷中被吞噬。



驹子的无力，让我觉得伤感无奈。冰冻大地之上，即使有千
万的火种也不能燃烧。驹子的存在就是这样微不足道，在岛
村的心里是，在雪国也是。其实，驹子的形象随着叶子的死
去而幻灭，她悲恸的喊叫声意味着最终的挣扎，但却依旧无
力。她——注定不能把那抹绯红留下，雪国的凄冷已成宿命。

当凄冷已成宿命，那团火焰的熄灭或许比死寂更让人疼痛吧。

雪国读书心得篇三

据说，《雪国》是历史上最唯美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的
作品，我并没有读过所有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的作品，
无法断言其是否是最唯美，我用了三个睡前读书时间读完了
全篇，若非隔日必须上班，我必定会一口气读完全篇的。

我以为，想要去读懂全篇，想要去领会作者的意图，并非易
事，实际上，关于阅读文学作品，我始终认为，领会读者的
意图不是第一要事，让自己进入剧情并发掘自我的内心才是
第一要事吧，毕竟这不是科学作品，本无需刻意考证作者的
真实意图，更何况，作者在写作的时候，兴许就是即兴发挥
呢？《雪国》的文字相当细腻，描写山的景色，描写人的内
心，还有人物的对白，无一不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作为一名的艺术研究者，岛村是自负的，同时也是自怜的。
他似乎认为，他对于艺术的的领悟是要领先于当代的，因此
他是自负的，然而，却也正因为这自负，他似乎也因为内心
的孤独而自怜了。在雪国，他遇见了身为歌舞伎的驹子，并
且获得了她全心的爱慕。他爱驹子吗？书中似乎一直在强调
的是“不爱”，可是，他为什么又要一次次地专门为了驹子
来到这雪国呢？似乎，他并不是那种简单的逢场作戏和及时
行乐的世俗的男人，既然如此，这“不爱”便要被打上一个
大大的问号了。

身为歌舞伎的驹子，于原本应该逢场作戏的风月场所，却莫



名地倾心于岛村，然而她知道这感情是没有将来的，因而她
的每一次出场，都是带着复杂的矛盾的情绪的，或哭或笑，
或柔或刚……驹子是一个不幸的女人，想要追求自己的幸福，
却又拘泥于世俗的偏见。某种意义上说，她是敢爱敢恨的人，
她可以拒绝青梅竹马的师傅的儿子行男，也可以爱上一个本
应该只是过客的岛村。而其实，她一直是在逃避生活的，她
始终是不敢直面生命的。

《雪国》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川端康成的作品，《雪国》是一
部富有诗意的作品，风景如画的北国景色与主人公的内心融
为一体，《雪国》整体给我的感觉是平缓而抒情的，但《雪
国》里有一个地方给我的冲击力特别的强，也是我认为整部
中篇小说的高潮，便是叶子在一场大火中逝去生命，驹子那
悲痛欲绝的神情，那撕心裂肺的哭声，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力。
叶子的死亡预示着一种幻想的美好人性的破灭，川端康成笔
下的叶子是一位善良又洁身自好的女性，其实叶子和驹子在
小说里面临着一场相同的生活处境，但叶子从始至终也没有
沦为艺妓，显然作者把叶子和驹子进行了对比，驹子
是“实”的，那么叶子便是“虚”的，面对那样恶劣的'生活
环境，叶子又怎能独善其身，洁身自好呢？这只不过是作者
对比驹子产生的美丽幻想罢了，因此川端康成对叶子的描写
其实并不多，用了一种淡化的处理方式，你可以感受到这个
人物的存在，但又不能过多的了解，给人一种琢磨不透的虚
无飘渺的感觉。

驹子是《雪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驹子从一位社会底层
的乡村女子，最终为了给毫无感情的未婚夫治病完完全全的
沦为了一名艺妓，驹子以其说是为未婚夫沦为艺妓，还不如
说是生活的压力，把她一步步的逼上了这条路，如果像叶子
那样生活，可能只能是提前的死亡。驹子渴望“正正经经”
的生活，渴望美好而真正的爱情，希望找一个爱自己的丈夫。
她对岛村是有一种期待的，而这种期待在驹子身上表现的越
来越强烈，但驹子的这种愿望破灭时，最终便是驹子人性的
毁灭，驹子的刻苦学习，勤奋练习三弦，读小说等等努力，



都是徒劳无获的，不能让她的生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岛村虽然对驹子的遭遇有着同情心，但早有妻子的岛村无法
实现驹子的愿望，虽然驹子热烈般的爱着岛村，但岛村最多
把驹子当做是朋友罢了，只是他在旅途中无聊消遣的玩伴，
在驹子身上展现了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渴求和对于生活的
热爱，而岛村身上展现出一懒散、懈怠悲哀着生活在虚无中，
岛村和驹子对于生活的态度是完全的不同的，形成了强烈的
对比，也从侧面烘托了驹子身上所具有的美好的人性。

川端康成在《雪国》中运用了西方的现代主义和日本传统文
学的多种艺术手法，创造出了一种悲中有美、美中有悲的独
特意境。

雪国读书心得篇四

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这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净土，
仿佛世外桃源，如梦似幻，夜空下一片白茫茫，无边无际。
积雪覆盖的村落，散发出浓烈嫩叶气息的后山，亭亭如盖的
杉树，雪水融化的青石板，秋阳般的芭茅花，翩翩飞舞的蝶
儿，夕阳晚照的河流，耀光点点、缀满银河的星辰，朴实的
景致，悠闲宁静，在大雪纷飞的雪国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带
着与生俱来的虚无缥缈，遗世而独立。一场虚幻的梦在唯美、
冷艳、凄清的雪国徐徐展开。

《雪国》是川端康成创作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也是他唯美主
义代表之作，其间描绘的虚无之美、洁净之美与悲哀之美达
到极致，令人怦然心动，又惆怅不已。川端康成以“极为欣
赏纤细的美，喜爱用那种笔端常带哀伤，兼具象征性的语言
来表现自然界的生命和人的宿命”，成为日本第一位获得诺
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这部小说，故事情节简单，如北国的雪清冽、孤寂，似飘落
的樱花唯美、哀怨。故事讲述了东京一位名叫岛村的舞蹈艺



术研究家，三次前往雪国的温泉旅馆，与当地一位名叫驹子
的艺妓、一位萍水相逢的少女叶子之间发生的感情纠葛。

第一次读《雪国》，沉醉于一派北国风光唯美的雪景之中，
仿佛置身于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听见整个冰封雪冻的地壳
深处响起冰裂声，看见远处的崇山叠峦透明而冰凉，笼罩着
一层柔和的乳白色，上面的积雪熠熠生辉，屋檐前的小冰柱
闪着可爱的亮光，村里的孩子们在田间滑雪、嬉戏打闹，纺
织姑娘们把挚爱之情全部倾注于纯手工产品，晨曦泼洒于厚
雪上的白麻绉纱上，染上绮丽的红霞，仿佛一扫夏日的污秽。

再读《雪国》，被“川端式的美”所折服。川端康成的作品
文字美，意境更美，喜欢用镜子的意象来创造虚幻又真实的
美、超越现实的美，为我们展现了一种唯美、哀怨、冷艳的
世界。他曾说：“风雅，就是发现存在的美，感受已经发现
的美，创造有所感受的美。”他不仅是美的创造者，美的追
求者，还将日本物哀之美和幽玄之美诠释至极致。他细腻而
悲哀的笔端下处处流露出“美”，追求纤细而哀愁的情调，
让人感受到日本式的悲壮之美：哀怨、凄婉、悲悯。小说中
出现的人物形象几乎都以凄美的命运为结局，行男和叶子的
死，驹子的疯狂，岛村的挣扎，都完美的诠释了作者在对生
命的意义大彻大悟之后形成了以死为美的独特的审美观和美
学思想。

岛村

小说中多次出现“徒劳”一词，在岛村的心中，“生存本身
就是一种徒劳”。

男主人公岛村，生长在东京闹市区，是一个有着妻室儿女的
中年男子，坐食遗产，无所事事，过着慵懒的生活，没有什
么追求和人生目标，偶尔通过照片和文字资料研究、评论西
洋舞蹈，实属无稽之谈。他不是欣赏舞蹈家栩栩如生的肉体
舞蹈艺术，而是欣赏自己空想的舞蹈幻影，这源于他自己对



虚幻美的执着追求。他想要感受生命的真实，想要真真切切
的感受到生命的存在，但最终却发现这一切都是徒劳
的。“岛村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不辞劳苦地登上山来，可
以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徒劳。正因为如此，这里边还有一种
虚幻的魅力。”他虽与驹子的肉体过分亲近，但总觉得对驹
子肌肤的依恋和对山峦憧憬的相思之情，如同梦境一般。

岛村虽拥有丰厚的遗产，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温馨的家庭，
可爱的儿女，但他整日无所事事，内心极度空虚，百无聊赖，
在他看来，生命本来就是一场徒劳罢了，一切的存在都变化
无常，毫无意义。

驹子

小说中的驹子，是岛村第二次去雪国想要见的人，是川端康
成作品中“美”的化身，真挚单纯，洋溢着青春气息。“女
子给人的印象洁净的出奇，甚至令人想到她的脚趾弯里大概
也是干净的。”她对岛村的情感像燃烧的火焰一样热情浓烈，
不能自持，尽管在岛村的心中，驹子对自己的迷恋是悲哀的、
徒劳的。

驹子是为了报答师傅，为了赚钱给师傅的儿子行男治病而被
迫做艺妓。她虽然做了艺妓，却仍然憧憬着自己的美好爱情
和幸福的未来，她努力读书学习，从十五六岁开始记日记和
读书笔记，孤独的练习弹琴，对爱情执着迷恋岛村，但她这
么炽热的感情遇到岛村，却丝毫得不到回报。在岛村看来，
驹子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没有任何价值的。驹子是
行男的未婚妻，而行男却身患重病，不久将离开人世。“驹
子恪守婚约也罢，甚至卖身让他疗养也罢，这一切不是徒劳
又是什么呢？”驹子去车站为岛村送行，叶子跑来告诉她行
男病危，行男想见她，而驹子却不肯回去见行男最后一面，
执意要送岛村离开。所有的种种付出，只是一种美丽的徒劳，
一种无意义的努力而已。



驹子的一生是悲壮的、徒劳的，她坚持与自己周围的'环境抗
争着，只为有尊严的活着，可最终她的抗争只是成为了一种
虚无的东西而存在，她的抗争是实实在在的，可最终的结果
却是真真切切的徒劳的悲哀。在虚与实的矛盾中，一切反抗
皆是虚无缥缈、徒劳无益。

叶子

小说中的叶子，是另一种“美”的化身，虚无而美丽。在这
部作品中，作者对叶子的形象描写惜字如金，但她却是小说
中的灵魂人物。小说以叶子开篇，又以叶子的死戛然而止。
叶子以“优美而又悲凄”的声音，久久在雪夜里回荡，给人
以无限的遐想和美感，透过车窗，镜面映现的虚与实，好像
电影里的叠影一样在晃动，岛村看见叶子的美，内心几乎为
之颤动。叶子的形象近乎完美，甚至连她的死也如此凄美。
叶子对于岛村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成为岛村幻想中心
灵的净土。

岛村反复用“优美”和“悲凄”来形容叶子悲凉的声音，仿
佛穿透茫茫白雪，穿越重山叠峦，在雪国留下一片凄婉的宁
静。叶子美得纯粹凄迷，是无法用指尖所能触及的东西，像
雪国的冰雪一样，冰清圣洁、稍纵即逝却无限永恒。

小说中，除了对叶子的声音描写以外，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对
她眼神的描写。“她的眼睛同灯光重叠的那一瞬间，就像在
夕阳的余晖里飞舞的妖艳而美丽的夜光虫。”岛村再次见到
叶子时，“叶子只尖利地瞅了岛村一眼，就一声不吭地走过
了土间。”叶子“尖利”的眼神在岛村的眼睛里闪耀，宛如
远处的灯光，照亮他内心世界不曾看见的光，直击他的灵魂
深处。那双如灯火般绚烂的慧眼，冷眼看着残酷的世界，透
出永恒的光芒，熠熠生辉，亘古不变。

叶子与众不同，洁身自好，“从没赴宴陪过客”。她虽和驹
子一样身世悲惨，但她淳朴善良，及富有同情心，对爱情忠



贞不渝。她虽是个姑娘，却“像慈母般地照拂比自己岁数大
的男子，老远看去，免不了会被人看作夫妻。”她是行男的
情人，当行男生病时，她无微不至、不辞辛劳地照顾他，一
心一意地爱他。当行男病危时，她乞求驹子见行男最后一面。
当行男病逝后，她仍然坚持每天去扫墓。叶子时一生，只为
爱而活，不掺任何杂质。行男死后，她对世间的一切了无挂
碍，在一场大火中香消玉殒，“由于失去生命而显得自由
了”。

叶子时死，是一种解脱。“不知为什么，岛村总觉得叶子并
没有死。她内在的生命在变形，变成另一种东西。”她为爱
而生，为爱而死，她纯洁的爱情在另一个世界里升华成为永
恒，尽管如此悲凉。她的生命在美的瞬间“求得永恒的静
寂”。叶子的美，虚无空灵，是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
一片看不到颗粒的精神田野，是超越一切现实的绝美境界。

一切美的事物，如樱花般璀璨凄楚，如雪花般圣洁易逝，在
死亡中得到永恒。正如川端康成所说：“自杀而无遗书，是
最好不过的，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话。”他以无言的沉默，
通过自杀的告别，完成了对死亡美的日本式诠释。

《雪国》虽是一部中篇小说，篇幅不长，故事情节简单，但
是却花了13年的时间才完成。在川端康成创作《雪国》时，
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
争的时期。在作品中，川端康成没有正面描写战争的残酷性，
而是通过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表明自己对战争的态度。雪国，
远离战争，没有硝烟四起，只有雪弥漫在整部作品的字里行
间中。川端康成以细腻的笔触描写无处不在的雪，也表明作
者希望远离战争，向往和平的美好愿望。

雪，洁白无瑕，明净澄澈，却又稍纵即逝，转眼成空，具有
洁净之美、虚无之美、悲哀之美。在川端康成眼中，世事无
常，无论做什么，其结果都是徒劳，他以死来诠释生命美的
永恒，诠释川端康成式的物哀之美，也表达了他对真善美的



执着追求。

雪国读书心得篇五

在《雪国》这部作品中，描述了一位自由撰稿的舞蹈研究家
岛村在一次机遇中认识了当地的一位艺妓后的情景，那时所
谓的艺妓就是平时在家里做些平凡的家事，过着极为普通的
生活，待到被召唤时就立刻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地道的艺妓，
有的时候她们在客人的旅馆内一起歇宿，大家坐在火盆旁闲
聊一些家常，很自然地同客人们熟悉起来，而后，当她们看
到男人们穿着棉睡衣就寝或起床时便会给予精心的料理，驹
子就是这种地方艺妓中普通的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
人逐渐的熟悉起来，并且经常见面。

这部小说重点在于其文字的感染力的成功。通过岛村和驹子
之间的对话及其之间的关系的演变，极其丰富的表现了其文
字的浸透力。在这样普通的生活场景中，充分的显现了日本
的民族特色文化，将这些特殊的食物连接起来，组成了一个
个唯美的画面，给人以丰富的想象力，甚至还会有情感的共
鸣。

作者通过“雪”这样的事物，来表达在日本所说的美学的体
现。从这些文字中我可以看出作者的一种平静的心情。人物
中岛村对于叶子的印象比驹子还要深刻。叶子的出现和逝去，
那是一种从静美的状态跌落到凄美的情景。

总而言之，这部小说是川端康成对日本传统文化的担忧，即
营造了雪国这样一个唯美的环境来寄托自己对日本文化及其
传统美学观念的情感。整部小说都体现了川端一种孤寂的心
灵，表达自己的一种终极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