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雪国读书心得大学篇 雪国读书心
得(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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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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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国读书心得大学篇篇一

第三次看《雪国》，更加喜欢叶子这个姑娘，干净、单纯、
美好。去《雪国》的论坛转了一圈，看到了一个很不错的观
点，叶子是冷艳的，与驹子不同。就这一句话，我恍然大悟，
就是这种感觉。叶子是个让人有距离感的姑娘，或者说只是
岛村感受到了。驹子的可爱表现在热情上，而叶子的可爱更
多的是表现在她像一只小刺猬那样保护自己，躲开陌生的岛
村的时候。开头一段，岛村在火车上看到的叶子，对叶子的
描述，镜子中的美人，让人感觉到叶子那么不真实，美丽的
不可触及，可是也就是岛村的想法罢了，这个活在自己世界
中男人。

喜欢在澡堂里唱歌，爱着行男，帮着跑腿，帮着送信，想要
去东京，关心着她的驹子姐。这不长的段落里把叶子的可爱，
善良，单纯表现的淋漓尽致。最后死去，也是那么让人心疼。
像玩偶一样，落下，漂亮的脸变得苍白。蚕房在火苗中，火
苗像是银河，而叶子就是消失在这美丽的银河之中。或许叶
子太完美，她的结束也要用银河来衬托。也或许是作者对死
亡的一种赞美。于是，我们也觉得叶子最终也还是漂漂亮亮
的，纤尘不染~就这样，故事最后的悲剧也就不那么难以接受。



雪国读书心得大学篇篇二

岛村不想被世事牵连，他有妻儿却四处游荡，寻花问柳;他研
究西方舞蹈，却不喜欢直观肉体的表达，而是欣赏古文字、
图片记载的舞蹈形态，这样可以任意想象，如同“天堂的
诗”。

他欣赏驹子，觉得她世俗中带着无限的纯洁，他形容为“洁
净得出奇，甚至令人想到她的脚趾弯里大概也是干净的”。
驹子渴望生活，向往城市里的事物，这无疑给岛村虚幻的人
生带来一些真实与灵感，他形容她这种憧憬为一种“本身的
徒劳”，却带着纯真。

岛村也向往叶子，叶子清澈的声音、车窗里浮动的影像就引
来他无限遐想。他试图从驹子那打听叶子的消息，却总是徒
劳，驹子可以跟他分享任何事，她的身世、她的日记…唯独
对叶子只字不提。岛村很好奇，他不知道驹子在回避什么，
也不知道自己在渴望什么。

驹子心灵纯真，却被世俗所累，长期的艺妓生活使她不免沾
染了风尘气，一个个的宴会让她疲于应付又似乎乐在其中，
她想破茧而出，茧却越结越厚，她的抗争在岛村看来“一切
都是徒劳”。

而叶子呢?如同初雪一般干净、真诚，叶子面对现实生活是局
促不安的，低微得觉得自己什么也不会，当她面对小孩、需
要帮助的`人，她又是那么的轻快、热心，与众不同，这与驹
子的觥筹交错、曲意逢迎形成了两个世界，她认为叶子就像
一个沉重的负担，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岛村欣赏驹子身上奋
争的美，更被叶子天生的纯净所慑服。

驹子倾心于岛村，岛村倾心于一种虚幻美，对岛村来说，驹
子的存在只是“徒增了几许旅愁遥远的声音罢了”。最后，
叶子带着她那局促不安的真善美消亡在火海中，如同一个玩



偶，毫无反抗，却由于失去生命而显得自由了。

雪国读书心得大学篇篇三

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是在一本冗长复杂的名著导读里。我喜
欢它的书名——雪国，书名都带着淡淡的忧伤，连故事都是
在雪中的悲剧，仿佛天空中飘落的一片雪都有着忧伤的含义。

《雪国》的作者是我崇拜的偶像，这么说也许有些牵强，但
他无论是他的启于还是作品都给我的思想带来很大的变化。
只要是有关于他的文章甚至是短文我都会绞尽脑计地找到并
小心翼翼地阅读，生怕漏下一个字。没有过多的诗歌或是言
诗来描述他凄凉而悲伤的一生，但他的文章却可以让人感受
到他笔下那哀伤的美，作者的名字叫——川端康成。

故事在一片银白的国家慢慢露出故事的一角，雪国被莹白色
的雪花铺满，将一切丑陋伪善掩盖在尘埃之中。岛村在这里
邂逅了美丽依人艺伎驹子，两人一见如故，在雪国的日子里
岛村有了驹子的陪伴也不显无聊。从传言得知驹子有未婚夫
并重病在病由一不叫叶子的少女照料，而驹子为了筹集医药
费而做了艺妓。可当岛村询问时，驹子却矢口否认。没过多
久，驹子的未婚夫即将离开人世，照料驹子未婚夫的叶子请
驹子前去探望，可无论叶子怎么请求，驹子仍是不去，和岛
村缓步离开。驹子未婚夫死后，叶子便在大火中自杀身亡。
而岛村也只能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惋惜叶子年轻逝去的生命。

像是一不没有结尾的故事，最后的雪国火花冲天，将苍白的
雪染上了火红般的颜色，埋没在雪地里的是逐渐失去色彩的
生命，在茫茫的雪野湮没，融进那片纯白，最终尘埃落定。

川端康成用他含满悲伤的笔墨在纸上写下华丽的篇章，仿佛
只要墨汁一点便会在纸上留下艳丽的花。他的故事和他的一
样哀伤，幼年失去亲人的痛苦令他的世界观添上了凄凉的色
彩。当他以《雪国》《千只鹤》《古都》而获得否无数人梦



寐以求的诺贝尔奖后的第三年，他却以含煤气管自杀的行为
结束了自己才华而忧郁的人生。

没人能理解他这样的行为，可从他的笔墨中仿佛听见他悲怆
的叹息声，命运多桀造成了他的才华和精神。生并非死的对
立面，死潜伏于生之中。川端康成的话，仿佛是在向世界述
说他依旧存在，存在包含着死亡的生中，升华了一切。

川端康成是日本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员，他的文学作品具有必
须的特质。其作品《雪国》是一本讲述日本寻常人家在一段
旅行中发生的普通平常的事。经过这样的故事反映了人与人
之间的微妙的关系和复杂的内心境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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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歇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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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岛村和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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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经过“雪”这样的事物，来表达在日本所说的美学的体
现。从这些文字中我能够看出作者的一种平静的心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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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日本文化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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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自我的一种终极理念。

回首昨日，我们不难发现，在通古搏今的大世界里，其实仍
有许许多多我们认为已经很完美的东西，仍旧还需要那么一
些极小甚至细微的东西进行一下精心的点缀，包括我们认为
无法更改的记忆亦同样如此，《雪国》一书的出现就为我的
记忆增添了一道绚丽的亮点，《雪国》一书已记不起是哪个
假期读的了，大概距今已有许多时日了吧!然而书中精彩之处
至今仍记忆尤新。

《雪国》的作者名为川端康成，日本作家，初期的川端康成
能够说成是属于现代主义系统的作家，然而，实际上在《意
大利之歌》等许多川端康成的著名小说作品中充分的体现出，
后期的川端康成的资质都已显现出来，以往的川端康成是日
本现代主义文学的一员，文章十分的新颖，资料也具有必须
的近代性，也能够说成是十分异质的。而《雪国》则是从现
代主义向日本古典主义美意识转换时期的代表作品，是川端
康成这一时期最初的优秀小说，其中是以《雪国》为契机，
川端康成脱离了现实主义的封锁，自此充分的发挥了长篇作
家的个性。

《雪国》这部作品，如果单从语言的表达与意义这方面来看
的话，我们极易发现它只可是是浅浅淡淡的生活的一种持续，
没有什么值得真正吸收的亮点，然而如果我们着眼与它的表
现浸透力(所谓的浸透力，是指浸透于作为对象的人与物之间
的力量)。也就是着眼与它语言的价值的话，就不由你不觉得
川端康成是位很了不起的作家，也同样会认为《雪国》是一
部十分杰出的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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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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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歇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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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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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国》这部书中虽只是淡淡地描述了岛村与这个艺妓的交
往，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更进一步的从字里行间中感受它是以
其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浸透力，就会很轻易的发现《雪国》
是一部杰出的作品，因为川端康成的文学大都具有动摇作品
根基的浸透力，然而也正是它牵动了作品的整个世界，从川
端康成的文学作品登场入物男女关系的构成方式，对自然的
安排方式，以及对周边事物的接触方式来看能够说其特点就
是对于对象的浸透力。在我个人看来，无论是做为个人的人
还是男女相对的人，分别都是以其不一样的内涵存在的，可
是在川端康成的文学的思路里似乎远没有诸如此类的区别，
人与人的结合甚至人类的结合，全部都是异性的关系，人与
物的关系其实也无外乎于次，所有的人都是外在相互渗透着
的.人类的世界里。而川端康成更为关注的则是亲密熟悉的程
度，相互渗透的程度。在川端康成的《雪国》一书中，虽没
有什么大的波澜，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语，却在幽艳，光润的
文体底层，如同透过那细细的网眼，充分地展现出那充满透
力的描述，仿佛从我们的内脏中像雾一样弥漫开来，并且渗
透我门内心深处，使我迷雾内从中吸收到在其它书中所吸收
不到的文学知识。

自然、清晰、流畅是我对《雪国》一书的简短评价，然而这
评价正如《雪国》这部书一样，具有着极深的内涵，值得久
久的回味。

总觉得川端康成的作品写得太过干净，尤其是《伊豆舞女》。
干净的让人觉得一切都是幻想，在如今这样一个复杂，充满



利和欲的世界，那样纯粹、干净、真挚的情感体现着人类最
简单原始的珍贵性情，令人神往、倾心，却又不忍心打破这
份悸动。

《雪国》是以白雪的世界为背景，雪是世界上最干净、圣洁，
同时也是最美丽、飘渺近似虚幻的东西。通文都流露着一种
淡淡的苦闷、愁思、悲哀的情绪。

岛村，既是故事的男主角，又是个旁观者。对于这个人物，
我并不喜欢。他是消极的，面对驹子对自己的痴迷，他觉得
一切都是徒劳而已，他无法带给驹子想要的安心。甚至于，
他觉得自己所做的，对于驹子艳丽的美和叶子空灵、清澈的
美的贪恋、追寻都是徒劳的。他看着驹子为生活奔波，为感
情压抑，同情她、怜悯她，时而给予她一丝安慰过后又冷静
地告诉对方一切都是徒劳。

当然岛村这个看客做的也很吃力，他一直在追寻中想象中的
美丽，他渴求的清冷、干净的叶子始终不正眼看他，而让他
矛盾纠结的驹子确是一味地等着他。还时刻担心着自己的心
思被驹子看穿，想要躲着又期待着接近。

相反我很欣赏驹子，虽然付出得不到回报，依然率性而积极
地生活着，渴望爱情，执着爱情。喜欢、憎恶，每一种情绪
都表现得真实、坦然，丝毫不做作。

火车穿过长长的隧道，“夜的底层变成白色的了”。

每次翻开《雪国》，拂面与这一句相见，就想起在加州时与
杜国清老师的交谈，我们共同的遗憾。这句话的日文，似乎
中文或英文的翻译都不尽意。

有些书就留下这样的气息，引人一再重返，流连不已。

《雪国》、《千羽鹤》、《古都》的合集，以文学成就而言，



《古都》最是单纯清浅，恍若以京都四季风物作背景的莫扎
特的音乐;《千羽鹤》的编织承转亲密而微妙，近乎不着痕迹，
以超然的叙述技巧蜿蜒探入内心的幽深世界;相比之下，《雪
国》则与两部作品都极不一样，透过那样秉赋强烈、棱角鲜
明的虚构，摊开一帧按捺不住却无以寄托的精神映像。

从火车穿过隧道的那一刻开始，就处处看见两相映照的风景：
岛村眼睛里的两个女子，驹子徒劳而认真的生，与叶子悲凄
而凛冽的死之间，构成亮色与冷色、浓烈与柔敛、渐悟与顿
悟的对照，实与虚、动与静、续与断的反诘，如霞光对雪色，
如镜里照现的妖娆红颜与窗上浮映的迷离秋水;并非对比，亦
非张爱玲所偏好的“参差的对照”，而是一体之两面，是生
命在抵达死亡以前所兼具的美丽与虚幻，因为不断的消逝，
涌出不竭的眷恋。岛村并不仅仅是叙述的取角，也是风景的
一部分：叶子与行男之死别，正照应驹子与岛村之生离;而叶
子对于死的决然归赴，像透过一粒沙所洞察的世界，照亮了
岛村对于生的惝恍缱绻。

火车穿过长长的隧道，“夜的底层变成白色的了”。翻开
《雪国》，拂面与这一句相见。有些书就留下这样的气息，
引人一再重返，流连不已。“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国
雪了。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就
在这次前往雪国的火车上，岛村以车窗玻璃为镜子，沿途窥
视一位悉心照料病中青年的美丽姑娘叶子。姑娘的声音越得
近似悲凉，容貌姣好得令人心颤，全身逸放出一种冷艳的美。
她的“脸上闪现着灯光，镜中映像的清晰度并没有减弱窗外
的灯火。灯火也没有把映像抹去。灯火就这样从她的脸上闪
过，但并没有把脸照亮。

一束从远方投来的寒光，模模糊糊地照亮了她眼睛的周围。
她的眼睛同灯火重叠的那一瞬间，就像在夕阳的余晖里飞舞
的妖艳而美丽的夜光虫”，“这使岛村看入了神，他渐渐地
忘却了镜子的存在，只觉得姑娘好像漂浮在流逝的暮景之
中”。出乎意料的那个病人，竟是驹子的未婚夫。



岛村后来从盲人按摩师的口中得知，驹子迫于生计，曾在东
京当过雏妓，后被人赎出，回家乡雪国拜师，学习三弦琴，
便与三弦琴师傅的儿子行男定了婚，由于行男长期在东京养
病，驹子只好出来当艺妓，以便赚钱支付医院的医疗费用。
但驹子真正爱着的并不是将不久于人世的行男，而是浪荡公
子岛村。长期的卖笑生涯和不幸际遇严重扭曲了驹子的灵魂，
使得她的性格显得复杂而畸形，在倔强、热情、纯真而又粗
野、娇艳和低俗的同时，还保持着乡村少女的淳朴，尽管沦
落风尘，却不甘心忍受长期遭人玩弄的噩梦一般的生活，想要
“正正经经地生活”，渴望获得一个女人应该得到的纯真爱
情，并把自己的全部爱情都倾注在了岛村身上。甚至当行男
病危、弥留之际，叶子赶到车站哀求驹子回去时，驹子仍坚
持要为岛村送行而拒绝回去为行男送终。但是，在岛村看来，
她为赚取行男的医疗费用而沦落风尘的行为和对自己的那些
似于癫狂的爱却是徒劳，一种美丽的徒劳。

然而，正因为这是徒劳，才使得岛村从中感受了一种纯粹和
无偿的美。两人在给行男上坟时，意外地发现叶子正蹲在坟
前，双手合十地祭奠着亡者。几天后，岛村在他下榻的温泉
客栈的账房里见到了前来帮厨的叶了，感到自己被这个少女
吸引了。尽管驹子是爱他的，但他总有一种空虚感，把驹子
的爱情视为美的徒劳。与此同时，驹子对生存的渴望像赤裸
的肌肤一般触到了他的身上。现在，他觉得叶子的慧眼放射
出一种光芒，像是看透了这种情况。一天夜晚，叶子为帮驹
子送纸条而来到岛村的房间。闲谈中，叶子请求岛村善待驹
子，可他却表示并不能为驹子做点儿什么，觉得自己“还是
早点儿回东京去为好”。叶子便若无其事却也是认真地请岛
村把自己也带到东京去，并询问岛村是否可以雇自己为女佣。
终于，岛村觉得已经到了该离开这里的时候。他漫无目地地
游逛了一天后，傍晚又乘车回到了温泉浴场。就在驹子抱怨
岛村不带她同行时，突然响起了火警的钟声。原来，是正在
放映电影的蚕房着了火。

他们俩随救火的人群向火场跑去，缀满繁星的银河好像从他



们的后面倾泻到了前面，仿佛要拥抱大地。蚕房喷溅出的火
星子迸散到银河中，然后又扩展开去，黑烟冲上银河，相反
地，银河蓦然倾泻下来。喷射在屋顶以外的水柱，摇曳着变
成了蒙蒙的水雾，也映着银河的亮光。在消防队员喷射出的
水柱前，一个女人的身体在空中挺成水平的姿势由二楼坠落
下来。这个女人原来是叶子。由于是仰着脸坠落下来的，衣
服的底摆被掀在一只膝头上。岛村觉得，叶子并没有死去，
她内在的生命正在变形，变成了另一种东西。

岛村站稳了脚中抬头望去，银河好像哗啦一声，往他的心坎
上倾泻下来。虽没有什么大的波澜，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语，
却在幽艳，光润的文体底层，如同透过那细细的网眼，充分
地展现出那充满透力的描写，仿佛从我们的内脏中像雾一样
弥漫开来，并且渗透我门内心深处，使我迷雾内从中吸收到
在其它书中所吸收不到的文学知识。自然、清晰、流畅。这
正如《雪国》这部书一样，具有着极深的内涵，值得久久的
回味。

雪国读书心得大学篇篇四

初看《雪国》，是念大一的时候，单纯追着故事情节，许多
本该驻足的地方被我像看风景照一样的略过了。

时至今日再翻阅，竟读着读着就忧伤起来。

说起驹子，就马上想到“徒劳”二字，就像岛村说的那
样：“完全是一种徒劳嘛。”

“昨晚回来，没烧热水，在厨房叽里咣当地摸了半天，用早
餐剩下的黄酱汤泡了一碗饭，就着咸梅吃，凉飕飕的，今早
没人来叫我，醒来一看，已是十点半，本来是想七点起来的，
却起不来了。”

她把这样一些琐事，以及转了那几家客栈，宴席上的情形等



都一五一十地向他说了一遍。可惜岛村终究只是个看客，这
样的琐事打动不了他。

驹子对生活是努力的，她不去想这样的努力是否徒劳，为了
赚钱给行男治病而做了艺妓，她爱上了一年仅来一次的岛村。

她常常对着远处的空山弹奏三弦琴，即便没有观众，没有岛
村，琴音透过那冬雪化作的溪水，流过处处积雪的山群，这
让我想起张枣的那句“只要想起一生中最后悔的事，梅花便
落满了南山”的意境。

在岛村的眼里，驹子的脸蛋依然保留着北国少女那种艳红的
颜色，月光照在她那艺妓特有的肌肤上，发出贝壳一般的光
泽。

岛村望着望着，女子的脸微微左右晃了晃，又泛起了一抹红
晕。然而这样一个百媚千娇，热爱命运和自己的她，他仅仅
只说了一句：“你是个好女人。”

他了解驹子的一切，可是驹子却一点也不了解他。驹子为岛
村弹三弦琴，曲终时岛村心想：“唉，这个女人在迷恋着我
呢，这又是多么可悲啊。”驹子弹着弹着，忽然说：“你要
回东京了，我要去看看车站。”

“一年一次也好，你来啊，我在这里的时候，请一定一年来
一次。”驹子说。

她的爱纯洁而徒劳，她对岛村迸发出的那种奔放的热情，使
岛村觉得格外可怜。“驹子为什么闯进自己的生活中来呢?”
岛村自己也无法解释。

忽然想起(艺妓回忆录)里的一段话：艺妓永远不可能成为伴
侣，她只能是男人的半妻。



对于岛村是否爱着驹子，川端只这样写道：“驹子撞击墙壁
的空虚回声，岛村听起来有如雪花飘落在自己心田里。”驹
子的悲哀的美，雪国婉约的宁静，以及岛村所体悟到的那种
虚无，这样的爱情，没有火焰般炙热的温度，没有歇斯底里
的低吼，只有如冬雪一般淡泊的哀伤。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吸引着彼此
呢，如果非得找一个词的话，那就是‘孤独’。

为此，岛村还专门去翻译过一些国外的舞蹈理论作品，尽管
他知道翻译出来的作品日本舞蹈界恐怕没有什么用处。岛村
说：“通过自己的工作来嘲笑自己，恐怕也是一种撒娇的乐
趣吧。说不定由此可以产生他那悲哀的梦幻世界，所以也就
毫无必要急于出来旅行了。”一个向往自由的人，骨子里往
往有着天真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让他不务实，不适应生活，
不安定，甚至是不爱。

这就是为什么驹子那么爱他，他却觉得悲哀的原因，岛村追
寻的物过于理想，过于虚无，驹子对他的爱，是驹子孤独的
转化，正如他对她的一样，所以他觉得徒劳。

在川端看来，美与悲是密不可分的，雪国就是典型的具有物
哀的小说。生存本就是就是一种徒劳，徒劳就是白白地，就
是没有。但即便如此，这样的努力仍散发着令人振撼的美，
那怕它近乎破灭，和悲戚。

《雪国》读书心得5

有些书就留下这样的气息，引人一再重返，流连不已。——
题记

川端康成是日本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员，他的文学作品具有一
定的特质，其作品《雪国》是一本讲述日本寻常人家在一段
旅行中发生的普通平常的事。通过这样的故事反映了人与人



之间的微妙的关系和复杂的内心情感世界。

《雪国》、《千羽鹤》、《古都》的，以文学成就而言，
《古都》最是单纯清浅，恍若以京都四季风物作背景的莫扎
特的音乐;《千羽鹤》的编织承转亲密而微妙，近乎不着痕迹，
以超然的叙述技巧蜿蜒探入内心的幽深世界;相比之下，《雪
国》则与两部作品都极不一样，透过那样秉赋强烈、棱角鲜
明的虚构，摊开一帧按捺不住却无以寄托的精神映像。

从火车穿过隧道的那一刻开始，就处处看见两相映照的风景：
岛村眼睛里的两个女子，驹子徒劳而认真的生，与叶子悲凄
而凛冽的死之间，构成亮色与冷色、浓烈与柔敛、渐悟与顿
悟的对照，实与虚、动与静、续与断的反诘，如霞光对雪色，
如镜里照现的妖娆红颜与窗上浮映的迷离秋水;并非对比，亦
非张爱玲所偏好的“参差的对照”，而是一体之两面，是生
命在抵达死亡以前所兼具的美丽与虚幻，因为不断的消逝，
涌出不竭的眷恋。岛村并不仅仅是叙述的取角，也是风景的
一部分：叶子与行男之死别，正照应驹子与岛村之生离;而叶
子对于死的决然归赴，像透过一粒沙所洞察的世界，照亮了
岛村对于生的惝恍缱绻。

雪国读书心得大学篇篇五

《雪国》的故事在一个银色的国度里慢慢地揭开了故事的一
角，雪国被白雪覆盖，一切丑陋的虚伪都蒙上了灰尘。岛村
遇到了这里美丽的艺妓驹子，两人一见如故，在雪国的日子
里岛村有驹子的陪伴并不无聊。

有传言说驹子有一个病重的未婚夫，由一个叫叶子的女子照
顾，而驹子成为艺妓是为了支付医药费。但当岛村里问起时，
小马却矢口否认。过了没多久，驹子的未婚夫就要离开这个
世界了，照顾驹子未婚夫的叶子请驹子去探望，但是不管叶
子怎么请求，驹子还是不去，和岛村慢慢的离开了。



驹子未婚夫死后，叶子在大火中自杀，而岛村只能站在旁观
者的角度，为驹子失去生命而难过。

就像一个没有尽头的故事，在最后，雪国火花飞天，让白雪
染上了火红的颜色，埋在雪地里的是渐渐失去了色彩的生命，
在茫茫的雪地里湮灭，融化成一片洁白，最后尘埃落定。

川端康成用他充满悲伤的笔墨在纸上写下了壮丽的篇章，仿
佛一点点墨水就会在纸上留下绚丽的花朵。他的故事和他自
己的一样悲伤，早年失去亲人的痛苦为他的世界观增添了一
抹暗淡的色彩。在凭借《雪原》、《千只鹤》和《古都》获
得梦寐以求的诺贝尔奖三年后，他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
才华横溢而又忧郁的一生。

没有人能理解他的这种行为，但你可以在他的作品中听到他
悲伤的叹息。生命不是死亡的对立面。死亡潜伏在生命中。
川端康成的话，仿佛在告诉世人，他依然存在，生命的存在
中包含着死亡，让一切得到升华。

看完《雪国》，像听了一首柔柔的歌曲，心底留下的是挥之
不去的余间悬绕。纯纯的曲调，像极了冬日里暖暖的阳光，
带着令人窒息的气味，慢慢的融入心肠。

记不清是第几次翻看《雪国》了，却一直没有机会看全。也
记不清是多少次在杂志、书评上看到别人推荐这本书，却一
直没有买到手。特意抽了一天的时间逛书市，跑遍了整个图
书城，问了很多个书店，最后一位漂亮的阿姨帮忙找到了它，
小心的揣在怀里，坐着人攘攘的公车回来，天已经快黑了。

并不像那些名著一样那么厚，溥溥的一沓纸里散发着芬芳的
书香，连着几个晚上，我都像品味一壶珍茶一样式，几张几
张的细看。困了要小心易易的把书放好，然后带着浓浓的疲
惫入睡。



尽管如此，我却感到了困惑，那就感觉就像一个看不懂线谱
和乐理的人听到一首好曲子时一样，有心灵的陶醉，也有悦
耳的感受，却不知道好到底好在哪里。《雪国》就是首这样
的乐曲。虽然我不知道它好在哪里，但我依然愿意贯注我的
全心去倾听。

书的内容讲的是一个遥远的岛国小镇，那里有温泉，产丝织
品，终年积雪，每年都会有像岛村一样莫名前来的游客。作
者通过岛村在火车上一对打扮得很像夫妻然而又给人很怪感
觉的人的描写，引出许多其它的话题，如雪国小站的景物，
岛村对驹子的想念等等。

岛村不想被世事牵连，他有妻儿却四处游荡，寻花问柳;他研
究西方舞蹈，却不喜欢直观肉体的表达，而是欣赏古文字、
图片记载的舞蹈形态，这样可以任意想象，如同“天堂的
诗”。

他欣赏驹子，觉得她世俗中带着无限的纯洁，他形容为“洁
净得出奇，甚至令人想到她的脚趾弯里大概也是干净的”。
驹子渴望生活，向往城市里的事物，这无疑给岛村虚幻的人
生带来一些真实与灵感，他形容她这种憧憬为一种“本身的
徒劳”，却带着纯真。

岛村也向往叶子，叶子清澈的声音、车窗里浮动的影像就引
来他无限遐想。他试图从驹子那打听叶子的消息，却总是徒
劳，驹子可以跟他分享任何事，她的身世、她的日记…唯独
对叶子只字不提。岛村很好奇，他不知道驹子在回避什么，
也不知道自己在渴望什么。

驹子心灵纯真，却被世俗所累，长期的艺妓生活使她不免沾
染了风尘气，一个个的宴会让她疲于应付又似乎乐在其中，
她想破茧而出，茧却越结越厚，她的抗争在岛村看来“一切
都是徒劳”。



而叶子呢?如同初雪一般干净、真诚，叶子面对现实生活是局
促不安的，低微得觉得自己什么也不会，当她面对小孩、需
要帮助的人，她又是那么的轻快、热心，与众不同，这与驹
子的觥筹交错、曲意逢迎形成了两个世界，她认为叶子就像
一个沉重的负担，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岛村欣赏驹子身上奋
争的美，更被叶子天生的纯净所慑服。

驹子倾心于岛村，岛村倾心于一种虚幻美，对岛村来说，驹
子的存在只是“徒增了几许旅愁遥远的声音罢了”。最后，
叶子带着她那局促不安的真善美消亡在火海中，如同一个玩
偶，毫无反抗，却由于失去生命而显得自由了。

《雪国》这部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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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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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若初见，便不如不见的好，驹子与岛村的相见便是如此。
初见时，刹那间便是永恒。驹子为岛村的见识与明朗所深深
折服，从此心中的爱慕之情便油然而生。岛村因欣赏舞蹈艺
术而与驹子成为知己，驹子的热情也为岛村心中的凄凉阴影
带来了一丝温暖，犹如冬日之骄阳融化冰雪一般。

驹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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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的身份是艺妓，她的命运已经定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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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村是雪国里独自飘零的孤叶，
在风中，这般孤寂凄清，历尽人世沧桑和炎凉世态，养成了
一种孤独沉默的性格，对于世事采取漠然的态度。纵然及力
去追寻内心，然而却逃不过命运的安排。



总体来说，《雪国》的情节并不复杂，主要围绕三个人物驹
子、岛村和叶子来展开。尽管如此，川端康成的语言却给人
一种凄凉无奈之感。驹子的无力，令人伤感无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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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
个意义上看，她代表着雪国。其实，驹子的形象随着叶子的
死去而幻灭，她悲凉的喊叫声意味着最后的挣扎，但却依旧
无力。她——注定不能摆脱命运，雪国的凄冷已成宿命。

《雪国》的景映人，人印景的细腻描述，经常是读者用尽想
象才能构想出作者笔下旋转视角的人和景，才能适应快速转
折的忧郁。以主角岛村镜中所见映出心中所想的方式道来他
的沿途所见所感，正契合他相对村庄的访客身份。岛村与驹
子及其身边人和事的纠缠，把他塞进了温泉乡原有的普通生
活轨迹里。冬日雪，镜中像，醉酒人。生于东京、偶入小镇
和曾入东京、长居小镇的两个人物形象，带着突兀和纠葛两
种感觉在日常生活的缓慢流淌中交织。在一次次意料之外又
在情理之中的男女对白，暗含着驹子刻意持续克制而引发的
不自然，和抑制不住的迷恋。

整篇小说透露出完美中发现缺憾的忧愁。驹子对于岛村固执
的反复念想，也许正深藏着对城市事物的憧憬。初期每次的
见面，驹子都还要在天亮前回到客栈里，回到自己将要一向
栖居的阁楼里。这样平常的生活细节里，渐渐露出她对未来
无法预知的哀愁，对现实无法改变的挣扎，这样的驹子身上
仿佛有一种虚幻的魅力。这也许就是吸引岛村从老远赶来的，
她身上令人深深同情的东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