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觅渡读后感(实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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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想要好好写
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是小编带来
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觅渡读后感篇一

手里捧着一本《觅渡》，陷入沉思的境地。觅渡，多么富有
诗意的名字，掺杂着些许哲思，袭上心头。良久，翻开书页，
浸入另一个灵魂的另一片思绪的海，穷尽目力之所及，只为
觅渡。

梁衡，在今日这个似与巨匠诀别了的时代，也算是哲人高手。
小学课本上便摘、节了他一篇《跨越百年的美丽》和一篇
《夏感》。当时读之，不以为然，只觉《跨越》一篇枯燥无
味，倒是《夏感》还有些韵味哲思。读罢这两篇后，便与梁
衡在精神上又断了联系，还是不以为然。

直至今日，才与梁君重逢，一路从他那“大情大理”读
至“理性人生”，既有颇多赞许，也有良多感触，更有几句
怨言。就先从好处说起吧，依我个人之见，以梁先生游山访
水之多，若将“大情大理”几篇写成游记式的文章也未尝不
可。可他偏不，只是单以风景为线索写起，一直写至中共党
史上几颗明星的思想、精神，读来大有金戈回响、荡气回肠
之感，更是为我这等粗通党史但知之甚少的人物指明了一条
去路。就这几篇文章而言，总体上都与“觅渡”的中心相呼
应，个人或整党在风雨飘摇中苦苦寻觅通向彼岸的渡口，分
外厚重而不压抑，既有古苍之意又有空灵和超脱。

“青史如镜”更显古意，其中兼杂诗词格令，读来朗朗上口，
再加梁衡目光敏锐如电，稍加点拨便揭露出人物真性情，对



我更是极有裨益，于我就像阶梯，不用翻阅史籍，查看经典
便已在脑海中勾勒出了柳、李、辛等词人模样。而后有“理
性人生”，总体上呼应觅渡之苦、之乐、之难之余又跟据见
闻，旁征博引地借游览之名行议论之实，淋漓尽致地突出了
自己对艺术的热爱。草草读完全书，一扫前见之余顿生赞赏、
钦佩。

当然，在我看来，全书也有不足。梁君作品似有些未脱匠气
书卷气，且犹以“山川如我”篇最重。这篇更有梁衡显露见
识之广、饱览山川之意，若是君子读之当然心中坦荡无恙，
但我等真小人读了不免横生枝节。梁衡自以为得意的“六年
磨一剑”之作《觅渡，觅渡，渡何处》，酝酿过久以至匠气
太浓，除了题目有“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之意，倒显得文
章平庸了。

觅渡读后感篇二

《觅渡》是一本语言优美，意味隽永的散言集。这里面有政
治历史的咀嚼，有山川风景的感怀，有人生社会的思考。人
为什么要写文章?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得回答人为什么要读文章。
说到底，写作与阅读是一种供求关系。阅读是一种精神需求，
如同吃饭是一种物质需求。这种需求由低到高可分为六个层
次：刺激、休闲、信息、知识、思想和审美。人总是在精神
上追求这六种东西。要不然他就会感到空虚如同没有吃饭，
会感到饥饿。由于阅读者的文化修养、职业特点不同，阅读
的层次也不同。就是同一层次的人或者同一位读者，在不同
时空、不同心情下，阅读的内容也有不同，比如在书房里和
在地铁里读的东西就不一样。连---都说他喜欢豪放派，但读
一段后，又想读婉约派，过一段，又反过来读豪放派。阅读
是一个复杂的精神会餐，综合充电。阅读复杂，写作也就复
杂。满足休闲有闲话、笑话等读物;满足信息有报纸;满足知
识有专业的或普及的读物。而满足思想和审美这两个较高层
次，可以是专门的思想理论和美学读物，也可以体现在其他
各类读物中。散文是一种形式短小，但又旨趣高雅的文种，



它不是应用文，不以求实，而专攻虚境，主要满足人的思想
和审美这两个较高需求的。它可以叙述任何内容，但必须见
美见理。文章为思想和美感而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最后一页的还书条上赫然印着12月13日，挺舍不得还的。

有些书或许只与你有一面之缘，有些却在一面之缘后，令你
心愿让缘分继续。

读过梁衡，可能说他的有些文章题材，那种历史文化背景我
并不着迷也未曾接触，但综合起来我不得不敬佩并喜欢他的
思想。很难用几个形容词表现他的思想、他的笔锋究竟是怎
样的，但是他打动我，似乎让灵魂有路可走，找到了一条优
雅的道路去走。他写《把栏杆拍遍》的辛弃疾，《乱世中的
美神》李清照，和居里夫人那《跨越百年的美丽》;写《杏花
村访酒》，访到这个小山村在天地之间不可挪移的韵味;写
《节的联想》《追寻那遥远的美丽》《热炕》《忽又重听走
西口》，思考生活的道理，思考艺术的境界，思考事业的价
值。概括来，我能够感受到他的许多观点是我感同身受的，
其实也是打动我的。

觅渡读后感篇三

一个柔弱之身的白衣书生，一个慷慨就义的革命英雄，他，
就是瞿秋白。

秋白的文才折服了一代人。黄埔军校，上海大学的讲台上都
有他的身影。学生们求知若渴的大眼睛与坐无缺席的讲堂，
无不衬托出他那熠熠闪光的才华。秋白热爱文学，喜爱探索
知识带给他的欢乐。他一生可以浸泡在书斋里，伴着书香气
息，创作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学。把文字间的美丽带给后人，
成为德高望重的'文学泰斗。并完全远离世俗，脱离战火硝烟，
兵荒马乱，不参与一切革命纷争。



尽管如此，尽管文学高于一切，尽管他会在腥风血雨的斗争
中受尽煎熬与困苦，瞿秋白仍然选择了革命。在寻觅前方路
途的岔路口，将小舟驶向崎岖蜿蜒的道路。

瞿秋白以职业革命家自许。“八七会议”，他挑起了统帅全
党的重担，发出毅然决然的吼声。可随即，被党的“左倾”
狠狠地遏制住了喉，等着敌人的屠刀来砍。秋白被捕入狱。
他虽为柔弱之躯，却内心纵横交错，有坦荡如砥。秋白明了
了生死大义，锋利的刀架在了脖子上，寒冷刺骨也全然不惧。
他已获得了最大的坚强，从容。

秋白一生在觅渡，一生也没有泊在好码头。他在无尽的探寻，
寻找生命的归宿，探究自己内心的本真。

觅渡，觅渡，渡何处？

觅渡读后感篇四

《人杰鬼雄》的压卷之作《觅渡》，是一篇评价瞿秋白的散
文。秋白去世半个世纪了，为什么人们至今以至永远怀念他，
纪念他?是因为他当过党的领袖?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还是因
为他的从容赴死?当然有这些因素。而梁衡在散文中却绕过这
些，突出地评述了秋白对生、对死、对名的态度。

几十年来，描写秋白、纪念秋白、评价秋白的文章浩如烟海，
而梁衡是第一个从人格上剖析秋白，一层层逼近秋白人性的
最高境界，用秋白的人格魅力在读者心中搅起了轩然大波。
难怪此文一出，先后有百多家报刊，难怪秋白的女儿独伊读过
《觅渡》之后，在致梁衡的信中说：“父亲一生磨难多，争
议多，先生的一支笔概括了父亲的一生，提炼了他生命的精
华。让没有读过党史的人，也能清晰地感到父亲的思想脉络，
和他对党对国家的赤子之心。”“静夜沉思，咀嚼先生美文，
我常心存感激，感谢先生将个人的思考变成了亿万人对父亲
的追思”。诚哉斯言!信哉斯言!记得当年《觅渡》一出，我



们几个先睹为快的人，便不约而同，相互推荐。此后的几年
里，我读此文不下十遍，每读一遍，就觉得和秋白接近了一
步，但又总觉得和秋白有说不尽的话。秋白一生是一幅读不
完的名画，梁衡的《觅渡》是一篇读不尽的散文。

梁衡评价瞿秋白的话：“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
或许，这句话是最能概括整本书的内涵的，也是给了我深深
的启示。

以瞿秋白的才干，他完全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翻译家、
金石家、书法家或名医。但他却偏偏选择了革命家这条路。
他的壮烈牺牲，我们在无限惋惜的同时，更多的，是景仰和
崇敬。梁衡评价其为“舍其事而成其心”，也就是宁可放弃
轻松安逸的生活也要追求自己的理想。于是，我想：人要努
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觅渡读后感篇五

《枫林渡》这本书是曹文轩写的，说实话，曹文轩的书我还
真没看过几本。

故事中的主人公蓝蓝是一个可爱、亲切、不因为自己的外婆
是市长而骄傲。不明白为什么这本书看到最后我也会落泪，
或许是因为这本书太感人了吧。蓝蓝的妈妈在我看来一直扮
演着一个坏人的角色，一开始不让大杂院的孩子和蓝蓝、童童
（蓝蓝的弟弟）玩，然后私自让蓝蓝和童童转到别的地方，
后来又把童童教育成了一个仗着自己的外婆是市长就看不起
别人。蓝蓝的奶奶和外婆，奶奶是过分溺爱自己的孩子，外
婆则分得清的好坏，用一个巧妙的办法将仗着自己的外婆是
市长就看不起别人的童童教育成了和蓝蓝一样的人。

稻虎哥（蓝蓝在乡下时的哥哥）回枫林渡了，蓝蓝的奶奶回
枫林渡了，兰兰最后也回枫林渡了，但为了救蓝蓝而变成短
尾巴的猫却再也回不来了。短尾巴成了童童捣蛋的替罪羊，



最后被汽车给压轧死了。(语文迷)。

上一篇：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