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古都读后感高中(汇总5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读
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
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
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古都读后感高中篇一

回首昨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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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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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川端康成是日
本现代主义文学的一员，文章十分的新颖，内容也具有一定
的近代性，也可以说成是十分异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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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都读后感高中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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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小说雪国读后感作文4

当我读完这个故事的最后一页合时，捂住眼睛害怕图书馆周
围的有人发现我被感动了，但又顾不上害怕被人发现的心情
我仰坐在硬邦邦的木椅子上感叹到这是多么细腻动人的故事
啊。乃至于晚上在床上闭着眼睛都能想起驹子俯趴在地上扎
榻榻米的神情、干枯死亡了的飞蛾从纱窗上飘落的响声，岛
村留在雪地上孤独的脚印，尽可能的去想象怎样的音色才能
发出叶子那优美清澈得近乎悲凄的声音和怎样的夜晚才能呈
现出那铁道轨迹上空璀璨的银河。我沉浸在那面映着叶子明
亮的眼睛和窗外跳动着的黄昏景色的“镜子”里，仿佛只能
听到火车轰隆隆的响声，脑中闪现的却是那个姑娘脸上蓝色
得发白的寒光。那面镜子里的世界就是雪国吧!雪国就在那面
镜子里吧!

雪国不同于“我”生活的大都市，雪国是“我”憧憬的又不
敢追求的国度。“我”在雪国的经历还有遇见的人和看过景
对于“我”来说都是十分珍贵和遥远的。当叶子从火楼中摔
下来的时候我知道“美”消失了，即使是这样“我”承认自
己还是懦弱的，因为始终“我”都没有勇气像叶子或是驹子
一样孤注一掷的单纯的近乎徒劳地去追求自己的所爱(无论是
人还是事)。

单纯呐，徒劳呐，在“我”眼中这样不假思索与简单的行动
是极其耀眼与崇高的。很少有人舍得放弃已有的东西，很少
有人诚实的面对自己与身边的人。

叶子死的时候驹子心里肯定觉得很对不起她吧，行男去世的
时候她那么执拗的不回去，后来也不去坟前看他，如今叶子
也走得那么突然，大概叶子的一生是被自己毁了的吧，那个



孩子本来就过得很清苦的了。“之前，她说她想一个人去东
京的……”“是这样吗?那她应该会很幸福的，她想离开这里
不是吗?”

小说以叶子的死结局，岛村是不会再到雪国去了吧。那里的
人不止驹子和叶子，有个老艺伎也是如此，还有其他人
吧……这样纯净徒劳的爱都如此令人悲伤。

古都读后感高中篇三

“但是，看上去她那种对城市事物的憧憬，现在已隐藏在纯
朴的绝望之中，变成一种天真的梦想。他强烈地感到：她这
种情感与其说带有城市败北者的那种傲慢的不满，不如说是
一种单纯的徒劳。她自己没有显露出落寂的样子，然而在岛
村的眼里却成了难以想象的哀愁。如果一味沉溺在这种思绪
里，连岛村自己恐怕也要陷入缥缈的感伤之中，以为生命本
身就是一种徒劳。”

______题记

凄美人生

《雪国》讲述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它一反传统小说的笔
法，不突出情节，琐碎细小，哀婉缠绵。

驹子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描写得细腻传神，让人品味不荆
她的每一举动饱含着对爱的执著，对生命的渴望，对尊严的
追求。她是混乱污浊的人世中纯洁的尤物，让人怜爱和心痛。
虽为艺妓，却有着真诚细腻的情感，身处不幸却又奋斗不息。

岛村同情驹子，爱着驹子却又无能为力。家庭的牵累，世俗
的牵绊，他不能突破。他能为驹子做些什么?这份爱本是没有
结果的徒劳。



叶子何尝不是单纯的尤物。她纯真善良，干净的如莹澈的溪
水。她同样爱着岛村，青春的妒火让她平静的心微起波澜。
她对驹子爱恨掺杂，那恨却又很淡，如一缕青烟。她死了，
那样凄美，像一片随风飘落的树叶。

这篇小说缠绵悱恻而又艳丽冷峻。让人深思，回味。

伤逝.古都

古都是一座具有浓郁日本文化色彩的城市，在现代文明的冲
击下，它固守在自己的一方土地。作者哀叹古典文明的逝去，
悲痛不已。

作品介绍了分离的孪生姊妹间真挚的情感。又有浓郁的氛围
中古典的爱情故事，让人缅怀和心动。

细腻的叙述中透露出一缕淡淡的哀伤，挥之不去。是悲悼爱
情的破碎，是追忆古典的逝去，还是作者对人世的伤怀?我总
觉得一个人只有在空淡虚明的时候才会有那种难以言说的悲
悯和感伤。川端康成应该是空淡虚名的，细腻敏感的。每每
读到他的文字，总能触动我的心弦。

真爱

《千只鹤》讲述了一个爱情的悲剧。太田夫人深爱着菊治的
父亲，并成为菊治父亲的情-妇。菊治父亲死后，一个偶然的
机会，太田夫人看到了年轻的菊治。此时温柔的太田夫人却
分不清菊治与其父亲的差别。两人一着错发生了关系。为了
卸去沉重的负罪感，太田夫人选择了自杀。在以后的日子里
菊治发现他真爱着的却是太田文子，太田夫人的女儿。可是
文子不能忍受这种沉重的爱情毅然地选择了永远地离开这个
世界。

太田夫人是对还是错?错是因为太爱了吧。太田夫人太爱菊治



的父亲，以至他死后太田夫人拼命在一切东西上寻找他存在
过的.痕迹。她在和父亲长得很像的菊治身上找到了希望。与
其说她爱着菊治不如说她爱着菊治身上的踪影。

对于菊治的行为，我想是青春的冲动和儿时所收的伤害在默
默地发挥着作用。菊治父亲曾和近子发生关系，这给幼小的
菊治带来莫大的伤害。他永远不能忘记近子胸前那块丑陋的
令他恶心的黑痣。在一言一行中他不忘嘲笑近子。那嘲笑虽
不带脏话，却能一解心中之恨。

文子与菊治的爱情是含蓄的，也是悲剧的。

书中的每一个形象都是鲜活的，近子的善于谋算、世俗和嫉
妒;太田夫人的温柔，纯真;文子的安静、纯洁;菊治得细腻、
憎恶、彬彬有礼。让我喜欢，回味。

古都读后感高中篇四

其实一直以来我对日本的很多东西都是很反感的。其中的原
因自不用说。但是当我看到日本著名的作家川端康成写的散
文临终的眼时，给我极大的震撼。之后我知道了他的小说雪
国。

雪国这本书买了后，看了好几遍，看完之后，我问自己，看
完后自己有何感觉，我告诉自己，没有感觉。是的，看完之
后，心底没有留下几个特别印象深刻的人物和与之发生的事
情。但是唯一觉得的就是作者细致的景物描写。犹如，电影
画面中那些唯美的影象，人已经不是关键的因素。他们都是
一些带你走如画面的线索而已。其实，这里边有很多关于日
本一些极具地方特色的地方风土人情描写。反而，让我想起
了简爱中，对于那个阴郁的阴天的描写，低矮的旧式城堡，
有着阴霾的天，自己一个人躲在小房间窗帘的后面看这书，
那个时候看着这一段的时候，只是觉得那个景物和人物的心
情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川端康成的《雪国》凝聚着作者十二年的心血，《雪国》中
的每一个意象都有着丰富的寓意和象征。作品中作者着力描
写的无声的雪国在作品中是一个重要的自然角色，雪国四季
的自然景色魔术般地衬托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雪”的洁
白是日本美学观念的体现，日本传统美的象征，而“雪国”
则是川端为其营造的最后一块栖身的净土。雪国的晶莹剔透、
丰富多彩也象征着有过灿烂文化的日本；叶子象征着作者的
终极理念，在这里体现为日本传统。和叶子一样，行男也隐
喻了传统的日本文化，行男和叶子是一体的。行男这个名字
暗示着作者对渐渐离去的日本传统的哀悼，叶子生命的终结
也寓意着作者对日本传统文化可能消亡的命运的深沉担忧。
岛村象征着外来文化对日本文化的窥探和关照，实为西方文
明的隐喻。在驹子火一般的爱情、叶子“内在生命在变形”
的死亡、雪国魔力的感动下，他仿佛置身于银河中的灵魂最
终受到了深深的浸润，这也象征着日本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感
化力量；驹子有着双重的身份，象征着面对外来文化压力时
无力的传统维护者，是作者的化身；同时也隐喻作者在接受
外来文化时的矛盾和复杂的心情。

作家以富于抒情色彩的优美笔致，描绘年轻艺妓的身姿体态
和音容笑貌。并巧妙地用雪国独特的景致加以烘托，创造出
美不胜收的情趣和境界，使人受到强烈的感染。而看雪国的
时候，其实，心情是安静的。因为没有特别大的人物矛盾冲
突，所以没有了心情的起伏。就如同一个人在静静的欣赏着
那一方的雪景。从作品，偷窥作家，直觉告诉我，那一定是
一个有着对纯美的东西有种偏执的人。一个人总是在现实和
精神上游走，对于驹子。他描写了很多，但是印象反而没有
对叶子的印象深刻。虽然，倔强的叶子只是在开头和结尾中
出现。但是第一次的出现如果以纯美来形容的话。那么，最
后一次的从二楼跌落时候，那个场景可以用凄美来形容，但
是那一次的跌落就像个慢镜头，段落不多，却给人印象深刻！



古都读后感高中篇五

断断续续读了川端康成的《古都》，喜欢得立刻又读一遍。

正如李渔谈到女人之美在“态”，这本书也写出了“态”，
无论是女主角千重子，还是家人，乃至整个京都的风貌。试
想和服职人的千金，行走在樱花杉树，阵雨细雪之间，是何
等的画面。然而书中既没有描摹衣香鬓影，也没有诗词歌赋
的咏叹。不仅是以自然为美，更是以美为自然。就像书中人
苗子所说的：“千重子小姐很擅于梳头，所以她的头发一直
这么好看。”没错，就是这样，旁人认为出众的事物，在这
里一直这么美丽，成为一种习惯。此外，吸收了西洋元素的
新衣带和稍嫌朴素的和服，看似不够美，缺乏古都味道，却
正是通身之美的点缀，就像调味料。美人既非浓妆艳抹，也
不粗服乱头。就这样自然地美着。

川端很赞赏三岛由纪夫的《春雪》，誉为“现代的《源氏物
语》”。但那书就像一捧晶莹欲融的春雪，美得有些刻意。
主角对感情的态度也让人遗憾。《古都》则是美中有平和。
千重子的亲切，苗子的谦逊，父母的慈祥，三位追求者深情
又有礼，让人感觉他们无论怎样组合，都能幸福地生活下去。

用本居宣长的话说，这些人都“知物哀”。开头的紫花地丁
体现千重子对身世和亲情的思索，中间杉树林体现苗子清幽
纯朴的心境，都是很优美的。最后苗子在晨雪中飘然而去，
尤为迷离。姐妹相知能否相见？两位少女花落谁家？都没有
最终答案，()让书中人和读者都很牵挂。但这种微妙的惆怅
也是很有滋味的，正如紫花地丁和杉树的寂寥是很美的。

以沧桑男子之笔，写娇柔少女，写得这样好；以娇柔少女之
事，写沧桑古都，写得这样好。川端康成真是大手笔。此外，
就像贾政说的，并不堆砌光彩晶莹等字眼，以清淡悠远的手
法写出，才是古都风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