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雨初听读后感(模板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
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
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晨雨初听读后感篇一

在淅淅沥沥下着小雨的冬季，很应景地读着余秋雨的《晨雨
初听》，听着雨声，跟着文字的脚步，走进一个个耐人寻味
的故事。

一场心路的旅行。

“只有书籍，能把遥远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带来给你；只有
书籍，能把高贵生命早已飘散的信号传递给你；只有书籍，
能把一切美好与智慧对比着丑陋与愚蠢呈现给你。”

本书是余秋雨的散文集，收有《青年人的阅读》、《寻找文
化现场》、《一个王朝的背影》、《遥远的绝响》、《最后
的课程》、《人生的最后智慧》等文章。

这是为学生编选的一本书，青年学生读点文学，学点写作，
主要不是为了今后当作家。当文学被看成是一种非职业性的
人生素养，当写作被看成是一种跨专业的社会性训练，它们
反而会真正重要起来。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优秀的专业作家
拥有一个更广阔的接受平台。

作者余秋雨用自己的笔墨为我们拨云见日，用公正的心态对
待每一种文明，为我们打开视野。每一位文化人都应有自己
的使命，为天地立心。

一群年轻人与一个中年人在这里初次见面，还会一起逗留一



段时间。没准还能成为长久的朋友。青年学生读点文学，学
点写作，主要不是为了今后当作家。

青春季节的.阅读，确实是最美好的人生状态，是青春最好的
保鲜和美容。

在书里，跟着余秋雨先生的脚步，既可以游览山河万里，又
可以欣赏八方胜景，既可以追寻到古代文明的历史文化遗址，
又可以了解才子苏轼、清代皇帝康熙、魏晋竹林七贤乃至现
代作家张爱玲的生平轶事。

最重要的是，读余秋雨先生的文，带给你的是内心的沉淀和
平静，以及对文化的思索和考量。他的语言有属于自己的风
格，一眼就可识别出来。它绵厚而不沉闷，沉重而不冗繁，
新颖而不轻佻，个性而不张扬，有着谢婉莹的冰心，思想看
似浅显，却深有蕴藉，如佛偈如禅语，总是带给人一种醍醐
灌顶的感觉。

读过他书的人应该知道，先生的散文大多以景物为题名，但
是他不同于以往散文只关注景物的自然现象，多以个人的感
情抒发和自我表现为主，而是用他深邃的目光，透过这些现
象，把关注的焦点定位在这些自然景观背后所沉淀的文化内
涵上。

正如作者所说的：“我发现我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
化和文人留下的较深脚印所在，说明我的心底的山水，并不
是完全的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

跟着余秋雨的晨步微雨走得漫不经心，又走得耐人寻味。读
他的书，像回到了过去，把一段历史重新经历了一遍，把那
些历史名人又从新认识了一次。万水千山总是情，一步一步，
艰难泥泞，令人神往刻骨。

人生体验最深刻的地方是无法用言辞来传递的，只有让你自



己去体验。

从《文化苦旅》到《千年一叹》，从《秋雨散文》到《晨雨
初听》，作者余秋雨的文字很有深度的，这跟人的经历、见
识、成长等都有关系。这本书里有几篇文章在另外集子里也
读到过，但再次阅读，还是有一些震撼，值得再读。

晨雨初听读后感篇二

现在该来看看那些可怜的日本失足妇女。

论资格，这些失足妇女要比埋在近旁的军人老得多。大概从
二十世纪初年以来，日本失足妇女蜂拥来南洋有过几次高潮，
每次都和日本经济的萧条有关。而当时的.南洋，由于橡胶和
锡矿的开采，经济颇为繁荣，大批在国内不易谋生的日本少
女就不远千里，给南洋带来了屈辱的笑颜。

日本女子的美貌和温柔使她们很快压倒了南洋各地的其他娱
乐项目，轰轰烈烈地构成了一种宏大的职业。从野心勃勃的
创业者到含辛茹苦的锡矿工人，都随时随地能找到适合自己
的日本娼寮。各国、各族的嫖客，都在日本妓院中进进出出。
在这个时候，日本民族在南洋的形象，显得既柔弱又可怜。

既然日妓南下与日本经济萧条有密切关系，而经济萧条又是
日本必须向外扩张的根本动因，那么，不妨说，日本失足妇
女的先来和日本军人的后到，确实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让
他们的坟墓紧紧靠在一起，好像是故意在搭建一种历史逻辑。

当日本军队占领南洋时，原先在这里的失足妇女再加上军妓，
日妓的数量更是达到空前，连著名的南华女子中学也解散而
成了日本艺妓馆。这简直成了一支与“皇军”可以并驾齐驱
的队伍，有人戏称为“大和部队”。据说还有一位日本官员
故意向寺内寿一总司令报告：“大和部队已经打进来了。”
寺内寿一因此而把不少军妓遣送回国，但日本失足妇女真正



在南洋的锐减，则是在日本投降之后。这些已经够屈辱了的
女子，无法在更屈辱的大背景下继续谋生了。事实上，即便
是战败的苦难，她们也比军阀们受得深，尽管她们远不是战
争的发动者，也没有因战争而有任何得益。

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学家在选择袭击险径。车上的
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让人更觉悲哀。公
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
能是全国之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他们在争执时嘴上叼着
的一支外国名牌看烟，已足可把争执的费用抵回。

我发现，上海人的这种计较，一大半出自对自身

晨雨初听读后感篇三

《晨雨初听》是作者亲自挑选出的经典作品，编合成了一本。
里面的许多文章都是以游记的形式，记录余秋雨到过许多国
家城市后的感受。还有许多是作者的随笔与感想。

其中，令我印象较为深刻的.是《上海人》这一篇文章。它吸
引我的理由是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很想看看余秋
雨这位居住过上海一段时间却又不是地道上海人的客观评价。
文章开篇就说到“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
许多游客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上
海有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将它称之为“上海文明”。“上
海文明”便是我们要探究的一个重要话题。文章第二章举了
一个例子。徐光启是明代进士，作者称其为第一个严格意义
上的上海人，原因是徐光启对中国宗教精神沉浸很深，可是
他却并不排斥同时深入地思考西方宗教。考上进士后，他并
没有安心做个京官，而是主动找到利玛窦，译出了《几何原
本》。



徐光启善于处世，左右逢源，最后做上了礼部尚书。他至死
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谥，而
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牌铭。我想，从徐光启身上可以看
到上海人的某种素质。开通、好学、随和、机灵、能够极快
地吸收新的知识并运用入实际，这些也正是上海人所具备的
素质啊。从余秋雨对上海的论述中，我还看出上海人民的聪
明与远见。二十世纪上海人民日日看报，细细辨析，领悟到
民主、人道等的真正含义;也对经不起对比的封建传统产生了
由衷的蔑视，上海人从实际体察中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当然，
这些远不能囊括上海文明，作者告诉我们上海文明的最大心
理品性是建诸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我想，上海人见多
识广、冷静、容忍，也习惯了事物的高频率变化，所以上海
人比别人多了一份在变化中的自我。当然，这一些还远不能
概述整个上海人，但我相信上海文明在未来的发展中一定会
变得更美好、更完善。

《晨雨初听》给了我很大的文学知识量，也促进了我将对文
学知识的喜爱与攀登。

晨雨初听读后感篇四

在暑假里，我读了一本书叫《晨雨初听》，这本书是著名的
作家余秋雨着的书，里面写的是一些朝代的历史和余秋雨以
及他的朋友一起去的地方，下面我就给你们细细的讲讲吧！

让我深有感触的是《河畔烤鱼》这一篇，主要讲了余秋雨和
几个朋友在店里吃烤鱼的情形，他们边吃边聊，可开心了！
我看着他们吃烤鱼的样子我也馋得慌，因为我看见鱼烤的黄
黄的，我就断定这种鱼一定很好吃，我看着他们吃，我也想
吃。但是我觉得他们生意很好肯定因为这湖里的鱼多的缘故
吧！我觉得这样太伤害鱼了，如果长时间的捕捉，我估计几
年过后，这里就没有鱼了，我们应该保护动物，不能让清澈
见底的湖水变成脏乎乎的湖水。



还有一篇我也有很多的感想，这一篇是《你们的祖先》，里
面讲了那里最好的一所学校和跟我一样大的朋友的故事，他
们的环境非常不好，他们的书已经很破很破了。我觉得我很
幸福，生活安定，并且拥有很多很多的新书，要什么爸爸妈
妈就会给我买。和他们相比，我有敬爱的老师，友爱的同学，
团结的班级。可他们太可怜了，我也不能帮助他们，只好默
默为他们祈祷。

我觉得这本书很好很适合我读，我很喜欢这本书。

晨雨初听读后感篇五

《晨雨初听》是著名作家余秋雨的散文集。《晨雨初听》也
是当代学生阅读经典丛书之一。这些作品都是学生朋友们非
常喜爱的，贴近学生心理。适合学生的阅读习惯和口味为标
准。文章语言素朴通俗，内容丰富充实，并具有一定的社会
内涵。《晨雨初听》将唤起你对文学和读书的兴趣。

青春季节的阅读，确实是最美好的人生状态，是青春最好的
保鲜和美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