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张晓风作品读后感(大全10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
么写好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张晓风作品读后感篇一

读了张晓风的散文《行道树》，印象最深的一段话是：神圣
的事业总是痛苦的，但是，也惟有这种痛苦能把深沉给予我
们。

可以说全文就是通过行道树这个形象阐述这个道理。何为神
圣的事业？应该是社会需要、人们需要的事业吧。如文中习
惯于污浊的居民需要新鲜空气，燠热的夏天行人需要遮阳的
浓荫，城市需要阳光，需要拥抱太阳的火热。这就是甘愿立
在城市的飞尘里的行道树所从事的神圣事业。为此他们忍受
着常树难以想象的痛苦：跟原始森林在吸露在玩凉凉的云的
同伴相比，他们抛弃了优越自在的生活条件，总是一身抖不
落的烟尘，在充满车辆与烟囱的城市里，存在只是一种悲凉
的点缀；跟城市里繁弦急管、灯红酒绿沉浸于夜生活欢乐之
中市民相比，他们在寂静里在黑暗里在不被了解的孤独里苦
熬着。他们还为城市的污浊，尤其是人们似乎早已习惯于污
浊而忧愁着，大有屈原世人皆醉吾独醒的悲悯与焦虑。但他
们甘愿自我牺牲，牺牲并快乐着，因牺牲而深沉，因牺牲而
神圣。

1981年，当张晓风的第四本散文集《你还没有爱过》出版时，
余光中先生为该书作序，称她为亦秀亦豪腕挟风雷的淋漓健
笔。如楼肇明所说：中国民族历来就偏向于柔弱的阴性思维，
一部中国古典散文史，韩海苏潮以外，满眼芳草凄凄的阴柔
之美。而她是一位从一般女作家狭隘局促的闺秀天地里突破



出来的闯将。从《行道树》这篇短文里，我感受到了作者对
大自然、大地上的'山川草木，对行道树只有宗教性的虔诚才
可以相比拟的感恩情感；感受到了作者那涵天负地般的广阔
的胸襟，以辽阔思维空间为背景对生命价值的沉思。（楼肇
明语）读来立在城市的飞尘里，忧愁而又快乐的行道树，痛
苦而又神圣的行道树，让我遐思翩翩，似乎看到了模糊而又
真切的无数身影和脸孔，他们所从事的就是神圣的事业：革
命、国防、科学、教育等等。他们卓越不凡抑或默默无闻，
但毋庸置疑他们的神圣在历史的星空熠熠闪光，在现实的水
面沉浮激荡，在人心的神龛备受膜拜！

张晓风作品读后感篇二

经姐姐介绍我拿到了这本散文集，张晓风的散又一直有所闻，
不过至今才阅读到。

然读书前我仍喜欢看在书页前对于作者和内容的评价，但这
本书未有那般花里胡哨的封面，也没有点评，看得到一顶彩
色斑斓的干净封皮，看来我只有自己从中摸索并寻找张晓风
的散文风格了。从好奇翻开第一页后，读到比较后一页，我
决定将这本书介绍给大家。

散文一开始的特点就是给于人细美自然的感觉，但不可凌乱
美而不丰实，意境优雅却略乏空洞。当真是营造起的章章华
美的盛景，可踏进这境界去，则难得真言，或难擦去被涂抹
的厚厚胭脂，惊艳于文笔但不会细品其中的语言，这样的毛
病，包括我，也爱犯。

可张晓风的散文不是如此。我钦佩她对于生活的热爱是那般
深沉，她将一场人生的闲杂繁忙化为简单的文字，连对于生
活的启点却敏感易泪，无言的感动于天地赠怜于我们的一生
一息。描写的每一段、一刻、一点似乎都注入了她善良温柔
的拂动，这样的语言可不软，不像和谐雅致但一触及崩的琴
弦，而是拥有风骨又艳美朴实的言语。虽然每一篇文章都细



腻而亲切。拥有十几岁少女般春风悸动的心思，从悟着几十
年间对于人生的感思感言。作者爱玉，连同她自己一样，有
肤发的湿润，关节的玲珑，眼目的清澈，意志的凝聚，言笑
的清朗，与着那玉石般坚强晶莹，透亮而清洁。

如果可以，我希望你对于一个人不仅乐垂看在他的一方面，
你不妨看看张晓风写《美丽的计时单位》中对度量的一番见
解：

留憾的是：不知愁山以何物计其净重，恨海以何器量其容积，
江南垂柳绿的程度如何刻表？洛阳牡丹浓红的数据如何书明？
欲望有其标高吗？绝情有其硬度吗？酒可以计其酒精比，但
愁醉呢？灼伤在皮肤医学上可以分度，但悲烈呢？地震有级，
而一颗心所受的摧折呢？唉！数学毕竟有所不及啊！

语言中长绵的思绪丰满的情感是一大特点，思悟在文，然后
进行叙事，以前写过，看过的散文都是这般，应该含有似水
流年，花开花落的闲情，更应具有一个人思想的盈光，对于
事物的理解呀，而张晓风的散文确是不柔柔软软，浅浅啼啼
着的文案，拥有实处的理解和看法，让她的文章增光添彩。

如果可以，读读她的散文吧，也能在千缕万浮、人们皆对于
生活粉饰上华丽荣彩的时刻，从她的笔下，看到一个真正舍
去了修饰，连雕刻都略显多举的动人优美的生活况味吧。

张晓风作品读后感篇三

自从阅读《张晓风散文》之后，我对散文有另一番见解。

以前读散文感觉都是比较肤浅的小故事，只有看见有意思感
兴趣的才会仔细品味一番，所以不常读散文。而张晓风的散
文却显得截然不同。

读张晓风的散文会让我身不由己，有一种幸福而无以言表的



感觉。她的散文语言深奥，却优美如画，细细赏读会有身临
其境之感。生动的内容，朴实的语言，深刻的道理，不需要
华丽的辞藻，不需要灿烂的背景，依然扣人心弦般地带我们
走进故事中，让我刻骨铭心，久久难忘。

我最喜欢张晓风散文《春俎》里的《山月》这篇文章。这是
一篇描写并赞美山月的文章，虽然短小，但是精炼，所
谓“浓缩才是精华”。真品味、细细品读后就能够解其揭示
的深层含义，她用很简单的词句把山月的美藏在一字一句之
中，一直围绕着“山月”二字，把山月那种寂寞、伟大、平
凡、无情、孤傲的美描写得淋漓尽致，仿佛自己是山月一般
冷漠却又很伟大。

在我们眼里，看似平凡，看似渺小的事物，在她的笔下却能
栩栩如生，让我们学会放低眼界，观察事物，学会用放大镜
看待事物，学会用笔写出精彩文章。

张晓风的每篇散文我都很喜欢，读后的感觉就是意犹未尽。
我学会很多写作方法和技巧，我还从中收集很多好的句子和
词语，相信会让我的文章更生动有趣。

用心读张晓风的书，会让人解到这世上不同人与不同物不同
方面的心态，以及天地人合的真谛！其实写作并不难，难的
是要我笔写我心！张晓风就是这样！

这就是我读完《张晓风散文》的感想，虽然没有大师般的水
准，但至少是我用心写出的读后感。

张晓风作品读后感篇四

我喜欢张晓风，喜欢她的散文——把我带进一个美丽的世界。

“我喜欢冬天的阳光，在迷茫的晨雾中展开。我喜欢那份宁
静淡远，我喜欢那没有喧哗的光和热，而当中午，满操场散



坐着晒太阳的人，那种原始而纯朴的意象总深深地感动着我
的心。”《我喜欢》，读这样的文字的确是一种享受，感受
着文章那头的笔尖之舞动，细腻的描述着声之灵韵。“我喜
欢夏日的永昼，我喜欢在多风的黄昏独坐在傍山的阳台上。
小山谷里的稻浪推涌，完美的稻香翻腾着。慢慢地，绚丽的
云霞被浣净了，柔和的晚星遂一一就位。”在这意境里，我
的心仿佛也溶化在其中了。此刻，色彩的声音也是甜美的、
清香的。

张晓风的大多数散文是先要讲一个故事，有时甚至是几个，
都是那么生动趣味——先是引人发笑，后又让人深思。就像
那小孩儿向作者比电动玩具时她的话，“我告诉你，我根本
没有电动玩具！一个也没有，大的也没有，小的也没有——
你不用跟我比，我根本就没有电动玩具，告诉你，我一点也
不喜欢电动玩具！”引人入胜的故事总会牵动我的心，以电
动玩具来计量生命也太荒谬了吧！自然而然，在《生命，以
什么单位计量》最终她告诉我“我是我，不以公斤，不以公
分，不以智商，不以学位，不以畅销的“册数”。我，不纳
入计量单位。”一句“我是我”点明了主题。张晓风的散文
总是娓娓道来，深意令人不可捉摸，最终才隐约而神秘的把
道理叙述出来。

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高处何所有》——部落酋长的候选人
面临着攀上山顶的难题，一个只走到山麓，那里繁花夹道，
流水淙淙，鸟鸣嘤嘤；另一个人爬到了山腰，看到高大肃穆
的松树林和秃鹰盘旋，可惜却不是山顶；仅有最终一个人坚
持到了山顶，“高处一无所有，你所能看到的，仅有你自我，
仅有“个人”被放在天地间的渺小感，仅有想起千古英雄的
悲激心境。”留给我的，是无尽的思考与遐想，无尽地续写
着这个故事。

张晓风作品读后感篇五

张晓风，生于1941年。原籍江苏铜山。晓风为笔名。毕业于



东吴大学，曾任教于东吴大学，香港浸会学院，阳明大学至
今。一生致力于写作，作品多以散文戏剧为主。著有《地毯
的那一端》《步下红毯之后》《晓风散文集》《你还没有爱
过》《再生缘》《晓风戏剧集》等。

读后感：在作者生活的年代，她用如此多愁善感的笔触摸着
多愁善感的心，写出如此温柔多情的美丽句子，让人体会到
一种忧伤着的美丽，平静。体会到生命里自然单纯的富有和
充实。在她平静宽厚的的笔端，世间的一切皆有生命都那么
美丽的惊人。

以往感叹，世上单纯简单的幸福很少被世俗所理解所看重并
珍惜。以往被人笑是痴，可在她的书里，总能深深的沉醉在
那种相通共鸣的相知里，心里总在不停的说：是啊，就是这
样。仿佛是失落了许久的心，碎了许久的梦，残了许久的爱，
忽然又被人拾捡了回来，便倍觉珍惜，弥足珍贵。由此看来
欢喜的心皆有同感，心中有爱，便是晴天，便是温暖。真的
是那句：看书的时候，书上总有绰绰人影，其中有我，我总
在那里。

看她的书总似乎是在看着自我的心路历程，年少时的轻狂骄
傲，不谙世事，终随着年岁的渐长，世事沉浮，性格上的偏
激主观固执已逐步消失，慢慢的被平和宽容所融合。晓风，
你是比春天更美的一种欺骗，比春天更美的一则谎言。那许
多细致优雅一气呵成令人一见倾心的描述简直就是神迹呈现。
晓风，真期望自我也能象你一样，有一日，也在笔端画出云
的模样。渴望成为你这样的女子，渴望写出如你的文字，渴
望浮躁的心慢慢归于宁静。

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你在。我在。我、你还想要
怎样更好的世界？

我思，故我在。思想，在有的人看来是在浪费时光。思想者，
大多是苦行僧。而你，晓风，却有着如此完美的感情和人生，



也许是这些完美浸染了你的身心，在你的笔端再现。也许是
你的身心完美，终成就了丰盈圆满的人生。

张晓风作品读后感篇六

生活就像一幅充满诗意的画，只有懂得享受生活的人，才能
体会到生活中的美。

老师让我们读张晓风的散文，她的文章叙述她的酸甜苦辣，
其中，令我记忆深刻的一篇是——《我喜欢》。

作者从身边的小事述说她喜欢的事物。如：喜欢冬天的阳光，
喜欢在春风中踏过窄窄的山径，喜欢夏日的永昼……身边的
一切对她来说都是美好的。张晓风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她
对生活充满乐趣。

于丹老师曾说过：“在三锅开水里，扔一个生鸡蛋，一根生
胡萝卜和一把干茶叶，你会发现生鸡蛋被煮熟，变得硬梆梆
的，我们生活里有些只固守着自己的内心，不肯融合的人，
他们最后会变得里里外外铁石心肠，这就是被生活煮硬的人。
第二锅里的胡萝卜呢，经过煎熬煮的软塌塌的，成一团胡萝
卜泥，这就是被生活煮软的人，可是第三锅里的茶叶呢，他
在沸腾中自己舒展，丰美，滋润，他把无色无味的'水，改变
成一锅香茶，它在煎熬里，放全自己，它也把它的美，爱和
力量，传递出去，改变社会和别人。”

生活就似一根苦瓜，只要懂得品味生活的人，就品尝得出苦
瓜中的“甜”。但一些觉得苦，而不敢于尝试的人，他们就
品尝不到苦瓜中的“甜”。我们满怀热血面对生活，生活也
同样会给予你其中的乐趣。所以，我们要热爱生活，懂得发
现生活中的美，美就在我们生边！



张晓风作品读后感篇七

飒爽的秋风徐徐吹来，金黄的落叶翩翩起舞，在这如诗如画
的秋天，我读一本同样如诗如画的书，那就是《张晓风散
文》。

张晓风的语言清新隽永，善于从小事中写出深刻的哲理，
《瑕》就是这样一篇发人深思，引人联想的好文章。文中她
回忆自己曾买来一串很便宜但有瑕疵的项链，手中这串项链
引发作者的思绪，转而用精炼的文字准确而详尽地道出
对“瑕”的理解。

生活中，能把自身的瑕疵像这串项链般坦然相呈的人不多，
人们往往是不遗余力地精心掩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而如果
我们正视自己的这些瑕疵并坦然接受，这些瑕疵也就不算什
么瑕疵。因为只有认识到缺点才可能加以改正，你越是去掩
盖，它就越明显。一个人之所以可爱，正是因为他能看到自
己的缺点而不遮不掩。完美是难以冀求的，但在“完美”
和“可爱”之间，人们更喜欢后者。

完美到极致就丧失个性，变得千篇一律，而所谓的“瑕疵”
却可以体现出你的特性。谁能没有一点小瑕疵呢？正是这些
小瑕疵装点我们的生活。朋友之间如果不知道对方小小的缺
点并以此打趣，友谊也许会黯淡许多。

豹的皮毛上有大大小小的斑点，谁说它的毛皮不漂亮？溪水
浸着泥沙、石块，谁说它的水质不纯净？昙花开放转瞬即逝，
谁说它的姿态不美丽？太阳表面有黑子，谁说它的光芒不耀
眼？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都有瑕疵，既然完美是难以冀求的，
那么，就让我们直面瑕疵，直面人生吧！

张晓风作品读后感篇八

张晓风的文章，就像山谷里吹过的一缕缕清新的山风，不像



狂风那样凶猛暴戾，不像香风那样令人沉醉，却使人神清气
爽，让人顿悟生命的意义。

“你真好，你就像我的`少年伊辰一样……”这是一位卖柑子
的老妇人对张晓风的评价。这是一句值得咀嚼的话语。一开
始，张晓风不懂，我也不懂——一个只是卖柑子的卑微的老
妇人竟然和一位知书达理的大作家相提并论？她们的社会地
位如此悬殊！

我慢慢思考着，高尔基曾经说过：“要爱惜自己的青春，没
有比青春更美好的了，没有比青春更珍贵的了。”啊，老妇
人原来并不是说自己能与张晓风一样，而是说张晓风就像自
己生命中最光华的时间一样，老妇人是在赞美张晓风那美好
的青春。

我想，老妇人如此评价张晓风，也许是因为看着正当盛年的
才女缅怀起自己逝去的青春？也许正是因为老妇人已经老了，
所以才特别珍惜起自己的年少时光吧？她把少年时光当作最
美的赞辞送给自己所喜欢的人。少年伊辰——不就是我们现
在年龄吗？我却曾经多少次对时光的飞逝不以为然，曾经多
少次地大把地挥霍者宝贵的光阴！我总想着日后的路长着呢，
这么点时间算得了什么。如今，我却从一个卖柑子的老妇人
口中体会到，青春年华是何等珍贵！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不希望到了风烛残年再去羡慕别人
的青春年华。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我当与诸
君共勉。

张晓风作品读后感篇九

读了一个月的《张晓风散文》我发现她的文章很有韵味，可
以让人思考许久。她写的散文还让人读了后会感到十分的温
柔，让人明白的事很多，它不会有惊心动魄的描述，却在娓
娓到来中让人感到温暖，还在温暖中有一种韵味。



有一篇作文《高山何所有》也是张晓文写的散文，这篇文章
她没有用太多的语言来表示这一片孩子们可怜，而是用了一
个感人的故事来表示出对山区孩子们的同情心。

这个故事没有什么离奇的故事，而写的故事有一种勾人魂的
魅力。这是一个真实而又悲剧的故事，她写了几个山区的孩
子长大了做了很多的努力，也做了很多的好事，可是他们还
是被人瞧不起，人家都讨厌他们这些‘乡巴佬’。后来他们
到了他们发过誓的高山上面，他们本想把钱赚够了来报答他
们的家园，可他们做了那么多的努力，工作还是没有找到，
他们到了大山上感觉自己是多么的渺小和无助呀!可他们又有
什么办法呢?这个故事不像大多数的故事一样有一个圆满而又
美好的结局。

啊!为什么山区的孩子就不能有好的环境吗?每一个读过这篇
文章的人都会这么想，而这篇文章的‘嚼劲’也十分的足，
总让人对这个文章爱不释手，这就是张晓风写的文章的特点，
总是可以让作者回味无穷。

张晓风这个作家写的作品中还绝对隐藏了一个对人生的哲理。
可是总是藏的很深，找出来不容易，耐人寻味，这也是她的
作品的一个特点。

张晓风的散文就像勾人魂魄的人一样勾着我们的心灵，让我
们去不断思考，去发掘!

张晓风作品读后感篇十

“我不知道，天为什么无端落起雨来了。薄薄的水雾把山和
树隔到更远的地方去，我的窗外遂只剩下一片辽阔的空茫了。
”

《张晓风散文》这细腻文雅且充满朦胧意境的文笔给了我多
少愉悦与感动，从那温柔的字里行间贯彻着作者的喜怒哀乐，



看似平淡的句子中蕴藏着作者的博大胸怀，使我喜欢上了这
本美丽的书。正如《雨天的书》这篇散文一样。

《雨天的书》讲述的是作者寄出的两封信，一封是给已逝的
友人另芳，而第二封是给曾经的自己。全文笼罩着一层悲伤
的意境，将对友人的怀念随着凋零的雨珠一起沉浸在这雨中，
阅完之后能深深的感受到作者没能及时回信的自责与后悔，
将记忆中另芳纤柔多愁的形象勾勒得淋漓尽致，使人不禁就
陷入身临其境般的伤感，并感受到作者对生命，对时光的尊
重与赞美。在感悟上，它教会我的比起它出神入化的描写出
来，显得更加浓郁，更加醇厚。

《雨天的书》教会我要珍惜当下，珍惜现在你所拥有的一切，
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感到追悔莫及。如作者写给自己的信，
她对曾经幼稚轻狂，为自己偶然而发的奇思妙想而无限激动，
却遗忘了自己最应该珍惜事物的她：“你真是傻的可笑，你。
”

与其相比，稚嫩的我们是否也曾失去过什么?儿时学校散落的
童真和友谊，对待父母的亲热与依偎，甚至失去过亲人的哀
伤与痛苦，在我们拥有时，并没有认为那实际如珍珠般易碎
的东西有什么值得珍惜的，直到那珍珠断了线，坠到地上，
才发现那是多么美好。正如作者没有发现友人在病榻上写出
给自己的信时的那种后悔。也正是这种悔才教会了阅读它的
人珍惜自己还能拥有并珍惜的。

另芳，雨仍在下着，淡淡的哀愁在雨里飘零。想象中有一朵
白色的小花开在你的坟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