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迟子建散文读后感(大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如何才
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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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子建散文读后感篇一

《郁金香》的故事并不复杂，一如张爱玲过去的作品，在新
旧杂糅掩映之中，展开旧式大家庭衰微的背景之下，两个少
爷宝初、宝余与丫头金香之间的或明或暗，或轻薄或深婉的
关系。情节看似单纯，但是结构非常讲究。作品以金香推门
亮相始，以宝初的凄然回忆终，金香仿佛迎面而来，转身远
去。在人物关系的发展中，可谓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作品
开头写宝余狂追金香，使人误以为是要写金香与宝余之间的
纠葛，并引出宝初与阎小姐之间的恋爱，然而山重水复之后
才发觉金香爱的是宝初，而宝余最终与阎小姐成了婚。作品
前半部分节奏缓慢，极力铺陈旧家庭中两三天间的日常生活
情态，交待错综的人物关系。后半部分节奏骤然加快，倏忽
已到中年。这种节奏类似于《金锁记》。后半部宝初渐成主
角，金香等人退出画面之外，成为侧写的对象。结尾处，宝
初与金香之间本有重逢的机会，然而在拥挤的电梯里，只听
到别人喊她的名字，却无法分辨她的.身影，两人擦身而过但
却并未谋面。这与《红玫瑰与白玫瑰》结尾写振保与娇蕊在
公共汽车上相遇的情景大异其趣。作品故事虽然简练，但是
线索明暗交错，起伏有致，充分显示了张爱玲结构小说的才
华。

作品中三个最主要的人物宝初、宝余兄弟和金香之间的三角
恋关系，从框架上看多少有点《边城》的味道，然而内涵是
迥然不同的。宝余是张爱玲笔下最擅长的花花公子形象，是
那种既轻佻又世俗的角色。宝初和宝余同是庶出，但是同父



异母。由于母亲早逝，宝初由宝余的母亲养大，并一起寄居
在宝余的亲姐姐阮太太家里。这样的成长环境养成了宝初沉
静、忧郁的性格，读后感《张爱玲《郁金香》读后感》。与
宝余对金香的轻浮举止不同，宝初是认真的，含蓄的。他尊
重金香，爱护她，但他的爱是有限的，也是软弱的。

对浪漫爱的拆解，尤其是对男性爱的怀疑一直是张爱玲早期
小说的主题。只有到了《多少恨》《小艾》以及《十八春》
（后改写为《半生缘》）里，张爱玲才渐渐露出温情的面目。
而这篇写于1947年的《郁金香》，通过宝初对金香的感情描
写，透露出刚刚经历感情创痛的张爱玲对爱情的怀疑。作品
写宝初出门的时候，金香将一个精心缝制的小礼物悄悄装到
他的口袋里：一个白缎子糊的小夹子，缎子的夹层下还生出
短短一截黄纸绊带，是装市民证和防疫证用的。金香设想得
非常精细，大约她认为给男人随身携带的东西没有比这更为
大方得体的了，然而宝初并未珍惜，反而心里有点鄙夷、轻
蔑，觉得这东西看上去实在有一点寒酸可笑，也不大合用。
而且每"一看见，心里就是一阵凄惨"。可是"怎么着也不忍心
丢掉它"，于是故意夹到书本里，让人家去摔掉它罢。这个看
起来温文稳重、诚挚内向的宝初对金香的爱不过如此！陈子
善先生说宝初的身上有《半生缘》里沈世钧的影子，我觉得
从沉静、平和的性格来看自然相像，然而在对待爱情的态度
上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张爱玲前期作品的爱情描写，多的是现实利益的斤斤计较，
少的是花前月下的浪漫诗意，然而却不能说她是个爱的虚无
主义者。她笔下的女人多少都带点怨女的气质。在男女爱情
的"两个人的战争"中，女人往往是失败者。她们付出的感情
总比男人多，对爱情的期待总比男人高，如葛薇龙之于乔琪
乔，曹七巧之于姜季泽，王娇蕊之于佟振保，而金香之于宝
初也不例外。从老太太的嘴里，我们得以约略了解金香后来
凄苦悲惨的生活：嫁人，生孩子，男人待她不好，还不给她
钱，她只能出来找事情做，养活两个孩子。读到这里，一个
身份卑微的女子在艰难的生活中辛苦辗转的身影闪现在画面



之中，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漫上心头，留给我们无限的
叹息和惆怅。这时候，我们才真正领略到这篇小说题目的深
长意味："郁金香"原来是要把郁和金香拆开来读的。金香带
着青春活泼的气息扑面而来，却连一个匆忙落寞的身影都未
及留下。张爱玲又一次将她的"荒凉"抛洒在我们对"郁金香"
的华丽想象之中。

迟子建散文读后感篇二

和父亲亲密无间是前的事情了，记忆中和父亲可以亲密到坐
在他腿上的情景依稀只得一次，仿佛是看某部电视剧中听
到“白马王子”一词，爬上父亲的腿去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不记得他的回答了，大概是“女孩心中喜欢的男孩”之类的
话吧，他是从来都给我以正确而真实的解释的。

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和父亲生气了，一连讴了好几天的气，
最终好象还是他来找我说话的。忘记是什么原因了，但现在
想来，我原来从小就这么倔强，再想想当时的父亲，该是何
等的失落--从来都是听他指挥的女儿有了自己的思想和脾气
了，而这脾气是从与他对抗开始的。从那以后，再没有抱过
他、坐在他腿上，更别说象别的女儿一样大方地亲吻自己的
父亲。其实，并非是那一次矛盾结下的恶果，还是与我自身
性情有关，或许追究下来还是和他的基因有关，毕竟我也是
得他遗传。我和他一样，都是感情越深越深埋，从来也不愿
轻易表达的人。于是，这20多年来，我和父亲的感情竟象互
相倾心却没有把握的情人的一样，只在心中烧着，一旦见面
了，都是平淡之极的面颜相对，不知该怎么亲昵。

所以，我一度以为他是冷血的，因为他极少笑，对孩子对妻
子都是如此，我甚至曾经以为他从来不爱母亲。只是后来听
见母亲说她与父亲之间的趣事，才知道原来他竟然还有和母亲
“打情骂俏”的时候呢，只是这种脸孔待一转身面对我们的
时候就又变了。后来，我翻看我成长的照片，惊奇的发现我
竟是从小就不会笑的.，从幼儿园到小学的那些照片中，一眼



就能从同学中认出自己，因为只有我是一张“法官”的脸，
极其不符合当时的年纪。这一点倒是长大了改善起来。于是，
我知道了，我和他是一样的，脸上是不会笑的，一切的情感
都在心中，都在与自己相处的时空里。

看完余光中先生的这篇文章，觉得他真是写尽了一个为人父
的心思，我假象这也是我父亲的所想，其实这就是他的所想
吧。他也是一直如此珍视我，不愿我出阁又担心我没有归宿
的啊。现在对我来说，嫁与不嫁远没有父亲是否在乎我那么
重要了。

迟子建散文读后感篇三

《暖爱》这本散文集，像正在缓慢绽放的花儿。阅读它，就
像是在闻花香，温暖亲切的文字，就那么诗意地映入眼帘。
每一句话，都蕴含深意，却通俗易懂，直抵心声。丁立梅的
文字，处处都溢着芬芳。人生不易，有悲伤有阴霾，可因为
有爱在，便有春暖花开。你的爱，我的暖。

爱是世间生灵所特有的情感，若是用心感受，就会发现它是
可见，可听，可嗅，可触的。暖暖的爱，是种无形的力量，
慢慢融化人内心的冰雪。这种感受，是独一无二的。人世间，
因爱生暖，又因暖生爱。一颗爱的'心上，住着的是善良是温
暖。你被暖着了，他被暖着了，整个世界便被暖着了。世界
因此美好得让人留恋，让人不舍。

《暖爱》共分为六辑，第一辑为“有一种爱，叫血缘”。亲
人间哪里会不相干呢，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扯也扯不
断。这种爱，叫血缘。

第一辑中的二十余篇散文，是写亲情。篇篇暖人心。字里行
间里血浓于水的亲情，胜过千言万语，只看见爱在心头荡漾。
此时无声胜有声。像是雨后，爱的阳光把大地包围着，折射
成七种颜色的彩虹。世界也随着它而色彩斑斓。亲情，是最



真切的感情，最无私的爱，最动人的力量。

迟子建散文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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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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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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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瑕疵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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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到极致就丧失了个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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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小瑕疵装点了我们的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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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子建散文读后感篇五

喜欢读林清玄的散文，喜欢他的文字所特有的清香——如莲
花般的馨香。每每走进他的文字，心也会跟着起起落落，然
后慢慢归于平静。久久的回味时，内心总会充满宁静与温暖。
翻开书的目录，又是一个个耐人品味的题目：“暖暖的歌”、
“生平一瓣香”、“温一壶月光下酒”、“发芽的情



绪”、“味之素”、“清欢”、“三生石上旧精魂”、“黄
昏菩提”、“飞入芒花”、“清静之莲”、“吾心似秋月”，
着实让人为之痴迷不已。

《林清玄散文》收录了林清玄先生两个创作时期的优秀作品。
林清玄初登文坛，将自己的朝气与激情更多地倾注在乡土中，
代表作有《少年行》、《鸳鸯香炉》等。随后，他没有拘泥
于乡土散文的创作，尝试着将东方美学理念和佛教哲学情怀
融为一体，开始了以“菩提系列”为代表的创作生涯的第二
个时期，也进入了他个人创作的全盛时期，散文集收录了超
多该时期的优秀作品如《佛鼓》、《光之四书》等。

林清玄的散文是清幽而大气的，在宁静中透露着激越，在冷
峻中持续着温煦，在流动中体现着凝注。他继承了佛家广博
的智慧与胸怀，轻轻一挥手袖，便将凌云的壮志，巧妙地幻
化为柔美月光下心香的隽永与人性的温情。

他在一篇名为《海拔五百》的'散文中写道：“登山专家只看
见山顶，不像我们，能享受海拔五百的乐趣。”我曾被这行
文字感动。我们正在一种叫做“征服”的驱使中日渐遗落了
一种知足常乐的平和心境，于是，我们只能努力想象“高处
不胜寒”的孤冷，却对半山腰的迷人景致视而不见，殊不知，
没有了自由的情绪与平静的心态，再宏伟的目标终究是空想
罢了。

林清玄的文章总是远离庸俗于污秽，更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
而是清丽悠远，沁人心脾。这些文字里，有花的鲜美、月的
皎洁、风的温柔、自然的博大，更有人性的芬芳。它如同生
长在人心中的一株树，虽然孤独，但忠实地为我们守住了天
上皎洁的月，让生活在纷繁世界中的我们看到，在世界上的
某些地方，还存有一些纯净。

就像先生在《人间有味是清欢》中这样写道：“十年夜雨心
不冷，百鸟飞远天不远，千山越过水不渴，万花落尽春不尽。



”十百千万，日益繁盛，愿我们内心永远繁盛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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