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松坊溪的冬天读后感(精选9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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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坊溪的冬天读后感篇一

朱自清先生笔下的冬天，非但没有一般人感觉中的寒冷、萧
索，反而给人一种春日融融阳光般的温暖。以冬天为题，不
是像我们想象介绍季节，也不是描写冬天的特有景物——冰
雪。而是回忆发生在冬天的三件事情，用质朴的语言在平淡
的叙事中展示了三个场景——父亲为孩子夹豆腐，冬夜与朋
友泛舟西湖，一家人在台州过冬。三个场景，都是白描式的
简单勾勒，寥寥几笔，意味全出。犹如三副淡淡的水墨画，
没有浓墨重彩，却散发着淡淡清香，沁人心脾。品味三个看
似毫不相干的场景，我们仿佛和作者一样，也在寒冬里体会
到了一股暖流，从而沉浸在朱自清先生所营造的爱的氛围里。

朱自清先生在第一段开头说起冬天，忽然想到豆腐，很自然
地把豆腐与冬天联系起来，然后作者描写了冬天的晚上父子
们在一起吃热豆腐驱寒的情景。用纤细的笔调描写了父亲的
形象：父亲得常常站起来，微微的仰着脸，觑着眼睛，从氤
氲的热气里神进筷子，夹起豆腐，一一地放在我们的酱油碟
里。仿佛我们也身临其境来到了当时的温馨情景：父子们围
炉而坐，父亲给孩子门夹起还冒着腾腾热气的豆腐，孩子们
眼巴巴地等着热气里从父亲筷子上掉下来的豆腐的那种期望
的心情。无不让人感到这是一个多么温馨的画面，体会到父
亲对孩子深深的爱。朱先生将这种天伦之乐之情暗暗融进了
叙事与描写之中，让人倍感亲情的融融。

第二段中朱先生用清新隽永的`语言描写了冬天西湖月夜的美



景：有点风，月亮照着软软的水波；当间那一溜儿反光，像
新砑的银子。湖上的上只剩下淡淡影子，山上偶尔有一两星
灯火。淡淡的笔墨，创造了一种宁静舒适的氛围，朱先生平
和宁静的心境也融进了这梦境般的景象之中，我们都在微笑。
淡淡的笑，驱散冬天的寒意了，浓浓的友情，化解了冬天的
严寒。

第三段朱自清先生写到有一回他上街回到家，看到厨房窗边
并排地挨着她们母子三个，三张脸都带着天真的微笑向着我
的情景时。情不自禁地感到归来的温馨，感到似乎台州空空
的，只有我们四人；天地空空的，也只有我们四人。家的温
馨与浓浓的亲情都蕴含在朱先生笔下的微笑之中，它们仿佛
温暖着好像老在过着冬天的台州，难怪作者也深有感触：外
边虽老是冬天，家里却老是春天。

统观全文，朱自清先生以冬天为线索，将发生在冬天的三件
事串联起来，用质朴的语言，说着平平常常的事，诚恳亲切，
让情贯穿着三个平凡的场景。直到文章的最后，才直抒胸臆
吐露了他内心的真实感受：无论怎麽冷，大风大雪，想到这
些，我心总是温暖的，并以此来升华文章的主题。浓浓的亲
情及友情，像春雨润物细无声般地悄然或融于叙事之中，或
融于描写之中。

放下书，看着眼前皑皑白雪，思绪飘荡起来。多么不起眼的
三件小事，多么感人至深的三件小事。为什么我们的眼睛看
不到呢？为什么我们的心没有去体会呢？我们往往忽略了父
母关爱的眼神，往往不注意朋友为自己添加的茶水，但生活
中让我们感动，往往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小事。我们或许该略
微停一停忙碌的脚步，来发现身边美丽的故事，体会故事的
蕴涵，让心田充盈真情的暖流……相信，自己做到了，自己
的朋友们，我的学生们都会慢慢的随之感动，慢慢融化于真
情的暖流中。



松坊溪的冬天读后感篇二

读你，真是一种享受!

第一次读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冬天》便被文中的情感感动着，
这篇写于30年代的散文淡淡的却又充满温暖与诗意，朱自清
先生是少数几个文笔细腻得能与女性媲美的男作家。文品如
人品，朱先生的文风就如同他的为人，他的散文贴近生活、
富涵感情，却又不瘟不火、清新自然。我们读他的文章毫不
费力，看似简单，但其中的情感却需要仔细体会、品位，这
样的文章需要我们用心灵去解读。

提起冬天，人们自然会想到冬天的寒冷，会想起皑皑白雪和
凛冽的寒风，朱先生不愧是写情的高手，他笔下的冬天，不
是冷风飕飕、白雪漫漫的冬天，而是可以一家围在热腾腾的
炉子边享受着白水豆腐，几个人在西湖上泛舟赏月，可以微
笑的冬天，这样的冬天其实寄托了春天般的情，如温暖的春
天，一种人间温情充盈其间。“说起冬天，忽然想到豆
腐……” 每读一次，都有新的感受。今天，当我再次朗读的
时候，朱自清文中那朴素而温馨的情感气息扑面而来，也洋
溢在我心间，感染着每一位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的人。“无
论怎么冷，大风大雪，想到这些，我心上总是温暖的。”读
完这最后一句，我仿佛都忘记了自己的存在，而沉浸在了朱
自清所营造的爱的氛围里……在这篇散文中，作者选取了互
不相干的三个场景：父亲为孩子夹豆腐，冬夜与朋友泛舟西
湖，一家人在台州过冬。三个场景，都是白描式的简单勾勒，
寥寥几笔，意味全出。犹如三副淡淡的水墨画，没有浓墨重
彩，却散发着淡淡清香，沁人心脾。

《冬天》在这里不只是为了单纯写冬天，我觉得朱自清写冬
天是为了写出对过去往事的怀念，对友情亲情的怀念。而这
些体现友情、亲情的事都发生在冬天。这篇文章所写的都是
生活中非常平淡的小事，而且溶注的感情也不是什么惊天动



地生离死别之类的，而是一种非常平凡而朴素的情感，但这
种情感在严冬的衬托下，特别温暖、温馨。我们不妨关注朱
先生散文中的细节!吃豆腐，“眼巴巴地望着那锅”是细节;
划船，“我们都不大说话，只有均匀的桨声。我渐渐地快睡
着了” 是细节;还有p君“喂”了一下，才抬起眼皮，看见他
在微笑。也是细节;打动人的总是细节!还有“并排地挨着她
们母-子三个;三张脸都带着天真微笑的向着我”，这是细
节……细节描写是这篇散文动人心扉的原因之一。

“外边虽老是冬天，家里却老是春天”。这句话深切反应了
先生的感情。也难怪家人们站在家里对他亲切地微笑的`那幕
短短的画面他会一直不忘，还有妻子在漫天风雪里自在的样
子——即使自己的妻子已死了四年。“无论怎么冷，大风大
雪，想到这些，我心上总是温暖的”。我想这就是先生的感
受吧。冬情如春。冬情如春。

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很美，真的很美，一如你的名字。有人说
它们“清丽”，有人说它们“清秀”，也有人说它们“清
幽”，可都离不开一个“清”字，朱自清的“清”。炎炎夏
日，我乐意坐在安静的书吧里，吮着冷饮，和着优美的古典
乐，轻声细读你的文字，细细品位着字里行间的韵味，细细
地读你，读一个洒脱的你，淡泊的你。

读你，真是一种享受!

松坊溪的冬天读后感篇三

读你，真是一种享受!

第一次读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冬天》便被文中的情感感动着，
这篇写于30年代的散文淡淡的却又充满温暖与诗意，朱自清
先生是少数几个文笔细腻得能与女性媲美的男作家。文品如
人品，朱先生的文风就如同他的为人，他的散文贴近生活、



富涵感情，却又不瘟不火、清新自然。我们读他的文章毫不
费力，看似简单，但其中的情感却需要仔细体会、品位，这
样的文章需要我们用心灵去解读。

提起冬天，人们自然会想到冬天的寒冷，会想起皑皑白雪和
凛冽的寒风，朱先生不愧是写情的高手，他笔下的冬天，不
是冷风飕飕、白雪漫漫的冬天，而是可以一家围在热腾腾的
炉子边享受着白水豆腐，几个人在西湖上泛舟赏月，可以微
笑的冬天，这样的冬天其实寄托了春天般的情，如温暖的春
天，一种人间温情充盈其间。“说起冬天，忽然想到豆
腐……” 每读一次，都有新的感受。今天，当我再次朗读的
时候，朱自清文中那朴素而温馨的情感气息扑面而来，也洋
溢在我心间，感染着每一位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的人。“无
论怎么冷，大风大雪，想到这些，我心上总是温暖的。”读
完这最后一句，我仿佛都忘记了自己的存在，而沉浸在了朱
自清所营造的爱的氛围里……在这篇散文中，作者选取了互
不相干的三个场景：父亲为孩子夹豆腐，冬夜与朋友泛舟西
湖，一家人在台州过冬。三个场景，都是白描式的简单勾勒，
寥寥几笔，意味全出。犹如三副淡淡的水墨画，没有浓墨重
彩，却散发着淡淡清香，沁人心脾。

《冬天》在这里不只是为了单纯写冬天，我觉得朱自清写冬
天是为了写出对过去往事的怀念，对友情亲情的怀念。而这
些体现友情、亲情的事都发生在冬天。这篇文章所写的都是
生活中非常平淡的小事，而且溶注的感情也不是什么惊天动
地生离死别之类的，而是一种非常平凡而朴素的情感，但这
种情感在严冬的衬托下，特别温暖、温馨。我们不妨关注朱
先生散文中的细节!吃豆腐，“眼巴巴地望着那锅”是细节;
划船，“我们都不大说话，只有均匀的桨声。我渐渐地快睡
着了” 是细节;还有p君“喂”了一下，才抬起眼皮，看见他
在微笑。也是细节;打动人的总是细节!还有“并排地挨着她
们母-子三个;三张脸都带着天真微笑的向着我”，这是细
节……细节描写是这篇散文动人心扉的原因之一。



“外边虽老是冬天，家里却老是春天”。这句话深切反应了
先生的感情。也难怪家人们站在家里对他亲切地微笑的那幕
短短的画面他会一直不忘，还有妻子在漫天风雪里自在的样
子——即使自己的妻子已死了四年。“无论怎么冷，大风大
雪，想到这些，我心上总是温暖的”。我想这就是先生的感
受吧。冬情如春。冬情如春。

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很美，真的很美，一如你的名字。有人说
它们“清丽”，有人说它们“清秀”，也有人说它们“清
幽”，可都离不开一个“清”字，朱自清的“清”。炎炎夏
日，我乐意坐在安静的书吧里，吮着冷饮，和着优美的古典
乐，轻声细读你的文字，细细品位着字里行间的韵味，细细
地读你，读一个洒脱的你，淡泊的你。

读你，真是一种享受!

松坊溪的冬天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读了《中外经典美文选》中的《松坊溪的冬天》一
文。作者郭风用优美动人的笔调，分三个部分，描绘了松坊
溪冬天的美景和见闻。

第一部分写了冬天快要到来的时候，松坊溪山清水秀，充满
色彩。青松、翠竹、蓝天、阳光构成了一幅五彩斑斓的图画，
蒲公英的种子、枫叶、雏菊、野柿子，形象生动，极具秋天
的特征。第二部分写下雪时的各种景物。作者把雪花比作柳
絮、芦花、蒲公英的种子，把盖着厚雪的溪石比作小牛、熊、
大蘑菇，把落满雪的石桥比作白玉雕出来的，将雪景写得生
动、活泼、形象，富有无限的生气。最后一部分写了作者在
雪后的见闻。

重点写了石桥周围的景物，流水、游鱼和溪中的倒影。溪中
彩色的游鱼，给一片洁白的世界增添了色彩的点缀。游鱼一
会儿聚集、一会儿散开，体现出松坊溪的冬天生机勃勃，充



满了活力和乐趣。溪中的“发亮的白雪世界”很美，溪旁、
石桥边的雪世界也很美，表现出作者对松溪坊冬天的喜爱，
对大自然的热爱。

一年四季中哪个季节最美呢？有写春天、秋天美的，也有描
写夏天的美。读完这一篇《松溪坊的冬天》让我感悟到，只
有真心喜爱一样景物，带着热爱的心情去描写，就会把它写
得生动。读了这篇美文，仿佛看到作者在冬日的石桥上站立
了许久，在溪石旁凝神观察，真正的爱上了雪景，爱上了冬
天，对冬天的热爱慢慢化成了优美的文字，并且感染了读者，
让原本不喜爱冬天的人，也要情不自禁的去观察冬天，渐渐
喜欢上冬天。

这一切，只有喜爱它的人才能体会到，启发人们喜爱上生命
中的每一个季节，珍惜它的到来和离去。

读完郭风喜爱的冬天，我想起了我喜爱的北固山。

“峰巅片石留三国，槛外长江咽六朝”。经常游览北固山的
人会知道，北固山不高而险峻，历史留下的塔、楼、亭，个
个饱经沧桑，座座都有动人的传说，有它独特的醉人之处。
春天，蓝色的“勿忘我”从满山遍野的绿草中拥挤出来，一
如游人喜迎春归的晴朗笑脸。夏天，高大的古树将烈日远远
隔离开来，让人感到幽凉。

秋天的树叶色彩斑斓，冬天的白雪犹如仙境。尽管它在“镇
江三山”中名气较弱、景区也相对较小，妙在它就在市区，
信步畅游就可享受山林之美，可以免除人们的长时间奔波。
也许几年、十几年、几十年过去了，北固山不再属于市区，
但它永远会以高大的身躯、翠绿的林木、古老的历史吸引着
喜爱它的我们，让我们去流连亭台楼阁，去探索每一棵草、
每一朵花的传说。

喜爱，是连结自然和文章的线，能让我们通过阅读，体会到



对雪景、对冬天、对每个季节的感情。让我们一起带着喜爱
之情去赞美世间美好的景象吧！

松坊溪的冬天读后感篇五

假期间，我阅读了一本有趣的书——《一个人的冬天》，它
是获得美国纽伯瑞文学奖、被评为美国100年来最优秀的50部
青少年图书之一的《手斧男孩》系列中的一本。讲述了主人
公布莱恩在原始森林的冬天里，没有食物、没有御寒的衣服、
没有保暖的房子，但他像原始人一样自己制造各种工具好衣
服，最终战胜了重重困难的故事。通过阅读这本书，我获得
了许多野外生存的知识和技巧，还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

布莱恩虽然只有13岁，但他非常能干，仅仅依靠一把手斧，
就造出了弓、长矛等打猎的武器，又用兔皮、驼鹿皮缝制成
连指手套、兔皮背心、驼鹿皮外套、鹿皮靴子、雪地鞋等防
寒衣物，真是了不起。

布莱恩所处的原始森林是在北方，冬天非常寒冷，大雪封门，
湖里冰冻三尺，有次，他撒尿时，尿液还没有落地就变成了
冰，落到地上就摔碎了。如此寒冷，让我这个生长在南方的
人觉得简直难以想象。

布莱恩在森林里学会了和一些动物友好相处，这对他非常有
用。他有一个“邻居”——臭鼬贝蒂，他经常把自己煮的肉
块分一点给它吃，久而久之，他们成了朋友。有一次，一头
巨大的黑熊闯入了布莱恩的棚屋里来，横冲直撞，把棚屋撞
得乱七八糟，面目全非，还准备攻击布莱恩，就在布莱恩危
在旦夕的时刻，贝蒂挺身而出，把满腔愤怒的臭屁全部喷射
在熊脸上，把熊臭得在地上不停的翻滚，最后落荒而逃。真
是有趣极了，看得我都快笑死了。

冬天里，布莱恩的食物主要靠打猎。有一次，布莱恩遇到了
一头雄鹿，他先躲在树丛中，然后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的



慢慢向雄鹿靠近，他抓住最佳时机，抬起他的大弓，用力拉
开，瞄准、放箭！箭像闪电般射向雄鹿，深深的刺进雄鹿的
身体里。这是雄鹿像布莱恩奔来，想要攻击他，布莱恩又投
出了一杆长矛，给了它致命的一击，结束了它的生命。整个
过程真是惊险极了。这次打猎，布莱恩获取了许多鹿肉，够
他吃好长时间的了，布莱恩还用它的皮做了件“皮大衣”，
暖和极了。

读了这本书，我明白了在困难和危险的时候，首先要克服自
己的恐惧，冷静的思考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还有在森林里
要学会和动物们交朋友，在关键时候它们也许会起到意想不
到的作用。

从布捞恩身上，我学会了如何在不利的环境中努力地去寻找
有利的条件，在危险中学会自救，学会仔细观察身边的事物，
这非常有用。

一个人总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艰苦、磨难，乃至于意想不到的
灾难。然而，如果你不被这些挫折击垮，你就会变得坚强，
战胜挫折，你就会不断变得强大起来，取得非凡的成就。我
们只要不怕这些磨难，就会尝到成功的滋味。我告诉你一个
我领悟到的变强的方法：阴影只是一条纸龙！你别看它青面
獠牙，坚不可摧，其实，只要你克服畏惧心理，它就弱不禁
风。你只要牢牢记住这句话，你就能够像布莱恩一样尝到成
功的滋味。

冬天的美是任何一个季节都无法复制的，让我们拥抱大自然，
拥抱美丽的冬天吧！

松坊溪的冬天读后感篇六

《华为的冬天》是一篇在it业界流传的文章，公司将这篇文章
推荐给管理层员工学习，对于统一公司管理层员工思想，推
进厦工股份公司的快速健康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读完



《华为的冬天》一文，确实发人深省，感受颇多，我认为可
改为我们的冬天。特别是关于危机意识和员工团队管理及模
板化论述等几个方面。

感受之一：一个企业要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必须居安思危。

华为公司十多年发展的历史，献给世人眼中的是快速发展的
华为。而在华为管理者的心目中是要不断地面对竞争，化解
发展中出现的种种大大小小危机，在危机中发展，在危机中
壮大。也正是任正非老总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天天感受着
冬天严酷，时刻紧绷着危机这根弦，华为才有着今天的辉煌。
这正应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针对企业将来可能面
对的困难，公司积极寻求国际合作，开发国际市场，今年已
跟荷兰odm项目合作伙伴签订了生产100台迷你装载机的合同，
明年该项目的需求量将达到300-500台。公司在不断升级旧品
种的同时，积极开发市场特殊需求的高端产品。《华为的冬
天》使我们感受到，冬天是一种压力、是一种危机、更是一
种希望。

感受之二：企业要长期持续快速发展，必须建立一支有责任
心和使命感的员工团队。

要战胜困难，化解危机，保持企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拥有
一支责任心和使命感强的员工团队是重要保证。厦工股份公
司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也必须打造一支有责任心和使
命感的员工团队。作为厦工股份的一员，我们一定要居安思
危，时刻保持危机意识。思考失败，正视危机，这并不意味
着我们无所作为，而是要迎难而上，化失败为成功。公司每
个员工的利益、前途都和公司的发展密切联系，息息相关。
近几年来，公司的经营思路清晰，经营成果显著，为了公司
的长远发展，今年公司又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对我们进
行了有计划的培训，和一些管理课堂讲座。都是在培养我们
对工作、对社会的责任心，强化我们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



因此，我们每位员工都要树立主人翁意识，增强一份使命感，
多一份责任心。

感受之三：企业要战胜困难，化解危机必须从每个员工做起，
而模板化是所有员工快速管理进步的法宝。

如何尽快地解决问题，使公司进入良性发展轨道，模板化是
不错的探索。正如任正非说的一个新员工，看懂模板，会按
模板来做，就已经国际化、职业化，现在的文化程度，三个
月就掌握了，还有各流程管理部门、合理化管理部门，要善
于引导各类已经优化的、已经证实行之有效的工作模板化。
清晰流程，重复运行的流程，工作一定要模板化。一项工作
达到同样绩效，少用工，又少用时间，这才说明管理进步了。
我认为这些都非常适合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领会、实践。在现
实工作中抓住主要的模板建设，尽可能地使相关的模板的流
程连结起来，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公司的发展无疑会
有促进作用。

《华为的冬天》的内涵是深厚的，其延伸出的思想是深刻的，
我们应该真正的去领悟它，并把它应用到实际管理工作中去。
危机的到来是不知不觉的，面对危机感，需要全体员工拧成
一股绳，千斤重担大家挑，人人肩上有指标。在冬天最寒冷
的时令到来之前，在思想上、观念上、行动上，赶制好我们
过冬的棉衣，才能锻造出厦工人的气魄，厦工人的精神，金
光闪闪的厦工事业。

松坊溪的冬天读后感篇七

我读了美国著名作家劳拉·英格斯·维尔德的作品《漫长的
冬天》，这本书讲了劳拉一家度过冬天的故事。

刚开始，劳拉一家在银湖岸边，因为暴风雪来了，所以劳拉
一家不得不搬到镇上。他们到了镇上第二天，就去学校上学
了。刚开始劳拉不想上学，慢慢就爱上了学习，很快就赶上



了他们。还认识几个朋友。慢慢的，暴风雪来了，劳拉的学
习进度也断断续续的。还有一个不好的事情，就是因为暴风
雪，所以火车的路被堵住了。他们一家没有了粮食，所以每
天吃的很少。为了省柴火，每天都很早就上楼休息了。但是
劳拉一家没有屈服，他们用咖啡机磨小麦，做黑面包。书中
还有两个人物，一个是阿曼佐，一个是凯普，他们两个冒着
生命危险，出镇去外面买回粮食，让全村人渡过难关。

我最喜欢的故事是第七章，叫印第安人的警告。这个故事讲
了他们一家在放领地的时候，爸爸有一天一只野兔都没有看
见，也不能空手回去，只好在哈桑斯先生那里买一块腌肉。
走进商店，有一个印第安人，这人一看就很年老，棕色的脸
上爬满了如刀割一般的深的皱纹。在他身后，有一匹印第安
马在等候。他说很快就要下大雪了，他又说好大的风，好大
的雪。爸爸问：“要下多久？”印第安人伸出四根手指，又
伸出三根手指。七根手指不就是七个月吗？所有人都看着他。
他说：“大雪，七个手指头。”说完，他就走了。他们有很
多疑问。爸爸回答到：“印第安人说每隔七年会有一次很冷
的冬天，三个七年后的冬天是最冷的。会连续下七个月的雪。
”爸爸说完后，就回家了。到了家，他对妈说：“我们要快
点搬家。”妈妈说：“为什么要搬家？”爸爸说：“我就像
麝鼠，似乎有个声音在告诉我，快让你和女儿们搬到有厚实
墙壁的房子里。这种感觉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今天有个印
第安人……”说到这里爸爸停了。妈妈说：“什么印第安
人？”每当说起这个词，他的脸上就是一副似乎闻到印第安
人味道的表情。妈妈看不起印第安人，也对他们充满恐惧。
爸爸说：“晚饭的时候我会一五一十的告诉你。”劳拉想到
搬到镇上要那么多人住，劳拉心里一点也不愿意。

这本书告诉我们，遇到难事不要退缩，要勇敢的向前冲。

松坊溪的冬天读后感篇八

老舍先生是北京人，可是他的《济南的冬天》写得很美很美，



仿佛济南的冬天有无穷的魅力，而北京的冬天留给他的，似
乎只是风沙的印象。其实在北京，风沙是只有春天才有的，
这里的冬天也很美，关键是看你有什么样的心情。

由于父母在北京大学当老师，我从小便在校园里经历了一个
个春夏秋冬。也曾经随着父母走过了好多的地方，却总觉得
这里的冬天很有特点，可能是北方的冬的极致吧。北大的校
园叫做燕园，燕园的冬天很美丽。

燕园是个校园，所以这里的冬天多了好多的文化韵味，也多
了无限的生机。雪天大概是最让她显现出魅力的时刻了。在
冬雪初降的日子里，细碎的雪花飘落着，悄没声儿的，穿过
树枝，慢慢的在地上铺上一层银白的地毯。不知道雪花是不
是真的是天使抖落的羽毛，我想应该是吧，要不然它为什么
那么的洁白无瑕呢？那六瓣的精灵带着些许透明从遥远的天
国里降落到人世，栖息在人们的心里。抬手问，看它们落在
你的手掌心，轻轻地呵一口气，它便化做透明的水珠，如泪
水一般晶莹。捧着这雪花的精魂，你都不敢大声说话，只觉
得那静谧的时刻是那么让人感动。

你慢慢走着，隐隐地远处传来欢笑声。那是在大片的空地上，
大一的新生们在玩雪。许多从南方来的学生们大概没有见过
雪花吧，所以分外的惊喜。你看他们，笑着，跳着，闹着，
仿佛这雪就是为他们而下的，仿佛整个世界都是属于他们的。
他们年轻。恣意挥洒着活力，融在这美丽的世界里。而六翼
的小精灵仿佛受了感染，也调皮起来。他们飞快地舞起来，
挟着风，直往人的脖子里面钻。那是透人心脾的凉啊。不过
你要小心呵，因为嬉闹的人们打雪仗时的流弹一不小心就会
击中你。

而园子里最吸引人的当是未名湖了。湖面早已经结了厚厚的
冰，仿佛一个冰晶里的童话世界。人们在湖上滑冰，女孩子
穿着火红的外衣，像是要把这个冬天燃烧起来，情侣们相互
扶持着，偶尔滑倒便是一阵欢快的笑声。有些老师滑冰的技



术可好了，就像是飞一样，舒展着胳膊，突然来一个转身，
你正在为他们捏一把汗的时候，他们已经迅疾地从你的眼前
滑过了。

燕园的冬天是蒸腾着生命的冬天，这里有的是生机和活力。

虽然老舍没有用太多华丽的语句，却让人实实在在感受到济
南冬天朴素又高雅的美丽，让人对冬天的济南心驰神往。

济南的冬天是静止的，可老舍用自己的笔把它写活了。

正如巴金所说：“老舍先生永远活在他的作品中，活在一代
代读者心中，活在人民中间！”

松坊溪的冬天读后感篇九

倚于床脚，望一轮明月，洒下缕缕柔光；卧于床铺，苦彻夜
难眠，忆起昔日温馨；坐于床尾，拾遗落之书，研读世间友
情。

指尖逝过末页，带来一丝感慨：暗淡的生活中，我们默默携
手走过青涩的年少，没有波澜起伏，亦不曾惊天动地，只是
为记忆随手抹上一笔明媚的色彩。当时光飞逝带走青葱的岁
月时，友谊却能如陈年老酒般，愈久愈香，愈品愈醇。虽然，
友情没有亲情的情意绵绵，更不如爱情的轰轰烈烈，但却平
静得像一泓湖水，透着那份真，显着那份纯。

不知何时我已危襟正坐于江岩上，细细倾听“老者”的处世
之道：“小妹妹，不是姐姐说你，单纯在这个世界上分文不
值，也罢，长大后事实会将你磨练得圆滑。那时你会惊讶地
发现每天陪你一起闹，一起疯的不再是昔日的朋友，那张虚
伪的面具下是一张丑陋的脸。你永远不会知道，哪一天你将
成为他们人生中的垫脚石之一……”似懂非懂地听着那些沧
桑的肺腑之言，望着微波粼粼的海面，我喃喃自语：“单纯



地对待每一个人也有错吗？圆滑的我又是怎样的？”无知使
将跳动的心脏交付给了那一轮圆月。

紧紧握着手中的笔，昔日的一幕幕浮现脑海：曾几何时，你
陪我一起奔跑在田间；曾几何时，你替我轻轻抹去嘴角的饭
粒；曾几何时，你帮我流泪背上抄袭的黑锅。望着你远去的
背影，我有了心跳的感觉。

睁开眼，天已大亮，这是一场梦？但却演绎得如此真实，手
中的笔还余温尚存。这是现实？我有为何躺在床上，门依然
紧锁。指尖触碰到心脏跳动的寄情，我想这也许不再重要了
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