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合欢读后感(优秀9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
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
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
有所帮助。

合欢读后感篇一

《合欢树》这一篇文章是史铁生的作品之一，它讲述了史铁
生从双腿残疾，到母亲不幸去世，再到他坚强地活了下来，
最后三十岁时得了奖的故事。史铁生终于从苦难中走了出来，
但母亲早已不在人世，但母亲的离世，让史铁生变得坚强起
来。

合欢树，它本身就是母亲为了让儿子开心一些，挖来一株含
羞草种在院子里，后来才知道那是合欢树。母亲逝世以后，
史铁生明白了合欢树意味着什么，也懂得了母亲想说什么：
你和妹妹在一块儿要好好儿活，要坚强地活下去。史铁生确
如母亲所希望的那样，坚强地活了下去。当然这不仅仅是因
为母亲的临终嘱托，更是因为史铁生选择了坚持，而不是放
弃。他后来从事写作，把自己的遭遇说出来，把自己的故事
写出来，给别人看，给读者看，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多年以后，当史铁生重新回到小院，曾经的“含羞草”就像
不顾别人的眼光，不在意别人的误会，成长为合欢树，并依
然坚强地生长着，就像史铁生一样。或许每一株“含羞草”，
都能成长为坚强的合欢树吧！

我突然想起，多年以前，母亲曾帮我买来了一株含羞草。它
好像生来有病，买来就感觉要死了一样。起初，我精心地照
料着它，每天给它浇水，搬着它去晒太阳，但渐渐地，它不



但没有了生机，并且连长都没长一点儿，我失去了耐心，便
不再照顾它。

几个月后的一天，母亲过来对我说：“儿子，你种的含羞草
居然活了过来，肯定是你照顾得好。我本以为它要死了，真
想不到居然还能活……”我既惭愧又自责，赶紧跑到含羞草
跟前，只见它的叶子高高地竖着，茎直愣愣地竖在哪儿，像
在空旷的角落里昂首挺立的士兵，完全不像曾经生病的样子。
它似乎在告诉我：“我自己会活过来，不需要别人的帮助，
我很坚强。”

看着它生机勃勃的样子，我想，含羞草或许就代表着史铁生
在无人照料、无人照顾的情况下，坚持着，坚持着，活了过
来，也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坚持和希望。我们相信，每一株
“含羞草”，最终都能成长为顽强的合欢树，就像史铁生一
样，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合欢读后感篇二

史铁生一生多舛，最狂妄的年龄不幸双腿瘫痪，后来又患尿
毒症，只能靠透析来维持生命，这对史铁生来说无疑是精神
上最大的打击。

“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这是他在
《合欢树》中干脆的表态。

“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窗外天上北归
的雁群，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
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此时的史铁
生已陷入人生的低谷，消极度日，萎靡不振，他所表现的性
格突出了他内心的起伏、挣扎和缠绕扭曲的矛盾。我们没有
理由去否定他的做法，任何人都有享受对逆境与痛苦发泄的
权利，只不过发泄的方式由各人的性情决定。史铁生在逆境
中时浮时沉，他被镀上多舛的印记，注定此生无路可退，命



运之神硬拽着他走向迷茫，他手无缚鸡之力，但他的脑子却
是清醒的。他不会任命运摆布，他固执、倔强，他偏要逆流
而上。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是他对生命的初步认识。好
个真真性情，好个英雄气概，因为真，所以美。

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这是史铁生认识人生的第二境
界。

《合欢树》中有这么一句话：“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
那东西能把残疾人救出困境”他写小说并非心血来潮，一个
陷入极端痛苦的人怎么会对这种东西钟情呢？这是史铁生背
后默默支持他的母亲给他的动力。母亲在他最绝望的时候给
了他最真切的爱，她深知，一个生理受伤的人只能靠药物来
治疗，而一个人的心灵受重创，必须及时用爱治疗。为此，
她付出太多太多，星星白发，积劳成疾，终撒手人寰。史铁
生后来明白了他母亲的良苦用心，充满感激和内疚。他却明
智，没有活在悲伤的阴影中，而是惊人地抛出“悲伤也成了
享受”这样耐人寻味的哲语。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史
铁生完成了思想的一大转变。笑对生死，是史铁生的大彻大
悟。

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

“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起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
动的树影儿，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
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这不正是史铁生真实的写照吗？一生坎坷，一朝怀念，母子
情深，睹物思情。他也只好有“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感叹了，
但他在遭受一次次命运的折磨后，已经成熟了不少。他对母
亲的思念，是最真的情；他对母亲的爱，是最真的爱，而这
种爱也升华为对生命的`敬重，对自然的热爱，他懂母亲的心，
要好好活，活出爱，活出生命的价值！



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生命返璞归真的那一刻，也是史
铁生笑得最灿烂的时候。命运就在他手中，现在是他掌控命
运，而不是命运主宰他了。他活得很潇洒。

人生不苦，苦的是心，把心茁壮了，再大的风浪也无奈。

合欢读后感篇三

佛家禅学有三句回味无穷得话：

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并不是水;

见山還是山，见水還是水。

我忽地想起，这三句话用于描述史铁生最好但是了。

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史铁生一生多舛，最嚣张的年纪悲剧两腿偏瘫，之后又患糖
尿病，全靠分析来保持生命，这对史铁生而言毫无疑问是精
神实质上较大 的严厉打击。

我倒没太担心，想着去世了也罢，去世了倒爽快。它是他在
《合欢树》中果断的表态发言。

两条腿偏瘫后，我的性子变得越来越愤怒：看着窗外天空中
的野鹅，我可以突然把眼前的三明治玻璃砸碎;听一首甜蜜的
歌，我可以把墙上的东西砸碎。这时的史铁生已深陷人生的
低潮期，消沉过日子，无精打采，他所主要表现的性情突显
了他心里的波动、挣脱和盘绕歪曲的分歧。大家没理由去否
认他的作法，所有人都是有享有对挫折与痛楚宣泄的支配权，
只不过是宣泄的方法由每个人的性格决策。史铁生在挫折中
浮沉，他被打上了许多舛记，结果人生陷入了僵局，命运之
神硬是把他牵得茫然，他的手没有力量捆鸡，但他的头脑很



清楚。他不容易任运势摆弄，他执着、固执，他硬要逆流而
行。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它是他对生命的基本了解。好个
真爱憎分明，好个英勇气概，由于真，因此美。

见山不是山，见水并不是水

它是史铁生了解人生的第二人生境界。

《合欢树》中有那么一句话：我一心只惦记着写网络小说，
好像那东西可以把伤残人解救窘境他写网络小说并不是突发
奇想，一个深陷极端化痛苦的人为什么会对这类东西倾心呢？
它是史铁生身后默默地适用他的妈妈给他们的驱动力。妈妈
在他最失落的情况下给了他最真实的爱，她方知，一个生理
学负伤的人全靠药品来医治，而一个人的内心受重挫，务必
立即用爱医治。因此，她努力非常多，星辰白头发，积劳成
疾，终一命呜呼。史铁生之后懂了他妈妈的用心良苦，填满
感谢和愧疚。他却聪明，沒有活在忧伤的黑影中，只是令人
震惊地抛出去忧伤也变成享有那样回味无穷的哲语。见山不
是山，见水不是水，史铁生成了观念的巨大变化。笑对存亡，
是史铁生的豁然开朗。

见山還是山，见水還是水

有一天哪个小孩长大以后，会想到儿时的事，会想到这些摇
晃的树荫儿，会想到他自己的母亲。他会跑看一看那棵树。
但他不容易了解那棵树到底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我觉得更是史铁生真正的真实写照吗？一生辛苦，一朝怀恋，
母子情深，见物思。他也只能有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感慨了，
但他在遭到一次次运势的摧残后，早已成熟了许多。他对母
亲的思念，是最确定的事情他对父母的爱，是最确定的爱，
爱的深度也变成了对生命的尊敬，是理所当然的爱，理解母
亲的心，坚定地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活出生命的使用
价值！



见山還是山，见水還是水。生命返朴归真的那一刻，也是史
铁生高兴得最璀璨的情况下。运势就在他手上，现在是他操
控运势，而不是运势修罗神他了。他活得很洒脱。

人生不苦，苦的是心，把心强健了，再大的大风大浪也无可
奈何。

合欢读后感篇四

母亲去世后，我们搬了家。我很少再到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
子去。小院在一个大院的尽里头，我偶尔摇车到大院儿去坐
坐，但不愿意去那个小院子，推说手摇车进去不方便。院子
里的老太太们还都把我当儿孙看，尤其想到我又没了母亲，
但都不说，光扯些闲话，怪我不常去。我坐在院子当中，喝
东家的茶，吃西家的瓜。有一年，人们终于又提到母
亲：“到小院子去看看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
了！”我心里一阵抖，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太不易。大伙就
不再说，忙扯到别的，说起我们原来住的房子里现在住了小
两口，女的刚生了个儿子，孩子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看
窗户上的树影儿。

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那年，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
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绿苗，以为是含羞草，种在
花盆里，竟是一棵合欢树。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但当时
心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
还不舍得扔掉，依然让它留在瓦盆里。第三年，合欢树不但
长出了叶子，而且还比较茂盛。母亲高兴了好多天，以为那
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敢太大意。又过了一年，她把
合欢树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叨，不知道这种树
几年才开花。再过一年，我们搬了家，悲哀弄得我们都把那
棵小树忘记了。

院子里的老太太们还是那么喜欢我，东屋倒茶，西屋点烟，
送到我跟前。大伙都知道我获奖的事，也许知道，但不觉得



那很重要；还是都问我的腿，问我是否有了正式工作。这回，
想摇车进小院儿真是不能了。家家门前的小厨房都扩大了，
过道窄得一个人推自行车进去也要侧身。我问起那棵合欢树，
大伙说，年年都开花，长得跟房子一样高了。这么说，我再
看不见它了。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倒也不是不行。我挺后
悔前两年没有自己摇车进去看看。

我摇车在街上慢慢走，不想急着回家。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
静地呆一会。悲伤也成享受。

有那么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起童年的事，会想起那
些晃动的树影儿，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
树。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合欢读后感篇五

林徽因写给自己刚刚出生的儿子梁从诫说，“你是那一树一
树的花开”，该是怎样绚烂美好的景象呀。孩子来到这个世
界上，母亲的爱就跟着绽放成花开的模样。

《合欢树》中的母亲，我想一定是一个温柔而又坚强的美人，
生活给了她太多的辛酸与无奈，她都一一承下，但什么都无
法消磨她对儿子爱。她带着儿子求医治病，帮他学习写作，
她永远不肯放弃他。“人世间没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里那样的
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她没能看到
儿子的成功，也没能等到合欢树的花开，但她的那些爱，一
定支撑着作者走过无数难眠的黑夜，引着他走向前去。

我看《合欢树》，总觉得史铁生是在写我和我妈，他用他的
笔，写出了我表达不出的心情。

我十岁时贪玩弄断了胳膊，整天吊着胳膊可怜兮兮的。妈妈
带着我到处跑，到处治。其实我得的又不是什么不治之症，
休养一下就会慢慢好起来，但是妈妈特别紧张，尤其是有一



个坏医生告诉妈妈我断掉得那只胳膊可能永远也不会再长了。
妈妈吓坏了，更加努力地带我到处求医。敷鸡蛋清、薰艾草，
各种偏方她都往我身上试，鸡蛋清黏黏的感觉至今是我的噩
梦。

那时候每天晚上睡觉都成问题，躺着睡会很疼，所以就坐着
睡。我哪里睡得着，睁着眼睛胡思乱想，越想越委屈，委屈
了就乱发脾气。妈妈守在我身边，我发脾气她什么也不说，
就那么抱着我。所以每天晚上我都带着一脸泪在妈妈怀里睡
着。只是有时候半夜我不小心压到自己把自己疼醒，会听见
浅浅的啜泣和轻轻的叹息。现在想想，她本来就有失眠症，
那段日子怕是整夜整夜得睡不着觉。可惜我当时太不懂事，
只知道在疼的时候大哭大闹，却看不见她因我而慢慢苍老的
面庞。不过我远比史铁生幸运的多，我慢慢痊愈了，妈妈的
笑容又灿烂起来。

后来我慢慢长大，回想起那段日子，才看到那段灰暗的岁月
里沉淀着的她的爱，就像暗夜里的星星，闪烁在我的生命里。
这件事被我反复写在作文里，可写出来的东西连我自己都不
能打动，老师也并没有因为我断过胳膊的可怜遭遇而多给我
几分。塞林格说：“真正有意思的是那样一本书，你读完后，
很希望写这书的作家是你极要好的朋友，你只要高兴，随时
都可以打电话给他。”我好想打电话给史铁生，妈妈给我的
感动，我在他的文章里找到了。

倘若我真是一棵能开花的树，那么妈妈便是水、是光、是空
气、是我扎根之土壤。若我有一日花开，一定要把她抱上我
最高的枝头，把我所有的芬芳所有的美好送给她。

合欢读后感篇六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在我生命的每个角落静
静为我开着……”美妙的歌声，浮起在同学的嘴角，欣然陶
醉。但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



又到了馨花烂漫的季节，学校里的`那一片合欢树，盛开在绚
烂缤纷的花季。那片绿叶白绒中夹带着粉红的色彩，装点了
学校，也装饰了我们的视野。

嗅着合欢花的清香，翻开书，缕缕墨香迎来，交织在一齐，
点到《合欢树》一文，花开的时节读花一般的文章。

清风微抚，合欢花飘落枝头，迎风飞舞，悠悠地飘向教学楼，
轻叩窗台而登入教室，起舞在教室里，迎来，在我们脸上抚
慰几下，轻轻的、柔柔的，散落在书上，躺在扉页的标题旁，
俨然般相映成趣。

往下读，我不禁失去了赏花时的兴致，开始陷入在史铁生的
深情至感中，他的人生本就活在不幸的遭遇中，而他的母亲，
能够说，活得比他更惨。幸而“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
回去”了。字里行间饱含着满是对母亲去世的悲伤之情，又
深深渗透着儿子对母爱热烈真挚的称颂。

初读此文，总感觉史老先生的记叙，与标题相距甚远，他从
儿时及年轻时与母亲的冲突写起，写到之后得奖时母亲已故，
还提及了自我在大杂院的经历，“合欢树”，似乎是配角中
的配角了，而母亲，无疑是主角，史铁生笔下的母亲是一个
爱美爱子爱生活的妇女，穿自我做的蓝地白花裙子，为儿子
的病儿劳累奔波，又进取鼓励支持儿子的创作事业，栽种了
合欢树，是生活的寄托，悉心呵护、照顾，是对生命的态度
和生活情趣。虽然处于困境，但心存完美、光明和期望。

起身，伫立窗前，看着绒绒的合欢花，将手中的那一朵轻轻
放出，随风飘去，目光——凝视着，将我的思绪带向远方。

侍弄花草是父亲的习惯，而母亲则细心照顾着她的那片小菜
园，南瓜、番茄、豇豆、辣椒等各种作物应有尽有，不禁向
家里的餐桌上供给丰富的菜肴。平日里的母亲，不像史老先
生的母亲那般总是默默注视着儿子，而总是絮絮叨叨的，但



我并不抱怨母亲的苦口婆心，因为其中藏者的是母亲无尽的
爱与关怀，在母爱的光环下是那异样的幸福！

最难忘，母亲在细雨中送我上学，虽然是那么的平凡，可是
爱往往蕴藏在平凡中。那是一个星期天的傍晚，住校生正常
返校，天灰蒙蒙的，母亲用她的小电瓶车载着我奔向学校，
空中下着牛毛细雨，母亲没有穿雨衣，我看着母亲的头发，
黑中夹带着银丝，那一粒粒微小的“雨珠”，闪烁着莹光，
就像闪烁着母亲的爱。到了校门口，我像往常一样，进了学
校，回首相看，是母亲那注视的目光，渐渐遥远，天空下，
是爱在回荡。

望着那些晃动的树影儿，我不明白这些合欢树是谁种的，是
怎样种的，但这些生命的花儿，随风触动，每一朵都承载着
人间的爱，弥漫学校！

在这合欢花开的时节，母亲的那片小菜园里的作物也都该开
花了吧？

合欢读后感篇七

这是一个讲母爱的故事：史铁生双腿残疾，头上开始有了白
发，母亲总找来稀奇古怪的偏方给他吃，但始终不见疗效。
为了让儿子开心一些，母亲挖来一株“含羞草”，种在花盆
里，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棵合欢树，是个好兆头，母亲很高兴。
多年以后，合欢树长到很高了。可悲，他的母亲早已不再人
世了。

我的母亲也是这样，为我辛苦，日夜操劳。母亲还健在，但
岁月的痕迹，无情地在她的前额刻上了皱纹。有一天，天阴
沉沉的。放学了，我抄写好家庭作业，磨磨蹭蹭地整理书包。
等我慢吞吞地走出教学楼，才知道天气是那么寒冷。母亲在
寒风中等我，探着身子张望着，我很不好意思。母亲怕我冷，
就让我穿上她带来的外套，还不停地问：“冷吗？没冻着



吧？”没有怨言，眼神里只有温柔。一路上，我和母亲说说
笑笑，再也感觉不到任何寒意。

母亲曾说：“父母给了我十分的爱，如果我只能够还一分恩
的'话，她也感到很欣慰。”但我想对母亲说的是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为我操劳一生的父母，我一定要成才，报答你
们的恩情。

合欢读后感篇八

《合欢树》是史铁生用朴实无华的语言谱写了一曲感人至深
的追忆母爱之曲。曲中音符如行云流水般演绎着，敲击着每
一位读者的心灵。款款文字渗透着对母亲去世的悲伤之情，
跳动着对母亲的真切怀念之心。

乍一看去，觉得文章应是状物类散文，因为题为《合欢树》;
然而，初读文章，有心生奇异：怎么是写人叙事文章?通读全
篇，才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构思巧妙。

文章以第六段“我摇车离开那儿，在街上瞎逛，不想回
家。”作为过渡段，乘转结合，非常自然。前部分是追忆母
亲，后部分是思索合欢树。对母亲的回忆为合欢树的意义作
好了铺垫，打下了感情基调。两部分衔接流畅，浑然一体。

作者在前部分沿着回忆的路径重现定格了母亲身影的两个镜
头，以时间为序，信笔而书，笔触所至。无不渗透深情，行
文如水流成溪，质朴中显风采，平淡中藏深味。

第一个镜头是：10岁时，“我”作文获奖，母亲很高兴，说
自己当年的作文写得还要好。“我”不服气，故意气她。年
幼的“我”想来是还没读懂一位母亲对自己的良好禀赋能传
给儿子的那份喜悦与自豪的。最后两句话“不过我承认她聪
明，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看的女的。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底
白花的裙子。”体现出“我”重新回首这件事时，内心充满



对母亲的敬意与眷恋。

第二个镜头是：20岁时，“我”两腿残废后，母亲为了
让“我”重新站起来，不辞劳苦，“全副心思放在给我治病
上”。

终于，30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
在人世”。如此的母亲是伟大的，她们总是默默地为儿女无
私的付出。却从不记回报，甚至连分享儿女成功的喜悦也常
常被无情的生命剥夺。“我”怀念母亲，遥想母亲，静静地
在树林里遥问上帝，“风正在树林里吹过”，母亲似乎曾回
来过。也许母亲从未离开过，她活在儿子的心灵里，陪伴他
一生。

细心读来，可以发现作者选择的三个时间段分别是10岁，20
岁，30岁，这都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母亲都在其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虽然30岁时，母亲已逝世了，但30岁的成
就是母亲用一生的付出为“我”收获的。母亲在儿子心目中
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了。这也体现了作者在选材组织上的独
具匠心。

在前部分里，我们始终不见合欢树的半点踪迹，从文中看来，
第八段有一句话“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合欢树似乎已
在作者记忆中遗失了。记忆的闸门在曾经的邻居的一句话中
打开了“到小院子去看看吗，_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
了!”当时“我心里一阵抖”，“推说手摇车进出不易“，拒
绝与合欢树见面。为什么会“抖”?怕忆起母亲?怕难以乘受
悲伤?史铁生内心的疼痛在一个“抖”字倾泻而出。

接着，作者追忆合欢树的由来，从追忆可见，母亲无意栽种
合欢树的时候是“我”已两腿残废。想来那时母亲内心的伤
痛是难以言表的。她挖回这棵“刚出土的绿苗”，很大程度
是寄予了一种生命常青的愿望。因为绿是生命的象征。



我们可以细细品味这段话“母亲从来喜欢这些东西，但当时
心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
还不舍得扔掉，依然让它留在瓦盆里。第三年，合欢树不但
长出了叶子，而且还比较茂盛。母亲高兴了好多天，以为是
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甘太大意。又过了一年，她把合
欢树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叼，不知道这种树几
年才开花。”这似乎是母亲全心为“我”找药方到支
持“我”写作的过程的写照。我想这位母亲在料理合欢树时
定是充满了对儿子的痊愈的希望的。

合欢树被弃置在路边，在被无意栽种的一年里，无人打理。
然而第三年却“长出了叶子”，还比较茂盛。这是一个顽强
的生命，在逆境中生存了下来。苦难是人生的老师，只有勇
于面对才能拥有充满阳光的将来。

合欢树是母亲亲手栽下的，是母亲亲自料理过的，它的身上
有着母亲的影子，凝聚着深沉的母爱。母亲虽已逝去，而合
欢树仍在健康生长，“年年都开花，长得跟房子一样高了”，
暗喻着母爱长青，母爱永恒。

文中三次提到那个“刚来世上的孩子”，前两次说他“不哭
不闹，瞪着眼睛看树影儿”，这里的“树影儿”，这里
的“树影儿”就是合欢树的影子，最后说到“有那么一天，
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起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
儿，会想他自己的妈妈”，一言道出，合欢树上处处是母爱
的影子，是一生都不能磨灭的。

作者始终对合欢树怀着一种复杂的感情，一方面找借口不肯
去看，另一方面“挺后悔前两年没有自己摇车进去看看”。
也许是他不知如何去面对失去这一份厚重的母亲吧。也许他
只想把这一切深深地藏在心底，独自咀嚼，“悲伤也成享
受”吧。

文章自始至终都没有正面描写过“合欢树”，只是借回忆之



手，托他人之语，一一交代“合欢树”的情况，不着一笔，
却尽显风采，果然不悦是大师手笔。

文章的语言淡雅、朴素，娓娓道来深切母爱，就仿佛和读者
在聊天是不经意谈起母亲，说起合欢树一般，内心的深情没
有像蓄势待发的洪水喷涌而出，仍是如涓涓细流，闲话家常
一一道来，怀念、悲痛之情潜藏于字里行间，除却华丽辞藻
与刻意雕饰，思绪所至，笔触所到，深切隽永的真情蕴涵其
中，等待有心人细嚼。

合欢读后感篇九

闲暇时，偶然翻看了史铁生的散文《合欢树》，因他母亲的
所作所为而感动。

史铁生二十岁时，双腿残疾。母亲为了给他治病，总是怀抱
着希望到处去求药方，却遭来了儿子的埋怨。后来为了让儿
子写好小说，四处借书，冒雨顶雪地拉他去看电影。当初，
她种下一棵小小的合欢树，满怀美好的期待，当这棵树长大，
儿子的小说也发表时，她却已经不在人世多年。

“多么伟大的母爱，为了儿子，不顾惜自己的身体，为了儿
子开心，自己什么都可以付出。”我常常这么叹息着，为她
感到怜惜。合欢树的花早已开满枝头，可那个曾经照料它的
母亲却不在了。所谓的合与欢，迎来的竟是离与悲，好不痛
惜。

回想每次自己犯错时，母亲偶尔也会批评我，我常常是烦不
胜烦。可她又亏欠着我什么呢？不过只是希望我能好好的，
走上正确的路，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心中闷闷时，不禁想起那棵见证作者悲欢离合经历的`合欢树，
在我的心中，那合欢树仍旧在生长着，指引着我更深刻地感
受着天下母亲无私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