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罪与罚读后感 徐志摩诗选读后感(优质9
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
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
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
助。

罪与罚读后感篇一

我是个无依无伴的小孩，

无意地来到生疏的人间：

我忘了我的生年与生地，

只记从来处的草青日丽；

青草里满泛我活泼的童心，

好鸟常伴我在艳阳中游戏；

我爱啜野花上的白露清鲜，

爱去流涧边照弄我的童颜，

我爱与初生的小鹿儿竞赛，

爱聚砂砾仿造梦里的亭园；

我梦里常游安琪儿的仙府，

白羽的安琪儿，教导我歌舞；



我只晓天公的喜悦与震怒，

从不感人生的痛苦与欢娱；

所以我是个自然的婴孩，

误入了人间峻险的城围：

我骇诧于市街车马之喧扰，

行路人尽戴著忧惨的面罩；

铅般的'烟雾迷障我的心府，

在人丛中反感恐惧与寂寥；

啊！此地不见了清涧与青草。

更有谁伴我笑语，疗我饥＊；

我只觉刺痛的冷眼与冷笑，

我足上沾污了沟渠的泞潦；

我忍住两眼热泪，漫步无聊，

漫步著南街北巷，小径长桥，

我走近一家富丽的门前，

门上有金色题标，两字「慈悲」；

金字的慈悲，令我欢慰，

我便放胆跨进了门槛，



慈悲的门庭寂无声响，

堂上隐隐有阴惨的偶像；

偶像在伸臂，似庄似戏，

真骇我狂奔出慈悲之第；

我神魂惊悸慌张地前行，

转瞬间又面对「快乐之园」；

快乐园的门前，鼓角声喧，

红衣汉在守卫，神色威严；

游服竞鲜艳，如春蝶舞翩跹，

园林里阵阵香风，花枝隐现；

吹来乐音断片，招诱向前，

赤穷孩蹑近了快乐之园！

守门汉霹雳似的一声呼叱，

震出了我骇愧的两行急泪；

我掩面向僻隐处飞驰，

遭罹了快乐边沿的尖刺；

黄昏。荒街上尘埃舞旋，

凉风里有落叶在呜咽；



天地看似墨色螺形的长卷，

有孤身儿在蜘蹰，似退似前；

我仿佛陷落在冰寒的阱锢，

我哭一声我要阳光的暖和！

我想望温柔手掌，偎我心窝，

我想望搂我入怀，纯爱的母；

我悲思正在喷泉似的溢涌，

一闪闪神奇的光，忽耀前路；

光似草际的游萤，乍显乍隐，

又似暑夜的飞星，窜流无定；

神异的精灵！生动了黑夜，

平易了途径，这闪闪的光明；

闪闪的光明，消解了恐惧，

启发了欢欣，这神异的精灵：

昏沈的道上，引导我前进，

一步步离远人间进向天庭；

天庭！在白云深处，白云深处，

有美安琪敛翅羽，安眠未醒，



我亦爱在白云里安眠不醒，

任清风搂抱，明星亲吻殷勤；

光明！我不爱人间，人间难觅

安乐与真情，慈悲与欢欣；

光明，我求祷你引致我上凳

天庭，引挈我永住仙神之境；

我即不能上攀天庭，光明，

你也照导我出城围之困，

我是个自然的婴儿，光明知否，

但求回复自然的生活优游；

茂林中有餐不罄的鲜柑野栗，

青草里有享不尽的意趣香柔……

罪与罚读后感篇二

春日溶溶时，我总喜欢用行囊装着《诗》来到明澈的小河边，
或绿意盎然的草坪上，呼吸新鲜清晰的花粉气味。坐着或躺
着，小心翼翼拿出《诗》，就像小心拿出贵重的水晶品。翻
开书页，《诗》中全是文学巨人徐志摩的点点情怀：“夜幕
冥冥，思悠悠，何处是我的多情友;风颺颺，柳飘飘，榆钱斗
牛，是长相忆的歌喉。”那细腻的文笔，真挚的感情，使我
忘却人世的虚伪，丑恶，顿时“幻化成天空中的一片云”或是
“在半空中潇洒的雪花”，在幻想的似有若无的空间里插上
翅膀翱翔。



“我的哀思焉能电花似的飞驰，感动你天日遥远的灵魂;我泪
洒向长风遥送，问何时能戡破生死之门?”《志摩的诗》犹如
志摩的一生，实在太丰富。

每当万籁俱寂，星斗纵横，我总喜欢抱着《志摩的诗》，在
月华一泻千里下，在繁星点缀的庭院的灯光下，翻开《诗》，
便是志摩在康桥写的《再别康桥》：“那河畔的金柳，是夕
阳中的新娘``````”;“月儿，休学新娘羞，把云遮住你的光
艳首”;“我焉能不为他的才学而佩服，这时传来晓风的音
讯”`````《志摩的诗》便成了慈爱的安琪儿，他安祥的望着
我，挈着我的手，引领我在星云间穿梭，我可以与志摩的诗，
噢!不，我可以与追求自由美丽的安琪儿乘风远去，访天堂之
美丽。

志摩的诗意韵很深，常把我带到另外的世界，但也催促我不
能忘记世间的险恶，“``````只剩下一片焦黄的花蕊，这年
头活着不易，这年头活着不易!”志摩就是用他的笔，像鲁迅
的敏锐，又带着李白的几分酒醉，把人间疾苦谱成诗篇。

《志摩的诗》一直伴我成长，它教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
一片云彩”的豁达，鼓励我走出思想的千山万水：“这里是
古英雄的乡国，白云里投出不朽的灵光``````何必这无端的
凄清、怆惶?”

罪与罚读后感篇三

徐志摩这首《偶然》,是写给一位偶然相爱一场而后又天各一
方的情人(林徽因)的.人生的路途上,有着多少偶然的交会,又
有多少美好的东西,仅仅是偶然的交会,永不重复.无论是缠绵
的亲情,还是动人的友谊,无论是大街上会心的一笑,还是旅途
中倾心的三言两语,都往往是昙花一现,了无踪影.那些消逝了
的美,那些消逝的爱,又有多少能够重新降临.时间能带走一切.
对于天空中的云影偶尔闪现在波心,实在是“不必讶异,更无
须欢喜.”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方向,我们偶然地相遇,又将匆匆



地分别,永无再见的希望.那些相遇时互放的“光亮”,那些相
遇时互相倾注的情意,“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

能把“偶然”这样一个极为抽象的时间副词,使之形象化,置
入象征性的结构,充满情趣哲理,不但珠润玉圆,朗朗上口而且
余味无穷,意溢于言外——徐志摩的这首《偶然》小诗,对我
来说,用上“情有独钟”之语而不为过.

诗史上,一部洋洋洒洒上千行长诗可以随似水流年埋没于无情
的历史沉积中,而某些玲珑之短诗,却能够经历史年代之久而
独放异彩.这首两段十行的小诗,在现代诗歌长廊中,应堪称别
备一格之作.

文档为doc格式

罪与罚读后感篇四

最近有缘在图书馆找到一本《徐志摩传》。扉页上有一帧黑
白照片，照片上的徐志摩西装笔挺，衣领雪白，颈下的领带
骄傲地突显着，完完全全是一副才子的模样。当我看到他那
首脍炙人口的诗《再别康桥》，强烈的心灵震撼让我感到世
间竟会有如此巧合。在《再别康桥》诗最后的一节中诗人是
这样写道：“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
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尽管他才华横溢，当他在世上只待34春秋的时候，意外孤独
地死在了天上，也许这才是他本来的归宿。记得有位伟人曾
经讲过：“理想主义者就是让自己过得最不理想的人。”

徐志摩的一生就是热烈而又执着地追求理想的一生。他的诗
文中最出色的也就是那些歌颂理想和爱情的作品。尤其是爱
情方面，古今中外执著不渝终身高颂爱情的人大有人在，但
很少有人敢把浪漫的爱情放在复杂的现实中来不顾一切地追
求，并不惜承受世俗的压力。徐志摩为追求浪漫的爱情而离



婚，为此和恩师梁启超师生反目，为此父母和他一度断绝关
系。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在众人的唾沫星海里仍固执写道：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
得，我命，如此而已。”

然而，他那种对理想的执着，对爱情的追求，对生活充满希
望的态度，那种浪漫的带着唯美的色彩，由于脱离了客观现
实，犹如空中楼阁，每一次总是以诗人终于没有找到他理想
中的灵魂伴侣而告失败。康桥美丽的初恋随着林徽因出嫁而
成永远的心痛，后来的陆小曼不知珍惜闹出的绯闻更让诗人
愁肠百结。在人间追寻理想屡遭挫折的诗人，最终没有逃脱
把自己融入五彩缤纷的云彩的命运。

由于受英国浪漫主义诗风的熏染，所以徐志摩的浪漫纯正而
不轻佻，高雅而不低俗，那种欧化的贵族气息使得他具有一
种迷人的魅力。相比于西装革履的徐志摩，我更喜欢电视剧
《人间四月天》片头中的扮相，那才是我心目中上个世纪三
十年代徐志摩的感觉。他在读者中从来就不乏追随者，眼下，
徐志摩也是“小资”一族青睐的中国作家。尽管在他身上也
浑身散发着浓厚的资产阶级旧文人那种脱离现实超理想主义
的气息，但在客观上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徐志摩是一
个天才。

可惜，天才的诗人只在人间待了短短的34年，他短暂的一生
像是一颗倏然划过的流星，轻轻地来，又悄悄地走，但却折
射出奇异的光芒，叫人永远怀念，永远难忘。

罪与罚读后感篇五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
天的云彩。“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
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再别康桥，再别志摩。熟悉的笔调还是难以让人忘怀。



《徐志摩诗歌全集》收录了徐志摩生前发表的《志摩的诗》、
《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和《云游》四部诗集，并整
理了他的其它诗篇，合并为《醒！醒！》。诗人虽然轻轻的
走了，但是他留下的作品却会永存于读者心中。

徐志摩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尽管他自己说：“在二十四
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但他一旦
拿起笔来，佳作便犹如山洪爆发一般涌现出来。作为新月派
诗人的代表，徐志摩的诗作字句清新，比喻新奇，想象丰富，
意境优美，神思飘逸，富于变化，同时具有浪漫主义和唯美
主义色彩。他的诗就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而他那驳杂的
思想也在这个世界中一一体现。他的诗歌写爱情、写生活、
写景色、写人间疾苦。

这里引用徐志摩的诗：“但有人，比如我自己，就有爱落叶
的癖好。他们初下来时颜色有很鲜艳的，但时候久了，颜色
也变，除非你保存得好。所以我的话，那就是我的思想，也
是与落叶一样的无用，至多有时有几痕生命的颜色就是
了。”有着对自己思维方式的反思，人的思维不见得完美，
有时只是一种多余。看似华丽，却经不起推敲，看似深邃，
却不能传给后世，也是一种无奈吧！对自己的无奈！

“人类最伟大的使命，是制造翅膀；最大的成功是飞！理想
的极度，想象的止境，从人到神！诗是翅膀上出世的；哲理
是在空中盘旋的。飞：超脱一切，笼盖一切，扫荡一切，吞
吐一切。”他可以看出理想的重要，诗的伟大，哲学的美好，
他也可以用它的笔惊醒人们，别总关注物质，心灵的美也很
重要。诗歌，它可以给你带来心灵的享受，它是不可或缺。

现在，诗歌已经越来越少，看诗的的人也更少了。的确，诗
不能给人们带来财富，也许你认为它只是在浪费时间。但你，
没有明白诗的意义。那种对心灵，对灵魂正真的描写，在诗
人的面前，你能看到自己的心声，也许你一直在影藏它，你
不曾发现的你的那份情怀。



“你真的走了，明天？那我，那我……

你也不用管，迟早有那一天；你愿意记着我，就记着我，要
不然趁早忘了这世界上有我，省得想起时空着恼，只当是一
个梦，一个幻想；“也许你没有志摩的多情善愁，但你也有
着你的感受。被让世俗蒙蔽你的眼睛，睁开眼，看看诗的世
界。诗歌不是一种任务，诗人不是一种职业，它是一种对自
身的觉醒，一中参透。诗歌没有什么，只要有那颗向往的心，
让我们细细品读《徐志摩诗歌全集》，发就自己以前所未有
的情怀。

罪与罚读后感篇六

受专业叙事的“禁锢”久了，一经翻看徐志摩的散文，一股
子性灵之气便悄然涤灌人的身心，它携着你的手，渐消你的
烦杂，使得耳目更新，带你转换回一种新的境地。

如果有人以为我的这番“夸耀”，不过是出于文艺青年对言
辞之美的迷恋，那这人未免肤浅了自己的学识，也肤浅了徐
志摩的文字。你看这段“忘却曾经刳割我灵魂的利刃......
忘却我的深刻的怨与艾；忘却我的冀与愿；忘却我的恩泽与
惠感；忘却我的过去与现在......”在不经意之间引起人无
限的共鸣和无尽的思绪，是那么地令人心疼，令人怅怀，足
可以说明，徐志摩的才华不仅仅局限于那些风流韵事，还在
于他天赋的性灵之气与后天睿智的沉思。

徐志摩对于教育，对于艺术乃至人类文明的沉思，加深了他
在世人心中的刻度，在独具性灵之美的思索中给人以警
醒。“如果教育的目的不仅叫你怎样到社会上去混一碗饭吃，
如果教育的目的是在启发我们内在的灵性的人格。”那么就
如徐志摩在散文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就得注意到人类共有的
艺术，这是人类性灵生活的成绩。”因为只有这样，“一个
民族的文化方才有向前进步的希望。”这是一个文学艺术家
的责任与担当，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情怀与追寻，它不是虚无



缥缈的惆怅，不是闲逸的抒情，它开始有了重量，有了发人
深省的刻骨力量。那么，在徐志摩眼里，文明又是什么呢？
文明在给予人类保障的同时，又使得“活力之腐败与人道之
丑化”，这是多么现实的矛盾，又是多么铿锵的痛悟，怪道
他会有“忘却炮烙我灵魂的烈焰，摧毁我灵魂的狂飙与暴
雨”之类的呼唤，这何尝不是从性灵深处迸出的撞击之声。

你看那康河的柔波，是抚慰他性灵的回想；那翡冷翠的山旅，
是他独身时自得的寻觅；那巴黎的鳞爪，是他夜里寂寞追逐
的怅惋……这一处处的留痕与印记，何尝不是他对人世的观
照？徐志摩的才情，就在那自然与美的崇尚中缓缓晕荡开，
我只好欣赏，不能模仿。

罪与罚读后感篇七

对于徐志摩这位诗人，说实话，我原来是不甚了解的。

真正对徐志摩产生兴趣，是在英语课上，老师为我们鉴赏了
他的诗，并顺带着介绍了一下他。

这个寒假，因为要读人物传记。我在书店的书架前站了很久，
一直犹豫不决，最后终于决定了，选购了一本韩石山先生著的
《徐志摩传》。

翻开书，扉页上有一帧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徐志摩西装笔挺，
衣领雪白，颈下的领带骄傲地突显着，完完全全是一副才子
的模样。联想到我们在课本中学习的《再别康桥》一诗，不
禁心头顿生感慨，这真是一个由内到外都透露出一股股文学
气息的人。

细细品读了这本书。徐志摩一直是努力不懈地追求自己的理
想的。他去过北大求学，还去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全世界
闻名的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后来因为自己的国家而回国，他
驰骋文坛并创办了新月社，编《晨报副刊》，并且，还为著



名的大诗人泰戈尔当过翻译。

可以说，徐志摩的文坛生活是笔直的，因为他总是喜欢向着
自己的目标笔直地前进。

另外，徐志摩除了在文学方面的造就，在个人的感情方面，
更是直来直往，不顾一切，更不顾世俗所带来的繁重的压力。

徐志摩为追求浪漫的爱情而离婚，为此和恩师梁启超师生反
目，为此父母和他一度断绝关系。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在
众人的唾沫星海里仍固执写道：“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
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然而，
他那种对理想的执着，对爱情的追求，对生活充满希望的态
度，那种浪漫的带着唯美的色彩，由于脱离了客观现实，犹
如空中楼阁，每一次总是以诗人终于没有找到他理想中的灵
魂伴侣而告失败。康桥美丽的初恋随着林徽因出嫁而成永远
的心痛，后来的陆小曼不知珍惜闹出的绯闻更让诗人愁肠百
结。在人间追寻理想屡遭挫折的诗人，最终没有逃脱把自己
融入五彩缤纷的云彩的命运。

可是，这样的一个直来直往的，有着天才一般盛誉的诗人，
却在他34岁的时候，因为飞机失事而永远离开了。而就在这
短短34年中，他却的确做了很多令人称赞的事。记得有位伟
人曾经讲过：“理想主义者就是让自己过得最不理想的
人。”

徐志摩，一位只活了34年的伟大的诗人。他的一生就好像是
一颗在天际划过的流星，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却辉煌。
且在划过之后会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罪与罚读后感篇八

从志摩先生谈起，心中不由得为其感慨，他是一位具有一定
影响性的文学家，也是一位对生活热爱的人。1921年开始长



期的诗歌创作，后来读到的诗歌一部分来自这个时期，受英
国唯美派诗人的影响，认为艺术至上。曾经写过不少优秀的
作品，深受读者的喜爱。

《徐志摩散文集》是一部精选的散文著作，带给我的当然是
少不掉的欣喜，每读一章都会深陷其中，过后便养成了闲余
中的趣子。

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欧洲漫录”这篇散文，富有幽默感，又
不失哲理性和语言刚柔并工的表达。让读者深陷其中，体会
其中的情感。

对于托尔斯泰的书与人的看法及表达了他的人生观。对于莎
士比亚的回信，更让读者了解他为人礼貌，性情温和的另一
面。

可不幸的事情终究会发生，因从南京乘机去北平路途中，飞
机失事遇难，他告别了自己光辉的一生。虽死犹荣，用在这
样一位诗人身上，不容置疑。他的逝世是对文学历史上的一
次深痛的失去，一位正处风华正茂的年龄，还没有结束的人
生就这样画上了句号。

可他的一生是精彩的，在散文中，与泰戈尔的对话，相当的
好，能与这样一位印度诗人如此联系，并与他环游亚洲，也
不失为一种成就。并影响着徐志摩对于印度洋的恩情。

游历学习的志摩先生，写出了一批感人肺腑的散文，有对于
环境，事物的描写，也有对于人与人之间感情的描写。

在我看来，他所写的是人所触的正常感受，只不过是他会用
最准确，扣人心弦的语言描绘罢了，体会是深刻的。

如果世界上最后一本《徐志摩散文集》在我的手上，我该会
是怎样的欣喜发狂啊……



罪与罚读后感篇九

应,首尾连贯,同时又使文章主题回环复沓,感染力极强.。

从志摩先生谈起，心中不由得为其感慨，他是一位具有一定
影响性的文学家，也是一位对生活热爱的人。1921年开始长
期的诗歌创作，后来读到的诗歌一部分来自这个时期，受英
国唯美派诗人的影响，认为艺术至上。曾经写过不少优秀的
作品，深受读者的喜爱。

《徐志摩散文集》是一部精选的散文著作，带给我的当然是
少不掉的欣喜，每读一章都会深陷其中，过后便养成了闲余
中的趣子。

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欧洲漫录”这篇散文，富有幽默感，又
不失哲理性和语言刚柔并工的表达。让读者深陷其中，体会
其中的情感。

对于托尔斯泰的书与人的看法及表达了他的人生观。对于莎
士比亚的回信，更让读者了解他为人礼貌，性情温和的另一
面。

可不幸的事情终究会发生，因从南京乘机去北平路途中，飞
机失事遇难，他告别了自己光辉的一生。虽死犹荣，用在这
样一位诗人身上，不容置疑。他的逝世是对文学历史上的一
次深痛的失去，一位正处风华正茂的年龄，还没有结束的人
生就这样画上了句号。

可他的一生是精彩的，在散文中，与泰戈尔的对话，相当的
好，能与这样一位印度诗人如此联系，并与他环游亚洲，也
不失为一种成就。并影响着徐志摩对于印度洋的恩情。

游历学习的志摩先生，写出了一批感人肺腑的散文，有对于
环境，事物的描写，也有对于人与人之间感情的描写。



在我看来，他所写的是人所触的正常感受，只不过是他会用
最准确，扣人心弦的语言描绘罢了，体会是深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