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毛散文读后感(大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
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

三毛散文读后感篇一

《哑奴》是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的散文佳作，收入散文集
《哭泣的骆驼》，文章以作者在撒哈拉沙漠中的所见所闻所
感为背景，记录“我”到沙哈拉威财主家吃饭时所认识的一
个小黑奴和他的家人，包括他的父亲——哑奴，通过描写哑
奴及其家人的悲惨命运，从而揭露了现代蓄奴制的黑暗与残
暴以及对类似哑奴的奴隶发自内心的深切同情，表达了她对
这种制度的不满和痛恨。

八、九岁，就是这么一个在其他人眼中微不起眼的小奴隶，
作者用了大量的语句去刻画他的外貌、神态和干活时的一系
列动作。当她知道这个小男孩及其一家都是奴隶的时候，不
禁对这种财主利用奴隶去赚钱的做法表示不平和不满。她同
情小男孩，但无可奈何，给予他的只能是物质上的救济。正
是作者塞给了那个小男孩两百块钱，也引出了这小男孩的父
亲，文章主人翁——哑奴，虽然他身无分文，但是他不会无
故接受别人的施舍，他不贪小便宜，对于作者的善心，他以
自己的行动去回报。哑奴正直、善良，对于其他人，他都是
真诚地笑，他深爱他的妻儿，宁可自己饿着，也要把东西带
回去给妻儿吃。

哑奴被无情的财主卖到远方，面对作者临行前给他的大沙漠
彩色毯子和钱，他没命地往家的方向奔去，跌跌撞撞地扑向
他的太太和孩子······读到这里，我的内心对这个哑



奴产生了莫大的同情。他渴望向往自由，他说，虽然他的身
体是不自由的，但他的心是自由的，只要能和家人在一起，
他再苦再累也值得。文章以哑奴被卖的悲惨命运为结局，更
加揭露了现代蓄奴制度的残酷和罪恶，以及作者对这种制度
的深恶痛绝。

文章也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想彻底恢复哑奴的自由，物质
上的救济已毫无作用，想要真正地使这些奴隶拥有自由，就
必须彻底地铲除这种残酷的现代蓄奴制，才能使这些奴隶不
会世代相传，恢复他们的自由和幸福生活，让他们拥有支配
自己身体和生命的权利。

三毛散文读后感篇二

“三毛”是人人都知道的，但他的痛苦却不是人人都能体会
到的。因为现在的生活和以前的生活是完全不相同的，现在
的生活是富裕的，以前的生活是贫穷的，但不是说现在就没
有穷人和孤儿了。一次，我和爸爸妈妈出去玩时，看见了一
个孤儿正蹲在墙角下要饭，我很同情他，他虽然没有经历过
三毛的那些痛苦，可他毕竟是个孤儿啊。他们这些孤儿没有
父母也没有一个温暖的家。

三毛散文读后感篇三

雨季不再来

这已不知是第几日了，我总在落着雨的早晨醒来，窗外照例
是一片灰的天空，没有黎明的曙光，没有风，没有鸟叫。后
院的小树都很寂寥的静立在雨中，无论从哪一个窗口望出去，
总有雨水在冲流着。除了雨水之外，听不见其他的声音，在
这时分里，一切全是静止的。

我胡乱的穿着衣服，想到今日的考试，想到心中挂念的凉，
心情究竟无端的沉落下去，而对这样的季候也无心再去诅咒



它了。昨晚房中的台灯坏了，就以次为借口，故意早早睡去，
连笔记都不想碰一下，更不要说那一本本原文书了。当时客
厅的电视正在上演着西部片，黑暗中，我躺在床上，偶尔会
有音乐、对白和枪声传来，觉得有一丝朦胧的快乐。在那时
考试就变的不重要，觉得那是不会有的事，明天也是不会来
的。我将永远躺在这黑暗里，而凉会不会找我也不是问题了。
不过是这个季节在烦恼着我们，明白就会好了，我们岂是真
的就此分开了，这不过是雨季冲乱着我们的心绪罢了。

每此早晨醒来的时候，我总喜欢仔细的去看看自己，浴室镜
子的我是一个陌生人，那是个奇异时分。我的心境在刚刚醒
来的时候时不设防的，镜中的自己也是不设防的，我喜欢一
面将手浸在水里，一面凝望着自己，奇怪的轻声叫着我的名
字——今日镜中的不是我，那时个满面渴望着凉的女孩。我
凝望着自己，追念着凉的眼睛——我常常不能抗拒的驻留在
那时分里，直到我听见母亲或弟弟在另一间浴室里嗽洗的水
声，那时我会突然自己该进入的日子和秩序，我就会快快的
去喝一杯蜂蜜水，然后夹着些凌乱的笔记本出门。

今早要出门去的时候，我找不到可穿的鞋，我的鞋因为在雨
地中不好好走路的缘故，已经全都湿光了，于是我只好去穿
一双咖啡色的凉鞋。这件小事使得我在出门时不及想象得沉
落，这凉鞋落在清晨水湿的街道上的确是愉快的。我坐了三
轮车去车站，天空仍灰的分不出时辰来。车帘外的一切被雨
弄得静悄悄的，看不出什么显然的.朝气，几个小男孩在水沟
里放纸船，一个拾垃圾的老人无精打采的站在人行道边，一
街的人车在这灰暗的城市中无声的奔流着。我看着这些景象，
心中无端的升起一层疲惫来，这是怎样令人丧气的一个日子
啊。

下车付车钱时我弄掉了笔记，当我俯身在泥泞中去拾起它时，
心中就乍然的软弱无力起来。

惊梦三十年



那天，我坐在一个铁灰桌子前看稿，四周全是人，电话不停
的闹，冷气不够让人冻清醒，头顶上是一盏盏日光灯，一切
如梦。

电话响了，有人在接，听见对方的名字，我将手伸过去，等
着双方讲话告一段落时，便接过了话筒。

“是谁?”那边问我。

今生没有与他说过几句话，自是不识我的声音。“小时候，
你的家，就在我家的转角，小学一年级的我，已经知道了你。
”我说，那边又要问，我仍霸住电话，慢慢的讲下去：“有
一回，你们的老家人，站在我们的竹篱笆外面，呆看着满树
盛开的芙蓉花。后来，他隔着门，要求进来砍一些枝桠分去
插技，说是老太爷喜欢这些花。

“后来，两家的芙蓉都再开谢了好多年，我们仍不说
话。“白先勇——”我大喊起他的名字。

这里不是松江路，也不是当年我们生长的地方。在惨白的日
光灯下，过去的洪荒，只不过化为一声呼唤。

小时候，白家的孩子，是我悄悄注意的几个邻居，他们家人
多，进进出出，热闹非凡。而我，只觉得，我们的距离长到
一个小孩子孱弱的脚步，走不到那扇门口。

十年过去了，我们慢慢的长大。当时建国北路，没有拓宽，
长春路的漫漫荒草，对一个自闭的少年而言，已是天涯海角，
再远便不能了。

就是那个年纪，我念到了《玉卿嫂》。

黄昏，是我今生里最爱的时刻，饭后的夏日，便只是在家的
附近散步，那儿住往不见人迹，这使我的心，比较安然。



那时候，在这片衰草斜阳的寂静里，总有另一个人，偶尔从
远远的地方悠然的晃过来——那必是白先勇。又写了《谪仙
记》的他。

我怕他，怕一个自小便眼熟的人。看到这人迎面来了，一转
身，跑几步，便藏进了大水泥筒里去。不然，根本是拔脚便
逃，绕了一个大圈子，跑回家去。

散步的人，不只是白先勇，也有我最爱的二堂哥懋良，他学
的是作曲，也常在那片荒草地上闲闲的走。堂哥和我，是谁
也不约谁的，偶尔遇见了，就笑笑。

过不久，恩师顾福生将我的文章转到白先勇那儿去，平平淡
淡的交给了他，说是：“有一个怪怪的学生，在跟我学画，
你看看她的文字。”这经过，是上星期白先勇才对我说的。

我的文章，上了《现代文学》。

对别人，这是一件小事，对当年的我，却无意间种下了一生
执着写作的那颗种子。

刊了文章，并没有去认白先勇，那时候，比邻却天涯，我不
敢自动找他说话，告诉他，写那篇《惑》的人，就是黄昏里
的我。

恩师离开台湾的时候，我去送，因为情怯，去时顾福生老师
已经走了，留下的白先勇，终于面对面的打了一个招呼。正
是最艰难的那一刹，他来了。

再来就是跳舞了，《现代文学》的那批作家们说要开舞会，
又加了一群画家们。白先勇特别跑到我们家来叫我参加。又
因心里实在是太怕了，鼓足勇气进去的时候，已近曲终人散，
不知有谁在嚷：“跳舞不好玩，我们来打桥牌!”我默立在一
角，心里很慌张，不知所措。



那群好朋友们便围起来各成几组去分牌，叫的全是英文，也
听不懂。过了一会儿，我便回家去了。

那一别，各自天涯，没有再见面。这一别，也是二十年了。

跟白先勇讲完电话的第二天，终于又碰到了。要再看到他，
使我心里慌张，恨不能从此不要见面，只在书本上彼此知道
就好。一个这么内向的人，别人总当我是说说而已。

跳舞那次，白先勇回忆起来，说我穿的是一件秋香绿的衣裙，
缎子的腰带上，居然还别了一大朵绒做的兰花。他穿的是什
么，他没有说。

那件衣服的颜色，正是一枚青涩的果子。而当年的白先勇，
在我记忆中，却是那么的鲜明。

那时候的我，爱的是《红楼梦》里的黛玉，而今的我，爱看
的却是现实、明亮、泼辣，一个真真实实现世里的王熙凤。

我也跟着白先勇的文章长大，爱他文字中每一个、每一种梦
境下活生生的人物，爱那一场场繁华落尽之后的曲终人散，
更迷惑他文字里那份超越了一般时空的极致的艳美。

这半生，承恩的人很多，顾福生是一个转折点，改变了我的
少年时代。白先勇，又无意间拉了我很重要的一把。直到现
在，对每一位受恩的人，都记在心中，默默祝福。又得走了，
走的时候，台北的剧场，正在热闹《游园》，而下面两个字，
请先勇留给我，海的那边空了一年多的房子，开锁进去的一
刹那，是逃不掉的“惊梦”。

三十年前与白先勇结缘，三十年后的今天，多少沧海桑田都
成了过去，回想起来，怎么就只那一树盛开的芙蓉花，明亮
亮的开在一个七岁小孩子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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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散文读后感篇四

《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是个孤儿，他既没有父母的疼爱，
也缺少朋友的关心，受欺负、被责骂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三
毛坚强的个性，乐观的心态。贫穷时，他学会了自强;生病时，
他学会了忍耐;伤心时，他学会了鼓励……他微笑着承受着一
切，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的种.种考验。正如一位哲人所说：
困难挫折是磨练人格意志的最好的学校。

三毛坚强面对挫折的画面，至今刻印在我的脑海里，只要微
笑着承受一切，必将铸就我们灿烂的人生!

三毛散文读后感篇五

《哑奴》是中国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的散文佳作，收入散文集
《哭泣的骆驼》，文章以作者在撒哈拉沙漠中的所见所闻所
感为背景，记录“我”到沙哈拉威财主家吃饭时所认识的一
个小黑奴和他的家人，包括他的父亲——哑奴，通过描写哑
奴及其家人的悲惨命运，从而揭露了现代蓄奴制的黑暗与残
暴以及对类似哑奴的奴隶发自内心的深切同情，表达了她对



这种制度的不满和痛恨。

八、九岁，就是这么一个在其他人眼中微不起眼的小奴隶，
作者用了大量的语句去刻画他的外貌、神态和干活时的一系
列动作。当她知道这个小男孩及其一家都是奴隶的时候，不
禁对这种财主利用奴隶去赚钱的做法表示不平和不满。她同
情小男孩，但无可奈何，给予他的只能是物质上的救济。正
是作者塞给了那个小男孩两百块钱，也引出了这小男孩的父
亲，文章主人翁——哑奴，虽然他身无分文，但是他不会无
故接受别人的施舍，他不贪小便宜，对于作者的善心，他以
自己的行动去回报。哑奴正直、善良，对于其他人，他都是
真诚地笑，他深爱他的妻儿，宁可自己饿着，也要把东西带
回去给妻儿吃。

哑奴被无情的财主卖到远方，面对作者临行前给他的大沙漠
彩色毯子和钱，他没命地往家的方向奔去，跌跌撞撞地扑向
他的太太和孩子······读到这里，我的内心对这个哑
奴产生了莫大的同情。他渴望向往自由，他说，虽然他的身
体是不自由的，但他的心是自由的，只要能和家人在一起，
他再苦再累也值得。 文章以哑奴被卖的悲惨命运为结局，更
加揭露了现代蓄奴制度的残酷和罪恶，以及作者对这种制度
的深恶痛绝。

文章也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想彻底恢复哑奴的自由，物质
上的救济已毫无作用，想要真正地使这些奴隶拥有自由，就
必须彻底地铲除这种残酷的现代蓄奴制，才能使这些奴隶不
会世代相传，恢复他们的自由和幸福生活，让他们拥有支配
自己身体和生命的权利。

三毛：当年在父母亲戚和邻居眼里那个最不爱念书的问题孩
子，若干年后一个人在外过上了安稳的生活;在老师的眼里他
也是个不爱学习的坏孩子。但在我眼里三毛他是个很酷爱看
书的孩子，他从小就看了很多很多名人传记和中、长篇小说。
可在老师的眼里却被定义为不务正业。不过如果当初他没有



自己的性格，如果他是个循规蹈舞的孩子，他就不会去流浪
了，没有这些流浪的生活经历，也就不会出品那么好的作品
集待我们欣赏了。想想上帝还真是公平，他在为我们关闭一
扇门的同时，也打开了另一扇窗。

记得小时候就已经把《三毛流浪记》好好的看过了，只是这
些年里自己一直在校园里过着一种稳定而平静的生活，便忘
记了流浪的意义所在。只是在踏出校门开始了自己漂泊的人
生旅途，才想起流浪和漂泊原来就在我身边。于是今天我又
有意识的花时间去看三毛的作品集。 于是我更明白了三毛为
什么会选择流浪。小时候的三毛就在文章中写到：长大了他
的理想是希望做个拾破烂的人，因为这种职业不但很早起来
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同时又可以大街小巷的游走玩耍，一
面工作，一面游戏，自由快乐的如同天上的飞鸟。更重要的
是，人们常常不知不觉的将许多还可以利用的好东西当作垃
圾丢掉，拾破烂的人最愉快的时候就是将这些蒙尘的东西发
掘出来......"。看到他这些天真可爱的想法，我忽然觉得他
是那么有思想，单纯的可爱的思想，我有点喜欢。可是他的
老师看到他写的这些文字却狠狠教训了他一吨，并罚他留校
重写。于是他又写到：“有一天长大了，希望做一个夏天卖
冰淇淋，冬天卖烤红薯的街头小贩，因为这种职业不但可以
很早起来呼吸到新鲜空气，还可以大街小巷的游走玩耍，更
重要的是，一面做生意，一面可以顺便看看，沿街的垃圾箱
里有没有被人丢弃的好东西......"。这次老师又给他划了个
大红叉，又要他重写。最后他不情愿的写到：“长大了做医
生，拯救天下万民......”老师看到这里笑了，批语
到：“这才是一个有理想，不辜负父母期望的好孩子。”可
老师却不知道三毛心里很不高兴，他并没有因此改掉内心坚
定的信念，这之后的许多年里，三毛还是选择了流浪，并拾
着垃圾长大。

其实这就是一个人的信仰，只要自己喜欢，是自己选择的路，
即便是流浪又何妨?一个人并不见得要有什么鸿鹄之志，所谓
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只不过一句空言，行动才是最重要的。



看三毛的书让我感动的地方很多。有时看到一篇好文章，心
中也会产生一些说不出来的滋味，可是我却不知道那种感觉
原来就叫“感动”。我只知道没事的时候在家里安静的品读
一本好书是一种享受。记得小时候看《红楼梦》，当我看到
贾宝玉失路，贾政泊舟在异地，当时，天下着茫茫大雪，贾
政写家书正想到宝玉，突然在岸边的雪地上与宝玉不期而遇
的那种场面让我久久不能平静。好长一段时间我呆在窗前遥
望远方，却忘了身在何处，心里的滋味，不是流泪和感动所
能形容的，我痴痴的坐着、想着，直到一同学走过来拍拍我
的肩膀，我才顿时领悟，什么叫做“境界”，我终于懂了。

从那时起，我坚信了文学带给我的美，将终其一生。而今我
依然爱着书，依然爱着书中带给我的那份感动，也更懂得了
爱我平凡的生活。是多少年的书本，才化为今日这份顿悟和
宁静。

再一次一口气把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读完，心中又一次
莫名的嫉妒。在这本书里，有我向往的生活。即使在荒无人
烟，物资匮乏，语言和文明都不相通的沙漠上，三毛这个聪
明的女人，总是能把“罗马城”建在沙地上，能让天堂鸟在
沙漠里燃烧。

她该需要怎样的勇气呵!一个女子，仅因为儿时的梦想，仅因
为那一半的乡愁，毅然背起行囊，踏上那未知却又向往的神
秘大漠。没有犹豫，没有迟疑，不顾众人诧异的眼光。那该
是一个多么随性的女子。连她自己也说，“我在这个世界上，
向来不觉得是芸芸众生里的一份子，我常常要跑出一般人生
活着的轨道，做出解释不出原因的事情来”。三毛是聪明的，
她不会让自己被束缚在一片狭小的天地，她由来向往自由，
喜欢我行我素，所以才会有《撒哈拉的故事》，所以才会有
在她装点下异常美丽的沙漠。要知道，摆脱尘世的束缚，只
做自己，没有一颗坚定的心与非凡的勇气，是万万不能做到
的，纵使做到了，亦不能坚持下去。但我们的三毛做到了。



读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仿佛在与三毛默默地交谈。

在她的口中，我知道粉丝又叫做“雨”，小黄瓜也可以代替
笋片，猪肉干被说成了中药。她不是在胡说八道，她是在培
养生活的情趣，谁说异想天开是犯法的呢?她与丈夫荷西，每
时每刻都在生活。也许你会说，我们不是每时每刻都在生活
吗?但我想，有许多人是在每时每刻生存，会生活的人，又有
多少个呢。又有多少个人会愿当素人渔夫呢?又有多少个人会
把几个石雕看成宝贝呢?又有多少个人会在家里开免费的女子
学校呢?又有多少个人会拿棺材外箱做家具呢?也许只有三毛
夫妇了吧。谁说沙漠里的生活很苦闷很枯燥呢!三毛与羊的战
争不是痛并快乐着吗?与姑卡的友情不是让她哭笑不得吗?与
荷西结婚时不是上演了一幕幕滑天下之大稽的闹剧吗?所以说，
苦闷的不是生活，是人。三毛让我明白，很多时候环境只是
客观因素，并不能决定什么，只有自己，才能决定故事结局
的悲与喜。大凡这个世界上的事，都没有绝对，枯木也能逢
春，就看有没有盼春的寄望了。

三毛带给我的，还有那一片异域所散发的神秘气息。残酷的
婚礼，是在可笑的风俗幌子下愚昧的人们孕育出来的畸形产
物，用暴-力夺去一个女孩子的贞操在他们看来是那么地值得
庆贺。女人在那里是多么地卑微，一个丈夫可以有四个老婆，
保守的她们在生产时竟因为医生是男的而拒绝去医院。他们
的愚昧，用三毛的话来表现，就是“对沙哈拉威人来说，迈
向文明唯一的象征就是坐在自己驾驶的汽车里。至于人臭不
臭，这是无关紧要的。”然而就是这些愚昧的人们，让三毛
的沙漠生活绽放了光彩。三毛纵使不喜欢他们落后的风俗习
惯，却从来没有看不起那些愚昧的人们。面对他们无理的甚
至啼笑皆非的要求，三毛都应允了，甚至帮他们治病，教妇
女们知识，帮房东的母羊脱掉衣胞。文明与愚昧是不分等级
的。文明人并不意味着高人一等，只是侥幸出生在一个文明
的国度，侥幸比那些落后地区的人们多学了点知识，所以，
这并不能成为文明人炫耀的资本。在《撒哈拉的故事》这本
书里，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三毛对当地居民的尊重和爱护。



也许在相处过程中，有小小的矛盾和不满，但三毛总是机巧
地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她始终以公平的心态与他们相处，
不卑不亢，于是，所有的摩擦都变得那么的有趣，在孤寂的
沙漠里时常会听到三毛的大吼大叫。

这本书，还有一个主题词，是“爱”。当初三毛不顾一切来
到撒哈拉，荷西只是默默的收拾行李，在沙漠找到了工作，
等着三毛踏上那片土地。这份爱也许不轰轰烈烈，却平凡得
伟大。荷西默默的追随，已然表明了心迹：对三毛，矢志不
渝。三毛是一个一意孤行的倔强女子，但当有一个人愿意为
了她去沙漠里受苦时，这个倔强的女子已经决定要跟那个人
天涯海角一辈子流浪下去了。这平淡深远的结合，意味着不
离不弃。所以，在荒山的那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三毛没有
选择离去，而是想尽办法营救心爱的丈夫;在符咒让三毛痛不
欲生的时刻，荷西一直陪在她身边，因担忧而变得慌乱。这
就是简单却深刻的爱。没有山盟海誓，因为誓言早已刻于心
中。这是三毛与荷西的爱。沙仑的爱则让人感到莫名的痛惜。
他对沙伊达的爱是疯狂的，是那么地执着，因为对于他那颗
孤寂的心，哪怕是假的爱情，一样能给他精神的慰藉。无奈
沙伊达是骗子，沙仑的执着，只能带来悲伤地结局。但也许
如三毛所说:“飞蛾扑火时，一定是极快乐和幸福的。”这样
的爱，令人肃然起敬。还有马诺林的爱。错误的爱，只有一句
“对不起”，再无它句。爱情是双方的，如果缺了一方，就
不完美了，不完美的爱，放手，比苦苦纠缠来得洒脱，更不
容易遍体鳞伤。

不知道三毛为什么要把《白手成家》这一篇放在最后，明明
这一篇才是故事的开始。但我又想，在描绘了沙漠生活中的
点点滴滴后，回过头来看初来沙漠时的情景，这故事，才会
异常深刻，才会让人深切体会到在这诗意的生活背后，有初
来的困窘，有别样的艰辛，更有对沙漠和生活的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