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光中读后感(优质8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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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光中读后感篇一

最早接触余光中的作品好像是在初中的时候吧，对那首《乡
愁》印象很深，小时候的乡愁，长大后的乡愁，现在的乡
愁......

喜欢余光中歌颂祖国文明，歌颂国家精神的诗歌，例如《淡
水河边吊屈原》中这样写道：“江鱼吞食了二千多年，吞不
下你的一根傲骨!”余光中对屈原的傲骨和不屈的精神写得淋
漓尽致，屈原的傲骨吞不下，岁月磨灭不了。《民歌》中在
一开始时写道“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只有黄河的肺活量才
能唱歌，从青海到黄海，风，也听见，沙，也听见。”在
《民歌》的结尾，诗人写道“有一天，我的血也结冰，还有
你的血他的血在合唱，从a型到b型，哭，也听见，笑，也听
见。”诗中那种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使我仿佛听到了这
首民歌，听到了亿万炎黄子孙在合唱。“打一个结在绳上，
每到清明，或是中秋，就隐隐地牵痛，会做噩梦，会消化不
良。”《中国结》中不光写的是中国结，更写出了心结。

余光中表现乡愁的诗歌所传达出的那种韵味也是独特的。
《乡愁》中，诗人分别把乡愁比作邮票，船票，坟墓，海峡，
乡愁一步步地加深，尤其是最后一段“而现在，乡愁是一湾
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由乡愁衍生出对祖
国统一的期盼。“而乡情怯怯，只怕一下子，五千年与是万
万，从山东半岛到天山，甸甸都压上肩来，承受的起



吗?”“风太劲了，这颗紧绷的心，正在倒数着归期，只等，
你在千里外地收线，一寸一分。”......

余光中的爱情诗写得很朦胧细腻，可以看出诗人是个情感细
腻的人。《风铃》中“只因我的心是高高低低的风铃，叮咛
叮咛咛，此起彼落，敲扣着一个人的名字。”人把自己的心
比作风铃，风铃轻轻摇动，每一声，仿佛都在呼唤着一个人
的名字，诉说着一段浪漫的故事。“你来不来都一样，竟感
觉，每一朵莲花都像你，尤其是，隔着这样的细雨。”把自
己要等的人比作是莲花，细雨朦胧，夕阳余晖下，该是怎样
的一番美景，静若莲花，闲庭漫步。

“我不敢就看他，怕蛊魅的蓝眸，真的把灵魂勾去，化成一
只海鸥，绕着他飞。”诗人在写海的魅力时这样写，在诗人
笔下没还仿佛幻化成人。而我在这想说，我不敢去看更多的
余光中的诗，怕诗中的眼神，把我的灵魂勾走，化成一只墨
猴，舔食墨香。

知识扩展：余光中诗

1、《乡愁》

小时侯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呵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呵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2、《等你，在雨中》

等你，在雨中，在造虹的.雨中

蝉声沉落，蛙声升起

一池的红莲如红焰，在雨中

你来不来都一样，竟感觉

每朵莲都像你

尤其隔着黄昏，隔着这样的细雨

永恒，刹那，刹那，永恒

等你，在时间之内，

等你，在刹那，在永恒



如果你的手在我的手里，此刻

如果你的清芬

在我的鼻孔，我会说，小情人

诺，这只手应该采莲，在吴宫

这只手应该

摇一柄桂浆，在木兰舟中

一颗星悬在科学馆的飞檐

耳坠子一般的悬着

瑞士表说都七点了

忽然你走来

步雨後的红莲，翩翩，你走来

像一首小令

从一则爱情的典故里你走来

从姜白石的词里，有韵地，你走来

3、《天问》

水上的霞光呵

一条接一条，何以

都没入了暮色了呢?



地上的灯光呵

一盏接一盏，何以

都没入了夜色了呢?

天上的星光呵

一颗接一颗，何以

都没入了曙色了呢?

我们的生命呵

一天接一天，何以

都归于永恒了呢?

而当我走时呵

把我接走的，究竟

是怎样的天色呢?

是暮色吗昏昏?

是夜色吗沉沉?

是曙色吗耿耿?

余光中读后感篇二

如雨似珠的语言



诗一样的充满跳跃联想的语言是《听听那冷雨》的最大特色。
作者在文中大量动用了迭字句。文章开始，就对雨作尽情的
描绘：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
湿······一句就写出雨的形声。接着他跳跃联想，写
道：······即使在梦里，也似乎把雨伞撑
着······这句奠定了整篇一种“忧伤”的基调。马上，
他大胆想象：整个中国整部中国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
片头到片尾，一直这样下着雨。此时，我窒息般地感觉到余
光中内心那种深深的乡愁以及爱国情怀。

本文恰似一首长诗，字字句句，充满令人惊奇的诗的意象。
作者笔下的雨时而是“黑白片子”，时而是“宋画”，时而是
“一滴湿漉漉的灵魂”，时而是“温柔的灰美人”等等。作
者凭非凡的才力和卓越的想象力，把乡愁化为种种意象，而
意象又于作者的某段人生遭遇及心灵历程相连相融。可谓情
丝和雨丝交织。

余光中用诗样的语言对雨进行视觉、听觉、嗅觉等多方面感
觉进行描写，字里行间，古诗韵味俯拾即是，例“牧童遥
指”，“剑门细雨渭城轻尘”，“杏花春雨江南”。爱好古
典文学者看本文，时时会心一笑。而喜爱现代风格的读者也
不会失望，例“雨是潮潮湿湿的音乐下在渴望的唇上舔舔那
冷雨”一句，已令许多所谓的现代诗人汗颜。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语言没有音乐味，何能成为作家?同样，
思想不深邃，更是不成作家。余光中将思想完美融入语言，
正如他所说：一位出色的散文家，当他的思想和文字相遇，
美如盐撒于烛，会喷出七色的火花。我读书，常爱划句，但
是读《听听那冷雨》，竟然摘不下一句，因为每一句话都这
么美。

文坛宿耆柯灵说：《听听那冷雨》直接用文字的雨珠，声色
光影，密密麻麻，纵横交织而成。这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对中
国文字和现代文学的表现力增加一点信心，也应该承认这在



五四以来的散文领域中，算是别辟一境。评论毫无过奖，也
深刻公道。

余光中读后感篇三

始终相信，文字是有灵魂的，若绵绵的雨，若轻轻的风，会
慢慢氤氲、渗透每一个相知的心灵，并于无声处开出润暖的
花来。

——题记

只是隐约记得，那是初中的一个寒假，无意中读到席慕容的
那首《一棵开花的树》，从此不可自拔。

“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当你走近/
请你细听/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
过/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朋友啊/那不是花瓣/那是我凋零的
心”，年少的我不曾读懂诗中的含义，仅仅单纯的被美丽的
文字所吸引，可恰恰是这种感触，却像清晨时的露珠，字啊
我的心底融化。渐渐的长大，也读过很多唯美的文字，却从
未有一位作家像席慕容那样给过我如此多的记忆。

“在绵延不绝的黄粱梦里，一定也会有喜欢我并且和我有着
相同心思的女子吧，当她在千年之后翻阅我的札记时，一定
也会欣喜地发现，尽管这么多年已经过去了，尽管世间依然
无法避免仇恨和争战，可是只要草叶间依然有清香，潮汐依
然按时升落，所有的痛苦就比较容易忍受，而生命仍然是值
得信任与值得热爱的吧。”高中时，读《黄粱梦里》的这段
文字，我的眼泪竟涌出来了。如果没有记错，这是我第一次
为文字落泪。高中时，也曾有过这样那样的迷惘，也曾因为
种种的原因放弃过，惆怅过，还记得那次高三月考结束，感
受到得只是无法抹去的挫败感。一遍遍的走在学校树林旁的
小路上，我甚至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自己。回到寝室，无意打



开一本《席慕容诗集》，“青春有时候很短暂，有时候又极
为漫长。我很想知道，因为我曾如你一般年轻过”,是啊，我
们可能在青春有着这样的那样的伤痛和无奈，何不让她淡淡
流去，只在时光中惊艳。在我们的世界里，时间是经、空间
是纬，细细密密地织出了一连串的悲欢离合，织出了极有规
律的阴差阳错。而在每一个转角，每一个绳结之中其实都有
一个秘密的记号，当时的我们茫然不知，却在回首之时，蓦
然间发现一切脉络历历在目，方才微笑地领悟了痛苦和忧伤
的来处。

在那样一个回首的刹那，时光停留，永不逝去。在羊齿和野
牡丹的荫影里流过的溪涧还正年轻，天空布满云彩，我心中
充满你给我的爱与关怀。

小时候，很向往着长大后无拘无束的生活，但不知从什么时
候开始，总是在偶尔间回想起年少时的嬉戏，想象着每次在
外玩疯了回家很晚，妈妈那半带愤怒半带嗔怪的模样。是啊，
慢慢的，我们告别了过去，不再有那些无忧无虑的轻松，席
慕容说：“烟尘滚滚/一路行来/我很可能是迷了路了/不然
自己怎么会/在举手投足里/越来越不像起自己来了。”她又
说：“长大了以后/你才会知道/在蓦然回首的刹那/没有怨恨
的青春才会了无遗憾/如山冈上那轮静静的满月。”或许我们
曾有着迷惘和愤懑，有着伤感和离愁，而这些却真正构成了
最美的青春年华，就像席慕容告诉我们的：青春，最为诗意。

“离别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上了大学
之后，离开了父母的怀抱，开始学着自己独自生活，有时候
会突然想起父母，想起远方的家，有时候想着想着啊，就突
然想起席慕容说的那句话，“故乡是一首清远的歌/总在有月
亮的晚上想起/请用美丽的颤音呼唤/我心中的大好河山。”
这些诗句，有时候就好像是一个慈善长着对我的娓娓诉说，
那么真挚，那么善解人意。我始终认为，席慕容的诗歌一定
有一种魅力，在她的诗歌中沉醉，而后，在美中徜徉，回归
最真的自我。席慕容的诗的世界里，乡愁是一支永远回旋着



的曲调。祖籍内蒙古的她，在46岁以前，从未见到过故乡，
深远而辽阔的内蒙大草原永远只在诗人心中魂牵梦绕。“离
别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不会老去。”浓郁的乡愁，
贯穿在席慕蓉的字里行间：“像那草原千里闪着金光，像那
风沙呼啸过大漠，像那黄河岸、阴山旁。”静静的夜里，永
远希望有这样一首诗，给你慰藉，对你诉说。

我们也许都是一棵将要开花的树，花开的时候，就是离别的
时候。

“不是所有的梦都来得及实现，不是所有的话都来得及告诉
你。内疚和悔恨，总要深植在离别后的心里……在暮霭里向
你深深俯首，请为我珍重，尽管他们说，世间种种最后终必，
终必成空。”这句诗出自她的另一首诗《送别》。作者错过
了某些东西，首先感到的是后悔和遗憾，但作者善于调节自
己的的心情，所以最后说道“世间种种，最后终必成空，”
不管是自我安慰还是看透，总归是很有效的调节了自己的心
态。可现在的我们总是容易沉迷于一件事，一种情绪，一个
人……不知是忘了将自己从中抽身，还是不想，不愿，以至
于生活总是浑浑噩噩，然后继续着一次又一次的错过。我们
需要的就是像作者那样的心态，珍惜现在。回忆过去，是为
了现在能更好的生活。

是啊，我们都是一棵开花的树，花开的时候，也更像春天舞
动，阳光遍洒，青春从此绽放。

感谢席慕容，感谢她的那棵开花的树。

余光中读后感篇四

在我所知道的为数不多的各位中外诗人中，泰戈尔莫非是给
我印象最深的一位了，而他的那部《新月集》更是众多他的
诗集中我所认为的经典了。



在我眼里，泰戈尔的名字是和《新月集》联系在一起的。许
多评论家说，诗人是“人类的儿童”，因为他们都是天真的，
善良的。在现代的许多诗人中，泰戈尔更是一个“孩子的天
使”，他的诗，就是一张天真烂漫的孩子的脸，看着他，
就“能知道一切事物的意义”，就能感到和平和安慰，爱。

泰戈尔在《新月集》中给人们展示了一个美丽、诗意的儿童
世界，这个儿童世界是所有成年人都已经忽略、遗忘的童真
世界。

“谁从孩子的眼里把睡眠偷了去呢，我一定要知道``````”
是啊，有谁知道到底是谁把孩子眼中那美好的新月偷走了呢，
又有谁知道是谁把原本属于孩子世界中的纯洁、童真这样没
好的事物给偷走了呢!

“``````夜来了，我的脸埋在手臂里，梦见我的纸船在子夜
的星光下浮泛前去。睡仙坐在船里，带着满载着梦的篮
子。”而这装满了孩子天真梦想的盒子却被所谓的睡仙精心
掩埋在孩子要不可及的金银岛上，也许必须经过一番艰苦的
长途跋涉才能得到或者是付出再多的努力也是无法得到的。
而泰戈尔早已预料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将自己的儿童集命名为
“新月”，是意图让那沉睡已久的月亮再度重升，获得一个
崭新的灵魂。

《新月集》向成人描绘了一个魅力无穷、令成人无法企及的
儿童世界，此书的翻译郑振铎先生曾精辟地说过，“《新月
集》并不是一部写给儿童读的诗歌集，乃是一部叙述儿童心
理、儿童生活的最好的诗歌集”。我认为，泰戈尔之所以能
如此真实到位的描绘出儿童世界，完全是因为他将自己看作
一个孩子，“真实”进入了孩子世界，因此，他便能设身处
地的为孩子着想、为孩子说话、说孩子话，用儿童的谚语表
达出他们的精神世界及真实情绪。

所以说，泰戈尔无愧于“孩子的天使”这一称号，他的诗将



真实的孩子带如了我们的视野，使得读者也感同身受地与孩
子们一起游戏、玩耍，他的“卓越的儿童心理学家”称号可
能也是来源与此。

余光中读后感篇五

这段时间，我一直沉浸在《泰戈尔诗集》中，读了《泰戈尔
诗集》，仿佛走进了这位一百年前来自印度的文学巨匠。他
一生中创作了像《心中的向往》、《缤纷集》、《最后活着，
还是死了》、《园丁集》、《飞鸟集》等等那么多令人为之
沉迷的诗歌，这些诗歌就像是一盏盏明亮的灯，让无数颗冰
冷的心感到温暖，也为无数个迷途者指引了方向。许多批评
家说，诗人是“人类的儿童”，因为他们都是天真的，善良
的·。在现代的许多诗人中，泰戈尔更是一个“孩子的天
使”。

他的诗正如这个天真烂漫的天使的脸;看着他，就“能知道一
切事物的意义”，就感得和平，感得安慰，并且知道真相爱。
著“泰戈尔哲学”的学者s。radhakrishnan说：“泰戈尔著作
之流行，之能引起全世界人们的兴趣，一半在于他思想中高
超的理想主义，则另一半就在于他作品中的文学的庄严与美
丽。”在诗人的笔下，我们感悟着飞鸟的快乐、黄叶的轻盈、
流水的灵动、月儿的美好、游鱼的沉默、兽类的喧嚣。自然
是如此的美好;生命是如此的美好，这样的美好在诗人的笔下
是永恒的!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令人潸然泪下，是的，人世间有一
种比生与死更遥远的距离，不是时间上的跨古今，也非空间
上的囊括宇宙，而是一种最难逾越的距离——-心与心的距离，
《告别》是以一个孩子的语气写成，通过孩子与母亲所说的
稚气的话语、天真的想象，讴歌了母子间真挚的感情。《金
色花》以丰富的联想和想象，表现了孩子金子般的童心，表
现了孩子天真烂漫的天性和顽皮无邪的童稚、童真、童趣。



《生如夏花》则表达了泰戈尔对生死的从容和坦然，对于生，
选择绚烂，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对于死，选择静美，是一种
坦荡的胸怀;极富诗意，强烈的表现了作者的生死观。而《榕
树》呢，榕树是故乡的化身，是妈妈的化身。那孩子面对榕
树的沉思与幻想，是思念故乡、思念妈妈的表现。诗中对榕
树的描写，则使我们联想到妈妈的性格和形象。这些这些，
蕴含了如此丰富的感情，并且用他的哲学和世界给了世人许
多智慧，许多启迪。每每阅读泰戈尔的作品，总会有一种舒
畅无比的感觉，似乎一股清新的风温柔地拂过我们的脸。在
他面前，任何欺骗和隐瞒都逃不脱那双无比锐利的眼睛，还
是让我们坦诚些吧，因为到最后我们才会突然发现，欺骗的
往往是自己。我恍惚觉得这位大胡子老人就坐在我的身旁，
静静地看着我饥渴般扑在他的书上。

读倦了抑或遇到不解的难题，他便微笑着、语调平和地做着
回答。这就是阅读《泰戈尔诗集》的幸福。读了《泰戈尔诗
集》，你会惊讶地发觉自己居然是如此的渺小。面对这样的
文学巨人，渺小是当然的，但你不必自怯，更不必丧气，因
为只要你愿意伸出手来，就会被另一双有力的温暖的手握住，
指引你前进的方向，与你同行。

泰戈尔诗集读后感作文

小巧浅黄色封面上掠过一群展翅高飞的群雁，映衬着三个柔
中带刚的黑字“飞秀气的鸟集”(straybirds)——这，便是我桌
面上摆在最显眼位置上的一本书。而就在昨天，在金海心空
灵飘渺的歌声中，我刚刚读完了这本泰戈尔的经典诗集——
《飞鸟集》。

泰戈尔说，爱就是充实了生命，正如盛满酒的酒杯。这位终
生歌咏着“爱”的印度诗人，19以他的诗集《吉檀迦利》荣
获瑞典皇家学院授予的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获诺贝尔
文学奖的东方作家。



泰戈尔的一生，与诗相伴相随，《飞鸟集》收进泰戈尔19世
纪末20世纪初的作品，诗一部歌颂生命的美和爱的小诗集。
以清新流利、音乐性极强的孟加拉口语，歌咏大自然，歌咏
青春和爱情。这里的每一首诗，每一句话，短小而精悍。而
且每一句构思奇妙，意蕴耐人寻味，韵律优美流畅。都在揭
示人生的真谛。“我今晨坐在窗前，时间如一个过路人似的，
停留了一会儿，向我点点头又走过去了。”：时间就像一个
顽皮的孩童，稍不留神，他就会从你眼皮底下溜过，因此，
时间是宝贵的，一寸光阴一寸金也是这个道理。说它有哲理，
是因为泰戈尔从那些似乎平常的事情中，却能看出许多错综
复杂的做人道理。

“我接到这世界节日的请柬，我的生命受了祝福。我的眼睛
看见了美丽的景象，我的耳朵也听见了醉人的音乐。在这宴
会中，我的任务是奏乐，我也尽力演奏了。”

在另一方面，泰戈尔捕捉了大量关于自然界的灵感。他说天
空的黄昏像一盏灯，说微风中的树叶像思绪的断片，说鸟儿
的鸣唱是晨曦来自大地的回音;他将自然界的一切拟人化。他
让天空和大海对话，让鸟儿和云对话，让花儿和太阳对
话……总之，在泰戈尔的诗里，世界是人性化的，自然也是
人性化的，万物都有它们自己的生长与思考;而他只是为它们
的人性化整理思想碎片而已。而这，便也是《飞鸟集》名字
的由来：“思想掠过我的心头，仿佛群群野鸭飞过天空，我
听到了它们振翅高飞的声音。”

而在《飞鸟集》传入中国，被翻译出版后，中国诗坛上流行
着一种“飞鸟集”式的“小诗”，这些作者的写作大半直接
或间接地接受了泰戈尔的影响，其中包括冰心的《繁星》和
《春水》。

冰心曾说过“从泰戈尔的诗中，我们可以深深的体会出这位
伟大的印度诗人是怎样的热爱自己的有着悠久优秀文化的国
家，热爱这国家里爱和平爱民主的劳动人民，热爱这国家的



雄伟美丽的山川。从这些诗的字里行间，我们似乎听得到那
繁密的雨点，闻得到那浓郁的花香。”

作为诗人，泰戈尔一直保持着“人类的儿童”的一颗赤子之
心。他一生追求美、爱与生命的和谐统一，在对生命的真切
感受钟灵会爱，在爱的充盈中呈现生命的价值。

“有一次，我梦见大家都是不相识的。

我们醒了，却知道我们原是相亲相爱的。

如果你因失去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了。”

余光中读后感篇六

乡愁，是中国诗歌一个历史常新的普遍的主题，余光中多年
来写了许多以乡愁为主题的诗篇，《乡愁》就是其中情深意
长、音调动人的一曲。

正像中国大地上许多江河都是黄河与长江的支流一样，余光
中虽然身居海岛，但是，作为一个挚爱祖国及其文化传统的
中国诗人，他的乡愁诗从内在感情上继承了我国古典诗歌中
的民族感情传统，具有深厚的.历史感与民族感，同时，台湾
和大陆人为的长期隔绝、飘流到孤岛上去的千千万万人的思
乡情怀，客观上具有以往任何时代的乡愁所不可比拟的特定
的广阔内容。余光中作为一个离开大陆三十多年的当代诗人，
他的作品也必然会烙上深刻的时代印记。《乡愁》一诗，侧
重写个人在大陆的经历，那年少时的一枚邮票，那青年时的
一张船票，甚至那未来的一方坟墓，都寄寓了诗人的也是万
千海外游子的绵长乡关之思，而这一切在诗的结尾升华到了
一个新的高度：“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有如百川奔向东海，有如千峰朝向泰山，诗
人个人的悲欢与巨大的祖国之爱、民族之恋交融在一起，而
诗人个人经历的倾诉，也因为结尾的感情的燃烧而更为撩人



愁思了，正如诗人自己所说：“纵的历史感，横的地域感。
纵横相交而成十字路口的现实感。”(《白玉苦瓜》序)这样，
诗人的《乡愁》是我国民族传统的乡愁诗在新的时代和特殊
的地理条件下的变奏，具有以往的乡愁诗所不可比拟的广度
和深度。

在意象的撷取和提炼上，这首诗具有单纯而丰富之美。乡愁，
本来是大家所普遍体验却难以捕捉的情绪，如果找不到与之
对应的独特的美的意象来表现，那将不是流于一般化的平庸，
就是堕入抽象化的空泛。《乡愁》从广远的时空中提炼了四
个意象：邮票、船票、坟墓、海峡。它们是单纯的，所谓单
纯，绝不是简单，而是明朗、集中、强烈，没有旁逸斜出意
多文乱的芜蔓之感;它们又是丰富的，所谓丰富，也绝不是堆
砌，而是含蓄。有张力，能诱发读者多方面的联想。在意象
的组合方面，《乡愁》以时间的发展来综合意象，可称为意
象递进。“小时候”、“长大后”、“后来呵”、“而现
在”，这种表时间的时序像一条红线贯串全诗，概括了诗人
漫长的生活历程和对祖国的绵绵怀念，前面三节诗如同汹涌
而进的波涛，到最后轰然而汇成了全诗的九级浪。

《乡愁》的形式美也令人瞩目。它的形式美一表现为结构美，
一表现为音乐美。《乡愁》在结构上呈现出寓变化于传统的
美。统一，就是相对地均衡、匀称;段式、句式比较整齐，段
与段、句与句之间又比较和谐对称。变化，就是避免统一走
向极端，而追逐那种活泼、流动而生机蓬勃之美。《乡愁》
共四节。每节四行，节与节之间相当均衡对称，但是，诗人
注意了长句与短句的变化调节，从而使诗的外形整齐中有参
差之美。《乡愁》的音乐美，主要表现在回旋往复、一唱三
叹的美的旋律，其中的“乡愁是——”与“在这头……在
那(里)头”的四次重复，加之四段中“小小的”、“窄窄
的”、“矮矮的”、“浅浅的”在同一位置上的重叠词运用，
使得全诗低回掩抑，如怨如诉。而“一枚”、“一
张”、“一方”、“一湾”的数量词的运用，不仅表现了诗
人的语言的功力，也加强了全诗的音韵之美。



《乡愁》，有如音乐中柔美而略带哀伤的“回忆曲”，是海
外游子深情而美的恋歌。

文档为doc格式

余光中读后感篇七

在拿到余光中先生的散文集《天涯情旅》时，我暗自疑问：
这本散文集对于作为幼儿园教师的我有用吗?此书虽为大师作
品，似乎对我没什么用处。

按耐住心中的躁动，闲暇时光勉强翻阅此书，不知不觉从第
一页翻阅至下一页再至下一页，一会儿已至几十页，似有魔
力一般把原就不爱看书的我深深吸引于其中的海阔天空。在
余光中先生散文集的亲情篇里，我看到了余光中先生作为四
个女儿的父亲是如何疑惧于女儿的未来归宿，以至于产生了
《我的四个假想敌》，他在文中说：“我的四个假想敌，不
论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学医还是学文，迟早会从我疑惧
的迷雾里显出原形，一一走上前来，或迂回曲折，嗫嚅其词，
或开门见山，大言不惭，总之要把他的情人，也就是我的女
儿，对不起，从此领取。”但作为父亲来说，恐怕这也实乃
人之常情，并且先生也绝不是一位不开明的父亲，对于未来
女婿“省籍无所谓”“学什么都可以，只要精通中文”“相
貌也由的女儿注意”。

在《日不落家》中，我感受着一对父母对远在他乡的四个女
儿的牵挂与关心，回味着子女的种种，并且借由电视上的气
象报告，把他们的关爱带到高纬，向陌生又亲切的城市聚焦。
陌生，因为是寒带。亲切，因为是他们的孩子所在。不知不
觉中仿佛我又跟着先生一家子来到《萤火山庄》，看到了其
乐融融的一家子享受着三代在同一屋顶下团圆的温馨，以及
在近乎隐士的林居中的惬意与悠闲，仲夏夜的萤火虫、有时
亦可见鹿的“仙踪”，甚是有趣啊。然而夜晚，却总能看到
余光中先生在桌灯下往往坐到深夜，楼上的家人都已鼾然，



林中也已寂了万籁，用先生的话说就是只剩下手中这支笔陪
他醒着，从十九岁的少年一直清醒到现在，便感觉惟寂寞始
能长保清醒，惟清醒始能永耐寂寞。

阅读至此，抬头，转了转有点僵硬的脖子，我不得不感慨于
余光中先生的妙笔，竟能如此吸引人探究其中的奥秘，仿佛
置身于其中，并且敬佩于先生的深厚功力，不时佐之以文言、
俚语和适度的西化，加以熔铸，成为合金，但又格外的亲切、
自然。同时，我也不得不为自己浅薄的知识所羞愧，文中一
些著名人物、名言名句等闻所未闻，更为之前的疑问感到愚
蠢之至。至时此刻，我确定此书乃如我良师益友啊，磅礴的
知识，直通古今中外，引人入境的文字，开阔我的眼界，丰
富我的阅历，无不鞭策着我要以终生学习为目标。

余光中读后感篇八

泰戈尔一生共写有50多部诗集，12部中长篇小说，108篇短篇
小说，20个剧本。虽然他的创作具有多方面的成就，但他是
通过诗歌而扬名世界的，早期的诗歌题材丰富，形式多样，
风格清新优美，1913年，宗教抒情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
贝尔文学奖，这是东方人第一次获此殊荣。后期的政治诗密
切配合现实斗争，为他赢得了“爱国诗人”的称号，他深深
地植根于民族艺术的土壤，大胆吸收外国的诗歌营养，开辟
了印度诗歌的新天地，人们尊称他为“诗圣”。

早期的故事诗大多来源于宗教传说和民间故事，宗教传说包
括佛教、印度教、锡克教的故事等，作者对这些故事进行了
艺术加工和再创造。中期的《吉檀迦利》是泰戈尔最著名的
一部诗集，“吉檀迦利”是“献诗”的意思，即献给神的诗，
诗集的主题是敬仰神，渴求与神的结合。颂神诗的形式在印
度古已有之，但泰戈尔的这部诗集，它的内容与现实是紧密
结合的，表达了诗人对人生理想的探索和追求。晚期的政治
抒情诗，逐渐改变了以前的改良主义情调和神秘主义色彩，



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倾向性。《生辰集》第10首被认为是泰戈
尔一生创作的纪念碑，泰戈尔在这首诗中提出的中心问题是
诗人与劳动人民的关系问题，他以此为标准总结评价了自己
一生的创作。

读了《泰戈尔诗选》，仿佛带我们走近泰戈尔，他的精神是
那般深邃，那般丰赡，又那么细腻，一章章诗篇，或小巧玲
珑，或灿烂辉宏。泰戈尔用他的哲学和世界给了世人许多智
慧，许多启迪。轻轻地翻，闲闲地逡巡。蓦然间，便会有一
篇篇地美文闯入你的眼帘。

“毒蛇/处处吐出剧毒的气息，/讲的是温文尔雅的和平，/听
起来活像是嘲弄。/因此，在我去世之前，/让我对各处正在
准备/向恶魔作战的人们，/致以我生平最后的敬礼。”----
泰戈尔这样写着，他笔峰犀利，讽刺尖刻而辛辣地砰击了在
中欧趾高气昂，不可一世的希物勒。全诗慷慨激昂，包含了
爱国主义的深切情怀以及国际人道主义精神。让我们真切感
受到诗人反法西斯，反帝国主义的，反殖民统治的正义感。
他遇见到二战的即将到来，追求和平与光明，热情鼓舞全世
界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不懈奋斗。-----这是泰戈尔作
品“金刚怒目”的一面。当然诗人也有自己“光风霁月”的
一面。

泰戈尔的诗，没有普希金的雄健壮阔，没有海湿的甜蜜梦幻，
没有拜伦的气悍心魂，也没有雪莱的浪漫如风。他的诗是优
美的画，无声无息，水乳交融。他艺术的魅力和思想的广阔，
不是一般人可以达到的境界。作为诗人，同时又是小说家、
艺术家，社会活动家的泰戈尔。他的每一首诗，都燃放着炽
热的精神火花，照亮读者的心。让世俗世界中，这些奔波与
功利、名望，甚至被嫉妒与金钱附身了的人们，心臻得以触
脱和净化。“光风霁月”，“金刚怒目”，泰戈尔的诗篇如
春潮泻地，生机勃勃，充满活力。虽然诗人的一身经历了许
多坎坷与痛楚，但他的哲学和思想是光辉的，是快乐的，是
博爱的。常常品茗泰戈尔的诗，走近泰戈尔，我们会更智慧。



心里就不知不觉暖洋洋，亮光光。读完《泰戈尔诗选》，受
益非浅!

《泰戈尔诗集》读后感作文750字

这段时间，我一直沉浸在《泰戈尔诗集》中。

读了《泰戈尔诗集》，仿佛走进了这位一百年前来自印度的
文学巨匠。他一生中创作了像《心中的向往》、《缤纷集》、
《最后活着，还是死了》、《园丁集》、《飞鸟集》等等那
么多令人为之沉迷的诗歌，这些诗歌就像是一盏盏明亮的灯，
让无数颗冰冷的心感到温暖，也为无数个迷途者指引了方向。
许多批评家说，诗人是“人类的儿童”，因为他们都是天真
的，善良的·。在现代的许多诗人中，泰戈尔更是一个“孩
子的天使”。他的诗正如这个天真烂漫的天使的脸;看着他，就
“能知道一切事物的意义”，就感得和平，感得安慰，并且
知道真相爱。著“泰戈尔哲学”rishnan说：“泰戈尔著作之
流行，之能引起全世界人们的兴趣，一半在于他思想中高超
的理想主义，则另一半就在于他作品中的文学的庄严与美丽。
” 在诗人的笔下，我们感悟着飞鸟的快乐、黄叶的轻盈、流
水的灵动、月儿的美好、游鱼的沉默、兽类的嚣。

自然是如此的美好;生命是如此的美好，这样的美好在诗人的
笔下是永恒的!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令人潸然泪下，是
的，人世间有一种比生与死更遥远的距离，不是时间上的跨
古今，也非空间上的囊括宇宙，而是一种最难逾越的距离---
心与心的距离。《告别》是以一个孩子的语气写成，通过孩
子与母亲所说的稚气的话语、天真的想象，讴歌了母子间真
挚的感情。《金色花》以丰富的联想和想象，表现了孩子金
子般的童心，表现了孩子天真烂漫的天性和顽皮无邪的童稚、
童真、童趣。《生如夏花》则表达了泰戈尔对生死的从容和
坦然，对于生，选择绚烂，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对于死，选
择静美，是一种坦荡的胸怀;极富诗意，强烈的表现了作者的
生死观。而《榕树》呢，榕树是故乡的化身，是妈妈的化身。



那孩子面对榕树的沉思与幻想，是思念故乡、思念妈妈的表
现。诗中对榕树的描写，则使我们联想到妈妈的性格和形象。
这些这些，蕴含了如此丰富的感情，并且用他的哲学和世界
给了世人许多智慧，许多启迪。 每每阅读泰戈尔的作品，总
会有一种舒畅无比的感觉，似乎一股清新的风温柔地拂过我
们的脸。在他面前，任何欺骗和隐瞒都逃不脱那双无比锐利
的眼睛，还是让我们坦诚些吧，因为到最后我们才会突然发
现，欺骗的往往是自己。我恍惚觉得这位大胡子老人就坐在
我的身旁，静静地看着我饥渴般扑在他的书上。读倦了抑或
遇到不解的难题，他便微笑着、语调平和地做着回答。这就
是阅读《泰戈尔诗集》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