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乡的秋读后感(汇总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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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
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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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乡的秋读后感篇一

《故乡的那一缕缕炊烟》是我的班主任顾启淋的原创之作。
有这样的作家老师可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幸运。一听书名就能
让你遥望到心中的故乡，那个需要长途跋涉坐很久很久的车，
走很长很长的路方能达到的终点。升起炊烟的亲人一直在那
等待着我的归来。

我的故乡在江西上饶，那是个物资丰富的地方。物美，景美，
人也美。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那片油菜花，每年春节回家的
路上，总能透过车窗看见一片又一片的油菜花。远远的望去，
似金色的麦浪，但又比麦浪更鲜更亮。春风路过菜地时，它
们相互点头摇曳，让过往的行人心旷神怡。

每年回到这里我和几个表姐弟都要相约去地里拍几张与油菜
花的合影，看看故乡的油菜花，不知是不经意间养成的习惯，
还是一种已经融进血肉的怀念，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留恋。
拍照时，镜头里湛蓝的天空上飘着洁白的云朵，映衬着下面
一望无垠的油菜花海。站在花地的我此刻犹如花中仙子般，
尽情呼吸着这沁人心扉的自然花香。

在花丛里穿梭玩耍的时候免不了会踩烂油菜的枝花叶，可是
在故乡，没有人会恶意指责我们甚至罚款，因为故乡的人不
像大城市的人那么冷漠计较。顶多有路过的大人会在田埂上
吼几嗓子，就把我们这些破坏者吓得四处蹿跳不见了踪影。
现在想想他们那纯朴亲切的模样，真让我后悔当时的行为。



以上的情景在《故乡的那一缕缕炊烟》中有许多许多，作者
将自己在故乡的点点滴滴都用文字叙述的那么精彩生动，让
我由衷敬意。这时我才感觉到有故乡的人是一个幸福的人，
热爱故乡的人更是一个幸福的人。

故乡的秋读后感篇二

《红色羊齿草的故乡》是美国著名儿童作家威尔逊﹒罗尔斯
的成名之作。让我想到了一条名言：坚持才能实现梦想。

本书写了主人公比利小时候家境贫穷，买不起浣熊猎犬。为
了实现拥有浣熊猎犬的梦想，他历经千辛万苦，到钓鱼人的
营地卖蔬菜、玉米、鱼虾，还在黑莓园中来回穿梭，一点点，
一分分，终于从二三十美分积累到五十美元，买到了自己心
爱的浣熊猎犬。正是由于他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够实现
梦想。他得到了老丹和小安。比利与爱犬形影不离，一起穿
越山头，寻踪冰河，捕捉浣熊，结下生死与共的情谊。

阅毕全文，我知道了坚持的重要性，不坚持，什么事情也办
不成。

读完这本书，我深受启发。记得我看《新华字典》的时候，
我上半年就看了一半，但后来由于我没坚持，下半年我连？
都没看到。我感到十分惭愧，这才知道坚持的力量又多么强
大。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是呀，生命不可能从放弃中
绽放出美丽的烟花，我们要定好目标，坚持不懈，这样才可
以实现我们的梦想。

故乡的秋读后感篇三

我认为鲁迅在这篇文章中表达了多种悲哀。



鲁迅先生先写道童年时期，与闰土一起守瓜田，捕麻雀的故
事。思绪不知不觉就回到了童年。但当闰土来时，一句“老
爷.....”打断了他所有的回忆，他和闰土之间，好像突兀出
一道无法逾越的沟壑，好像突兀出一面无法捅破的窗户纸。
童年，早已远去。鲁迅先生为这种封建制度，为这种“中国
式”的奴才主义所愤恨，所悲哀。

可笑，明明只是层窗户纸，可它保持了几千年。明明只是一
道沟壑，却从没有人想去填。

这时，鲁迅先生又写道：“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
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规
定……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
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母亲说，那豆腐西施的
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
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
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里去；杨二嫂发见
了这件事，自己很以为功，便拿了那狗气杀(这是我们这里养
鸡的器具，木盘上面有着栅栏，内盛食料，鸡可以伸进颈子
去啄，狗却不能，只能看着气死)，飞也似的跑了，亏伊装着
这么高低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

这看似平凡又啰嗦的文字，其实正恰恰表现了中国人的那种
愚昧，又恰恰体现了中国人的那种悲哀。对此，我也实在不
想再说些什么，大家都能体会到。

最后，鲁迅先生说：“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
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
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
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这实在是一种无奈的感叹，一种凄凉。也许，我们永远也无
法体会到。



这看似平凡又啰嗦的文字，其实正恰恰表现了中国人的那种
愚昧，又恰恰体现了中国人的那种悲哀。对此，我也实在不
想再说些什么，大家都能体会到。

最后，鲁迅先生说：“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
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
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
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这实在是一种无奈的感叹，一种凄凉。也许，我们永远也无
法体会到。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
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
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
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这少年便是闰土。我是在鲁迅的《故乡》中认识他的。当时，
这健康可爱、有着紫色的圆脸、颈戴银项圈的少年，留给了
我很大的印象。他给作者，也给我们诉说了他的稀奇的见识：
角鸡、跳鱼儿、贝壳、猹……他和作者一起开心的交谈，一
起天真的欢笑，在一起肆无忌惮的玩耍。

但，二十年过去了，闰土已不是以前的闰土了，岁月在他的
脸上和手上，都留下了沧桑的痕迹。他之前紫色的健康的圆
脸，如今变作灰黄；红活圆实的手，如今变得又粗又笨而且
开裂，倒像是松树皮了。最重要的是，闰土见到鲁迅后，第
一声叫出来的，竟然是“老爷”！

应该是当时的社会吧。是当时的种种压力，才使得一个天真
无邪、自由快乐的少年变作一个目光呆滞、呆若木鸡的农民。
闰土就是当时社会的缩影，庸俗、麻木。



故乡的秋读后感篇四

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故事，它温暖心灵，让我一次次落泪。
这是描写了小男孩和两只猎犬的友情，作品探讨了勇气，拼
搏，爱与死亡的永恒主题，情节个个引人入胜。

内容是这样的：生长在奥沙克山区的男孩比利非常想要一对
浣熊猎犬。为此努力工作，两年后终于买下了两只小猎犬：
老丹和小安。

他们一起度过了一段共同捕捉浣熊的美好时光。勇敢善战的
老丹和小安让比利成了一名优秀的浣熊猎手，并在猎浣熊比
赛中得了金奖杯。

这个故事告诉我了，要用毅力和勇气实现梦想。还告诉我们
想得到任何东西都必须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整天苦苦哀求
别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另外，这本威尔逊 罗尔斯的成
名作也让我明白了“死”的意义，死是人生中阶段与过程，
所以我们要尊重死亡，并安然的接受这一事实。

这里的主人公拥有的爱，信仰，责任，诚实，勇气与坚持有
广度有深度，有分量，令人敬畏！

故乡的秋读后感篇五

看完鲁迅先生的《故乡》，我顿时觉得有些失落。鲁迅的儿
时好朋友闰土，经过漫长的时间不见，竟与鲁迅存在着一
层“可悲的厚障壁”。刚要与闰土再见面时，鲁迅是多么期
待！而使他沉在心中多年美好的记忆又从新浮起。可见到闰
土后，却发现闰土与他疏远了，鲁迅感到非常难过，也为这
个间隔而感到失望。

我想，闰土也并没忘记和鲁迅儿时的快乐时光，只是他觉得
不能像儿时那样“不懂事”，他们有着阶级的差异，在那时，



他们有着大人们所没有的天真。仔细品味他们的话，小时候的
“闰土哥”“迅哥儿”以及长大后的“闰土哥”“老爷”这
其中有着多么微妙的变化啊！变的是闰土，他忘记了童年的
真诚的友谊，这样，他就失去了一件宝贵的东西。

《故乡》中描写了“回忆中的故乡”和“眼前的故乡”，两
方面形成鲜明对比，突出了主题。这个对比又是由一系列的
对比描写组成，包括少年闰土与中年闰土在语言、外貌、行
动和心理上的对比；杨二嫂由“豆腐西施”变成“圆规”的
对比；少年闰土跟“我”的友谊与中年闰土跟“我”的隔膜
的对比；“我”跟闰土的隔膜与宏儿想念水生的对比；以及
苍黄的天底下萧瑟的荒村与月夜西瓜地的美景的对比，等等。
通过这一系列对比，不仅表明在苦涩严峻的现实生活面前，
作者梦幻破灭的悲凉心情，更抒发了对人与人不再隔膜
的“新的生活”的期盼，从而充分表现了小说的主题。

虽然鲁迅书上说他离开自己的故乡没有特别不开心的，但是
他的心里还是挺舍不得那儿的，舍不得那儿的人们，舍不得
那儿的环境。舍不得那儿的点点滴滴，他一定很痛苦，因为
他深爱自己的故乡！深爱自己的祖国！他希望自己的故乡自
己的祖国能快点强大起来，人民富裕起来！

最后，鲁迅通过自己的想法结束了这篇文章，他想告诉我们，
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中一定要时时装着自己的家乡自己的
祖国，因为她是我们永远的母亲！

故乡的秋读后感篇六

鲁迅，伟大的文学家、翻译家和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

鲁迅写的《故乡》，讲述了他与闰土小时候的一些事情。闰
土会捕鸟、看瓜，鲁迅在那段时间很快乐，可正月过了，闰
土必须回家。一开始，他们还相互送了几次礼物，但后来再
也没有见面。我明白了：快乐的时光是短暂的，只有好好珍



惜时间，快乐才是永远的。

可小时候大多不太懂事，常常浪费时间。有时，晚上有一个
十分好看的电视，就看了起来，看完了才想到作业没做完，
只好匆匆忙忙做起了作业，马虎潦草，效率很差。随着年龄
的增长，渐渐懂得珍惜时间。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句谚语大家应该
不陌生吧，也告诉我们应当珍惜时间。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时间就是生命。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
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瞧，这就是鲁迅先生的名言。让
我们把它作为座右铭吧！

读了《故乡》这本书，我有许多感触。

小说描写了作者鲁迅儿时在故乡的生活和现在真实的故乡对
比，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带给人们的苦难与旧时代的
黑暗社会与痛苦抒发了作者渴望新生活的强烈欲望。

鲁迅曾经在日本留学学医，认为救死扶伤还不如成为作家让
这些麻木不仁的百姓重新燃起斗志打败侵略者。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闰土，少年的闰土还是一个勤劳善良
胆大活泼的小少年，可是就是因为社会的压迫使他变成一个
迷信麻木的人。

从闰土身上可以看出旧社会的黑暗与劳动人民的苦难，我们
应该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而又繁荣昌盛的年代感到幸福。

鲁迅先生在小说最后写道：“我想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
无的。正如这地上的路：其实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
也便形成了路。”这句话表达了只有美好愿望而不去努力的
实现梦想这还是不会成功的。只有踏上这一条路，勇敢的去



实践去追求你想要的这才是真理。

我们应该报答现在美好的生活，珍惜现在的时光，努力的追
求自己的梦想。

老舍也是因为黑暗社会的压迫而不得不自杀，从而失去了中
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机会。他笔下的祥子和闰土一样如
此。

就趁现在，珍惜现在的时光，好好学习，努力的去实现自己
的梦想吧！

读完鲁迅先生的《故乡》这篇文章，我最想说说文中的闰土
了。

鲁迅在文中回忆闰土是讲了一个活泼能干的少年形象：“深
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
着一望无际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
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凡
从他的胯下逃走了。”是一个典型的南方英俊少年形象。在
家族的一次大祭祀中，闰土和鲁迅认识了，并成为了形影不
离的好朋友。那时，闰土的家境虽然不好，但是他见多识广，
知道许多事。鲁迅的家境很好，是个地主少爷。却整天被困
在四角的天空里。闰土还想他讲了许多稀奇的事：獾猪、刺
猬、角鸡、鹁鸪……使鲁迅终生难忘。

读了《故乡》这本书，使我印象最深的一段话是这样写
的：“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本是无所谓
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
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句话对当时和现在都有着独到
的诠释。《故乡》这本书。它主要是想告诉人们空有希望不
去奋斗，那希望也就无所谓有，而如果为了希望去奋斗，那
希望也就无所谓无。虽然实现“希望”困难重重，但是只要



你去探索了、去实践了，那么就会有实现的可能。希望之路
是祖祖辈辈用自己的双脚走出来的路，是祖先们实践出来的
路，也是祖先们探索出来的路。

刚开始我读《故乡》时以为太无聊了，常常浪费时间，写作
业不认真。匆匆忙忙地写，马虎潦草，效率很差，随着年龄
的增长，我才知道原来读书是多么的有趣，也渐渐懂得了珍
惜时间。还记得：“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
句谚语吗？相信大家不会陌生吧，而这句话的含义就是在告
诉我们应当珍惜时间。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时间就是生命。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
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瞧，这就是鲁迅先生的名言，让
我们把它作为座右铭吧！

放下书，抬起头，望着窗外唧唧喳喳叫着的鸟雀，落在电线
杆上，心中也为鲁迅惋惜那段友谊。想着：我会和我的朋友
像这样疏远吗？淡淡的，心中一松，不会的，现在可不是那
堕落时代，连故乡也不会离我远去，朋友我更会永远记住。

“和我一起去我那捡贝壳……”“那猹可狡猾了，
它……”“潮汛来到的时候，鱼都像青蛙似的有两只
脚……”“老爷……”“这就是水生，我家现在困难，
我……”

闰土那经过三十年磨损而相差巨大的话语，久久回荡。

三十年后，因为那封建社会的帝国主义，使儿时天真活泼，
健康快乐，见多识广的闰土，不见了；带来的是一个地地道
道的农民，手也不像当初那么细嫩，而是满手褶皱，口子；
眼深陷进去，看起来似乎有什么烦恼令他睡不着觉。在他的
家里，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
个木偶人了。 一棵苗子，就这么被泯灭了。



那时，鲁迅第二次见到闰土的时候，闰土叫了鲁迅一声老爷，
让鲁迅好不惊讶。

当鲁迅母亲说：“不要叫他老爷了，还是照旧，叫迅哥
儿。”

他却摇了摇头，说：“老太太说什么呢，这不和规矩，不行。
”

鲁迅的心也顿时凉了，心中的那些话语也渐渐消失了，一时
竟不知说什么好。一颗主仆关系的种子，已在闰土心中深深
扎根。那一夜，再说什么也觉得陌生。

这就是封建社会的帝国主义造的孽。

在篇小说中，鲁迅主要表现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客
观现实的反映，作品通过记忆中的故乡和现实目睹的故乡对
比，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的压榨给人民造成的苦
难，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农村破产，农民痛苦生活的现实。

另一方面，集中体现了鲁迅先生对“人性”探索的意义。作
品深刻指出了由于受封建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劳苦大众精
神上受到极大束缚，古训筑成的高墙，使人与人隔膜起来。
突出反映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拯救。

我们改变不了环境，于是只有随着环境所变。而闰土就是这
样，有事我也想，他是长大了，还是变傻了，友谊毕竟不是
用身份地位与金钱可以衡量的`啊。

我们也会吗？不，不会的，我们有最好的朋友，永远都是朋
友。我们不会忘记，我们的关系不会有隔膜。

想必大家都知道这本《故乡》是鲁迅先生写的。在这里，每
一个灵动的文字都是一节美妙的音符，每一篇动人的文章都



是一道永驻心底的风景。

此书中，有很多文章。让我记忆深刻的，就是阿长与《山海
经》了。阿长是鲁迅儿时的保姆，这篇文章记叙了“我”儿
时和长妈妈相处的七件事，刻画了一位虽然没有文化、粗俗、
好事，但心地善良，热心帮助孩子解决问题的保姆形象，我
觉得鲁迅先生对她充满了尊敬、感激和还念之情。

还有鲁迅与儿时闰土的喜爱，可真有趣！但中年闰土可不一
样了，闰土说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老爷！……”我们就
知道，他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变化真大。

在这里还有许多著名的文章：琐记、呐喊，狂人日记、阿q正
传、仿徨……

这本书使我印象深刻。

几周前牟老师就推荐《故乡》这篇文章让我们读，文章的作
者就是被称之为“民魂”的鲁迅先生。

《故乡》讲述了鲁迅先生回故乡的故事。

本文描述了鲁迅先生与故乡难以割舍的乡情，对少年闰土的
美好回忆，杨二嫂的刻薄冷漠，到鲁迅先生再见到分别三十
多年的闰土的感慨，最后描述了鲁迅先生远离故乡，内心的
悲哀和希望。

鲁迅先生对闰土的描写用了很多的笔墨，先是详尽的回忆作
者少年时与闰土在一起的快乐，天真的少年不会因为身份的
不同影响他们纯真的友谊。再讲述作者三十年后见到闰土时
的情景，鲁迅涌在心头的那些快乐的事儿还未连珠炮的吐出
来，就被闰土的一声“老爷”给生生压回去了，从惊喜到悲
哀，他知道，他和闰土的心灵已经隔上了一层可悲的厚壁。
我相信，这一声毕恭毕敬的称谓对鲁迅的打击是巨大的，从



少年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到低下头来叫“老爷”，再到为了生
计在草灰里埋盘子，机智勇敢的少年变成了辛苦麻木的闰土，
这让鲁迅倍觉世态的炎凉，和底层人民的无奈。这是人性的
悲哀，是时代的悲哀。

文章还描写了二十年前卖豆腐的杨二娘，从“豆腐西施”到
现在的高颧骨薄嘴唇，圆规式的站姿，尤其是刻薄的语言，
自私的行为，无不让作者感到悲凉，故乡对他再也没有了什
么留恋。

作者内心气闷，但又从后辈身上看到了希望，希望他们的将
来能真正好起来。

从鲁迅的《故乡》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的童年是一座被尘
封的大院。童年的鲁迅，仿佛是一个生活在天堂的魔鬼，丰
衣足食却寸步难行；而闰土则是生活在地狱的天使，生活艰
辛但充满快乐。闰土的童年必须要看瓜田，但他自由、快乐。
鲁迅的童年虽丰衣足食，但他只能悲哀地念着“之乎者也”。

闰土还可以去做无穷无尽的新鲜事，看无边无际的海洋；而
鲁迅只能看到那“四角的天空”。没有了自由，多少财富都
是破铜烂铁。自由才是真正的金子！可那毕竟是几十年前的
封建社会，离现在已经有那么漫长而浩瀚的一段历史。可是，
到了现在的社会，大人们还是大同小异、异曲同工地为我们
打造一个标准童年：束缚。

我觉得束缚再加上比较再加上无穷无尽的学习，与监狱相比
也已经只有毫厘之差了。作为社会未来的新动力，我们的生
存状态难道没有理由受到关注吗？大人们总是以为吃饱穿暖
学习好，就是一个孩子的全部，可这些却恰恰是我们这些孩
子最忽略的。我们需要自由，我们要亲身经历，我们也要知
道许多新鲜事，我们要一个快乐的童年，我们要逃离束缚！

《呐喊》是鲁迅先生自《狂人日记》后的第二本经典小说集，



是世界的名著，这本书中有些文章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例如有
《故乡》，《药》，《孔乙己》。在《藤野先生》中鲁迅先
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日本的首都东京留学时，看到和听
到当时中国人民的麻木不仁从而使鲁迅先生强烈的爱国意识
苏醒。当然，在《呐喊》这本书中，像这样的文章还有许许
多多，鲁迅先生写这些文章是为了让当时的中国人民看了以
后，能够清醒过来。

我学习了一本鲁迅的作品——《故乡》。故乡主要由两部分
组成，第一部分讲述的是鲁迅对童年往事的回忆，鲁迅先生
用纯朴的语句的刻画了自己难以忘却的人物形象及其特点。
第二部分讲鲁迅的著名小说，其中便有家喻户晓的《阿q正
传》，更有妇孺皆知的《孔乙己》。

故乡以少年闰土的形象为中心，描绘了令少年神往的境地：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月下是海边的沙地，种
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少年闰土有一副“紫色”的圆脸，
脖子上带着“明晃晃”的“银白”色项圈，海边有五色贝壳，
“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还有各种颜
色的鸟类：稻鸡、角鸡、鹁鸪、蓝背……在这里，没有一种
色彩不是鲜艳的，明丽的，任何两种色彩之间的对比都是鲜
明的，它们构成的是一幅“神异”的图画，一个五彩缤纷的
世界。“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
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
了。”、“月亮底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你
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它幽静而不沉闷，活泼而不
杂乱。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和谐自然，是一个令人心旷神
怡的世界。

看完《故乡》中那个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豆腐西施还有剧中
主人公从小一起玩到大的西瓜地上银项圈的小英雄闰土见到
老爷时欢喜而又凄凉的神情，从而体现了当时人民的麻木，
在受到封建势力压迫和打击下的情形，当然在呐喊这本书中，
像这样的文章还有很多，鲁迅写这些文章是为了让当时的中



国人看了以后能够清醒过来，激励半梦半醒的国人，用还有
指责和批评的语言说明当时社会的黑暗，急切希望沉睡的国
人早日苏醒，重整我中华雄威！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时间就是生命。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
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我们应当珍惜时间 。

故乡的秋读后感篇七

炒米：在写炒米的时候汪曾琪先生先说了炒米的典故、来历、
用途。让不明这种食品为何物的读者，不感到陌生。并让人
明白，这种食物是生活紧张的年代的一种应急食品。

端午的鸭蛋：说到端午节，人们熟知的是粽。，而汪曾琪先
生要说的是家乡的鸭蛋。这点首先引起人们的好奇。

作者的家乡在高邮，家乡的端午节风俗，那里的孩。们兴在
胸前挂“鸭蛋络。”。在胸前挂了半天，什么时候一高兴就
把络。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有
淡淡的咸味，白嘴吃也可以。……用吃剩的蛋壳里放几只萤
火虫，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纸，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
地亮，好看机了。（既说明了家乡的风俗，又饶有兴趣）

咸菜茨菇汤：早年冬天缺少蔬菜的一种替代品。

是一种青菜腌制的。入秋，腌菜，这时青菜正肥。把青菜成
担的买来，洗净，凉去水气，下缸。一层菜、一层盐，码实，
即成。随吃随取，可以一直吃到第二年春天。……咸菜里有
时加了茨菇片，茨菇的味道微苦，吃多了就再也不想了，谁
想过了三四十年还想喝一碗咸菜茨菇汤……（当然主要是作
者想念家乡的风物、人情。）

枸杞头：枸杞是多年生植物，春天冒出嫩叶，即枸杞头。枸
杞头可下油盐炒食；或用开水焯了，切碎家香油、酱油、醋，



凉拌了吃，“极清香”。春天吃枸杞头，可清火……（汪曾
琪先生是一个美食家，他喜。做菜，并把他的做菜经验用文
字表达出来。在欣赏文字的同时，同样可以学着做这道菜。
这些是其他作家那里，不曾有的为文特点之一。）

故乡的秋读后感篇八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头是海边的沙地，都
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
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
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这少年便是闰土。我是在鲁迅的《故乡》中认识他的。当时，
这健康可爱、有着紫色的圆脸、颈戴银项圈的少年，留给了
我很大的印象。他给作者，也给我们诉说了他的稀奇的见识：
角鸡、跳鱼儿、贝壳、猹……他和作者一齐开心的交谈，一
齐天真的欢笑，在一齐肆无忌惮的玩耍。

但，二十年过去了，闰土已不是以前的闰土了，岁月在他的
脸上和手上，都留下了沧桑的痕迹。他之前紫色的健康的圆
脸，如今变作灰黄；红活圆实的手，如今变得又粗又笨并且
开裂，倒像是松树皮了。最重要的是，闰土见到鲁迅后，第
一声叫出来的，竟然是“老爷”！

应当是当时的社会吧。是当时的种种压力，才使得一个天真
无邪、自由欢乐的少年变作一个目光呆滞、呆若木鸡的农民。
闰土就是当时社会的缩影，庸俗、麻木。

故乡的秋读后感篇九

鲁迅写的《故乡》，讲述了他与闰土小时候的一些事情。闰
土会捕鸟、看瓜，鲁迅在那段时间很快乐，可正月过了，闰
土必须回家。一开始，他们还相互送了几次礼物，但后来再
也没有见面。我明白了：快乐的时光是短暂的，只有好好珍



惜时间，快乐才是永远的。

可小时候大多不太懂事，常常浪费时间。有时，晚上有一个
十分好看的电视，就看了起来，看完了才想到作业没做完，
只好匆匆忙忙做起了作业，马虎潦草，效率很差。随着年龄
的增长，渐渐懂得珍惜时间。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句谚语大家应该
不陌生吧，也告诉我们应当珍惜时间。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时间就是生命。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
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瞧，这就是鲁迅先生的名言。让
我们把它作为座右铭吧！

故乡的秋读后感篇十

人生的旅途中，我们总会遇到一些苦难。所以当我们面对它
时怀着一颗怎样的心就显得异常重要了。也许在苦难面前，
我们无从下手，没有人告诉你该怎样去面对，怎样去解决，
你找不到办法就像你在前行时找不到地上的路一样，可是希
望是本无所谓有，本无所谓无的；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
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问题是我们所面对的，但解决问题的'方法却是需要我们自己
去开拓的。所以我们可以在希望的尽头找到希望，在路的尽
头踩出新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