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实秋散文读后感(精选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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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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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
欢。

梁实秋散文读后感篇一

读散文《中年》，听朗诵，感触颇深。梁实秋先生的作品没
好好拜读过，只能说是知道梁实秋这个名字，了解过他的一
些生平状况。梁实秋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
批评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他博古
通今，学贯中西，著有《英国文学史》，莎士比亚全集翻译，
还有主持编篡的《远东英汉大辞典》。在中国近现代文坛上，
能够妙语连珠，令人捧腹的，除林语堂，另一位就是梁实秋
先生了，俩人都不愧为文学语言的大师。

读梁实秋的散文，每一篇都是一个小故事，一则小家常，犹
如坐在那里听他拉家常，四周是溪流杂树，面前是一杯满溢
芬芳的碧螺春或龙井香茗，没一点心情，没一种感觉，他都
向你娓娓道来，不勉强，不霸道。感觉是那么自然，那么随
和……此刻，读散文《中年》心境尤为如此。

梁实秋先生《中年》中经典之说：“这顾影自怜的习惯逐渐
消失，以至于有一天偶然揽镜，突然发现额上刻了横纹，那
线条是显明而有力，心想那是抬头纹，可是低头也还是那样。
再一细看，头顶上的头发有搬家到腮旁颔下的趋势，而最令
人怵目惊心的是，鬓角上发现几根白发，是一惊非同小可，
平夙一毛不拔的人到这时候也不免要狠心的把它拔去，拔毛
连茹，头发根上还许带着一颗鲜亮的肉珠。但是没有用，岁
月不饶人！”细致地刻画了中年人特有的心态。我想，这篇



文章一定是梁实秋先生尝过中年的滋味，细品人生特定阶段
的酸苦之后，才得以写出如此生动的感触。中年人往往容易
伤感，叹息岁月流逝，青春不再！更多的是怅然和寥落的心
情。我辈人过中年，蹉跎岁月，一事无成，想想也有点日渐
衰迟的味儿。但是读梁实秋先生的《中年》，感觉其中也有
催人向上的那么一点力量：“我看见过一些得天独厚的男男
女女，年轻的时候愣头愣脑的，浓眉大眼，生僵挺硬，像是
一些又青又涩的毛桃子，上面还带着挺长的一层毛。他们是
未经琢磨过的璞石。可是到了中年，他们变得润泽了，容光
焕发，脚底下像是有了弹簧，一看就知道是内容充实的。他
们的生活像是在饮窖里藏了多年的陈酒，浓而芳冽！对于他
们，中年没有悲哀。”这几句，足以使中年人堪慰，也是读
梁实秋先生妙文的收获！不过，还是觉得梁实秋先生笔下对
于中年女人，貌似有些残忍。呵呵…可能是在他的那个当下
吧，但是不得不承认观点还是不错的。惟妙惟肖，幽默笔风，
含蓄而耐人寻思。

除了独身主义者，人到中年，谁不有个家庭的组织。然而大
部分这种组织，生活中少了许多原有的，只是合力维系一个
家庭罢了（旁观者可能说法偏激）。感慨之余，对梁实秋先
生人到中年的态度表示由衷的敬佩，转载散文《中年》，与
所有中年朋友共勉。

感悟，享受过程同时心态是关键！世间万物皆如影，追得越
急逃得越快；专心走自己的路，任由万物如影随形。记忆中
这段文字应该是不错的点评：

春天，不是季节，而是内心；

生命，不是躯体，而是心性；

老人，不是年龄，而是心境；

人生，不是岁月，而是永恒。



梁实秋散文读后感篇二

梁实秋写《钱》的时代与现在有很长一段时间相隔了。他散
淡地从民俗写起，写了平民和富商对钱财的基本态度，引经
据典，给我们摆出了古往今来很多人的生财之道和守财之心。
即便今天读起来也是惟妙惟肖，让人觉得很有味道。梁先生
认为“俗也好，雅也好，事在人为，钱无雅俗可辩。”本着
这个想法，梁先生的《钱》，没有普见的教化，也没有更多
的鞭笞，而是很平淡的写了人们想聚财的心态，并对这种心
态给予了最大的宽容和理解。

守财奴在梁先生的笔下也是那么的有一点点无奈，有一点点
可爱。特别是对平民甚至贫民的守财聚财心态，刻画得更是
惟妙惟肖并给予了理解和同情。通过很多的描写，我们清楚
的揣摩到梁先生对钱的一个很明确的态度，聚财守财，特别
是平民贫民的聚财守财不但不应笑话、鄙弃，更应该给予理
解和包容，他希望平民贫民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早日“爬上
社会的阶梯”，这种关怀在当时的文章和观点中是不多见的。
同时隐含的另一层意思也是显而易见的，敛财和贪财是梁先
生所不耻的，这样聚集起来的钱是“阿堵物”!怎么才是一个
正确的对待钱财的态度呢?怎么才能聚财守财而不至贪得无厌
发展到敛财和贪财呢?梁先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标准，钱嘛，
“无冻馁之忧，有安全之感”即可，最高明的是“不求生活
水准之全面提高，而是在几点上稍稍突破，自得其乐”，切
切不可“人为财死”而后已!

梁实秋散文读后感篇三

读散文《中年》，听朗诵，感触颇深。梁实秋先生的作品没
好好拜读过，只能说是知道梁实秋这个名字，了解过他的一
些生平状况。梁实秋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
批评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他博古
通今，学贯中西，著有《英国文学史》，莎士比亚全集翻译，
还有主持编篡的《远东英汉大辞典》。在中国近现代文坛上，



能够妙语连珠，令人捧腹的，除林语堂，另一位就是梁实秋
先生了，俩人都不愧为文学语言的大师。

读梁实秋的散文，每一篇都是一个小故事，一则小家常，犹
如坐在那里听他拉家常，四周是溪流杂树，面前是一杯满溢
芬芳的碧螺春或龙井香茗，没一点心情，没一种感觉，他都
向你娓娓道来，不勉强，不霸道。感觉是那么自然，那么随
和……此刻，读散文《中年》心境尤为如此。

梁实秋先生《中年》中经典之说：“这顾影自怜的习惯逐渐
消失，以至于有一天偶然揽镜，突然发现额上刻了横纹，那
线条是显明而有力，心想那是抬头纹，可是低头也还是那样。
再一细看，头顶上的头发有搬家到腮旁颔下的趋势，而最令
人怵目惊心的是，鬓角上发现几根白发，是一惊非同小可，
平夙一毛不拔的人到这时候也不免要狠心的把它拔去，拔毛
连茹，头发根上还许带着一颗鲜亮的肉珠。但是没有用，岁
月不饶人!”细致地刻画了中年人特有的心态。我想，这篇文
章一定是梁实秋先生尝过中年的滋味，细品人生特定阶段的
酸苦之后，才得以写出如此生动的感触。中年人往往容易伤
感，叹息岁月流逝，青春不再!更多的`是怅然和寥落的心情。
我辈人过中年，蹉跎岁月，一事无成，想想也有点日渐衰迟
的味儿。但是读梁实秋先生的《中年》，感觉其中也有催人
向上的那么一点力量：“我看见过一些得天独厚的男男女女，
年轻的时候愣头愣脑的，浓眉大眼，生僵挺硬，像是一些又
青又涩的毛桃子，上面还带着挺长的一层毛。他们是未经琢
磨过的璞石。可是到了中年，他们变得润泽了，容光焕发，
脚底下像是有了弹簧，一看就知道是内容充实的。他们的生
活像是在饮窖里藏了多年的陈酒，浓而芳冽!对于他们，中年
没有悲哀。”这几句，足以使中年人堪慰，也是读梁实秋先
生妙文的收获!不过，还是觉得梁实秋先生笔下对于中年女人，
貌似有些残忍。呵呵…可能是在他的那个当下吧，但是不得
不承认观点还是不错的。惟妙惟肖，幽默笔风，含蓄而耐人
寻思。



除了独身主义者，人到中年，谁不有个家庭的组织。然而大
部分这种组织，生活中少了许多原有的，只是合力维系一个
家庭罢了(旁观者可能说法偏激)。感慨之余，对梁实秋先生
人到中年的态度表示由衷的敬佩，散文《中年》，与所有中
年朋友共勉。

感悟，享受过程同时心态是关键!世间万物皆如影，追得越急
逃得越快;专心走自己的路，任由万物如影随形。记忆中这段
文字应该是不错的点评：

春天，不是季节，而是内心;

生命，不是躯体，而是心性;

老人，不是年龄，而是心境;

人生，不是岁月，而是永恒.

梁实秋散文读后感篇四

下午，洋娃娃发给小熊梁实秋的中年，让我感叹了一番又一
番…………

那就点几句，让我颇有心得的小句，供为小酌

牛奶葡萄――年轻的女人

一幅铁路线最发达的地图――中年女人的皱纹

活生生的把自己“饿”回青春去――中年女人抓住青春的极
端方式

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作自己
所能作的事，享受自己



所能享受的生活。――喜欢这个妙趣

喜欢前进的感觉，一步一步登上通往永远生命的山尖！

梁实秋散文读后感篇五

一位外国教授休假旅行，道出台湾，事前展转托人来信要我
予以照料，导游非我副业，但情不可却。事实证明“马路翻
译”亦不易为，因为这一对老夫妇要我带他们到一条名
为hagglersalley的地方去观光一番，我当时就踌躇起来，不
知是哪一条街能有独享这样的一个名称的光荣。所
谓haggcley，就是“讨价还价的人”。他们没有见过这种场面，
想见识一下，亦人情之常。我们在汉朝就有一位韩康，卖药
长安，言不二价，名列青史，传为美谈。他若是和我谈起这
段故事，我当然会比较的觉得面上有光，我再一想，韩康是
一位逸士，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到如今当然更难找到。不提
他也罢。一条街以“讨价还价”为名，足以证明其他的街道
之上均不讨价还价，这也还是相当体面之事。好，就带他们
到城里去走一遭。来客看出我有一点踌躇，便从箱箧中寻出
一个导游小册，指给我看，台北八景之一“讨价还价之街”
赫然在焉。幸好其中没有说明中文街名，也没有说明在什么
地方。在几乎任何一条街上都可以进行讨价还价之令人兴奋
的经验。

按照导游小册，他们还要看山胞跳舞。讲到跳舞，我们古已
有之，可惜“舞雩归咏”的情形只能在画卷里依稀体会之，
就是什么霓裳羽衣剑器浑脱之类，我们也只有其名。观光客
要看的是更古老的原始的遗留!越简陋的越好!“祝发文身错
臂左衽”，都是有趣的。我告诉他们这种山胞跳舞需要到山
地去方能看到，这使他们非常失望。(我心里明白，虽然他们
口里没有说出，他们也一定很想看看“出草”的盛况哩。读
过swift的《一个低调的建议》的人，谁不想参观一下福尔摩
萨的生吃活人肉的风俗习惯?)后来他们在出卖“手工艺”的



地方看到袖珍型的“国剧脸谱”，大喜过望，以为这必定是
几千年几万年前的古老风俗的遗留。我虽然极力解释这只
是“国剧”的“脸谱”，不同于他们在非洲内地或南海岛屿
上所看到的土人的模型，但是他们仍很固执的表示衷心喜悦，
嘴角上露出了所谓aserendipicsmill(如获至宝的微笑)，慷慨
解囊，买了几份，预备回国去分赠亲友，表示他们看到了一
些值得一看的东西。

我有一个朋友，他家里曾经招待过一位观光女客，她饱餐了
我们的世界驰名的佳肴之后，忽然心血来潮想要投桃报李，
坚持要下厨房亲手做一顿她们本国的饭食，以娱主人。并且
表示非亲自到市场采办不可。到我们的菜市场去观光!我们的
市场里的物资充斥，可以表示出我们的生活的优裕，不需要
配给券，人人都可以满载而归。个个菜筐都可以“青出于
篮”，而且当场杀鸡宰鱼，表演精彩不另收费。市场里虽然
顾客摩肩接踵，依然可以撑着雨伞，任由雨水滴到别人的头
上，依然可以推着脚踏车在人丛中横冲直撞，把泥水擦在别
人的身上，因为彼此互惠之故，亦能相安。薄施脂粉的一位
太太顺手把额外的一条五花三层的肉塞进她的'竹篮里，眼明
手快的屠商很迅速的就把那条肉又抽了出来，起初是两造怒
目而视，随后不知怎的又相视而笑，适可而止，不伤和气。
市场里的形形色色实在是大有可观，直把我们的观光客看得
不仅目瞪口呆，而且心荡神怡。主人很天真，事后问她我们
的菜市与她们国家的菜市有何分别，她很扼要的回答
说：“敝国的菜市地面上没有泥水。”

这位观光客又被招待到日月潭，下榻于落成不久的一座大厦
中之贵宾室，一切都很顺利，即使拖人的船夫和钉人的照相
师都没有使她丧胆，但是到了深更半夜一只贼光溜亮的大型
蟑螂舞动着两根长须爬上被单，她便大叫一声惊动了全楼的
旅客。事情查明之后，同情似乎都在蟑螂那一方面。蟑螂遍
布全世界，它的历史比人类的还要久远，这种讨厌的东西酷
爱和平，打它杀它，永不抵抗，它唯一的武器是反对节育努
力生产。外国女人看见一只老鼠都会晕倒，见蟑螂而失声大



叫又何足奇?舞龙舞狮可以娱乐嘉宾，小小一只蟑螂不成敬意。

来台观光而不去看故宫古物，岂不等于是探龙颔而遗骊珠?可
是我真希望观光客不要遇到那大排长队的背着水壶拿着豆沙
面包的小学生，否则他们会要误会我们的小学生已经恶补收
效到能欣赏周彝汉鼎的程度了。江山无论多么秀美壮丽，那是
“天开图画”，与人无关。讲到文化，那都是人为的。我们
中国文化，在故宫古物中间可以找到实证。也可以说中国文
化几尽萃于是。这样的文物展览，当然傲视全球，唯一遗憾
的是，祖先的光荣无助于孝子贤孙之飘蓬断梗!而且纵然我们
知道奋发，也不能再制“武丁甗”来炊饭，仍须乞灵于电锅。

梁实秋散文读后感篇六

台北没有什么好去处。我以前常到动物园走动走动，其中两
个地方对我有诱惑。一个是一家茶馆，有高屋建瓴之势，凭
窗远盼，一片油绿的田畴，小川蜿蜒其间，颇可使人目旷神
怡。另一值得看的便是那两只骆驼了。

我心目中的骆驼不是这样的。儿时在家乡，一听见大铜铃丁
丁当当响，就知道是送煤的骆驼队来了，愧无管宁的修养，
往往夺门出视，一根细绳穿系着的好几只骆驼，有时是十只
九只的，一顺的立在路边。满脸煤污的煤商一声吆喝，骆驼
便乖乖地跪下让人卸货，嘴角往往流着白沫，口里不住的
嚼——反刍。有时还跟着一只小骆驼，几乎用跑步在后面追
着，面对着这样庞大而温驯的驮兽，我们不能不惊异地欣赏。

(2)是亚热带的气候不适于骆驼居住。动物园的那两只骆驼不
久就不见了，标本室也没有空间容纳它们，我从此也不大常
去动物园了。我常想：公文书里罢黜一个人的时候常用“人
地不宜”四字，总算是一个比较体面的下台的借口，这骆驼
之黯然消逝，也许就类似“人地不宜”之故吧?生长在北方大
地的巨兽，如何能局促在这样的小小圈子里，如何能耐得住
这炎方的郁焦?它们当然要憔悴，要悒悒，要委顿以死。我想



它们看着身上的毛一块块地脱落，真的要变成“有板无毛”
的状态，蕉风椰雨，晨夕对泣，心里多么凄凉!真不知是什么
人恶作剧，把它们运到此间，使得它们尝受这一段酸辛，使
我们也兴起“人何以堪”的感叹!

其实，(3)骆驼不仅是在炎热之地难以生存，就是在北方大陆，
其命运也是在日趋于衰微。在运输事业机械化的时代，谁还
肯牵着一串串的骆驼招摇过市?沙漠地带该是骆驼的用武之地
了，但听说现在沙漠里也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骆驼是驯兽，
自己不复能在野外繁殖谋生。等到为人类服务的机会消失的
时候，我不知道它将如何繁衍下去。最悲惨的是，大家都讥
笑它是兽类中最愚蠢的一个;因为它只会消极地忍耐。给它背
上驮上500磅的重载，它会跪下来承受。它肯食用大多数哺乳
动物所拒绝食用的荆棘苦草，它肯饮用带有盐味的脏水。它
奔走三天三夜可以不喝水，这并不是它的肚子里储藏着水，
而是因为它体内的脂肪氧化可以制造出来水。像这样的动物
若是从地面上消逝，可能不至于引起多少人的惋惜。尤其是
在如今这个世界，大家所喜欢豢养的乃是善伺人意的哈巴狗，
像骆驼这样的“任重而道远”的家伙，恐怕只好由它一声不
响的从这个世界舞台上退下去罢!

注：梁实秋，中国现代著名作家。1949年从大陆到台湾，70
年代移居美国西亚图，80岁时怀着深深的遗憾重返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