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后感评价标准(优秀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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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
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读后感评价标准篇一

历史是一面镜子，观照祖国璀璨的古代文明，学好历史，擦
亮智慧的眼睛，我们永远不迷蒙。今年暑假就好好地看了一回
《史记》。

《史记》作者司马迁为写此书经受的磨难同样也打动了我。
司马迁曾经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
毛。”宫刑对司马迁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这不仅催残了他
的肉体，而且在精神上给了他极大的打击。开头他简直感到
痛不欲生，然而，当他想到《史记》还没有完成，使命犹在，
他不能轻易毁灭自己的生命，多少个寒暑过去了，司马迁殚
精竭虑，耗尽心血，终于完成了《史记》这部内容浩繁的巨
著。

从司马迁写《史记》中使我体会到：要取得好成绩，是不容
易的，要有所成就，更不是轻而易举的，必须付出艰苦的。

读后感评价标准篇二

《青鸟》原是一部由比利时作家莫里斯·梅特林克写的同名
童话剧本。后来他的妻子乔治特·莱勃伦克改写成这部适于
少年儿童阅读的散文童话。这部童话采用民间故事的主题和
手法，富于诗意，故事优美，令人陶醉。被称为世界梦幻戏
剧史经典代表作，影响法国的五十本书之一。19，梅特林克
因这部人道主义的杰作而获诺贝尔文学奖。



故事的主要内容是：砍柴人的儿女——棣棣和咪棣，在圣诞
节前做了一个梦：一位名叫蓓丽吕的仙女，委托他俩去寻找
一只青鸟，给她的小女儿，因为她病得很厉害，只有这只神
鸟才能使她痊愈。仙女还说“我那小女儿要等病好了，才会
幸福。”于是他们在猫、狗和各种东西(糖果、面包、水火)
的精灵陪伴下进入另一个世界，在光神的指引下去寻找这只
青鸟。他们在怀念谷、夜宫、享乐宫、墓地和未来王国里，
在光神的庙宇里，历尽了千辛万苦，但青鸟总是得而复失，
最终还是未能找到。他们只好回家，早晨醒来，邻居柏林考
脱太太为她的病孩来索讨圣诞礼物，棣棣只好把自己心爱的
鸽子送给她。不料，这时鸽子变青了，成为一只“青鸟”。
仙女的女儿病也好了。

在主人公寻找青鸟的过程中，人们最终知道，幸福的真正含
义就在于，自我牺牲和给予他人。幸福存在于生活的每一个
细节中。阳光里，空气里，时间的流传里，到处充满着人们
没有发现的幸福。还记得三毛文章中那辆幸福的大巴士吗?其
实幸福就在你的身边。生命的本身就是幸福的。

还记得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则关于幸福的小故事：有一天，
小狮子问它的妈妈：“幸福在什么地方?”狮子妈妈说：“幸
福就在你的尾巴上。”于是，小狮子不停地追着自己的尾巴，
它追了一整天也追不到。它把这个情形告诉妈妈。狮子妈妈
笑着说：“其实你不用刻意寻找幸福，只要你一直往前走，
幸福，便会自然而然地跟着你。”

作家孟东篱说：“幸福，就是什么东西都得少一点;而大家所
追求的幸福，却是什么都要尽量多一点。”

在我看来，想要得到幸福，就要自己培植幸福。幸福不是你
拥有多少，而是你珍惜多少。当你有太多的欲望、野心，反
而会阻碍你得到幸福的机会。

其实，幸福并非遥不可及;幸福，也可以随手可得!



一个深深的拥抱、一句关爱的问候、一次真诚的鼓励，甚至
是一次默契的眼神交流，点点滴滴尽在其中，看似平凡的生
活，幸福就在其中。

也许，透过思考幸福与痛苦的源头，我们才有更多的机会去
了解自己，了解幸福的真义。我们所渴望的幸福，是无法假
手他人，只能从自己的身上找到，就像我们无权只享受财富，
却不创造财富，我们也无权只享受幸福，却不培植幸福。因
为，幸福，就住在我们的心灵之中。

让我们一起寻找，并感受幸福吧!

读后感评价标准篇三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曾经羞于承认自己爱慕过你。

读书时在外面兼职，办公室里，有一个很“娘炮”的男同事，
说起话来捏着嗓子，走起路来风摆弱柳，人送外号“贾宝
玉”。开始还只是背地里叫叫，后来发展到，只要该男同事
一出现，众女就会用甜得发腻的声音叫他：“宝哥哥!”他倒
是无所谓，“哎”的一声应得云淡风轻，我听在耳里，暗自
捏起了一只小拳头，心里有个声音呼之欲出：宝哥哥，他也
配!

宝哥哥，曾经是这世上最温柔可亲的名字。在八十年代，一
部电视剧《红楼梦》红遍街头巷尾，让这个名字从才子佳人
的案头书中，走入了寻常百姓家。

初次见到这个名字的主人，我还只有七岁。那时邻居家有一
台十四英寸黑白电视机，屏幕小小的，信号不太稳定时动不
动就是满屏的雪花，就是在这台电视机中，我见到了你，还
有林妹妹。在电视里，林妹妹老是和你怄气，动不动撂下你
就走，你追在她身后，一叠声地直唤：“好妹妹，好妹妹，
可别气坏了身子。”



我那时太小，不懂林妹妹为何这般爱赌气，所以不喜欢她，
认为她太小心眼了。但我还是爱看她和你生气的场景，只为
了听那一句句“好妹妹”，我从来不知道，一个人可以将妹
妹叫得如此好听，那样温柔的声音，就算心肠再硬的人听了
心里也会变得软绵绵的吧。难怪你再三惹林妹妹生气，她还
是放不下你。

偶尔你们也不吵架，有一次，桃花开得正好的时候，你坐在
桃花树下的大石头上读书，这时林妹妹荷着花锄过来了，伴
着你肩并肩坐下，一同默默地低头读书。春风吹得落英缤纷，
桃花簌簌地落了你们一身，你们的脚下，是流水潺潺。电视
机本来是黑白的，那一瞬间，我眼中的世界却忽然鲜活起来，
流水是淡绿色的，桃花是粉红色的，你身上的蟒袍，是大红
色的。

在没有懂得什么叫做缠绵之前，我早已经领略过缠绵的滋味，
从你和林妹妹的故事。

七岁的我连“贾”字都不会写，只会翻来覆去在旧台历上
写“假宝玉”三个字，惹得姑姑姑父一顿嗤笑。姑父问我是
不是以后长大要嫁贾宝玉这样的男人，我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是的。我还只有七岁，已经明白自己喜欢什么样的男人，他
会和你一样笑容永远温熙、声音永远温和，我生气的时候，
他会饱含柔情地叫我一千句“好妹妹”。

后来读了《红楼梦》的原著，我确定了你身上的衣服是大红
色的，确定了你对林妹妹是一条心，确定了你如我想像中一
样完美。不，还要完美。领略过你的柔情的人，不仅仅只有
林妹妹，还包括大观园中众多的姐姐妹妹。知道袭人爱吃豆
腐皮的包子，你就巴巴地为她留着。晴雯冬夜里穿着小衣起
床，你忙不迭地为她暖手。

你的温柔纯粹出于天性，即使是对素不相识的女孩子，你也
毫不吝惜这份柔情。看着龄官在那画“蔷”字，你一片好心



去提醒人家，却浑忘了自己也在淋雨。刘姥姥信口开河胡诌
了一个什么穿红衫子的姑娘，你就信以为真，大老远地想去
一瞻芳华。你有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优雅，即使是在闹哄哄乱
糟糟的酒宴上，你脱口唱出的竟然是《红豆曲》那样精致伤
感的曲子。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你的珍贵，在大多数人眼中，你只不
过是一块无材补天的顽石。你为姐妹们操尽了心，姐妹们却
笑你“无事忙”。幸好还有林妹妹懂你，所以只有她能和你
共读《西厢》，只有她从不劝你热心功名。我相信黛玉临终
之际并无遗恨，被你那样精美地爱过，这一生又怎称得上遗
憾。

成年后我喜欢的每个男人都像你，不管是张国荣还是段誉。
我以为全世界的女人都和我一样，渴望被精美地爱着。我以
为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温柔是男人最重要的特质。后来我才
发现，世界已经变了，变得如此强硬如此冷酷容不下半点柔
情，姑娘们爱硬汉爱浪子爱小开唯独不爱侠骨柔肠了，这样
的年代，难怪你要被人弃之如敝屣，“贾宝玉”三个字甚至
被误读成娘娘腔。

我一度也曾羞于提及自己深爱过你，这是一个盛产铿锵玫瑰
的时代，连女人都修炼成了百炼钢，我又如何能够毫不脸红
地承认自己只爱绕指柔?于是，我像个男人一样投奔于职场，
像个男人一样蝇营狗苟狼奔豖突。我以为自己已经修炼得铜
皮铁骨，可是，当我坐公交被五大三粗的硬汉们挤成一张纸
时，当我工作上出了差错被男上司训斥得像一条狗时，当我
和老公吵了架默默在床头抹眼泪时，我是多么怀念你。

我已经长大了，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幻想着能嫁给你一样的男
人，但是我多么渴望，遇见的男人们能或多或少地保留着你
身上的温柔。也许他们也有温柔的时分，在情人面前，在热
恋尚未冷却时，他们谁都比不上你，你的温柔与生俱来，从
不更改。



世上已无宝哥哥。

如今遍地都是贾琏、焦大，却再也容不下一个优雅精致的灵
魂。你这样的男子，注定只能生长在温柔富贵乡里。红楼选
秀里不乏俊俏男儿，但只是空得一副好皮囊，没有人能演出
你与生俱来的温柔。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纵然是春风十里，都不如你。

贾宝玉的灵与肉

拙友有云：少女时代最不得看两人写的书，一为曹雪芹的
《红楼梦》，二乃琼瑶全集。前者使人悲切莫名，后者则让
人思之若狂。如能不看，再好不过。笔者少不更事还未能遇
着这位奇友，听其诫言，于是早早看了琼瑶，更早早翻阅无
数次《红楼梦》，境况如友人描述一般，看时且喜且悲，读
后患得患失。这等情状在看到宝玉与黛玉俩俩龃龉，又见宁
荣二府“呼喇喇似大厦倾”更得以现。可一旦追溯从前，再
来一遍从前当初问我看是不看，我会斩钉截铁告诉你，看。

不看不得过。人若无心，无情，无想，无念，无欲，则是安
渡过去了也无甚意义了。

红楼人物，各个生辉，只道是将些许名字一一念出，你就晓
得这名字底下各自对称的人物性格，身份名目，如标签也似
的，自不必我再多废唇舌将几人遑道。只先说那个“无才补
天”忿而不平的“石头”但凡有了些不同寻常的精气，是舍
不得凡世俗尘的诱惑，一定要挤进人道里流转一番的。《聊
斋》书中的精怪，比比皆是如此。而三生石畔旧精魂，又自
枉顾一切开了一枝绛珠仙草。好不好要侍者舍恩露，在五内
郁结缠绵不尽之意。古人最爱“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衔草结
环，以报恩德。”好比白娘娘只为西湖来报恩，都是一派好
心惹出一串悲情。批曰：恩情山海债，唯有泪堪还。于是乎，
黛玉嬴弱之躯，却满腹珍珠血泪，绛为血，珠是泪，想眼中



多少泪珠儿，怎经得住，从春流到夏，从秋流到冬。

我将所述，均不与后四十回有关，心存前八十回的念想，已
足够花径露台走一遭。又因世人都解“晴为黛影，袭为钗副。
”因而只重重列举此四女来小小的分析一下贾宝玉的灵肉分
离。

众所周知，贾宝玉的性启蒙者是死有大蹊跷，身世迷离的秦
可卿，曹先生的这股设局有何用意始终令人猜不透，古往今
来的学者猜猜测测，并无统一见识。其时，宝玉至多不过舞
勺之年，而曹先生通书涉及房事均以俭省笔墨，遮遮掩掩，
婉转地一略而过。偶一不仔细，便还就不觉得他们真有些个
什么了。当然细究之，宝玉同秦可卿不过梦中相授云雨，而
与袭人却是真有其事。第六回章回目录直接点出，“贾宝玉
初试云雨情”，合着而后还有“宝玉亦素喜袭人柔媚娇俏，
遂强拉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之事。袭人自知贾母曾将他给了宝
玉，也无可推脱的，扭捏了半日，无奈何，只得和宝玉温存
了一番。”自此而后，袭人待宝玉更尽职，宝玉也待袭人不
同于从前了。甲戌双行夹批在此，“伏下晴雯”。更能与后
事对照，可见大不同也。

都说女子因爱而性，因性更爱，故此袭人对宝玉比从前更尽
绵力一说足可信，而后若干“隔墙有耳”或以护宝玉之名实
赶女侍之种种“罪状”，也因她与宝玉的这层爱欲关系更为
人捉住把柄轻易不放。而这个“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
兰”的花袭人，最后也并没有能依着这曾关系而最终得到宝
玉实在的好处。我若不幸处于袭人的`位置上，我亦是不免要
抱屈的，本就也仅仅指望能做个妾室或陪房丫头，竟终于抵
不上一篇深情雕琢的《芙蓉女儿诔》，空做了那么多好性情
的事儿，倒不如晴雯撕扇来的惹人旖旎之想。怨得了人，怨
不了命。

鲁迅说，多所爱者，当大苦恼。有人问我红楼芸芸人物最爱
是谁，我答黛玉。又追问我最厌恶是何者，我则无论如何答



不上来。我是自都喜欢着的，其中大人好人圣人抑或小人坏
人乃至不是人，我都想能怀抱于他们，生出更多些臂膀能包
容得进他们，即使是宝钗，我若他年生逢于她，也是不能不
爱的呀。也只有她能配得起国色天香的牡丹，也只有她能令
聪敏的黛玉都对她俯首帖耳，也只有她将公共关系做到了极
致，你道她是假，她也是假的如此浑然天成。与其说是后天
练就的功力，不如说是环境赐予她的这种个性。与她相辅相
成到了完美，便脱成化为了她这样一个人。而宝玉，不过是
个孩子家的人儿，即便能多几个心懂些不同于常人的仁人爱
物，也不过是一干书里看过来的东西，这种禅经诗词之说在
宝钗雪白膀子面前立马被击毙无疑。正不是那一段“薛宝钗
羞笼红麝串”中所描述：“此刻忽见宝玉笑问道:‘宝姐姐，
我瞧瞧你的红麝串子?’可巧宝钗左腕上笼着一串，见宝玉问
他，少不得褪了下来。宝钗生的肌肤丰泽，容易褪不下来。
宝玉在旁看着雪白一段酥臂，不觉动了羡慕之心，暗暗想道，
‘这个膀子要长在林妹妹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偏生长在
他身上。’正是恨没福得摸，忽然想起‘金玉’一事来，再
看看宝钗形容，只见脸若银盆，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
不画而翠，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就呆了，宝钗
褪了串子来递与他也忘了接。”你难道看了此处要怪责宝玉
用情不专，见异思迁吗?但凡是正常男子，看到如此佳人在前，
也是要不由得动心一动的，何况“混世魔王”贾宝玉?往往是
要多了，才失相对也多，放任他也有偶动邪念于其他貌美女
子身上，才是个“真人”呀。

天可怜见，最爱还是黛玉。爱她怜她则有爱怜自己之故，女
子往往觉将自己幻做书里的人去一道体尝，便如是看完之后，
不能分辨真假，混淆了现世与那世，此时与当时。宝玉与黛
玉之爱应是从头至尾自知的，自知之中又涵盖了种种宝玉
的“分心”，黛玉的“不安心”。以至于两人有这样的对话，
“宝玉瞅了半天，方说道‘你放心’三个字，林黛玉听了，
怔了半天，方说道：‘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不明白这话。你
倒说说怎么放心不放心?’宝玉叹了一口气，问道：‘你果不
明白这话?难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错了?连你的意思若



体贴不着，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林黛玉道;‘果然我
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话。’宝玉点头叹道：‘好妹妹，你别
哄我，果然不明白这话，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连你素
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负了。你皆因总是不放心的原故，才弄了
一身病。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林黛玉
听了这话，如轰雷掣电，细细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
的还觉恳切，竟有万句言语，满心要说，只是半个字也不能
吐，却怔怔的望着他。此时宝玉心中也有万句言语，不知从
那一句上说起，却也怔怔的望着黛玉。两个人怔了半天，林
黛玉只咳了一声，两眼不觉滚下泪来，回身便要走.宝玉忙上
前拉住，说道：‘好妹妹，且略站住，我说一句话再走。’
林黛玉一面拭泪，一面将手推开，说道：‘有什么可说的，
你的话我早知道了!’口里说着，却头也不回竟去了。”

我每每看到这里，心都是要急碎急碎的，总按捺不住自己，
想个办法怎么样才能问明白宝玉，究竟懂了黛玉的心思没有。
还有什么可说的，你的话我早知道了，黛玉有什么不放心，
她打从第一眼见到你起，吃吃睡睡玩玩同住同乐，还有什么
能不明白你的?只有你常还会留恋于贪吃丫鬟嘴上的胭脂，惹
这个姐姐，那个妹妹的。我不管你有多少个姐妹，只我于你
是不同的便就好了呀。话是多说无益，你又是常控制不了自
个儿的，我但求一个“绝对”，这种“绝对”有你也是没有
你的。宝玉那么欢喜黛玉，还是不及黛玉更懂得宝玉。可男
女之间不正是这样的吗?因误会而结合，因了解而分开。而了
解的往往又是女人更多些，男人不是不了解，真是胸怀鸿鹄
之志，也就懒怠去了解女人的心思了。

宝玉对情对性自有他自己的一番分寸，许是他自己也不能解
释是为什么。就像为什么对林黛玉只有情而无欲，双双躺在
一张床上都如卧镜台;相反对宝钗的一股且敬且喜，却还生出
对肉体的遐思来?而众丫头，他或对谁好惹谁招谁，种种行径
又对晴雯不同，这两人在一起即是温情，也是磊落的温情，
不带一丝一毫浊念的。更不说袭人，他是惯了有这个人，而
并不心爱这个人。



昆德拉是大师，他下笔就成就了一个灵与肉分割，轻与重融
合的世界。但他比起曹先生来就显得“直白”多了，他一径
告诉你了不能承受之轻，不似贾宝玉的灵与肉显然要你通过
那么多事件的表象去冥思苦想的。这想的过程更值得人们去
尝试和体验，任何以字句剥夺了各人去思考的小说都还不够
好。现代人走的飞快，灵魂拉在后头，就是缺了这些“想”，
这些“执念”，所越不能通晓彼此。

常人总说，爱是灵与肉的高度统一。我则不大赞成，愈求灵
肉合一的往往是女人，因她们特殊的身体结构和积年累月的
世俗礼教，教她们定要追求这种“统一”，若不如此，也不
会有那么多贞洁牌坊。于是很觉得这是一句女人们顶好的借
口。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才刚刚开始，又有谁能证明爱必定要
是有肉则灵的呢?但凡像宝玉此类人，情就是情，欲就是欲，
分的一清二楚，倒也是明白人呀。却怕很多人假借爱之名义
施肉欲之实，才更令人作恶。女人往往分不太清感情是否跟
着身体走，则这对于男人而言，却是天生可以分割的。于是，
这种不同就造就了宝玉的“分心”，黛玉的“不安心”。也
许，世情本如此。我们解释的只不过是一干“本如此”的情
性罢了。

一阅红楼终身误。终身误的不止以此为生的红学家，还有那
么许多文学家们，点滴字句都能隐现红楼，当然还有吾等读
者，中毒日深不可戒之。越往里究其所以，越觉得不懂。关
于红楼种种，世代均不能说尽，况我寥寥数笔就想解释情与
性，爱与肉，又是何其流于仓促。只要不是曹雪芹从棺材里
跳出来，我们穷尽此生此世也永远弄不清的了。虽一夜苦苦
熬成，翻看之中，还嫌大不够，只当博君贻笑之。尽管如此，
我也只好同晴雯补裘最后道那么一句，写虽写了，到底不成，
我也再不能了。

红学家吴玲女士莅临晋宁举办“《红楼梦》知识讲座”

9月22日上午，由晋宁县委老干部局、晋宁县老年大学和晋宁



县老干部诗词协会共同举办的世界文学名著《红楼梦》知识
讲座，在晋宁县老干部活动中心一楼会议室开讲。

讲座有幸邀请到了红学家、云南省红楼梦学会会长吴玲女士
主讲。吴玲会长作了题为“红楼梦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的讲座。吴会长观点独到，认为《红楼梦》的写作诉求是要
求婚姻自主，要求女人参政议政;《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是一
个整体，不可分割，缺一不可;“曹雪芹”不是《红楼梦》作
者的真实姓名，只是一个笔名，作者是七位女性。作者中，
有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县的女诗人王采薇、钱孟钿，其中之一
是晋宁县下石美村“才高天下”李因培之女李含章，李含章
在小说中的文学形象为贾探春。吴会长说：“《红楼梦》是
一部女人的伤心血泪史，一部女权主义的宣言书。”

吴会长的讲课，深入浅出，精彩纷呈，让大家感受到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深远影响。

为建设“文化晋宁”，更好地学习国学知识，全县十二个乡
镇、两个街道办事处的代表117人到场听讲。

读后感评价标准篇四

这个暑假，我阅读了很多好书，最令我刻骨铭心的就要数那本
《红楼梦》了。为什么？因为它既令我对这本书回味无穷，
让我想再坐下来细细品味一下这本充满人的喜怒哀乐，悲欢
离合的书。

书中，贾府可是鼎鼎有名的大府，贾府中除贾母外，权势最
大的就要数那泼辣张狂伶牙俐齿，善于阿谀奉承，见风使舵
的熙凤了。贾府的上上下下，那熙凤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
上啊！

林黛玉，她是贾母的小女儿贾敏与林如海的女儿，他的个性
孤高自诩，目下无尘；说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尖，她的一张



嘴，叫人恨又不是，叫人喜欢也不是。

林黛玉初进贾府时，王熙凤穿得彩绣辉煌。她恍若神妃仙子，
而且与其他丫头们都不同。王熙凤一说话，就分量十足，怪
不得大家都叫他“风辣子”呢。那王熙凤一见了林黛玉，就
问长问短的，又问年纪，又问学历；又问病情，又问她习不
习惯。来得时间长了，贾母便命两个老嬷嬷带了黛玉去见两
个舅母，又听了贾赦的传话，王熙凤还领着那黛玉参观了贾
府上下。

不久，林黛玉就来到薛姨妈哪儿，碰巧贾宝玉也在，在后来，
她们便在一起饮酒谈笑，一起玩耍了。

这回林黛玉来到了贾府，就很快认识了新环境，也就不再太
过想家了。

读后感评价标准篇五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母子女一场，只不过意
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
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
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当读着文中孩子第一天上学的情景：“小小的手，圈在爸爸
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这是每个
孩子必经的成长历程，这让我想起第一次送小女去幼儿园，
她的脸上虽挂着泪珠，但却是那么懂事地压抑着自己的情绪，
没有像别的孩子那样大哭大闹，老师拉她进教室时，她一直
眼巴巴地望着我，我也眼眶湿润地目送着她，不得不鼓励她
向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
长河，他的视线和我的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这是多少孩
子与父母的心声?作者将父母与孩子彼此之间内心的那种不舍，
痛楚与万般的语言只能用夺眶而出的泪水表达，有一种很强
的画面感，让人为之动容。



孩子在不断地成长，而他在成长的过程中，就像一只雏鹰，
他的翅膀会一天天的变硬，总有一天，会飞出我们的视线，
而我们只能望着他远去的背影，给他真诚而美好的祝福，惟
愿他前进的道路上铺满花香，更充满阳光。

人这一辈子，不光是父女母子，亲人之间的情缘，都在不断
地目送，渐行渐远，蓦然回首，留下的只不过是一片空虚与
寂寞罢了。

读《胭脂》这篇，也让我很受感动：“买了很多不同颜色的
指甲油，专门用来跟她消磨卧房里的时光。她坐在床沿，顺
从地伸出手来，我开始给她的指甲上，一片一片慢慢上，每
片指甲上两层……”多么孝顺的女儿，多么贴心的小棉袄!这
静默无言的举动，却表达了最深沉的爱。面对连女儿都不认
得，无法用语言交谈的老母亲，女儿用另一种相处方式：认
真而细致地“摆布”胭脂阵来哄母亲开心，将母亲的手指甲
和脚趾甲都涂完，又拉着母亲在镜子前化妆，这种女儿对母
亲的宠爱，多像一个母亲对幼小的孩子的宠爱!这就是：“你
陪我长大，我陪你变老”的最好的回报!

牵挂是亲情，友情和爱情中永远的“保鲜剂”，“这些是牵
挂你的人慷慨赠予你的时光和情感”，那种“想见亦无事，
不来常思君”的真挚情感，是多么难能可贵!当读着作者临上
飞机前给朋友打电话，让帮忙收拾家，那种口气不像是跟朋
友说话，倒像是在叮嘱自己的亲人，让人觉得心里暖暖的，
那种如姐妹般毫无掩饰的率真，裹挟着朋友之间的相互关心，
相互帮助，相互珍惜的温情，这亦或是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拥
有的纯真友谊。

这本书语言简洁朴素，贴近生活，作品所描述的都是身边的
人和事，题材似乎俯拾皆是，看似像拉家常，娓娓道来，但
那浓浓的生活气息把人性的美跃然纸上，毫无矫揉造作之意。
文章以“情”和“爱”作为主线，用细腻的情感之笔勾勒出
每寸光阴中触动自己的背影，处处洋溢着真情实感，像一坛



醇香的美酒，醉了读者。

“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无论是孩子还是老人，我们
都无法做到永远陪伴左右：“我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
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这是一种无奈的目送，也揪着心
在慢慢地往前挪，“整本书，也就是对时间的无言，对生命
的目送”。(田静玮)

读后感评价标准篇六

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神魔世界，人们无不在作者丰
富而大胆的艺术想象面前惊叹不已。然而，任何一部文学作
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作为神魔小说杰出代表的《西
游记》亦不例外。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
《西游记》“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又
说：“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
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的确如
此。通过《西游记》中虚幻的神魔世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
现实社会的投影。而作者对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态度也颇
可玩味，在《西游记》中，简直找不出一个称职的皇帝；至
于昏聩无能的玉皇大帝、宠信妖怪的车迟国国王、要将小儿
心肝当药引子的比丘国国王，则不是昏君就是暴君。玉皇大
帝手下十万天兵天将，竟然抵不过孙猴子一条金箍棒，而让
真正的贤才去当不入流的马夫，其统治之昏暗，虚弱，不言
而喻。如来佛祖所创佛教，僧人自然不能以钱财所迷，可是
佛祖竟然默许手下人收取贿赂，而《西游记》一路上妖魔鬼
怪，多与神佛有瓜葛，如青牛精是太上老君坐骑，金银角大
王是太上老君的童子，狮驼岭三魔王均与文殊，普贤菩萨甚
至如来佛祖有关系，这反映封建社会官官相护的黑暗情景。

对这些形象的刻画，即使是信手拈来，也无不具有很强的现
实意义。《西游记》不仅有较深刻的思想内容，艺术上也取
得了很高的成就。它以丰富奇特的艺术想象、生动曲折的故
事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幽默诙谐的语言，构筑了一



座独具特色的《西游记》艺术宫殿。《西游记》在艺术上的
最大成就，是成功地创造了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不朽的艺
术形象。孙悟空是《西游记》中第一主人公，是个非常了不
起的英雄。他有无穷的本领，天不怕地不怕，具有不屈的反
抗精神。他有着人性，神性和猴性三重特点。大英雄的不凡
气度，对师父师弟有情有义，也有爱听恭维话的缺点，机智
勇敢又诙谐好闹，是为人性，毛脸雷公嘴，()山大王则是猴
性，而七十二变，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则是神性。而他最
大的特点就是敢斗。与至高至尊的玉皇大帝敢斗，楞是叫响了
“齐天大圣”的美名；与妖魔鬼怪敢斗，火眼金睛决不放过
一个妖魔，如意金箍棒下决不对妖魔留情；与一切困难敢斗，
决不退却低头。这就是孙悟空，一个光彩夺目的神话英雄。
大闹天宫的桀骜不驯，与西天取经相比似乎改变许多，其实
悟空的个性仍然没有变，比如在骗取妖怪的二件宝物，让玉
帝派人装天，威胁道：“若不从，即上灵霄宝殿动起刀
兵。”在得知妖怪是观世音菩萨所派，咒她“活该一世无
夫”，对如来佛祖更是以“妖精的外甥称呼”，孙悟空，这
么一个不“听话”，不为强势屈服的硬汉子，跃然纸上。

读后感评价标准篇七

相信不少网友都知道龙应台，也看过她著作的书籍，很多人
都对《目送》这本书印象深刻，这是一本散文集，主要讲述
了作者对父亲的逝去、母亲的变老以及儿子的别离等方面的
感悟。网友读完这本书的感受是怎样的呢?一起来看看吧!

今天我读了龙应台的《目送》这本书，第一次知道这本书是
因为书中的一句，曾经深深地触动我的心灵。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
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
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
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这句话说
的是父母送子女时，那种无力追随而又期望陪伴的心情。短



短的一句话道出了多少父母的心声。也许不久后的某一天，
我也会成为这些父母中的一员，我只希望那一天，来的晚一
点，再晚一点。

《目送》是作者醮着深情的笔墨书写的文字，她写了父亲的
去世，母亲的衰老和失智;她写了和儿子的离别;写了朋友间
的牵挂。生活在世间的她，有着诸多的情感，比如快乐，脆
弱和失意。许多文字，透露着薄凉和无奈，因为，不管身边
有谁，有些路，也只能一个人走。

《目送》这篇文章讲述了大多父母的心声，其中也有许多脍
炙人口的句子，里面字里行间都包含着浓浓的感情。仔细读
这本书而，你会发现这本书讲述的更多的是平凡人的生活中
的喜怒哀乐，一个母亲的心路历程。仔细读这本书，你会感
受到来自心灵的震撼。

我很喜欢这本书，其中也有许多让人感触很深的句子，值得
大家花费时间去细细的读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