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鹿斑比第二章的读后感 雪国第二章读
后感(大全6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
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小鹿斑比第二章的读后感篇一

暑期拜读《雪国》，本试着去寻找书中描绘的爱情最终却未
看见爱情，而是生命的脆弱与渺茫。

雪国描述的是舞蹈艺术研究家岛村三次前往雪国，与驹子、
叶子之间发生的情感纠纷的故事：在远方的一个岛国小镇，
那里有温泉，产丝织品，终年积雪，每年都会有像岛村一样
无目的前来的游客。作者通过岛村在火车上遇到的一对打扮
得很像夫妻的描写，引出许多其它的话题，像是雪国小站的
景物，岛村对驹子的想念等等。从而过渡到描写他们的情感
纠纷。其中写驹子的笔墨是最多的。驹子出身贫寒最中而沦
为歌妓，本来她有未婚夫，但未婚夫不幸患上绝症，她只得
委身成为歌妓，在旅馆与饭局之间应酬。但她与别的歌妓格
外不同，身为笼中鸟的她却向往着自由的生活，并希望自己
与岛村的爱情能够修成正果，能为世俗所接受。为此，她小
心而细腻地呵护着自己也呵护着这份感情。而岛村是个有家
有室的游人，只是每年定期来这里渡假的过客而已，他只是
想维持现状，而绝非像驹子一样对自己的所爱进行大胆而热
烈的追求，而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绝不可能坦然走在一起，而
驹子也知道这份没有结果的爱情，但她抛开了一切，陪着自
己的情人散步，更是在未婚夫死亡的时候跑去车站送岛村。
我赞扬驹子这种对爱情的执着与追求，但似乎这份微茫的爱
早就被束缚在了这座偏远的雪国，随着时间一同被冻结并流
逝，可望而不可及。



与驹子相比，叶子的形像是美丽的虚无，在小说结尾作者安
排了一场意外的火灾，叶子在大火中丧生，岛村并没有表现
出应有的悲痛，却从叶子突如其来的死亡之中得到精神的升
华雨心灵的顿悟，顿悟了生死这一人类永恒的思考。他想，
这不过是她“内在生命在变形”，叶子会因“失去生命而显
得自由了。”在火的洗礼之下，叶子已然超越了驹子“有些
事拼命想也想不通”的层面，超越了肉体。当驹子把叶子抱
在胸前，“她因抱着她的牺牲或是对她的惩戒。”当时，驹
子的灵魂与叶子的肉体同时幻灭于大火中，小说到此戛然而
止，一切都消亡于虚无中，这样一种生死无常的观点正是川
端康成本人借助岛村这个人物形象表达自己对生死和人生的
虚无的看法。

雪国谧静悠远，以雪景著称，可偏偏这白茫茫的世界，萦绕
着短暂的春日气息，也许是岛村与驹子所度过的那美好的短
暂春日;也许是初见时“杉树亭亭如盖”的幽深静谧;只是美
都是转瞬即逝的，如同泡沫湮灭于汪洋，美丽的驹子和叶子，
仿佛生来就就束缚在了男人身上一样，为自己不爱的男人卖
身治病，在牵动自己内心的男人面前却处处约束自己的言行。
可能这样卑微的情感，也会如亮丽的春日般，随着时间的流
淌而散在风中吧。

不同于日本传统的“以自然为友，以回时为伴”的风格，川
端康成是以“虚无”本来面目表现社会人生的，在《雪国》
里，川端康成超越了世俗道德的规范，创造出一种虚幻的美，
超越现实美的绝对境界。他所守望的是一片看不到的精神田
野。借男女恋情的悲哀，把虚无世界对感动贯穿在人情世故
中，暗示人生徒劳。回望，远方一望无际的原野白雪皑皑，
白茫茫的夜空挂着稀落的星星，月色笼罩山头，清冷而幽静。

看似写爱情，实则尽绘了作者对人生的思考。雪是种很奇妙
的事物，明明寒冷彻骨，却又给人柔软温柔的感觉。《雪国》
也是如此，明明凄冷无比，却又透出丝丝温暖。这副温暖的
画卷，一遍遍鉴赏，从万里白雪，走到春暖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