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古都读后感(汇总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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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
的读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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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都读后感篇一

《古都》里的一切都在静谧中进行的，无论是千重子与真一
在人山人海的平安神宫赏樱花，还是千重子与妹妹苗子在北
山杉场里的偶遇，所有的场景仿佛只有两个人的世界，一切
就此停止，婉转地却掷地有声地道出各自的台词，这种与年
龄不符合寂静心态，文中比比皆是。年轻的千重子喜欢清雅
的图案，喜欢在闲暇时参观古老的寺庙和神宫，感受自然的
魅力和神秘。这些思想都是川端康成所推崇的，清澈无华，
质朴纯真。

当千重子同时面对真一的爱慕和秀男的称赞时，她虽依恋真
一，但却对秀男的称赞与关心无法拒绝，她无法马上抉择这
两份情感，这种少女的羞涩和犹豫，浅浅的哀思和忧愁，逼
真而形象，生动且丝丝入扣。而自从千重子知道自己是弃儿
之后，她与父母之间关系也产生了相应微妙变化，常常千重
子会因为父母的一两句无关紧要的话黯然流泪，特别是得知
其孪生妹妹苗子的下落后，这种情感波动更表现得愈加明显：
一方面千重子真心地希望和失散多年的妹妹住在一起，渴望
去了解自己唯一的亲人，但另一方面千重子也舍弃不了自己
的养父养母，辜负不了那份真挚的爱，承受不住那份难得的
感动。

作者川端康成借助生活中宁静祥和的生活片段片断，去抚触
古都的自然美、传统美，同时成功地塑造了千重子和苗子这
两个人物形象，但其主旨并不是纯粹叙述男女间的爱情波折，



所以没有让他们的爱情发展成喜剧性的结合，也没有将他们
爱情推向悲剧性的分离，而是将人物的纯洁感情和微妙心理，
交织在京都的唯美的风物之中，将爱与感动隐喻在樱花的漫
烂世界里，这正是《古都》魅力之所在。

我爱文中对于花的描写和隐喻，它让我想起中学课本中《花
未眠》里面发关于美的体会与感叹。古都，美女，樱花，爱
情，构成了如梦如幻的组合，浓墨重彩之下表现出惨淡和凄
凉的宿命，这正是川端康所追求的人生境界。樱花的凄美与
短暂的生命象征了无常的人生，入世太深往往急功近利追逐
名利之尾，入世太浅往往遁入佛门四大皆空，或许只有樱花
的境界才是最为理想的人生。

在川端康成的笔下，古都文化是那样的美仑美奂，同时它与
现代文化又是那样的不合时宜，就像千重子纠结微妙的美丽
心灵，犹如绚丽飘渺的玻璃景观，美则美矣，虚则虚矣，但
只要轻轻一碰，它便碎了一地。

古都读后感篇二

《古都》是川端康成晚年的作品，描绘了战后京都一户人家
中，女儿千重子寻觅到失散多年姐妹苗子的故事。

对日本稍有了解的人便知，日本人民族性中有一种孤傲的个
性，与单纯的西欧式傲慢与中国式高傲有所不同。武士道的
忠勇——尤其是勇猛——在二次大战中消耗殆尽，但他们行
为与思维方式中近乎偏执的自命清高却逐步演化成了现代日
本人个性中的一部分。我们看《古都》时，不免感受到那
种“高处不胜寒”的悲愁。这些悲愁，源于孤傲。

千重子是被领养的孤儿——而不是如其父母所称的抢来的孩
子。这是千重子灵魂晦暗的底色的由来。因为领养的前提是
抛弃，是被遗忘、被放弃。这对于自尊心强烈却从不表现的
岛国女孩来说，是一种无法愈合的创伤。因为孤傲，所以力



求自身的完美。而力求完美，一方面是追求自身的无罪高尚，
即不带给他人忧愁与负担;而另一方面，则是争取与其他出身
良好的友人站在同一条人生起跑线上，是要赢得全部应有的
尊重……是故，她在心中堵塞了一块顽石的情况下仍需全心
全意爱她的父母，投入当下的生活。

一开始，就像书中说的“她并没有改变对太吉郎和阿繁的亲
和爱，也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当她遇见苗子之后，
许多潜在的问题浮现了：亲生父母的归宿、养父母对自己真
实的评价乃至应该面对还是回避生活——生活，有时就
是“不幸”。尽管文中并未明言。所幸千重子所遇到的问题
最终没有带来什么苦难与祸患，因为她的亲人与追求者也都
是善良与宽容和博爱的。

命运弄人，千重子生活在虽然没落但依旧殷实的商人世家，
有慈爱的养父母。这一切不能使她感受到孤儿应有的痛苦与
悲切。她所感受到的只是邈远的呼唤，与近乎闲愁的哀感。
但就是这一层淡淡的愁绪已使她离开了那人潮汹涌的京都一
小步。她仍在家庭中，但心中的疑惑与悲哀使她与世界隔了
一道透明的墙。

若说苗心与千重子有什么隔阂，那是苗子的思想的国界。苗
子自幼在农家长大，比千重子更成熟，阶级意识在她心中早
就扎根。她一方面充分爱护与接收千重子，但却无时无刻不
铭记着他们身份的巨大差异。她无法也从未设法融入千重子
现今的家庭。孪生姐妹，因生长在不同的环境，注定了她们
一生中在某些方面的对立。阶级的产生，有时不是什么征服
与压迫，而是同一志趣背景的人向一处聚集后产生的团体。
共产主义者只认为上层阶级倾轧下层，故阶级是不应存在的。
孰不知，社会要有分工，个体差异要正视，个性要有发展的
空间，阶级是迄今为止最自必然的结果。苗子，当她静观资
产阶级的千重子向她伸开臂膀，只可以去拥抱一次又走回原
处。日本人的高傲不容她作分外之念。



太吉郎是千重子的养父，他也是寂寞的。作为店主，他不愿
意管理、竞争;他隐居在嵯峨山中，用他并不天才的思绪去创
造光怪陆离的服装。他一心结合日本传统文化与西方流行文
化，但他的同行们也许是在用西方现代化经营方式推销日本
货物。二战之后，日本人第二次对自身历史产生了质疑。没
有五四、时的疯狂毁灭，却是在五十、六十、七十年代慢慢
淘洗净了古日本的美丽花纹。这与不同，这是良性的改革。
但谁说良性改革就没有损失呢?太吉郎眼中的京都，在改变，
变得比他更快。没有进取心的人在大潮中落后，但又孤傲得
不愿认输，终于孑然一身。

中国人的高傲是自豪和乐观，西欧人的傲慢是自信和刚毅，
而东洋人的孤傲却是清高与顽强。《古都》讲述了平凡、可
爱又可敬的几个京都人颇不宁静的人生的一刻。有时，我们
孑然一身“走过地铁和人海”(孙燕姿《遇见》)，此时，大
可以去品味一下十六七岁的千重子在老枫树下观赏两朵紫花
地丁的寂寥。

古都读后感篇三

引。浅浅一读，并未深刻了解文章内容。后来细细一品，倒
是知道

苗子和千重子这孪生姐妹之间的悲欢离合，以及年轻一辈之
间爱情

与婚姻的缠绵。

《古都》讲述了孪生姐妹千重子和苗子的故事。幼年时家里
贫

寒，不得已将千重子弃于红门格子下的街道。千重子有幸被
一批发



商收养，当做他们的独生女，悉心培养。后来遇到了苗子。
纺织户

长子秀男误将对千金千重子的爱慕转移到了苗子身上，把她
当做千

重子的幻影，对其求婚。“对美的幻影，总没有厌倦的时候
吧。”

苗子说出此话，内心的无奈，又有谁知道。还有就是千重子，
她的

青梅竹马真一，她所遇见的秀男，她的爱情。最终她也不过
是选择

了家庭的产业，选择了真一的哥哥，龙助。最值得一提的，
还是这

悲情姐妹的故事。原本她们是一家人，第一次团聚的欢乐，
渐渐地

被现实所打破。苗子，她只是出卖体力的下层劳动者，又如
何去和

大家千金的千重子对等?更如何融入到她的家?“苗子摇摇头。
千

重子抓住红格子门，目送苗子远去。苗子始终没有回头。在
千重子

的前发上飘落了少许细雪，很快就消融了。整个市街也还在
沉睡着

。”宁静，苗子的离去就好像细雪消融一样，无声无息。一
切都会



继续。淡淡的忧愁，隐隐的无奈，带着意犹未尽的感觉，结
束全文

。

此外，川端康成对京都这日本文化集中的地方的描写，各种
节

日，寺院，植物对于我来说，更像是一本日本文化百科全书。
像时

代祭、葵祭、鞍马寺的伐竹会、祇园祭、“大字”篝火仪式
等，这

些京都民风民俗，带着浓郁的日本文化色彩，出现在文章当
中。并

且在细腻的文风下，散发着无尽的日本文化美。文章对当地
的环境

描写，更是将文章的哀愁烘托得淋漓尽致。“春天，西山柔
和的暮

色，几乎把京都的半边天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霞光。”春愁，
傍晚，

霞染天。在那里，千重子静静地述说着她那弃儿的故事。

《古都》从一开始就渲染着淡淡的感伤，枫树上的紫花地丁
是

一开场出现的景物。“上边和下边的紫花地丁彼此会不会相
见，会



不会相识呢?”虽然这是千重子的美好愿望，事实却不尽如此，
这

正如文章以后的故事，人生别易聚还难，太多无奈，太多叹
息，这

就是人生。

古都读后感篇四

初读《古都》，便是深深地被川端康成那朴素淡雅的语言所
吸引。浅浅一读，并未深刻了解文章内容。后来细细一品，
倒是知道苗子和千重子这孪生姐妹之间的悲欢离合，以及年
轻一辈之间爱情与婚姻的缠绵。

《古都》讲述了孪生姐妹千重子和苗子的故事。幼年时家里
贫寒，不得已将千重子弃于红门格子下的街道。千重子有幸
被一批发商收养，当做他们的独生女，悉心培养。后来遇到
了苗子。纺织户长子秀男误将对千金千重子的爱慕转移到了
苗子身上，把她当做千重子的幻影，对其求婚。“对美的幻
影，总没有厌倦的时候吧。”苗子说出此话，内心的无奈，
又有谁知道。还有就是千重子，她的青梅竹马真一，她所遇
见的秀男，她的爱情。最终她也不过是选择了家庭的产业，
选择了真一的哥哥，龙助。最值得一提的，还是这悲情姐妹
的故事。原本她们是一家人，第一次团聚的欢乐，渐渐地被
现实所打破。苗子，她只是出卖体力的下层劳动者，又如何
去和大家千金的千重子对等?更如何融入到她的家?“苗子摇
摇头。千重子抓住红格子门，目送苗子远去。苗子始终没有
回头。在千重子的前发上飘落了少许细雪，很快就消融了。
整个市街也还在沉睡着。”宁静，苗子的离去就好像细雪消
融一样，无声无息。一切都会继续。淡淡的忧愁，隐隐的无
奈，带着意犹未尽的感觉，结束全文。

此外，川端康成对京都这日本文化集中的地方的描写，各种



节日，寺院，植物对于我来说，更像是一本日本文化百科全
书。像时代祭、葵祭、鞍马寺的伐竹会、祇园祭、“大字”
篝火仪式等，这些京都民风民俗，带着浓郁的日本文化色彩，
出现在文章当中。并且在细腻的'文风下，散发着无尽的日本
文化美。文章对当地的环境描写，更是将文章的哀愁烘托得
淋漓尽致。“春天，西山柔和的暮色，几乎把京都的半边天
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霞光。”春愁，傍晚，霞染天。在那里，
千重子静静地述说着她那弃儿的故事。

《古都》从一开始就渲染着淡淡的感伤，枫树上的紫花地丁
是一开场出现的景物。“上边和下边的紫花地丁彼此会不会
相见，会不会相识呢?”虽然这是千重子的美好愿望，事实却
不尽如此，这正如文章以后的故事，人生别易聚还难，太多
无奈，太多叹息，这就是人生。

古都读后感篇五

买这本《古都》是因为它的名字很符合我的口味，它听上去
没有想象中的大气恢弘，相反在我脑海里却构建出一幅樱花
飘落在澄澈的湖水里的清幽景象。事实上也是如此。

文章讲了两个女孩的故事，千重子和苗子。两人本是孪生姐
妹，后来姐姐被收养成为京都布商的女儿，妹妹却不得不每
天做劳累的工作。在一个盛大的节日中，她们相遇了，之后
便发展起了友谊。因友谊也牵扯出了五个年轻男女的爱情，
可结局是开放式的，我们不得而知。

川端康成在他的书里运用了很多意象，比如千重子家门前的
树洞里的两株紫地丁花，它们在一棵树上，却像彼岸花一样：
永远相望却不能相聚，也许连彼此都不知道。这两株淡雅脆
弱却又坚韧的紫地丁花，就像苗子和千重子，明明是姐妹却
无法相聚。还有北杉山的松树，它们挺拔高耸，是千重子所
爱的，我想它也许象征着苗子的精神吧。任凭风吹雨打，永
不会低下头颅，她的坚强和独立，还有她的健美，也犹如北



杉山的松，永远屹立不倒。

这篇作品有很浓的日本物哀的特点，它的写法有一种虚幻的
感觉，文字之间也透着淡淡的哀伤，但它却让你相信着它是
真的。而且他们几个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不同于别的小说
中浓烈的爱情，如果说张爱玲的爱情是用平淡的文字写出浓
烈的爱情，那川端康成的爱情是用平淡的笔触写出平淡的爱
情。好像几个青年男女不由自主的就产生了爱情，没有原因
无需理由，虽说是爱情倒更像友情和亲情。

“《古都》充满了人类天性中最纯真、诚挚的感情，体现
了“风雅”的美感本质。日本美学传统的物哀、风雅和幽玄
在川端康成的小说里得到很好展现，而且融合在《古都》中，
相辅相成，使之显示出令人久久难忘的独特美感。由于对日
本美学传统的执著和对西方艺术手法的探索，川端康成写出
了不朽的《古都》。作品中，他发挥了作家的主动精神和创
造力量，显示出了继承与创新相融合的美丽色彩。”在这段
评价中，我觉得风雅一词评价的最好，无论是小说中平安神
宫的时代祭、葵祭、鞍马寺的伐竹会、祇园祭、“大字”篝
火仪式等，都无一透露出一种风雅，或是一种文化。还有主
人公赏樱花、赏竹林或是赏什么，都透出一种恬淡的气息，
像是京都独有的一样。

小说距离现在也有一些远了，可是读起来却没有一丝隔阂，
虽然和现在的生活不大一样，却处处透露着一种让人产生共
鸣的，也许叫做精神更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