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浮生如梦读后感(优质8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
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
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浮生如梦读后感篇一

在京东图书公布的20xx年畅销书单中，《浮生六记》高居纸
质书销量榜榜首，这是一个令人意外的存在。《浮生六记》
不是一本刚刚问世的新书，作者也不是人气作家，和榜单上的
《解忧杂货店》《白夜行》《百年孤独》等赫赫有名的畅销
书相比，这本书从作者到内容都过于普通。

在《浮生六记》的介绍中，几乎都要提到书名来自李白
的“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的确，对于李白来说，人生充
满了壮志未酬的失意，对于《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来说，
他和芸娘的人生主旋律是痛苦的'，为家长里短、婆媳姑嫂关
系所困，为茶米油盐、布衣蔬食所谋，可李白游历山川、纵
情山水、开怀畅饮之后写下汪洋恣肆的诗篇，沈复与芸娘谈
论诗书、煮酒烹茶、悠游江南后记下闺房之乐，都记录下生
活中琐屑又平常的快乐细节，带给人无穷的欢乐和回味，李
白如此，沈复亦如此，平常如我辈更是如此，“浮生”是沈
复沈三白的，也会芸芸众生的。沈复不是流芳百世、名垂千
古的伟人，只是一个落泊的文人、画师，我们知道沈复是因为
《浮生六记》，大多数人喜欢《浮生六记》，大概也是因为
沈复是一个平常人，一个不出名的画师，不富裕的文人，娶
了青梅竹马却不能白头到老，历经丧妻之痛却依然得四处奔
波为稻粱谋。



《浮生六记》不比那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网络小说，浮生是
真实的生活，芸娘也曾是明媚的女子。林语堂说芸娘是中国
文学史上最美丽的女子。当然沈复之描述，芸娘“两齿微露，
似非佳相”，长得不一定能对得起读者。芸娘因家庭困难未
曾读书，却跟着读书的弟弟自学认字，自称最喜欢“三白”
（李白、白居易、沈三白），她温柔善良，既温柔善良，又
幽默灵动颇富才情。芸娘和沈复青梅竹马，未成婚已芳心暗
许，曾为来做客的少年沈复偷偷留粥，成就一段藏粥佳话。
待成婚后举案齐眉，情投意合。随沈复学习写字、作诗，曾
女扮男装陪沈复畅游、谈诗论画，美好得如同中国的电视剧
一般。

然而生活饶过谁，闺房之乐，闲情之趣终究要经历坎坷之愁。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会写字的芸娘在日常琐碎的家庭生
活中左右失据，书生意气的沈复在处理家庭矛盾时束手无策。
芸娘先后得罪公公婆婆，之后渐遭冷落，最终夫妻被逐出家
门，送女儿做童养媳，儿子放友人处寄养，两人为躲债连夜
逃亡之时喝粥一碗，芸娘仍苦中作乐曰“昔一粥而聚，今一
粥而散，若作传奇，可名《吃粥记》矣。”尽管生活已经如
此艰难，作为一个三从四德的好妻子，芸娘却还有为丈夫纳
一个如意小妾的愿望，因家庭贫困，她相中的两个好姑娘先
后悔婚，芸娘至此大受打击，一病不起，很快去世。

痛失爱妻的沈三复，在流浪奔波中，哀叹“无人问我粥可温，
无人与我共黄昏。无人陪我顾星辰，无人与我把酒分”。可
能会经常想起那个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含而晓放。芸用小
纱囊撮茶叶少许，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
尤绝。“浮生若梦，为欢几何”，若无“为欢”，何来“浮
生”，正是这小小的欢愉，这悠悠的茶香，伴随沈三白度过
天涯孤旅。

年少时意气风发、胸怀壮志，中年时心灰意冷，落拓天涯，
是沈复，是芸娘，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记得第一次听毛不易
的歌，《像我这样的人》，歌中唱到：像我这样优秀的人，



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
听到第一句我就笑了，曾经我们以为自己多么与众不同，其
实早就泯然众人矣，所以成熟的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认识
到自己和别人一模一样。

浮生如梦读后感篇二

初识沈复在中学时代所学《童趣》：从“张目对日”到“留
蚊于素帐中，徐喷以烟，使其冲烟飞鸣，作青云白鹤观”，
把讨厌的夏蚊留于蚊帐内想象成白鹤，实在可爱！在花台小
草丛杂处，“以丛草为林，以虫蚁为兽”观虫斗，想象癞蛤
蟆为“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如此天真奇妙，让刚告别
童年的自己在读此文瞬间回忆起儿时相似的“物外之趣”，
深感有趣。

再遇沈复是偶见试卷中课外阅读节选“苏城有南园、北园二
处，菜花黄时，苦无酒家小饮”，而后想出带上卖馄饨的人
担锅炊同游，于是有了在郊外春光中众人“先烹茗，饮毕，
然后暖酒烹肴。”看着眼前“风和日丽，遍地黄金，青衫红
袖，越阡度陌，蝶蜂乱飞，令人不饮自醉。”一场对花热饮
的浪漫春游，今人读来仍不免艳羡，同时感叹：好个妙人，
亏他想得出如此妙招！

而今读到原著，才发现节选文段之人对一女子实在不公！原
文中明确提及此次完美春游玩的妙招是沈复的妻子——陈芸，
想出来的！——“众议未定。芸笑曰：‘明日但各出杖头钱，
我自担炉火来。各出杖头钱，我自担炉火来。”众笑
曰：“诺。”众去，余问日：’卿果自往乎？’芸曰：’非
也，妾见市中卖馄饨者，其担锅、灶无不备，盍雇之而往？
妾先烹调端整，彼处再一下锅，茶酒两便。’余曰：’酒菜
固便矣，茶乏烹具。’芸日：’携砂罐去，以铁又串罐柄，
去其锅，悬于行灶中，加柴火煎茶，不亦便乎？’余鼓掌称
善。”还有游玩归来“芸曰：‘今日之游乐乎？’众
曰：‘非夫人之力不及此。’”删减文段方面阅读理解，固



然不失美好，然读到原文不免为被武断删去的这位心思巧妙
的可爱女子鸣不平——编者就这样让许多读者错失了认识这
位妙人的.机会，而且误把“创意达人”的头衔给了他的丈夫
沈复。实在可惜！

一本薄薄的《浮生六记》读来，其实大半的悲喜之感都源于
一个女子——陈芸。林语堂称她为“中国文学及中国历史上
一个最可爱的女人”，我深以为然。

可爱的她，聪慧好学。“生而颖慧，学语时，口授《琵琶
行》，即能成诵。”夜读《西厢》忘倦，与丈夫巧论香中君
子小人，戏议“腐乳”与狗，讲论诗文，品月评花，联韵作
诗，文思敏捷。仰观飞云过天，感慨“宇宙之大，同此一月，
不知今日世间，亦有如我两人情兴否？”不禁让人想到苏轼
承天寺夜游之叹，想到张若虚“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
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哲思。可爱
的她，勤俭顾家。“芸既长，娴女红，三口仰其十指供
给。”“每见朝暾上窗，即披衣急起，如有人呼促者然。”
只恐被公婆说懒惰，影响其夫随之早起。恪守妇道，孝敬公
婆，甚至被疑被责也不愿辩驳，破坏家庭和睦，独自忍受冤
屈；家庭困顿时，为减轻家庭负担，“芸誓不医药”；为补
贴家用，她连夜绣经，“致增腰痠头晕之疾。”可爱的她，
温柔和善。“芸作新妇，初甚缄默，终日无怒容，与之言，
微笑而已。事上以敬，处下以和，井井然未尝稍失。”弟妇
催妆缺珠花，她不顾婢妪旁惜把自己的都奉献出来；被小叔
利用后冤枉，不予辩驳，亦不言其过。

可爱的她，悲悯心善。观演悲剧，不忍看，选择独坐；友人
逢花必折被芸娘叱“既无瓶养，又不簪戴，多折何为！”

可爱的她，巧思妙想。地下有苔纹乱石在她眼中可叠古致盆
山；丈夫小饮不喜多菜，她用小蝶六只做梅花盒，置于案头
如一朵墨梅覆桌，打开一盒六色可供随意取食，兼顾美观与
实用；在夏日庭院做活花屏，恍如绿荫满窗；用旧竹帘做栏



杆，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置与荷花花心，第二天一早取出烹
茶，香韵尤绝。芸娘的“就事论事”废物利用，真真是“竹
头木屑皆有用”，可谓用得高妙！在网络发达的今天，若芸
娘有抖音快手账号，把自己奇思妙想的创作发出来，肯定大
火，我一定是她的小粉丝！

可爱的她，热爱生活。房间收拾得纤尘不染且有雅意；丈夫
的衣物也都自做，且整洁雅致；“瓜蔬鱼虾，一经芸手，便
有意外味”，地上乱石在她眼中可做古朴盆景......生活在
她眼中本就是诗意的，她也不断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诗意；
走出家门，自然山水园林同样让她沉醉：她曾在沧浪亭赏月
大赞“今日之游乐矣！若驾一叶扁舟，往来亭下，不更快
哉？”她曾和丈夫共同期待白首偕游山水；她曾陶醉于短暂
的田园生活，绘理想生活是与夫“居于田园，买绕屋菜园十
亩，课仆妪，植瓜蔬，以供薪水。君画我绣，以为诗酒之需。
布衣菜饭可乐终身。”可爱的她，打破常规。穿丈夫衣冠，
扮作男子游庙会；为一宽眼界，借归宁由，与丈夫汇合，共
游太湖，感慨“今得见天地之宽，不虚此生矣！想闺中人有
终身不能见此者！”在万年桥下与船家女行酒令畅饮，让让
人误以为其夫挟两妓饮乐。

可爱的她，用情至深。两小无猜时因藏粥与婿被上下哗笑；
新婚初别小声叮嘱；鬼节赏月因阴云如晦忧夫妻不能白头而
愀然；共期白首偕游天下；对于友人所绘夫妇载花小影，芸
甚宝之；爱丈夫之所爱，甚至亲自为丈夫物色妾室，珍惜破
书残画，用自己的方式默默支持丈夫写诗作画与友茶酒聚会
的雅兴——“芸则拔钗沽酒，不动声色，良辰美景，不放轻
过。”

可爱的她......可爱如她，真是满足了男子对于一个女子的
所有浪漫想象，连我一女子在她面前都要自惭：弗如远甚！
同时忍不住感慨，若有如此友人亦是人生幸事，若我是男子
定然也想娶妻如此，难怪沈复自己都感慨“老天待我至为厚
矣”，难怪有后人怀疑“芸娘”是沈复想象出来的人物！可



就是如此可爱的一个妙人，经历却坎坷：因家中闲言被婆婆
怀疑不喜；因帮丈夫为公公纳妾，失爱于婆婆；因替小叔借
债作保，反被诬赖背夫借债馋谤小叔，被赶出家门。夫妻寄
居友人家中，无一言为自己辩白，只等两载后其夫渐知事情
始末，才得归家；因母亡弟出悲伤过甚患血疾；又因为丈夫
谋憨园不得，芸“终以受愚为恨，血疾大发，床席支离，刀
圭无效，时发时止，骨瘦形销”；为补贴家用，她连夜绣经，
“致增腰痠头晕之疾。”得到的回报却是，“绣经之后，芸
病转赠，唤水索汤，上下厌之”；而后沈复因替友人借债作
保，友人挟资远遁，被人逼债。夫妇于新年将近，天色未明，
被赶出家门。如出逃一般，一双儿女也都分别。芸拖着病体
还为家庭做最为无奈却又是最周全的打算。女儿匆匆许人作
童媳，哄儿子说出门就医，鸡唱三声，拖病体含泪离家，小
儿大哭“我母不归矣！”为人母的芸强忍悲痛，只等到船出
发后才放声痛哭，令人肝肠寸断。一语成谶，因为这一别，
确实是母子永诀了！《浮生六记》从《闺房记乐》《闲情记
趣》的浪漫喜悦读到《坎坷记愁》愁苦悲戚，感动于沈复夫
妻情深意笃，又叹息于沈复的软弱，眼看着芸娘这个可爱妙
人在他身边香消玉殒，无力护她周全，令人扼腕，不忍卒读。
如梦《浮生六记》，芸娘逝后无可读！

浮生如梦读后感篇三

物极必反，品质也是一样，芸娘事事为他人考虑，极重感情，
却唯独忽略了自己。忧思家庭变故，引发血疾后，仍旧操持
家事，甚至在病中绣经赚钱补贴家里。后在“书信
门”、“借贷门”、“娶妾门”等家庭事件中，屡屡受到公
婆误解，甚至背负骂名被逐出家门。幸得朋友相助，寄居别
处，眼看日子略有转机，沈复又丢掉工作，遭仆人无情背叛，
终致思虑过度、病重不治。分别之际，芸娘耿耿于怀，叹多
情薄命、惨然大哭后香消玉殒，沈复面对孤灯一盏，形单影
只，触景生情，在妻子棺椁和墓地前，睹物思人，数度伤心
落泪。屋漏偏逢连夜雨，沈复因遇人不淑，背上高额债务。
作为文人，又清高孤傲，不懂谋生之道，致家境衰退。妻子



离世后，在外地漂泊时，儿子早夭、父亲离逝，弟弟又设计
争夺遗产，尝尽人间冷暖。

浮生如梦读后感篇四

对这版《浮生六记》非常满意，封面装帧设计都是典型的中
国元素，这种既有美感又有格调的图案是我最满意的，其中
寓意，担得起“浮生”二字，好像心里构想的那幅“浮世生
活”的图画复活了！

作者从小喜欢微察事物，往往能从极其细微的地方发觉人生
的乐趣，写得颇有见地。文中对小孩子的童真童趣和胸有沟
壑的特点展露无遗，启发着所有人要像孩子一样去发觉身边
事物的美好，去品味许多景物内有乾坤的美妙。也许只有心
怀物我平等，万物有情的真诚态度，我们的眼睛才能够具备
审美的视角。这于我们是一种提醒，更是一种唤醒，因为我
们大多数成年人越长大，眼睛就越混浊不清。

试想我们有多久没有留意头顶的`星空，更别说留意那墙角怒
放的生命？我们习惯了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可真是这样
吗？我们有了钱和时间之后，所谓的诗和远方大多数也只是
如匆匆过客般止于留影，博得众人点赞罢了，其实这何尝不
是物欲膨胀后的另一种苟且方式？无论是近处还是远方，都
不只是一种空间的距离，而是心理和审美的距离。如果带着
狭隘和偏执去看世间，那么美就会离我们很远，相反，若带
着发现和欣赏的审美眼光去观景，那么无论远近都美不胜收。

浮生如梦读后感篇五

并不能用有趣、精致、伤感简单概括这本书，我的感觉约是
手边有此一册，便有如一妙友相伴。

先是在课本上读到《闲情记趣》，才接触这本书的，颇有趣
味。且不说“夏蚊成雷”之时，作者“使其冲烟飞鸣，作青



云白鹤观”的闲情了，单是他游玩与草丛中，以丛草、虫蚁、
土砾，为林，为兽，为丘，便可充分感受到作者奇妙的想象
力，与童年的欢乐了。每读至此，我都会忍俊不禁，恰似与
作者隔空笑谈童年的趣事了。却也惋惜自己未能将幼年之趣
事一一记录下来，留作回忆。

陈芸，作者沈复一生中最重要的女性，是贯穿了书之始末的
核心人物。林语堂先生道芸是“中国文学中一个最可爱的女
人”，诚非过誉。沈复花费大量笔墨描写陪自己在闺房中谈
论诗书、赏月饮酒的芸，很是深情动人。芸是一位心路活泼
女子：当沈复因芸喜茉莉香(被认为是香中小人)而调笑问
道“卿何远君子而近小人?”芸笑答道“我笑君子爱小人
耳。”如此风趣的一位女子!

诸如此类，乍读令人神往。而芸的.可贵之处，是她风雅感性
之后的缄默沉静。她愿与沈复一起承担生活上的曲折，即便
被公婆误会，她也默默忍受，不给夫君增忧。“君画我绣，
以为诗酒之需。布衣菜饭”，在芸的眼中，是“可乐终生”
的。如此心境，却也可比贤人颜回了吧!

浪游记快，寻寻觅觅;坎坷记愁，冷冷清清。沈复一生似在寻
找着什么，或是浪游的闲适，或是生活的娴静。芸的早逝，
令人扼腕。于他，更是莫大的打击。作者在书中常感
叹：“今即得有境地，而知己沦亡，可胜浩叹!”使得全书萦
绕着哀而不伤的情感。每当作者惋叹“芸娘不能偕游至此”
时，我的脑海中总能浮现芸那温柔又宽和的笑容，但同时却
又有物是人非的悲凉之感。

若是人生似梦，却能有像芸一般的知己陪伴左右，也是难得
幸福的了。

浮生如梦读后感篇六

《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生于姑



苏城南沧浪亭畔士族文人之家，全文包括闺房记乐、闲情记
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中山记历（佚）和养生记道
（佚），因此实为浮生四记才对。

沈复总体给人感觉是个纨绔子弟，说得严重点算得上是个败
家子吧，他的能力未超过自己的父亲，甚至不能承担起一家
之主应尽的责任，不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让小家庭衣食无忧，
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却没能获取功名或学会手艺，坐吃山空，
在下坡路上越走越快。

《浮生六记》所记之事为生活点滴，文笔未必如何好，胜在
比较真实，反映了普通人的生活状态，能够让读者感同身受，
或多或少可以引起共鸣，觉得自己的`生活或工作也会有类似
的情形。

从事业的角度来看沈复算是个反面教材，大家通常都盼望一
代更比一代强，而沈复则是相反的，可能是从小没有培养出
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从生活的角度来看沈复虽然自觉辛苦，但实则是养尊处优惯
了、有些无病呻吟，应该比同时代的大部分老百姓都过得滋
润，好的家庭经济基础保障也让他能够有些闲情逸致享受生
活。

从结局来看，有些悲情和伤感，但这才是有血有肉的生活！

浮生如梦读后感篇七

难得过个无所事事的周末，偷得浮生半日，读完了浮生六记。

说是六记，其实只读了四记，另外两篇在历史长河里不知道
飘哪儿去了。忘了在哪儿看见一句，林语堂说芸娘是中国文
学史上最可爱的女人。抱着“到底是怎么个可爱法，还能比
我可爱吗”的心理翻了翻这本书。看的比较不囫囵吞的是卷



一的闺房记乐，和卷三的坎坷记愁。

一篇讲的是少年不识愁滋味，赌书消得泼茶香。青梅竹马，
得偿所愿，每日谈诗论画观花赏景，鸾凤和鸣举案齐眉。另
一篇讲的是人生在世不称意，他生未卜此生休。被赶出家门，
穷困潦倒漂泊异乡，父亲儿子妻子相继去世，兄弟为了财产
与他反目，愁绪满怀无释处。作者写的倒是丝丝入扣，有感
动有叹息，但情感上不知道怎么评价。芸娘固然是可爱的。
爱诗词歌赋，也擅长烹饪女红。心灵手巧，无论是插花还是
开party都能别出心裁。温柔贤惠又古灵精怪，恪守封建礼教
之余，也会穿个男装跟老公出去旅游。看上去简直完美，唯
独一点我不喜欢，闲着没事儿还去给老公物色姬妾，最后那
姑娘背叛约定，她也因为各种情感上的打击郁郁而终。试图
站在当时的时代和环境去理解这件事儿，奈何我实在已经进
化完全，理解不能，既然真心实意的爱了为什么还能跟人分
享。或许这才是男人们如此推崇芸娘的原因吧，直男们不切
实际的幻想，呵呵。作者沈复，就更不知道怎么评价了。

一开始年少求学，与芸娘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也倒美好。成年
之后只能看见他终日靠着家里的庇荫吃喝玩乐，被赶出家门
之后穷困潦倒，不去想想怎么养家糊口，竟然还继续附庸风
雅…完全没有对妻子儿女以及人生最起码的担当。

花了那么大的篇幅写了自己和妻子如何伉俪情深，还照样在
出差的半年流连青楼。与妻子第二次仓皇出逃，竟然连儿子
和女儿都顾不得了。把女儿匆匆许配给表哥家的.儿子做童养
媳，托人给儿子找了个地方谋生，后来儿子早夭，沈复想的
是，芸娘不能延续后代了，为啥是芸娘没有后代了呢，因为
别人又送给他一个小妾呗。

看到最后这句，真是恶心的我连早饭都差点吐出来。陷入纠
结。感动过人们的这些句子和故事，到底是真是假。写了十
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苏东坡，后来又说唯有朝云能
识我。冒辟疆这个始乱终弃的大渣男，竟然还有脸写出个



《影梅庵忆语》。

浮生如梦读后感篇八

读完全本之后，我个人认为，要把《浮生六记》当作功利的
书籍来读的话，可能就会失望了。因为沈复本人就是清代士
大夫家族的平庸子弟。

他贤德兼备、乐善好施，当然这些优点很好，但是他同时也
不思进取，贪图玩乐，要不然最后也不会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了。同时他学问也并不太精，要不然书的开头也不会说自己
有语法错误希望大家原谅。

而这本《浮生六记》便是集毕生玩乐经验所集齐，好在什么
地方呢，好在懂生活，有态度。

这本书由狗粮开始，就是讲述与芸娘的爱情故事，芸娘死后
还魂那篇简直读的我泪流满面。后来便是许多山水园林之所
闻所感。

还有一点非常好，在于沈复尽管后半生遭受苦难，但是却没
有半点怨怼之情，可以说是非常豁达乐观的人了。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全书读起来养眼养心，没有说教解
惑，没有仕途功利，没有政治豪情，只有情真意切的诗意生
活。

七夕节拜天孙赠"生生世世为夫妇"图章，吃梅花盒，饮荷花
茶，住活花屏，生活闲淡雅致，真可让当代人顶礼膜拜。

前两卷恩爱美好，转笔到卷三，坎坷记愁，恩爱夫妻不到头，
不禁让人潸然。也许这就是生活，有点不如意，也许才是最
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