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合欢读后感 合欢树读后感(优秀7
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
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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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欢读后感篇一

佛家禅学有三句回味无穷得话：

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见山不是山，见水并不是水；

见山還是山，见水還是水。

我忽地想起，这三句话用于描述史铁生最好但是了。

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史铁生一生命运多舛，最嚣张的年纪悲剧两腿偏瘫，之后又
患糖尿病，只能依靠分析来保持生命，这对史铁生而言毫无
疑问是精神实质上较大的严厉打击。

“我倒没太担心，想着去世了也罢，去世了倒爽快。”它是
他在《合欢树》中果断的表态发言。

“两腿偏瘫后，我的性子越来越暴怒无常：望着窗前天空北
归的雁群，我能忽然把眼前的夹层玻璃砸烂；听着李谷一甜
美的歌声，我能猛然把手头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面。”这时
的史铁生已深陷人生的低潮期，消沉过日子，无精打采，他



所主要表现的性情突显了他心里的波动、挣脱和盘绕歪曲的
分歧。大家没理由去否认他的作法，所有人都是有享有对挫
折与痛楚宣泄的支配权，只不过是宣泄的方法由每个人的性
格决策。史铁生在挫折里时浮时沉，他被镶上命运多舛的印
痕，终究今生无路可走，命运之神硬拽着他迈向茫然，他手
无缚鸡之力，但他的头脑确是保持清醒的。他不容易任运势
摆弄，他固执己见、固执，他硬要逆流而行。见山是山，见
水是水，它是他对生命的基本了解。好个真爱憎分明，好个
英勇气概，由于真，因此美。

见山不是山，见水并不是水

它是史铁生了解人生的第二人生境界。

《合欢树》中有那么一句话：“我一心只惦记着写网络小说，
好像那东西可以把伤残人解救窘境”他写网络小说并不是突
发奇想，一个深陷极端化痛苦的人为什么会对这类东西倾心
呢？它是史铁生身后默默地适用他的妈妈给他们的驱动力。
妈妈在他最失落的情况下给了他最真实的爱，她方知，一个
生理学负伤的人只能依靠药品来医治，而一个人的内心受重
挫，务必立即用爱医治。因此，她投入非常多，星辰白头发，
积劳成疾，终一命呜呼。史铁生之后懂了他妈妈的用心良苦，
填满感谢和愧疚。他却聪明，沒有活在忧伤的黑影中，只是
令人震惊地抛出去“忧伤也变成享有”那样回味无穷的哲语。
见山不是山，见水并不是水，史铁生完成了观念的一大变化。
笑对存亡，是史铁生的豁然开朗。

见山還是山，见水還是水

“有一天哪个小孩长大以后，会想到儿时的事，会想到这些
摇晃的树荫儿，会想到他自己的母亲。他会跑看一看那棵树。
但他不容易了解那棵树到底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我觉得更是史铁生真正的真实写照吗？一生艰辛，一朝怀恋，



母子情深，睹物思情。他也只能有“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感
慨了，但他在遭到一次次运势的摧残后，早已成熟了许多。
他对妈妈的想念，是最确实情；他对父母的关爱，是最确实
爱，而爱的那么深也提升为对生命的尊敬，对当然的喜爱，
他懂母亲的心，要好好地活，活出爱，活出生命的使用价值！

见山還是山，见水還是水。生命返朴归真的那一刻，也是史
铁生高兴得最璀璨的情况下。运势就在他手上，现在是他操
控运势，而不是运势主宰者他了。他活得很洒脱。

人生不苦，苦的是心，把心强健了，再大的大风大浪也无可
奈何。

合欢读后感篇二

作者史铁生在母亲死后才懂得母亲心中的苦楚。也正是如此，
他在年少时有多么沉浸于自怨自艾，自暴自弃中，之后就有
多么后悔。

合欢树被当成含羞草被母亲装入小小的陶罐带回家中，如同
婴儿时的史铁生因母亲的养育降生。十岁的史铁生天真可爱，
母亲还没有走完生命中最完美的年华。她还年轻，身体康健，
她没有被柴米油盐侵蚀，她甚至保留这生命所具有的灵活，
生动，完美。她有一个孩子，她还有一个宽敞，明亮的未来。
她有生活的乐趣，有着羡煞旁人的‘平凡’的幸福，也会给
自我织一条蓝底白花的裙子。

然而，当命运降临的时候。原本该有多完美，现实就有多痛
苦。史铁生的腿不能动了，那条原本平滑无波的命运线也被
狠狠地扯动着，这一次，它浸没在黑暗里，通往无人知晓的
未来。还沉浸在悲伤中的史铁生，没有注意到那些细微的提
示。他的母亲把自我的小船与史铁生的小舟紧紧绑在了一齐，
在风雨飘摇，翻滚着白浪的命运之海一齐摇摇摆摆。



史铁生，他二十岁，但他还是个孩子。他的母亲燃烧了自身
所有的光和热将史铁生从深邃的谷底向上托举。可是他感觉
不到，感受不到母亲日渐消失的生机与面容难掩的憔悴。是
母亲掩饰的太好还是史铁生真的毫无察觉我相信以一个二十
岁的孩子所具有的观察力，他不可能察觉不到。人事敏感的，
灵敏的，他只是觉得没有那么严重，他还没有学会承担后果。
我的朋友，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她以往问过她的母亲一
句话——为什么我连任性一次的机会都没有她很激动，眼里
全是不甘和委屈，那一对大而黑亮的眸子望着她的母亲。她
的母亲坐在她的对面，嘴巴微微张大似是惊愕她为什么会问
这个问题。她的母亲一向是个爆脾气也有一张伶牙俐齿的嘴。
能从最厉害的菜贩子手下省会好几毛钱，在门口一立双手叉
腰就能喝退市井的小人。她一个人能够分作两个人，一个当
母亲一个当父亲。

可是，那时候她的母亲出奇的安静，那双眼角有着几道鱼尾
纹的眼睛，黝黑黝黑的，深处轮转，流淌着复杂、莫名的东
西。

我看不懂，她也看不懂。

此刻的我，大概懂了些。那是全天下做母亲的人所独有的眼
神，那是对另一个生命的坚持和执念。那是想要把所有世间
奇珍都捧来给你的愿望。那是愿意奉献自身一切的大无畏。
那是———母爱。

你问为什么没有人能解释。只明白当你呱呱落地的那一刻起，
那个生你的女人从看你的第一眼起就是那样了。那一眼是刹
那，那一眼是永恒。久到当她最终一次合上眼的时候，她的
心也不会停止爱你。

合欢读后感篇三

上星期，我在家看了史铁生的《合欢树》，最让我深受感触



的，是母亲对儿子无微不至的爱。

二十岁时，史铁生的两条腿残废了。虽然医院已经表示他的
病目前没办法医治，可史铁生的母亲却依旧把全副心思放在
给他治病上。她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可都无济于事，母
亲就只能日夜不停地守着他。

有一次，她不小心把史铁生的胯烫伤了。史铁生后来在文中
写道：幸亏伤口好起来了，不然她非疯了不可。“疯”这个
字，在我们看来或许有些夸张了，母亲怎么会因为儿子受伤
而疯了呢？可仔细一想，正是因为母亲爱儿子胜过爱自己，
甚至胜过一切，才会达到这样的程度吧。为了治好儿子的腿，
她四处奔波，无论使用什么方法，都只想让儿子能有个健康
的身体。这是一位平凡的母亲，却做着不平凡的事。

由此，我也联想到了我的母亲。她也是一位平凡的女子，是
在茫茫人海中随便可以挑选出来的普通人。可就是这样一个
普通人，对我却怀着一份不普通的爱。

母亲长着一张平凡的脸，穿着平凡的衣服，做着平凡的工作，
靠着那份微薄的薪水养育着我。小时候，我不小心把鼻子给
撞坏了，母亲得知后，急忙放下工作把我从学校接到医院检
查。医生诊断说是要做手术，我生活的场所就从家中变到医
院里。那段时间，母亲天天守着我，为我四处奔波，照顾我，
她为此操碎了心。直到手术那天，我被推进了手术室，看见
她一直注视着我，注视着我离去的方向，直到再也看不见我，
我的内心突然多了一份酸楚和感动。

进去时是白昼，出来却已是黑夜。这段时间对我来说只是无
声无息地消逝，可对母亲来说却不知道是多么的煎熬。我不
知道母亲是怎么熬过那十几个小时的，我只知道，当我出来
时，她的眼眶红红的，头上好像也凭空多出了几丝白发。她
不在意自己，只是对我嘘寒问暖，体贴地照顾着我。望着望
着她，我也红了眼眶。是啊！她就是这么一位平凡的女子，



可在我心中，却一点儿也不平凡。就像《合欢树》中的母亲，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她用柔弱的肩膀顽强地担起了孩
子的生活，抗起了孩子的苦难，支撑起了孩子对未来的希望
与信心。

是啊，母亲就是这么伟大，她为我们遮风挡雨，却不求回报。
在此，我要向每一位平凡的母亲致敬！

合欢读后感篇四

你失去了奔跑与行走的自由，却很幸福。这幸福被妈妈不断
浇灌，长成一株合欢树。它在成长，你在成长。上帝总是公
平的，在不幸的一端加重，那么幸福的一端也会加上同样的
砝码。因为她的爱，你很幸福。

《合欢树》是史铁生先生用质朴无华的文字记录他母亲的对
他无微不至的爱。每个字每句话无不透露着母亲深沉伟大的
爱，以及他自己的懊悔。总是很喜欢他的文字，觉得他笔下
清淡的文字划过心头，如同秋水无痕，去留无意，不知不觉
间，却总能让我难忘。

文中母亲在他病后一直尝试着各种偏方希望能对他的病有一
点帮助。哪怕是医生已经放弃了，他自己也只是不在意，这
不离不弃的守护，也只有母亲给得起。母亲把孩子带到这个
世上，那么孩子就是她另一个世界，是她生命的意义。作者
心里想着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可是他在自私地希望从病
痛、失意中以死亡的方式解脱时，从没有想过，母亲同他一
样痛着、她一次次在绝望与希望的边缘徘徊，在绝望中渴求
希望，在希望里得知绝望。

母亲去了，去一个不那么苦的地方。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
树林间穿过，吹向那棵合欢树。他在母亲去世后一直都放不
下那个心结，推说手摇车进出不方便。他不想回忆有关母亲
的一切，哪怕那是母亲留下唯一的念想。不想看的合欢树已



经随着时间的推移看不到了，他也后悔，后悔没有看一眼，
看一眼那棵幸福的合欢树。当曾经的含羞草已经长成合欢树，
当曾经自暴自弃的孩子已经长成作家。母亲应该是欣慰的吧。

合欢读后感篇五

《合欢树》，一篇朴实但又感人的文章，文字中时时渗透出
作者史铁生对母亲的思念和母亲对他无声的爱，盼望儿子早
日康复的一个美好的梦。

讲到这篇文章，就不得不提到作者的经历：

史铁生，中国著名作家，1972年，也就是他20岁时双腿瘫痪，
从此，他的母亲就把全部心思都给了史铁生。

文章共写了作者10岁，20岁，30岁三个间段，每个间段都是
作者的转折点，而每一个间段，都离不开他的母亲。

10岁时，作者作文得了第一，母亲似乎很激动，但却又说自
己小时候的文章还要好，作者只好很扫兴地与母亲"顶嘴＂，
但却承认母亲很聪明很漂亮。

我似乎可以感受到母亲希望儿子更上一层楼的梦想。

20岁，作者的腿残废了，虽然大夫都说没法治，但母亲还是
全副心思都用到治病上，找来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药。有
一次，作者的胯上被烫伤，这对作者来说是致命的。作者倒
不怕，但母亲却惊惶来几个月。

后来，她发现作者在写小说，于是她就到处借书，像当初找
大夫洽病一样推着作者顶着雨、冒着雪去看电影。

我似乎可以感受到母亲希望儿子能好，有自己的事业的梦想。



30岁，作者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但母亲不在了。作者回到
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院里的老太太们叫他去看看母亲住的
地方，但作者心一抖，找了个借口，没敢进去。或许，作者
怕触景生情。

大伙儿便不再说，忙扯些别的，说以前的房子住了一口人家，
刚生了娃，那娃不哭不闹，单是盯着树影儿看十。

作者从没料到那颗树还活着。从前，母亲去为作者找工作，
从路边挖了一棵含羞草，但实际是合欢，几年后，合欢树长
出叶子了，很茂盛的叶子，母亲还高兴了很多天。以后，搬
了家，还实不实念叨一下。

我似乎从这合欢树上感受到了浓浓的母爱，或许，母亲把这
合欢树当成了作者，所以它的叶子会使母亲如比高兴。

文章虽以合欢树为题，但从没正面写过合欢树，却始终感受
到合欢树的影子，实在是妙。

合欢树中的母爱，让我回味无穷。

合欢读后感篇六

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

——但丁

10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
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作得还要好，老
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老师找到家来问，
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可能还不到10岁呢。”我
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她
就解释。我装做根本不在意她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她
气得够呛。但是我承认她聪明，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



的女的。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底白花的裙子。

我20岁时，我的两条腿残废了。除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
还就应再干点别的事，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
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
院已明确表示，我的病目前没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
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了很多钱。她倒
总能找来些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是洗、敷、
熏、灸。“别浪费时间啦，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
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疾人救出困境。“再试一回，
不试你怎样明白会没用？”她每说一回都虔诚地抱着期望。
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期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
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
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
也好，死了倒痛快。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
药就说：“怎样会烫了呢？我还总是在留神呀！”幸亏伤口
好起来，不然她非疯了不可。

之后她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
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最后绝望。“我年轻的时候也喜
欢文学，跟你此刻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你小
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吗？那就写着试试看。”她提醒我
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她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
雨或冒着雪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
样，抱了期望。

30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
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也获了奖，母亲已离开我整整7年了。

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
不容易。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我
摇着车躲了出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想：上帝为什
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迷迷糊糊的，我听见回答：“她心
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的心得到



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在树林里吹过。

我摇车离开那儿，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

母亲去世后，我们搬了家。我很少再到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
子去。小院在一个大院的尽里头，我偶尔摇车到大院儿去坐
坐，但不愿意去那个小院子，推说手摇车进去不方便。院子
里的老太太们还都把我当儿孙看，尤其想到我又没了母亲，
但都不说，光扯些闲话，怪我不常去。我坐在院子当中，喝
东家的茶，吃西家的瓜。有一年，人们最后又提到母
亲：“到小院子去看看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
了！”我心里一阵抖，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太不易。大伙就
不再说，忙扯到别的，说起我们原先住的房子里此刻住了小
两口，女的刚生了个儿子，孩子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看
窗户上的树影儿。

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那年，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
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绿苗，以为是含羞草，种在
花盆里，竟是一棵合欢树。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但当时
心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
还不舍得扔掉，依然让它留在瓦盆里。第三年，合欢树不但
长出了叶子，而且还比较茂盛。母亲高兴了好多天，以为那
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敢太大意。又过了一年，她把
合欢树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叨，不明白这种树
几年才开花。再过一年，我们搬了家，悲哀弄得我们都把那
棵小树忘记了。

院子里的老太太们还是那么喜欢我，东屋倒茶，西屋点烟，
送到我跟前。大伙都明白我获奖的事，也许明白，但不觉得
那很重要；还是都问我的腿，问我是否有了正式工作。这回，
想摇车进小院儿真是不能了。家家门前的小厨房都扩大了，
过道窄得一个人推自行车进去也要侧身。我问起那棵合欢树，
大伙说，年年都开花，长得跟房子一样高了。这么说，我再
看不见它了。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倒也不是不行。我挺后



悔前两年没有自己摇车进去看看。

我摇车在街上慢慢走，不想急着回家。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
静地呆一会。悲伤也成享受。

有那么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起童年的事，会想起那
些晃动的树影儿，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
树。但他不会明白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样种的。

合欢读后感篇七

热热闹闹的年过得似乎少了一分读书的安逸，上班重拾书本，
给自我一个安静的空间。立春过后的冬日，多了一丝温暖，
午后的斜阳是一种和煦的静怡，阳光早已遗失了正午的力度，
洒在身上只觉轻微的暖意。抬眸，窗闪开一条缝，微风从隙
中飘来，悄然抚过脸颊。

随意翻书，始为浏览，心知读书需潜心入文。偶然间，看到
史铁生三个字文章题目为《合欢树》，想起了上学期县观摩
课时听了一节课《秋天的怀念》，令人触动心弦，感动的泪
圈眼眶，于是读文，未出声，心已诵。

史铁生用感伤平淡的语调朴实的语言，写了一篇追忆母爱的
散文。母爱于他，厚重而又深沉。史铁生一生波折，在三个
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上，无一不如影般母亲深深的爱，10岁
获奖，母亲觉得自我的文学细胞遗传给儿子的欢欣。20岁双
腿瘫痪，母亲为儿振作隐瞒病情央求看花;一次次全副心思为
儿治病，充满期望后的失望;为圆儿的文学梦全力支持与鼓励。
30岁事业有成，母亲虽已离世，但已然成为儿子心灵的支柱，
那一句“咱娘俩好好儿活，好好儿活……”鼓舞着史铁生在
逆境中更加坚强!

史铁生在文章于平淡中多了一分的“波澜”——“到小院儿
去看看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我心里一阵抖，



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太不易”。多次说小院儿说合欢树，而
多次又找借口未去小院，去看看母亲亲手精心培育从弱
小——长大——强壮茂盛的合欢树，闭眼，我能够想象到史
铁生久久的久久的向着小院方向的凝望。小小的院落里，承
载了他满满的'回忆，以往欢乐，以往悲伤的回忆，在这个小
院里，史铁生由健康——残疾——坚强感悟生命，这是用血
的代价换来的，如果没有母亲倾心倾力的精心呵护，细心翼
翼唯恐触及儿子的敏感，隐瞒病情及至临终前还依然的记
挂“我那个有病的儿子，还有那个未成年的女儿……”

树影婆娑的合欢树，那是母亲的芳泽和恩德造福儿女及他人，
那是母亲“化作春泥更护花”的无私之爱，近乡情怯的史铁
生不敢去看合欢树，那是儿子“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深深遗
憾，不仅仅如此，更多的是儿子彼时不能体谅理解母亲的一
片爱子苦心，那种悲伤是史铁生更深深的忏悔!

当读到“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待一会儿，悲哀也成享
受”时，不由思忖，也许史铁生在思念亡母的悲痛中，去感
受母亲对自我那丝丝缕缕的厚重之爱，去重温昔日与母亲温
馨的一幕幕，每每想起，只想把这一切深深埋于心底，独自
咀嚼!虽然悲伤，但回忆中有母亲的存在!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啊!复杂、纠结、矛盾!字里行间虽平
淡，但平淡中却潜藏着深远隽永的真情!

放下书本，静静的望向窗外，一抹浅绿入眼，原先，春，到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