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歌曲叹人间 人间草木读后感(大
全10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
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歌曲叹人间篇一

“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
很温暖，我注视他们很多很多日子了。”在汪曾祺所著《人
间草木》这本书的封面上看到的这句话瞬间把我带到了一个
生机盎然、宁静舒适的画卷中，让我感受到了汪曾祺先生文
字的`魅力和力量。

《昆明的雨》是让我感触最深的。昆明是我的故乡，昆明的
雨我经历过无数次，从来没有觉得昆明的雨有多美，但在汪
曾祺先生笔下，昆明的雨居然如此明亮、丰满、浓绿、使人
动情。文章妙就妙在汪曾祺先生并不直接写雨，而是写了一
些雨中的景物：菌子、杨梅和缅桂花。通过对这些景物细节
的描写衬托了昆明的雨，使昆明的雨更加立体生动。汪老先
生絮絮叨叨的“家常话”把昆明的雨如此亲切、美好、真实
地展现在我的眼前。

歌曲叹人间篇二

寒来暑往，春去冬来，细细回忆起来，初读汪老先生似乎已
经是一年前，但我仍清晰地记得汪老先生笔下的世界那样灵
动，那样可爱，《人间草木》中的一花一树都别具风味。

汪老先生说：“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
”草木眷恋着光阴，汪老先生爱恋着人间。这世间万物，都



值得被爱，爱一直陪伴身旁的'亲人，爱倾情相助的朋友，爱
一颗树，一束花、一只鸟，只要心中怀有爱意，世界就不会
那么糟糕。

青春正好，相比于死气沉沉的生活，为什么不让人生更加精
彩呢？鸟兽虫鱼、美食美景，只要肯去看，肯去发现，对世
间万物抱有善意，他们也会回报以同样的温柔，当世界中充
满了爱，人生就有了意义，这一辈子才不算虚度，多年以后
回想起来，想到那个热爱生活，努力奋斗的自己，是多么可
贵的回忆。所以，爱点什么吧，一草一木中蕴藏着繁华的世
界，山海之间埋藏着闪烁的宝藏，爱点什么，这世间万物。

歌曲叹人间篇三

看汪曾祺的《人间草木》，惹起我无尽乡思。

汪曾祺，一位著名的作家，而作为语文老师的我对他是一无
所知，真是很惭愧！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
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
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
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
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
文集《蒲桥集》，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
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终于买到了他写的《人间草木》这本书，可买来之后这本书
就真的被收藏了，因为自己总有很多理由说自己没有时间来
读，真是“书非借不能读也！”上周终于拿出时间拜读这本
书，一读便不舍得放下！里面没有空泛的好为人师的大道理，
也没有宏大的人生题材，流淌在字里行间的都是文人的雅趣
和爱好，弥漫着文人的情调。读他写的植物我感受到的是闲
情逸致，读他写的人物我享受的则是诗情画意……让我感触
特别深刻的是汪曾祺先生笔下描写的那些植物，仔细读来真
是一种享受，如流水般净化着浮躁的内心，联想现在的生活、



工作，我们是不是过于匆忙，忽略了生活乐趣了呢？热爱自
然，热爱植物草木，这是一种人生可遇而不可求的精神寄托，
古往今来，从来如此。工作的时候积极努力，休息的时候，
就需要有如本书一样的发现的眼睛和心情，如此，就会在生
活的道路上，既有向前的飞奔，又有欣赏途中风景的收获。

这就是我读过本书的最大收获。读汪先生的这本书，觉得心
里暖暖的，静静的。

歌曲叹人间篇四

都说草木无情，不解凡忧。在我看来，能在“无情”的草木
身上看到有情的人，方才是真正的有爱之人。

苏东坡算一个：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
天涯何处无芳草。他说，草木中有时光的无情和生活的无穷。

王实甫算一个：碧云天，黄花地，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
醉，总是离人泪。他说，草木中有爱的缠绵和惆怅。

龚自珍算一个：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他说，
草木可敬，自有一种人生的慷慨。

不知什么原因，尽管当代作品层出不穷，作家很多，文章更
是海量，但文气充沛的不是特别多，其中能将草木写得风流
蕴藉、有滋有味的，数来数去，还就只有汪曾祺等寥寥几人。

汪曾祺出身文人之家，他的父亲和祖父，是乡间的儒士，喜
欢吟诗作赋，爱好金石书画。汪曾祺耳濡目染，在传统底蕴
上占了先机；后来师从沈从文，尽得乡土抒情散文的精髓；
本人又喜欢戏剧诗词美食书画，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后，
晚年似乎全是为弥补世间好文章的匮乏而活。尽管他一家几
口挤在湫隘狭窄的两小间陋室里，白天写东西要把桌上的杂
物堆到床上，晚上睡觉要把床上的杂物搬回桌上，周而复始，



他却怡然自得。每天，汪曾祺在公共区域的过道里烧开水后，
提回屋子沏上一杯茶，再点上一支烟，袅袅烟火气中，一篇
篇佳作随笔而出。其中描写草木的一系列文章，更是在十分
随意中，写出天地人间的一片茂盛和一片澄澈。

“桂花美阴，叶坚厚，入冬不凋。”

“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

“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

“玉渊潭的洋槐花盛开，像下了一场大雪，白得耀眼。”

而这片草木边上的人间，无论是平淡还是悲苦、飘零或是惆
怅，在汪曾祺笔下，总都不乏一种通透——花开花落中，他
念念不忘的是有情众生。淡而有味的字里行间，随处可见他
泼洒的澄澈本心。

汪曾祺的《人间草木》版本似乎不少了，但我尤爱手中作家
社这一版本：精致，内容全、纸张洁白、表里清新、厚薄舒
服。里面还有一个汪曾祺手绘的书签，可以让我每天随意翻
到哪里，就在哪里随意地一读，自在，清净。

世间再匆忙，每天总有一会儿，我可以在这一草一木中，洗
涤澄澈的本心，再读懂一种爱惜，得到一丝精神的放松和欢
喜。

歌曲叹人间篇五

坦率地讲，我看书，多半是带着点附庸风雅的强迫性，一天
强迫自己看几章几页，一点点地向前推进，看得吃力，毫无
乐趣。

这两天，在朋友的推荐下，看汪曾祺老先生的《人间草木》。



说来羞愧，在此之前，我居然对汪老是一无所知的。更没有
看过他的文章。得亏朋友推荐，让我今生有缘读到他的文字，
真是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

汪老写的都是一些稀松平常的事，那些人那些事那些物那些
景都是我们熟悉的，离我们不远，或者我们就置身其中，让
我们感到亲切，也能勾起我们心里那些美好的回忆。

汪老《花园》里写的那些童年趣事里，就有我童年的影子。
我童年里的花园比汪老的花园更大（请允许我傻笑一下）。
村子周围的自然旷野，虽然被全村人共有，但我总能在这座
大花园里，找到属我自己的小花园。我的小花园是移动多变
的，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或者一天里，上午在这里，
下午在那里。反正是随我高兴，我想画地在哪里就在哪里。

我也像汪老那样嚼过草根，品过它淡淡的甜味；压过青草，
看青草被压扁过后又缓慢伸直；抓过蟋蟀，但不是养在篾笼
里，而是装在瓶中。我在玩螳螂时，母亲也警告过我，说是
螳螂碰过的地方，会长修子（寻常疣）的，我就拿着小树枝
拨弄着螳螂玩，不敢用手碰触。因为是乡下的野丫头，没汪
老那么斯文，我爬过树，掏过鸟窝，把一窝小鸟带回家养。
至于后来怎么样，已是忘了。拿网捕蝉的事，我也做过。我
拿家里的网丝兜、细铁丝和竹杆，做一个捕蝉的网，听到蝉
声就仰头在树杆上找。我记忆里是没有捕到过一只蝉的。但
用这自做的网，倒是有捕到过蝴蝶，拿回家后，学哥哥姐姐
的样，夹在书中做标本，过后再也不管了。夏天，我喜欢静
静躺在小河流水的地方，感受着流水轻抚而过的温柔。秋天，
便是偷吃最好的季节，饿了，花生、红薯和板栗都是被偷的
对象。

当然，我也干过一两件有益无害的正经事。我喜欢花花草草，
就捡来断砖石头，在我们家门前的院子里围起一个花坛，让
父亲帮我填上土后，我种了菊花、月季、桅子花和一堆从田
野里挖来的不知名的花。花坛里四季有绿叶，有花开。父亲



说种上花的院子到底不一样，看着，饭也要多吃一碗。有一
年，看母亲种丝瓜，我就跟她讨来一些丝瓜籽种在屋后的空
地上，等瓜苗长起时，我也学着母亲的样，捡了些猪粪埋在
苗旁，时不时去浇些水。没想到，我种的丝瓜比母亲种的好，
结的丝瓜家里吃也吃不完，母亲叫隔壁左右的邻居来摘时，
总不忘说一句："是我幺女种的。"这事让我高兴了好一阵。

汪老的童年留在他心中的花园。我的童年留在我心中的花园。
因为要得简单，容易满足，我们的童年都是快乐无忧有趣的。

汪老先生的《葡萄月令》，写了葡萄从入窖到出窖的整个生
命历程。

我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看着父母翻田弄地，播种收割十几
年，却从来没有想过把他们的辛勤劳动写于笔下。因为心里
觉得那是不足为提的。如果非要让我去写，大概一定会浓墨
重彩地添加进一些歌功颂德，强行赋予我自以为是的意义，
让文章空洞无趣。

汪老写葡萄，像极了一位熟悉农事的葡萄老农，用平淡朴实
的话语，把侍弄葡萄的农事一月一月地向我们细细道来，把
所有的意义都赋予在侍弄葡萄的过程里。让读者自己去想会，
去感受，去顿悟，去吸收自己需要的营养。

生命的意义莫过如此：在过程中去感知，去体会。

汪老在《人间草木》篇里，讲了三个小故事：山丹丹，枸杞
子和槐花。坦诚地讲，我是不懂汪老所赋予的深意的。我只
讲个人喜欢。我喜欢山丹丹的草木本有心和随遇而安的皮实；
喜欢摘枸杞子二老淡泊名利的童心未泯；喜欢槐树花里那位
妇人的简单纯朴。我在未嫁时，也跟槐花里那位妇人的想法
差不多，如果有个人伸出手来跟我说："跟我走吧！"我便跟
他走。后来，我们家的大头先生出现了。我就跟他走了。



因为要得少而简单。所以幸福快乐。摘枸杞子的二老是。养
蜂人的女人是。我想我也是。就象现在这样，晒晒太阳，看
看书。

汪老在他的《我的创作生涯》里写道："我曾经说过，我希望
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
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你很辛苦，
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读
一点我的作品。我对生活，基本上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
为人类是有前途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愿意把这些朴素
的'信念传达给人。"

汪老他做到了！

歌曲叹人间篇六

汪曾祺的《人间草木》，我是在《慢煮生活》中看到的。本
文用了几个小标题来表现“人间草木”。作者笔下的文字简
洁明了，很普通的文字，编排起来却显得很高级。汪曾祺老
先生的选材每个都源于生活，写于生活，让人感觉到很舒服。

例如描写槐花这一片段，开头“玉渊潭的槐花盛开，像下了
一场大雪，白得耀眼。”它带来了养蜂的人，也是故事的开
头。而最后一段写道“玉渊潭的槐花落了。”养蜂的人也走
了。这就是故事的结尾。作者开头结尾自然，又有双重含义。

我在想：为什么叫“人间草木”？作者写的，绝不仅“草
木”二字吧，但为何只有草木？他写了花，也写了人。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字里行间，我似乎感受到
了生命的张力。由小及大，无一不是如此生生不息。

“草木”二字不就是生命的代表吗？人间有多少美好？说不
清，也数不清。这篇文章告诉我，人间的草木皆可令人动容。



一花一木一果，在作者的笔下，栩栩如生，让人心生向往。
爬一座山，食一味果，嗅一味花，离自然近一点，眼前的美
好自然会令你动容。

读《人间草木》，我明白了人间还有这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
西，人间还有这么多美好：一朵小花，一根野草，都需要我
们细细去寻找、品味、欣赏。

歌曲叹人间篇七

品味完一本名著后，相信你心中会有不少感想，此时需要认
真思考读后感如何写了哦。那么你真的懂得怎么写读后感吗？
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人间草木》读后感，希望能够帮助
到大家。

接触到汪曾祺写的小说还是在学“端午的鸭蛋”的时候，他
朴素而形象，生动而有趣的语言吸引到了我。特别是描写吃
鸭蛋的时候，写到筷子一戳，红油就流出来时，我的口水也
跟着流出来了。于是我开始更多的关注他。

不出所料，《人间草木》这本书依旧是他那令人舒适的风格。
他写的都是生活中的常事，却比我们多了一双更会发现美的
眼睛。像“故乡的元宵”这篇文章，他会发现故乡元宵时唱
的歌前面都有个“格炸炸”，会发现烧香的老妈妈鞋底的牛
屎，会发现外地没有的习俗“看围屏”，他的发现，都是些
很与众不同的东西，别人在欣赏烟火，他在观察烟火的声音。
这里可以体现出他的敏锐。

我最喜欢听他解说家乡的那些吃的。他喜欢先表示要解说的
东西有多么多么著名，又有多么多么美味，哪些人爱吃，哪
些地方有卖的。让我们了解到这些东西的名气以后，再一一
道来。先是它的色泽，胭脂红的等等，再是它的吃法，烤着
吃焯着吃等等。他简直就是个美食家，面面俱到样样俱全，



豆汁儿，豆腐，手把肉，贴秋膘，栗子······朴素的
语言更能让人亲切感受到美食。我想只有享受并热爱生活的
人，才能知道这么多。

再来就是他所描写的季节。夏天，他直言不讳地表示很舒服，
他甚至根据栀子花香味太浓，让人难受的特点，再根据文人
对栀子花的`评价，把栀子花拟人化，于是我们看到栀子花怒
骂文人：“我就这么香!你管得着吗?”他用了俗语，读到这
里，我感觉自己跟这篇文章更亲近了。冬天，在他们家乡里
是非常愉快的日子。可以进入暖烘烘，幸福的被窝，可以睡
懒觉，打牌，玩雪，做“年烧饼”。我在想，这些体验，几
乎都是因冬天的冷而导致的，如果冬天不冷，想必会更快乐
舒适一些。可在当地人心里，冬天被赋予了特殊的韵味。

汪曾祺的文章是接地气的，我从他的文章里读到了他自己，
他是一个平和，友善，宽容，乐观，真诚的人，更是一个热
爱家乡，生命与生活的人。我最后想起了他的一句话：

“生活，是很好玩的。生活，是充满希望的。”

歌曲叹人间篇八

超越人生的残缺和不完美，似乎只得艺术和宗教两条路径。
前者，周宁在《人间草木》第二章里多以“审美”一词加以
表述。

不知是单纯评价苏曼殊还是统概艺术创造和艺术化人生，周
先生在文章里提出审美在经过“失重”、“放纵”后却难
免“落空”的过程窘境，并进一步指出其原因是审美是通过
主体内心的充实、更新，弥补人生的残缺，这较之大部分宗
教舍弃自身、抛弃身外的修行过程轻薄了许多。

真如周先生所言，那么艺术创作或者诗意化生存就只是彻头



彻尾的短暂医学专用，如不能从艺术生活过渡到宗教生活，
感性便成为自加的罪过。

也有道理。

宗教是决绝的，割裂因而能不再受困。与之相比，审美更像
是徒劳的修补。

开始“严肃”地思考自己的生活，深感自己的感性真是万分
险恶。

让我我试着很感性（很装）地描述写一下与这本书的遭遇：

我陷入北京路附近的一仄小巷子，“学而优”书店的灯箱广
告有些漫不经心地亮着。只有两个店员模样的女子蜷在一楼
正堂的藤椅里，不大的正堂因为灯光暗淡似乎有将她们淹没
的态势。我想这正该有咖啡的香味，于是连步走上窄窄的楼
梯，并对绿色的墙面致意。

二楼亮堂点，我告诉店员我要买一本叫作《人间草木》的书，
周宁写的。

另一店员去找的时候，我随手翻看摆在当前的《书屋》。因
为惰性，我已有一两年没买这本杂志了。

一分钟后，店员好像刚完成了一次长跑，手里正拿着《人间
草木》。她有些抱歉：先生，书名是“人间竹木”吧？我一
下被击倒，但我像士兵生疏了用枪的方法但笃信自己开火的
能耐，很快镇静下来。说，那是仿篆书的“草”字。书脊上
偷看到的“草木”二字消除了我的迟疑。于是兼收得书后的
满足和获胜后的喜悦，交钱下楼。

头一天，我在《南方都市报》上看到《人间草木》书评。



用很熟悉的状态、装模作样地写上面几段描写的文字，过程
中我很感自由。过后会怎样，真用不着想。现实还容不得你
像写字一般游戏对付。

还得感性下去。因为刻意改变自己无异于又加大残缺的可能。

歌曲叹人间篇九

今天，我来到了胡天宁家。听金老师说，中国有一位很有名
的作家，名叫汪曾祺。说着，还拿出了这位作家的一本
书——《人间草木》。

这本书有着淡黄色的封面，封面上画着一丛竹子和一块竹石，
看上去与我以前看过的儿童故事书完全两样。我迫不及待地
翻开了这本书，看到一篇文章——《夏天》。果然，与我以
前读过的.儿童文学完全不同。

这本书中的文字简洁、深奥。比如：“写大字一张，读古文
一篇。”就概括了作者一个早上干的事，就像对联一样，或
者是五言诗中的两句。

说它深奥，比如：“此吾乡所未有。”这句话，听金老师解
释了我才知道，意思是“这是我们家乡所没有的。”

其实，简洁和深奥是相辅相成的，简洁了就会深奥，而深奥
的文字都会很简洁。

慢慢地，我开始读出一点意思了……

我最喜欢蹲在草地上看小虫子吃东西，跳来跳去，听它们唱
歌。

有了这些虫子，夏天就变得更有趣了。我想如果汪曾祺也看
到了这些虫子，一定会写一篇更精彩的文章。



汪曾祺笔下的夏天是有情有趣的，而我生活中的夏天也正是
如此有意思。

歌曲叹人间篇十

坦率地讲，我看书，多半是带着点附庸风雅的强迫性，一天
强迫自己看几章几页，一点点地向前推进，看得吃力，毫无
乐趣。

这两天，在朋友的推荐下，看汪曾祺老先生的《人间草木》。
说来羞愧，在此之前，我居然对汪老是一无所知的。更没有
看过他的文章。得亏朋友推荐，让我今生有缘读到他的文字，
真是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

汪老写的都是一些稀松平常的事，那些人那些事那些物那些
景都是我们熟悉的，离我们不远，或者我们就置身其中，让
我们感到亲切，也能勾起我们心里那些美好的回忆。

汪老《花园》里写的那些童年趣事里，就有我童年的影子。
我童年里的花园比汪老的花园更大（请允许我傻笑一下）。
村子周围的自然旷野，虽然被全村人共有，但我总能在这座
大花园里，找到属我自己的小花园。我的小花园是移动多变
的，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或者一天里，上午在这里，
下午在那里。反正是随我高兴，我想画地在哪里就在哪里。

我也像汪老那样嚼过草根，品过它淡淡的甜味；压过青草，
看青草被压扁过后又缓慢伸直；抓过蟋蟀，但不是养在篾笼
里，而是装在瓶中。我在玩螳螂时，母亲也警告过我，说是
螳螂碰过的地方，会长修子（寻常疣）的，我就拿着小树枝
拨弄着螳螂玩，不敢用手碰触。因为是乡下的野丫头，没汪
老那么斯文，我爬过树，掏过鸟窝，把一窝小鸟带回家养。
至于后来怎么样，已是忘了。拿网捕蝉的事，我也做过。我
拿家里的网丝兜、细铁丝和竹杆，做一个捕蝉的网，听到蝉
声就仰头在树杆上找。我记忆里是没有捕到过一只蝉的。但



用这自做的网，倒是有捕到过蝴蝶，拿回家后，学哥哥姐姐
的样，夹在书中做标本，过后再也不管了。夏天，我喜欢静
静躺在小河流水的地方，感受着流水轻抚而过的温柔。秋天，
便是偷吃最好的季节，饿了，花生、红薯和板栗都是被偷的
对象。

当然，我也干过一两件有益无害的正经事。我喜欢花花草草，
就捡来断砖石头，在我们家门前的院子里围起一个花坛，让
父亲帮我填上土后，我种了菊花、月季、桅子花和一堆从田
野里挖来的不知名的花。花坛里四季有绿叶，有花开。父亲
说种上花的院子到底不一样，看着，饭也要多吃一碗。有一
年，看母亲种丝瓜，我就跟她讨来一些丝瓜籽种在屋后的空
地上，等瓜苗长起时，我也学着母亲的样，捡了些猪粪埋在
苗旁，时不时去浇些水。没想到，我种的丝瓜比母亲种的好，
结的丝瓜家里吃也吃不完，母亲叫隔壁左右的邻居来摘时，
总不忘说一句：“是我幺女种的。”这事让我高兴了好一阵。

汪老的童年留在他心中的花园。我的童年留在我心中的花园。
因为要得简单，容易满足，我们的童年都是快乐无忧有趣的。

汪老先生的《葡萄月令》，写了葡萄从入窖到出窖的整个生
命历程。

我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看着父母翻田弄地，播种收割十几
年，却从来没有想过把他们的辛勤劳动写于笔下。因为心里
觉得那是不足为提的。如果非要让我去写，大概一定会浓墨
重彩地添加进一些歌功颂德，强行赋予我自以为是的意义，
让文章空洞无趣。

汪老写葡萄，像极了一位熟悉农事的葡萄老农，用平淡朴实
的话语，把侍弄葡萄的农事一月一月地向我们细细道来，把
所有的意义都赋予在侍弄葡萄的过程里。让读者自己去想会，
去感受，去顿悟，去吸收自己需要的营养。



生命的意义莫过如此：在过程中去感知，去体会。

汪老在《人间草木》篇里，讲了三个小故事：山丹丹，枸杞
子和槐花。坦诚地讲，我是不懂汪老所赋予的深意的。我只
讲个人喜欢。我喜欢山丹丹的草木本有心和随遇而安的皮实；
喜欢摘枸杞子二老淡泊名利的童心未泯；喜欢槐树花里那位
妇人的简单纯朴。我在未嫁时，也跟槐花里那位妇人的想法
差不多，如果有个人伸出手来跟我说：“跟我走吧！”我便
跟他走。后来，我们家的大头先生出现了。我就跟他走了。

因为要得少而简单。所以幸福快乐。摘枸杞子的二老是。养
蜂人的女人是。我想我也是。就象现在这样，晒晒太阳，看
看书。

汪老在他的《我的创作生涯》里写道：“我曾经说过，我希
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
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你很辛苦，
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读
一点我的作品。我对生活，基本上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
为人类是有前途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愿意把这些朴素
的信念传达给人。”

汪老他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