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张晓风散文集随笔(实用6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读张晓风散文集随笔篇一

读了一个月的《张晓风散文》我发现她的文章很有韵味，可
以让人思考许久。她写的散文还让人读了后会感到十分的温
柔，让人明白的事很多，它不会有惊心动魄的描述，却在娓
娓到来中让人感到温暖，还在温暖中有一种韵味。

有一篇作文《高山何所有》也是张晓文写的散文，这篇文章
她没有用太多的语言来表示这一片孩子们可怜，而是用了一
个感人的故事来表示出对山区孩子们的同情心。

这个故事没有什么离奇的故事，而写的故事有一种勾人魂的
魅力。这是一个真实而又悲剧的故事，她写了几个山区的孩
子长大了做了很多的努力，也做了很多的好事，可是他们还
是被人瞧不起，人家都讨厌他们这些‘乡巴佬’。后来他们
到了他们发过誓的高山上面，他们本想把钱赚够了来报答他
们的家园，可他们做了那么多的努力，工作还是没有找到，
他们到了大山上感觉自己是多么的渺小和无助呀!可他们又有
什么办法呢?这个故事不像大多数的故事一样有一个圆满而又
美好的结局。

啊!为什么山区的孩子就不能有好的环境吗?每一个读过这篇
文章的人都会这么想，而这篇文章的‘嚼劲’也十分的足，
总让人对这个文章爱不释手，这就是张晓风写的文章的特点，
总是可以让作者回味无穷。



张晓风这个作家写的作品中还绝对隐藏了一个对人生的哲理。
可是总是藏的很深，找出来不容易，耐人寻味，这也是她的
作品的一个特点。

张晓风的散文就像勾人魂魄的人一样勾着我们的心灵，让我
们去不断思考，去发掘!

读张晓风散文集随笔篇二

周末，我在家读了张晓风的散文集。忽然读到一篇，名叫
《种。种可爱》，其中提到一个趣味的故事：儿子有一段时
间对毒蛇很感兴趣，作者便带着他到华西街的毒蛇店一家一
家地参观。作者在参观时，指着一条又大又粗的蛇问营业员：
“这条毒不毒？”营业员淡淡地答道：“不被咬到就不
毒！”

忽然间，心里涌起一阵感动。是啊，人生的路上总有危险，
但如果暂时没有受伤，何妨视作没有危险。有时，我们与其
独自在那里杞人忧天，不如做好防御的准备，避开危险，那
么，你便能够视作没有危险。

有时，你不要只顾着看你前方的那条毒蛇有多么可怕，以及
自我会不会受到伤害；你尽能够做好防身的准备，保证自我
不会受到伤害。那么，这条蛇本来对你有很大的危险，如果
你做好准备，那么，即可视作没有危险。而另外一种可能，
如果你只沉浸在自我的忧虑、幻觉中，不顾自我此刻的安全，
不做好任何防御准备，受伤的只能是你自我。在有危险和没
有危险这两者中间，你想选哪一种呢？我相信，所有的人都
会选择第二种。那么，我们就不应当杞人忧天，幻想自我将
会受到什么伤害；而应提前做好准备，将大危险化作小危险，
将小危险化作无危险。

“不被咬到就不毒”，这乐观的人生态度值得我们去借鉴和
学习。所谓“苦中作乐”大致多半是这般道理。这大概就是



有的人战战兢兢，恐惧担心中度过一生，而有的人乐观进取，
泰然坦然逍遥一世的区别罢。谁敢说一辈子不会遇到这样或
那样的“毒蛇”？谁敢说一辈子无忧无虑，无惊无险？若只
是远远盯着那条若有若无的“毒蛇”惶惶不可终日，于是，
近处的好风景我们无心思去赏，身边的好生活我们无心思去
享，是动也怕“蛇”，静也怕“蛇”，真是可笑至极！学会
坦然乐观，或许，我们就不会被自我在脑中假设的危险吓到，
只需提前做好准备，无危险则罢，有则将其化之，则危险也
尽可不成为危险了。

一文读完，营业员的乐观却令我久久惊叹。

于是，心也坦然、泰然了。

读张晓风散文集随笔篇三

经姐姐介绍我拿到了这本散文集，张晓风的散又一直有所闻，
不过至今才阅读到。

然读书前我仍喜欢看在书页前对于作者和内容的评价，但这
本书未有那般花里胡哨的封面，也没有点评，看得到一顶彩
色斑斓的干净封皮，看来我只有自己从中摸索并寻找张晓风
的散文风格了。从好奇翻开第一页后，读到比较后一页，我
决定将这本书介绍给大家。

散文一开始的特点就是给于人细美自然的感觉，但不可凌乱
美而不丰实，意境优雅却略乏空洞。当真是营造起的章章华
美的盛景，可踏进这境界去，则难得真言，或难擦去被涂抹
的厚厚胭脂，惊艳于文笔但不会细品其中的语言，这样的毛
病，包括我，也爱犯。

可张晓风的散文不是如此。我钦佩她对于生活的热爱是那般
深沉，她将一场人生的闲杂繁忙化为简单的文字，连对于生
活的启点却敏感易泪，无言的感动于天地赠怜于我们的一生



一息。描写的每一段、一刻、一点似乎都注入了她善良温柔
的拂动，这样的语言可不软，不像和谐雅致但一触及崩的琴
弦，而是拥有风骨又艳美朴实的言语。虽然每一篇文章都细
腻而亲切。拥有十几岁少女般春风悸动的心思，从悟着几十
年间对于人生的感思感言。作者爱玉，连同她自己一样，有
肤发的湿润，关节的玲珑，眼目的清澈，意志的凝聚，言笑
的清朗，与着那玉石般坚强晶莹，透亮而清洁。

如果可以，我希望你对于一个人不仅乐垂看在他的一方面，
你不妨看看张晓风写《美丽的计时单位》中对度量的一番见
解：

留憾的是：不知愁山以何物计其净重，恨海以何器量其容积，
江南垂柳绿的程度如何刻表？洛阳牡丹浓红的数据如何书明？
欲望有其标高吗？绝情有其硬度吗？酒可以计其酒精比，但
愁醉呢？灼伤在皮肤医学上可以分度，但悲烈呢？地震有级，
而一颗心所受的摧折呢？唉！数学毕竟有所不及啊！

语言中长绵的思绪丰满的情感是一大特点，思悟在文，然后
进行叙事，以前写过，看过的散文都是这般，应该含有似水
流年，花开花落的闲情，更应具有一个人思想的盈光，对于
事物的理解呀，而张晓风的散文确是不柔柔软软，浅浅啼啼
着的文案，拥有实处的理解和看法，让她的文章增光添彩。

如果可以，读读她的散文吧，也能在千缕万浮、人们皆对于
生活粉饰上华丽荣彩的时刻，从她的笔下，看到一个真正舍
去了修饰，连雕刻都略显多举的动人优美的生活况味吧。

读张晓风散文集随笔篇四

说实话我对散文集这种书从来没有产生过兴趣我偏爱小说带
来的新鲜刺激，散文我也没接触过多少。

应老师的要求，我和妈妈去购买了一本《张晓风散文集》。



得到书后，迫不及待地翻开了第一页，这一看便不可收拾。

第一次看她的文章《到山中去》就深深地被折服了。

她对景物，心理等的描写真是无微不至且恰到好处，普通人
难以做到她那样的语句优美，仿佛感同身受的愉快。我就从
《到山中去》这篇文章中闻到了她所述的山之气息。

那种草木的清香一如她的文字般令人心醉神迷。

现在的文字越来越浮夸了，总能看见许多新词新用法时代在
进步。但在这样躁动的中国文坛里，已难以看到张晓风这样
的古典气息，一种浪漫。或许是她超乎常人的细腻与深度才
能写出如此美的文章。

而不是用好词好句建筑起的风花雪月，看似优美，毫无意义。
只是为了卖弄自己的那一点点的文采。这样不是在污辱文字
吗？！所以这就是我喜欢她的一点，她不会让我觉得她故弄
玄虚。

看完整本书后我感触颇深，我从内心里敬佩她。

她很感性，她懂得观察与思考，配合她精准的描写这一切一
切都是我要学习的。作为一名初中生，我的意境还远远不够。

然而在看完她的文章，她的故事后，我才懂得这一点。

夜晚，临睡前，端起一本书，关掉了爱听的流行音乐。那个
白衣飘飘的年代，那种在现代化城市里感受不到的质朴，从
她字里行间里对情，爱，树，山，人的叙述中体现。浮躁而
疲惫的心竟在看书时变得清爽畅快，这想来也是奇怪的事情。

真的不知怎样形容，她教会了我，太多太多。她的悲凉与温
暖我都能感受，或许这就是她的魅力所在，给我一抹触摸不



到的清新。

我置身在泉水中被典雅熏陶着，这里有无限的可能，天马行
空。

唯有一个美字能形容这座宁静的心灵花园，被细雨滋润，同
时又被阳光包围，灿烂而悲伤地开满了文字的花朵。一切的
不可能，在笔尖的旋转下都是顺理成章的。

我会一直追随着，抵达彼岸。

读张晓风散文集随笔篇五

“我不知道，天为什么无端落起雨来了。薄薄的水雾把山和
树隔到更远的地方去，我的窗外遂只剩下一片辽阔的空茫了。
”

《张晓风散文》这细腻文雅且充满朦胧意境的文笔给了我多
少愉悦与感动，从那温柔的字里行间贯彻着作者的喜怒哀乐，
看似平淡的句子中蕴藏着作者的博大胸怀，使我喜欢上了这
本美丽的书。正如《雨天的书》这篇散文一样。

《雨天的书》讲述的是作者寄出的两封信，一封是给已逝的
友人另芳，而第二封是给曾经的自己。全文笼罩着一层悲伤
的意境，将对友人的怀念随着凋零的雨珠一起沉浸在这雨中，
阅完之后能深深的感受到作者没能及时回信的自责与后悔，
将记忆中另芳纤柔多愁的形象勾勒得淋漓尽致，使人不禁就
陷入身临其境般的伤感，并感受到作者对生命，对时光的尊
重与赞美。在感悟上，它教会我的比起它出神入化的描写出
来，显得更加浓郁，更加醇厚。

《雨天的书》教会我要珍惜当下，珍惜现在你所拥有的一切，
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感到追悔莫及。如作者写给自己的信，
她对曾经幼稚轻狂，为自己偶然而发的奇思妙想而无限激动，



却遗忘了自己最应该珍惜事物的她：“你真是傻的可笑，你。
”

与其相比，稚嫩的我们是否也曾失去过什么?儿时学校散落的
童真和友谊，对待父母的亲热与依偎，甚至失去过亲人的哀
伤与痛苦，在我们拥有时，并没有认为那实际如珍珠般易碎
的东西有什么值得珍惜的，直到那珍珠断了线，坠到地上，
才发现那是多么美好。正如作者没有发现友人在病榻上写出
给自己的信时的那种后悔。也正是这种悔才教会了阅读它的
人珍惜自己还能拥有并珍惜的。

另芳，雨仍在下着，淡淡的哀愁在雨里飘零。想象中有一朵
白色的小花开在你的坟头。

读张晓风散文集随笔篇六

落了许久的雨，天忽然暗了。心理上就觉得似乎捡回了一批
失落的财宝，天的蓝宝石和山的绿翡翠在一夜之间又重现在
晨窗中了。阳光倾注在山谷中，如同一盅稀薄的葡萄
汁。——这是张晓风散文《画晴》中的一段。

张晓风生于1941年，原籍江苏铜山，笔名晓风、桑科、可叵。
作品多以散文戏剧为主，旁及童书、评述和小说、诗作，曾
获中山文艺散文奖、吴三连文学奖等。

散文作为文类，时常叼陪末座。它是作家进入文坛的入场券。
似乎无人不能。可是在所有文类中，散文最是易写难工，尤
其在中国，在白话文兴起之后，散文写好更难。

《画晴》是一篇抒情散文，作者从清晨到中午到傍晚再在晚
上观察一天的变化。

张晓风向往那种“富贵于我如浮云”的风度。几只羊依旧低
头择草，恍惚间只让她觉得它们嚼的不只是草，而是冬天里



半发的绿意，以及草场上无边无际的阳光。

“坐对当窗木，看移三面阴。”是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
看云起时。”和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后
在张晓风散文中的让我平静得感动的话。

一扇轩窗倚靠，便可以静静的守在阳光下看树荫一寸寸的移
动。这一定不是那种汲汲名利的人可以做到的。看窗外的树
木在阳光的照射下，影子一点一滴的.移动。待到夜阑静处，
月牙上梢才焚明香，淡月观书。只是短短一句话，就悟出了
对生命永恒的本真领悟。

偶抬头，只见微云掠空，斜斜地徘徊着，像一首短诗，像一
阕不规则的小令。看着看着，就忍不住发出许多奇想。记得
元曲中有一段述说一个人不能写信的理由：“不是无情思，
绕青江，买不得天样纸。”而现在，天空的蓝笺已平铺在我
头上，我却苦于没有云样的笔。如果有人学会云的速记，把
天上的文章流传几篇到人间，却又该多么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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