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雨天的书周作人读后感(实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这时候
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
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雨天的书周作人读后感篇一

正如余秋雨先生说的，我心底中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
而是一种“人文山水”。虽然没仔细去揣摩但确实让我感触
很深，尤其是《风雨天一阁》。

小时候，知道宁波有一座藏书楼——天一阁，感到无比骄傲，
因为它就在我所在的城市——宁波。上完初中，到宁波读书，
感觉离天一阁近了许多，但却从未走近过它。记得读师范的
时候，我们的语文老师也曾向我们介绍过天一阁，当时的我
听的特入迷。看了余秋雨先生先的风雨天一阁，更是记忆犹
新。

天一阁之所以叫天一阁，是创办人取《易经》中“天一生
水”之义，想借水防火，来免去历来藏书者最大的忧患火灾。
文中的这段文字，“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
对书的企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
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
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对我有极大的震动。范钦不仅
是一个真正的文化智者，而且还是一个人格健全之人，是他
将我们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攒聚起来，为我们建构了一个精神
的家园，虽然，不是很大，但已经足够了！

文中也提及了书法大师丰坊和他的侄子范大澈，他们也是藏
书家，却并未传承下去。藏书仅凭一人之力，是不能久远的。
范钦不仅仅把藏书作为爱好，更把藏书看成是一种使命，而



且是整个家族的使命。这也是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岿然
独存的原因了。

天一阁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
又极端悲怆的文化遗迹。那一种精神，坚持不懈的精神，是
值得我们深思的。就我自己而言，做事都是只有3分钟热度。
看同学天天写日记，觉得是个不错的习惯，也尝试着每天写
点什么。结果写了一个礼拜，没有坚持下去。我对写作缺乏
兴趣是一原因，感觉象在给自己找借口。但最重要的是坚持
的决心不够。

想看天一阁藏书而不得的钱绣芸姑娘，惋惜之余令人敬佩。
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势，只想借着
婚配来多看一点书，很是令人感动。由于家族的规定，她还
是没能踏入藏书楼中看书。曾经的我想，藏书楼，藏了那么
多书，却不准人看，连家人都不能看，藏了这么多书是做什
么用？现在的我，终于明白，不对外开放是为了更好地传承
下去，只是，这些规矩只能防君子，却不能防小人。

余秋雨先生在最后写道：什么时候能把范氏家族和其他许多
家族数百年来的灵魂史袒示给现代世界呢？现在，他们的灵
魂和精神已深深的印刻在我的心中。

雨天的书周作人读后感篇二

读到今天，觉得《风雨天一阁》，写得确实不错，给我印象
尤深。

天一阁的开办者，是明朝的范钦，是我的本家。“天一”的
名称，在这里又有了新的解释，本来我只以为它是“天人合
一”的意思，在这里却做如下解释：天一生水，水能阻火，
范钦用“天一阁”给自己的藏书楼命名，也就是说希望藏书
楼能够避免遭到火灾，能够永远保存下去，可谓用心良苦。
看到这里我很自然地想到了9班的学生谷天一，不知道她取



名“天一”，是上面的哪一种缘由。

范钦穷其一生，藏书巨多，有很多是传世孤本，尽收于天一
阁，天一阁可谓书籍大海，我想，当范钦每日徜徉于天一阁
中，与那么多先贤智者的智慧之作在一起，应该是非常惬意
的吧，我想这甚至也是他长寿的一个原因，在医疗条件那样
落后的封建时代，范钦能活到80而终，我想应该有很大程度
上是因为整日里为书香所围。

自古以来能够进入天一阁阅书的，尽是文化名人，比如清初
的大儒黄宗羲，余秋雨先生在天一阁历经300多年风雨之后也
登楼参观，是他与天一阁的缘，我想也显示了天一阁在藏书
界尊贵的地位，以余秋雨先生在文化界的声望，登天一阁应
该是满够资格的了。

雨天的书周作人读后感篇三

在头放假，我就已经在网上预订了余秋雨先生的几部书，分
别是《文化苦旅》、《借我一生》、《行者无疆》，书来得
很快，于是，在放假的头几天里，我一直在埋头阅读余秋雨
先生的这几部著作。

读到今天，觉得《风雨天一阁》，写得确实不错，给我印象
尤深。

天一阁的开办者，是明朝的范钦，是我的本家。“天一”的
名称，在这里又有了新的解释，本来我只以为它是“天人合
一”的意思，在这里却做如下解释：天一生水，水能阻火，
范钦用“天一阁”给自己的藏书楼命名，也就是说希望藏书
楼能够避免遭到火灾，能够永远保存下去，可谓用心良苦。
看到这里我很自然地想到了9班的学生谷天一，不知道她取
名“天一”，是上面的哪一种缘由。

范钦穷其一生，藏书巨多，有很多是传世孤本，尽收于天一



阁，天一阁可谓书籍大海，我想，当范钦每日徜徉于天一阁
中，与那么多先贤智者的智慧之作在一起，应该是非常惬意
的吧，我想这甚至也是他长寿的一个原因，在医疗条件那样
落后的封建时代，范钦能活到80而终，我想应该有很大程度
上是因为整日里为书香所围。

自古以来能够进入天一阁阅书的，尽是文化名人，比如清初
的大儒黄宗羲，余秋雨先生在天一阁历经300多年风雨之后也
登楼参观，是他与天一阁的缘，我想也显示了天一阁在藏书
界尊贵的地位，以余秋雨先生在文化界的声望，登天一阁应
该是满够资格的了。

雨天的书周作人读后感篇四

正如余秋雨先生说的，我心底中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
而是一种”人文山水“。虽然没仔细去揣摩但确实让我感触
很深，尤其是《风雨天一阁》。

小时候，知道宁波有一座藏书楼――天一阁，感到无比骄傲，
因为它就在我所在的城市――宁波。上完初中，到宁波读书，
感觉离天一阁近了许多，但却从未走近过它。记得读师范的
时候，我们的语文老师也曾向我们介绍过天一阁，当时的我
听的特入迷。看了余秋雨先生先的风雨天一阁，更是记忆犹
新。

天一阁之所以叫天一阁，是创办人取《易经》中”天一生
水“之义，想借水防火，来免去历来藏书者最大的忧患火灾。
文中的这段文字，”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
对书的企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
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
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对我有极大的震动。范钦不仅
是一个真正的文化智者，而且还是一个人格健全之人，是他
将我们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攒聚起来，为我们建构了一个精神
的家园，虽然，不是很大，但已经足够了！



文中也提及了书法大师丰坊和他的侄子范大澈，他们也是藏
书家，却并未传承下去。藏书仅凭一人之力，是不能久远的。
范钦不仅仅把藏书作为爱好，更把藏书看成是一种使命，而
且是整个家族的使命。这也是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岿然
独存的原因了。

天一阁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
又极端悲怆的文化遗迹。那一种精神，坚持不懈的精神，是
值得我们深思的。就我自己而言，做事都是只有3分钟热度。
看同学天天写日记，觉得是个不错的习惯，也尝试着每天写
点什么。结果写了一个礼拜，没有坚持下去。我对写作缺乏
兴趣是一原因，感觉象在给自己找借口。但最重要的是坚持
的决心不够。

想看天一阁藏书而不得的钱绣芸姑娘，惋惜之余令人敬佩。
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势，只想借着
婚配来多看一点书，很是令人感动。由于家族的规定，她还
是没能踏入藏书楼中看书。曾经的我想，藏书楼，藏了那么
多书，却不准人看，连家人都不能看，藏了这么多书是做什
么用？现在的我，终于明白，不对外开放是为了更好地传承
下去，只是，这些规矩只能防君子，却不能防小人。

余秋雨先生在最后写道：什么时候能把范氏家族和其他许多
家族数百年来的灵魂史袒示给现代世界呢？现在，他们的灵
魂和精神已深深的印刻在我的心中。

雨天的书周作人读后感篇五

翻到余秋雨的短文——《风雨天一阁》，忽然想起我曾经看
过、体验过。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走进了天一阁，一个以藏书著称于世的
藏书楼。



那天，吃过午饭，短暂的休息之后，一位朋友说：“走，我
带你们去天一阁感受一下。”我们都响应，因为下午的时光
不知道怎么样打发。去感悟一下藏书楼的书香与文化的历史
底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乘车去天一阁。朋友也并不熟悉天一阁的具体位置，只知道
一个大概的方向。于是，我们跟着他走，反正都不熟悉，错
了，也不算什么失误，浏览宁波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也是一种
收获，有收获总比无聊地打发时间要好过，心里总会舒坦一
点，不至于因为荒废了美好的时光而懊恼。

那天，天气也是阴沉沉的，阳光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也许
老天也让我们体验一下余秋雨笔下的天一阁，风雨中的天一
阁也许就另有一种味道。

古代的藏书楼最大隐患或者说藏书楼最大危险就是火灾。木
制的楼阁，再加上脆弱的纸页，都是怕火的。一把火，就能
把几代人的心血、甚至几代的历史都付之一炬，在那残余的
灰烬中，再也难寻历史的踪迹。只能是一生的叹息与遗憾。
而创始人之所以取名“天一阁”，是因为去榷易经》中“天
一生水”之义，想借水防火，以免除历来藏书者最大的忧患
火灾。而天一阁在历史的洪流中就真的按照创造者的意图，
演绎得淋漓尽致，依旧保持着原来的风貌，只不过多了些历
史的沧桑与厚重。这不，今天又老天又飘起了雨丝!

面对选择，我们很难立刻就能做出无悔的抉择;而历史中的抉
择就更是难了!历史的抉择如何，是遗臭万年，还是流芳百世，
谁也不能站在历史的洪流中去评说，只有后人才能做出公正
的评判!

范钦，一个真正的文化智者!是他将我们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攒
聚起来，为我们的建构了一个精神的家园，虽然，不是很大，
但已经足够了!如果说大，那么，屈指算来，又有几个呢?恐
怕如果有，那么也都被湮没在历史的海洋中。在历史中他能



轻常人之所重，而重常人之所轻，在别人迷恋仕途之时，而
他却在那个年龄将搜罗藏书融进了生命。

历史中和他同时代的人中也不乏藏书者，而残存下来的，流
传至今仍然为我们所景仰的、瞻仰的则只有范钦所建立的天
一阁这所藏书楼，其他的都随着历史而退出了舞台。为什么
惟独范钦能永久地立在历史的洪流中呢?这和范钦的为人、气
度是分不开的。也正因为范钦有一种超越意气、超越嗜好、
超越才情，才有了他藏书楼超越时间的意志力!

历史就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接力赛。而范钦所创造的历史该怎
样继承呢?能不能将自己的一生的心血就在自己驾鹤西游之后
也灰飞烟灭呢?“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况且这也并不是什
么恩泽，他留下的是责任，沉重的历史的责任!范钦的长子范
大冲从父亲的肩上接下了这个重担。没有信誓旦旦，但却比
信誓旦旦更能打动人心。责任就是接力棒，一代代传下
来。“子生孙，孙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就这样，天一
阁就在这个家族的繁衍生息的历史中岿然不动。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要真正地把藏书楼保存下来，并
且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没有一定的规定是不行的'。
俗语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范家也不例外，也许他们
的规矩比别家更苛刻，更严格。但是也正因为严格、苛刻，
藏书楼在没有在子孙后代的手中被葬送。虽然后来也有被偷，
被盗，但是饱经风雨的天一阁依旧摇曳在风雨中，形成一道
风雨中独特的风景，闪耀着历史文化的光辉，深邃而厚重!

走进淡褪了红色的大门，就是一个小小的庭院，原子很小，
四棵饱经沧桑的不知道什么名字的树被栏杆围着，范钦的铜
像就在树的中间。阴沉沉的天气就加重了历史的浓重感，顺
着狭窄的小路，也就是走廊，走廊两旁排列的是藏书房间，
介绍为范家藏书做出贡献的范家子孙。古色古香的简装或者
精装的书都摆在书橱中，昏黄的灯光更让人觉得走进了历史
的隧道，沐浴着历史的文化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