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文章窗读后感(优质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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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
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文章窗读后感篇一

我热爱书籍，因为读书仿佛是与高尚的人在对话，我从中获
益匪浅。我仰慕名人严谨的逻辑与细腻的情感，在他们的作
品中，我感受到的是他们的精神世界，或喜，或悲。在阅读
时，我感到自己仿佛已经变成了作家的血液，在迅速流动，
贯穿每一个角落，而那些文字仿佛变成了细胞，在我的血液
中遨游。我喜欢这种感觉，可以说是迷恋，而令我感触最深
的便是周国平。在他的世界里，我深深沉迷。

周国平的散文极为细腻，富有哲理。但是现实生活中，命运
仿佛对他不公。他女儿出生不久，刚开始牙牙学语，便夭折
了。为了表达自己的悲痛、自己的遗憾、自己对女儿的爱与
祝福，他写成了一部回忆录。我们可以想想，当周国平面对
病床上只会喊“疼”的女儿自己却束手无策的时候是怎样的
感觉。“心非木石岂无感”，一般人已经临近崩溃了，何况
是心理如此细腻的他。他内心深处将会泛起多大的波澜？面
对自己的至亲至爱，他内心将会承受多大的打击？不知有没
有资格，我想说：“我懂”。

在他的散文中，我懂了许多的道理与哲理，他有许多作品都
劝勉大家人生要有执着的精神。他说悲观只是一时的，人生
总要执着。执着会拯救悲观，执着在人生中有着很重要的作
用，它决定着人能否有机会来实现人生的价值。生命需要执
着，是的，任何生命都需要执着。执着是成功的最基本因素。
他说悲观主义是一条错误的路，冥思苦想的人生是虚无的，



想一辈子也还是那么一回事，反而失去了生命的乐趣。但是
他也说，并不能一味的执着，这样也会离智慧越来越远。当
时，我还不懂。

我不理解他的那句话，但是我后来明白了。一个人不能一味
的执着，这样便会产生悲观，悲观的心理产生愈多，就愈不
能执着。这怎么办呢？他说就把自己分成两个，一个让他去
执着，不顾一切；另一个则现实，让现实去生活，让执着去
追求，超脱一切，变得忘我。

悲观，执著，超脱，三种因素始终存在着。那便是我心中的
周国平。在他的世界，我深深沉迷。

文章窗读后感篇二

作为一个散文家，张晓风的作品算不上最好，但她的作品却
又有着与众不同的味道。这是我读后的感觉。

仿佛在每一篇散文里，她都有倾注自己的感情，激动、喜悦、
惆怅、悲伤……她在整本书中的角色，让我觉得，不是作者，
而是编剧，导演出一幕幕生活的悲喜剧。

“当你吐纳朝霞夕露之际，我在你曾仰视的霓虹中舒昂，我
在你曾倚以沉思的树干内缓缓引升……”

没有人可以阻挡生活的涓涓细流，即使它微不足道，小到你
用一根小指就可拦住它流动的轨道，但你依旧可以发现，几
秒钟后，它就恢复了它原来的方向，原因是，它越过了你的
手。

在她的作品中，我最喜爱《许士林的独白》。

还记得那开头第一句：献给那些暌违母颜比十八年更长久的
天涯之人。明明是一句讽刺的话，批判了那些让母亲伤心，



等待的不孝之子，却含有泪似的，颤颤地为下文感动。

“在秋后零落断雁的哀鸣里”，一袭红袍的赤子，南屏晚钟、
三潭映月、曲院风荷，当他纳头而拜，来将十八年的愧疚无
奈化作惊天动地的一叩首！人间永远有秦火烧不尽的诗书，
法钵罩不住的柔情，百般挫折过后，踏着千百年来的思念，
仍然告诉世人，茫茫的天际，夕阳的红晕，奔涌的泪
水，“你”只死心塌地的眷着伞下那一刹那的温情。

前一段时间，老师让我们读一本席慕容的散文集。我读了一
本她早些时间出版的《成长的痕迹》。老师还真没选错书，
这本书确实让我深有感触。

读完席慕容的前几篇散文，我心中不禁油然而生对亲人的思
念。她前几篇散文写的是对从前的记忆，都写出了自己对远
在他乡的母亲的思念和对已故奶奶的不舍。作者用一些很短
小的事通过细致的描写把那份感人的亲情充分、实在地呈现
了出来，她那份对亲人无比的真诚打动了我。这不禁让我想
到我自己的母亲，在家里她是在怎样地关心着我、无时无刻
地牵挂着我呢？想到这儿，我心中受到了强烈的震撼，突然
振奋起了精神，就像为了我自己的母亲。为了不让她失望，
我要幸福快乐地活过每一天！用成绩回报她为我所做的一切。

越往后，对青春对时光的不舍就越多，深奥的哲理体现得也
就越多。有一篇名叫《荷花七则》的散文，作者就通过她开
画展后发生的一件事表达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她的一位朋
友看完她的画，十分羡慕她的生活。可席慕容的微笑消失了！
要知道，完成一副画是需要多少心血多少时间去完成的，哪
有一个人的成功是与生俱来的呢？席慕容当时的感悟真让我
的心灵受到一次洗涤，她的用词十分自然、恰当，每一个字
都沉重地抨击了我以及每个人心灵中的那些“邪念”。“选
择了这样的生活，我并不后悔。我悲伤的只是，为什么很多
观众都喜欢把画家当作是一个天生异禀的天才，却不肯相信，
在这世间，没有一件事情是轻松或潇洒可以换得来的。”每



读完这篇文章，那颗浮躁的心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平静。

龙应台的《目送》是一部对亲情和周边人物的感悟散文。特
别喜欢她写的亲情，抒情、真切、含蓄，并为之深深感动。
《目送》描写的是目送孩子的成长，目送父亲的远去。

古人云：四十不惑。人过四十后，经历过许多次的生老病死
的场面，再读《目送》这类亲情散文，感悟很多，特别是
《目送》中的：“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
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
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
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
必追。”人在生命的路途中，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平静中透
露着的哀痛，让人不甘又无奈。永远记得儿子在第一次拿到
学习成绩单时的情景，手拿奖状，在人群中急切地寻找我地
样子，那时的我就是他的天；大学四年，每次打电话时，即
便是在脚骨折卧床时，他的声音是欢快的语调，第一句话永
远都是“妈妈，我很好！”我很感谢儿子的孝顺，但心里也
明白，儿子长大了，能自己担待所有的伤痛，对父母的依恋
会越来越少，每每想到这，那种酸楚而又心存喜悦的无奈，
瞬间会填满我整个胸膛。

读《目送》会我又一次地感受到送父亲走时的那种撕心裂肺
的哀痛，也会想到了每次回家看母亲时，母亲那欢愉的目光
和不停叨唠的话语。世间大小小起起落落的事，最后还是沉
寂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目送》所描写的都是人们所经历
的，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读《目送》总有想流泪的感觉，
为逝去的或正在远去的亲情，挽留不住的是匆匆的生命脚步，
能留下的就是记忆；读《目送》懂得了对于生命，最好的态
度不是挽留，而是珍惜；读《目送》有些更深的感悟：再多
的遗憾不舍都不过是生命的过程，我们只能往前走，用现在
来填补过去的空白和伤口，带着爱和释怀与生命和解。



文章窗读后感篇三

4月23日阅读日，我不仅走近名师，聆听经典，自己还用上一
天的时间去阅读《巴金散文》。里面的故事，有作者平生经
历的，也有作者对社会人生感悟的。阅读此书，我对巴金有
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巴金散文》贯穿着一条“爱国”主线，鼓励青年热爱国家。
阅读他的散文，令我激情彭湃，似乎听到他的心跳，感受到
他赤诚血液在流淌。又似乎与作者心相通，脉相连，超越了
时空。我仿佛到了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我们甚至超越了年龄
的界限，成了无所不谈的好朋友。

我从未如此沉迷于什么著作，唯有《巴舍散文》，竟然让我
达到物我两忘，如此痴迷的程度。

作者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不信鬼神，不怕妖魔。但在他的文
章里还是写了许多妖魔鬼神，作者用它们来暗喻黑暗的社会。
这就是我们的巴金，一个敢于仗义执言的巴金，一个厚植爱
国情怀的巴金。

读《巴金散文》，我读懂了什么是铮铮铁骨，什么是家国情
怀。

文章窗读后感篇四

读林清玄，每一次都好像从城市瞬间落到了田园，满眼的自
在，惬意。

可是这样的书就是要让你去翻开，在闲暇的时刻，一杯咖啡
或者清茶，一张摇椅，一点阳光和几朵白云，捧着它，便是
一生一世的永恒。



它们不似柜台上的畅销书，声名大燥间，街头巷尾便都是议
论。

它们默默，默默地如白云，似流水，不会有成为焦点的时刻，
却是长久不衰。

林清玄的散文就像是一副素描，简单的几笔，却勾勒出一个
人心底繁杂的世界。

亲情与乡情是必不可少的主题。

他写到浴着光辉的母亲，都是一句宝贝不怕，却流露出天下
母亲对孩子浓浓的爱意和关心。

就是那么一句话，而生活中所见到的也许比一句话更简短粗
略，但却实实在在。

我们的眼睛就是要像这样善于抓住生活中的点滴，被人遗忘
的点点滴滴。

而这些被我们忽略的，都在他的笔下重现，带给人们心灵最
真实的悸动。

趁还提得动，行李箱还有空间，就多塞一点爱进去吧!在这些
尚在的时间里，也许我们应该对父母说出自己的心意，不带
半点羞涩地毫无保留地道明，(我的老师作文500字)正像他们
给予我们毫无保留的爱。

对于故乡，我其实是没有太多的留恋和感慨的，毕竟没有出
过远门，没有机会体会到思乡的离愁别绪。

但作者在文中将家乡与亲人联系起来，我忽然就觉得，也许
它比我想的远有意义的多。

作者说，他出门旅行时总带着一杯故乡的水土，那会给他力



量，因为那里面承载的不只是故乡之爱，还有母亲的祝福。

这是很实在的话，乡情中，更多夹杂的是亲情吧，对亲人对
故友的思念。

世事离戏只有一步之远。

人生离梦也只有一步之遥。

不知道听谁说过：生命最有趣的部分，胜过演戏与做梦的部
分，正是它没有剧本、没有彩排、不能重来。

生命最有分量的部分，正是我们要做自己，承担所有的责任。

林清玄的散文里总有一股清新的气息，也许是有流水的声音，
也许是洒进了阳光的温暖，又许是有风吹过的清凉。

总之，这一切都使你不得不安静，在冬日人烟稀少的书店，
当你坐下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就已有弹奏琴弦飘出的琴音安
抚了你浮躁的心。

它让你不知不觉地静下心，不知不觉地专注于这字里行间的
温柔。

这便是一本书的魅力所在。

像是一个禅师在向你说教，声音低低的，柔柔地，却丝毫不
差地进入你的耳中，落入你的心里。

读秋雨的书，如同读着一本厚厚的历史，更加有万象的人生
世态和丰富的风土人情。

秋雨的心是年轻的，却又是迟暮的。

有着儿童的天真，有着老人的睿智，因而有了天真的向往新



奇的心，有了发自内心的对历史的感悟。

所以他的人生是美丽的。

正如他在散文集的序文中所写的那样他应该是一个“天使般
的老人”即使他年老了，也会有一颗年轻的心的。

秋雨对梦想的初衷，对历史的感悟。

更是由于他对人类历史的重视。

他追寻的心是沧桑的，他对待敦煌文明遭受蹂躏的过去不再
如别人所云的那样，将罪过归咎于一尽全力保护但却无力回
天的王道士。

历史的失落是有她既定的命运也有历史的更深层的本质的。

历史的源远流长也正是因为它有令人悲痛的过去。

初次接触余秋雨是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很是被
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所折服，他的思牵千载，行云流水的记
录，对历史、对文化渗透着的领悟力，也是使余秋雨在中国
的文化史上留下一席之地!

而后接触到他的另几本着作，如谈史谈鉴的《山居笔记》、
阐述立身处世的《霜冷长河》、《行者无疆》，以及对比几
大文明的《千年一叹》，还有类似回忆类的封笔之作《舍我
一生》。

读完后，总想写点什么，却一直未敢动笔，只怕自己的看法
大为浮浅，甚至落入俗套，而今下定决心来浅谈一下余秋雨
散文的写作风格问题，对于我们的写作也有很多的借鉴意义。

余秋雨散文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对中
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考和反问，与其他一些文化散



文家相似，余的作品更透着几丝灵性与活泼，尽管表达的内
容是浓重的。

余利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丰厚的文化功底，将历史与文化
契合，将历史写活、展现，引起我们反思、追问，作为一个
知识分子，他的作品已渗透了文人的忧患意识和良知，这点
也是最重要的。

典雅、灵动如诗般的语言。

余对语言有一种超强的领悟力和驾驭能力，他的散文追求一
种情理交融的雅致语言，并且“语言在抒情中融着历史理性，
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

他选择恰当的、富有诗意、表现力的语言加以表达，这些语
言具有诗的美感，从而把复杂深刻的历史思想和文化说的深
入浅出，平易近人，可读性很强。

同时他还综合运用对偶、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大段的排
比，对偶增强了语言表达的力度，构成了一种语言的气势，
使语言不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平淡无味，而富有了张力，
富有了文采。

简单叙述至此，最后一余秋雨的一句话来结尾。

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早一天就多一份人生的精彩;
迟一天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扰。

文章窗读后感篇五

朱自清，咱们已经对他不陌生了。他是一位伟大的散文家，
他以他独特的美文风格，为中国现代散文增添了瑰丽的色彩。
在初一时，咱们就学过他的《春》，初二又学了他的《背



影》，能够说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走近朱自清了。

《春》向咱们描绘了一幅风景如画，生机勃勃的画面，使人
不得不赞叹他的优美的文字和细腻的内心。他那刻画得栩栩
如生的画面，让我感到十分惬意，于是我忽然发现观察事物
其实就这么简单。从《春》中，我看到了新的开始，看到了
无限完美的未来。

再品《背影》，我读到了除了感动还是感动。是啊，在这个
世界上，那个为咱们遮风挡雨的人，那个拉着咱们害怕的小
手过马路的人，那个在咱们累了主动背咱们的人，永远都是
咱们最亲爱的人。他是家庭的顶梁柱，是护航的军官。但是
他们是人，不是神。七尺男儿也有脆弱的时候，咱们这些作
儿女的可曾想过为他做点事？哪怕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从
《背影》中，我看到了我父亲为我操劳的样貌，看到了一个
父亲的伟大。

朱自清的《正义》，是我感触很深的一篇文章。读完后，我
也不禁想问：人间的正义到底再哪儿？朱自清说，正义在人
们心中。但是现实生活往往不是这样。有些人口口声声地
把“正义”二字挂在嘴边，呼吁人们要做正义的事，要做正
义的人。但是暗地里却在做着罪恶的勾当，就像有些官员受
贿，他们这天收这个的钱，明天收那个的礼，在自我的职位
上疯狂地敛财。这种人面兽心的做法是遭人唾弃的。也许，
少部分人心中仍存有正义，但是那也许将会被现实吞噬。从
《正义》中，我看到了现实社会人心的真假难辨，看到了虚
伪。

……

朱自清笔下的无论是梅雨潭的绿色，还是清华园的月光，或
是秦淮河的夜景，都被他生动、形象地展示出来。欲达夫说：
“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但是他的散文仍能够贮满那一种
诗意。”可我却觉得，朱自清是诗与散文的完美结合。



在品位经典时，我读到了一个伟大而又细腻的朱自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