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故乡读后感(模板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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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
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

故乡读后感篇一

月是故乡明，露从今夜白。每个人都有故乡，每个人的故乡
都有月亮，人人都爱自己故乡的月亮。

最近有幸拜读了季羡林老先生的《故乡明月》，让我收获颇
深。《故乡明月》的作者季羡林，山东临清人，字希逋，又
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
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
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
早年留学国外，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
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当代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的语系印欧
语系中的一种独立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
学者之一。为“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
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汇编成《季羡林文
集》，共24卷。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
国宝。

书分四卷，对应作者的成长历程。第一卷为《故乡明月》，
主要讲述了作者怀念幼时在家乡与小时玩伴、母亲以及亲戚
度过的难忘时光。第二卷为《梦萦红楼》，写了作者在三十
年代初期，只身来到清华大学求学，直至耄耋之年仍然不忘
清华与北大的美好回忆。第三卷《别哥廷根》，讲述1935年
从柏林到哥廷根整整十年的生活碎片。第四卷《译文品书》，



主要是翻译国外的精品著作、散文和诗歌等。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当属第二卷中的《清塘荷韵》，季老爱荷、
种荷的故事已经传为佳话。季老先生故居北大朗润园13公寓
前面的荷塘里的荷花，被周一良先生命名为“季荷”，也已
经成为公论。周敦颐的.《爱莲说》中“出淤泥而不染，濯清
涟而不妖”已成千古绝唱，对荷的赞美无以复加。季老先生
也写过一篇荷的赞歌《荷之韵》：“世人宁有不爱荷花者乎？
梅兰竹菊，旧称四君子，然以吾视之，则荷花实凌驾四者之
上，诚君子中之君子也。周濂溪《爱莲说》之所以成为千古
名篇，厥因其在兹乎？盛夏之时，炎阳如燃，红花映日，绿
叶接天，清香流溢，翠满尘寰，诚大千之盛景，乃宇宙之伟
观。世之人宁有不爱荷者乎？然而西风起于青萍之末，碧叶
落于千山万山，金秋下临，荷塘凋残，昔日之绿肥红肥者，
转瞬渺然，值此之时，世之人宁有不悲伤者乎？”季老的一
生正像他种的荷花一样，虽处乱世之中，内心总是有一轮明
月。

我从书中看到了季老一生的缩影，也看到了他一生无论身处
何地，心中依旧难忘的是故乡的那一轮月亮。书中用故乡的
月亮和世界各地的月亮进行了对比，在风光旖旎的瑞士莱芒
湖上，在平沙无垠的大沙漠中，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中，在巍
峨雄奇的高山上的月亮之美丽，让人惊叹不已。可是，故乡
的月亮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月亮。它是作者思念家乡万千事
物中的一个，却也是万千思念中的第一个。我认为，这轮明
月就是季老心中的“白月光”，它是作者漂泊在外努力奋斗
的源泉，也是在经历患难时的“避难所”。

故乡读后感篇二

《故乡》是鲁迅一生悲剧命运的先声。它讲了鲁迅先生在回
到久别的故乡时与闰土见面的情景，向我们展示了年代由盛
转向衰败的`过程。



本文中鲁迅的命运由此和整个近代中国人联在了一起，而且，
他不准备从一个“文化优先”者的角度出发来展示自己思考
到的一切。因之，这部故乡就使悲剧更加悲剧化了。为什么
呢？因为闰土这个人物。鲁迅最先发现，无可救药的“国
民”原来就是他一直以为活得会更鲜活也和自己最密切的人。
故乡一下子成了故乡。

鲁迅童年正是中国传统的乡土文化走向末路的时期，百草园、
三味书屋都不可能阻止帝制中国末代所遭遇的冲击。在中国
这次最深刻的转型过程中，民众的麻木性却并没有改善，他
们更加委顿在摇摇欲坠的“优先”阶层之下，并没有借此而
觉悟，实在令人遗憾。

故乡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读了故乡的芦苇，很受感动，故乡的一草一木，一
情一景奋动着作者的缕缕情思，文中作叙述的小河，野花，
没菜花，棉花。虽是略写，但经过作者饱蘸深情的笔，都显
现的非常美丽，迷人。作者博物馆从它的作衬托，然后突出
描写芦苇朴实而又蓬勃的生命和极其广泛的用途，赞颂芦苇
乐于献身的精神，思乡之情由此得以升华。

然而，多年来尤其令我梦牵魂绕，永远不能忘怀的，却是故
乡的芦苇。这段写作者对故乡的芦苇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忘
怀。

生我养我的故乡啊，你给我留下多少梦幻般的，缤纷的记忆-
---这段写作者在故乡的，故乡的芦苇丛给了他很的回忆。这
篇文章告诉我们，每一株花草树木都有生命，所以我们爱护
这些花草树木。

我爱自己的家乡，爱家乡的一草一木，爱我身边的每一件东
西。我们一起行动吧！一定要爱护这些花草树木和身边的每
件东西。



《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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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读后感篇四

是当时腐朽的封建社会制度还有他内心的阶级差别。社会的
冷漠无情让人的内心都被冰冷的枷锁封闭了，使得人与人之
间不再那么亲热，而产生了太多的阻碍，太多的阶级差别，
这差别，遥远的让人拒之千里。人心真的不可变，就像闰土
与鲁迅之间，从前，他们一起捉角鸡，一起看跳鱼儿，一起
拾贝壳……而现在，一句看似恭恭敬敬却冰冷无比的“老
爷”，使他们之间“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也使得闰土
被封建社会的礼教牢牢束缚住，变得麻木不仁。还有他那迷
信神的.封建思想也是这其中的一个原因。人们的内心变化让
鲁迅对故乡的那份美好的记忆都破碎了。

故乡读后感篇五

许多人曾把绚丽多彩的朝阳描绘成徐徐向我们走来的花枝招
展的少女，更多的人也曾用五彩缤纷的语言描绘出火红的夕
阳西下之后，在这一派迷人的夜色之中，偶然捕捉到了星光



的星光倩影……远处闪烁着的圣洁的光，已分不清哪里是灯
哪里是星了，这里是灯的海洋，这里是星的海洋，仰望空间，
那天幕上竞镶嵌着无数晶莹的珠宝，就像那骤然揭开的灰色
的贝壳，柔软的里层竞孕育着一层迷人的饱满的珍珠，万头
攒动。然而这里与之不同的是，天幕中闪烁的光是银白色的，
这，不禁使我又想起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中洁白的荷花！

但我觉得，这里，难道不比那“刚出浴的美人”般的荷花还
要醉人吗？这竟使我的贪婪的私欲发作起来，伸开双臂去捕
捉它来尽情的玩赏。然而，那又是怎样可笑的妄想啊！它们
是圣洁的，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当我微微动了一下，由于
痴神仰望而有些酸痛的脖颈的时候，与我眼光平行的远处，
居然呈现出一片奇秘的海洋，海面上波光粼粼，但没有汹涌
的波涛，没有吼叫的海风。然而这里并不是寂静的，听，那
里有清脆的“嘀嘀嘀”的声音，噢，还有两颗闪亮的流星在
后面紧紧追逐。啊，那故乡的夜晚！那迷人的星光与万家灯
火！评语：语言精美，感情真挚。

故乡读后感篇六

一个住在奥沙克山区的男孩——比利，为了实现自己的愿
望——拥有两条红骨浣熊犬，经过两年的努力，两年的奋斗，
两年的艰辛，两年的省吃省喝，成功的做到了！这让我很震
惊，如果是我，我可能看到困难就直接放弃了，两年换两条
狗，这是怎样的决心才能做到啊！要对动物有绝对的热爱，
不然，俗话说“一寸光阴一寸金”，你能用两吨金子去换两
条狗吗？更何况“寸金难买寸光阴”呐！而且是两条狗，主
人公怕一条狗孤单，多用了无价的一年光阴！而比利，这个
普通的男孩不仅做到了，还和两条猎犬并肩作战，捕获许多
浣熊，参加捕浣熊大赛，一举赢得了两个奖杯！

多么让人潸然泪下的事！但对于我和大多数人来说，“捕浣
熊”是一个很陌生的词，连浣熊长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但
从作者极具感染力的文字中，我强烈地感受到捕浣熊有多么



激烈，多么困难：比利需要费劲地跟着老丹和小安跑，去追
逐浣熊；在第一次捕捉时砍倒好几人抱的大树；跟着老奸巨
猾的浣熊绕圈圈；在小安掉进冰窟窿时设法救出……这对于
我来说都是十分艰巨的`挑战，不仅需要体力，还需要脑力，
估计我跑个几圈下来，就一定瘫在地上了！再说了，这儿不
仅仅是有浣熊，还有热带雨林独有的蛇虫，被咬上一口不仅
疼痛难耐，而且是致命的！

是比利的恋狗情结牵引着他，从而经历了一段疯狂的、让人
着迷的体验。老丹、小安，这两条个子小巧行动灵敏的猎犬
是比利最好的伙伴。这个奇妙的组合非常坚强、有默契，老
丹的勇猛、坚持不懈与小安的敏睿、灵巧互补，给比利带来
意想不到的惊喜，使他的童年充满了彩色的泡泡。同时，比
利也在其中尝到了随时可能到达另一个世界的恐惧，和其他
事物的亲身事例：鲁宾的肚子被斧头插进，见到了另一个世
界的容貌、老丹和小安在同山狮的激烈战斗中负重伤，老丹
无奈离去了，小安也伤心的绝食而死。但在这悲伤的时刻，
奇迹发生了：天使将红色羊齿草的种子播撒在两只猎犬的坟
墓间，美丽的红叶为老丹和小安的灵魂之间架起一座鲜艳的
桥梁。

一段多么美妙的回忆，读完这本书，一种奇妙的滋味飘忽在
我脑海中，使我很激动，也想拥有一段轰轰烈烈、无所顾忌、
疯狂、high翻了的、靠自己用心谱写的记忆，好不枉我十几年
的童年即将离去。希望在剩下几年间，有一次充满神奇色彩
的举动，为童年描上最美好、最难忘、最轰轰烈烈的一抹色
彩，并从中享受、懂得、成熟。

故乡读后感篇七

我对乡愁最初的感知，来自余光中的那首诗——《乡愁》。
在那首诗里，乡愁是少年离家的想念和无助，是和爱人的苦
涩分离，是和母亲的无奈死别，也是和故国家园的隔海相望、
难以回归。



真的乡愁是离家之后才生成的，你不曾刻意体会，它已不知
不觉根植在你灵魂深处。随时随地勾起你无尽的思绪。有时，
是一种家乡的小吃；有时，是一句熟悉的乡音；有时，是一
首家乡的歌谣；有时，只是一个熟知的地名……家乡的一草
一木，山山水水，都历历在目却已遥不可及。对故乡的怀念，
从嗅觉、味觉、听觉、视觉充斥着你，一点点细微的记忆，
都会带给你强烈的触动。寂寞的时候抬头看天，觉得那朵天
边飘过的云也来自故乡，带来了亲友的问候和关切。

你处于一种漂泊的状态，没有根基，没有依靠，也没有方向，
只是随波逐流。这种漂泊让你游离在世界之外，所到的每一
处都不是你记忆中的故乡。

当我读到熊培云的《追故乡的人》，他对于乡村生活的记忆
是如此熟悉，对于乡愁的抒写是如此真切，那些精湛隽永的
短文和一帧帧黑白画面，立刻引起了我的共鸣。

他在《上大学的.树》里写到：“一批批的大树进城了，农村
千疮百孔。那一天，我突然觉得自己变成了一棵考上大学的
树。和这些被削枝去杈的树的命运一样，我当年也是被时代
的巨浪连根拔起，冲进了城市，待漂浮不动了，就在一个角
落里扎下根来。”很多和他一样生于乡村的农家孩子，“考
上大学”跳出农门，从此告别故土，在城市生活。就好像那
些来自乡野的树，在城里难免“水土不服”，灰头土脸。

这或许就是我始终很难融入城市的原因吧！当我回到田间，
脚踏土地，我便会觉得安心自在。他又说：“一个人只有离
开故土，才能茁壮成长。”在故乡，你只是一个盆景，不断
地走出去，走到更广阔的天地，就好像不断地给自己换盆，
才可能长成参天大数。

故乡，就是用来怀念的。一旦离开，我们就将永远失去故乡。
我们一次一次地回归，又一次一次地远离，故乡已经不止是
一个地理和人情的存在，而成为一种精神图腾，一种思想寄



托。

熊培云说，故乡是双重枷锁，它既是一个回不去的地方，也
是一个走不出的地方。为了能够早日从沉重的故乡情结中走
出来，他一面不知疲倦地回到故乡，甘愿成为故乡的囚徒；
一面以更宽阔的世界为故乡，以天地和自然为故乡，以思维
为故乡。作为一个追故乡的人，他试图在找到故乡的同时找
到自由。

他后来走过许多地方，巴黎、纽约和东京，在巴黎大学的校
园里，在美国乡村的大树下，他有一种回家的“怦然心动”，
他说：此心安处是吾乡。

此心安处是吾乡。回味这句话时，我忽然意识到，乡愁其实
是一种对未知命运的不安和惶恐，是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情
愫。人类和母体分离的那一刻，就离开了真正意义上的故乡，
踏上了追寻之路。辗转几十年的上下求索，不过是为了一个
安心之所。

心无归处，故乡何在？

故乡读后感篇八

读完鲁迅先生的《故乡》这篇文章，我最想说说文中的闰土
了。

鲁迅在文中回忆闰土时讲了一个活泼能干的少年形象：“深
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
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
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
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是一个典型的南方英俊少年
形象。在家族的一次大祭祀中，闰土和鲁迅认识了，并成为
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虽然他们家境不同，那时，闰土的家
境虽然不是很好，但是他知道许多事，见多识广。而鲁迅家



境很好，是个地主少爷。却整天被困在四角的天空里。闰土
向他讲了许多稀奇的事：獾猪、刺猬、猹、角鸡、鹁鸪……
使鲁迅难忘。

但二十年后，当他们再见面时，闰土竟然还叫他“老爷！”
书中是这样描写的：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
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
叫道：“老爷！”二十年了，怎么这样叫？以前是以哥弟相
称的好朋友。鲁迅感觉他和闰土间隔了一层透明的屏障。是
永恒的，不可破碎的。

故乡读后感篇九

从鲁迅的《故乡》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的童年是一座被尘
封的大院。

童年的'鲁迅，仿佛是一个生活在天堂的魔鬼，丰衣足食却寸
步难行;而闰土则是生活在地狱的天使，生活艰辛但充满快乐。
闰土的童年必须要看瓜田，但他自由、快乐。鲁迅的童年虽
丰衣足食，但他只能悲哀地念着“之乎者也”。闰土还可以
去做无穷无尽的新鲜事，看无边无际的海洋;而鲁迅只能看到那
“四角的天空”。

没有了自由，多少财富都是破铜烂铁。自由才是真正的金子!

可那毕竟是几十年前的封建社会，离现在已经有那么漫长而
浩瀚的一段历史。可是，到了现在的社会，大人们还是大同
小异、异曲同工地为我们打造一个标准童年：束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