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好的我们读后感(优秀9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
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
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最好的我们读后感篇一

“我”这个字，是会意字，本义是兵器，冷硬静默，恰如黎
明时分，苍然天色。而从“我”到“我们”，“有夫有妇，
然后为家”，再不无依；从“我们”再到“我们仨”，“室
为夫妇所居,家谓一门之内”，愈发热闹，透着阳光曝晒之后
松软床褥般随性慵懒的惬意。

“那买花的男人和簪花的女人，最后到底怎么样了？是否厮
守终身？可曾共偕白头？”毫无疑问，钱钟书和杨绛琴瑟和
鸣。初见即倾心，诗歌唱和，共同游学，携手风雨，心有灵
犀，柴米油盐里氤氲着醉里吴音相媚好。待到老少同欢眉上
笑，一家人相依相扶，散步谈心，“吃馆子连着看戏”。正
如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中谈到，“我活得很充实，也很有
意思,因为有我们仨。也可说: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因为
是我们仨……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
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
自做力所独及的事。”

所谓幸福，莫过如此：心里宁静如微火熬煮老汤，悠悠咕嘟
着热气，好半晌冒个泡，有一个算一个，起承转合毫不仓促。

杨绛先生在书中遗憾道，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
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先生之
言甚善。单看“永远”一词，就生喟叹：“永”字象形，解
释为水流长；“远”字形声，意为走路走得长。“永远”是



什么意思呢？水流长，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路行
长，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自是山长水阔，天各一方。

在笑与泪间活过来的他们，正如木心先生常言，“万头攒动
火树银花之处不必找我。如欲相见，我在各种悲喜交集处,能
做的只是长途跋涉的归真返璞”。不喜不悲不嗔不怒不怨不
恨，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此为文人气质。

笔墨挥洒宣纸砚，素染一页纸白，墨晕半砚成殇。伊人妆，
秋眉晃，远了身姿，轻了佳音，明快却空灵蕴藉，连文偕人
全是满目精致，美不胜收，生刍祭。

最好的我们读后感篇二

花一个周末读完了这本《我们仨》，准确来说也四个来小时，
篇幅较短，记录的大多是回忆的生活琐事，但就是在这生活
琐事的字里行间中，洋溢着满满的“情”，亲情，温情，悲
情。

“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带着满满的思
念，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失散的仨人，只留下杨绛先生一人
来思念，确是“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这是死别的深痛思
念。

敬佩钱钟书和杨绛先生对生活、对家庭的态度和方式，与世
无求，与人无争，一家人相守在一起，同甘共苦，各自做力
所能及的事，在点滴生活中发现乐趣。也敬佩他们对自己兴
趣和工作的'坚持，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读书和
工作，相濡以沫的两人有共同的乐趣是莫大的幸福。

读别人的故事，过自己的生活。要学的是这种面对纷繁复杂
的世事淡然处之的态度，是这种始终不迷失自己坚持做喜欢
的事的状态。快乐可以很简单，但快乐又来之不易，就像杨
绛先生说的“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



虑。”“人间也没有永远”要学会珍惜当下的时光。

寥寥数句，聊表对本书的喜爱。读了杨绛先生的作品，又勾
起我重读钱钟书先生《围城》的兴趣了。

最好的我们读后感篇三

读很多的随记也写下很多的文字，浅浅淡淡似乎还能感受到
那是的安稳自由惬意和一种特殊的安静的力量。我今天想向
大家分享的是读完杨绛先生的《我们仨》这本书读后感，有
温馨的亲子互动的片段，有亲人生死离别的悲痛瞬间。

《我们仨》这本书主要分为三部分，分别是我们都老了，我
们仨失散了，还有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杨绛先生一开始就
是写了一家人的生活变化，钱钟书先生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艰
难的磨难后得病离开了，而在他离开之前，他们的女儿杨媛
不幸得病去世。我觉得全文最能引起读者共鸣的是第二部分
吧，这是杨绛先生将他们仨刻画得最淋漓尽致的部分，有孩
子和家长的亲切互动，有福气之间的小吵小闹，有一家人的
和睦温馨。在第二部分还有涉及到孩子教育的问题，社会环
境的变化等一些和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小编最喜欢的
片段应该是杨媛刚出生和童年的时候，她是很乖的孩子，会
逗父母开心，在生病的时候也不想让父母担心，这是多么让
人疼爱的孩子。

小编我其实是不太喜欢离别的吧，我觉得有时候分别了，就
可能再也不见了。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总会避免不了离别，
我们总会不舍的，也有人会坦然面对，他们觉得毕竟在同一
个世界不会再也不见的。《我们仨》中杨绛先生在最后描述
了她的女儿和她的丈夫先后离世的过程，在这期间她有过悲
痛，有过回忆，最后只剩下思念还在她的生命中，这是令人
梗咽的结局。

在最后小编想说在我们还年轻，父母还能与我们常言欢笑的



时候多陪陪他们吧，想想那个童年不断捣蛋让父母生气的自
己，想想那个为了我们上学不迟到天还没亮就起来做早餐的
妈妈，那个放弃出差陪着我们出去郊游的爸爸。

我一定不辜负世界的温柔，做一个常怀感恩之心的人。

最好的我们读后感篇四

可惜聚散总有时，杨先生于耄耋之年无望的看着自己一生最
爱的两个人的离去，心该有多痛。每每想到这里，眼前就不
禁浮现出杨绛先生步履蹒跚，老态龙钟的样子，她一个老人
家，就那么一步一步缓慢地走着，身边没有一个可以依托之
人。因为老眼昏花，体力不支，自己不得不随时停下来歇歇，
但是，她还得继续走，因为自己最爱的人还在等着自己，她
得走着去看看他们，送他们一程。

“他（钱钟书）故意儿慢慢走，让我一程一程送。”看到这
句话心里感觉特别难过，一种荒芜的情绪突然淹没了我。明
知是要去赴死的，却为了让活着的人不那么难过，努力的眷
恋了这个世界。即使这样的结果徒劳无功，但其中深刻而真
挚的感情，真的是让人无法不动容。

可能是因为自己的人生经历还不够丰富，境界太低，目前还
体会不到更深层的感受。面对至亲的离去，杨绛先生虽然悲
痛欲绝，但更多的，还是一种超脱和看得开吧。她在《我们
仨》里面所说，我要留下来清扫现场。人世无常，而人在这
个世界上成长，便是一个不断让自己的心灵染上尘垢的过程。
禅宗六祖慧能“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故事广为人知。
但我想，我可能一辈子也达不到这样的境界吧。我知道对于
人生，我也会时时困顿，时时迷茫，根本做不到“本来无一
物，何处惹尘埃”，只能是“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和洗衣服，吃饭，打扫垃圾是一样的道理。杨绛先生学冠中
西，且对于中国释道也颇有研究，才会说留下来清扫现场吧。
因为如果真的是本来无一物的话，那又何需清扫呢？其实，



我们都只是凡人，而凡人，如果想当一个好人，当一个心灵
干净的人，真的是需要不断修行，不断的反省，不断的干些
给自己的心灵洒水除尘的活的，甚至是像对待洗干净的衣服，
被套一样，需要把它及时的拿出去晒一晒的。心干净了，你
的世界才会干净。心阳光了，周围俱是暖暖的春意。

这本书不仅仅增加了我对杨绛先生的崇敬之情，同时让我觉
得自己应该好好孝敬父母。真的，他们对孩子的惦念是一生
一世的。那么无私，那么伟大。而老年人的困境，又何曾是
我们能体会的呢？身体素质已经是江河日下，也不能够再给
予子女一丝助益。其实这时候，正是我们年轻一代孝敬父母，
回报父母的时候啊。

最好的我们读后感篇五

《我们仨》是一本相当温暖的书，浓的化不开的思念，看得
直叫人心碎。“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
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
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杨绛先生用了很大篇幅，来叙述他们夫妇两人，从三十年代
相遇到九十年代相失之间的很多细节。作为高等知识分子的
他们三人，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更有着正常人的生活与喜
怒哀乐。

在《我们仨》里：

钟书这段时期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
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
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

“墨水呀!”



“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
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下
一次他又满面愁虑，说是把门轴弄坏了，门轴两头的门球脱
落了一个，门不能关了。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
放心回去。

在这里，钱钟书先生似乎象一个憨态可掬的娃娃，其形象让
人觉得可爱又爱怜。我非但不觉得可笑，反而觉得这就是一
个真实的人。事实上，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辈子“钟”于
书的人，自然是没有时间去对付生活中的琐屑之事的。生活
中的“低能”现象就不足为怪了。在这描述中，让我也体会
到他们琴瑟和鸣、伉俪情深和两人间浓浓的爱意。

就是如此相知相爱相契的一家人，在1997年钱媛病逝，1998
年钱钟书病逝，杨绛女士已经是83岁的老人，受到了何等的
打击，非常人所能承受，杨绛在描述爱女病重去世时自己悲
痛欲绝的心情时：

“我觉得我的心给捅了一下，绽出一个血泡，像一只饱含热
泪的眼睛……”

“我的心上盖满了一只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这时，泪一起
流下来。”

“胸中的热泪直往上涌,直涌到喉头。我使劲咽住,但是我使
的劲儿太大,满腔热泪把胸口挣裂了。只听得噼嗒一声,地下
石片上掉落下一堆血肉模糊的东西。迎面的寒风,直往我胸口
的窟窿里灌。我痛不可忍,”

读了这本书仿佛是随着杨绛先生的脚步经历了整个人生，也
认识了钱钟书先生，看到了大作家也有笨拙、调皮的一面;也
看到了不管是多么有才学的人，也要似平常人一样过着柴米



油盐的生活。但是我又看到了他们和常人不同之处，就是那
一份无论面对任何困难都能以平常心面对的超然心态。这恐
怕就是能够专心做学问的根由吧。

最好的我们读后感篇六

这本书是语文老师推荐的寒假图书中，的一本，这一本比前
几本相比来说，不是那么的好看，因为我觉得它太平淡无味
了，这类的书可能不太适合于我，所以今天说的可能说的就
比较无聊。

一开始读，并不是很愿意，而且还没读懂，我只是跟随着主
角——一个关心孩子的母亲，跟随着她那迷糊又不真实的梦，
读完了在古驿道上发生的事，我没有接着往下读，因为没有
读懂使我失去了兴趣，然后，我就睡着了，这就是我第一次
读这本书，但是根据上级要求必须两天内搞完不然我就要被
学校给处决，所以第二天我又开始拿起这本书，我总觉得有
一丝熟悉的困意，我在书中看到了钟书所在的孤独的小船，
更有阿圆向妈妈招呼的白白的小手。我开始思考。为什么钟
书会在小船上赖着不走？为什么钟书有时候感觉很累？为什
么他们一家不回三里河公寓一起住呢？为什么梦和真的一样？
那当然是预言梦啦！为什么阿圆的病情会在杨绛的梦里出现？
也是预言梦啦！

而且最为荒唐的就是。阿圆去世的那一天，是我生日！

我知道，这本书是悲伤的，是杨绛自己一人回忆的，书中有句
“当时没问，以后也没想到问，现在已无人可问”更是让读
者们大哭一场，但我没哭。读者肯定想，人在世，要懂得珍，
懂得惜，没了的就再也回不来了。要把握好现在，过好每一
分钟，即使“世间好物不坚牢”，也要微笑着面对明天，
让“好物”多一些，这样，才不会捞得个“后悔”二字。
（在书上找到的句子，自己改了一点点。）



最好的我们读后感篇七

起初有读《我们仨》的欲望，是因为这个温暖而饱含深意的
名字。整本书读完，觉得书的内容和它的名字别无二致。

这本书激起了我对人生的一种思考，让我更进一步确定自己
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过一种怎样的人生。“我们仨”的生
活并非一帆风顺，他们在国外留学时承受了生活上的种种不
适和沉重的课业负担，回国后与大家庭的相处也多有磕绊，
文革时期更是经历了一系列的变故，最终，还遭遇了白发人
送黑发人的心酸。这些疼痛和落寞可能是我们此生都未必会
遭遇的，但即使如此，在通读了《我们仨》之后，我感受到
的仍旧是他们生活中的温暖和爱，恬静的、不乱分寸的流淌
在艰难生活的每一天当中。这份温暖和爱，就是他们对人生
的态度，早已与他们经历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毫无关系。

我也想成为他们一样恬淡的人，有一生所爱的人，有一个想
要保护的家庭，和一两件怎样也割舍不下、愿意终生坚持的
事，这便是最好的人生。

“我们仨”都是出类拔萃的人，但是他们都没有野心，他们
毕生所努力追求的，不过是做好本职工作。他们从来都不争
取什么，即使被安排在了并不喜欢也不适合的岗位上，也选
择默默接受，并不反驳或做格外的要求。对于名利，他们唯
恐避之不及，甚至视名利为祸害，为累赘。钱钟书因《围城》
而出名，杨绛在本书的末尾处写到“他并不求名，却躲不了
名人的烦扰和烦恼。假如他没有名，我们该多么清净”。

知识是有重量的，它能够拉着人的心往下沉。书读多了，心
便沉静下来，对于很多身外之物便可以看得淡然。“我们
仨”能够过得这样温和，处变不惊，与世无争，与他们嗜书
如命有着极为直接的关系。读书对于他们来讲是终极幸福，
是生活的动力。杨绛在书中谈到“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
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



那些将读书视为升官发财的途径和手段的人，并非真的喜欢
读书。

直到钱媛年近六十岁患病不能起床的时候，她写给父母的书
信中仍不乏幽默的玩笑和温暖的昵称，这是一种超然的生活
态度。他们从年轻到年老，都沉浸在那些只有彼此了解的小
快乐中：出门“探险”，分享彼此的.“石子”，或者对着旁
桌的人“格物致知”，他们感到知足。

杨绛在书中好几处都谈到，钱钟书给人的印象是骄傲的，有
时也是呆板木讷的。但是我们也可以从杨绛的话语中明确地
感受到，她理解他，也欣赏他，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灵魂伴
侣”吧。越是有精神高度的人，越难找到能够理解自己的人，
而钱钟书和杨绛无疑都是幸福的，因为他们找到了一个能
够“看”到自己的人。

多么想也这样过一生。

最好的我们读后感篇八

《我们仨》的作者是杨绛，对于她，我只知道是钱钟书的夫
人，对于钱钟书，只读过他的《围城》，感叹书写的实在精
妙，那些比喻见解看的`也过瘾，除此，坦率地讲，知之甚少。
寒假里，极其偶然的机会，读到了《我们仨》，第一次走进
杨绛先生（大家都这样称呼）的文字世界，也第一次被其朴
素的文字后面厚重而深沉的感情深深地震动。书中有多处，
看的时候惹我落泪……。

我们仨：钱钟书，杨绛，钱瑗。

简单的文字，全书只有三章：第一部，我们俩老了。第二部，
我们仨失散了。第三部，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在回忆录的第一部分“我们俩老了”简短的开篇一章中，杨



绛这样写道：“有一晚，我做了一个梦。我和钟书一同散步，
说说笑笑，走到了不知什么地方。太阳已经下山，黄昏薄暮，
苍苍茫茫中，忽然钟书不见了。我四顾寻找，不见他的影踪。
我喊他，没人应。只我一人，站在荒郊野地里，钟书不知到
哪里去了。我大声呼喊，连名带姓地喊。喊声落在旷野里，
好像给吞吃了似的，没留下一点依稀仿佛的音响。彻底的寂
静，给沉沉夜色增添了分量，也加深了我的孤凄。往前看去，
是一层深似一层的昏暗。我脚下是一条沙土路，旁边有林木，
有潺潺流水，看不清楚溪流有多宽广。向后看去，好像是连
片的屋宇房舍，是有人烟的去处，但不见灯光，想必相离很
远了……”末句又说：“钟书大概是记着我的埋怨，叫我做
了一个长达万里的梦。”于是，从梦开始的独属于“我们
仨”的回忆就此拉开了序幕。

第二部分“我们仨失散了”，作者以最后几年我们仨相依为
命的情感体验为主线，以“古驿道”上的聚散展开来写，字
里行间满是令人断肠的痛。通篇中作者没有呼天抢地痛哭的
场面，没有细致入微对“痛”的描写，但正是那种含蓄节制
的痛，却能直击人心里最柔软的部分，是一种刺入灵魂的痛。
这一部分，杨绛用时而梦幻时而真实的手法，将一幕幕往事
交织在一起，迟暮之年的夫妇俩在老病相催之际，用真挚的
爱相互支撑着度日，直让人心里一阵阵发紧，令人扼腕叹息。
读着文字，一幅幅令人动容的画面浮现眼前，比如清冷的古
驿道上，“我”来来回回穿梭于客栈与寓所之间，步履蹒跚、
一脚一脚走进又走出万里长梦。当女儿阿媛住院一年无效不
幸去世的部分，小说中是这样写的：“她鲜花般的笑容还在
我眼前，她温软亲热的一声‘娘’还在我耳边，但是，就在
光天化日之下，一晃眼她就没有了。”“……我心上盖满了
一只只饱含热泪的眼睛，这时一齐流下泪来。我的手撑在树
上，我的头枕在手上，胸中的热泪直往上涌，直涌到喉头。
我使劲咽住，但是我使的劲儿太大，满腔热泪把胸口挣裂了。
只听啪嗒一声，地下石片上掉落下一堆血肉模糊的东西。迎
面的寒风，直往我胸口的窟窿里灌……”读这样的文字，感
同身受，泪流心伤。白发人送黑发人，从此生死两隔，刻骨



之痛！

但是尽管这么说，我却觉得我这一生并不空虚；我活得很充
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也可说：我们仨都没有虚
度此生，因为是我们仨。

“我们仨”其实最平凡不过的。谁家没有夫妻子女呢？至少
有夫妻二人，添上子女，就成了我们三个或四个五个不等。
只不过各家各样罢了。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
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
的事。碰到困难，钟书总是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
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
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
不寻常的遇合。”

书的末尾这样写道：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媛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
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的失散了。‘世间好物不
坚牢，彩云易散玻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
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我”寻觅的归途在哪里？‘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玻
璃脆。’这一声问，这一声叹，如敲窗的夜雨，不断敲打着
我的心。我依稀看到九十二岁高龄的杨绛先生，在经历了战
火、疾病、政治风暴，生离死别等生命的种种际遇，饱尝了
人世间的悲喜浮沉之后，是在怎样一种蚀骨的思念中，以最
朴素也最真挚的文字写下了“我们仨”的琐细点滴。

读完《我们仨》，我想，一本书的流行，不在于它辞藻之华



丽，不在于它情节之曲折，只要有情，有真情，那就够了。

最好的我们读后感篇九

这本书是语文老师推荐的.寒假图书中，的一本，这一本比前
几本相比来说，不是那么的好看，因为我觉得它太平淡无味
了，这类的书可能不太适合于我，所以今天说的可能说的就
比较无聊。

一开始读，并不是很愿意，而且还没读懂，我只是跟随着主
角——一个关心孩子的母亲，跟随着她那迷糊又不真实的梦，
读完了在古驿道上发生的事，我没有接着往下读，因为没有
读懂使我失去了兴趣，然后，我就睡着了，这就是我第一次
读这本书，但是根据上级要求必须两天内搞完不然我就要被
学校给处决，所以第二天我又开始拿起这本书，我总觉得有
一丝熟悉的困意，我在书中看到了钟书所在的孤独的小船，
更有阿圆向妈妈招呼的白白的小手。我开始思考。为什么钟
书会在小船上赖着不走？为什么钟书有时候感觉很累？为什
么他们一家不回三里河公寓一起住呢？为什么梦和真的一样？
那当然是预言梦啦！为什么阿圆的病情会在杨绛的梦里出现？
也是预言梦啦！

而且最为荒唐的就是。阿圆去世的那一天，是我生日！

我知道，这本书是悲伤的，是杨绛自己一人回忆的，书中有句
“当时没问，以后也没想到问，现在已无人可问”更是让读
者们大哭一场，但我没哭。读者肯定想，人在世，要懂得珍，
懂得惜，没了的就再也回不来了。要把握好现在，过好每一
分钟，即使“世间好物不坚牢”，也要微笑着面对明天，
让“好物”多一些，这样，才不会捞得个“后悔”二字。
（在书上找到的句子，自己改了一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