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抒情读后感(优质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
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
家能够喜欢!

抒情读后感篇一

史铁生是我最喜爱的作家，没有之一，我深刻地记得他是的
最后一天去世的。听到他去世消息的那一刻，我仿佛感觉像
是失去了亲人一样，眼泪在眼圈里打滚。这个暑假重拾他的
一系列作品，眼睛再一次模糊，不仅仅是感动，更是感同身
受。是啊，作品就是读者与作者的心灵对话。

史铁生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充满着对生命的叩问，对命运的
思考贯穿其所有创作。史铁生毫不避讳对生、死、命运、信
仰、苦难、爱进行终极探索，他的作品以对生命的热爱和对
人生应有的信念深深地触动了每一位敬爱他的读者的心。

史铁生先是双腿残废，然后又患肾病并发展到尿毒症，两三
天就要做一次透析来维持生命，一生受着病痛的折磨。在史
铁生看来，残疾和爱是人类的重要组成部分，爱也是史铁生
的写作主题之一，爱也让史铁生去思考生命的意义。史铁生
的苦难是从延安插队开始的，但他并没有一直怨愤，反而学
会了感恩。怨愤在史铁生的生命里逐渐减少，直至没有；爱，
却在史铁生生命里逐渐地增强。

在史铁生那里，感受到最强烈的应该是母爱了吧！母爱是普
遍伟大的存在但又是独特的。正如但丁所说：“世界上有一
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无论是在《合欢树》
中想尽一切办法医治儿子的双腿的母亲形象，还是在《我与
地坛》中，在偌大的地坛里艰难地寻找儿子的母亲形象，在



史铁生那里，都已定格成苦难的母亲，活得最苦的母亲。因为
“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里总是要加倍的。”在散文《我与地
坛》中，史铁生用他那最清新、最朴素、最干净的文字表达
了最深切、最感人的母爱之情，更表达了他对母亲的深深怀
念和无限的自责与后悔。“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
待。”在史铁生那里，母亲已成了他生命中的结，他这样写
道：“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
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在散文
《秋天的怀念》中，母爱让那个心境狂躁的儿子，那个从未
真正理解母亲的儿子，那个最终在母亲一去不复返中得到活
的启示的儿子，最终决定远离死亡尝试活下去，正如作品中
所说的那样要好好活。”母爱是史铁生在面对残疾的路上感
受到的最深刻的爱。正是因为这种深刻的爱，坚忍的母亲，
让史铁生体悟到了生存的意义，即要好好儿活，好好儿活。
坚强的拼搏下去就是在成就生命的意义，就是在回报母亲。

此刻，我又想起了我的婆婆，因为意外在去世。在重症监护
室里，我知道她很想活下去，她紧紧拉着我的手，不愿我离
开。她也是个苦难、一生没有享过福的母亲。也让我想起了
因飞机意外坠毁而留下妻子和3个女儿的科比。还有暑假期间
的河南大暴雨以及持续的疫情，让我们明白，平安健康比什
么都重要，就是好好活着。其实我们还可以读到史铁生要传
达的另一层意义：时间不等人，我们要好好珍惜眼前人，对
于父母亲人，更是要好好关爱。

抒情读后感篇二

文/史铁生

我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
个怎样的难题。

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
我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呆



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她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
整天都想些什么。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
地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

母亲知道有些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
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她料想我不会愿意她跟我一同
去，所以她从未这样要求过，她知道得给我一点独处的时间，
得有这样一段过程。她只是不知道这过程得要多久，和这过
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每次我要动身时，她便无言地帮我准
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看着我摇车拐出小院，这以后她会
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

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么事又返身回来，看见
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
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待她再次送我出
门的时候，她说：“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我说这
挺好。”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听出，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
安慰，是暗自的祷告，是给我的提示，是恳求与嘱咐。只是
在她猝然去世之后，我才有余暇设想。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
漫长的时间，她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
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

我可以断定，以她的聪慧和坚忍，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
夜，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她思来想去最后准是对自己
说：“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去，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
果他真的要在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
”在那段日子里――那是好几年长的一段日子，我想我一定
使母亲作过了最坏的准备了，但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
为我想想”。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她想过。那时她的儿子，
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
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
总是要加倍的。

她有一个长到二十岁上忽然截瘫了的儿子，这是她唯一的儿



子。她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事无法代替。她
想，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呢也行，可她又确信一
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
这条路呢，没有谁能保证她的儿子终于能找到。――这样一
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

有一次与一个作家朋友聊天，我问他学写作的最初动机是什
么?他想了一会说：“为我母亲。为了让她骄傲。”我心里一
惊，良久无言。回想自己最初写小说的动机，虽不似这位朋
友的那般单纯，但如他一样的愿望我也有，且一经细想，发
现这愿望也在全部动机中占了很大比重。这位朋友说：“我
的动机太低俗了吧?”我光是摇头，心想低俗并不见得低俗，
只怕是这愿望过于天真了。他又说：“我那时真就是想出名，
出了名让别人羡慕我母亲。”

我想，他比我坦率。我想，他又比我幸福，因为他的母亲还
活着。而且我想，他的母亲也比我的母亲运气好，他的母亲
没有一个双腿残废的儿子，否则事情就不这么简单。

她匆匆离我去时才只有四十九呀!有那么一会，我甚至对世界
对上帝充满了仇恨和厌恶。后来我在一篇题为“合欢树”的
文章中写道：“我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闭上眼睛，想，
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糊的我听
见了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
'我似乎得了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
过。”小公园，指的也是地坛。

只是到了这时候，纷纭的往事才在我眼前幻现得清晰，母亲
的苦难与伟大才在我心中渗透得深彻。上帝的考虑，也许是
对的。

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走，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
白昼，我只想着一件事：母亲已经不在了。在老柏树旁停下，
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鸟儿归



巢的傍晚，我心里只默念着一句话：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
把椅背放倒，躺下，似睡非睡挨到日没，坐起来，心神恍惚，
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坛上落满黑暗然后再渐渐浮起月光，心里
才有点明白，母亲不能再来这园中找我了。

曾有过好多回，我在这园子里呆得太久了，母亲就来找我。
她来找我又不想让我发觉，只要见我还好好地在这园子里，
她就悄悄转身回去，我看见过几次她的背影。我也看见过几
回她四处张望的情景，她视力不好，端着眼镜像在寻找海上
的一条船，她没看见我时我已经看见她了，待我看见她也看
见我了我就不去看她，过一会我再抬头看她就又看见她缓缓
离去的背影。我单是无法知道有多少回她没有找到我。

有一回我坐在矮树丛中，树丛很密，我看见她没有找到我；
她一个人在园子里走，走过我的身旁，走过我经常呆的一些
地方，步履茫然又急迫。我不知道她已经找了多久还要找多
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决意不喊她――但这绝不是小时候的
捉迷藏，这也许是出于长大了的男孩子的倔强或羞涩?但这倔
只留给我痛悔，丝毫也没有骄傲。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
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
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

儿子想使母亲骄傲，这心情毕竟是太真实了，以致使“想出
名”这一声名狼藉的念头也多少改变了一点形象。这是个复
杂的问题，且不去管它了罢。随着小说获奖的激动逐日暗淡，
我开始相信，至少有一点我是想错了：我用纸笔在报刊上碰
撞开的一条路，并不就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年年月
月我都到这园子里来，年年月月我都要想，母亲盼望我找到
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母亲生前没给我留下过什么隽永的哲
言，或要我恪守的教诲，只是在她去世之后，她艰难的命运，
坚忍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随光阴流转，在我的印象中愈
加鲜明深刻。



抒情读后感篇三

夜了，煮上沸开水，泡一杯香茗，淡淡的清香扑鼻，温润了
我干涩的心，走到窗前，依窗远望，黑帷紧紧裹着我的视线。
于是轻嗫一口，倍感温馨，母亲的心是我的世界，活在母爱
的气息里，我感奋至及。那淡淡的景与缕缕清香交织重叠，
再添上史铁生先生巧夺天工之作—《我与地坛》，读来颇有
隽永深邃之气。

曾记教师说过：世间最伟大的是爱，尤其是母爱。在得知史
铁生少量背景资料后，我试着去按照教师要求赏析这篇文章，
我怎样开始有本事来体会一个大作家的感情是共同的感情，
将我与作者拉得更近，原先还是感情成为我成熟的催化剂。

在《我与地坛》中，作者向我展露了一份沉郁与厚重的思想
感情，深邃而透辟，文笔优美而坦诚，丝毫不乏一个作家的
独特视角认识事物的共性。

作者在文中与地坛的关系渗透着看似简单实则极为丰富的感
情，地坛中的风风物物，在作者感情的重染下仿佛变得灵气
十足的感情，那里有人物与自然的对话;人的感情、思想间的
相互碰撞，在第二部分作者贯穿的始终是对母亲诚挚的热爱，
对往事的追忆，交织着作者对母亲的理解与对往事的悔恨，
对亲情的感悟。

我只能用我乏缺的言语来描述作者复杂的心绪以及深刻的人
生启迪。

杯中茶水早尽，唯留苦涩后沁人心脾的甘甜，还有杯子的余
温。我静静地驻立在那里，如张爱玲一般的享受清风，还去
享受扩大的爱。

也许我没有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那种对大众高尚的
爱，也许我没有韩愈《左迁蓝关示侄孙湘》中那种忠贞;也许



我将来没有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中那样的豪情壮志，但
我有着对母爱的庄严肃敬。呵!我不失望。原先总期望所有完
美的事物都被自我占有，而此刻已经不再奢求，因为我已经
占有了母爱!

我与地坛史铁生作品读后感范文3

在读《我与地坛》时，我仿佛不是在读书，而是在倾听一位
知己细细地讲述他的故事，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这篇散文给我的感受是：母爱是世间最伟大的力量。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珍贵的东西叫幸福，它看不见，摸不着，
却一向在你的身边。有的人认为幸福是荣誉，是金钱，是权
力，而我认为，幸福是母亲对你深深的爱。

经过阅读《我与地坛》，我也深深的反思了自我种.种不对。
写作业时，妈妈让我身体要挺直，肩膀不要一高一低，我总
是会反驳一句：这跟您有什么关系;暑假里，我每一天都吃冰
条，妈妈说，女孩子冰条吃多了对身体发育不好。可我还是
趁您上班了，偷偷吃。我还记得许多这类的事，可是在做过
之后没有勇气对您说对不起。妈妈，我爱您!是您给了我一个
充满爱与奇迹的世界;是您在我身边不断的督促，鼓励我去勇
敢地放飞自我的梦想;是您给我自信，让我微笑着去应对生活。

史铁生哲思抒情散文《我与地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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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读后感篇四

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
年。”

当史铁生见到这地坛时，它一面侵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
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
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俞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
盛得自在坦荡，饱经了岁月的洗礼，充斥着时间的沧桑，早
已没有当年的金碧辉煌——就像如今的史铁生，本应是最狂
妄的，最有可能的年龄，却忽地废了双腿，这对任何人，都
是莫大的打击。而地坛，却为他准备好了一切。

史铁生常常到这地坛去，日子久了，几乎到处都有着他的车
轮印，每天看着上下班的人群，看着和他一样，不明白为什
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看着这园里的一草一木，思索着同
一个问题——关于死。就这样想了几年，最后终于弄明白了：
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死亡，是每个人必然会经历的的一件事，每个人活了一生，
到最后的尽头，都是一块冰冷的坟墓。无论你这一生是怎样
的，它都会如期到来，逃不掉，却也求不得。

史铁生的地坛，给了他这一生，最好的答案。

常常到这地坛的，不止史铁生，还有他的母亲，那个苦了一
辈子的女人。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
母亲，她不想阻止史铁生出去走走，但又怕他在地坛里胡思
乱想，当史铁生在园子里待的时间太长时，她总会来找他。



她也知道要给儿子这样一段独处的过程，她只是不知道这过
程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头是什么，她不知道儿子会不会好
起来，她不知道她的儿子会不会在这过程中出事......她选
择了承担，承担一切的苦痛，承担着所有的不幸。她还没有
见到儿子有所成就的那一天，就先离开了这个世界，活在世
上，只是为了帮儿子分担着忧愁，却不能与儿子一起分享喜
悦。“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
这园中，不单单到处都有过史铁生的车辙，有过他车辙的地
方也都有过他母亲的脚印。

史铁生的地坛，充满了无私的母爱。

这地坛，也有着其他的一些人，老夫妇，饮者，爱唱歌的小
伙子......

还有，那个孩子——她是个漂亮而不幸的小女孩，她是个有
些弱智的孩子，有个爱她的哥哥，还有着一群欺负她的人。
当她被欺负时，他的哥哥就会出现，然后无言的将她带回家。
为什么会有差别?又为什么会有人会去承担痛苦?一个世界，
必定会存在着差别，不然就如同一潭死水，毫无生机，只好
接受差别，接受苦难，因为这是存在的本身。差别，成就了
一方，却又让另一方深陷泥潭。

史铁生的地坛，是人类社会的缩影。

地坛，就像是他的一位知心朋友，与他共度了十五个春秋，
与他见证了无数人的故事，品味了人生百味。

“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
多年。”

公众号：甘泉语文栖息湿地



抒情读后感篇五

在生命最灿烂的青春年华，命运却与史铁生开了一个玩
笑――失去了双腿。从此，他的生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失
去双腿，这种难言的痛苦也许会使有的人放弃生命，从此一
阕不振。史铁生，在失去双腿的最初，它与普通人一样，有
种对生活的放弃。――“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
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
了轮椅总是到它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
另一个世界。”

然而，一座废弃的古园――地坛，改变了他的人生。这篇文
章中，没有华丽的语言，没有精湛的手法，却用它朴实无华
的文字中充满了史铁生真挚的情感，文字中的哲理，深深地
吸引读者。

史铁生二十一岁时，失去了双腿，在这个美好的年龄失去双
腿，无疑对他来说是五雷轰顶。这惨痛的灾难，对正年少轻
狂的他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他变得颓废，变得对生活失去
希望。然而，母爱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希望，史铁生拒绝了
死亡。当史铁生在痛苦中煎熬时，他的母亲又何尝不是
呢？――“儿子的一切苦难，在母亲那里都是加倍的。”史
铁生来到了地坛，一个宁静的地方，在这里，他遇到了一对
老夫妇、一个唱歌的青年、女教师、长跑运动员、弱智的女
孩……这些人，为他展现了生命的意义，让他领悟了生命的
真谛。

在他在地坛中，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时，他的母亲依旧在烦恼，
为了儿子的安全，她常常悄悄地去寻找儿子，有时甚至因此
而迷了路。史铁生很幸运，正是因为这一个个平凡的人，一
件件平凡的事，让他从生活的阴影里走出，重新振作起来。
可以说，史铁生的转变，与地坛，和地坛中的一切，是密不
可分的。



生命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也是独一无二的东西。没有生命，
梦想，成绩，都只是浮云。人生不可能是完美的，其中一定
会有无数的挫折，而这些挫折，却不能成为放弃生命的理由。
而这些挫折，应该是激励你不断前进的动力，每一次挫折之
后，你的灵魂都将得到一次升华，你将变得更加成熟。不经
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正是因为这些挫折，我们才能体会到
人生的乐趣。只有经历挫折，才会让我们明白生命的价值和
意义。

挫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放弃希望。在残奥会上，有多少
残疾人为国争光，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的伤残而放弃希望，
他们甚至可以超越那些健全的人。霍金，一位伟大的科学奖，
他所承受的痛苦是难以想象的，命运将他永远地固定在了轮
椅上，但他却并没有因此放弃，他认为：“我的手指还能活
动，我的大脑还能思考；我有终身追求的理想，有我爱和爱
我的亲人和朋友；对了，我还有一颗感恩的心……”他并没
有退却，还成为了一名伟大的科学家，远远地将那些健全的
人甩开，霍金用他的生命铸造了一个神话，完美地诠释了生
命的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