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江南柳读后感(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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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
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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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柳读后感篇一

花了三天的时间读完了格非的这部小说。

很久没有读到这样贴近现实的作品了，近一时期以来，有评
论家发现，许多善写现实题材的作家改写历史题材了，有些
让人忧心，确实也有点儿，特别是都市题材的，更是难有佳
作。这个混乱纷繁的当下，让人有点无法下笔的感觉，格非
似乎并不以为意，故意贴得紧紧的，时不时地就把时下的热
点事件、社会新闻穿插进去，几乎涵盖了这个社会的各个层
面，教育腐败、医疗特权、食品安全、房地产黑幕、强拆，
还有律师事务所里那些形形色色的案件，矛盾无时无刻不在
酝酿、产生、发展、恶化着，不过作者又偏偏不去用力，也
不去追究其始终，这样的手法，值得借鉴一下——我只陈述
事实，不表达意见，你能奈我何？敢于写，且能写到要害上，
是要一定功夫的，也是要一定社会担当的。许多作家觉得不
好写，干脆避而不写，知难而退了，多少有些怯懦吧？毕竟
每个时代都需要有它的书写者。

通篇故事并不曲折离奇，所以，能牵着人读完的，并不是浅
层次上的故事，而是别的深一些的东西。一是作者的语言功
力，许多闪着睿智光芒的语句被作者点缀在合适的地方，令
人把玩再三，心下默然；二是作者对当下现实的反思与追问，
文中的人们无不拼命在寻找世外桃源，甚至在苦心营建自己
心目中的世外桃源，但是他找到或建起的是真正的世外桃源



吗？三是对人的本性的思考，作者借他人之口，将这个时代
里的人进行了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分类，也颇值得玩味。

下面来说说文中的人物。首要人物就是男主人公谭端午，全
文的视角大多是以他的日常生活展开的。他是名校的中文专
业硕士研究生，而且差一点就读了博士。还是早年叱咤文坛
的知名诗人，到了当下却成了时代的边缘人，他妻子评价他
是个正在“烂掉”的人，他成天钻在家里玩音响，读《五代
史》，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日子，或者说是他在故意回避，
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始终缠绕着他。家里的大小事情都由妻子
做主，教育孩子他不得插嘴，买房装修他帮不上忙，而且还
帮倒忙，车不会开，钱也挣不来。多亏有两个铁哥们，才让
他不至于混得太不像样。这样的男人真应了那句话，百无一
用是书生。他由早年的放浪形骸、热血不羁，急速转变到后
来事业上的苟且偷安，婚姻上的俯首听命，让人深感造化弄
人，或许作者还想表达一种个体在时代巨变面前的无力感，
所以为我们塑造了这样一个让人爱不起来又恨不下去的角色。

围绕在男主角身边的女性主要有三个人：他的妻子、知己以
及母亲。

庞家玉（李秀蓉），谭端午的妻子，这是个顺应时代的女强
人，她受高人点化通过一些手段取得了律师资格证，并开始
了社会主流人士的主流人生。她家里家外一把手，与精明的
婆婆周旋，为儿子的学业操劳，她有温情的一面，多次在处
理案件时面对卷宗流下悲悯同情的眼泪。不过她也有缺点，
有令人可恨的一面，她对儿子学业的严苛到了不近人情的地
步，她对丈夫不忠，有偶尔的出轨行为。但所有一切都在一
纸诊断书面前化为了乌有。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在她生命
的最后几个月里，她彻底忏悔了，并且最终对丈夫说出
了“我爱你”三个字。

这是个多么矛盾的女性啊，特别是在管教孩子方面，简直到
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但是转眼过后她又会在儿子的睡床前后



悔自己的狂暴。社会残酷的竞争通过这种近乎变态的高压的
家教方式传递给了下一代，给孩子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
作者对其有着显而易见的批判。单凭这一点，也值得许多为
人父母的来读读这本书。

不过，文中儿子若若的成绩忽高忽低的变化又太过于戏剧性
了一些，小学时以年级倒数第二的成绩转入重点小学，初中
又是走后门进的重点中学，居然还在期中考时考到全年级第
八十三名，尽管后来跌到三百名，仍然有点不真实的感觉。

绿珠简直就是为中年谭端午量身订做的。那是个能将艾略特的
《荒原》的几个不同版本都一字不落背下来的文艺女青年，
略带忧郁，略带天真，有时喜怒无常。有时善解人意，带着
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对人无害，又轻易地能被人骗，这
样的人真的存在吗？值得怀疑，我们身边不缺女文青，缺的
是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子。因为女文青们也大都是很实际
的，她们大多待价而沽，期待某日钓到个把高富帅，真正能
把谭端午这样的落拓文人看在眼里的实在是稀有动物了吧。

谭端午母亲张金芳是个颇不简单的老太太，她能将律师女强
人的儿媳妇治得服服帖帖，她足不出户，但能通过一台25吋
的彩电获取大量的外界信息，儿子儿媳请她去唐宁湾刚装修
一新的房子里居住，她劈口就说不去，因为她知道装修有害
物质的“半衰期”会长达七年。“半衰期”这词儿也太专业
了些吧。不过有这样一个极品老妈，谭端午的个性或许反倒
又有了些理论上的依据。

陈守仁与凌吉士是直接影响着谭端午生活的两个人，前者死
得很是惨烈，之所以安排给他这样宿命般的结局，可能包含
着作者的一种批判意识，走在时代前端的这类人们，可能是
走得太快了些，所以注定会摔跤，甚至是吃大亏。凌吉士始
终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他串起了许多人和事，缺了
他还真是不行。



文中穿插了许多次要人物，但是也很出彩，甚至让人怀疑这
些人都是有原型。扒灰的老冯，玩世不恭的小史，黑白两道
都混得来的国舅，欺软怕硬的小钢炮，开破奥拓到处混饭吃
的文联老田及几个画家们，海外归来大发牢骚的宋蕙莲，光
头饭店的老板，诗歌研讨会上的那些人，无一不生动传神，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对小顾的描写笔墨不少，但人物形象有些扁平，不真实感强
烈，保姆小魏也有点类似的感觉，她们没有强烈的爱恨，像
任人摆布的玩偶。

文中最另类的人物应该是谭端午的同母异父哥哥王元庆了，
那个不知是真疯还是假疯的人。诗人和疯子最让人搞不懂，
而他偏是二者兼占。经历很传奇，但是又太传奇，你无法想
像一个书呆子型裁缝会去倒卖钢材并发家，不过后来去搞乌
托邦实验倒是还有可能，可惜壮志未酬身先伤。他一手建成
的那座现代化的精神病院有些隐喻的味道，同时这医院也充
当了一回新闻背景——上访人员被关精神病院似乎成了一时
的风气，作者对这一桥断的轻描淡写更强化了这一论断。

最后来谈谈不足。

作者像个医生，只诊病，并不负责开药方。文中的环境描写，
少有风清气爽的时候，要么是雾霾烟尘，要么是阴风呼啸，
要么是各种臭味混杂，要么就是大雨也洗不清的污浊河流。
一边是林立的高楼，一边是残破的村落。几代人精神的后花园
“花家舍”到了当下这个金钱至上的时代被一个四川来的精
明人打造成了“销金窟”……这类似于大夫把脉后陈述病症，
但只一味摇头，并不下笔开药，似乎病人无药可医？不得而
知。男主人公的无力感太强，胆小怯懦，连在心里或口头上
要点强都难。这种病态的知识分子形象，让人很失望，真担
心现实中的知识分子们也如此。

总之，作为一部反映当下时代病症的小说，尽管并无药方，



仍可作为一个病理标本留与后人一览。

江南柳读后感篇二

故事的开始，是以谭端午和庞家玉的相遇开始的。那时候的
庞家玉还是一个羞涩的学生，遇到诗人谭端午就像遇到偶像
一样开心，并且憧憬着与偶像的浪漫爱情。然而，这个一向
清高的诗人却在一个雨夜，深爱着他的女孩还发着高烧的时
候，把她身上的所有钱拿走给自己买了早餐和车票离开了。

当读到这个片段，我是非常不理解谭端午为什么要这样做？
直至现在我也没有理解。而对于庞家玉，我是深表同情的，
看到一个孤苦无助的女孩遭遇身体和精神的双层打击，她是
如何从这个深渊中走出来的，这大概是涅槃重生吧。在小说
中，她后面改名换姓了，重新开启了她的人生。对比前后的
变化，以前是柔弱无助的学生女孩，后面是坚强韧劲的职场
精英。果真，生活就是来历练人的。

庞家玉在小说中的结局：她在拼搏的一生中，她心里清楚在
成功的道路上走得越远，犯下的错误也就越多，学法知法的
她，一次次试探道德的底线，在法律边缘打擦边球，她的.内
心纠结、迷茫、痛苦，备受煎熬，四次西藏之行，只是想为
自己的灵魂寻找救赎的栖息地。压倒她最后一根稻草的是：
发现自己身患癌症，她选择了独自离开，以自杀的方式离开
了这个世界。

这是一个感伤的故事，能够看到家玉为着自己努力的生活，
而生活逼迫着她做了很多违背内心的事，最后无法安放自己
的灵魂，在纠结迷茫痛苦中度过一生。回到我们的生活，贫
困会让我们很煎熬，但能够坚守住自己的灵魂，活得坦荡才
是我们向往的生活。



江南柳读后感篇三

捧读了《蓝调江南》以后，我却深刻地认识了这一片我本该
最熟悉的魅力之土。

这是一本记录苏南常熟小城镇的散文集。那是作者儿时亲历
的江南，一个比我脑海里的故乡更具水乡特色的江南，一个
饱含风土人情、充满文化气息、干净而朴实、自然又别具味
道的江南。也许她曾在我的梦中出现，告诉我其实早已是她
的一部分，和她一起创造、延续这种独特的美。这种感觉使
我突然迫不及待地想更了解她，于是我跨过目录上那扇古朴
木门下栖着小猫的门槛，拨开门帘，走进一句句秀丽的文字
和一幅幅精彩的插图中。

仅仅一句“馋死人”、“鲜得人掉眉毛”，我就似亲眼见到
了一个贪吃可爱的男孩子扒着灶头流口水的样子；对敲装了
蚕子信封邮戳姑娘的愤恨之情叫人看了和他同惋惜，又禁不
住为这种傻气笑出声来；动物的描写更是活灵活现，真挚感
人，我依旧清晰地记得读到船上的狗“四条腿忙着，看上去
却是静止的”时愉悦的心情，也记得读到失去白雪后那
句“人就是这么慢慢长大的”时一种说不出的压抑和。没有
亲身经历过，没有细腻的观察，怎么能用最普通最朴实最干
净最生活的词句叫人一起笑一起哭呢？这些事琐碎、平常、
微小，可不知怎么的，就瞬间变得只能用生动、亲切、有趣
来形容了。

让我感兴趣的，还有出自严效州先生画笔下的那些插图。

插图、装帧和文字应该是融合一体，相映成趣的。

江南柳读后感篇四

关于这本小说，我想说的话挺多的，首先，要先说一下这本
小说的好的地方，也就是优点，知识面广，据说这本书在宣



传的时候下了很大功夫，也很深奥。嗯，缺点就是太扯淡了，
知识面时光，但是有些东西很扯淡，第二部的时候，在最后
路明非看到终极boss以后，那boss竟然给他扔出来一包薯片，
这...挺坑爹的。我但是看到这个时候就有点想去一刀砍了作
者，也太二了吧

这本书的失败告诉了以后想要创作的同志们，一定不要写过
于搞笑的形式，就不伦不类了！！！！

江南柳读后感篇五

翻开《文化苦旅》的扉页，目录中那一行字——江南小镇，
便灵敏地跃入自己的眼里。

对于水乡，我一向是敏感的。江南小镇水乡的柔美，如周庄、
乌镇，更是我所钟情的。而余秋雨的《江南小镇》恰好引领
我走入这个我梦中的天堂。

我认为没有人是不喜欢旅游的。旅游能带给人的是心灵的放
逐。若到了一处你有冲动想要在这里觅房安居，那也只有旅
游能带给为你这种享受。而江南。则刚刚好是属于这一类的
地方。

“穿镇而过的狭窄河道，一座座雕刻精美的石桥，傍河而筑
的居民，居民楼板底下就是水，石阶的埠头从楼板下一级级
伸出来，女人正在埠头上浣洗，而离她们只有几尺远的乌篷
船上正升起一缕白白的炊烟，炊烟穿过桥洞飘到对岸，对岸
河边有又低又宽的石栏，可坐可躺，几位老人满脸宁静地坐
在那里看着过往船只。”

像是一幅缓缓摊开的唯美的画卷，刻画着生活的每一处细节，
散发着一股浓郁的惬意的气息。这都是都市喧嚣所寻觅不到
的安逸——小桥流水人家。江南小镇从容的生活节



奏——“大隐隐于市”，就像余秋雨所说那样，透露一种人
生哲学。

“在庸常的忙碌中很容易把这种人生哲学淡忘，但在某种特
殊情况下，他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诱-惑而让人渴念。”

我觉得这句话是很符合我的心境的。懂事以来，我就梦寐着
以后自己一个人到处走走，而我的第一站是一座美丽的古
城——云南丽江，再来便是江南水乡了。这两处都是水孕育
出来的土地，依水而生。

我的个性慵懒漫无边际，仿佛水乡就是为我这种人而存在的。
灯红酒绿的城市不适合我，也许我会在城市中拼搏我的未来，
但纸醉金迷绝不是我的归宿。

水，滋生了江南小镇的灵性。因为这种灵性，小镇千百年的
内涵并无多大变化，它们还是安分地在历史中流淌，生了根。
这里没有废墟和遗迹，也听不出多少历史的浩叹，却能安抚
每个游人的落寞的心灵。余先生也感叹，连文-化-大-革-命
在这里也闹不出多大的事，“折腾了一两下也就烟消云散，
恢复成寻常状态！”

“像多数江南小镇一样，周庄得坐船去才有味道。”

如果说水是孕育水乡的源泉，那么船便是支撑着水乡的脉络：
小镇的人家几乎都靠水船生活，船是他们的家。

“一条船一家人家，悠悠走着，不慢不紧，丈夫在摇船，妻
子在做饭，女儿在看书。大家对周围一切都很熟悉，已不愿
东张西望，只听任清亮亮的河水把他们浮载到要去的地
方。”

这便是生活的另一种姿态，悠闲自在，不为外界所动。像是
在深圳这种连散步也充满紧凑感的城市，你何时会悠闲到抬



头望望天，看看星星。没有。即使是这样，那也可能只是短
暂的奢侈，这样喧腾快节奏的城市，你必须跟紧它的脚步，
才可能有时间观望大自然。

余秋雨介绍的周庄、同里镇则明显与紧张搭不上边“浅渚波
光云影，小桥流水江村。”

它所呈现的，是这样怡然自得的世界，一股与世无争的魅力，
连富-可-敌-国的沈万山，内阁学士任兰生都选择定居于此，
更别说。我们这些匆匆的过客。既然我们带不走生活，就跟
着生活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