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季羡林散文读后感(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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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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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羡林散文读后感篇一

季羡林大师是享誉中外的著名学者，他知识渊博、品德高尚，
季先生的人品和才华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留得十年寒窗苦，牛棚
杂忆密辛多。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
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缅怀季老之时，人
们不禁会想起这段2006“感动中国”给先生的颁奖词。确实，
这几句话，先生足以担当。

回顾季老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片段:他是农民的儿子，
小时候家中没有一本书;他幼时离家，从贫困山村远赴济南，
投奔叔父;叔父决定供他上学，他的命运出现了第一个转折;
他曾因为讨厌读书而离开学校，后为了校长的一幅字而重返
课堂;他同时考取了清华和北大，艰难选择之后在清华度过了
最难忘的大学时光，而余生却都站在北大的课堂上教书授课;
家庭给了他一个包办的婚姻，十二年与妻子分隔两地，却终
能相濡以沫共度一生，他受过牛棚的炼狱之苦，走出之后依
然笑容满面;一生醉心于学术研究，使他成为著名的学者、大
师。

如今，我们敬仰、缅怀季羡林先生，不仅因为他学贯中西，
博古通今，桃李满天下、享誉海内外，更因他精神的感召，
道德的力量。透过他生前留下的一本本著作，一篇篇文章，
我们仿佛能看到一颗纯真的赤子之心，澄澈如水。



世人皆知季老是著名的学者、教授，其涉足领域之广世间罕
见且都卓有建树，令人惊叹。然而他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
就，靠的不是聪明，而是锲而不舍，孜孜不倦的精神。惜时
如金，以勤补拙，是他的成功秘诀。我们总记得，季老常一
身中山装，几十年朴素如一老农，连他自己都笑称自己为一名
“土包子”。然而，正是这位从田间走出来的农民的儿子，
却成为了闻名遐迩、世人敬仰的学术宗师。农民一样质朴的
季羡林，也像老农一样遵守着时间规律，只为了能在收获时
节多有所得。几十年来，每天凌晨四点，季老便准时开始工
作。不论刮风、下雨、天晴、天阴，几十年来，他从来都是
如此。几十年如一日，认真得让人无法置信。

学生们回忆说“季老惜时如金，即使走路，也做到了路不空
行，行必有思，思必有得”。即使坐在飞机上，他也充分利
用，不空坐耗时，有些文章就是在飞机上写的。到国外参加
国际会议，散会后回到宾馆，也是坚持看书学习。即便在住
院期间，也是如此。例如打点滴时，他进行构思，打腹稿，
待拔针之后则写在稿纸上。《病榻杂记》中的很多文章就是
这样写出的。

时间流逝易把旧人抛，时光易逝的残酷难免令人不安。人到
了老年，对光阴的流逝更加敏感。季老写的文章，一旦涉及
到时间，便感慨不已，是感叹，是珍惜，亦是留恋。时间的
紧迫让季老不顾年事已高而努力工作，以至于有年轻人善意
的提醒他不要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要注意身体。而季老却回
答，他并没有忘记年龄，只不过不想浪费一丁点时间。正是
由于对一分一秒的时间的珍惜，季老才在过往的岁月中取得
了骄人的成绩。

季羡林散文读后感篇二

季羡林散文精选读后感，欢迎阅读借鉴。



因杨主任的推荐，学校给每位语文老师赠送了一本《季羡林
散文精选》。

于是我把它放在午休室的床头，每天午休时间或睡前或醒后
读上两篇，甚是惬意。

读季老的散文就像和一位老人在聊天，不疾不徐，娓娓道来，
但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也不管是写人，还是摹景，都饱
含着浓浓的情意，印着作者本人深深的情思：有对祖国的眷
念，有对国际友人的关心，有对亲人的思念，有对花草树木
的喜爱……尤其是怀念母亲的两篇文章《一条老狗》和《官
庄扫墓》，读后让人不禁潸然泪下，那种“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孝而亲不在”的遗憾，令人肝肠寸断!

季老先生不愧是一代散文大家，他的文字明白晓畅，却又富
有瑰丽的想象，一山一水，一花一木，一草一石，都能勾起
他无穷的想象，他看着这些事物，仿佛世间一切都不存在了，
他的思绪飘向远方、远方……就像泰戈尔，每天早上面对太
阳，能神游三界。

你看，《听雨》中他这样写道：“这声音时慢时急，时高时
低，时响时沉，时断时续，有时如金声玉振，有时如黄钟大
吕，有时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有时如红珊白瑚沉海里，有时
如弹素琴，有时如舞霹雳，有时如百鸟争鸣，有时如兔落鹘
起，我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心花怒放，风生笔底。

死文字仿佛活了起来，我也仿佛又溢满了青春活力。”“我
坐在这长宽不过几尺的阳台上，听到头顶上的雨声，不禁神
驰千里，心旷神怡。

在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有的方正有的歪斜的麦田里，每一个
叶片都仿佛张开了小嘴，尽情地吮吸着甜甜的雨滴，有如天
降甘露，本来有点黄萎的，现在变青了。



本来是青的，现在更青了。

宇宙间凭空添了一片温馨，一片祥和。”

季老先生学贯中西，所以他的散文涉及的事物多，范围广，
文中引经据典之处也颇多，所以需要慢慢地咀嚼，细细地品
味，在咀嚼品味中产生画面感来。

如《西双版纳礼赞》中写道：“你看那参天的古树，它从群
树丛中伸出了脑袋，孤高挺直，耸然而起，仿佛想一直长到
天上，把天空戳上一个窟窿。

大叶子的蔓藤爬在树干上，伸着肥大浓绿的胳臂，树多高，
它就爬多高，一直爬到白云里去。

一些像兰草一样的草本植物，就生长在大树的枝干上，骄傲
地在空中繁荣滋长。

大榕树劲头更大，一棵树就能繁衍成一片树林。

粗大的枝干上长出了一条条的腿;只要有机会踏到地面上，它
立刻就深深地牢牢地钻进去，仿佛想把大地钻透，任凭风多
大，也休想动摇它丝毫。

芭蕉的叶子大得惊人，一片叶子好像就能搭一个天棚，影子
铺到地上，浓黑一团。”读着这样的文字，我脑中立刻就浮
现出在新马看到的那种树枝上长草的大树、南方看到的大榕
树，当时也无比惊讶于他们的奇特，却无法用语言来描述，
只好用相机记录下来，刻印在脑海里。

而今季老先生用他的文字又把我带回到那些奇特的植物面前。

季老的散文不像小说那样有扣人心弦的情节，吸引人一口气
读完。



读季老的散文适合午后坐在藤椅上，捧一杯清茶;或晚上斜倚
床头，伴一盏清灯。

读季老的散文，能让人心静下来、净起来，让人的生活节奏
慢下来、再慢下来，让人远离尘嚣、远离浮躁，进入一个清
新淡雅的`世界。

读了季羡林的散文之后，自己内心激动不已收获颇多，无论
在人生的感悟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或是为人处事的
态度都有所提升。

季老的散文是以十分简洁、通俗的百姓语言娓娓道来的，通
篇难以找到时下一些教科书是的人生哲学教材中充斥着的概
念和说教。

正如钟敬文所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羡林的作品
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应为他真诚。”

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季羡林赞成张载“民胞物与”的
世界观，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点。

把自然界看作是人类的伙伴，对自然界的利用要使用和平的
手段，而不是强制的手段。

也就是说，是利用自然，不是征服自然。

否则，人类会受到大自然的报复或惩罚。

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季羡林提出：“能为国家、为人民、
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的本性的，就是有道德的人。

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他就
是一个及格的好人。

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道德水平越高。



百分之百，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绝无仅有。

反之，为自己着想而不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坏。” 对
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二
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

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

忍者，相互容忍也。

在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上，季羡林的化解
之法是，惟有消灭私心，“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在传统文化方面，季老主张我们应该继承和弘扬我们的传统
文化并将其发扬光大，但却又不要求我们因循守旧，老守着
老祖宗的东西不放而停滞不前，他鼓励创新，顺着历史的长
河发展规律的同时将老祖宗的好东西保留下来，使之生生不
息。

正是基于这种人生观，季羡林对人生具体境遇的态度，无论
是对人生的不完满、世态炎凉，还是对爱情、老年等等的论
述，都显得豁达、宽容、乐观和实用。

人生在世，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和实现自己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这个意义和价值基于平实的真理。

季羡林的人生哲学也许不是无懈可击的，但却是平实而真挚、
引人向善、切实可行。

前段时间无意间在图书馆的桌子上发现了这本书,当时没什么
感觉,就随便翻了几页,本以为没什么好看的,因为经常碰到这
种情况,也没发现什么好看的书,而且很久没看课外书了,但是
那天晚上在图书馆看到闭馆,并且借了回来.自己带的书动都
没动,可见当时我是深深的被这本书吸引了。



也许是很久没有阅读的缘故，也许是一时兴起，当时感觉这
本书很不错，就一直看了下去。

我感觉这本书确实挺不错的，毕竟现在很少有人去好好的去
看完一本书，除了对自己兴趣很大的，要不就是小说什么的。

当然也不能否定看小说是没有好处的，但这种大家的作品越
来越很少有人去看了，虽说现在大多数人知道各方面的大家
的名字，但很少有人去阅读他们的作品。

这本书涉及了很多方面，包括人生，爱国，孝道，朋友，世
态炎凉，有为有不为等等很多，不过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为
有不为这方面，以及季老先生的写作风格。

对于有为有不为：书中写道：“为”，就是做，应该做的事，
必须做的事，这就是“有为”;不应该做的事必不能做，这就是
“有不为”。

中国有句古话：“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可见善恶是有大小之别的，应该不应该也是有大小之别的，
并不是都在一个水平上。

什么叫大，什么叫小呢?这里也用不着繁琐的论证，只需动一
动脑筋，睁开眼睛看一看社会，也就够了。

希望每个人都能有为有所不为，一旦“为”错了，就依然回
头。

这是我总结这本书关于有为有所不为的主要介太多，但足以
让人对此有很好的理解，发人深思。

像我们学生现在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自己能够好好想想。

对于季老先生的写作风格：季老先生学贯中西，所以他的散



文涉及的事物多，范围广，文中引经据典之处也颇多，所以
需要慢慢地咀嚼，细细地品味，在咀嚼品味中产生画面感来。

如《西双版纳礼赞》中写道：“你看那参天的古树，它从群
树丛中伸出了脑袋，孤高挺直，耸然而起，仿佛想一直长到
天上，把天空戳上一个窟窿。

大叶子的蔓藤爬在树干上，伸着肥大浓绿的胳臂，树多高，
它就爬多高，一直爬到白云里去。

一些像兰草一样的草本植物，就生长在大树的枝干上，骄傲
地在空中繁荣滋长。

大榕树劲头更大，一棵树就能繁衍成一片树林。

粗大的枝干上长出了一条条的腿;只要有机会踏到地面上，它
立刻就深深地牢牢地钻进去，仿佛想把大地钻透，任凭风多
大，也休想动摇它丝毫。

芭蕉的叶子大得惊人，一片叶子好像就能搭一个天棚，影子
铺到地上，浓黑一团。”读着这样的文字，我脑中立刻就浮
现出在新马看到的那种树枝上长草的大树、南方看到的大榕
树，当时也无比惊讶于他们的奇特，却无法用语言来描述，
只好用相机记录下来，刻印在脑海里。

总之, 季老的散文不像小说那样有扣人心弦的情节，吸引人
一口气读完。

读季老的散文适合午后坐在藤椅上，捧一杯清茶;或晚上斜倚
床头，伴一盏清灯。

读季老的散文，能让人心静下来、净起来，让人的生活节奏
慢下来、再慢下来，让人远离尘嚣、远离浮躁，进入一个清
新淡雅的世界。



季羡林散文读后感篇三

读了季羡林的散文之后，自己内心激动不已收获颇多，无论
在人生的感悟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或是为人处事的
态度都有所提升。

季老的散文是以十分简洁、通俗的百姓语言娓娓道来的，通
篇难以找到时下一些教科书是的人生哲学教材中充斥着的概
念和说教。

正如钟敬文所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羡林的作品
达到了这个境界。

他朴素，是应为他真诚。”

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季羡林赞成张载“民胞物与”的
世界观，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点。

把自然界看作是人类的伙伴，对自然界的利用要使用和平的
手段，而不是强制的手段。

也就是说，是利用自然，不是征服自然。

否则，人类会受到大自然的报复或惩罚。

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季羡林提出：“能为国家、为人民、
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的本性的，就是有道德的人。

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他就
是一个及格的好人。

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道德水平越高。



百分之百，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绝无仅有。

反之，为自己着想而不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坏。” 对
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二
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

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

忍者，相互容忍也。

在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上，季羡林的化解
之法是，惟有消灭私心，“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在传统文化方面，季老主张我们应该继承和弘扬我们的传统
文化并将其发扬光大，但却又不要求我们因循守旧，老守着
老祖宗的东西不放而停滞不前，他鼓励创新，顺着历史的长
河发展规律的同时将老祖宗的好东西保留下来，使之生生不
息。

正是基于这种人生观，季羡林对人生具体境遇的态度，无论
是对人生的不完满、世态炎凉，还是对爱情、老年等等的论
述，都显得豁达、宽容、乐观和实用。

人生在世，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和实现自己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这个意义和价值基于平实的真理。

季羡林的人生哲学也许不是无懈可击的，但却是平实而真挚、
引人向善、切实可行。

前段时间无意间在图书馆的桌子上发现了这本书,当时没什么
感觉,就随便翻了几页,本以为没什么好看的,因为经常碰到这
种情况,也没发现什么好看的书,而且很久没看课外书了,但是
那天晚上在图书馆看到闭馆,并且借了回来.自己带的书动都
没动,可见当时我是深深的被这本书吸引了。



也许是很久没有阅读的缘故，也许是一时兴起，当时感觉这
本书很不错，就一直看了下去。

我感觉这本书确实挺不错的，毕竟现在很少有人去好好的去
看完一本书，除了对自己兴趣很大的，要不就是小说什么的。

当然也不能否定看小说是没有好处的，但这种大家的作品越
来越很少有人去看了，虽说现在大多数人知道各方面的大家
的名字，但很少有人去阅读他们的作品。

这本书涉及了很多方面，包括人生，爱国，孝道，朋友，世
态炎凉，有为有不为等等很多，不过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为
有不为这方面，以及季老先生的写作风格。

对于有为有不为：书中写道：“为”，就是做，应该做的事，
必须做的事，这就是“有为”;不应该做的事必不能做，这就是
“有不为”。

中国有句古话：“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可见善恶是有大小之别的，应该不应该也是有大小之别的，
并不是都在一个水平上。

什么叫大，什么叫小呢?这里也用不着繁琐的论证，只需动一
动脑筋，睁开眼睛看一看社会，也就够了。

希望每个人都能有为有所不为，一旦“为”错了，就依然回
头。

这是我总结这本书关于有为有所不为的主要介太多，但足以
让人对此有很好的理解，发人深思。

像我们学生现在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自己能够好好想想。

对于季老先生的写作风格：季老先生学贯中西，所以他的散



文涉及的事物多，范围广，文中引经据典之处也颇多，所以
需要慢慢地咀嚼，细细地品味，在咀嚼品味中产生画面感来。

如《西双版纳礼赞》中写道：“你看那参天的古树，它从群
树丛中伸出了脑袋，孤高挺直，耸然而起，仿佛想一直长到
天上，把天空戳上一个窟窿。

大叶子的蔓藤爬在树干上，伸着肥大浓绿的胳臂，树多高，
它就爬多高，一直爬到白云里去。

一些像兰草一样的草本植物，就生长在大树的枝干上，骄傲
地在空中繁荣滋长。

大榕树劲头更大，一棵树就能繁衍成一片树林。

粗大的枝干上长出了一条条的腿;只要有机会踏到地面上，它
立刻就深深地牢牢地钻进去，仿佛想把大地钻透，任凭风多
大，也休想动摇它丝毫。

芭蕉的叶子大得惊人，一片叶子好像就能搭一个天棚，影子
铺到地上，浓黑一团。”读着这样的文字，我脑中立刻就浮
现出在新马看到的那种树枝上长草的大树、南方看到的大榕
树，当时也无比惊讶于他们的奇特，却无法用语言来描述，
只好用相机记录下来，刻印在脑海里。

总之, 季老的散文不像小说那样有扣人心弦的情节，吸引人
一口气读完。

读季老的散文适合午后坐在藤椅上，捧一杯清茶;或晚上斜倚
床头，伴一盏清灯。

读季老的散文，能让人心静下来、净起来，让人的生活节奏
慢下来、再慢下来，让人远离尘嚣、远离浮躁，进入一个清
新淡雅的世界。



心情不好或者烦躁的时候，可以拿来净化内心，平复情绪。
书中讲了很多，也举了很多古往今来的例子，语言精练质朴
易懂，没有很多的繁琐的理论分析，使读者愿意读。

虽说道理没讲

因杨主任的推荐，学校给每位语文老师赠送了一本《季羡林
散文精选》。

于是我把它放在午休室的床头，每天午休时间或睡前或醒后
读上两篇，甚是惬意。

读季老的散文就像和一位老人在聊天，不疾不徐，娓娓道来，
但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也不管是写人，还是摹景，都饱
含着浓浓的情意，印着作者本人深深的情思：有对祖国的眷
念，有对国际友人的关心，有对亲人的思念，有对花草树木
的喜爱……尤其是怀念母亲的两篇文章《一条老狗》和《官
庄扫墓》，读后让人不禁潸然泪下，那种“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孝而亲不在”的遗憾，令人肝肠寸断!

季老先生不愧是一代散文大家，他的文字明白晓畅，却又富
有瑰丽的想象，一山一水，一花一木，一草一石，都能勾起
他无穷的想象，他看着这些事物，仿佛世间一切都不存在了，
他的思绪飘向远方、远方……就像泰戈尔，每天早上面对太
阳，能神游三界。

你看，《听雨》中他这样写道：“这声音时慢时急，时高时
低，时响时沉，时断时续，有时如金声玉振，有时如黄钟大
吕，有时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有时如红珊白瑚沉海里，有时
如弹素琴，有时如舞霹雳，有时如百鸟争鸣，有时如兔落鹘
起，我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心花怒放，风生笔底。

死文字仿佛活了起来，我也仿佛又溢满了青春活力。”“我
坐在这长宽不过几尺的阳台上，听到头顶上的.雨声，不禁神



驰千里，心旷神怡。

在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有的方正有的歪斜的麦田里，每一个
叶片都仿佛张开了小嘴，尽情地吮吸着甜甜的雨滴，有如天
降甘露，本来有点黄萎的，现在变青了。

本来是青的，现在更青了。

宇宙间凭空添了一片温馨，一片祥和。”

季老先生学贯中西，所以他的散文涉及的事物多，范围广，
文中引经据典之处也颇多，所以需要慢慢地咀嚼，细细地品
味，在咀嚼品味中产生画面感来。

如《西双版纳礼赞》中写道：“你看那参天的古树，它从群
树丛中伸出了脑袋，孤高挺直，耸然而起，仿佛想一直长到
天上，把天空戳上一个窟窿。

大叶子的蔓藤爬在树干上，伸着肥大浓绿的胳臂，树多高，
它就爬多高，一直爬到白云里去。

一些像兰草一样的草本植物，就生长在大树的枝干上，骄傲
地在空中繁荣滋长。

大榕树劲头更大，一棵树就能繁衍成一片树林。

粗大的枝干上长出了一条条的腿;只要有机会踏到地面上，它
立刻就深深地牢牢地钻进去，仿佛想把大地钻透，任凭风多
大，也休想动摇它丝毫。

芭蕉的叶子大得惊人，一片叶子好像就能搭一个天棚，影子
铺到地上，浓黑一团。”读着这样的文字，我脑中立刻就浮
现出在新马看到的那种树枝上长草的大树、南方看到的大榕
树，当时也无比惊讶于他们的奇特，却无法用语言来描述，



只好用相机记录下来，刻印在脑海里。

而今季老先生用他的文字又把我带回到那些奇特的植物面前。

季老的散文不像小说那样有扣人心弦的情节，吸引人一口气
读完。

读季老的散文适合午后坐在藤椅上，捧一杯清茶;或晚上斜倚
床头，伴一盏清灯。

读季老的散文，能让人心静下来、净起来，让人的生活节奏
慢下来、再慢下来，让人远离尘嚣、远离浮躁，进入一个清
新淡雅的世界。

季羡林散文读后感篇四

晴好的午后倚窗而坐，轻轻拨弄着阳光透过树梢间散碎的光
片，看无数光点在手中这本季老的著作上跃动。细细品读，
文字清新而雅然，淳朴隽永又蕴含着深邃的人生哲理，这真
是平淡的文字里有着深深的震撼。

大概是受了奶奶总是碎碎念叨的俗语“猫是奸臣，狗是忠
臣”的影响，我对猫也就无多少好感了，但读了季老的这篇
温情洋溢富有哲思的《老猫》，观点便有了些许偏向，也更
喜欢上了那“两只眼睛颜色不同，一黄一蓝。在太阳光下，
黄的特别黄，蓝的特别蓝，像两颗黄蓝宝石，闪闪发光，竞
妍争艳。”“浑身长毛，洁白如雪”的波斯猫了。

在老猫虎子暴烈如虎，到哪儿都是雄赳赳气昂昂的霸气之下，
更闪耀着母性慈爱的光芒。这只“霸王猫”咪咪面前俨然就
是一个极为称职、温柔敦厚的母亲，坚决给咪咪喂奶，“把
咪咪搂在怀里，让它咂自己的干奶头，它眯着眼睛，仿佛在
享着天福”；在吃饭的时候，平日对人声色俱厉的神情倒也



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像一个慈爱的母亲看着自己的“亲生女
儿”大快朵颐，自己却甚至不懂一些饭菜；还不时逮写小动
物，算做女儿的小点心，真是体贴细致入微啊；见“女儿”
丢下亲骨肉不管，它却俨然一副姥姥样，照顾地尽心尽
职……这只小猫也着实特别，读到这我不禁发出会心一笑，
也为这只“义猫”的义行感动了一把。

季老在和小猫的相处当中参悟出了一些人生哲理，的确，动
物虽不能言语，但它们之间的真诚相待、及小猫对死亡的处
理方式是值得我们去体悟的。猫们有一种特殊的本领，能知
道自己什么时候寿终。它们便会在大限之日即将来临的前夕
悄然走出家门，找一个偏僻的角落或是树洞静静地等待，因
为它们不想让主人看到自己的尸体心烦或悲伤，它们想把那
些最快乐的回忆和它们最美好的形象留给主人。敦煌壁画上
的西方净土变描绘的那种对死亡的释然，不禁让我想到了墨
西哥人，提及死亡亚洲人不免是一种避而不谈，生怕犯了忌
讳的态度，而在这个快乐的国度，死亡本身就是充满乐趣的，
人们会在茶余饭后用死去的人来开玩笑，会在墓志铭上用诙
谐的的语言来描述此人的一生，甚至连墓碑都不是那么呆板
阴沉的。道是生亦何欢，死亦何惧呢！就像季老说的“老人
跑完了自己的一棒，把棒交给后人，自己要休息了，这是正
常的。”每个人都是历史洪流的一部分，个人的生死存亡无
法决定全局，但你所做出的贡献却能影响到一代又一代人。

文中说道：“我始终主张，老年人应该为青年人活着，而不
是相反。青年人有接力棒在手，世界是他们的，未来是他们
的，希望是他们的。”季老的谦逊及“俯首甘为孺子牛”的
心态令人敬佩，然而这位大师“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
丢掉自己的良知”，三辞“国宝”、“学界泰斗”、“国学
大师”的称号，2007年在病榻上接受“感动中国”奖项时诚
惶诚恐地说：“受之有愧，受之有愧啊……”，那高尚的人
格不更让我们感受到了崇高灵魂的分量吗！

平淡中显真情，生活中透哲思。合书而立，望着窗外风轻舞



的痕迹，冥想……

季羡林散文读后感篇五

读季老的散文就像和一位老人在聊天，不疾不徐，娓娓道来，
但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也不管是写人，还是摹景，都饱
含着浓浓的情意，印着作者本人深深的情思：有对祖国的眷
念，有对国际友人的关心，有对亲人的思念，有对花草树木
的喜爱……尤其是怀念母亲的两篇文章《一条老狗》和《官
庄扫墓》，读后让人不禁潸然泪下，那种“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孝而亲不在”的遗憾，令人肝肠寸断！季老先生不愧是
一代散文大家，他的文字明白晓畅，却又富有瑰丽的想象，
一山一水，一花一木，一草一石，都能勾起他无穷的想象，
他看着这些事物，仿佛世间一切都不存在了，他的思绪飘向
远方、远方……就像泰戈尔，每天早上面对太阳，能神游三
界。你看，《听雨》中他这样写道：“这声音时慢时急，时
高时低，时响时沉，时断时续，有时如金声玉振，有时如黄
钟大吕，有时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有时如红珊白瑚沉海里，
有时如弹素琴，有时如舞霹雳，有时如百鸟争鸣，有时如兔
落鹘起，我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心花怒放，风生笔底。死
文字仿佛活了起来，我也仿佛又溢满了青春活力。”“我坐
在这长宽不过几尺的阳台上，听到头顶上的.雨声，不禁神驰
千里，心旷神怡。在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有的方正有的歪斜
的麦田里，每一个叶片都仿佛张开了小嘴，尽情地吮吸着甜
甜的雨滴，有如天降甘露，本来有点黄萎的，现在变青了。
本来是青的，现在更青了。宇宙间凭空添了一片温馨，一片
祥和。”

季老先生学贯中西，所以他的散文涉及的事物多，范围广，
文中引经据典之处也颇多，所以需要慢慢地咀嚼，细细地品
味，在咀嚼品味中产生画面感来。如《西双版纳礼赞》中写
道：“你看那参天的古树，它从群树丛中伸出了脑袋，孤高
挺直，耸然而起，仿佛想一直长到天上，把天空戳上一个窟
窿。大叶子的蔓藤爬在树干上，伸着肥大浓绿的胳臂，树多



高，它就爬多高，一直爬到白云里去。一些像兰草一样的草
本植物，就生长在大树的枝干上，骄傲地在空中繁荣滋长。
大榕树劲头更大，一棵树就能繁衍成一片树林。粗大的枝干
上长出了一条条的腿；只要有机会踏到地面上，它立刻就深
深地牢牢地钻进去，仿佛想把大地钻透，任凭风多大，也休
想动摇它丝毫。芭蕉的叶子大得惊人，一片叶子好像就能搭
一个天棚，影子铺到地上，浓黑一团。”读着这样的文字，
我脑中立刻就浮现出在新马看到的那种树枝上长草的大树、
南方看到的大榕树，当时也无比惊讶于他们的奇特，却无法
用语言来描述，只好用相机记录下来，刻印在脑海里。而今
季老先生用他的文字又把我带回到那些奇特的植物面前。

季老的散文不像小说那样有扣人心弦的情节，吸引人一口气
读完。读季老的散文适合午后坐在藤椅上，捧一杯清茶；或
晚上斜倚床头，伴一盏清灯。读季老的散文，能让人心静下
来、净起来，让人的生活节奏慢下来、再慢下来，让人远离
尘嚣、远离浮躁，进入一个清新淡雅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