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柳永读后感(大全6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
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
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读柳永读后感篇一

我记得做小学生的时候，郊外踏青，是一桩心跳的事，多早
就筹备，起个大早，排成队伍，擎着校旗，鼓乐前导，事后
下星期还得作一篇《远足记》，才算功德圆满。旅行一次是
如此的庄严！我的外祖母，一生住在杭州城内，八十多岁，
没有逛过一次西湖，最后总算去了一次，但是自己不能行走，
抬到了西湖，就没有再回来——葬在湖边山上。

出门要带行李，那一个几十斤重的五花大绑的铺盖卷儿便是
旅行者的第一道难关。要捆得紧，要捆得俏，要四四方方，
要见棱见角，与稀松露馅的大包袱要迥异其趣，这已经就不
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所能胜任的了。关卡上偏有好奇人
要打开看看，看完之后便很难得再复原。“乘兴而来，兴尽
而返。”很多人在打完铺盖卷儿之后就觉得游兴已尽了。在
某些国度里，旅行是不需要携带铺盖的，好像凡是有床的地
方就有被褥，有被褥的地方就有随时洗换的被单，——旅客
可以无牵无挂，不必像蜗牛似的顶着安身的家伙走路。

携带铺盖究竟还容易办得到，但是没听说过带着床旅行的，
天下的床很少没有臭虫设备的。我很怀疑一个人于整夜输血
之后，第二天还有多少精神游山逛水。我有一个朋友发明了
一种服装，按着他的头躯四肢的尺寸做了一件天衣无缝的睡
衣，人钻在睡衣里面，只留眼前两个窟窿，和外界完全隔绝，
——只是那样子有些像是kkk，夜晚出来曾经几乎吓死一个人！



原始的交通工具，并不足为旅客之苦。我觉得“滑竿”“架
子车”都比飞机有趣。“御风而行，冷然善也，”那是神仙
生涯。在尘世旅行，还是以脚能着地为原则。我们要看朵朵
的白云，但并不想在云隙里钻出钻进；我们要“横看成岭侧
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但并不想把世界缩小成假山石一
般玩物似的来欣赏。我惋惜米尔顿所称述的中土有“挂帆之
车”尚不曾坐过。交通工具之原始不是病，病在于舟车之不
易得，车夫舟子之不易缠，“衣帽自看”固不待言，还要提
防青纱帐起。刘伶“死便埋我”，也不是准备横死。

旅行虽然夹杂着苦恼，究竟有很大的乐趣在。旅行是一种逃
避，——逃避人间的丑恶。“大隐藏人海，”我们不是大隐，
在人海里藏不住。岂但人海里安不得身？在家园也不容易遁
迹。成年的圈在四合房里，不必仰屋就要兴叹；成年的看着
家里的那一张脸，不必牛衣也要对泣。家里面所能看见的那
一块青天，只有那么一大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清风明月，
在家里都不能充分享用，要放风筝需要举着竹竿爬上房脊，
要看日升月落需要左右邻居没有遮拦。走在街上，熙熙攘攘，
磕头碰脑的不是人面兽，就是可怜虫。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虽无勇气披发入山，至少为什么不带
着一把牙刷捆起铺盖出去旅行几天呢？在旅行中，少不了风
吹雨打，然后倦飞知还，觉得“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
这样便可以把那不可容忍的家变成为暂时可以容忍的了。下
次忍耐不住的时候，再出去旅行一次。如此的折腾几回，这
一生也就差不多了。

旅行中没有不感觉枯寂的，枯寂也是一种趣味。哈兹利
特hazlitt主张在旅行的时候不要伴侣，因为：“如果你说路
那边的一片豆田有股香味，你的伴侣也许闻不见。如果你指
着远处的一件东西，你的伴侣也许是近视的，还得戴上眼镜
看。”一个不合意的伴侣，当然是累赘。但是人是一个奇怪
的动物，人太多了嫌闹，没人陪着嫌闷。耳边嘈杂怕吵，整
天咕嘟着嘴又怕口臭。



旅行是享受清福的时候，但是也还想拉上个伴。只有神仙和
野兽才受得住孤独。在社会里我们觉得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
人居多，避之唯恐或晚，在大自然里又觉得人与人之间是亲
切的。到美国落矶山上旅行过的人告诉了我，在山上若是遇
见另一个旅客，不分男女老幼，一律脱帽招呼，寒暄一两句。
还是很有意味的一个习惯。大概是只有在旷野里我们才容易
感觉到人与人是属于一门一类的动物，平常的我们太注意人
与人的差别了。

读柳永读后感篇二

从中令我最记忆犹新的一篇文章就是《血色母爱》里面记叙
了一个小女孩叫罗莎琳是一位13岁的少女，从小丧父，嘉靖
贫困，常受到别人的鄙视和侮辱。她母亲心里很不是滋味，
总是想做些什么让女儿快乐起来。

母亲看见了救援人员，怎么叫他们也听不见。母亲想到用血
引起救援人员注意，他用边上的岩石切片割断了自己的动脉，
然后在血迹中爬了十几米的距离，救援人员看了血地上那道
鲜红的长长的血迹才意识的下面有人。等来到医院已是抢救
无效了，就这样母亲离开了仅有13岁的女儿。

读着，读者，我禁不住热泪盈眶，母亲那坚毅的脸庞，仿佛
在我的眼前。

读柳永读后感篇三

朱自清，字佩弦，他的散文以描写见长，在描写中达到了情
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每次捧卷都被他文字中富有诗意的画面
吸引，文字外洋溢的真情打动。

他的散文运用白话文描写景致最具魅力。如《绿》中，就用
比喻、对比等手法，细腻深切地画出了梅雨潭瀑布的质和色，
文字刻意求工，显示出驾御语言文字的高超技巧，炉火纯青



的文字功力在《荷塘月色》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在
描写月色下的荷花之美时，作者将它比喻为明珠，碧天的星
星、出浴的美人；在形容荷花淡淡的清香时，又用了“仿佛
远处高楼上飘过来的渺茫的歌声似的”一句，以歌声比喻香
气，以渺茫比喻香气的轻淡，这一通感手法的运用准确传神。

与上述绚丽和浓艳风格不同的是朱自清还有另一种语言风格
的散文，即用平易的语言，在朴素的叙述中寄寓真挚深沉的
情愫。这类作品常常能表现作者正直、热情、进步的心怀，如
《生命的价格--七毛钱》、《白种人--上帝的骄子!》等均为
这一风格的'代表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背影》。这篇散文
描绘了一幅父子车站送别的画面。文中用平易的文字刻画出
父亲爬上站台的细节，于滑稽、笨拙的动作中，传达出父子
间的真情。这篇散文洗去铅华，透过父亲的一举一动，让读
者感受到了作者惨淡的处境和对父亲深深地歉疚。

的艰难，人生的变迁，对社会、对人生渐渐有了看法，经由
这许多经历淘洗之后，在闲暇时偶尔内心里会浮现出《匆匆》
上的一些话语，平淡里却蕴含至深哲理，倏尔似有所悟，才
渐渐体会到这篇文字优美的散文，在淡淡的愁思里却有着深
刻的寓意。

如果有人问：什么是生命？回答会有很多种说法，众说纷纭，
让人无所适从，茫茫然然，正如《匆匆》说：“我赤裸裸来
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罢？但不能平的，为什
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是啊，我们懵懵懂懂的来，糊糊
涂涂的走，在生命的过程里，如一场黄梁，了无所得。李白在
《春夜宴桃李园序》中说：“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
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人生若是旅
途，这一站起点是生，这一站的终点便是死，没有一个死去
的人会让生者明白死去后的体验，可是死是我们必须面对的。
对生的无知，最终导致了对死的恐惧。我们活的时候，争名
夺利，无休无止，我们的欲望大的可怕，我们总是看见自己
没有的，却总是看不见自己拥有的；我们总是追名逐利，可



是却不知道休养生息。因此，老子说：“知止不辱，知足长
乐”。孔子说：“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
亡，知得而不知丧。”

溜走??现在我该怎么办？开始珍惜时间吧！认真工作，干一
行爱一行，把溜走的时间夺回来，从现在开始，不让美好的
青春在匆匆中虚掷。

我喜欢朱自清先生的散文，更钦佩先生的人格，1948
年，***节节溃败，通货膨胀。朱自清每月的薪金只能买3袋
面粉，体重降到只有38.8公斤。但当吴晗送来《抗议美国扶
日政策并拒领美国面粉宣言》时，朱自清毫不犹豫地签上了
名字。***对朱自清宁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粉”的精神，给
予称赞，赞扬他“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读柳永读后感篇四

在暑假中，我读了《朱自清散文》，透过这本书，我看到了
一个更广阔的视窗。我沉醉于其中，朱自清用他唯美的笔调
描绘出了一个完美的意境，不论是美景还是一切生灵，在他
笔下，都显得格外生动。

我特别喜欢的一篇文章就是《匆匆》。“燕子去了，有再来
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
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
返呢？”这就是《匆匆》中所提到的，朱自清用对比的方式
来突出了岁月流逝之快，不错，世间万物虽有毁灭的一天，
但总会有重生的时候，而我们人，在这世上的时间是有限的，
生命不能重来，岁月又何尝可以倒流呢？上天赐给每个人的
时间都是有限的，但在指尖流过的岁月，谁又会在意呢？所
以，当一个人的生命走到尽头时，就会加倍地珍惜仅剩的时
间，因为，他知道，他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了。“时间就
是生命”，这是一句真理名言，在朱自清的笔下，就更衬托
出了它的价值。



朱自清的文字不仅包含深刻的道理，而且还十分优美，他对
景物的描写可谓是淋漓尽致，仿佛可以活生生地展现在你的
眼前了。

读柳永读后感篇五

林先生的散文,最适合在平静的夜晚,冲上一杯淡淡的香茗,独
坐在发出温和的光的台灯下,静静地欣赏,享受散文带给人的
平和与智慧.曾经多少次,在自己心情烦乱的时候,《林清玄散
文集》陪在我身边,安抚我的心灵,让我一次次平静下来.这些
文章,犹如一道道山泉,带着它的淙淙流水声缓缓地走到我们
心中,让我们去慢慢品味生活的甘辛.林清玄的散文总有一种
哲学的意味和一点“禅”的味道.读他的散文犹如一次心灵的
洗礼,总能给人深深的`启迪.

读柳永读后感篇六

有一个副标题“赠给同学”，可见是为那些在攀登学问这座
大山的学子们写的。可是，文章所蕴含的深意，却远远超过
了做学问本身，那是一种人生的哲理，是在比较了多种人生
境界后对某种至高境界的由衷赞许，是对那种看似平易却难
以抵达的真英雄境界的诠释与破译。散文作者没有用太多语
言直接阐述自己的观点，她借助一个来说明问题。奇怪的是，
这个看来似曾相识的故事并没有曲折离奇的地方，却在平淡
从容中缓缓透出一种无法回避的魅力。那是真实的魅力，是
带着悲剧色彩的人生真谛的魅力。与过去读过的三兄弟探宝，
付出愈多收获愈多，“无限风光在险峰”的叙述模式相比，
张晓风的故事要严酷得多也煞风景得多。第三个年轻人付出
了沉重的代价，他并没有得到鲜花和掌声，也没有看到无限
风光。他看到的，只是“高风悲旋，蓝天四垂”;他感到的，
只是孤独和渺小。是的，这才是人生的真实，这才是人们到
达某种人生境界后必然的感受。也许这种感受带着浓重的悲
剧意味，从来也没有到达或接近这一境界的人意识不到这种
孤独和渺小，但并不等于孤独和渺小不存在，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意识不到的悲哀是更加深重的悲哀。所以，明知前路
的艰险，明知顶峰的荒凉，明知个体的'渺小，他仍然奋力前
行，为的是探究真理，寻找梦想，这，才是真英雄。“真英
雄何所遇?他遇到的是全身的伤痕，是孤单的长途，以及愈来
愈真切的渺小感。”

张晓风在散文的最后说出了自己的观点，正是这个观点的真
实和冷峻震撼了我们，也吸引了我们。做个真英雄吧，纵然
高处一无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