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浮生六记的读书感悟(通用9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可以通过写心得感悟的方式
将其记录下来，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这段时间的学习、
工作生活状态。那么你知道心得感悟如何写吗？那么下面我
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感悟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浮生六记的读书感悟篇一

在这部小说中，紫姬(即紫上)是作者着意刻画的理想淑女形
象，她气质优雅，艺压群芳，性格婉约，通情达理。深得源
氏钟爱，被公认为最幸福的女人。从表面看，的确如此。自
十岁便被光源氏藏于深帏的紫姬，的确得到了不少令人艳羡
的柔情蜜意与锦衣玉食。紫儿应该可称是光源氏生命中最重
要的女子了。她虽非光源氏的原配，但她从幼年起就与源氏
相伴，由源氏亲自教养成人。因为长相酷似自己的昔日恋人
藤壶更衣，紫上从十岁起便被光源氏抚养在自己家中，为此，
她的一言一行其实都是光源氏教育的结果，也是光源氏意志
的体现。可以说，源氏对于她的抚育有点类似于今曰十分流
行的恋爱养成游戏，完全按照自己心中所向往的理想伴侣的
形象来培育紫儿，而紫儿在他的精心教养下也确实在品格、
仪态、才貌上超出了源氏身边的其他女子，并在源氏的正妻
葵姬死后成为了源氏的嫡夫人，与源氏相伴直至终老。她看
似尊荣无比，幸福美满。虽然源氏情人无数，风流成性，但
始终把她放在第一位，给予她，他的其他情人从未拥有过的
地位以及长久的感情，甚至在她死后了却尘缘，皈依佛门。
随感：曰前拜读了曰本作家紫氏部的这部名作，读完以后感
触良多。

我觉得作为一名伴侣、一位母亲、一个情人，紫儿无疑是完
美的，而作为她自己，她却有太多太多的遗憾了。她没有得
到父母的怜爱，没有兄弟姐妹可以相依，没有亲生的儿女承



欢膝下，她甚至没有过完她的童年就被牵扯进了一个男子的
恋爱养成游戏里。可以说，她生命中唯一的慰藉，就是那名
男子的爱，然而那名男子却是一个多情之人，他有太多的感
情要去给，有太多的爱人需要他的安慰。可是……他难道不
知道吗?在她的生命里除了他——就没有别人了。但是，为此
她却交出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全部自主权利，以别无选择代
替了一切选择。紫姬在丧失了人身自由的同时，也丧失了精
神自由。

她如同一只笼中之鸟，万里云天在她是永不可及对。而这种
自由的丧失，不是靠皮鞭棍棒，而是靠脉脉温情来完成的，
这就更加可怕，更有利于源氏对她这张白纸任意涂抹，完全
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准则把她培养成自己所需要的人。在源氏
的百般照顾、万种柔情中，在源氏的引导、启发、灌输下，
紫姬已经完全丧失了自我，而代之以光源氏的成功的创造者
和贵夫人的标准模特。作为统治者的正夫人，她充分体现了
本阶级的伦理道德对其要求：温顺贤惠、宽容忍让、逆来顺
受、惟命是从;作为一个普通女人，她溺爱纵容自己的丈夫，
疼爱他的子女，可以说，她所做的一切无人能够指摘。可是，
她自己又得到了什么呢?丈夫出去寻花问柳，自己空有满腔幽
怨却只能暗自落泪;独寝中夜夜烦恼无休而当着源氏的面却还
要藏起泪衫，“装作和蔼可亲、毫无怨恨的样子”;当光源氏
屡屡在众人面前夸她“众善皆备的完人”时，隐含在每一声
赞美背后的又有多少刻骨的悲酸、多少强咽强压的.哀怨!

浮生六记的读书感悟篇二

读书会最近共读沈复的《浮生六记》，当时我推荐这本书的
原因是：有两位书友说这本书对自己影响比较大，另外我之
前看过这本书很短一部分，中间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继续，
还有个原因是这本书不是特别厚，应该对于大部分人在半个
月左右读完不是难事。我只读了前四记，下面的分享基于这
四节内容。



1、夫妻关系

这本书感人的部分当属作者沈复与妻子芸娘的夫妻关系。在
一生中陪伴自己时间最长的不是父母也不是孩子，而是夫妻。
夫妻是知己，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否则沈复与芸娘的关系也
不会得到那么多人羡慕。当然历史上也有类似的夫妻关系：
李清照和赵明诚、苏轼与王弗。书中有段写到维持夫妻关系
一个好的方法是：相敬如宾。想想确实，有时很多矛盾的产
生就是彼此感觉太熟悉，说话肆无忌惮产生了矛盾，其实内
心里可能并不想伤害对方。

2、生活雅事

第一记中，作者夫妻二人不管是端午、中元、中秋等节日都
会准备吃喝赏月赏景，或者有机会的时候游山玩水。想到之
前看唐朝的历史，不同的节日大家都会有不同的过法，或者
曲江宴饮、或者野外集会、或者上元花灯；还有古人生活十
大雅事：焚香、品茗、听雨、抚琴、对弈、酌酒、莳花、读
书、候月、寻幽。古人虽然物质匮乏、信息不发达，但是对
节假日的重视程度比今人多太多，生活仪式感也强很多。是
因为今人生活太忙碌？不会享受生活？亦或是别的？总之很
羡慕、很向往古人的这种生活。

3、游记

在第四记中，作者写了很多游记，但大部分都是南方的山水，
只有一小段记录北方。在南方山水的叙述中，我回忆起曾经
去过的无锡太湖的景色、上海豫园、浙江的山水、厦门鼓浪
屿上的私家花园、广州珠江两岸的一些画面，既然能和作者
书中描述的一些画面契合。另外我去过很多历史文化景点，
我想我可能有机会也会写一些，记录下来也挺有意思。

4、绍兴师爷



之前不知在那看过一条信息，有段时间中国各地所有的师爷，
绍兴出来的有一半还是百分之八十以上。作者在书中记录过
自己在不同地方做幕僚的经历，而且他父亲和很多朋友也做
过幕僚，他也是学了做幕僚的技能才开始做这份职业。我理
解这里说的幕僚应该就是所谓的师爷吧。但是为啥绍兴出了
这么多师爷，我记不起来原因了。

5、林语堂与沈复

在读第二记“闲情记趣”时候，里面讲怎么种植一些花草，
怎么装饰房间，怎么吃某种食物等等，在读这部分的时候，
一直想起林语堂之前某本书（应该是《生活的艺术》）中记
录过类似的事情，不过比这本书里讲的更多，也更有趣。后
来发现林语堂把《浮生六记》翻译成了英文，果然两个人有
某种关系。

6、职业生涯

浮生六记的读书感悟篇三

品《浮生六记》，看沈老爷子的神仙爱情。

林语堂曾经说：“陈芸(游鱼注：该书作者沈复的妻子)是文
学史上最可爱的女人。在生活中，陈芸也是最令人喜爱。她
生具慧才，性情洒脱，简直是文人心中理想的妻子。”那时，
我记住了陈芸这个名字。后来，我翻看《世界文学》，发现
它将《浮生六记》列入传世藏书，不由心生阅读的渴望。读
《浮生六记》最大的收获就是享受到幽闲之情趣。古人说
过“人非有品不能闲”，而《浮生六记》更在闲情之中浸染
了艳情。

书中记录着作者一生经历的起伏坎坷，悲欢离合。散发着感
性色彩的文字，使我仿佛置身于当时的社会，体味着世间百
态。沈复得双眼始终瞄向自己的妻子芸娘，这位中国文学史



上最可爱的女人。她的'聪慧，襟怀，气概和痴情，不得不让
读者“阅而心醉”。是看“一身素淡”何其娴雅，口授成诵，
何其颖慧，顾盼神飞，何其缠绵，太湖纵目何其豪迈。与红
楼梦大观园中的女儿相比，芸娘比黛玉柔和，比宝钗淡雅，
比探春体贴，比湘云豪爽，比妙玉多一份人间烟火。于当今
的时尚女郎相比，芸自是多了一份内涵，淡雅，一份矜持。
却不料这样一位佳人中道凄然长逝，空流下两行痛泪。

“凡事喜独出己见，不屑随人是非”，“不贪屠门之嚼”，
日子过得轻淡，沈三白应是极随性的人了。卷四浪游记快，
与众友共览天下名胜，而山水可怡情。文字洋洋洒洒，闲情
逸致，字里行间皆是。细细读来，让人暂忘尘世间的千丝万
缕。于爱妻芸娘，沈三白笔墨却不多，就是浪迹天涯，流连
烟花巷之时，心中的那份牵挂，也似不经意的。卷二闲情记
趣、卷四浪游记快，写情写景，对芸娘看似不经意，那份平
淡而真实的感情，却处处都在了。于是，芸娘的隽秀颖慧，
知书达礼，温婉可人，就在沈三白不多的笔墨中，轻轻点出，
就这么不经意的丰满和鲜活起来：居乡，芸娘相伴相依，一
同品兰插菊玩石置景赏月;会友，“芸拔钗沽酒”，巧置梅
盒;着小帽领袜皆芸自制，也必整必洁;夏荷初开，芸置条叶
于荷心取香……一点一滴，皆平白叙来，娓娓道出，可羡可
叹，夫复何求的感觉，真让人羡煞!

浮生六记的读书感悟篇四

重读《浮生六记》，四个字来形容沈复：情深不寿。

沈复其人，大抵可窥一二矣。[鸿案相庄廿有三年，年愈久而
情愈密。

卷一便是《闺房记乐》，通篇皆是二十三年来沈复与其结发
妻子陈氏的琐碎情事。说它琐碎，是因为几乎没有几件代表
性的大事，平铺直述到不需要任何悬念转折；说它皆情事，
则是因为字里行间莫不是珍惜、卷首页眉都透着恩爱。沈三



白，料想又是一情痴矣！记得当年初见，彼此仍是少年。沈
复喜她才思隽秀，虽恐其福泽不深，然心之所系不能释之，
对母亲诉言：非姊不娶，那年，沈复十三岁。都说古人婚姻
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这一个十三岁的小小少年，因为
一句“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倾慕上了比他大了十个
月的族中阿姊，这一倾慕，就是一生。

婚后某晚，其与故人划拳饮酒，酩酊大醉卧倒在床，醒来时
陈氏正对镜晓妆。我自己看书的时候不做别的念想，现在回
头来看，不过就是一次醉酒，有什么值得刻意写下来？转而
想到，大概从妻子过世之后，他再也没法儿喝醉醒来还能看
到她当窗理云鬓的模样了吧？那时候，陈氏初为新妇，整日
恭敬侍奉堂上，宽和以待下人，怕被人说新娘惫懒，日日太
阳初升便要起床，沈复喜欢赖床，可看她严肃认真的样子，
只得跟着一同早起，这大概就是现在年轻人常说的“为爱改
变”了吧。

夫妻两人游园消夏，读书论古，品月评花，，可惜好景终不
长久，沈家家道中落，陈氏又接连失弟丧母，多番打击之下，
身体日渐沉疴，病榻之侧，沈复悉心守护终不曾离弃。当然
这些都是后话了。

我想天下恩爱夫妻大抵都相似吧，记得婚后数年，沈复和陈
氏整理书卷论及诗词，沈复得知陈氏最为推崇者是那张口吐
出大半个盛唐的李太白，当即像个小孩子一样笑道：“夫人
定是与‘白’有缘啊！”陈氏不解，沈复说道：“夫人启蒙
于白居易的《琵琶行》，诗词最重李太白，夫君我字‘三
白’，可不是一生都与这个字有缘么？”陈氏莞尔。此间情
状，不解风月之人如何体会得来！即便是如今这个多少显得
寡情的年代，多少痴儿情女，也会因为“你生在六月，我生
在七月，天下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肯定是缘分让我们在一
起”而惊叹，情到深处无从解释，只好托词于上天，道一声：
一切真乃缘分也。其实文中最打动人的，不是夫妻情事，不
是患难与共，也不是相守到老。



世间有的是扶持一生的夫妻，难得的是，沈复在斯人不再后，
于贫病孤苦中，一字一句写下了这些故事，只属于沈氏夫妇
的故事，《浮生》一卷，名垂文史千古，万尺黄泉之下，虽
于逝者无补，料想也能一慰佳人芳魂了罢！

听众读后感

《南丁格尔》读后感

《尊严》读后感

先生读后感

《格局》读后感

今天读后感

《伤逝》读后感

《水浒》读后感

《传奇》读后感

魔镜读后感

浮生六记的读书感悟篇五

名为六记，后两记遗失，现存只有四记。

如果去掉第三记《坎坷记愁》，那真是理想的婚姻和生活：
青梅竹马举案齐眉、对花吟诗对月小酌、拈花弄草泼墨作画、
浪迹天涯快意江湖，有没有柴米油盐之干扰、没有争风吃醋
之烦忧、没有追名逐利之市侩，这是中国文人所最求的最高
境界，比陶渊明的隐居乡间更胜一筹。令人向往之！



可惜生而为人要养自己的臭皮囊、为人子女做人父母要尽孝
尽责，于是就悲剧了！追求诗和远方是有条件的，要先处理
好眼前的苟且！也许只有在为人兄友这一方面，沈复是无愧
于心的吧：为友慷慨豪爽、为兄放弃家产！

世俗之人大多以成败论英雄，如我之辈就忍不住边读边嘘唏
感慨：沈复同学实在是缺乏为人处世和生存立世的能力，让
父母妻儿都极为窘困尴尬，最后妻亡女散、儿子夭折，只剩
自己孑然一身飘落在外、靠朋友帮衬生活！作为一个男人、
确实挺失败的！

但是仔细想想，这样的人也是挺难得的吧。世上极少数人既
有深邃的思想又有超凡的能力；大多数人资质平平、能力有
限，但不甘平庸无趣，有的孜孜不倦努力向上、有忙里偷闲
苦中作乐、有的精致有趣小有情调，都想法设法活的精彩，
绽放美丽，哪怕是一朵小小的苔花。沈复在借款途中尚能恣
意出游，且尽兴攀高、惊的导游瞠目结舌，俗世烦恼困不住
不羁的灵魂！这样的人生状态确实值得称赞和羡慕！

从文中看不出成书具体时间，大概是作者晚年吧。可能事隔
多年，作者已平心静气、释然豁达，对苦难坎坷没有丝毫的
怨愤：对父母弟友没有责问和不平，对官场苟且没有抱怨和
批评，甚至不屑于花费笔墨将事情原委和盘托出，只用一
句“母亲看了一眼第妹”带过了兄弟恩怨，用一句“看多了
官场”绕开了名利之争。这样的宅心仁厚真是难能可贵！留
下记忆里的，或者说值得记忆的，只有童年的快乐、夫妻的
和鸣、浪游的痛快，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遗憾，其他的都不
重要，任其流逝在时间的长河里吧！

阅读这本两百年前的作品（1810~1830），相对于史记汉赋之
类的早期古文，确实更为容易些。不像古文那样简缩严重，
需要不断的扩词翻译、前后连贯，才能理解其内容和逻辑。
这本清末散文已经很接近白话文了，泛泛粗读不做细究就能
理解大概意思。如果详读，个别词字需要工具书帮助：一部



分是现在基本不用的字或词，只在古文中能看到；一部分是
现在还用的字、但是某些涵义已经基本不用了。

细细查看，觉得第二种情形非常有趣。“已”现在多用“过
去、以前”的意思（已经、事已至此）、偶尔用其本意“停
止”（死而后已、学不可以已），但它还可表示“太”（不
为已甚—不做的太过分）、“后来”（已忽不见—一会儿就
不见了）。哈哈，有时候指“以前”、有时候指“后
来”。“倩”字现在基本只用在“倩女”一词中，指美丽的
女子，很多女孩都取名为“倩”，殊不知这个字本意为“男
子的美称”，也指“女婿”（妹倩—妹夫），引申为“美
好”（巧笑倩兮），做动词时指“请”（倩笔—请人代笔、
倩雇—雇请）。汉语还真是复杂呢，不小心就掉坑里了！

文档为doc格式

浮生六记的读书感悟篇六

最近，又重新翻开了《浮生六记》这一本书，竟一口气在课
堂上读完了前两卷，一度感慨，既感慨于人之于天下小如蜉
蝣，却又为人生在世于芸娘与沈复之间的爱情所动容，其中
还掺杂着时代背景的悲哀，放眼于现代却不知道是值得悲哀
还是庆幸之事。至于开头为什么说“又”呢？大概是因为，
大二时我在图书馆偶然翻到这本书，一开始打开看觉得枯燥
乏味，因大多是文言文阐述，便也只对《闺房之乐》这一卷
稍稍掠过，印象中只觉羡慕那时芸娘与沈复爱情之简单又纯
碎。

而现如今，趁着买书的空档，我连着这本书也一起买了。再
次翻开，已是三年后。只是，在重新读这一卷时，多了一些
经历，也难免多了几分自己的思考。虽年纪渐长，但我发现，
我对于芸娘与沈复之间爱情的看法始终如一，我想，在那个
时代，芸娘自然是幸运而又幸福的(viceversa)。于芸娘而言，
虽比沈复年长，晚年因封建礼教的束缚（无论是对自身还是



对环境）并不能如其所愿与沈复共度晚年，亦不能亲眼见证
其子女的成长（尤其是到后面其子亦因病去世），中晚年执
着于给沈复挑妾室（于此现代的我所不能理解与接受）却又
因此见证了人世间的冷暖趋炎附势而落下了心病，但似乎，
这些都不能否认，在其生命结束前的几十年间里，其时而可
作为沈复的妻子为其持家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心灵手巧
为其丈夫编织或制作餐具；时而作为沈复的知心好友与其共
赏明月对酒当歌吟诵诗词行酒令；时而亦可女扮男装与沈复
一起于元宵七夕节共游花灯。在封建礼教年代，我想，这大
概是很多女子都想得到又或者压根都没有敢去想象的婚姻生
活。大概，是因为芸娘本身就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孩子吧，
知轻重而识轻重，既上得厅堂也下得厨房，可作为对酒吟诗
的酒友，亦可作为与其共枕说尽心里话的妻子。偶尔我都在
想，如若我是沈复，大概也会像他如此吧，在失去芸娘后的
十几年间里日日思念。不过，沈复也是幸运的，尽管痛失芸
娘，但起码也和芸娘以夫妻相守，陪伴芸娘走至其人生的尽
头。其于少时娶了芸娘，此后的`几十年光景里，俩人一起云
游过，一起住进老婢女的乡下小房子，看着房子外搭建的篱
笆，说尽心中不痛快之事，亦妻亦友，可不令人羡慕！实在
快哉！自《闺房之乐》一卷后，所记录的大抵都是沈复的所
见所闻，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大概就是人生走这一回，既
然老天给了他这走一回的幸运，让他遇见了芸娘，也让他这
一生经历这许多之事，到过不同的地方，那在晚年，将这短
短一生用文笔记下，也算是不辜负这一生。虽哀吾生之须臾，
却人生于每个人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又何苦紧抓这几十年
短短光阴不放而忘了去好好享受自己的人生呢！可惜的是，
后两卷已然丢失，为清人所编写，无从得知后两卷沈复本人
究竟书写了什么，难免可惜。

不过，再次拿起这本书读的时候，也让我意识到，好像我也
可以如此做，将自己所遇见的人、所经历过的事、所走过的
地方与所听见的故事记录下来，虽然不得以完整，也可能已
经忘记许多，但，我想，短短一生，这些岂能为我所限？哈
哈哈，忽然就想起一句话来——礼法岂为我辈所设！如果能



穿越，我倒真的想做一个侠客，仗剑走天涯，与一知己指点
江山，饮酒畅谈，岂不幸甚乐哉！

浮生六记的读书感悟篇七

如译者所讲：浮生六记和许多老故事一样，其中有欢乐也有
悲伤，有温馨也有酸楚，有热闹也有寂寞；似乎过于平凡，
还有点不合时宜，却有一种看似“慢半拍”但永远不过时的
温暖、悠然和浪漫；当然，还有爱情。在我看来，作者一生
的经历莫过于八个字，那就是：人生写意，莫过良缘。

沈复生于1763年，字三白，号梅逸，清代苏州画家。一生在
家庭、官场、经商之间沉浮，浪游各地，阅尽人生百般滋味。
诞生在苏州一个小康读书人家。沈复年幼时与他的表姐（也
就是故事的女主人公——芸）定亲，开启了这段百转回肠的
故事。沈复生性豁达快乐，喜好交友，喜好出游，结交了众
多情投意合的好友，也游历了许多山水名胜。他似乎就是有
这种本事，即使是困窘的日子也总是有办法过的津津有味。

更为难得的是，芸和他是一样的人，安于简单平淡的生活，
自得其乐，两人情深意笃、夫唱妇随，芸的温柔体贴和兰心
蕙质，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了别样的趣味和风情。

沈复对芸的爱是如此的真挚，在他笔下的文字中，你不难读
出芸的形象：她清秀瘦弱，脖颈修长，弯弯的眉毛，眼睛灵
秀俏丽，顾盼间神韵动人。唯是上唇略短，微露出两颗牙齿，
虽然这似乎不是有福之相，但别有一种妩媚娇柔之感，让人
怦然心动。然而芸让沈复着迷的绝不仅仅是她的外表，更是
她为人处世乐观积极的点点滴滴。她终日神色平和，与她说
话，常以微笑作答。对父母长辈尊敬爱重，待晚辈温柔和气，
家事料理的井井有条，没有一点疏忽。又见她可终日与作者
厮守，花间月下品读诗书，纵论古今。

回头看，似乎我们的男主角并不大有资格胜任这一角色。虽



家境小康，但他既不曾积极规划未来，也没有丝毫将来要继
承门第的自觉；对读书没有什么上心的地方，也不知道像精
明能干的父亲多多学习。他似乎甘于过小情小调的小日子，
和芸卿卿我我，儿女情长。

但即便如此又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一定要把人生活成小说
或者剧本？谁又规定了做人就一定要志存高远、胸有成竹？
我们中绝大多数的人都很平凡，并将终生平凡。沈复没有宏
大的才情和高远的志向，他生性风流，不贪图功名利禄，但
好在他身边有芸的陪伴，纵然生活充满未知和艰辛，但这位
女子却总能把生活变得充满乐趣。

正如我所说：人生写意，莫过良缘。在岁月的长河中，终将
陪伴我们的不是父母、也不是子女或朋友，而是携手一生的
伴侣。所以无论看上去多么平凡的人生，只要身边有佳偶相
伴，接受它，安于它，坚守它，并乐在其中，发现快乐，懂
得欣赏，懂得感恩，自会体会到人生独特的乐趣。

《南丁格尔》读后感

《尊严》读后感

先生读后感

《格局》读后感

今天读后感

《伤逝》读后感

《水浒》读后感

《传奇》读后感

魔镜读后感



长城读后感

浮生六记的读书感悟篇八

吴言生

鹧鸪天

烂漫性灵绝代稀，

天涯携手访幽奇。

浮生哀乐花经眼，

尘世悲欢只自知。

情已忏，

意犹痴，

秋风红叶独眠时。

他生若续此生梦，

踏遍烟霞慰所思。

佛说五百年才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同枕眠。而浮生若梦，
假有百年之身，相聚相亲相爱之时不过几年。多少人同床异
梦，多少人视若仇人，相互撕杀到几时，多少人却举起屠刀。
我们耗尽所有，筋疲力竭。爱情的火焰像魔鬼的假面诱惑，
多少人奋不顾身，飞蛾扑火般壮烈，多少轰轰烈烈的爱情，
却惨淡收场。伟人，凡人，谁也脱不开一个情字。人因情缘
际会而呱呱出场。却又奔赴爱的盛宴，而围城内的人却终想
出来。



沈复与芸儿的念，因早早失去，还未演完的戏剧高潮却退罢
演，留下多少期待与遗憾。

沈复与芸儿在最美的时节相拥，十八岁。两颗浪漫而有趣的
心漫步尘世。何其幸。

芸儿的知性，活泼，聪慧，是个可人儿，其智慧与心襟远甚
古人，也许是未来穿越古代的。与沈复她是幸福的，沈复给
了她自由，平等，不仅是闺房之乐，生活之乐，灵魂之乐，
他们像朋友，像闺蜜，像情人，像夫妻。在古代三从四德的
时期，别人门口的风景都未看过。芸儿却可女扮男妆出行，
也可与沈先生斗酒吟诗，互掐互搬砖。更可与众友一起，吟
诗出游饮酒。芸儿亦是太胆，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竟奇葩到
投其所好，选妾，为家公引妾，而失了本分，是犹过也，鱼
儿认为，报孝不是无原则地投其所好，更不因执于此念而终。
此点芸儿有义有情有痴有愚有执。甚至强求。后来落魄如此
亦是自受。人福大多而不堪承受矣。人生得意莫尽欢，且留
一线失意时。芸儿幸而何其不幸。世人男人薄悻太多，，芸
儿不必对他们太好。家公是，反目冷血，芸儿不是女子应是
男子，而错生女儿身了。作为沈复妻子，芸儿是幸福的。也
是不幸的。

作为社会人，我们有度有序，可以独立个体的存在，又要兼
顾大体。

沈复虽有之才，有趣，胸中有墨，有义有情。却是自私的享
乐型男。他除了享乐还是享乐。鱼儿不敢苟同。责任与爱不
是索取无度。是让爱的人，无忧知性优雅地生活。

浮生皮相尽去，且行且珍惜，你若安好，便是晴天。夫复下
辈渺茫寻迹。

中午悟尽如此，晚雨风急，鱼儿雨中穿行，骑铁马，作的驴
飞快。风雨兼程。鱼儿念想沈复夫妻，贫寒却诗书酒，家无



尘，院含春，一竹当簾，当物慰诗友，兴炉吟文章，热汤作
羹，粗菜当佳肴。亦是人间盛境。

鱼儿小时，一家十口，父母一更起，披星戴月归，却闲里月
下二胡，与鱼儿讲隋唐演义，讲水浒，讲路遥知马力日久见
人心，讲许多名人故事，讲许多鬼故事，一杆长烟枪，二两
小酒。讲仁义道德讲善。母亲说父亲曾演戏，丑角，都满堂
彩的杨驼背。可惜鱼儿从来见过。物质贫乏的时代，是什么
让一个又一个家庭充满欢笑，是什么让单薄的躯体屹立于无
情莽原，凶险丛林。是什么赋予人类有洪荒之力。是一代又
一代传承下来的精神文明。

我想起活出生命的意义中，在在纳粹集中营里面活下来的人，
在生命之外，我听到他们的歌声与滑稽表演，是什么让人度
过那腥风血雨。

在物质文明发达的今天。我们南辕北辙，我们为生活奔波，
多少劳燕纷飞。多少双人望屏静立，手心的温度，如何穿过
长长的电频，去抚千里之外那颗孤独的心。我开始艳羡沈复
与芸儿，琴瑟和鸣。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朝夕相拥。

生命的意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回眸那冷冷不知岁寒的
夫君，沈复啊沈复，哀其不争，幸其不争。世人又有多少沈
复穿越其中。鱼儿竟自矛盾。

浮生六记的读书感悟篇九

读完四记，内心五味杂陈。沈复和芸娘出于自身、家庭和社
会的原因，本来一段夫妻爱情佳话，结局却令人唏嘘。站在
今天的角度，爱情、家庭、友情、兴趣、旅行等生活要素，
都值得用心去经营和体验。爱情里，有人与你立黄昏，有人
问你粥可温。顺境时，花前月下，饮酒吟诗。逆境时，也能
相濡以沫，共同面对。家庭里，主动承担责任，谋生养家，
积极沟通表达，调和矛盾。朋友之间，以诚相待，不以利交，



则不为利散。有闲散时间和精力时，培养些志趣，纵情山水，
其实我们就生活在散文和诗词的世界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