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干将莫邪读书心得 浮生六记读后
感(大全7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干将莫邪读书心得篇一

这一章的字里行间，你侬我侬，透露着浓浓的爱意，沈先生
与芸娘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拥有着浓情蜜意，着实令人羡慕。

而且，我发现沈先生擅长观察，他的视觉系统整合得很好，
得益于儿时的他，喜爱明察秋毫，细细观察纤小的东西，因
此，在他的文字下面，生动的体现蚊虫这些细小动物的刻画，
从而带来了丰富的想象。

长大后的沈先生，喜爱修剪盆景，这是功夫活，急不得，这
个培养性情的手工活，在沈先生笔下，描绘得绘声绘色，让
我能从文字中感受到他的惬意。

生活本是油盐柴米酱醋茶，沈先生夫妇却把日子过得闲情逸
致，越发让我亲近他们的生活。

“点缀盆景的花石，小则可以精巧到入画图中，大则可以融
汇韵致，令人入神。捧一瓯清茶观赏，注意力能被盆景移取，
使人神游其中，这等盆景，才适合在幽静书斋里赏玩。”这
等描绘，全然是享受当下。

干将莫邪读书心得篇二

读完沈复的《浮生六记》，想着还是通过文字记录一下读完



的感受;不过我读的是译文，文言文的话可能读起来就更为艰
难了。

全书共六记，分别为: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
记快、中山记历、养生记道。好像后两记已经亡佚了，只读
了前四记。《闺房记乐》描写了作者与爱妻陈芸之间的缠绵
缱绻，《闲情记趣》记载了作者生活中的爱好雅趣;《坎坷记
愁》则描写了作者与芸悲凄曲折、痛断人肠的人生经历;《浪
游记快》描写了作者游赏名山大川的豪兴与雅意。

读闺房记乐，能够感受到作者和妻子芸生活中的一种闲适契
合，两人是夫妻更是知己，相濡以沫，彼此陪伴;也难怪林语
堂曾称“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上最可爱的女人"，并时时向
朋友感慨:“沈三白之妻芸娘，乃是人间最理想的女人，能以
此姝为妻，真是三生有幸呢。”

芸天资聪颖，颇具才情，识山川之美，知诗歌之妙;日常生活
颇懂优雅之趣，往往匠心独具，瞬间即化腐朽成神奇矣。入
俗而脱俗，这就是芸的魅力之所在。她活泼率真、痴心纯情，
如芙蓉映水、弱柳扶风，总是那般怡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
美好的形象，却被屡屡摧残，先被小人所暗算，后被公婆所
驱赶，再为浮妓所欺骗，母死弟亡、恶疾缠身，最后困顿而
死。书读至此，不能不令人掩卷长叹，痛佳人香魂消散。

年少相见，沈复便对母亲说若娶妻非芸姐不可;婚后相处，两
人情深义重，芸打理好家中一切事宜，还主动为丈夫纳妾，
这一点其实对我来说并不能理解，不明白夫妻恩爱为什么要
让他人介入呢?可能这也是芸深爱丈夫的体现吧，我们终究也
不能拿后世的思想来对前人的行为进行评判。

而在《坎坷记愁》里讲述了他们家庭的一步步没落，还多次
寄居于友人家中;当沈复没落时还是有很多友人接济的，这与
他平时为人慷慨也是有很大关系。沈复一生坎坷不顺，生平
也没有太大作为，后期妻子长子均离世，孤身一人四处游荡



飘离;我觉得他这一生最幸运的便是娶了芸为妻，与芸一起过
了二十多年的恩爱日子。

其他的像《浪游记趣》一类的没有太大兴趣，主要是沈复和
友人一起游览各地的事情;读完全书没有太多深刻的印象，主
要原因在于自己学识太过浅薄，即使是译文很多句子也是不
大明白的;其中沈复和他妻子芸的一些生活趣事记忆更为深刻
些，我可能对这种倾向于故事的情节更感兴趣。

干将莫邪读书心得篇三

以男性的眼光看，陈芸确实是一个可爱的女人：从外表看，
长的不错，(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
有一股娇憨的女儿之态;虽然没怎么上过学，但是自学成才，
会写几句诗词，女红做的很好，炒的一手好菜，绝对是心灵
手巧;重视礼节，但不死板;对自己青梅竹马的丈夫一片痴心，
就算他不好好工作、喝酒嫖妓，也毫无怨言;甚至看到别的男
人纳妾以后，还专心帮丈夫物色一个“美丽而有韵味”的小
妾。这种漂亮又有情趣的女人，大概是每个男性所梦寐以求
的妻子吧!

受时代的局限，陈芸是一个家庭妇女，没有自己的工作，经
济上绝对的依附于自己的丈夫。当公公婆婆误解自己的时候，
毫不辩解，任由自己被冤枉。当丈夫失业、经济拮据而丈夫
却不去找工作，每天沉迷于书本时，也毫无怨言，任由丈夫
所为。同样是受到时代的局限，不但容忍丈夫出入青楼，甚
至还专心为丈夫物色小妾。在现在看来，实在是太糟践自己
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沈复是不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爱的
男人”呢?这个绝对没有。

沈复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沈复勉强算是一个富二代(正值太平



盛世，且在衣冠之家)。本来是个文学青年，后来家庭变故，
就在19岁的时候放弃了科举，学习经商，从此开始了浪迹天
涯的生活，走遍了大清国。文青的毛病很重，失业的时候也
不想着养家糊口，只顾着钻在故纸堆里，吟诗作赋。好面子，
为别人作保，然后自己被债主追债。当妻子被父母嫌弃的时
候，没有能力、胆量站出来保护自己的妻子。不时出入花街
柳巷，流连于青楼之上，在妓女身上一掷千金。

不可否认，沈复和陈芸彼此有深厚的爱恋，一片痴情，天地
可鉴。但是只有痴情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力量。没有力量，
就不能保护彼此，不能保护自己，不能修正性格上的缺陷，
最后留下的只是令人唏嘘不已的悲剧。

干将莫邪读书心得篇四

读完沈复的《浮生六记》，想着还是通过文字记录一下读完
的感受;不过我读的是译文，文言文的话可能读起来就更为艰
难了。

全书共六记，分别为：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
游记快、中山记历、养生记道。好像后两记已经亡佚了，只
读了前四记。《闺房记乐》描写了作者与爱妻陈芸之间的缠
绵缱绻，《闲情记趣》记载了作者生活中的爱好雅趣;《坎坷
记愁》则描写了作者与芸悲凄曲折、痛断人肠的人生经历;
《浪游记快》描写了作者游赏名山大川的豪兴与雅意。

读闺房记乐，能够感受到作者和妻子芸生活中的一种闲适契
合，两人是夫妻更是知己，相濡以沫，彼此陪伴;也难怪林语
堂曾称“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上最可爱的女人"，并时时向
朋友感慨：“沈三白之妻芸娘，乃是人间最理想的女人，能
以此姝为妻，真是三生有幸呢。”

芸天资聪颖，颇具才情，识山川之美，知诗歌之妙;日常生活



颇懂优雅之趣，往往匠心独具，瞬间即化腐朽成神奇矣。入
俗而脱俗，这就是芸的魅力之所在。她活泼率真、痴心纯情，
如芙蓉映水、弱柳扶风，总是那般怡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
美好的形象，却被屡屡摧残，先被小人所暗算，后被公婆所
驱赶，再为浮妓所欺骗，母死弟亡、恶疾缠身，最后困顿而
死。书读至此，不能不令人掩卷长叹，痛佳人香魂消散。

年少相见，沈复便对母亲说若娶妻非芸姐不可;婚后相处，两
人情深义重，芸打理好家中一切事宜，还主动为丈夫纳妾，
这一点其实对我来说并不能理解，不明白夫妻恩爱为什么要
让他人介入呢?可能这也是芸深爱丈夫的体现吧，我们终究也
不能拿后世的思想来对前人的行为进行评判。

而在《坎坷记愁》里讲述了他们家庭的一步步没落，还多次
寄居于友人家中;当沈复没落时还是有很多友人接济的，这与
他平时为人慷慨也是有很大关系。沈复一生坎坷不顺，生平
也没有太大作为，后期妻子长子均离世，孤身一人四处游荡
飘离;我觉得他这一生最幸运的便是娶了芸为妻，与芸一起过
了二十多年的恩爱日子。

其他的像《浪游记趣》一类的没有太大兴趣，主要是沈复和
友人一起游览各地的事情;读完全书没有太多深刻的印象，主
要原因在于自己学识太过浅薄，即使是译文很多句子也是不
大明白的;其中沈复和他妻子芸的一些生活趣事记忆更为深刻
些，我可能对这种倾向于故事的情节更感兴趣。

干将莫邪读书心得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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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将莫邪读书心得篇六

刚巧这几天读到这本书，感觉能回答一些吧。其实只读了前
两记，后面游山记景的部分没有读，因为读到陈芸去世眼泪
不停实在已经读不下去了。

读了此书才知道几百年前的人何尝不与我们一样，为生活奔
忙，完全不是辫子剧中的场景，原来我们离历史并不远，原
来历史竟然与我们这么近，步入社会的读者其实根本不需要
费劲理解他们的处境就能产生共鸣。

主人公性格豪爽，不善理财，最终经济落魄，入不敷出，不
得不半夜躲债离乡，不得不夜宿土地庙。这样的生活作者用
平静的语言一一道来，真让人感觉上有老下有小的艰辛。

可是即便这样，他的妻子却毫无怨言，跟着他颠沛流离的过
了一生，并且事事为他着想，处处宽慰夫君，却因才智为兄
弟家人妒忌，公婆误会不容，最终造化弄人，这么好的妻子
竟然与作者永别于颠沛流离之中，其中妻子弥留之际给他说
的那些话，读之真让人读之热泪盈眶，怪不得林语堂说女主
人公是中国古代第一可爱的女人。

干将莫邪读书心得篇七

1、感慨中国古时知识分子的精致和矫情。



无论沈复其人的家庭境遇或者个人生活过得多好，多坏，对
生活方面他一直都比较矫情，比如温酒对诗，还有在室内养
花草，非常小资，落魄时亦如是。

2、沈复的妻子芸娘，真的善良到令人心疼，一声尽心尽力照
顾丈夫，满足他的各种习惯和爱好，像母亲一样纵容自己的
丈夫，展现了中国传统女性的贤良淑德，但是现代社会这种
品质也不一定会使自己的婚姻生活过的更好。

3、总体来看，我认为沈复就是个渣男。老婆孩子跟他一生没
有过什么好日子，而且在妻子与父母发生误会的时候他并无
作为，而且最终妻子含屈而亡，非常悲剧。而且因为自己日
子过不下去，就让女儿早嫁，儿子给人学徒，实在懦弱无能，
对于生活的现状没想办法奋斗改变，实为渣男一枚。

生活中自然有大喜大悲的时刻，但更多的多是些平常不过的
日子，没有大的波澜，见不到大的起伏，每一天相似无二的
日子，相似的心境，象平静的心电图映射到空间的墙上，暼
一眼就象是看完了全部。

如果说是有了转变，那一定是因为一个人的出现，一个那么
对的人，一个专属于你的那个人，独一无二到无可替代。

之于沈复，是他的芸娘。

念起，缘生，念起，缘深。

只是一眼，心跳瞬间陡起，再无力归于平静。

她象是一个仙女，转旋袅袅起舞间，每一时，每一刻，每一
天，都不再能似从前一样。平常的平常，有了她的浇灌，润
润的处处透着水灵。有些拮据的日间，有了她的心思，每每
流露出新意与可爱。说的每一句，总能从她的眼睛里投射出
会意的笑，烦忧蹙眉时，总是能从她瘦削的肩膀处，寻得力



量。

这一切无关其他，皆是因为每寸光阴，皆用心诚意抚过，暗
暗出力打磨，若是说丝丝关心，早在缕缕青丝漫，尖尖梳齿
间，由青花褪成了水墨。

铭心于心，无关四记或六记。

时间能隔绝的，绝不是思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