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朗读的感想与收获 三四郎读后感夏目漱石
(模板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吧。

朗读的感想与收获篇一

这本书与漱石其他作品不同的地方还有一点，在于情节的相
互联系。第一遍读时我尚没有许多发现，第二遍时我就已确
信，漱石在写作这本书前，其实就已将全部的情节构思好，
完全没有一时兴起的突发转折。所以，这本书读起来就像在
赏玩一个精致的器械，每一个关节处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只
是你能否发现罢了。

书的开始是甲野钦吾与宗近一一同游览京都的睿山。然而这
却不是故事的开端。这两人游京都的缘起直到书的最后一章
才完全交代了，甲野的父亲在国外客死异乡，而甲野的继母
想让自己的亲生女儿藤尾和小野培养感情，又怕钦吾反对，
才以调养身体为由让他出门旅行。而撮合藤尾与小野的原因，
则是想招一个上门女婿，以将本应由钦吾继承的家产据为己
有。与此同时，甲野的父亲生前曾暧昧地暗示将把藤尾嫁给
宗近，藤尾瞧不起宗近，所以这是母女二人都不愿看到的。
然而，小野也不是完美的对象，他在年少尚贫苦的时候得到
了一位名为孤堂的老人的资助，孤堂老人有一女，名为小夜
子，按照世俗人情小野理应与小夜子结婚，以报恩情。故事
的最后，甲野继母的计谋本要得逞了，小野托人向孤堂老人
回绝婚约，钦吾也主动提出让出家产，离家流浪。而宗近为
了接济钦吾，提出让他去宗近家，和一直恋慕钦吾的系子结
婚。但是最后的关头，小野终于在宗近的一席话下幡然醒悟，



决定不再与藤尾纠缠不清，而去履行与小夜子的婚约。在这
一打击之下，藤尾惊怒而亡，甲野继母则悔过，求得了钦吾
的原谅，由钦吾赡养终老。小说的主要人物有六个，分别是
甲野兄妹、宗近兄妹、小野清三与孤堂小夜子。这六人的人
生观价值观各不相同。钦吾超然物外，视金钱如粪土，对自
身际遇毫不在意;藤尾则虚荣浮薄，追求对他人、对外物的掌
控。宗近豁达而坦直，厌恶虚文伪节，为人毫无掩饰;系子单
纯而勇敢，愿意与心上人漂泊天涯。小野出身卑微，对地位
与金钱有着执念，又为世俗人情所迫，懦弱踌躇;小夜子身处
新旧时代的交界处，面临着被新时代抛弃的危机，小野就是
她唯一的希望。

朗读的感想与收获篇二

一千个人中，或许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然而真正的哈姆雷特
只有一个，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确切了解他。对人，对事，
都这样吧，你以为你把它弄明白了，其实是真相把你戏弄了。
千变万化的财经世界更是如此，透过郎眼，让我略懂了真相。

早年，中国一直强调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其实是把“快”当
做了重点项目，而忽视“好”的质量建设。结果可想，不过
是泡沫或豆腐渣式的海市蜃楼，好景是短暂的。很快社会暴
露了很多问题，通货膨胀，物价啥得也都响应政策号召，快
速发展起来。咱老百姓的口袋是越来越有了，可奇怪得是，
能买得东西却越来越少了，于是鼓起勇气超前消费，去推
动gdp也好，去弥补钱财自我蒸发的'损失也罢，却又犹豫了，
因为我们的社会保障保障不了我们那颗幼小易伤的心灵。

国家富了，百姓高兴。因为相信国家政府会为民造福。然而，
国家还是富着，可百姓却活得很累。老百姓共同创造了财富，
而财富却只恩惠于少部分人。你说，这社会能和谐么。于是
国家也看到了这社会潜在的不安定因子，提出构建和谐社会，
提出以民为本，藏富于民的伟大号召。不管政府给我们的是
不是一纸空文，但至少这是一种进步，而任劳任怨的我们会



执着地守护这个承诺，等待着兑现的那一天。

当然，我太激进了，我也不是什么有识之士。看过，笑笑就
好。豁达的中国百姓总能淡定地包容这一切，这或许也是中
国特色。别怪国家，别怪政府，只怪时代前进的脚步太快，
而我们的欲望也越来越大。物欲横流的社会，请别忘本，人
性，道德是永恒的主题。

国家政府我们都一直在努力，我们会有社会真正和谐的那一
天的。你信么?请相信，因为中国人相信，中国必胜！

朗读的感想与收获篇三

这是日本文学家、思想家——夏目漱石先生写的一篇生活小
说，书取名为《虞美人草》，可能含有以花喻人，暗寓华而
不实之意。书中描写了甲野、宗近、藤尾、小野、糸子、小
夜子这六个年轻人纠结的世界。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宗近跟甲
夜在爬山时候的对话：

“这世界上哪来什么实质的东西?正因为没有，这才需要一个
雅号啊!”

“世间万事皆浮梦，哎呀呀。”

“唯有死亡，才玩不得半点虚假。”

“故事是一个悲剧，没有喜剧那样轻松，然而，就是这样的
悲剧，才让我久久不能平静。”

我在想：世界那么大，钱真的是唯一的吗?有的人总是说：有
钱能使鬼推磨，没有什么是钱办不到的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钱能维持亲情，买来爱情，挽回过错吗?答案很明显，不能。
芸芸众生，不择手段的人却又是那么多，如藤尾无异。



是的，我承认：没有钱，明天吃什么，睡什么，做什么都是
未知。但是钱不是万能的，与人相处中还是要真心实意，真
心待人，才能长久。我的感悟如此之深，因为我有这样的经
历。有一天，我讲故事，你喝酒，你会明白我今日所讲。

世间万事皆浮梦，凡事不要不在意也不要太在意，掌握平衡
非常关键。我的工作就是和客户打交道，熟悉的，陌生的，
热情的，冷淡的，没得选。扫厂的时候，我们难免会遭受拒
绝;谈得很好的客户突然不理会了，意想不到的意外，客户的
退货等……我们都要抱着平常心的态度面对一切。我不知道
其他人是如何，但我知道我在患得患失的时候，主要的原因
是自身能力问题，去抱怨不如静下心，完善自己。让自己强
大起来。只有强大了，浮于心间的梦才能一步步变成现实。

最后我想说的是：生命只有一次，藤尾的死是仓促的，也是
必然的，这就是作者的态度——批判文明的急功近利。其实，
成功，也必须抛弃抄小道的思想。若是有一日一条捷径出现
在我们眼前，我们定要注意中间按花花绿绿的陷阱。

当然一本小说看下来，学到的仅仅那么多，感触千万，语言
无法一一表达。只能说很喜欢《虞美人草》这本书，夏目漱
石先生文采洋溢，能品读他的作品可谓幸福之事了。(作者：
朱丽娜)

朗读的感想与收获篇四

20世纪初，在日本的东京有这样三位年轻人：哲学专业毕业，
厌世疾俗，不想工作，靠外交官父亲的家产生活的甲野，性
格开朗，幽默乐观，大学毕业后参加外交官考试落榜，又参
加了第二次考试的宗近，还有才华横溢，正在做博士论文，
但贪慕虚荣和浮华的诗人小野。这三个年轻人彼此熟识，甲



野和宗近是远房亲戚，两人在旅行中成为知心朋友。小野是
甲野和宗近的学友，也是甲野同父异母的妹妹藤尾的家庭教
师。宗近也有个妹妹叫糸子，天真温婉，善解人意，钟情于
甲野。小野是个孤儿，京都的孤堂先生看他可怜，曾资助他
上了中学，并且将他与自己的女儿小夜子订了终身……夏目
漱石的名作《虞美人草》正是围绕着这三对青年男女的恋爱
故事展开的。虽然书中人物情感错综复杂并涉及到个人利益，
但是小说的故事性并不强，情节弱化不曲折，作者的重点在
于表现三对青年男女迥然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心理状态
以及各自走向的人生结局，由此达到作者批判社会，教化人
心的写作目的。

夏目漱石在《虞美人草》中的文字是多么精雕细琢，比喻、
象征、对称等修辞技巧的应用是多么精妙，对于民俗、景物
与环境的描写又是多么到位与风雅……这些对本书的赞美与
肯定方面已经有不少人写了，在此我不想再重复，而是想从
书中几个女性人物的性格、地位、心路历程以及最后结局谈
谈个人的一点看法。

书中除了糸子之外，我认为其他女性——藤尾、藤尾的母亲、
小夜子的生活都是极悲惨，令人同情的。虽然作者极力描写
藤尾是个克莉奥佩特拉式的妖冶女人，容貌美丽、学识出众、
谈吐优雅但虚荣骄傲，以自我为中心，最大的快乐就是让男
人为自己着迷，一门心思地琢磨着如何拴住男人的心，如何
靠手腕赢得男人的爱，最后的结局是得知诗人小野其实只是
贪图她的财产和美貌，甚至他早就有了未婚妻这一真相而自
杀。但我还是无法讨厌她，只觉得她是个看错了人，错爱了
人渣的年轻女孩。

她处在一个传统和现代交织又分裂的时代洪流中，她一只左
脚踩在现代中，另一只右脚却困在传统中。她虽是外交官的
女儿，受到了先进的西方教育，践行自由恋爱，没有服从父
命，喜欢和追求自己认为才华横溢，前途有为的穷小子诗人
小野。看起来她是一位现代女性，但是她本质上还是一位传



统女性，受困于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枷锁。物质上她依傍于
父亲的遗产过活，精神上她依傍于年轻男子对自己的迷恋。
自我价值感的确立始终在男人身上，男人迷恋我，我就有价
值，我就快乐；男人不迷恋我，我就没价值，我就痛苦。对
同性姐妹又缺乏结盟精神，只知道嫉妒与比较。女性主义除
了争取女人跟男人有一样的出生权、受教育权、就业权……
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要女人做到不把男女关系放在自己生命
中最重要的位置，强调女人和女人之间的情谊。假如藤尾不
仅懂得欣赏男人写的诗，还能自己写诗卖钱，她有自己的一
份工作和收入，还能和小夜子、糸子在一起彼此支持，那她
一定不会自杀，而是活得幸福快乐。

藤尾的母亲在书中被称为“谜”一样的女人，因她非常惊于
算计，做事情喜欢玩心机，讲话总是云里雾里，永远让人无
法确定她真实的心思意念，计划与行动。她为了获得丈夫的
遗产，剥夺非亲生子甲野的继承权，一方面说为了甲野的身
体健康劝其出门旅行，另一方面趁甲野不在家，操纵女儿笼
络小野的心，企图通过小野入赘保证自己安度晚年。这个老
女人在算计中蹉跎岁月，经常把自己搞得头痛疲惫，连豪宅
中的美景都无心无暇欣赏，最后计划破败，痛失女儿，向甲
野道歉：都是我的错，我会想方设法改掉自己的坏毛病。她
所有行为的动机只是为了让自己生存，因为丈夫死了，财产
也没她的份，自身利益无法获得保障，她不能靠自己，只能
靠子女而活。何其可悲！

小夜子最后没有和小野退婚，还是在一起了。但她的未婚夫
小野是个八面玲珑的势利小人，受东京的“文明开化”的熏
陶，急功近利，为了目标可以耍各种手段。为了攀上富家女，
少奋斗几十年，挖空心思极力迎合和讨好女人的欢心。现在
一个“藤尾”自杀了，但是往后他极可能会遇见其他的“藤
尾”（我并不觉得小野应该被狠狠批判，他深深受制于物质
的无奈，其所作所为可以理解）。与这样的男人结婚，小夜
子会幸福吗？小夜子自己是一个被父亲教育得传统的不能再
传统的女性，贤惠克制，矜持乖巧，感觉未婚夫变心了也不



敢去问一声，被人提出退婚也只知道躲起来默默哭泣，连一
句抗争的话都没有，甚至还被生气的父亲甩上一句：真是不
该生女儿啊！连身为女性本身都是错的，都被人否定，何其
不幸！

我以为，在这样一个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女性缺乏个人命运
与价值的主体性特征，缺乏现代女性自我的独立性，女人不
能为自己的幸福做主是书中女性人物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

《虞美人草》被视作夏目漱石个人文学生涯中的承启之作，
在日本文学史上地位极高。作者借小说创作批判二十世纪初
期刚从封建社会转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日本，批判人的自然特
性被时代思潮冲刷得越来越少，抨击现代文明的思想对传统
的冲击，希望唤醒青年人重视传统的道德修养，追求道义与
表里如一的真诚。但是我从中看到的是既不传统也不够现代
文明，重道义的好传统被破坏了，没有被认真承袭下来，男
女不平等的坏传统的毒瘤也未摘除，男女两性地位依然严重
不平等，女人必须依附男人而活，女人不能主宰个人命运，
女性的个人权益无法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女人争取独立
与平等的道路还无比漫长。

现在谁还看难懂的文学，大家都在看简短、通俗，能够快速
阅读的轻松文字。是不是有点讽刺？夏目漱石在一百年前就
批判“文明”的急功近利，但是今天这批判的声音大家却是
无法听见了，因为我们愈加“文明”，愈加快，快得都没时
间听他批判了。

朗读的感想与收获篇五

经历了四天的时间终于将这本《我是猫》粗略的看完了，或
许是初次接触夏目淑石先生的作品，对于他的文字风格还不
了解，读起来不免有些吃力，起初看了两天才看了四分之一
不到，后来仿佛就顺畅了许多，尽管是读完了这书，笨拙的



我却没有参透!以下是我对于此书的一些拙劣看法:

《我是猫》文中主要是以一只没有名字猫的视角来看待人类
的生活，书中的主人公——猫以咱家自称，让我们读起来更
有亲切感，主观上抛弃了猫的本质，能够将其看待成一个讲
述着，我们只是一个听众，听着猫对于人类的看法!这只猫不
仅具有动物的习性更是具有人的思想意识，以一种旁观者的
身份叙述和批判人类的社会。小说中除了主人公猫以外，还
提到了另外的几只猫，同时又构成另一个猫的世界，会显得
更加真实!

主人公猫是居住在一位穷教师家里的一只不起眼沧桑的没有
名字的猫，这是一只有着广阔见识和敏捷思维的猫，也是一
只至死都不曾学会抓老鼠的猫。这也是种反转之笔，现实生
活中的人类却不会善于思索，不懂得反思问题，而这一切都
是动物界的猫所具备的能力。同时还写了他的小伙伴还有女
师傅家的猫——三毛姑娘，车夫家的老毛，猫的世界也是丰
富多彩，他们相互爱恋，仰慕，嫉妒等，理性的表达了不同
家庭里的猫的视野和见解，从而反应了猫主人的生活品行。
关于猫的关系有一段是特别的经典，那就是苦沙弥家的公猫
对三毛姑娘的眷恋之情，那种情感远超过当时那种社会条件
下的男人对于女人的情感，讽刺了日本社会，男人就是男人，
女人就只能是女人的现状，男女阶层分明，猫或许都比人有
感情。还有就是车夫家那只壮士凶狠的黑猫对教师家这只没
有名字的猫的歧视，这无疑是讽刺了人类社会的世态炎凉，
不同的家庭环境会养育出不同性质的猫!

本文主要是以“咱家”来描述自己家主人的生活，主人的人
际关系和性格风貌。在阅读的过程中会有一种悲喜感，时而
觉得搞笑，时而觉得心酸，教师自命清高的生活背后总是那
么的心酸，而当他在他的朋友面前摆弄那些皮毛之计的时候
又不免过于滑稽。

文中我比较喜欢的几句经典语录



是“manyaslip,twitthecupandthelip”这句话源自于古希腊传
说，译为“杯与唇近在咫尺，其间也有太多的意外”比喻人
生福祸难测。还有一句是“所谓现代人之自觉意识，是指人
们对人与人之间截然不同的厉害关系了解过于详细，甚至刻
意去精雕细琢，并伴随着文明的进步，而变得更敏锐，也更
敏感，最终，连一举手，一投足都十分的装模作样。”

当然还有很多特别喜欢的句子和内容，我想需要再读一遍之
后再来记录，同一句话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心情和态度都会有
不一样的思考，这一次就算是接触了这本著作，还需更加深
入的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