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季羡林散文集读后感(优秀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
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季羡林散文集读后感篇一

季羡林作为一个文字功底深厚、阅历丰富的学者，他的散文
题材丰富，不限地域和时代，每一篇都反映出时代的特点，
以及思想的深度。在他的散文作品当中，有两大特点，分别
是真和朴，文章行云流水、情感自然流露、节奏恰当、富有
内涵。以下是八篇季羡林所写散文，一起来领略这位学者对
这个世界、对他的人生有何见解。

我特别喜欢月光下的夹竹桃。你站在它下面，花朵是一团模
糊;但是香气却毫不含糊，浓浓烈烈地从花枝上袭了下来。它
把影子投到墙上，叶影参差，花影迷离，可以引起我许多幻
想。我幻想它是地图，它居然就是地图了。这一堆影子是亚
洲，那一堆影子是非洲，中间空白的'地方是大海。碰巧有几
只小虫子爬过，这就是远渡重洋的海轮。我幻想它是水中的
荇藻，我眼前就真的展现出一个小池塘。夜蛾飞过映在墙上
的影子就是游鱼。我幻想它是一幅墨竹，我就真看到一幅画。
微风乍起，叶影吹动，这一幅画竟变成活画了。

信缘分与不信缘分，对人的心情影响是不一样的。信者胜可
以做到不骄，败可以做到不馁，决不至胜则忘乎所以，败则
怨天尤人。中国古话说：“尽人事而听天命。”首先必
须“尽人事”，否则馅儿饼决不会自己从天上落到你嘴里来。
但又必须“听天命”。人世间，波诡云谲，因果错综。只有
能做到“尽人事而听天命”，一个人才能永远保持心情的平
衡。



在这一条十分漫长的路上，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
桥。路旁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
秋风;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绝处逢
生。路太长了，时间太长了，影子太多了，回忆太重了。我
真正感觉到，我负担不了，也忍受不了，我想摆脱掉这一切，
还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从来也没有人说过，丝瓜会有思
想。我左考虑，右考虑;越考虑越糊涂。我无法同丝瓜对话，
这是一个沉默的奇迹。瓜秧仿佛成了一根神秘的绳子，绿叶
上照旧浓翠扑人眉宇。我站在丝瓜下面，陷入梦幻。而丝瓜
则似乎心中有数，无言静观，它怡然泰然悠然坦然，仿佛含
笑面对秋阳。

当人们看到远处弥漫着白茫茫的烟，树梢上淡淡涂上了一层
金黄色，一群群的暮鸦驮着日色飞回来的时候，又仿佛有什
么东西压在他们的心头，他们又渴望着梦的来临。把门关上
了。关在内外的仍然是黄昏，当他们再伸头出来找的时候，
黄昏早已走了。从北冰洋跑了来，一过路，到非洲森林里去
了。再到，再到哪里，谁知道呢?然而，夜来了：漫漫的漆黑
的夜，闪着星光和月光的夜，浮动着暗香的夜……只是夜，
长长的夜，夜永远也不完，黄昏呢?--黄昏永远不存在在人们
的心里的。只一掠，走了，像一个春宵的轻梦。

我相信，不管还要经过多少艰难曲折，不管还要经历多少时
间，人类总会越变越好的，人类大同之域决不会仅仅是一个
空洞的理想。但是，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经过无数代人
的共同努力。有如接力赛，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一段路程要
跑。又如一条链子，是由许多环组成的，每一环从本身来看，
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点东西;但是没有这一点东西，链子就
组不成。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我们每一代人都有自己
的任务，而且是绝非可有可无的。如果说人生有意义与价值
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这里。



季羡林散文集读后感篇二

1.《清塘荷韵》：

2.《夹竹桃》：

我特别喜欢月光下的夹竹桃。你站在它下面，花朵是一团模
糊;但是香气却毫不含糊，浓浓烈烈地从花枝上袭了下来。它
把影子投到墙上，叶影参差，花影迷离，可以引起我许多幻
想。我幻想它是地图，它居然就是地图了。这一堆影子是亚
洲，那一堆影子是非洲，中间空白的地方是大海。碰巧有几
只小虫子爬过，这就是远渡重洋的海轮。我幻想它是水中的
荇藻，我眼前就真的展现出一个小池塘。夜蛾飞过映在墙上
的影子就是游鱼。我幻想它是一幅墨竹，我就真看到一幅画。
微风乍起，叶影吹动，这一幅画竟变成活画了。

3.《缘分与命运》：

信缘分与不信缘分，对人的心情影响是不一样的。信者胜可
以做到不骄，败可以做到不馁，决不至胜则忘乎所以，败则
怨天尤人。中国古话说：“尽人事而听天命。”首先必
须“尽人事”，否则馅儿饼决不会自己从天上落到你嘴里来。
但又必须“听天命”。人世间，波诡云谲，因果错综。只有
能做到“尽人事而听天命”，一个人才能永远保持心情的平
衡。

4.《八十述怀》：

在这一条十分漫长的路上，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
桥。路旁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
秋风;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绝处逢
生。路太长了，时间太长了，影子太多了，回忆太重了。我
真正感觉到，我负担不了，也忍受不了，我想摆脱掉这一切，
还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5.《神奇的丝瓜》：

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从来也没有人说过，丝瓜会有思
想。我左考虑，右考虑;越考虑越糊涂。我无法同丝瓜对话，
这是一个沉默的奇迹。瓜秧仿佛成了一根神秘的绳子，绿叶
上照旧浓翠扑人眉宇。我站在丝瓜下面，陷入梦幻。而丝瓜
则似乎心中有数，无言静观，它怡然泰然悠然坦然，仿佛含
笑面对秋阳。

6.《黄昏》：

当人们看到远处弥漫着白茫茫的烟，树梢上淡淡涂上了一层
金黄色，一群群的'暮鸦驮着日色飞回来的时候，又仿佛有什
么东西压在他们的心头，他们又渴望着梦的来临。把门关上
了。关在内外的仍然是黄昏，当他们再伸头出来找的时候，
黄昏早已走了。从北冰洋跑了来，一过路，到非洲森林里去
了。再到，再到哪里，谁知道呢?然而，夜来了：漫漫的漆黑
的夜，闪着星光和月光的夜，浮动着暗香的夜……只是夜，
长长的夜，夜永远也不完，黄昏呢?--黄昏永远不存在在人们
的心里的。只一掠，走了，像一个春宵的轻梦。

7.《马缨花》：

8.《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我相信，不管还要经过多少艰难曲折，不管还要经历多少时
间，人类总会越变越好的，人类大同之域决不会仅仅是一个
空洞的理想。但是，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经过无数代人
的共同努力。有如接力赛，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一段路程要
跑。又如一条链子，是由许多环组成的，每一环从本身来看，
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点东西;但是没有这一点东西，链子就
组不成。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我们每一代人都有自己
的任务，而且是绝非可有可无的。如果说人生有意义与价值
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这里。



季羡林散文集读后感篇三

近日阅读季羡林先生八十年散文作品的精选集，耳目一新，
感触良多。季先生堪称学界人瑞、文坛常青树，其写作期之
长、创作生命力之旺盛，举止无双。

该散文集收集了季老先生80年散文之一部分，从处女作开始
一直到新作惮巴老，按年代顺序排列。细细阅读，可略见其
创作的线索和思想、生活、情感世界的历史变迁，显示[世纪
老人“的风范，表现其高尚的精神世界。季羡林散文集读后
感5篇。季先生身处校园、情系世界，他的社会活动、足迹遍
世界，个人生活方面既出入人民大会堂，又住过[牛棚”，基
于丰富的阅历，智慧老人散文中的许多内容，丝丝淡泊中放
出智慧的光芒，对于后来人，这是最好的、最活得历史。更
突出的一点，就是其散文知识之丰富性、活动领域之广阔多
样性和个人体验之深切性无缝地融合在一起，读来不忍释卷，
季先生的散文更是反映时代风云的镜子，也是抒发人们心声
的画卷。

惊世骇俗的警句，是本色的，不以机智和才智取胜，但文章
处处闪现其真情、真实、真挚、真切，这是季先生散文的第
二个特点。如季老写于1991年的散文八十抒怀，读后为之动
容，他写道:[十年浩劫后，我成了陶渊明的志同道合者，他
的一首诗我很欣赏: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我一定要做一
些对别人有益的事，绝不想成为行尸走肉”。这就是一任爱
国老人的心声。又如在悼巴老一文中写道:[--在学习你的作
品时，有一个人绝不会掉队，这就是九十五岁的季羡林“。
这是季老写于20的散文片断，展现了一种知识分子孜孜以求
的风骨。

执着地追求真知，崇尚真理而不图虚名，这种精神成为一种
性情、一种风范、一种北大人的精神，季老就是其中优秀代
表之一。季先生散文的第三个特点，是一种中国真正知识分
子正直和责任的自然流露。如季老在文章中写道:[我爬格子



爬出来的东西不见得都是精金碎玉，都是甘露吃了能让人升
天成仙。但是其中没有毒药，决没有假冒伪劣的东西，读了
以后至少能让人获得点享受，能让人爱国、爱乡、爱人类、
爱自然、爱儿童，爱一切美好的东西。总之一句话，能让人
在精神境界中有所收益--”字字句句表现了对国家、对民族
的责任和潜心探索社会和人类未知的精神。

一卷书在手能亲近领悟季老的人生感悟和处世风格，更敬佩
季老的[爬格子不知老已至，名利于我如浮云"的精神世界。

季羡林散文集读后感篇四

假期床头多了本季羡林散文集，有事没事睡前翻翻，感触回
味很多。

季羡林老先生对人生有着不同寻常的体会。他的文章时而让
人感到悲伤，时而又让人不禁笑出声来。那么多的回忆和感
想，把我带入了他的人生。细嚼一下是那么的朴实无华，却
让人回味无穷也。

季羡林老先生从小家境贫寒，但是在学习上，在做学问时他
很执着，每天四点到六点是他看书写作时间，而我正在睡大
觉。文中，他的家乡是无比美丽的：捉知了，摸鸭蛋，清澈
的湖水，一切那么美好。季羡林老先生离乡后，看到异乡的
月亮，却觉得怎么也比不上故乡的小月亮，发出“月是故乡
明”的感慨。季羡林老先生深深地怀念在清华的日子，在老
家的日子，在异国他乡的日子，在他笔下，每段日子都是有
趣的。季老有许多回忆，许多故事，每一个都写出了季老真
情实感，季老为人淳朴重感情。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是那么
鲜活，想必他们的影像日日夜夜浮现在季羡林老先生眼前吧。

季羡林老先生热爱生活、热爱小动物，那篇《老猫》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老猫虎子陪伴了季老14个年头，那只猫暴
烈咬人，但却又温柔敦厚，当“奶娘”，捉来小动物喂“咪



咪”。其间妙趣横生。这儿是趣，那儿是美。“毕竟西湖六
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池塘里，绿叶衬红花，荷花亭亭而立，美不胜收。季荷现
在是挂在我嘴边最多的词。

每一篇文章都流露了季羡林老先生的喜怒哀乐，包含了一个
个人生的道理。看见每一篇文章透露出的怀念、幻想、哀愁
与激动，我感触颇多。每一篇文章都引人入胜，然后又想到
自己，常常感到羞愧，又跟着季老在悲伤时也悲伤，开心时
也开心。

悲惨的事情在季老笔下有丝丝甜意，美好的事情中却又掺杂
着点失望与怀念。吃的盐比我们吃的米还要多的季羡林老先
生对人生有着不同的感悟。一草一木对他来说都好像有生命
一般。处处都是生活的道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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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散文集读后感篇五

眼看快要到1934年的夏天，我就要离开学校了。真好像是大
旱之年遇到甘霖，我的母校济南省立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



托人邀我到母校去担任国文教员。月薪大洋一百六十元，是
大学助教的一倍。大概因为我发表过一些文章，我就被认为
是文学家，而文学家都一定能教国文，这就是当时的逻辑。
这一举真让我受宠若惊，但是我心里却打开了鼓：我是学西
洋文学的，高中国文教员我当得了吗?何况我的前任是被学
生“架”(当时学生术语，意思是“赶”)走的，足见学生不
易对付。我去无疑是自找麻烦，自讨苦吃，无异于跳火坑。
我左考虑，右考虑，终于举棋不定，不敢答复。然而，时间
是不饶人的。暑假就在眼前，离校已成定局，最后我咬了咬
牙，横下了一条心：“你有勇气请，我就有勇气承担!”于是
在1934年秋天，我就成了高中的国文教员。

校长待我是好的，同学生的关系也颇融洽。但是同行的国文
教员对我却有挤对之意。全校三个年级，十二个班，四个国
文教员，每人教三个班。这就来了问题：其他三位教员都比
我年纪大得多，其中一个还是我的老师一辈，都是科班出身，
教国文成了老油子，根本用不着备课。他们却每人教一个年
级的三个班，备课只有一个头。我教三个年级剩下的那个班，
备课有三个头，其困难与心里的别扭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在
这一年里，收入虽然很好(一百六十元的购买力约与今天的三
千二百元相当)，心情却是郁闷。眼前的留学杳无踪影，手中
的饭碗飘忽欲飞。

此种心情，实不足为外人道也。但是，幸运之神(如果有的
话)对我是垂青的。正在走投无路之际，母校清华大学同德国
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互派留学生的合同，我喜极欲狂，立即写
信报了名，结果被录取。这比考上大学金榜题名的心情，又
自不同，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积年愁云，一扫而空，一生
幸福，一锤定音。仿佛金饭碗已经捏在手中。自己身上一镀
金，则左右逢源，所向无前。我现在看一切东西，都发出玫
瑰色的光泽了。然而，人是不能脱离现实的。我当时的现实
是：亲老，家贫，子幼。我又走到了我一生最大的一个歧路
口上。何去何从?难以决定。这个歧路口，对我来说，意义真
正是无比地大。不向前走，则命定一辈子当中学教员，饭碗



还不一定经常能拿在手中，向前走，则会是另一番境
界。“马前桃花马后雪，教人怎敢再回头?”经过了痛苦的思
想矛盾，经过了细致的家庭协商，决定了向前迈步。好在原
定期限只有两年，咬一咬牙就过来了。我于是在1935年夏天
离家，到北平和天津办理好出国手续，乘西伯利亚火车，经
苏联，到了柏林。我自己的心情是：万里投荒第二人。在这
一段从大学到教书一直到出国的时期中，我的心镜中照见的
是：蒋猖狂###，日本军野蛮入侵，时局动荡不安，学生两极
分化，这样一幅十分复杂矛盾的图像。马前的桃花，远看异
常鲜艳，近看则不见得。我在柏林呆了几个月，中国留学生
人数颇多，认真读书者当然有之，终日鬼混者也不乏其人。
反动派的大官，自蒋起，很多都有子女在德国“流学”。

这些高级“衙内”看不起我，我更藐视这一群行尸走肉的家
伙，羞与他们为伍。“此地信莫非吾土”，到了深秋，我就
离开柏林，到了小城又是科学名城的哥廷根。从此以后，在
这里一住就是七年，没有离开过。德国给我一月一百二十马
克，房租约占百分之四十多，吃饭也差不多。手中几乎没有
余钱。同官费学生一个月八百马克相比，真如小巫见大巫。
我在德国住了那么久的时间，从来没有寒暑假休息，从来没
有旅游，一则因为“阮囊羞涩”，二则珍惜寸阴，想多念一
点书。我不远万里而来，是想学习的。但是，学习什么呢?最
初并没有一个十分清楚的打算。

第一学期，我选了希腊文，样子是想念欧洲古典语言文学。
但是，在这方面，我无法同德国学生竞争，他们在中学里已
经学了八年拉丁文，六年希腊文。我心里彷徨起来。到
了1936年春季始业的那一学期，我在课程表上看到了瓦尔德
施米特开的梵文初学课，我狂喜不止。在清华时，受了陈寅
恪先生讲课的影响，就有志于梵学。但在当时，中国没有人
开梵文课，现在竟于无意中得之，焉能不狂喜呢?于是我立即
选了梵文课。在德国，要想考取哲学博士学位，必须修三个
系，一主二副。我的主系是梵文、巴利文，两个副系是英国
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