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湘行散记的读后感(精选8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
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
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湘行散记的读后感篇一

随手翻开《湘行散记》，便被沈从文先生构建的亦真亦幻、
淳朴美好的湘西世界吸引。这部散文集是作者两次重返湘西
所得，是1934年作者回故乡时所作的游记。在上世纪三十年
代黑暗的时光中，《湘行散记》依然能繁花尽开、向阳而生，
令人惊叹。

文章的字里行间都是“花”，是盛开的向日葵，是永远保持
的一种向上的姿态。文字中氤氲着烟火气、草木香和书卷气，
令人初读时便心生愉悦。清新易懂的笔触中，透出沈从文先
生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一颗赤子之心；几笔传神的描写，
便将湘西迷人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风土人情展现在每一位读
者眼前。且看《桃源与沅州》中的这一段：“那种黛色无际
的崖石，那种一丛丛幽香炫目的奇葩，那种小小回旋的溪流，
合成一个如何不可言说迷人心目的圣境！”寥寥几笔，这桃
源仙境的美丽便溢了出来。

文章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开满了“花”，是傲骨不屈的梅花，
是品格坚韧的象征。纤手老头儿对生活的努力执着、拉船人
对生命的忠实庄严、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的豪迈豁达等人物
身上的顽强品质是令人赞叹崇敬的。有人说鲁迅先生的文章
特点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人”，而沈从文先生又未尝
不是呢？在沈从文先生所塑造的人物身上能看到他的优秀品
格与志向、期望，蕴含着对黑暗社会的思考和不满，以及对
劳动人民的同情。



歌德曾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一位品德高尚的人谈
话。”在与沈从文先生的交谈中，我仿佛可以看到这样一个
人：性情率真、喜欢字画、对湘西有着无限眷恋和热爱、身
上不乏劳动人民勤劳的影子。看着沈从文先生，我很好
奇：“在那如此黑暗的年代，湘西人民为何还能保持如此乐
观的心态生活？”沈从文先生深邃的眼睛似乎眨了眨，透出
智者的光芒，他说：“因为他们身上有着劳动人民顽强的品
格，有着属于中华儿女的那份坚韧不拔！”是啊，这些美好
的品格多么难得，多么需要新时代人们学习传承！

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种种困难，我是否需要湘西人民的那份
执着坚定和勇气？考入海南中学，进入新的的学习旅程，起
初我并不适应，遇到了许多困难：人际关系重新洗牌，新的
老师，新的同学，新的环境，周围的同学都是百里挑一的佼
佼者，这一切无形中给了我很大的压力。但是，我没有放弃，
而是更加努力地学习。我相信，努力不会白费，花开的日子
不会遥遥无期。终于，在期末考试时，我的成绩有了质的飞
跃。

再一次拿起《湘行散记》，回首那些闪光的日子，一股澎湃
的力量醍醐灌顶，贯注我的.全身：面对困境，我没有任何的
理由退缩和放弃，必须坚定目标，付出努力，唯有如此才能
守望花开。在黑暗中，我们最需要的，便是那份执着坚定，
以及信心和勇气。

湘行散记的读后感篇二

王仲翔老师的散文《临涣散记》，读来脍炙人口，我也去过
临涣，写不出这么详细的散记，这差距不是一点点哦。

一年半前，我和铝厂同事重返农村辛酸地，有半天时间在临
涣。我们先去看古城墙，就像王老师在散记里说的似一道河
堤，布满了沧桑，和心中伟岸的城墙大相径庭，失望之余有
些不屑。今天读王老师的散记，让我重新回忆这凝固的历史，



仿佛看到当年陈胜领导的农民起义，在这里留下的足迹，耳
边隐约听到遗留在它角角落落里的风声雨声，古城墙顿时在
心中高大起来。

走在老街上，热闹嘈杂，两边是低矮、陈旧、苍老的老屋，
有当初赶集的味道。农民的`衣着顽固的继承着传统，也许年
轻人都去打工了，时尚无法在留守老人中流行。毕竟是21世
纪，老街两边的店铺在与时俱进，时髦的时装店一家连一家，
夹杂着古老的饭店、茶馆、酱菜店，组成特色的临涣老街。

文昌宫旁边新建了纪念馆，还在装修中。现代化的纪念馆，
美是美哉，壮是壮哉，和唐代的文昌宫完全不搭调。

没看成文昌宫，我们去了十几里外的小李庄指挥部，黄泥巴
墙，草顶屋，很小很不起眼，当初却是最好的保护色，敌人
飞机来来回回折腾，就没想到这里是指挥部!

我们要进去看看，大门锁着，找不到管理员，就在周围逛逛，
现在的小李庄借淮海战役总前委指挥部的光，建设成了漂亮
的新农村，清一色的新居，门前桃红柳绿，景色宜人，小康
生活让人赞叹不已。

指挥部前的大型雕塑，是总前委五人排像，邓、刘、陈、粟，
我们都认识，那个是谁?拿出手机现查：谭震林!我们调侃同
行的谭老师：你的本家!我们不认识，你也不认识?雕塑前，
我们摆着革命造型，留下了一张张照片，算是一次主旋律教
育活动吧。

此行印象深刻的是临涣的茶馆，我们是奔着去茶馆喝有名的
棒棒茶的，哪想茶馆里人声鼎沸座无虚席。王老师散记里的
茶馆写的生动形象，就是我们看到的情景再现。只有一点点
补充：王老师的文章写于20xx年，现在茶馆门口醒目位置嵌
着一块铜牌，上写：摄影家协会拍摄基地。不少摄影爱好者
长枪短炮架在那里，寻找拍摄的亮点，茶客们早已见惯不怪，



配合着镜头，摆着各种姿势，满足摄影爱好者的要求，呈现
出一派祥和。

中午，在街上喝羊肉汤、就着刚出炉的大饼，久违的羊肉汤，
就是这个味!我们一面吃一面赞，我现在一面写一面馋。淮北
的羊肉味和上海的羊肉味迥然不同，吃惯了淮北的羊肉汤，
刚回到上海，不喜欢上海的羊肉，多年后才逐步接受。

离开临涣，又路过古城墙，回头凝望：古镇、古城墙，守望
着临涣人民，相濡以沫，天长地久!

湘行散记的读后感篇三

很早就听说过这本书，一直没下决心买，看到这样可爱美丽
的新书，这一次，我动心也动手了。

这本书是沈从文新婚后不久，家乡传来母亲病重的消息后，
他独自一人，买舟还乡的路上，给新婚的妻子张兆和写信，
表达自己的感慨和思念。其中，《湘行散记》和《湘西》记
录了沿途的所见所闻，《湘行书简》是一组家书。

那一年是1934年，正是民国所谓的黄金时代，沈从文赶回湘
西探母，一路上的风山水照旧，但气氛和人却是不一样了。
那年他就揣着一本《史记》和支出的三个月的薪水27块钱，
一路北上去北京求学的时候，他印象中的家乡是美丽的，年
轻人如猛虎般的活泼，乡民是自在、淳朴和从容的。而这次，
面对凋零的美丽故乡，他看到了人们的挣扎，人生的绝望：
在那里，有蛮力的水手和拉船人为了微薄的一点点钱，做着
卖命的事——天再冷，水再险，照样往水里跳，而即使这样，
他们却是从没有抱怨，没有因为工钱少，就偷懒，照旧去担
当应有的一份勇敢和努力；而吊脚楼上的那些女人，往往是
为家计沦落成xx，但她们依旧不失去那一份质朴和可爱，以及
那一份对生活的纯真希望。沈从文的文字中，有悲悯，也有
对人生庄严的赞叹。



《湘行散记》文字很美，梦幻纯真，例如：

“我小船停了，停到鸭窠围。中时候写信提到的“小阜平
冈”应当名为“洞庭溪”。鸭窠围是个深潭，两山翠xx人，
恰如我写到翠翠的家乡。吊脚步楼尤其使人惊讶，高矗两岸，
真是奇迹。两山深翠，惟吊脚楼屋瓦为白色，河中长潭则湾
泊木筏廿来个，颜色浅黄。地方有小羊叫，有妇女锐声
喊“二老”，“小牛子”，且听到远处有鞭炮声，与小锣声。
到了这样的地方，使人太感动了。”

李欧梵就说过，《湘行散记》这部作品一半是纪实，另一半
是小说。沈从文写《湘行散记》时，常常承认他在写作过程
中依靠的不是他亲眼所看的事情，而是他所想象的事情。这
种个人体验式的文章，开启了旅游文学的先声，而故乡，在
每个游子的心底，永远是最纯净的乌托邦。沈从文将记忆中
故乡的圣洁温暖，撒到字里行间，愿这浪漫的文字，能抚慰
每个游子的乡愁。

湘行散记的读后感篇四

《湘行散记》是沈从文先生散文作品中的精品，有种民间活
泼泼的味道。1934年，沈从文先生返回故里，眼见满目疮夷，
美丽乡村变成一片凋零景象，悲从中来，一路写下这些文字，
抒发他“无言的哀戚”。

书中，沈从文先生细织密缝出他的童年、他的往事、以及远
行中船头水边的见闻。其间散落数十封才子沈从文与张兆和
的往来情书。该书文笔自然淳朴，有如行云流水，迷人
的“湘西世界”，质朴的风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

1934年初，沈从文先生因母病回阔别十六年的湘西探亲。路
途中几乎日日给夫人张兆和写信，而后又以这一路见闻的书
信为素材写出了溯沅水上行的《湘行散记》。



所谓缺了点人味儿，是因为活得不真实，我们向来受教育要
诚实，文明，礼貌，善良等等，这些都是对他人的关系，其
实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的美好道德，要对自己诚实，要对自己
善良，这些作为基础才能处理好同他人的关系。

沈从文先生一边讴歌自己故乡的河，一边谦卑的自称“乡下
人”。一边感动于平凡直白甚至粗野的性情，一边觉得人事
复杂不宜久住。想起了皮囊，一边是爱不上的都市，一边是
回不去的乡愁。人到底是多大程度上活在自己的想象里面。

我们每天在繁忙的工作生活中喊苦喊累，当看到沈从文先生
吃过的苦，阅尽社会的黑暗，我们是否已经忘记了曾经发生
的美好？我们得端正生活态度，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敞开
自己的心灵，虽然我们对于漫长的历史只是毫不起眼的一部
分，但我们却是自己生活的的主人。我们可以选择热爱生活，
在自己习惯的生活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去追逐理想。

湘行散记的读后感篇五

1934年年初，因母亲病危，沈从文自北平回凤凰探视。据吴
世勇编著《沈从文年谱》所述，沈从文于1月7日离开北京，
先坐火车至长沙，继而在长沙转汽车至常德。随后在旧友曾
芹轩的陪同下于1月12日到达桃源。

往后十多天，沈从文坐小船沿沅水逆流上行，于1月22日抵家。
行船途中，沈从文每日给新婚妻子张兆和写信，报告行程及
途中之见闻感想。一路下来，共写了将近50封信。

回到了北平后，沈从文以这些家信为底本，整理成散文多篇，
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后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3月将《湘行散记》
结集出版。

集子中的文章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湘西世界，展现了湘
西迷人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风土人情，以及劳动人民的悲惨



生活和自发抗争。

湘行散记的读后感篇六

《虎雏再遇记》是《湘行散记》的一篇有名的文章。这个题
目也是开门见山的，点出来文章的内容――就是“我”与虎
雏再次相遇的故事。但是如果大家更我一样没有看过虎雏的
故事，就会很容易的想到这个虎雏是一只老虎。其实，这是
一个人的名字，是“我”以前收养的孤儿。我认为文章里的
我是一个很有志气的人，他虽然明明知道一切计划都打乱了，
最终会落空，还是去一意孤行的做了，说明了“我”想通过
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虎雏的悲惨未来，“我”也是很有善心的
人。我认为，虽然虎雏与我已经是多年未见面了，但是那颗
互相了解，对学生有着关心爱护之情，令我敬佩。我从那个
时候虎雏与人打架逃脱后，没人管理，读出了那个时候世道
的混乱。并从虎雏对搁浅的船的帮助，我从中读出了虎雏是
一个热心肠，有乐于助人品质的人。在后文，我还看出来了
虎雏的淳朴品质还在，作者很欣慰。

湘行散记的读后感篇七

沈从文一生坎坷，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他对自己的发妻的追
求。那份校园爱情的淳朴，如果他追求的.湘西干净纯粹相融
相合。然而，这样无欲无求的人一生历经坎坷确是上天的不
公。

沈从文先生在谈及自己说，我从不遵循君子道德之道，只有
艺术家的探幽烛微的勇气。施蛰存先生说沈身上有着“苗汉
混血青年的某种潜在意识的偶然奔放”。这一瞬间，让我想
到了某位来自中亚碎叶的胡风男子，那位仰天大笑出门去的
不羁男子，那位举杯邀明月的孤寂男子，沈从文先生似乎也
是这样一种融合，诠释着绝对的自我和如水的细腻。

这样一位对政治因素极为不敏感的文人，在我的理解看来，



他应当是被边缘化的人物。沈先生文中所描绘的山水人和谐
的景象，他所追求的“边城”，笔下的人性美、生活美，这
些故事原型大多发生在山水重重的湘西深处，这无疑给故事
本身披上了朦胧美的面纱，从故事本身再到作者创作意图上
来看，除去了对于家乡深沉的爱意之外，向往超然世外的生
活，无疑会给人以避世的猜想。寄情山水间，不知名利，不
晓政事，历朝历代文人都在重复这样的选择。但这不是现代
的主流价值观所能容忍的，这种享乐主义与现当代追求经济
高速发展提倡奉献自我显然是格格不入的。换句当代人的话
来说，避世约等于不思进取。在人们日益严重的追求幸福却
不追求快乐的今天，我以为，沈从文先生应当是寄情乡土但
是穷困潦倒的清高文人形象。实则却不然，他不仅仅做到了
肆意笑谈的人生，更得到了读者的尊敬宠爱。似乎是在这中
间找到了良好的契合点。

湘行散记的读后感篇八

1934年年初，因母亲病危，沈从文自北平回凤凰探视。据吴
世勇编著《沈从文年谱》所述，沈从文于1月7日离开北京，
先坐火车至长沙，继而在长沙转汽车至常德。随后在旧友曾
芹轩的陪同下于1月12日到达桃源。

往后十多天，沈从文坐小船沿沅水逆流上行，于1月22日抵家。
行船途中，沈从文每日给新婚妻子张兆和写信，报告行程及
途中之见闻感想。一路下来，共写了将近50封信。

回到了北平后，沈从文以这些家信为底本，整理成散文多篇，
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后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3月将《湘行散记》
结集出版。

集子中的文章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湘西世界，展现了湘
西迷人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风土人情，以及劳动人民的悲惨
生活和自发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