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想念荷花读后感(汇总9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
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
助。

想念荷花读后感篇一

《荷花淀》讲述的是冀中白洋淀地区人民群众积极投身抗日
的故事。

在作品中，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以水生嫂为代表的农村妇女的
群像。这些妇女勤劳、朴实、善良，识大体、顾大局，是在
特定的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

水生嫂是作品着墨最多的妇女典型。她勤劳、能干，编苇席，
一会儿“就编成了一大片”；她贤慧、温柔，敬重老人，疼
爱孩子，体贴丈夫，在她身上有着我国劳动妇女的传统美德。
水生嫂虽然爱丈夫、爱家庭，眼光却不狭隘，她能识大体、
顾大局，懂得如何处理爱国与爱家的关系。当她知道丈夫报
名参了军，虽然也心疼丈夫，依恋不舍，但她还是很快欣然
同意，并为丈夫准备好了行装。

白洋淀的妇女代表了解放战争时期妇女的新思想，也象征着
妇女解放运动的初步胜利。这些被解放的.妇女加入到解放战
争的大潮中，为全国的最后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想念荷花读后感篇二

作为一部战争小说，《荷花淀》的意境是优美的，语言是诗
化的，与传统战争文学血雨腥风的场面大相径庭。为了体现



这一特点，张兴良老师以一个神话故事的诞生——荷花淀导
入，加深了学生对“诗化”的'理解帮助学生融入到美丽的荷
花、荷叶场景中去，获得了感官上的多重享受。

想念荷花读后感篇三

读罢孙犁的《荷花淀》，就仿佛有一股清新的泥土气息朴鼻
而来，一幅幅淡雅、幽静的画面展现在眼前，使人感到“诗
体小说”的诗意：用诗一样的语言，创造了诗一样的意境。

作品第三节，写水生嫂深夜编席。“她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
上，也象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两个比喻，既写出了夜
的深远，又表现了水生嫂勤劳、朴实的品质。作者让画面随
人物的视线推移：“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
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
叶荷花香”。写银白的淀，使画面淡雅，写轻纱般的雾，又
使画面静中有动，而荷叶荷花香更使这宁静优美的意境增添
了色彩和质感，这是作者通过周围的景物抒写了自己美好的
感情、愿望和理想。不仅如此，这幅画还隐寓着作品中人物
的心理。景色是平静优美的，而水生嫂的心情却不平静。夜
这么深了，丈夫还没回来，她正在焦急地在等他呢。可见水
生夫妇的笃深情意和恩爱，这与后面描写夫妻话别场面相照
应，突出了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表现了水生嫂对和平生
活的向往。可是，日寇的侵略破坏了这美好的生活，这就奠
定了水生嫂最后决定参加抗日斗争的思想基础。这一段的景
物描写把写景、抒情、心理刻画融合在一起，象一曲随风飘
来的乐曲，又象涓涓流水奏出的完整的乐曲，有情有景，情
景交融，言尽而意无穷。

这夜景的描写作者抓住了“静”，文中对中午的描写却抓住了
“动”。“这风从南面吹来，从稻秧上苇尖上吹过来，水面
没有一只船，水象无边跳荡的水银。”廖廖几笔勾勒出了中
午的荷花淀动态中的静美，衬托出荷花淀的`明朗。景物描写
的明快节奏使我们从中看到了这群年轻妇女装了一肚子的不



快，那跃腾的浪花正暗暗反映出这群妇女乐观的精神。

淀上风光的描写，词浅意深，意境优美。可以想象：一群妇
女坐在小船上，身后是一望无际的荷花淀，近景远景层次井
然，线条分明。让这群妇女处在这种特定环境中，从她们身
上，我们可以看到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同时从稻秧、
芦苇、浪花的起伏跳跃，我们仿佛听到这幅画面外的风声、
水声，那就是当时风起云涌的抗日的时代潮流。一处景物的
描写，竟然能反映如此深刻的内容，可见作家笔底的功力的
深厚。

倘若我们对文中的几段景物描写对比嘴嚼一番，会从中获得
无限美好的享受。它们的构图不同、意境不同，那诗一样生
动而凝炼的语言，创造了画一般美的充满诗情的意境。

想念荷花读后感篇四

孙犁小说的独特艺术风格就是追求散文式的格调，追求诗歌
般的意境，他的短篇小说代表作《荷花淀》充分体现了这一
风格。《荷花淀》所反映的是残酷的战争年代，描述的是白
洋淀地区人民的抗日战斗生活，但从作品中，我们看不到残
垣断壁，闻不到硝烟味，听不到声嘶力竭的声音；我们看到
的是明月、湖水、荷花，闻到的是荷花的芳香、泥土的气息，
听到的是哗哗的水声、清脆的笑声。一切都是那么清新、明
朗、美丽，读后感觉仿佛置身于神话世界。小说之所以收到
如此强烈的艺术效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作者成功地
运用了如诗如画的景物描写。

小说开头三段描写水生嫂月下编席的情景为全文定下了基调。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整个画面的色
调是洁净的、清新的。接下来，作者抓住明月、薄雾、清风、
荷香这些富有乡土气息的景物，展现了荷花淀的地方风貌，
把读者带进了一个富有诗情画意的境界。试想：溶溶月光下，
农家小院里，一位出水荷花般的少妇正在编着苇席等着丈夫，



"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
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景美，人更美。景
物描写烘托了水生嫂勤劳纯朴、美丽多情、温顺善良的形象。

几个女人探夫未遇，羞红着脸，不好意思从马庄出来，摇开
靠在岸边上的小船往家赶。"现在已经快到晌午了，万里无云，
可是因为在水上，还有些凉风，这风从南面吹过来，从稻秧
上苇尖上吹过来。水面没有一只船。水像无边的.跳荡的水银。
"凉风拂面，人的心情舒畅；湖面广阔，人的心胸也开阔起来。
此时此刻，此地此景，女人们忘记了未遇丈夫的不痛快，朝
着愉快的事情想，不久又说笑起来了。在蓝天之下，碧水之
上，一叶小舟在水面上轻轻飘荡，水声悦耳，笑声清脆，充
溢天地间，流淌荷花淀。

她们轻轻划着船，继续往家赶，"顺手从水里捞起一棵菱角来，
又顺手丢到水里去"。这一处描写看似无意，实则有意，表明
她们热爱生活，热爱家乡，热爱家乡的一草一木。"那棵菱角
就又安安稳稳浮在水面上生长去了。"菱角的生命力很强，我
们的人民生命力更强，绝不屈服于任何外来的摧残与侵略。

归途中她们遇到了敌人，把船驶进了荷花淀，接下来有一段
景物描写，"那一望无边挤得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
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箭高高地挺出来，是监视
白洋淀的哨兵吧。"作者在这里不是欣赏那"接天连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美景，而是透露出一种暗示，暗示出即将
在这里发生一场激烈的伏击站。其中关键词语是"铜墙铁壁""
哨兵"，具有象征意义，表现了妇女们刚强的性格，还为下文
写她们成立队伍配合子弟兵作战埋下了伏笔。

由此看出，《荷花淀》不是为写景而写景，不只描绘出了一
副副美丽的风景画，而是通过写景来烘托人物，做到了情景
相生，或寓意深刻，或暗示象征。《荷花淀》就是这样一篇
景明、人美、情真、意切的小说，有人评价它是"诗中的小说，
小说中的诗"。语言富有特色：朴素、清新、柔美，像蓝天上



的明月，如山涧里的清泉。所以，阅读《荷花淀》之后，感
觉就像三伏天喝了一瓶冰镇杏仁露，又像躺在芳草地上听了
一首轻音乐。

想念荷花读后感篇五

孙犁的《荷花淀》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的“婉约派”文本。作
者以高度柔情化的叙述语调，描写了一大群冀中水乡的妇女
形象。无论是严酷的现实，还是激烈的战斗；无论是凄凄惨
惨的分别。还是死亡的冷酷无情都笼罩在一层挥之不去的诗
意氛围之中，那月光下柔情修长的苇眉子，女人缠绵绯恻的
情意，体贴得无微不至的话语，含蓄婉转的内心波澜，像静
静流淌的水，让月光冲刷得皎而洁，纯而圣……全没有“乱
石蹦空，惊涛拍案，卷起千堆雪”和雄奇气魄，也无“金戈
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壮怀激烈，也无“面朝大海春暖花
开”的意境只味一地“戏斟低吟”或“倚门口首”，留一
个“拢抱琵琶半遮面”的浅笑让人“辗转反侧，寤寐思服”
地捉摸。

《荷花淀》的环境描写可谓充满了讲情画意，细节的点染强
化了文章“柔情”的一面，语言的描写，更值得回味。栩栩
如生的画意生动的细节传神的对话，其风神流美之致，虽诗之
《蒹葭》《西厢》之拜月，《红楼》之葬花，也大致不过如
此。

《荷花淀》看似无技巧，其实是技巧之极致。这种诗化的技
巧把枯燥而残酷的战斗场面描绘成一场诗情画意的游戏，甚
至是一次蜜意柔情的'浪漫故事。

想念荷花读后感篇六

读罢孙犁的《荷花淀》，就仿佛有一股清新的泥土气息朴鼻
而来，一幅幅淡雅、幽静的画面展现在眼前，使人感到“诗
体小说”的'诗意：用诗一样的语言，创造了诗一样的意境。



作品第三节，写水生嫂深夜编席。“她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
上，也象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两个比喻，既写出了夜
的深远，又表现了水生嫂勤劳、朴实的品质。作者让画面随
人物的视线推移：“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
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
叶荷花香”。写银白的淀，使画面淡雅，写轻纱般的雾，又
使画面静中有动，而荷叶荷花香更使这宁静优美的意境增添
了色彩和质感，这是作者通过周围的景物抒写了自己美好的
感情、愿望和理想。不仅如此，这幅画还隐寓着作品中人物
的心理。景色是平静优美的，而水生嫂的心情却不平静。夜
这么深了，丈夫还没回来，她正在焦急地在等他呢。可见水
生夫妇的笃深情意和恩爱，这与后面描写夫妻话别场面相照
应，突出了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表现了水生嫂对和平生
活的向往。可是，日寇的侵略破坏了这美好的生活，这就奠
定了水生嫂最后决定参加抗日斗争的思想基础。这一段的景
物描写把写景、抒情、心理刻画融合在一起，象一曲随风飘
来的乐曲，又象涓涓流水奏出的完整的乐曲，有情有景，情
景交融，言尽而意无穷。

这夜景的描写作者抓住了“静”，文中对中午的描写却抓住了
“动”。“这风从南面吹来，从稻秧上苇尖上吹过来，水面
没有一只船，水象无边跳荡的水银。”廖廖几笔勾勒出了中
午的荷花淀动态中的静美，衬托出荷花淀的明朗。景物描写
的明快节奏使我们从中看到了这群年轻妇女装了一肚子的不
快，那跃腾的浪花正暗暗反映出这群妇女乐观的精神。

淀上风光的描写，词浅意深，意境优美。可以想象：一群妇
女坐在小船上，身后是一望无际的荷花淀，近景远景层次井
然，线条分明。让这群妇女处在这种特定环境中，从她们身
上，我们可以看到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同时从稻秧、
芦苇、浪花的起伏跳跃，我们仿佛听到这幅画面外的风声、
水声，那就是当时风起云涌的抗日的时代潮流。一处景物的
描写，竟然能反映如此深刻的内容，可见作家笔底的功力的
深厚。



倘若我们对文中的几段景物描写对比嘴嚼一番，会从中获得
无限美好的享受。它们的构图不同、意境不同，那诗一样生
动而凝炼的语言，创造了画一般美的充满诗情的意境。孙
犁“诗体小说”的风格，我们从中可见一斑。

想念荷花读后感篇七

我合上这本薄薄的小书——《孙犁传》，腕上的表已指向凌
晨一点零五分，窗外有风呼一呼地在巷中奔跑，掀一开窗帘
一角，风里裹一着雪花，今冬的第一场雪羞答答地夹在风里
飘。这样的夜晚读孙犁，心里有雪一般的晶莹。

记得十二年前的冬天，雪已经下了尺把厚，还在下。我从学
校回家取衣物，走过一段乱葬岗，远远地看见村子里星星点
点的灯光了，不知是怕，还是累，后背湿一漉一漉的。跨进
家门，家中只有年迈的奶奶在，父母在荡里还没回来。帮奶
奶喂好一窝小猪，我就站在河码头上等。风在吹，雪在下，
头上的雪掸了好几次，终于听到河里传来拖水篙的嚓嚓声，
伴着河口冰块破裂的咔咔声，一船的芦苇没过了父母的头顶，
只看到船尾不时冒上来的两支篙顶。为了供读两个中专生，
父母承包了几十亩的水荡，从此，冰里走雪里行成了家常便
饭。

在《荷花淀》里，那一幅月夜编席图让我十二年前的记忆复
苏，思绪翩飞：“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绕着柔一滑
修长的苇眉子。

不久在她的身一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
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

这让我想起尝遍世间辛苦的双亲，想起沉静内敛的故乡，想
起我的芦苇荡！我在孙犁作品里寻找心灵回响。

就在《荷花淀》使孙犁一举成名的时候，他谦虚地将原因归



结为“同志们长年在西北高原工作，习惯了那里的大风沙，
忽然见到关于白洋淀水乡的描写，刮来的是带有荷花香味的
风，于是，情不自禁地感到新鲜吧”。当然，这并不是最主
要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一直站在时代的前列，一手拿一
槍一，一手拿笔，谈笑间描摹时代的风云变幻。

孙犁文章的动人，不仅在于有坚实的生活基础，还在于作者
的平易和坦诚，《丈夫》、《蒿儿梁》、《麦收》、《邢
兰》，还有作者自己最喜欢的《光荣》，无不如此。人品的
高下往往关系着文品的高下。孙犁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
的。十年动乱中，生性*内向的作家以沉默作抗争的武器：面
对稿纸，半天写不出检查，造反派把马蹄表放他眼前逼他也
无济于事；抄手站立不答外调人员的问题，以致手被抓破。
十年狂风，没有撼动一位作家的良心。

文革后，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文坛日益活跃，孙犁
也重新焕发光彩。有人提出以孙犁为代表的文学派别为“荷
花淀派”，对此孙犁婉拒，他主张文人宜散不宜聚。至于有
关方面组织召开“孙犁作品座谈会”，又遭他劝阻。孙犁说，
他是个只留心耕耘的深浅、粗细，而不对收获大小长吁短叹
的人。

这样的言行，不仅是豁达，更需要睿智。循着他的思想轨迹，
体会他哲人般的话语，我浮躁的心迎进一丝清凉。曾经在理
想与现实间摇摆不定，我终于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里，看到
了成功的方向。只有在读书作文时，我的内心才是平和怡悦
的。这一年书没读几本，文章呢，也是越写越少，辜负了关
心我的师长和朋友。夜读孙犁，徜徉在荷花淀里的感觉真好，
老人从容地告诉我，生活该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定准了方向，
坚定不移地走过去，人生就会如春草夏荷，生机蓬勃。

想念荷花读后感篇八

2019年7月11日，是孙犁先生逝世十七周年纪念日。作为孙犁



先生读者，我想写篇文章纪念他。2004年春季学期，学习抗
日小说《荷花淀》，认识孙犁先生。《荷花淀》选自《白洋
淀纪事》（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版）。经作者同意，略有
改动。

1945年5月1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孙犁小说《荷花淀》。
《荷花淀》发表三个月后，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孙犁
先生发表小说《荷花淀》，就像庆祝自己32岁生日。后来，
写中国文学史的，追认孙犁先生为“荷花淀派”创始
人。2004年学习《荷花淀》，是什么感受，只能翻当时的笔
记。十五年后，重温《荷花淀》，是什么感受，只能麻烦读
者继续看下去。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
眉子湿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
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
着。”小说开头很美，接着是白洋淀人的劳动生活：

“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不知道；每年出多少苇子，也不
知道。只晓得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全淀的芦苇收割，
垛起垛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
女人们在场里院里编着席。编成了多少席？六月里，淀水涨
满，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
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大家争着
买:‘好席子，白洋淀席！’”

“女人低着头说:‘你总是很积极的。’”

“低着头”表现水生嫂性格:传统贤惠的农村妇女，对丈夫很
顺从；用不满的语气表达满意的心情，有一点生气，但没反
对，说明水生嫂深明大义。

“女人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她才说:‘你走，我不拦你。家
里怎么办？’”



前面说过水生嫂深明大义，现在可以看到，水生嫂对家庭很
有责任感，对丈夫依恋。

“女人鼻子里有些酸，但她并没有哭，只说:‘你明白家里的
难处就好了。’”

表现水生嫂坚强，对丈夫给予的理解感到欣慰。

“‘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们拼命。’这才
是那最重要的一句。女人流着眼泪答应了他。”

说明水生嫂坚强和对丈夫的忠贞。这一句是小说中分量最重、
内涵最丰富的一句话。

‘我今天也算看见打仗了。打仗有什么出奇？只要你不着慌，
谁还不会趴在那里放枪呀！’

‘打沉了，我也会凫水捞东西，我管保比他们水式好，再深
点我也不怕！’

‘水生嫂，回去我们也成立队伍，不然，以后还能出门
吗？’

‘刚当上兵就小看我们，过二年，更把我们看得一钱不值了。
谁比谁落后多少呢！’”

通过对话描写，表现她们不甘落后、追求进步、追求平等、
勇敢自信。“这一年秋季，她们学会了射击。冬天，打冰夹
鱼的时候，她们一个个登在流星一样的冰船上来回警戒。敌人
‘围剿’那百顷大苇塘的时候，她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
在那芦苇的海里。”

小说结尾，就如《论持久战》指出的那样——兵民是胜利之
本。



想念荷花读后感篇九

人们常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在《荷花淀》这篇小说
来说，却是文中有画，又文中有诗，这实在是一幅被作者充
分诗化了的如同人间仙境般的有着无限开阔境界的荷花图。
这正是作品的真正的魅力所在。不能清晰地从作品的描写中
还原出几个面目真切的水乡人物，更不会对其中的战斗场面
有什么深刻印象，甚至作品所讲述的一部故事都显得那么朦
朦胧胧，似有若无；但你却绝不会忘记那无边无际的生长着
茂密芦苇的白洋淀，尤其是那飘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的
荷花淀。”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
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
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
“”那一望无边挤得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
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箭高高地挺出来……“这所有的
文字中，哪里有一点点战争的味道？又哪里有一点点尘世的
纷扰？作者正是要通过这种绝美的画面，把读者带入一种纯
美的境界。

淀上风光的描写，词浅意深，意境优美。可以想象：一群妇
女坐在小船上，身后是一望无际的荷花淀，近景远景层次井
然，线条分明。让这群妇女处在这种特定环境中，从她们身
上，我们可以看到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同时从稻秧、
芦苇、浪花的起伏跳跃，我们仿佛听到这幅画面外的风声、
水声，那就是当时风起云涌的抗日的时代潮流。一处景物的
描写，竟然能反映如此深刻的内容，可见作家笔底的功力的
深厚。

《荷花淀》不是为写景而写景，不只描绘出了一副副美丽的
风景画，而是通过写景来烘托人物，做到了情景相生，或寓
意深刻，或暗示象征。《荷花淀》就是这样一篇景明、人美、
情真、意切的小说，有人评价它是”诗中的小说，小说中的诗
“。语言富有特色：朴素、清新、柔美，像蓝天上的明月，
如山涧里的清泉。所以，阅读《荷花淀》之后，感觉就像三



伏天喝了一瓶冰镇杏仁露，又像躺在芳草地上听了一首轻音
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