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毕淑敏散文柔和读后感(优秀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如何才
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
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毕淑敏散文柔和读后感篇一

喜欢毕淑敏的散文，是因为读过她的很多作品都会让我心情
异常的平静，平静之余又会静下心来思索很多人生的问题。
她的《鱼在波涛下微笑》让我懂得：人生所有的问题，都是
关系的问题。在所有的关系之中，你和你自己的关系最为重
要。它是关系的总脐带。如果你处理不好和自我的关系，你
的一生就不得安宁和幸福。你可以成功，但没有快乐。你可
以有家庭，但缺乏温暖。你可以有孩子，但他难以交流。你
可以姹紫嫣红宾朋满座，但却不曾有高山流水患难之交。

你会大声地埋怨这个世界，殊不知症结就在你自己身上。

你爱自己吗？如果你不爱自己，你怎么有能力去爱他人？爱
自己是最简单也是最复杂的事情。它不需要任何成本，却需
要一颗无畏的灵魂。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完满的，爱一个不完
满的自己是勇敢者的行为。

处理好了和自己的关系，你才有精力和智慧去研究你的人际
关系，去和大自然和谐相处。烂额，就像一个五内俱空的病
人，哪里还有多余的热血去濡养他人！

在水中自由地遨游，闲暇的时候挣脱一切羁绊，到岸上享受
晨风拂面，然后，一个华丽的俯冲，重新潜入关系之水，做
一条鱼在波涛下微笑。



毕淑敏散文柔和读后感篇二

《毕淑敏散文精选》收录的很多毕淑敏的精选散文。不知道
大家读完有什么感受呢?

人生有什么意义?

这个问题，不知有多少人思考，追问过，回答过，也许，只
有在人们有空虚感，或无事可作时，才会考虑这个问题，而
当一个人真正忙碌起来时，是不会有时间考虑这种问题的。

所以要想真正了解人生的含义，首先就要为自己确立一个长
远，清晰的目标，当一个人向着自己的目标，向着好自己的
理想拼搏，奋斗时，他的人生才是最充实的!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很迷茫，我们找不到方向，憧憬着美好
的生活，却只是幻想一场，我们可能会抱怨生活有许多磨难，
却未能看到困难之后的阳光。

胡适先生曾说过，人生本没有意义，你赋予他什么意义，他
就有什么意义。

所以说，人生就像一张白纸，他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正像那
句话所说的“其实你也在选择生活”，只只要你的人生具有
了方向性和主动性，那么人生就有了意义。

因为你具有了目标，具有了希望，目标，所以要寻找人生的
意义，就去发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方向吧!

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应碌碌无为而羞耻。

读《毕淑敏散文精选》，常常惊异于她如何从并不复杂的人
生经历中采颉了那么多瑰丽的珍珠，在读者面前如孔雀开屏



显示了一幅灿烂的生活美景。

只为不安分的医生把她的职责发展到极致，不仅要治病，还
要救人，她成了心理医生。

心里的咨询让世界在她面前展开了一扇窗，使他有机会走进
各式各样普通人的心灵深处。

毕淑敏是一位母亲，她用母爱感受着孩子的成长。

读完这本书，我几乎不敢下笔描绘。

爱弥漫在文章的字里行间，酣畅淋漓，读来令人震撼。

流畅的语言，慎密的思维，精辟的分析，将我拉入爱的世界，
久久不能回神。

任何关于爱的阐述，在它面前都显得非常卑微，我只能告诉
你们，细细去品味你身边的爱，你才会真正的明白爱的真谛。

作家毕淑敏是一本书，需要细细品味，这本书是澄清的，健
康的，充满活力的。

他生活在平常人中间，给我们展示的是当代普通人的日常生
活。

读他的书，掩卷深思，常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于身之感。

书中不仅写了普通人的生活，更写出了普通人的心理和生活
的哲理，这就是他的散文独具魅力的原因了。

也正是我喜欢这本散文集的原因了。

想让自己考上一所好大学，于是这个学生拼命的学习，认真
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课余时间，别人都约着出去玩，



而这个学生却能抵得住诱惑，在家学习。

他为了自己的目标而奋斗。

则另一个学生，觉得自己一定能考上一所好大学。

从此对“目标”这个词不屑一顾，他开始沉迷于游戏，网吧，
一有时间就抱着游戏机，成为“低头族”，他整天生活在游
戏中，没有目标。

是啊!其实寻找目标并不是一件难事，关键是要学着给自己树
立一个目标。

树有了目标，就能长成参天大树;花有了目标，就能开放的愈
发美丽;人有了目标，就能朝着这个目标不断努力，因此，我
们从现在开始，建立一个自己的小目标吧!

自“书香中交”活动开展以来，公司各单位组织了形式不一
的读书活动，为员工培养读书习惯、提升文化素养营造了良
好氛围。

在各单位上交的书评中，不乏意蕴深厚、感情丰沛的诚意之
作。

微信君特别选取了几篇，与大家体会这“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的真谛。

——编者按

初识毕淑敏，还是初中时代，当时对这位女作家的了解微乎
其微，只是出于初中阅读课的需要，拜读了她的一篇散文
《提醒幸福》，当时并未从中理解太多内容。

时隔十多年，当我再次遇见她的时候，是前一阵子项目
部“阳光心态助航职场”系列讲座，她的一篇具有哲理性的



文章——《我很重要》，被作为改变职场心态的'典范进行宣
讲。

如今，在书香中交活动推动下，《毕淑敏散文集》再次成为
我的选择。

在毕淑敏的很多文章中，关于“幸福、自身价值实现和爱的
传递与表达”等方面，文辞优美而富有哲理。

当你仔细回味这些文章、真正走近她的时候，你会发现她的
文章是春天的细雨或深冬的白雪，润物细无声;又或是夏天的
惊雷或初秋的霜露，醒心彻骨。

她的文字总是轻的，于是不经意便走进了你的心房，在合上
书之后，仍久久欣然沉浸其中。

一、“常常提醒自己注意幸福，就像在寒冷的日子里经常看
看太阳，心就不知不觉暖洋洋亮光光。

”——《提醒幸福》

对于初中时代的我们，当时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并不知道
作者是怀着怎样的爱与情感，去向我们表达她自己。

但今天想来，也许她想告诉我们的是要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有一个愉快而值得纪念的学生时代。

如今我们早已告别学生时代，已近而立之年，生活中太多的
东西让我们去注意、被提醒，但是我们却忘记了提醒自己什
么是幸福，什么是我们心中的太阳。

对于在桥梁施工一线的一名基层工作者，曾经我们抱怨过很
多，项目环境太恶劣、没有假期、项目活动太少、领导关怀
不够、现场工作内容与自身能力不一致……但是我们还是坚



持着一路走来，坚定的望着远方，到底是什么支撑着我们走
到现在呢?我想也许就是那寒冷日子里的一缕阳光吧，可能来
自自身的片刻冥想，也可能来自同事或领导的关怀，亦或是
那些如今回想起仍激情燃烧的岁月。

当我们回首过往的时候，我们会侃侃而谈，甚至在觥筹交错
间潸然泪下。

我们惊奇的发现，这样一份我们曾经抱怨无数的工作，带给
我们值得珍藏的回忆实在太多。

不管我们当初选择这份工作的时候，理想有多明朗、现实有
多朦胧，慢慢的我们才发现，我们爱的不是成败得失，我们
爱的正是这艰辛的过程，正如有人说过：“人生就是在路上
走的，累了苦了那是应该的，但每个人都得选择一条没有怨
言的路”。

因此我们要学会提醒自己幸福，在难搞的日子里笑出声来，
这不是苦中作乐的哀怨，而是提醒幸福的长鸣。

亲爱的朋友们，生活并没有欺骗我们，只是我们忘记了提醒
自己的重要。

二、“重要并不是伟大的同义词，它是心灵对生命的允诺。

”——《我很重要》

在项目举办的“阳光心态助航职场”系列讲座中，让我印象
最为深刻的便是这篇《我很重要》。

很多讲师都在强调一个观点，那就是要像老板一样工作，肯
定自己在工作中的重要性，敢于说出“我很重要”。

其实敢于说出我很重要，是一种对自己的肯定，同时也是向



别人传递正能量的一个途径。

这对于越来越多的刚毕业的学生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他们更
渴望、更需要被肯定和重视。

项目内部竞争其实不算太激烈，让管理层知道你能干什么不
是一件难事，但是让管理层知道你还能干什么确是一件不易
的事情。

施工行业是一个态度和责任心居首位的行业，敢于认可自己
在岗位中的重要性，也是对自己在岗位上工作成绩的肯定，
毕竟只有让别人认识了你的能力才能给予更多的任务和机遇。

从我身边的人和事观察，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爱说我
很重要。

也许我们觉得自己并不伟大、不应该在大家面前宣示自己的
地位;也许我们觉得我们应该中庸、不应该在大家面前突出自
己。

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对《我很重要》的误读，作者笔下的我很
重要，更多阐述的是一种心态、一种对自己的允诺。

当我们悉心自问的时候，我们会很快发现，对身边的同事、
对项目、对家庭以及对公司，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向家人和朋友展示着最优秀的自己，向他
们传递自己的正能量，向生命传递自己的诺言。

做一个优秀的自己是对“我很重要”最完美的诠释。

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大声喊出“我很重要”吧，让这份坚
毅的声音，回荡在崇山峻岭、在浩瀚海洋!

三、“在爱中领略被爱，会有加倍的丰收。



”——《爱的回音壁》

曾经的我们忧郁、青春年少，施工现场的生活让我们一天天
成长，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

俨然不变的是项目部，是施工现场那些高耸入云端的机器设
备，总是在静静俯瞰着红尘。

当我们学会了提醒自己、勇于喊出我很重要的时候，细心的
你会慢慢发现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总是在宠爱声中不停的
流转，一如四季轮回的风车。

不知从何时开始，新一届的毕业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重点。

刚刚进入项目部，就会有座谈会、有导师带学员活动、有领
导的细心关怀、有项目人文情怀的感染。

这让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感受到企业文化的温暖，让他
们更好、更快的融于身边的生活。

但就是这样一个群体，却总是在关注声中走来、又走去，是
什么让他们放弃了当初的选择呢?也许不是他们习惯了被宠爱、
被关注，而是我们没有让他们领略被爱。

爱是给予，更是回馈。

我们在给予了很多关爱的同时，却总是忘记在过程中回馈。

对于眼前的工作来说他们是初生的婴儿，短暂的师徒是否能
成为一辈子的良师益友，继续宠爱也许胜过万千宠爱于一身。

很多时候，在提醒他们幸福的同时，在给予他们更多关爱的
背后，肯定他们的重要性、让他们有存在感也许是最关键的
回馈。



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爱是那么真实而具体，是导师带学员总结
会上肯定的眼神，是他们在施工现场细心指导和大胆管理背
后的肯定与支持，是他们在生活中落寞时的小小伙伴……尊
敬的朋友们，让我们在给予关爱的同时，让他们领略到被爱
吧，也许会有加倍的丰收!

毕淑敏散文柔和读后感篇三

毕淑敏的散文比较张晓风的散文更加通俗，她的笔风也许没
有张晓风那么优美，可她用最朴质的话语谱写着人生的乐章。

不用长篇大论，一句淡淡的“蚕是被自己的丝裹住的，这是
的真理。”引出下文，没有一丝困惑，任何人都能明白。
《蚕是被自己的丝裹住的》一反常态，蚕在人们的眼中，是
一种勤劳，无私奉献的动物。可文中的蚕，竟有一些自找麻
烦的感觉，可你如果细细的、慢慢的去品这篇文章，你就会
发现，其实并无道理。又有多少人为这俗世中的金钱、权势、
地拉吐出的丝就那样，紧紧的裹住，直到你窒息。当生命结
束时，他们才会恍然发觉，世界是一个茧，而他们从未为自
己而活过。

《爱的回音壁》我们被深深的爱意茏盖着，可是我们又是否
真正懂得爱呢？我喜欢“爱是一面辽阔光滑的回音壁，微小
的爱意反复回响着，折射着，变成巨大的轰鸣。”因为，已
经迈入初中的我在这句话发现，父母真很爱我。时间无情，
在他们的脸上已经满沧桑，每一根银丝，每一条皱纹都满是
爱意和那对子女的担忧啊！我们已经12岁了，不说别的，从
我们上学开始，6年啊！我们对父母说过一句“我爱你”这三
个字吗？因为我们成天沉浸在爱里反而磨木了。父母不求别
的，只求一句“我爱你，你辛苦了。”我们中有些人，可以
将歌星的生日、爱好倒背如流，可又有多少人记得父母的生
日，在那一天说一句“生日快乐！”让我们行动出来吧！让
父母对我们的爱感到回音吧！



毕淑敏的一生，绚丽多彩，她总在平凡的事中发现不平凡的
道理。人生，也许就需要和她一样活的有滋有味！

毕淑敏，让我品读人生！

毕淑敏散文柔和读后感篇四

在读《毕淑敏散文》前，因读的是《张晓风散文》对于散文，
便误认为是一些华丽的词藻以及高深莫测的言语拼凑而成的，
所以当阅读毕淑敏第一篇散文，觉得有些抗拒，不像散文。
但慢慢，发觉散文就似是记录作者经历的事，以及世间的悟，
而毕淑敏就像在这世间游走的精灵。

毕淑敏所书写下的文字，似是在画着一幅幅她的人生画卷。
像是我是她的一个朋友，她在我耳边诉说这经历。我甚至可
以感受到她在西藏阿里当兵时的心情，可以感受到她在访美
后所受到的震撼，可以感受到她做为一名母亲的勇敢。里面
篇篇都是她经历或感悟的，就在我们的生活中找到的是本质
的美。

让我感触很深的是《大雁落脚的地方》，初看标题，以为是
写景，大雁的栖息地在她所游览的城市吧。可我发现我错了，
那是毕淑敏与她母亲的寻故记。毕淑敏出生的小镇巴岩岱。
那是她出生的故里，她们所寻的不只是新疆巴岩岱不长忧郁
眼睛的伊犁杨，更是她母亲怀她时住的俄式建筑，漆黑夜里
如同鬼魅一般的榆树。可半个世纪过去了，巴岩岱变化巨大，
连母亲都找不到旧时的医院，而她却仅凭直觉找到她睁眼第
一缕阳光的地方。我心中有什么触动了。她与这里有着的是
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她与这里的情是紧紧相连的！那被绳子
拽着，却又激动不已的心情，是她重归故里时最令我震撼的，
那冥冥之中的安排？那是被命运之神所连系成的重重牵绊？
我感叹于毕淑敏如此的直观切入，惊叹于毕淑敏与她旧时回
忆的一线牵，更是诧于世间的情感与宿命的安排。



我心灵由此深深触动了，毕淑敏的写作风格是很实际的，现
实的就像一面镜子，我读着读着，总觉得它像在我身边发生
似的，最后便归咎于镜花水月的幻觉了。

我惊异于她是如何从索然无味的生活中寻找到那么多的瑰丽
珍珠，最后向读者展示出一幅幅生活美景，她那敏锐的慧眼，
给了我们一个不同角度的生活。就是日常生活，平凡的再也
不能平凡中的哲理与普通人的心理。

我想是那精灵，带给以世间明朗，而它游走过的足迹，在身
边，步步芳香。

毕淑敏散文柔和读后感篇五

好的书让人受益匪浅，有可能终生受益。

读散文集，更是能让你的情操在相应的时间里得到陶冶。

在众多的散文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毕淑敏了。

她的作品，一扫20世纪80年代末文坛琐碎平庸的文风，被人
称赞为是“对当代小说的一种拯救”

毕淑敏，国家一级作家，从事医学工作20余年，拯救过无数
垂危的生命，帮助过无数来访者走出生命的低谷，被誉
为“文学界的白衣天使”。

故事的起伏，精湛的文笔，让我不得不读了一遍又一遍，感
受了一次又一次，其中有一个片段让我感悟至深：

“为什么不读书”?夏导问。

“没钱”“为什么没钱”?“因为钱在我妈妈那儿”。



“你妈妈在哪儿”?“我不知道，我妈妈跟着人跑了，她不要
我了，她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卷跑了。

就剩下我和爸爸，爸爸说他一个人也要供我读书，他就上山
挖药材，他在最陡的崖上看到了一兜贝母，人家都看到那兜
贝母了，可是谁也不敢去采，只有我爸爸上去了，他就再也
没回来。”这篇《源头朗》在描写火石到大城市生活、求学
的同时，亦表现了苦难人物心中理想和现实压迫的种种矛盾。

著名作家贺绍俊曾经说过“毕淑敏与其说是一位作家，不如
说是一位心理学家，她的每一部作品都是针对我们的心理疾
患而开的心灵处方，这源于她的善良和对人的心里隐秘的洞
悉。”

读毕淑敏的书，能体会到一种特别的爱，让我沉思许久……

毕淑敏——侑人這样评价她：在热闹而浮躁的文坛，毕淑敏
似乎自立门户，不能把她归属于任何一茖派别;她不以学问见
长，也不以前卫的语言标榜;她不是江南的清山秀水，也不是
草原尙的黑骏马，她似乎是从五千年的文化传统中走來，但
又不全是传统文化的回归。

她把日常生活中极为平常的事物作为审美客体，把人人都经
历的事情写得妙趣横生。

這种朴实无华的文风，很侑一点平淡而山高水深的境界。

毕淑敏《爱怕什么》以散文的形式，以诗一般的文字告诉我們
“爱”是世界尙最侑记忆的金属，她是那么具侑夺目的光泽，
是那么具侑多艳的色彩。

“爱”是人世间最最具侑情感，最最具魅力的'，是任何物品
所替代不了的。



毕淑敏对“爱”的深刻理解打动了我。

“爱一桩事业，就奋不顾身地投入。

爱一茖人，就斩钉截铁地追求。

爱一茖民族，就挫骨扬灰地献身。

爱一种信仰，就至死不悔。”从毕淑敏对“爱”的诠释中，
不难看出她对“爱”那种独侑释怀。

阅读這篇散文，感觉毕淑敏对“爱”的解释特别具侑生活的
气息，特别具侑人性的舒漫，使“爱”更具侑人性之魂。

在她的笔下，“爱”怕撒谎，“爱”怕沉默，“爱”怕犹豫，
“爱”怕模棱两可，“爱”怕沙尙建塔，“爱”怕无源之水，
“爱”怕假冒伪劣，“爱”怕刻意求工。

毕淑敏在散文中从广泛的多视角诠释了“爱”的博
大、“爱”的坚固、“爱”的力量和宏大。

文中对“爱”的强调，足以保侑一份人世间的真“爱”
真“情”，能使孕育万物之生活的草原生长出能力、勇气、
智慧、才干、友谊、关怀……。

保侑一份真“爱”，就是照耀人生长明的温暖的灯。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表达了我们对父母、对长辈
的尊重。

然而，现在的我们，有几个人真正的做到了孝呢?我读了毕淑
敏的《孝心无价》这篇文章，有了很多的感触。

这篇文章主要表达了毕淑敏对“孝”的理解。



我对她文章中的语言有着自己的理解，有着自己的感悟。

“父母走了，带着对我们深深得挂年，父母走了，遗留给我
们永无偿还的心情。

你就永远无以言孝。”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的父母说过长达以后要孝顺他们，
可这句话是有期限的，我们却都忽略了这一点，总想着拼命
的学习、工作，总想以更好的条件来孝顺自己的父母，从而
使我们对父母的孝一拖再拖，但人生是短暂的，父母可能在
我们尽孝之前离开我们。

那是对父母深深的愧疚，是在我们心中永远无法弥补的对父
母造成的伤害。

作者在文中也提到了两个关于“孝”的例子，其中一个是苦
孩子求学的故事，他的家庭十分困难。

父亲逝去，弟妹嗷嗷待哺，母亲只有去**供他上学……我认
为他很自私，或许他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使生活更好，但他
在实现这个理想的过程中已经对母亲造成了莫大的伤害，这
种伤害是无法愈合的。

孝，其实很简单，它可以是父母劳累时递过来的一杯热茶，
可以是父母工作一天回到家后吃到的喷香的饭菜，可以是父
母辛苦时的捏肩捶腿……无论这种行动是大是小，是轻是重，
只要是我们发自内心的，这就是孝，就是我们对父母无限的
爱!

毕淑敏不仅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她同样是一位慈祥而又可爱
的母亲。

在《混入北图》这篇文章中，毕淑敏的母爱与她对儿子的教



导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那时，北京图书馆是最大的图书馆，哪里有各种各样不同
种类的图书，但那里却有规定：只对成年人开放。

不知是不是遗传了毕淑敏，她的儿子从酷爱看书，对文学充
满了好奇心与求知欲。

当他长到十几岁已经是个小伙子的时候，毕淑敏在他苦苦的
要求下，不得不带儿子“混入”北图，满足孩子向博览全书
的愿望。

本文主要讲述了毕淑敏到儿子进入北图的过程和看书的过程。

其中详写的是进入的过程。

在过程中，运用了心理描写和生动的动作描写，表现了母子
二人害怕被识破的心情，但儿子也急切想去看书的复杂心情。

在好不容易进去后，儿子恨不得把全馆的书都看一遍，所以，
他直到闭馆才依依不舍的离开。

所谓：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

在毕淑敏的这篇文章中，充分的体现了儿子对读书的渴望，
甚至把博览全书为理想。

的确，在我们少年时代的时光是很宝贵的，我们在学习上，
不因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多多去闯闯，
在丰富的经历和阅历下，就能够让你体会到世界是包罗万象
的。

在青春时，何不去拓展自己的领域，为梦想努力，像毕淑敏
的儿子一样，有志气：“长大一定要光明正大的从正门走进
北图，因为那是贵宾的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