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初中时朱自清的散文 朱自清散文集
初中读后感(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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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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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时朱自清的散文篇一

《朱自清散文集》中的文章，有的似清茶，有的像咖啡，有
的是一杯回味的美酒。

如：歌声，匆匆，荷塘月色等，使我们回味无穷。好似身入
其中，营造出一种优美的意境。每次读他的文章，都有一种
很舒服的感觉。

我们在《春》中感受到了无穷的生命力，在《荷塘月色》中
品味了一次优美的月色，甚至无形的时间都被朱自清给予了
轻盈的步态和顽劣的脾性。

初中时朱自清的散文篇二

《春》与《荷塘月色》，文中没有太多的华丽之词，而大多
用的是拟人、比喻等普通常见的修辞手法，却能将眼前一排
景色描写得如诗如画，栩栩如生，由此，朱自清的写作手法，
也便可见一斑了。我本人的写景作文写得并不是特别好，但
读了他的文后，便有很大收获。他的文章平淡质朴，有很浓
烈的生活气息。而在他的所有文章相比，文笔风格也有很强
的转变。

朱自清早年的文章与后期的相比，其中早年文章的笔锋就颇
有些文言文的味道，读来并不顺畅，大都让我半知半解，而



后期的作品则有了许多白话文，更加贴近现代了。前言中
说“语言风格是一个年代的特定产物”，此语不假，一个年
代有一个年代的追求，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改变。相声大
家马季先生，的早、晚期作品相比较，其变化，不难看出来。
人皆是随时代而变化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烙印，任何
人都是如此。

文章是一个人思想方面的表达，有着独特思想、处事性格的
人定能写出好文章来，因此，读一本书，从而读出一个人来，
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种重要的读书方式，从表面现象，折
射出更深一层的内涵，这才是真正用意。从朱自清的文字来
看，他一定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他的文章，每一篇每一字，
都喊着自己的真正思想，他平生视人平等，为人正直，被誉为
“有骨气的爱国文人”，想必，他做人处事之品质，一定高
尚。

初中时朱自清的散文篇三

“纸醉金迷”、“六朝金粉”的秦淮河，随着历史长河的流
淌而逐渐失去了昔日风韵，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以浓墨重彩为它猛绘一笔，再次展现了浓装艳丽秦淮河的风
采。朱自清成名作《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记叙夏夜泛舟
秦淮河的见闻感受，作者在声光色彩的协奏中，敏锐地捕捉
到了秦淮河不同时地、不同情境中的绰约风姿，引发人思古
之幽情。

富有诗情画意是文章的最大特色，秦淮河在作者笔下如诗、
如画、如梦一般。奇异的“七板子”船，足以让人发幽思之
情;温柔飘香的绿水，仿佛六朝金粉所凝;飘渺的歌声，似是
微风和河水的密语……平淡中见神奇，意味隽永，有诗的意
境，画的境界，正所谓是文中有画，画中有文。作者的笔触
是细致的，描绘秦淮河风光时，不求气势豪放，而以精巧展
现美，具体细腻地描绘秦淮河的秀丽安逸，充分体现了作者
细致的描写手法。



“舱前的顶下，一律悬着灯彩;灯的多少，明暗，彩苏的精粗，
艳晦，是不一的。但好歹总还你一个灯彩。”这灯彩实在是
最能钩人的东西：“在这薄霭和微漪里，听着那悠然的间歇
的桨声，谁能不被引入他的美梦去呢?只愁梦太多了，这些大
小船儿如何载得起呀?我们这时模模糊糊的谈着明末的秦淮河
的艳迹，如《桃花扇》及《板桥杂记》里所载的。

我们真神往了。我们仿佛亲见那时华灯映水，画舫凌波的光
景了。于是我们的船便成了历史的重载。”作者由灯开始堕
入历史，模模糊糊中、恍惚中，实在是许多历史的影象使然
了：行走的船只，雾里看花，尽是飘飘然，朦朦胧胧;飘渺的
歌声，似幻似真……作者借助对历史影象缅怀，将秦淮河写
得虚虚实实、朦朦胧胧，让人陶醉，令人神往。

作者本着力于秦淮河的自然景观，却以歌妓的出现淡化了自
然和他的审美情趣。作者把自己当时那种想听歌，却又碍于
道德律的束缚，一心想超越现实，但又不能忘却现实的矛盾
心情剖析得淋漓尽致，真实具体，那种情真意却，给予读者
极大的感染力，而意蕴深厚自然。

为梦中回到现实，做好了铺垫。总的来说，《桨声灯影里的
秦淮河》这篇文章明显地体现了朱自清散文慎密、细致的特
色。朱自清在描绘秦淮河的景色时，将自然景色、历史影象、
真实情感融会起来，洋溢着一股真挚深沉而又细腻的感情，
给人以眷恋思慕、追怀的感受。《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展
现一幅令人缅怀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影。

更多

初中时朱自清的散文篇四

读了《朱自清散文》确实是进行了一次精神上的洗礼。比起
那些浮夸绚丽的文字，还是逼真、细腻来的深入人心。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话用来形容《桨声灯影里的秦
淮河》也是恰如其分。印象中，盈盈的月，朦胧的烟霭，碧
阴阴的水，断续的歌声，微漾的醉，秦淮河美极了。就像
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把自己的情感
交融其中。

结合当时的背景，作者寄情山水，追求一时的宁静和一切均
皆适度的生活情趣。但是泛舟途中出现的妓船，把他拉回到
现实中，使他不能真正超脱，为她们“仍在秦淮河里挣扎”，
为现实的黑暗而愤慨。于是作者眼里“清艳的夜景也为之减
色”。森森的水影、一星两星的灯光渲染了作者的心中凄凉。
平静的文字下，隐藏了心情的起伏;真情的流露，铺垫了自己
执著的追求。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是读完《匆匆》后脑海中浮
现出的论语。“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
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
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
罢?”我们要靠的是自身能力而非守株待兔似的徒守成功。人
生苦短，现实残酷，山不过来我过去，我们是主宰万物的精
灵，我们有能力不让时间偷偷在眼皮底下溜走，我们有能
力“把玩”时间，而非浪费时间。我们不会掩面叹息，我们
会让时间折服于自己手中。

“盼望着，盼望着……”这样阳光的开头，给人心灵以不小
的动力。这是一首青春的赞歌，从万物复苏，到动人春天，
碧悠青草，花木争荣，和煦春风，由远及近，由视觉到感觉，
把一顺带的景物自然的连接起来。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
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
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
他领着我们上前去。有的是希望!

读完这本书，我不仅心灵上经过了洗礼，对这些诗美、景美、
朴质美的文章更是爱不释手。“不虚美，不隐恶”的平淡中



包孕了神奇。

朱自清散文集读后感5

“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
有羞涩的打着朵儿的。”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果然名不
虚传，令我如身临其境，合上这本书，鼻孔里还残留着荷香，
目光里还带着对荷的柔情，脑海里还浮想联翩，意犹未尽啊!

早就听说朱自清是个很有才华的作家，直到我们课本上学到
他的作品《匆匆》，让我深刻领悟了时间的珍贵，我们要抓
住分分秒秒，努力学习，不能枉度此生。此后，我迷恋上了
他的散文，要求妈妈给我买了这本《朱自清散文集》，看到
此书，我便爱不释手，不肯放下了。

朱自清的作品大部分取材于生活中的各种经历，大致可以分
两种类型：一种是描写个人以及家庭生活为主，具有非常浓
烈的人情味和感情色彩;另一种主要是以描写自然风光和景物
为主，抒发了朱自清的个人感情。书里既有《荷塘月色》美
轮美奂的荷花，又有《背影》中父亲伟大无私、宽容的爱。
还有《春》中一副生机盎然的画卷，《乞丐》，《儿女》，
《佛罗伦司》等等，篇篇都令我回味无穷。朱自清的散文没
有华丽的词藻，过多的修辞以及惊心动魄的内容情节，在字
里行间流露出的真实情感和那清丽隽秀的文笔，一点也不做
作，令人读起来觉得亲切朴素，深深打动着我的心，他所传
承的民族精神和真挚情感不断的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此外，我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如《博物院》，让我知道了国
内外的一些稀世珍品，知道了许多名人轶事，学到了许多历
史及书画方面的知识。《冬天》，《绿》，《看花》，则让
我学会了更多的词汇和优美的句子，丰富了阅读知识，为以
后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论诚意》，《儿女》，《哀
互生》，又让我看到了人世间的真、善、美….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从这篇
篇清新优雅，如诗般的感人散文中，你细细品味出其中的美，
爱，信念和智慧了吗?朱自清的散文是久盛不衰的永恒经典!

初中时朱自清的散文篇五

在文中，朱自清先生把春比喻为一个刚刚睡醒的孩子，欣欣
然张开了眼，遍地的野花仿佛是天上的星星眨着眼。风，不
再像冬天那样寒冷，像母亲的手，轻轻地抚摸着万物。在温
暖的春风中，孩子们高兴得放着风筝。在春天，春雨是寻常
的，它滋润着世间的万物。

我热爱春天，歌颂春天，但我更珍惜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