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珍珠与蚌读后感(实用8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
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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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珠与蚌读后感篇一

看《何必珍珠慰寂寥》，第一次看完全是被封面吸引，那种
碧绿的淡色，正是我所爱。

买下之后，大体略看一下，发觉或许只是一般的言情小说罢
了，还后悔自己买错了。

可舍友眼尖，一眼就看到了这几个大字，尖叫一声，立马狂
奔过来说要看，那时她的神情就好似我在书摊上看到了《华
胥引》时，我在心里暗暗嘀咕：至于嘛，又不是什么好书！

她花了将近两个晚上，才将本书全整的看完。归还给我时像
是浴火重生的凤凰般超凡脱俗一番感慨：若是不读，真真是
人生一大憾事啊！

我便带着好奇心打开了此书，开始了心灵之旅。周青盟，方
蓝调，许愿，许渊，赵珍珠，还有，邵曦晨，珊珊……他们
串连在一起的人生，千般无奈，万般感慨。道不尽的，是这
现实的人生。

邵曦晨，这样一个虚荣的女子，我原以为她的是最坏的。可
看着看着，突然醒悟，哪里有什么最坏的呢？谁不是为了艰
难的活着，不惜放弃自己爱的呢？梦想再好，爱情再美，终
究抵不过世俗的现实，填不饱肚子。



许渊，我最佩服的男子了。有几个男子会想他这样，舍弃自
己的心爱，成全自己的心爱。只为那一句：我会不惜一切，
还给你的幸福。

总之，小说是虚假的，内容却是现实的；爱情是虚幻的，生
活却是真实的。

让我们像蓝调珍珠那样，无论现实再残忍，在痛苦，把握好
自己的心，随心快乐的活吧！

珍珠与蚌读后感篇二

是它，告诉我成长是一种美丽的疼痛，是一个许诺，是珍珠
的光芒……对，就是它——珍珠。

主人公阳子，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子，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过着快乐的生活。然而有一天，阳子的父母偷偷跑去深圳，
为阳子生了一个小弟弟。它的蚌摔开了，躺在炙热的沙滩上。
家里只剩下爷爷奶奶了。但有一天，这个可爱幼小的蚌，他
的爷爷去世了。爷爷去世后，奶奶重新要结婚的想法让这个
可爱幼小的蚌的身体里扎进了一颗很大的沙粒，让它开始疼
痛。

李阳坚强、大度包容，令我震惊与敬仰。在日常生活中，我
常常因为别人无意间的一些小伤害而生气、哭泣，乱发脾气，
伤了和气，反而不良后果。与李阳相比，我是多么懦弱、心
胸狭窄。

在人生道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多挫折。学会坚强，学会包容，
学会勇敢，勇于面对困难，战胜困难，才是唯一的出路；学
会感激，学会理解，学会原谅，凡是曾伤害过你的人，都要
感激他，正是他的伤害才让自己懂得更多，感激他使自己成
长。让我们多点包容，少点埋怨，将心中的疼痛转化为力量。



什么是成长？成长就是一些事件，突然刺进你的心里，让你
疼痛不堪。就像那可很大的沙粒，突然刺进蚌孩子的身体里。

什么是成长？成长就是疼通过后，你突然平静下来，豁然开
朗，仿佛被一道光照亮。

因此，蚌孩子终于孕育出了一颗闪亮的珍珠……

珍珠与蚌读后感篇三

少女与画家，没有任何男欢女爱的镜头，并肩站在一起调颜
料便是爱，烛光中画家替少女穿耳孔便是激情，少女的感情
藏在她默默的劳作中，画家的感情藏在每一次凝望中，这甚
至算不上一场爱情，却依旧难忘。

卡娜琳娜问她丈夫，为什么你从未画过我？

维米尔回答：“你和孩子们从不是这绘画世界的一部分，也
不应该是。”看到这里我鼻子一酸。

真的很难过。为他们俩难过，为他们的孩子难过。

以为这本小说读到尾声，我会为葛丽叶和他的爱情落泪，我
早知道他们没有结果。然而让我落泪的不仅是男主人和女佣
无疾而终的爱情，不仅仅是一波三折的故事情结。

更是他们对现实世界的无助和屈服。是葛丽叶不再坚持指甲
缝不留脏污，是她的围裙不再保持洁白干净。也是画家不吭
一声悄然隐藏的心绪，是他们通过绘画在精神世界的灵肉交
流。是葛丽叶对维米尔没有担当的失望，是卡萨琳娜恼人的
平庸，同时伴随着因为平庸世俗而走不进丈夫心里的暴戾。
是小彼得看破不说破的世俗，是凡李维恩适时的善意提醒。

是复杂的时代背景和道德伦理共同作用下，身处故事之中的



各位登场人物的无奈。

再深究下去，我不敢想。

画家约翰内斯.维米尔，十七世纪荷兰最伟大的画家之一，故
事背景也设定为十七世纪的荷兰，地点画家的故乡德尔福特，
故事中一切文化习俗，商业贸易，政治艺术，都取材于十七
世纪的真实风貌。由此可见，这样一部复古题材的爱情小说，
却能让现代人产生共鸣为之动容。现代生活中种种无奈和矛
盾不断出现在小说中，不突兀不违和。仿佛十七世纪和二十
一世纪时空重叠，古人的烦恼忧郁在现代人身上处处可见。

珍珠与蚌读后感篇四

一见到这个题目，我就倍感亲切。这是石英写的一篇文章，
写的是作者与她相处几日的缘分。如果说起缘分的话，珍珠
泉——济南四大名泉之一，可是珍藏着我小时候的记忆呢。

小的时候家离珍珠泉很近，所以爸爸经常带我来玩。那时候
的珍珠泉水真的是清澈见底，大大小小的泡泡从下往上冒出，
最后到水面上只留下几丝清波。我喜欢用拇指和食指比成一
个圆，放到右眼前，闭上左眼，描摹那些泡泡的运动轨迹。
有时候阳光打在泡泡身上，泡泡就变得五彩斑斓的，像一条
丝绸被拨动。那些泡泡啊，好像真的有生命一样。水里有很
多金鱼，忽的.浮上来，又猛地钻入水底，不然就是摇着尾巴
摆弄着她们娇柔的身段。爸爸有时会带一些面包或者饼干过
去，掰成碎屑投到鱼儿中间，倒也会被她们吃个精光。

珍珠泉水的魅力的确无可厚非，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珍
珠泉旁边的一棵老海棠树，爸爸说那棵树在那里差不多已经
有几千年了，虽然不像松柏一样昂首挺立，不像柳树那样美
丽动人，但是他对珍珠泉的千年守护也让我非常敬重。

作者则是完全相反，只是因为山东团代会在珍珠泉礼堂的召



开与珍珠泉有了一面之缘。当时作者还是十多岁的年纪，被
授予模范团员的称号，在会议休息的期间，去欣赏珍珠泉的
景色。珍珠名泉的奇景深深地吸引住了这个少年，泡泡的上
浮和下落在作者眼里也充满了神秘。多年后的重会，作者也
仍被珍珠泉的魅力所吸引。

“她仍无声地，尽职尽责地供游客欣赏，但不知她是否能够
认出我这个早已不再年轻的老友？”多少年过去，我们的年
龄在增长，周围的环境在变化，珍珠泉的美景依然不变，珍
珠泉守护泉城的责任依然不变。

珍珠与蚌读后感篇五

今天，我读了一本书，叫《黑珍珠》，可有趣了！

故事主要讲的是拉蒙，赛拉查一家的故事，他长大后，想和
爸爸一起做“珍珠商”。爸爸就教他判断珍珠的好坏、怎样
找到珍珠等。其中，最好的珍珠如果在阳光下照，无条纹，
一般珍珠有1——4条，最差的珍珠有5——10条，10条以上就
不是珍珠了。

有一次，拉蒙，赛拉查去海底捡珍珠，碰到一个大海蚌。他
用刀上下上下使劲弄，在第8次的时候，捡到了海蚌。这告诉
我们，做事只要坚持不懈，一次做到底，一定会成功的。

大海蚌里有一个比手还大的珍珠。拉蒙，赛拉查把它卖给了4
个商人。可是，商人们又还给了他。最后，他把珍珠放到了
教堂里，供人参观。

读完这本书，我知道了：成功不是一帆风顺的。无论是你想
获得幸福的生活、长久的友谊还是金钱、珠宝，都要付出许
许多多的艰辛的努力。

我的今天，将会因为这本书而多姿多彩！



珍珠与蚌读后感篇六

这两天的时间，我读了一本来自汤素兰写的小说，名叫《珍
珠》。读完这本书之后，我不但有感想，也知道了一个道理:
包容，造就璀璨的珍珠;成长，一种美丽的疼痛。

这本书主要讲述出一个十二岁的女孩阳子，本来拥有一个幸
福美满的完整家庭，过着快乐的生活。每天由爷爷奶奶来接
送，在路上时阳子讲述着在学校发生的故事，有时爷爷讲着
美妙般的童话故事，回到家样子又拥有爸爸妈妈的呵护疼爱。
可是有一天，生活发生了变化，最疼爱阳子的爷爷突然间去
世了，一时间承受不住痛苦的阳子，又得接受爸爸妈妈去深
圳的消息，一连串的美好全部都消失了，使阳子十分的痛苦、
迷茫。在每天，阳子失去了美妙的童话故事，在回家以后，
她总是翻起爷爷生前的照片，天天面对着奶奶，使他感受到
了孤独。不久之后，阳子的奶奶认识了一位叫做王爷爷的人，
每天他都在家陪奶奶聊天，在受不住他们亲热的阳子，将刀
差点刺在了王爷爷的身上。在别人的传言中，阳子知道:在深
圳她的父母为她生了一个小弟弟名字叫做小虎，所以他对爸
爸妈妈又多了一份恨意。之后，她在也很少跟奶奶说话了。
阳子小学快毕业了，准备上初中时，她抛弃去上田家炳中学
的`机会，准备以田李阳子的身份上省里的杨百万国际实验学
校，可以住宿。这事的李阳心想有一个新的开始。在去那个
学校的车上，她认识了一个叫做卢莎的女孩子，她们成为了
好朋友。在放假时，卢莎要去深圳陪她的爸爸妈妈，顺便帮
阳子办证，阳子答应了。可是样子并没有去深圳，而是在空
空如也的学校独自坐着。在这时候，她的爸爸、王爷爷来找
她，并将她带回了奶奶家。这时候，王爷爷告诉她奶奶去了
医院，阳子才明白她是为了我匆忙下楼梯而摔伤的。她也从
奶奶的口中，得知妈妈为他割脉。回到学校，因为卢莎私自
为阳子办证而受谢老师的批评，她们的友情消失了，但在一
次生日会上他们的友情逐渐显出光芒。在最后的时候她听见
爷爷温暖慈祥的声音，给爷爷写了一份信，信中提到:我的心
中已经没有伤痛，变得敞亮。我就想故事中的那个孩子一样，



那些是我曾经疼痛的东西也变成了闪耀般的珍珠。

这本书生动描绘了十二岁阳子的成长故事，让人知道："成长，
是一种美丽的伤痛."这样的一个主题。也让我感受到：成长
中，有美好的时光，有美好的事物;成长中，有心灵受到的创
伤;有自己心灵中的烦恼。受过痛苦，受过伤害，在最后的时
候，就会展现努力的成果;自己永远在成长童年的美好中，自
己永远是一个长不大小孩。在我们成长童年中，我们只要在
有烦恼的时候学会承受，再有痛苦是学会分忧，我们才会在
最后的时候成为最耀眼、闪烁光芒的珍珠，才可以学会长大，
才可以感受童年的美好时光。在这本书童年日子闪烁的珍珠，
我相信我也可以做到。

珍珠与蚌读后感篇七

包容，造就璀璨的珍珠!成长，一种美丽的疼痛!这是我在假
期里读到《珍珠》这本书告诉我们的一个道理。

《珍珠》这本书中描写了一个十二岁的女孩阳子，本来拥有
一个幸福的家庭，过着快乐的生活。然而有一天有着重男轻
女思想的父母为了要一个男孩，远离她去了深圳，把她留给
爷爷、奶奶抚养。同学的议论使她从小有了一种被父母抛弃
的感觉，无助、彷徨……渐渐转化成对父母的怨恨。爷爷奶
奶无尽的疼爱让李阳快乐的成长。当我读到爷爷因病过早去
世，奶奶有了新的男友。我读不下去了，喉咙就像有一团棉
花堵住，眼泪禁不住流下来……我为李阳的不幸命运感到同
情和悲伤。

我不能理解大人们的思想，但深深同情故事中的李阳。故事
读到一半，我怀着不安的心情问妈妈，这世上真有这么狠心
的父母吗?妈妈看到我很伤心，耐心的安慰我，告诉我去把故
事读完，慢慢会理解作者及其父母的。

故事中李阳奶奶重新结婚的想法又让阳子开始憎恨一切。他



认为故去的爷爷像她一样被奶奶从心中抛弃了，她开始孤独、
无助，开始痛苦。在心灰意冷时，爷爷曾为她讲的故事“珍
珠”又重新燃起了她的希望。

在一系列的成长故事中李阳反叛的思想因为被爱、被关怀而
慢慢转变。珍珠的故事使她得到启迪，她变得大度，细心的
照顾奶奶，接受现实，主动原谅父母，为误解她的同学举办
了生日party主动化解了矛盾。生活中的一切变得豁然开朗，
李阳从新变得快乐起来!

读完这本书，我的心情变得愉快起来。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过
程中可能都会有无奈和心酸，不可能事事都如意、顺心!只要
我们像珍珠一样有坚毅的性格、乐观的态度对待我们的人生，
学会接受沙粒带给自己的疼痛，原谅疼痛，化痛苦为力量，
那么我相信在我们青涩的蚌壳中，最终也一定会诞生出美丽
的珍珠。

珍珠与蚌读后感篇八

《珍珠》这本书是作者汤素兰以纯真、深刻、富含哲理的笔
调，写出的一部经典成长小说。小说上下贯穿着一种“包容，
造就璀璨的珍珠；成长，一种美丽的疼痛”的主题。反映了
主人公阳子在成长路上所遇到的各种酸甜苦辣。

阳子曾经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可是，有一天，一个突如其来
的变故，改变了她，改变了她的命运。

其实，成长就是一根针，时不时就会扎你一下，让你痛不欲
生。但是，痛过之后，你会发现，你收获了许多，更进步了
许多。

每个人都应该记住，凡是走过的地方，必定会留下足迹。成
长也是如此。在成功的背后，会有许多许多的足迹。而这些，
就是疼痛的见证。



珍珠是怎样形成的？石油帮孩子的疼痛和生命换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