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听雨读后感(精选6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那
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以下是
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
看吧。

听雨读后感篇一

说起看书，我真的是有些惭愧。记得曾经也有对书籍无比热
爱的岁月，常常能看着看着忘了时间，并以此为乐，但那也
是好多年前的事了。现在总是以工作忙为借口，对书籍也是
束之高阁、置之不理，学校里的那点好习惯已是付之东流。
前不久从朋友那里得来一本《哈佛风雨路》，起初看的漫不
经心，越看越让我这颗麻木死板的心灵有了些感想。

《哈佛风雨路》一书中的主人公叫莉丝，是一双吸毒者的女
儿，还有一个姐姐。她经历过饥饿，经历过逃课，经历过偷
窃，经历过父母离异，从小就亲眼目睹父母注射毒品，她离
家出走和朋友们独闯天下，过无家可归的生活，经历了青涩
疼痛的爱情。小小年纪就表现出与年龄不符合的机警，会揣
度大人的心思来取悦父母，只为了多享受一点父母的爱。她
说自己从来不会想到要埋怨自己的父母，因为父母也在想给
自己的子女最好的，但是他们有毒瘾，他们控制不住自己，
这不是他们的错。虽然八岁就开始乞讨，十五岁时母亲死于
艾滋病，父亲进入收容所，可她并没有放弃，没有悲观消沉，
而是自强不息，用两年完成了四年的课程，成功考入哈佛大
学，依靠捡来的书籍学习，即使有人在学校中嘲笑她，她还
是坚持了下来。

莉丝的故事让我感动，是因为她一颗美好的心灵，善良、包
容、坚强。当然，这颗心灵也有过后悔，也常常被泪水滋润，



也在漫漫长夜中焦虑彷徨，而她的心中时刻保持希望，让她
能在逆境中也保持清醒的头脑，最后给了自己最自豪的`结果。

我与莉丝相比，对待生活少了积极，不知不觉中多了些抱怨，
心中看来，与其抱怨，不如忘却，忘却现实生活中带给自己
的一切磨难，用积极乐观的心态去拥抱它，竭尽所能做些改
变，生活终究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生。困难，不止意味着窘迫，
更意味着在前行路上的义无反顾。当你义无反顾的时候，你
还有什么做不到呢?生活中的种种不顺心，只不过是一场虚影，
你只要勇于去正视它，它就将会被你征服，就如莉丝一样，
虽然生活对于她是不公平，可她还是坚持了下来，将自己的
人生重新改变，就像是在十字路口，选择一条道路，最终选
择了一条虽然未知但却是真正想通过的道路。

听雨读后感篇二

在头放假,我就已经在网上预订了余秋雨先生的几部书,分别
是文化苦旅、《借我一生》、《行者无疆》，书来得很快，
于是，在放假的头几天里，我一直在埋头阅读余秋雨先生的
这几部著作。

读到今天，觉得《风雨天一阁》，写得确实不错，给我印象
尤深。

天一阁的开办者，是明朝的范钦，是我的本家。“天一”的
名称，在这里又有了新的解释，本来我只以为它是“天人合
一”的意思，在这里却做如下解释：天一生水，水能阻火，
范钦用“天一阁”给自己的藏书楼命名，也就是说希望藏书
楼能够避免遭到火灾，能够永远保存下去，可谓用心良苦。
看到这里我很自然地想到了9班的学生谷天一，不知道她取
名“天一”，是上面的哪一种缘由。

范钦穷其一生，藏书巨多，有很多是传世孤本，尽收于天一
阁，天一阁可谓书籍大海，我想，当范钦每日徜徉于天一阁



中，与那么多先贤智者的智慧之作在一起，应该是非常惬意
的吧，我想这甚至也是他长寿的一个原因，在医疗条件那样
落后的封建时代，范钦能活到80而终，我想应该有很大程度
上是因为整日里为书香所围。

自古以来能够进入天一阁阅书的，尽是文化名人，比如清初
的大儒黄宗羲，余秋雨先生在天一阁历经300多年风雨之后也
登楼参观，是他与天一阁的缘，我想也显示了天一阁在藏书
界尊贵的地位，以余秋雨先生在文化界的声望，登天一阁应
该是满够资格的了。

听雨读后感篇三

无论头上是怎样的天空，我准备承受任何风暴。

——题记

命运，有的人说它是痛苦的，有人说它是幸福的，答案不同，
因为你选择的道路不同，经历的苦难不同。命运就好像是一
面镜子，你对它哭，它也会对你哭，然而你对它笑，她也会
对你笑。你付出了多少，回报就有多少，付出与回报总会成
正比的。

或许，我曾跌倒过，但是没关系，拍拍身上的泥土，重新站
起来;或许，我曾哭泣过，但是没关系，擦擦脸上的泪水，再
次振作起来;或许，我曾困惑过，但是没关系，静心想想自己
需要什么，继续前进下去。人生就是不断遭遇挫折、战胜挫
折的过程，不断挑战命运的险峰。在挫折面前，生活中有很
多人都选择了低头认命，把这一切归结于自己的命不好。殊
不知，好命源于拼命。一遇挫折就灰心丧气的人永远都是失
败者。只有不服输，敢于向命运发起挑战的人才是真正的强
者。绝美的的风景在绝险的巅峰之上，绝美的人生在绝险的
攀登之上。不愿屈服于命运的人们啊，用你全部的信念与意
志来挑战命运，战胜命运，记住上帝不是你命运的主宰，命



运应由自己来掌控!

听雨读后感篇四

文章向我们讲述了天一阁风风雨雨的历史。天一阁是宁波乃
至全国最负盛名的私人藏书楼。它的藏书，经过几次有意无
意的征用征用，盗窃，已所剩无几。但这座藏书楼和它的精
神，却永远地保存下来，为子子孙孙所瞻仰，传诵。

乾隆年间，一次大规模的皇家编书，征用了天一阁不少藏书，
而后来，那些珍贵的藏书大多没有归还。有人说，这是天一
阁的一次浩劫。但从某种意义说，连堂堂皇家编书都要动用
一个私人藏书楼，这对天一阁来说，不也是一种肯定吗？从
那次征用之后，天一阁名声大振。

我有幸去过天一阁，隐藏在宁波市中心的一角，步行走过去，
没有高大的牌楼，只是一处高宅大院般的院落。高墙，院子
里平添了几分安静，即使行走在院子中的游客，话语也不多，
谁也不愿意打破藏书楼的幽静。拾级而上，登上院落的假山，
在弥漫着书香的院落徘徊。曾经有那么多为保护书而设定的
大楼，此刻清晰地展现在我眼前。

在藏书陈列室，我俯下身，细细地看着透明展柜里的古籍，
泛黄的书页，退色的红印章，悄悄地诉说着天一阁的历史。
我仿佛嗅到一阵墨香，古老而新鲜的墨香。一代一代爱书人，
把天一阁的藏书推向一个高度。我一次次地惊叹于这些藏书，
它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多少人为了保护书籍，立下了近乎苛
刻的制度，又有多少与藏书楼主人并不相识的爱书者花费巨
金抢购，被偷儿偷走准备卖给外国人。他们所做的一切，默
默守护古老的天一阁。

如今的天一阁，藏书已不再向游客开放，今天我隔着玻璃看
到的书，只是浩瀚书海中冰山一角，只是藏书楼极少数的一
部分。即使这样，我们也能从几个影子里，看到曾经多么辉



煌的天一阁。

战火中，天一阁大量的书被小偷和强盗掠走。他们只知道，
今天的酒钱有了着落，却不知道，自己正在一点点地啃食着
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私人藏书楼。

天一阁，一个多么熟悉的名字。曾经，它是中国多少文人志
士的向往。天一阁，一个多么坎坷沧桑的藏书楼，在它背后，
是中华五千年文化的小小缩影。

听雨读后感篇五

对宁波天一阁，我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一间藏书楼上，但对于
其藏书的艰辛，我直到读了《风雨天一阁》之后才解一、二，
而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情节便是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在弥留
之际做的有些荒唐的遗产分配。

范钦将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一楼藏书。
让两房在其中挑选。这是一个在很多人看来极其不公平的决
定。万两白银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笔巨额财富，它可以让选择
白银的一房一夜暴富，但一楼藏书从收益上来看便仿佛一个
代代相传的负担，甚至可以说是只赔不赚，入不敷出的，范
钦的这个分配可以说是将范氏沉重的义务——一种对文化的
传承这种精神上的遗产和范氏巨大的权利——一种对财富的
继承这种物质上的遗产分割得十分彻底。

面对这两个一看便知道应该选择后者——这个在不履行义务
的情况下便可以取得权力稳赚不赔的选项，范钦的大儿子范
大冲立即开了口，就在我刚想着他抢得了先机占得了便宜并
且嘲笑二房的犹豫时，下面的一段文字却立刻让我对之前心
中所想的一切感到羞愧不已，令人吃惊的是范大冲不但义无
反顾地选择了藏书楼，而且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
来充当保养费，甚至开始了一场没完没了的接力赛！



他这个毫无犹豫的选择令我佩服不已，有谁会真正为了一楼
藏书而放弃万贯家财？有谁会真正做到轻常人之所重，重常
人之所轻？甚至在深深体会到父亲藏书之艰难后给自己的后
代都戴上一份沉重的枷锁并且让其代代相传？这不仅让我想
到了守陵人，他们一代复一代地赔上整个家族、所有子孙去
看守、坚守一座冰冷的帝王陵墓，与其说是工作、义务还不
如说是一种信念一种坚持，范氏家族也是如此，不过是从守
陵人变成守书人罢了。那是一种不顾旁人的不解与嘲笑，不
顾财富上的巨大开支，不顾岁月的流逝，不顾王朝的兴替，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
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在他们的眼中藏书楼这时
不是一个单纯的收藏着珍本、孤本的知识储蓄所，而是一个
古典文化事业的象征。他们藏书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
范氏家族，更不是为了某一个王朝，而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
他们是为了用一本本书籍使我们长期处于散乱状态和自发状
态的精神天地变得整齐连贯充满凝聚力。可以说他们的行为
是中国文化保存与流传艰辛历程的一个缩影。也正是由千千
万万个如范氏一样的家族、机构组成了我们灿烂的中华文化。

其实，我们也能在心中拥有一个天一阁，也能象范氏家族一
般做一番保存流传中国文化的事业。

也许我们没有天一阁中那种称得上是文物的书籍，但是唐诗、
宋词、元曲这些流传至今、记载着各个王朝的兴衰历程的作
品，它们的文化价值也决不输于藏书楼中的孤本、珍本；也
许我们无法象范大冲一样义无反顾地放弃万两白银而选择藏
书楼，但是背诵那些名篇名段并深入了解他们背后的故事也
是对文化的一种尊重和继承；也许我们无法象范氏一样世世
代代忍耐着痛苦、寂寞执着地传承着繁华的文化遗产，但是
我们将自己喜爱的古文古诗等与他人分享、交流，那么也是
在传承并发扬我们的中华文化！

相信古代的天一阁是由一个范氏家族所支撑的，但现代的天
一阁可以由我们共同支撑。



听雨读后感篇六

丽斯出生在美国的贫民窟里，从小就开始承受着家庭的千疮
百孔，母亲酗酒吸毒，并且患有精神分裂症。小小的丽斯渴
望得到母爱，却总是遥遥不可及。尽管生活压得她喘不过气
来，但是她依然顽强的抵抗着，她一直在等待，等待着母亲
可以给她一个拥抱，一份母亲的爱。可是在15岁那年，母亲
死于艾滋病，而父亲也进了收容所，小丽斯就这样没有了家，
贫穷的丽斯需要出去乞讨，和一些朋友流浪在城市的角落，
流浪让她变成了一个精神麻木的女孩，生活的苦难似乎无穷
无尽。

随着慢慢成长，丽斯知道，只有读书成才方能改变自身命运，
走出泥潭般的现况。她用最真诚的态度感动了高中的校长，
争取到了读书的机会，然后，丽斯在漫漫的求学路上开始了
征程，她一边打工一边上学，用两年时间学完了高中四年的
课程，凭借自己的能力自学了四年的课程，并且只用了两年
的时间，从她的身上联想到自己。

你会觉得不太可能，可是丽斯做到了，他也只是一个普通人，
你也是，那是不是意味着你也可以做到呢？大胆的去尝试，
勇敢点，你也可以做到。后来，她尝试申请各类奖学金，只
有纽约时报的全额奖学金才能让她念完大学，于是她努力并
申请到了这份奖学金。最后，这位坚强的女孩迈着自信的脚
步走进了哈佛的学堂，找到了属于自己崭新的人生旅程，贫
困并没有止住丽兹前进的决心，在她的人生里面，勇往直前
的奋斗才是永恒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