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季羡林的怀念母亲这篇短文的感
悟(模板8篇)

范本通常是对某一类作品进行概括和总结，可以作为写作的
参考素材。在写范文范本时，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点，以保
证范文的准确性和可读性。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范文范
本，希望能够对大家提升写作能力有所帮助。

季羡林的怀念母亲这篇短文的感悟篇一

今天，我与同学们一起学习了语文课文《怀念母亲》一课，
让我有许多感受。在这里，我就与大家分享一下。

这篇课文通过会议的形式，介绍了两位母亲——生母与
祖**亲，以及对他们的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
充分表达了作者对生母永久的悔恨和对祖**亲不变的爱意。

我对这句感受颇深：“天哪！连一个清清楚楚的梦都不给我
吗？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我真是可
怜作者呀！由于作者长期在外求学，在母亲身边的时间不多，
对母亲容貌记忆不深，因此只能尽力的怀念，不断地回想。

正好，我也刚从济南市素质教育基地回来，作者思念母亲的
迫切新型我也深有感触。刚到基地一天，便是仲秋佳节，这
本是应该一家人团团圆圆吃月饼的时候，高高的围墙却把我
们与家人分离开来。虽然那里有圆圆的月饼，却不如家里吃
得香甜;虽然那里有噼啪的礼炮，却不如家里看的热烈。我想
家，想母亲，想得简直不能忍耐！在梦里，我梦到母亲，梦
到母亲慈祥的看着我，梦到母亲用手轻抚着我，我哭着醒来，
醒来再想捉着那梦的时候，梦，却不知飞到哪里去了。

因此，我应该帮助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哪怕只是帮
她泡一杯热茶、拿一双拖鞋。何况我已经长大了，我不是以



前的我了，不是那个只会在母亲怀里撒娇的孩子了，我必须
尽自己之力，孝敬母亲。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
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在这里，我便怀着那寸草之心，像普
天下所有母亲说声：“万事如意，永远健康！”

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
祖**亲。我对这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
爱慕。

我六岁离开我的生母，到城里去住。中间曾回故乡两次，都
是奔丧，只在母亲身边呆了几天，仍然回到城里。最后一别
八年，在我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母亲弃养，只活了四十多
岁。我痛哭了几年，食不下咽，寝不安席。我真想随母亲于
地下。我的愿望没能实现。从此我就成了没有母亲的孤儿。
一个缺少母爱的孩子，是灵魂不全的人。我怀着不全的灵魂，
抱终天之恨。一想到母亲，就泪流不止，数十年如一日。如
今到了德国，来到哥廷根这一座孤寂的小城，不知道是为什
么，母亲频来入梦。

我的祖**亲，我这是第一次离开她。离开的时间只有短短几
个月，不知道是为什么，我这个母亲也频来入梦。

季羡林的怀念母亲这篇短文的感悟篇二

最近，我们学了季羡林的一篇散文:《怀念母亲》。

这篇课文主要讲了: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时，怀念两个母亲，一
个是死去的生身母亲，一个是远离了的祖国母亲，他用写日
记的方式来寄托对两个母亲的敬意和爱慕，季羡林想念母亲
时，觉得凄凉且又甜蜜，这本是一种意思矛盾的说法，却真
实地表达了季羡林的心。凄凉是因为，孤身一人在国外，身
边没有亲人;同时又感到甜蜜是因为，想到了故乡和亲朋好友，



觉得他们无处不在，就在身边伴随自己一样。所以说:思念是
甜蜜的。

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我的一次思念:上小学一年级，我就是
寄宿的，爹地妈咪都不在身边，我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候，躲
在被窝里偷偷哭泣，想念他们，我想起了“爹地常常用胡须
刮我的脸，我笑着哭了，妈咪会斥责爸爸，那时候，我会很
开心，没心没肺地笑，发出响亮的声音，哈哈哈哈哈”，想
起来，我笑了，我身边的那只小熊也笑了，露出了洁白的牙
齿，我不哭了，不想哭了，想:爹地妈咪看着我呢!

恩，思念是甜蜜的!

季羡林的怀念母亲这篇短文的感悟篇三

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
祖**亲。我对这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
爱慕。

我六岁离开我的生母，到城里去住。中间曾回故乡两次，都
是奔丧，只在母亲身边呆了几天，仍然回到城里。在我读大
学二年级的时候，母亲弃养，只活了四十多岁。我痛哭了几
天，食不下咽，寝不安席。我真想随母亲于地下。我的愿望
没能实现。从此我就成了没有母亲的孤儿。一个缺少母爱的
孩子，是灵魂不全的人。我怀着不全的灵魂，抱终天之恨。
一想到母亲，就泪流不止，数十年如一日。

后来到了德国，住在一座叫哥廷根这一座孤寂的小城，不知
道是为什么，母亲频来入梦。我的祖**亲，我是第一次离开
她。不知道是为什么，我这个母亲也频来入梦。

为了说明当时真实的感情，我从初到哥廷根的日记中摘抄几
段：



1935年11月16日

不久外面就黑起来了。我觉得这黄昏的时候最有意思。我不
开灯，只沉默地站在窗前，看暗夜渐渐织上天空，织上对面
的屋顶。一切都沉在朦胧的薄暗中。我的心往往在沉静到不
能再沉静的氛围里，活动起来。这活动是轻微的，我简直不
知道有这样的活动。我想到故乡，故乡里的老朋友，心里有
点酸酸的，有点凄凉。然而这凄凉却并不同普通的凄凉一样，
是甜蜜的，浓浓的，有说不出的.味道，浓浓地糊在心头。

11月18日

从好几天以前，房东太太就向我说，她的儿子今天家来，从
学校回家来，她高兴得不得了。……但儿子只是不来，她的
神色有点沮丧。她又说，晚上还有一趟车，说不定他会来的。
我看了她的神气，想到自己的在故乡地下卧着的母亲，我真
想哭！我现在才知道，古今中外的母亲都是一样的！

11月20日

我现在还真是想家，想故国，想故国里的朋友。我有时简直
想得不能忍耐。

11月28日

我仰在沙发上，听风声在窗外过路。风里夹着雨。天色阴得
如黑夜。心里思潮起伏，又想到故国了。

我从初到哥廷根的日记里，我暂时引用这几段。实际上，类
似的地方还有不少，从这几段中也可见一斑了。总之，我不
想在国外呆。一想到我的母亲和祖**亲，就心潮腾涌，惶惶
不可终日，留在国外的念头连影儿都没有。几个月以后，
在1936年7月11日，我写了一篇散文，题目叫《寻梦》。开头
一段是：



夜里梦到母亲，我哭着醒来。醒来再想捉住这梦的时候，梦
却早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下面描绘在梦里见到母亲的情景。最后一段是：

天哪！连一个清清楚楚的梦都不给我吗？我怅望灰天，在泪
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我在国内的时候，只怀念，也只有可能怀念一个母亲。现在
到国外来了，在我的怀念中就增添了一个祖**亲。这种怀念，
在初到哥廷根的时候，异常强烈。以后也没有断过。对这两
位母亲的怀念，一直伴随着我度过了在德国的十年，在欧洲
的十一年。

季羡林的怀念母亲这篇短文的感悟篇四

好文章犹如一袋美味的糖果，这“糖果”有的十分甜蜜、有
的十分苦涩、有的暖暖的、也有的冰冰的。最令我深深感动
的一篇文章是——《一袋父母心》。这颗“糖果”咀嚼之后，
口中仍留有余味，以至于现在，我仍记得很清楚。

文章大致内容是这样的:一个劳改农场里，有位灶河的犯人。
他希望家属去看自己，就向家中不停写信，但家里贫困，借
不来路费，半年来，无人去看他。他急了，向家里写了
封“绝交信”。父母也急了，决定去看儿子，没路费，只好
拉板车走。在劳改农场，父母一不小心把带给儿子的几百个
馒头撒在地上。大家发现那馒头大小、形状不一。原来，老
两口怕孩子吃不饱，一路上向人家讨馒头;又怕儿子吃不完坏
了，就一人拉板车，一人在车上晒馒头。

这对父母是那么伟大，他们并不计较儿子所犯过法，在他们
眼里，儿子就是儿子，不会改变，哪怕他做了什么不能做的
事。他们为了让儿子吃得饱、好，放下了自己的尊严，挨家
挨户去乞讨馒头。他们不怕苦不怕累，全心全意去看望自己



的儿子。老两口如此百折不挠，只为去看他们的儿子，他们
不舍得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

我惭愧。文中的儿子最后再怎么样也理解了父母。而我呢?却
常向父母乱发脾气，把情绪发泄在他们身上，却丝毫不去想
这会带给他们多么大的伤害。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只有失
去了才会觉得珍贵。”是啊!在我的眼里，父母的付出都是理
所当然的，但是，他们也是有权利把我丢在一边，不去管我
的。会不会到了父母再无心、无力、无法再陪伴我时，我才
发现他们待我那么好?我才想起去诚心感谢他们，尽自己绵薄
之力尽孝?我才明白他们为我付出的一切的一切都是无私的，
是不求回报的?他们为我做出的牺牲太多太多，或许，这根本
就不值得。

父母情，比天高、比地厚、比海深。当代诗人孟郊有一首着
作，那就是《游子吟》，里面有一句话说得好:“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的确，像小草般的我们，哪能报答父母对于
我们的恩惠。父母爱我的心，比最耀眼的星星还要珍贵，还
要灿烂。

季羡林的怀念母亲这篇短文的感悟篇五

可是怎么读，也读不出我的备课思路；怎么读，也跳不出所
谓的金点子。不过读着读着，倒似乎看到了季老先生那颗跳
动着的心，那份火热的情。

季羡林（1911.8.6—.7.11），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
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梵文、巴利文
专家、作家。

他精通12国语言，被称为“国学大师”、“学界泰
斗”、“国宝”，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
京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文
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季老先生头上的光



环说也说不完。

可这样的一位人物，这样的一位七尺男儿在《怀念母亲》的
一文里（当然不只这一篇，在他的好多文章里都写到他的母
亲）却有这样的一段话：在我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母亲弃
养，只活了四十多岁。

我痛哭了几天，食不下咽，寝不安席。我真想随母亲于地下。
我的愿望没能实现，从此我就成了没有母亲的孤儿。一个缺
少母爱的孩子，是灵魂不全的人。我怀着不全的灵魂，抱终
天之恨。一想到母亲，就泪流不止，数十年如一日。

母亲带着不舍，怀着遗憾走了，季老先生痛哭了几天，食不
下咽，寝不安席，这应该好理解。

可是“一想到母亲，就泪流不止，数十年如一日。”是否有
些夸张了呢？“泪流不止”这么一位伟大的人物，这么一位
铮铮男儿？还“数十年如一日”？然而季老先生又说，他六
岁离开生母，到城里去住。中间曾回到故乡两次，都是奔丧，
只是在母亲身边呆了几天，仍然回到城里。

试问一个孩子六岁之前的记忆有多少？之后和母亲在一起的
日子又是聊聊无几，那母亲的概念会有多少呢？就连在季老
的`梦里只能够“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那季老先生在写《怀念母亲》一文时，为什么还要花如此的
浓默之笔来描写自己失母之后的痛，以及数十年如一日地对
生身母亲的怀念呢？思绪良久，唯有的解释就是季老先生是
一个性情中人，软软的心坎里怀柔着浓浓的情。还能从中看
出他对母亲的爱并不是只会索取，更多地是爱的奉献。

这一点，我在季老的另一篇文章《永久的悔》里也得到了证
实。文中有一句：我的愿望没能实现。从中我也知道了他那
没能实现的愿望就是：大学毕业，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养



母亲。然而没有等到他大学毕业，母亲就走了，永永远远地
走了。

是啊，季老和母亲相处的时间不多，但他有一颗敏锐的心，
一颗充满爱的心，他能感受得到母亲对自己的爱，更能体会
得到母亲临终时思念爱子的痛。真不愧是伟大的人物，怀柔
的心啊。不由得我又想到了作者所生的年代，所处的民族。
我们中国有一部被誉为“传之百世而不衰”的名著《孝经》。
《孝经》中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以由生也。”

把孝做为所有德行的根本。认为一切教化都是在此基础上而
产生的。又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
也。”把孝敬父母看成是天经地义的大道，比做天地间永恒
不变的法则。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生长在这样的沃土中能
有不尊孝道的吗？更何况是像季羡林老先生这样的文人儒士。

走出季老，反省自我，对母亲的关爱又有几多？想起来，愧
啊！读师范时，算是离开了母亲几天，可又有几回是真真切
切地思念着自己的母亲？每每想到的也就是“妈妈，我没钱
了。”

不，不行！妈妈老了，妈妈不是“铁人”，妈妈也需要爱，
七十多岁的人了，人生还有几何？可是要具体怎么样地去关
心她，怎么样的去体贴她，还真是有些难啊，不过不管怎么
样，现地我意识到了，我想我会尽而为的……感谢季老先生。

季羡林的怀念母亲这篇短文的感悟篇六

我终生一生没世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养我的生身母亲，
而另一个却是我宏大的15亿人都领有的故**亲。我从未失去
过这任何一名母亲，而季羡林爷爷却得到了他的生身母亲，
还写了一篇感想的作文：《怀恋母亲》。

《怀念母亲》主要讲的是：作者季羡林读大二时，年仅四十



多岁的母亲就过世了，这对作者来说是个不小的进攻。他很
思念生身母亲。过后去外国留学，他进一步觉得到了本身的
孤寂与伤感，又一遍遍留念着本身的祖**亲，从未断过。这
类留念之情，始终随同着作者在国外留学的十一年。

过后，季爷爷到外国留学，第一次离开了祖**亲的怀抱，是
以极为思念，是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祖**亲与生身母亲
频来入梦。季爷爷写了一篇叫《寻梦》的散文以来告白他对
两位的怀念与酷好。我是家中的小珍宝，过着衣来伸手饭来
张口的日子，家人每天围着咱们转圈，享尽了全家人的宠爱，
而我呢，不单不知恩图报，还满口诉苦这个不好，那个厌恶。
我真应该好好反思一下，我应当珍爱此刻家人带给咱们的爱，
并要试着去回报，可能是为阿妈洗碗，为老爸捶背，考个好
成绩……不要等到老了的时候，像季爷爷那样构成为了“子
欲养而亲不待”的可惜，所以，请朋友们，和我一块儿好好
珍惜陪伴在家人身边的每一分，每一秒，帮父母做力所能及
的事，让他们为咱们而自豪，因我们而骄傲。

季羡林的怀念母亲这篇短文的感悟篇七

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
祖**亲。

我对这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

我六岁离开我的生母，到城里去住。中间曾回故乡两次，都
是奔丧，只在母亲身边呆了几天，仍然回到城里。最后一别
八年，在我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母亲弃养，只活了四十多
岁。我痛哭了几年，食不下咽，寝不安席。我真想随母亲于
地下。我的愿望没能实现。从此我就成了没有母亲的孤儿。
一个缺少母爱的孩子，是灵魂不全的人。我怀着不全的灵魂，
抱终天之恨。一想到母亲，就泪流不止，数十年如一日。如
今到了德国，来到哥廷根这一座孤寂的小城，不知道是为什
么，母亲频来入梦。



我的'祖**亲，我这是第一次离开她。离开的时间只有短短几
个月，不知道是为什么，我这个母亲也频来入梦。

为了保存当时真实的感情，避免用今天的情感篡改当时的感
情，我现在不加叙述，不作描绘，只从初到哥廷根的日记中
摘抄几段：

1935年11月16日

不久外面就黑起来了。我觉得这黄昏的时候最有意思。我不
开灯，只沉默地站在窗前，看暗夜渐渐织上天空，织上对面
的屋顶。一切都沉在朦胧的薄暗中。我的心往往在沉静到不
能再沉静的氛围里，活动起来。这活动是轻微的，我简直不
知道有这样的活动。我想到故乡，故乡里的老朋友，心里有
点酸酸的，有点凄凉。然而这凄凉却并不同普通的凄凉一样，
是甜蜜的，浓浓的，有说不出的味道，浓浓地糊在心头。

11月18日

从好几天以前，房东太太就向我说，她的儿子今天家来，从
学校回家来，她高兴得不得了。……但儿子只是不来，她的
神色有点沮丧。她又说，晚上还有一趟车，说不定他会来的。
我看了她的神气，想到自己的在故乡地下卧着的母亲，我真
想哭!我现在才知道，古今中外的母亲都是一样的!

11月20日

我现在还真是想家，想故国，想故国里的朋友。我有时简直
想得不能忍耐。

11月28日

我仰在沙发上，听风声在窗外过路。风里夹着雨。天色阴得
如黑夜。心里思潮起伏，又想起故国了。



12月6日

近几天来，心情安定多了。以前我真觉得二年太长;同时，在
这里无论衣食住行哪一方面都感到不舒服，所以这二年简直
似乎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下来了。

从初到哥廷根的日记里，我暂时引用这几段。实际上，类似
的地方还有不少，从这几段中也可见一斑了。总之，我不想
在国外呆。一想到我的母亲和祖**亲，就心潮腾涌，惶惶不
可终日，留在国外的念头连影儿都没有。几个月以后，
在1936年7月11日，我写了一篇散文，题目叫《寻梦》。开头
一段是：

夜里梦到母亲，我哭着醒来。醒来再想捉住这梦的时候，梦
却早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下面描绘在梦里见到母亲的情景。最后一段是：

天哪!连一个清清楚楚的梦都不给我吗?我怅望灰天，在泪光
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我在国内的时候，只怀念，也只有可能怀念一个母亲。现在
到国外来了，在我的怀念中就增添了一个祖**亲。这种怀念，
在初到哥廷根的时候，异常强烈。以后也没有断过。对这两
位母亲的怀念，一直伴随着我度过了在德国的十年，在欧洲
的十一年。

季羡林的怀念母亲这篇短文的感悟篇八

季羡林爷爷在城里读书，见不到母亲。而我们现在，每个星
期都能见到自己的父母。季羡林爷爷的母亲去世后，他痛苦
了几天，而我们在家里每日都在父母的爱的滋润下成长，日
日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父母要我们帮忙时，总是说学
习繁重之类的语言一口回绝。



季羡林爷爷到国外留学时，总是对祖国魂牵梦萦，而我们不
在国外，没有那种撕心裂肺般的思念之情。我们在国内，日
日生活在祖**亲的温暖怀抱中，却不珍惜，在校不好好学习，
在家里只记得玩，甚至在学校也玩字当头。

季羡林爷爷是那么爱祖国，在欧洲时，更是思念祖国。如果
是我去欧洲的话，我会把一切跑在脑后，尽情的在欧洲读书，
而爷爷在读书之时，也不忘祖国，让我感受到了爷爷对祖国
的热爱，而我却对祖国不那么热爱。记得有一回，我把一根
钉子放在铁道线上，火车轧平了钉子，而火车也产生了一份
危险。

读了这篇散文，我感受到了季羡林爷爷对生母的思念和对
祖**亲的热爱。我一定要想爷爷那样，发奋读书，为祖国繁
荣富强尽一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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