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荷塘月色读后感(优质15篇)
感激的心情总是需要借助答谢词来表达，让别人也能感受到
你的真诚。写答谢词时，可以借用名人名言或者文学作品中
的经典语句，以增加文采和表达力。通过阅读这些答谢词范
文，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写作技巧和表达方法。

荷塘月色读后感篇一

经常读教育教学论文、哲学等理性文章象是在寻找人生之路，
寻找自然界的奥秘。感觉生活在社会和自然界，找不到路在
何方？看看仙人和大师都怎么说。渐渐的感觉眼前有一点点
蒙蒙亮。但百家之说各有各的观点。反过来又给弄糊涂了，
例如佛学讲的是彼岸的观点，人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来
世成佛，其实谁也不知道能不能成佛。道家讲的是人与自然
的关系，提倡无为，也就是顺应自然而为，不要逆道而为。
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我非常赞赏道家的
观点。在思考问题和做事时，常用之。儒家讲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即父子之间、君臣之间，兄弟之间，朋友之间等等，
这门学派的根在周礼。是我国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统治阶级
利益的基石，所以被历代统治阶级所倡导。

这个暑假偶尔想换换口味，看看散文，在脑海中快速搜寻着，
忽然想到生于江苏海安，长在扬州的`朱自清。我详细阅读了
他的散文集《荷塘月色》，读后回味无穷，象赏花，又象沐
浴在春风里。从思想上看，朱自清追求“真”给人一种身临
其境之感。

荷塘月色读后感篇二

朱自清——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从这
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追求美好生活的渴望，对黑暗的现实
想“超然”又想“挣扎”的心迹。



文章一开头就点出全文的“文眼”：“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
”他想借游荷塘排解苦闷，于是作者从一开始就以独处的心
境创造出孤寂的氛围，流露出淡淡的哀愁。

“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读着读着我也似
乎走进了这清华大学的幽僻角落，同作者一起欣赏美丽令人
陶醉的荷塘月色。

从中我感到了作者内心的不宁静、彷徨，我的心情也随之而
波动起来。

朱自清在先诉说了自己的不宁心境后，描写了一个宁静的与
现实不同的环境——荷塘月色，通过对传统的“出污泥而不
染”的荷花和高寒孤洁的明月的描绘，象征性地抒发了自己
的洁身自好和向往美好新生活的心情。他为排遣心中的郁闷，
夜深独享月色下的荷塘美景，一个人，静静地看，悄悄地行，
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他觉得自己是个自由的人，
这一切都是自己的，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
现在都可以不理。并深情地发出了内心的声音：“这是独处
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我“看”着作者走进了屋子，文章也看完了，而我却未合上
书本，这文章使我意犹未尽，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荷塘月色
的美丽可以令人暂时忘记忧愁，可见它的美丽，使我感到了
作者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可是在文中我更能深刻的感受到作
者对现实生活的厌恶、憎恨。作者在这样的恶劣的环境下，
不被“白色恐怖”所屈服，与“白色恐怖”作斗争，令我万
分佩服。而我生活在这么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中，更应该要
去努力学习，去好好的珍惜现在的生活。

荷塘月色读后感篇三

读完一本经典名著后，你有什么领悟呢？需要回过头来写一



写读后感了。怎样写读后感才能避免写成“流水账”呢？下
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荷塘月色读后感，仅供参考，大家一起
来看看吧。

文章一开头就将我载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几天心里頗
不平静”，他想借游荷塘排解苦闷，于是他从一开始就以独
处的心境创造出孤寂的氛围，流露出些许淡淡的悲哀。

从《荷塘月色》中，我感受到了作者那内心的不平静与彷徨，
我的心情也随之而波动起来。作者在先述说了自己的不宁心
境后，描写了一个宁静的且与现实不同的环境--荷塘月色，
让我独自一人在夜深下独享月色下的.荷塘美景。一个人，静
静地看，悄悄地行，什么都可以想，什么也都可以不想。朱
自清深情地发出了内心的声音：“这是独处的妙处，我受用
这里的无边的荷香月色了!"

我“看”着作者走进了屋子，文章也看完了。而我却未合上
书本，这文章使我意犹未尽，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荷塘夜色
的美景可以让人暂时忘记忧愁，可见它的美丽，使我感到了
作者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可是在文中我更能深刻地感受到作
者对现实生活的厌恶和憎恨。作者在这样的厌恶的环境下，
不被“白色恐怖”所屈服，与 “白色恐怖”做斗争，令我万
分敬佩。

荷塘月色读后感篇四

最近读了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从《荷塘月色》这文章
中可以看出作者追求美好生活的渴望,对黑暗的现实想“超
然”又想“挣扎”的心迹.文章一开头就点出全文的“文
眼”:“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他想借游荷塘排解苦闷,于是
作者从一开始就以独处的心境创造出孤寂的氛围,流露出淡淡
的哀愁.“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读着读着
我也似乎走进了这清华大学的幽僻角落,同作者一起欣赏美丽



令人陶醉的荷塘月色.

从中我感到了作者内心的不宁静、彷徨,我的心情也随之而波
动起来.

朱自清在先诉说了自己的不宁心境后,描写了一个宁静的与现
实不同的环境——荷塘月色,通过对传统的“出污泥而不染”
的荷花和高寒孤洁的明月的描绘,象征性地抒发了自己的洁身
自好和向往美好新生活的心情.他为排遣心中的郁闷,夜深独
享月色下的荷塘美景,一个人,静静地看,悄悄地行,什么都可
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他觉得自己是个自由的人,这一切都是
自己的,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以不理.
并深情地发出了内心的声音:“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
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我“看”着作者走进了屋子,文章也看完了,而我却未合上书
本,这文章使我意犹未尽,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荷塘月色的美丽
可以令人暂时忘记忧愁,可见它的美丽,使我感到了作者对美
好生活的憧憬.可是在文中我更能深刻的感受到作者对现实生
活的厌恶、憎恨.作者在这样的恶劣的环境下,不被“白色恐
怖”所屈服,与“白色恐怖”作斗争,令我万分佩服.而我生活
在这么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中,更应该要去努力学习,去好好
的珍惜现在的生活.

荷塘月色读后感篇五

最近读了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从《荷塘月色》这文
章中可以看出作者追求美好生活的渴望，对黑暗的现实
想“超然”又想“挣扎”的心迹。文章一开头就点出全文
的“文眼”：“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他想借游荷塘排解
苦闷，于是作者从一开始就以独处的心境创造出孤寂的氛围，
流露出淡淡的哀愁。

“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读着读着我也似



乎走进了这清华大学的幽僻角落，同作者一起欣赏美丽令人
陶醉的荷塘月色。

从中我感到了作者内心的不宁静、彷徨，我的心情也随之而
波动起来。

朱自清在先诉说了自己的不宁心境后，描写了一个宁静的与
现实不同的环境——荷塘月色，通过对传统的“出污泥而不
染”的荷花和高寒孤洁的明月的描绘，象征性地抒发了自己
的洁身自好和向往美好新生活的心情。他为排遣心中的郁闷，
夜深独享月色下的荷塘美景，一个人，静静地看，悄悄地行，
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他觉得自己是个自由的人，
这一切都是自己的，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
现在都可以不理。并深情地发出了内心的声音：“这是独处
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我“看”着作者走进了屋子，文章也看完了，而我却未合上
书本，这文章使我意犹未尽，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荷塘月色
的美丽可以令人暂时忘记忧愁，可见它的美丽，使我感到了
作者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可是在文中我更能深刻的感受到作
者对现实生活的厌恶、憎恨。作者在这样的恶劣的环境下，
不被“白色恐怖”所屈服，与“白色恐怖”作斗争，令我万
分佩服。而我生活在这么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中，更应该要
去努力学习，去好好的珍惜现在的生活。

荷塘月色读后感篇六

“该回去了？进了厨房想帮妈妈洗碗，却把盘子给打了。秋
天来了，天气变得越来越冷了，树叶开始变黄了，风一吹，
大片大片的叶子从树上飘落下来，满地都是干枯的叶子，走
在上面，发出"嘎嘎"的声音。小金鱼摇动着尾巴，在水里快
活的游着；在火星宠物店里也会有很多的活动可以跟别的宠
物比赛，比如算数比赛。



人们说：“在中国，只要一提到写春的文章就必然首推朱自
清写的《春》。”朱自清笔下的春景图，是作者在大自然的
感召和启迪下，由心灵绘出的一幅艺术的图画，他把春天比
作刚落地的娃娃、小姑娘、健壮的青年。这是多么生机勃勃、
充满诗意的春天!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位天真热情、欣喜欢
快的作家形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有一种想背的感觉。整
篇文章都是好词、佳句，是实实在在的美文!

自从上了一年级，我每年都写关于春天的作文，总是只会罗
列一些春天的景物，偶尔用上一两个比喻句，就觉得生动了。
我实在是太差劲了!

朱自清还是个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在《白种人———上帝的
骄子!》一文中，朱自清写了竟然在自己的国家遭到了一个十
来岁的白种人的白眼与咒骂。他一方面揭露了那个西洋孩子
盛气凌人的丑恶面貌，另一方面也用心酸的笔触告诉我们国
弱、民弱要受人歧视，受人欺侮的道理。我想，当时朱自清
心里多么盼望我们的民族强大呀!今天，我们中华民族早已屹
立于世界之林，落后挨打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国家富裕了，民族强大了，人民
幸福了，我们的实力已经超过了洋人。中国人民正迈开大步，
走向辉煌的明天!朱自清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读完《荷塘月色》这本优美的朱自清散文专集，令我越来越
崇拜朱自清了。这一篇篇震撼心灵的华彩美文，在岁月的长
河里，如宝石熠熠生辉，将陪着我们一路远行。

荷塘月色读后感篇七

转眼近百年过去了，同样是夏日的荷塘，我看到的却是一幅
生机勃勃的景象：；一朵朵荷花像穿着粉衣白裙的婀娜少女，
站在池塘里，在荷叶的衬托下显得那么优雅。走近些，似乎
闻见一丝清香。就如《爱莲说》中写得那样，“中通外直，
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净植。”(合理的引用)在碧绿的



“大圆盘”下，还藏着一群群活泼可爱的小家伙，它们在清
澈见底的池中摆弄着身姿，轻灵地在叶柄间玩耍，真可谓
是“鱼戏莲叶间”。它们时而向东游，时而往西蹿；时而成
群结队穿梭在水中，像红色的绸带缠绕在花茎间；时而三五
成群，追逐打闹，快活得不得了！

看着这蓬勃的景象，我又想到朱先生。他直到去世，也没能
听到欢庆新中国成立的锣鼓声，在1927年，那个动荡的年代，
荷塘里短暂的宁静让他对美、对未来有了一丝“淡淡的”憧
憬。而我，就像这无忧无虑的小鱼，在温暖的阳光下，在生
意盎然的池塘里茁壮成长。我要珍惜现在的美好时光，长大为
“荷塘”增光添彩！

荷塘月色读后感篇八

《荷塘月色》这篇文章，讲述了朱自清先生晚上去荷塘观景
的事。作者先写荷塘，荷塘里有田田的荷叶，绿叶中缀开着
的荷花，以及微风吹来的`花香。紧之后又写了微风过处叶动
花颤的情状，“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
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
先写静的画面，之后是动的画面。动静结合，传达出了荷塘
富有生气的风姿。

接下来又写了月色，先写月光如流水般倾泻在花叶上的情景，
“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
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先虚写又实写虚拟，表现
了朦胧月色下荷花飘忽的姿态。

整篇文章借景抒情，在朦胧的景色中使人感到作者有淡淡的
喜悦但又有些哀愁。

我读了这篇文章，开始闭着眼睛想象：荷塘边上，杨柳沙沙
作响，清凉的微风拂过，荷花、荷叶轻轻地摆动。月光轻柔
地撒下，那是多么美啊！



记得小时候去桂林旅游，一睹甲天下的美景，那真是名符其
实。在那里我看到了无数工作人员在默默的保护着环境。世
上有无数美景，但却有许多正在渐渐消失，就是因为以往我
们缺乏保护环境的意识，才会有这可悲的下场。

今年年初，北京等地持续的雾霾天气，几百米的能见度，给
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更主要的是，恶劣的环境危
害到了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得咽炎、鼻炎、肺炎的人越来
越多，据说雾霾天气还会影响人的心理健康，容易让人产生
悲观情绪。而一到春季，我们内蒙古的沙尘暴也会肆无忌惮
的去首都北京旅游观光。

作者在家门前就能看到荷塘美景，可我们此刻各地的名胜古
迹，在旅游旺季垃圾也会成为一道“风景”。我想，如果我
们每一个人都能自觉做到把产生的垃圾带走，何来景区垃圾
漫天。

为了这些美丽的景色不会消失，为了我们身边也能够有美景
怡情，我们人人都来保护环境，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

荷塘月色读后感篇九

文章一开头就点出全文的“文眼”：“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
”他想借游荷塘排解苦闷，于是作者从一开始就以独处的心
境创造出孤寂的氛围，流露出淡淡的哀愁。

“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读着读着我也似
乎走进了这清华大学的幽僻角落，同作者一起欣赏美丽令人
陶醉的荷塘人陶醉的荷塘月色。

从中我感到了作者内心的不宁静、彷徨，我的心情也随之而
波动起来。

朱自清在先诉说了自己的不宁心境后，描写了一个宁静的与



现实不同的环境——荷塘月色，通过对传统的“出污泥而不
染”的荷花和高寒孤洁的明月的描绘，象征性地抒发了自己
的洁身自好和向往美好新生活的心情。他为排遣心中的郁闷，
夜深独享月色下的荷塘美景，一个人，静静地看，悄悄地行，
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他觉得自己是个自由的人，
这一切都是自己的，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
现在都可以不理。并深情地发出了内心的声音：“这是独处
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我“看”着作者走进了屋子，文章也看完了，而我却未合上
书本，这文章使我意犹未尽，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荷塘月色
的美丽可以令人暂时忘记忧愁，可见它的美丽，使我感到了
作者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可是在文中我更能深刻的感受到作
者对现实生活的厌恶、憎恨。作者在这样的恶劣的环境下，
不被“白色恐怖”所屈服，与“白色恐怖”作斗争，令我万
分佩服。而我生活在这么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中，更应该要
去努力学习，去好好的珍惜现在的生活。

荷塘月色读后感篇十

今天，我又一次捧起《美文集》，品读朱自清先生的《荷塘
月色》――那荷塘的月色和月下的荷塘。

老师说：经典文章必有隽永之处。但尽管老师点点滴滴讲得
很透，自己字字句句背得烂熟，那也是“组团游古迹”――
知道名胜典故的多，顿悟美景佳处的少。不“咂摸”、“细
嚼”、“慢咽”是绝难体味到它那舌底生津、齿颊留香滋味
的。其实无需再谈作者如何以景色描写寄托着自己的真情实
感，也不必赘述他对语言的巧妙运用。更不用感叹于文章比
比皆是的比喻、通感、叠字等文法典范。我读《荷塘月色》，
品出最多的是文中“三气”――厚重的“气韵”、摄神
的“气度”和难忘的是“节”。

比如读到：路是幽僻、寂寞的，月和云是淡淡、朦胧的，树



影是参差、斑驳的，树色是阴阴的，远山是隐隐约约的，而
蝉声与蛙声虽然热闹，但却与“我”无缘；接着又想到古人
采莲的盛况，惦起江南，感慨颇多。如此等等，文中的月色
既不像江南的清新婉约，又不是塞外的萧杀悲凉，这样的韵
味、这样的手笔，“写的”一波三折、“读的”一咏三叹。

再读到因“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引出去荷塘，赏塘中月色，
进而引出江南采莲的旧俗，令“我”惦起江南，最后又回到
家中。从情到景，复又归情，是记游，又是抒情。作者却写
出了思绪从不静、求静、得静到出静的感情经历。心绪不宁
地散个步、又融于平平静静的一段景。这般以静饰闹，正是
举重若轻的气度。读到“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
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绘出了淡月辉映下荷的美
质。“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
声似的”。以听觉、嗅觉、视觉相互通感穿杂，令人思维跳
跃，联想翩翩。这般以闹饰静，又是种举轻若重的气度。虽
不是史家的如椽巨笔，但也如金石家的从容调度，无论阳雕
阴刻，纵横捭阖间大师气度跃然文中。

而文章读来最为难忘的是气节。在中国人眼中，月亮寓意着
思乡、团圆、慰藉、温柔等等，温馨而纯洁。荷花更是
以“出污泥而不染”的节操成为名士气节的象征。由此想到
朱自清晚年身患严重的胃病，他每月的薪水仅够买3袋面粉，
全家12口人吃都不够，更无钱治病。当时，国党勾结美国，
发动内战，美国又执行扶助日本的政策。一天，吴晗请朱自
清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美援面粉》的宣言书上签
字，他毅然签了名并说：“宁可贫病而死，也不接受这种侮
辱性的施舍。”这年8月12日，朱自清贫困交加，在北京逝世。
临终前，他嘱咐夫人：“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
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国党配给的美国面粉。”可以想到作
者心绪不宁下的走走，却为何对“荷塘”、“月色”情有独
钟，这与骨子里的宁折不弯的风骨是有渊源的。

所以，品味《荷塘月色》，就要品出个中的三气滋味。如果



把它比作画，切勿浓墨重彩，还是淡笔轻勾，水墨淋漓的好，
比作书法呢？碑隶太拙重，行草太张扬，最好是蝇头小楷才
显得精致，如是词曲，琴瑟喧闹了些，二胡幽怨了些，最贴
切的还是雨中那一缕笛音。

荷塘月色读后感篇十一

读完一本经典名著后，大家心中一定有不少感悟，是时候抽
出时间写写读后感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
收集整理的《荷塘月色》读后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朱自清——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从这
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追求美好生活的渴望，对黑暗的现实
想“超然”又想“挣扎”的心迹。

文章一开头就点出全文的“文眼”：“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
”他想借游荷塘排解苦闷，于是作者从一开始就以独处的心
境创造出孤寂的氛围，流露出淡淡的哀愁。

“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读着读着我也似
乎走进了这清华大学的幽僻角落，同作者一起欣赏美丽令人
陶醉的荷塘月色。

从中我感到了作者内心的不宁静、彷徨，我的心情也随之而
波动起来。

朱自清在先诉说了自己的不宁心境后，描写了一个宁静的`与
现实不同的环境——荷塘月色，通过对传统的“出污泥而不
染”的荷花和高寒孤洁的明月的描绘，象征性地抒发了自己
的洁身自好和向往美好新生活的心情。他为排遣心中的郁闷，
夜深独享月色下的荷塘美景，一个人，静静地看，悄悄地行，
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他觉得自己是个自由的人，
这一切都是自己的，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
现在都可以不理。并深情地发出了内心的声音：“这是独处



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我“看”着作者走进了屋子，文章也看完了，而我却未合上
书本，这文章使我意犹未尽，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荷塘月色
的美丽可以令人暂时忘记忧愁，可见它的美丽，使我感到了
作者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可是在文中我更能深刻的感受到作
者对现实生活的厌恶、憎恨。作者在这样的恶劣的环境下，
不被“白色恐怖”所屈服，与“白色恐怖”作斗争，令我万
分佩服。而我生活在这么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中，更应该要
去努力学习，去好好的珍惜现在的生活。

《荷塘月色》写了荷塘月色美丽的景象，含蓄而又委婉地抒
发了作者不满现实，渴望自由，想超脱现实而又不能的复杂
的思想感情，寄托了作者对荷塘月色的喜爱之情。小作者读
的内容交代的太多，而自己的感想太少。

荷塘月色读后感篇十二

我走近写字台放着cd，听着悠悠的小提琴曲，琴声的柔美，乐
曲的哀愁，使我禁不信翻开了《荷塘月色》走入了书
中。“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

朱自清——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从这
文章中能够看出作者追求完美生活的渴望，对黑暗的现实
想“超然”又想“挣扎”的心迹。

“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读着读着我也似乎
走进了这清华大学的幽僻角落，同作者一齐欣赏美丽令人陶
醉的荷塘月色。阴森的小路在柔美的淡淡的月光下显得不再
令人害怕。爱热闹、爱群居——当然是想和人民一齐生活在
一个完美的环境里，爱冷静、爱独处“白色恐怖”“白色恐
怖”当然在这种“白色恐怖”中，想住在“世外桃园”。从
名中我感到了作者内心的不宁静、彷徨，我的情绪也随之而
波动起来。



“走着”、“走着”、“我看见了荷塘”，田田的荷叶，零
星在荷花，风中的花香，真令人心旷神怡。夹着薄云的淡淡
的月光泻在叶子和花上，浮在荷塘上，简直就是用光与荷花
美丽的画，作者把月光下的荷塘上的月光与描述的淋漓尽致、
栩栩如生。我在作者笔下尽情的赏花观月，我陶醉了...

看着看着，突然美丽的、柔美淡薄的月光消失了，四周围着
蓊蓊郁郁的树，树间透着光，但是光却是如此的无精打采，
这时的主角几乎成了热闹的蝉和蛙，但是作者却什么也没有。
《采莲赋》、《西洲曲》两篇文章节选使我的心也随着作者
凉了下来，体会着作者的无奈和彷徨。仿佛又回到了起初的
不宁静...

cd机的小提琴乐曲渐渐地接近尾声，音乐停了，我也翻到了
文章的末尾。我“看”着作者走进了屋子，文章也看完了，
而我却未合上书本，这文章使我意犹未尽，内心久久不能平
静，荷塘月色的美丽能够令人暂时忘记忧愁，可见它的美丽，
使我感到了作者对完美生活的憧憬。但是在文中我更能深刻
的感受到作者对现实生活的厌恶、憎恨。作者在这样的恶劣
的环境下，不被“白色恐怖”所屈服，与“白色恐怖”作斗
争，令我万分佩服。而我生活在这么一个完美的.生活环境中，
更就应要去努力学习，去好好的珍惜此刻的生活。

我缓缓地合上了书本，闭上了眼回想着书中的伟大的民主战
士——朱自清，慢慢地，我睡了，期望梦中再能与荷塘相见。

荷塘月色读后感篇十三

《荷塘月色》写于1927年7月“四一二”事件之时，是作者朱
自清著名的一篇借景抒怀的散文。

开篇一句“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含蓄委婉地表达出作者的
愤恨不满，更对当时所处的背景和形势有了交代和铺垫，使
得当时的读者独到此文时立刻就能引起与作者的共鸣，这一



笔真的是起到了全文导向的重要作用。随后，也引出下
文“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
这满月的夜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
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闰
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
”这一段文字，对自己的所思、向往以及场景、动作等一些
列的简要叙述，特别是自己对荷塘月色的交代，真的是转承
自然确实是娓娓道来，给人一种画面感，不愧为大师的手笔。

在此文中，我最喜欢的是这一段：“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
地泻在这一片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
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
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
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
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不齐的黑影，
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
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
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一缕轻风使这样一幅《荷花图》
动了起来，但这还不够，“月光轻轻柔柔地如流水一般地泻
在每一片叶子、每一朵花上。”这个“泻”字用的妙极了，
少一分太微弱，多一分又太猛；青雾使荷花绿叶充满梦一般
的感觉……古人有“推敲”的典故，《荷塘月色》让我更加
深信文字是灵动的，如何巧妙的运用它们，除了写作的技巧
之外，对自然和事务的仔细观察和深入思考才是重中之重，
而饱含热爱深情的那颗心，更是写作者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

《荷塘月色》所描写的那个年代，虽然政治黑暗、前途暗淡，
但文学大师朱自清却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写出这样的美文，真
的是懂得欣赏美的人，这样的坚强和乐观给人以力量和希望。

今天的中国，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我们要用我
们的五彩神笔来描绘新的时代、新的发展、新的美好，为今
天的中国书写新的风采。



荷塘月色读后感篇十四

“那田田的叶子犹如亭亭舞女的裙子；那星星点点的白花袅
娜地开着，羞涩地打着朵儿，仿佛一粒粒明珠，又似碧天里
的星星，还如刚出浴的美人。”我想：像这耐人寻味、匠心
独运的比喻句，只有散文大师朱自清才能描绘出来吧！他把
荷叶称之为裙子；把白花比作为明珠、星星和美人，生动形
象地写出了荷叶的硕大和白花的娇美。读着读着，眼前便浮
起一幅美丽的画卷：接天莲叶碧绿、婀娜，白花娇美、可爱。
远处不时拂来丝丝清香，在夏夜的酝酿下散发出诱人的凝碧
的香气。在这宁静的夏夜更让人回味无穷。

“月光是隔了树照过去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
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不错，不宁静的夏夜里，冒
出一点儿神秘的色彩，这就是夏天的韵味。好一个别具一格的
“落”字，好一个耐人寻味的“落”字，好一个不同凡响
的“落”字。它把树木倒影的轻柔表现得淋漓尽致。又一个
妙字——“鬼”，经过它一个恰当的比喻，夏夜那种阴森、
神秘的气氛又被渲染得妙不可言。

“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是啊！
弯弯垂柳的倩影婀娜多姿，在皎洁月光的伴照下，可显得迷
人。那倒影泻在荷叶上，宛如一幅美妙绝伦的水彩画似的，
小巧玲珑，惹人喜爱。在静谧的月色下，偶尔传来几声蝉鸣
和蛙嚷，也为宁静的夏夜涂上了另一番色彩，点缀了另一番
韵味。欣赏月色之余，聆听那丛林交响曲，也甚是惬意。经
过朱自清的动静结合，夏天的气息更是丰富多彩，变幻莫测。

看看朵朵娇艳的荷花，定让人想到六月采莲戏水的欢乐。朱
自清曾说梁元帝写得妙：“于是妖童媛女，荡舟心许。益鸟
首徐回，兼传羽杯；棹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尔其纤
腰来素，迁延顾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
畏倾船而敛裾。”朱自清大师能够积累起这么优美的古诗，
且灵活运用，有此真知灼见，不愧为中国的散文巨匠啊！



吸引我的，不仅是那优美的语句，更多的是朱自清大师那布
局的精妙。本文朱自清由心里颇不宁静，才到荷塘欣赏月色，
其中，他看到了硕大的荷叶和袅娜的荷花，同时还触景生情，
想到了六月采莲的喜悦。全文语句优美，一片诗情画意的景
象。另外，适当运用了比喻、拟人等修辞方法，引用名家的
诗词，正是文章画龙点晴之笔。

我又情不自禁地翻阅文章，来品味这一篇佳作，眼前仍是荷
塘美丽的月色，耳边响起阵阵蝉鸣、蛙嚷，还中那采莲戏水
的欢雀：“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
如水”哪！

荷塘月色读后感篇十五

这个寒假，我有幸阅读了朱自清的作品，捧着朱自清精选的
散文《荷塘月色》，读着一篇篇令人赞不绝口的抒情散文。
月光下的荷塘，外国孩子的种族歧视，我一一感受着。

在荷塘的上面，可以看见田野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
亭的舞女的裙子，淡淡的月光静静地泻在荷塘上，这是朱自
清笔下描绘的荷塘。

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是淡绿的，月色是平静和白色的。两者融
合，创造了一个和谐安宁的夜晚。

朱自清一生富有童真和爱，他说，他有一个习惯：看到有趣
的孩子，总想和他亲热，做好伙伴。如果不能亲热，即使随
便亲近亲近也好。

有个孩子，朱自清时常想起，在他的作品《白种人——上帝
的骄子!》有写到。有一年暑假，在从温州开往上海的车上，
朱自清看到一个漂亮的外国男孩。带着爱意，朱自清久久地
看着这个漂亮的孩子。没想到，当孩子下车时，漂亮的小脸
变得凶狠起来，他漂亮的蓝眼睛像在说：“咄!黄种人!



你——你看吧!你配看我吗?”然后他得意洋洋地下了车。

这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我本应该是天真可爱的，但却因为
“白人世界”的种族歧视而被污染，变得悲伤。难道只有白
人是上帝的爱子吗?不!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上帝的宠儿。

朱自清的好朋友叶圣陶先生曾经这样评价朱自清的散
文：“能表达如其分，或淡或浓，味道极正而且醇厚。”

几千年来，人类一直有幸拥有这些最伟大的文学作品。这是
我们共同的记忆和快乐的花园。我们要保护它们，一代又一
代传下去，让那一缕又一缕的书香绵延不断，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