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徐志摩散文读后感(优秀8篇)
在一分钟内，我们可以完成很多短暂的任务，也可以思考一
些重要的问题。一分钟内，合理分配自己的精力和时间，才
能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萃取一分钟的精髓，找到你人生的
新方向。

徐志摩散文读后感篇一

大家知道徐志摩写诗，不过同时徐志摩也写散文，在其全部
创作中，其成就和影响更为显著的，除诗歌外，恐怕就要数
散文了。甚至有人认为他的“跑野马”的散文比他的诗好。

这是一颗浪漫的种子，不幸地降生在那纷乱的动荡年代，如
果不是如廊桥遗梦般的剑桥两年陶冶，那深埋的浪漫或许永
远都不会被挖掘，而成为父辈沿袭下来的金融巨子呢。但命
运的'事，谁又有力量更改。一切都完结般地记述在人类承接
命脉的历史册上了。

徐志摩，中国新旧文学（古体文和现代文）交替时最具才气
的学子，半路出道，在剑桥大学旁听的两年时间里，如饥似
渴的学习西方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还认识当时诸多有名气
的文豪，在与他们耳睹目染的交流中获取大量的人文气息，
以及剑桥优美的环境和闲暇的时光都充分滋养了他心灵深处
的浪漫情怀，像雨后春笋般不断地发芽、滋长新绿……那段
美丽的时光给予他丰硕的灵感，也成就了他心灵中最清澈的
绿泉，一股股的流溢在他华美的文采里，这一切都见证在他
流传下来的散文和诗歌中，如著名的篇章《我所知道的康桥》
和诗歌《再别康桥》，让多少莘莘学子陶冶不已。

只是美丽的时光总是短暂，那个贫乏苦涩的年代，在国内外
强烈的冲击对比下，一次次撕咬着这颗浪漫的心灵。他一次
次的执著于笔杆，用他心灵中趟出来的热泪幻化出了一篇篇



优美无比的文章，为那个时代中苦闷的日子投下一枚枚宛如
希望的焰火。1923年他参加成立新月社，成为了该社团文学
投稿主力，为当时胡适先生、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新文学开封
拓荒，他清新的诗歌文体在当时犹如一颗新星照亮了漆黑一
片的现实，他写意般的散文如古典派绘画构置出一片片绚丽
夺目的图景，不仅如此，他在诸多文学领域做出过尝试，小
说、戏剧、杂谈论稿几乎都留下了他不可磨灭的影子。

徐志摩散文读后感篇二

烟花之所以灿烂，不在于它有多次生命，而在于它在发出光
焰的那一刻，已经留住了永恒。

——题记

２０世纪的中国文坛人才辈出，灿若星辰，而徐志摩无疑是
其中最光鲜闪亮的一个。他是中国现代文坛最具特色，最有
才华和最优秀的诗人、散文家之一，是开一代诗风的“新月
派”主将，被誉为“中国雪莱”。有人说徐志摩是潇洒的诗
歌仙子，飘然拂过年轻中国的诗坛，凭着精灵般的诗魂，丰
富了新诗的艺术世界；也有人说徐志摩是不受羁绊的野马，
无边无际的思维总是让他在现实中桀骜不驯，不为世俗所累；
而我更愿意相信郁达夫所说的“志摩是一个淘气可爱能使你
永远无法忘怀的顽皮孩子，诗的音乐，自我生命缺乏诗感，
这个孩子的灵魂就会变得孤独寂寞。”是的，正是因为怀着
一颗质朴单纯的童心，他才能真切感受到内心的性灵神韵，
并将其与自然界的温馨静谧的美妙彼此相融，创作出闪耀着
青春光泽，万卉奇葩的《再别康桥》，达到如行云流水般流
畅、澄澈的境界。

说来惭愧，真正静下心来品读《徐志摩散文集》还是在高考
后那个漫长而无聊的暑假。整整两个月我所涉猎的书籍可算
颇多，但真正打动我心扉并且至今仍爱不释手的恐怕也只有
《徐志摩散文集》了。“看一回宁静的桥影，数一数螺钿的



波纹；我倚暖了石阑的青苔，青苔凉透了我的心坎；……”
我惊讶他竟能如此娴熟轻松的驾驭语言，如此真切地将心灵
深处的内在情感透过文字的音符浪漫地、自然地抒发出来，
并甚至还安排得那么和谐，柔中有力，浓厚中有淡薄，鲜明
中存素雅。这该是怎样一个文坛奇子，好奇心驱使我细细品味
《徐志摩散文集》，希冀自己能够解开心中的疑惑，感受他
如繁星般点缀近代文学的傲人才华。

翻开目录，能清楚地看到全书分成三个部分：关于名人、回
忆故人和生活随想。在“关于名人”这一部分，作为一名浪
迹天涯的漫游者，使得徐志摩有机会亲近当时的文坛巨匠，
用一颗空灵而单纯的童心去歌颂真善美，用诗一般优美的语
言表达对名人的崇敬仰慕之情。在《泰戈尔来华》一文中，
徐志摩坦言对于泰戈尔的来华，他心中甚是欢喜，就连梦也
多了几分颜色，增了几分妩媚。他真切地希望泰戈尔的来华
能给百年来只在精神穷瘘中度活，给生命只是追忆不全的中
华民族带来精神的安慰，唤起民族的觉醒。“每想及过去的
光荣，不禁疑问现时人荒心死的现象，莫非是噩梦的虚景，
否则，何以我们民族的灵海，曾经有过偌大的潮迹，如今何
至于沉寂如此？”２０世纪的中国风云变幻，波澜壮阔，历
史的烙印不可磨灭地震撼着徐志摩的心，置身于乱世，虽不
能沙场点兵，却希冀泰戈尔高洁和谐的人格，能给我们安慰，
可以开发我们原本淤塞的心魂，唤起民族的觉醒。源于性灵
深处的期盼让我们看到质朴善良的徐志摩忧国忧民的一面，
可爱至极。

曾经说徐志摩像热情的雪莱一样，把心灵深处的情感，透过
文字的音符自然流泻而出，他的散文蕴藉着一种绚烂的春光，
一腔跳动的激情，即便是哀伤也如升腾的火焰，热烈而奔放。
在回忆故人这一部分中，徐志摩回首往昔，细数生命中至关
重要的人，追寻绚丽的烟花怒放后散落在地的火星和哀怨。在
《我的祖母之死》一文中，徐志摩引用了英国诗人华茨华斯
的一首有名的小诗《我们是人》：“一个单纯的孩子，过他
快乐的生活，兴冲冲的，活泼泼的，何尝识别生存与死



亡？”在烂漫童真的孩子心中不曾感到生与死之间的阻隔，
幼年的徐志摩虽遭祖父的变故，却是不甚明白生命终止的可
怕。及至成年，遭逢祖母的大故，给了他不少寂静的时刻，
不少深刻的反省，感慨如果生前是尽责任的，是无愧的，我
们就会坦然的走近我们的坟墓，我们的灵魂便不会有惭愧或
悔恨的啮痕。

在“生活随想”这一部分，我们时时可见徐志摩把心灵深处
的情感，透过文字抒发出来，浓得化不开，无比艳丽，无比
妩媚。在《想飞》一文中，徐志摩插上想象的翅膀，飞上云
端去，飞上天空去浮着，凌空去看一个明白——这才是做人
的趣味，做人的权威。人类从未停止过对飞翔的渴望和追求，
人类开始用石器的时候已经想长翅膀，想飞。远古洞壁上画
的四不象，它的背上便掮着翅膀。潇洒如仙子的徐志摩始终
抱定童真质朴之心，虽然现实是堕落、孤寂、死静的，但他
却用海滩上种花去呼唤真善美和童心的回归。青年的朋友，
是春雷响时不曾停止破绽的芽，绝不能填平童真走向堕落，
劝告青年们保持信心、精神和勇气，在人生的海滩上种
花——也许会消灭，但这花的精神是不灭的。

在如今，虽有百花齐放却良莠不齐的文化界内，一本好书能
教育人，而一代文豪才子——徐志摩的精神世界更能唤起我
们对当代文化的反思和质询。让我们沿着徐志摩的思想轨迹，
伴着他对文学赤子般的热爱和豪情，开始一段心灵旅行，让
灵魂在美丽的文字流淌中得到净化和提升。虽然徐志摩的灿
烂生命就在一团幻影般的光焰里消逝了，但烟花的灿烂不在
于它有多久的生命，而在于它在发出火焰的那一刹那，永恒
已经留住。而徐志摩浓得化不开的才华，卓尔不群的风采，
时至今日仍震撼我们的灵魂，启迪我们思索智慧的人生，掩
卷遐想，体验心灵激荡后内心的安静与祥和。

徐志摩散文读后感篇三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



天的云彩……”这首经典的诗作相信大家都熟悉，它来自于
徐志摩之笔。他身处旧社会中，却没有旧的历史负担，反而
有着开放的思想，活得真实而潇洒。

走进徐志摩，是因为他对爱的无尽追求，他的世界里，爱是
纯净的，胡适在《追忆志摩》中指出：“他的人生观真是一
种单纯的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
由，一个是美。……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
信仰实现的历史。”他的诗人气质具有无尽的魔力，所以选
择走近他，深入了解。曾今迷恋他的诗《雪花的快乐》，初
读来感受到积极奋斗的韧性，但走近了解后，才发现，原来，
他也有许多困难，面临许多挑战，只是他选择相信，选择浪
漫。是的，徐志摩用了许多文字来抵抗现实世界的重荷、复
杂，在现实世界的摧毁面前，他最终保持的却是“雪花的快
乐”。

诗人灵魂的诞生是什么时候？那是他前往英国后，接触到康
桥的文化时。康桥是他创作的起源，可以说康桥是志摩的精
神故乡。但由于在康桥与国外朋友的关系，徐志摩则渐渐地
形成了一种反叛意识以及个人唯美主义的倾向，也因为这样，
徐志摩才会做出影响他终生的决定。

我喜欢志摩的作品有很多，最喜欢的也就只有开头的《再别
康桥》了。初读这首诗时，我感觉到诗人对于康桥优美景色
的热爱。当我读了传记后，才了解这首诗原来写于寻找英国
朋友而不得时，只有康桥在等待着他，于是一幕幕的生活情
景的再现致使他写下了这篇诗作。

看了这本传记之后，我总觉得事事都不如徐志摩所愿。自从
他去了国外后，有了新视野，有了与众不同的观点，以真诚
的心态做着每一件理想的事时，周围的人对这个浪漫主义的
诗人总是持以否定，很少有人真正地了解他。对于他婚姻的
质疑，对于他演讲的批评及冷落，对于他信仰的否定等
等……这一切的一切他极力想摆脱，却使他生活的枷锁变得



越来越沉重。就这样，他随着那一声震天巨响和冲天大火在
时间的帷幕下瞬间逝去，而那烈焰浓烟却仿佛化作一片云彩，
永远飘在我们记忆的心头。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志摩是幸运的，江浙富商的家
庭背景，新旧交替的教育历程，中西兼采的文化视野，使他
柔肠百转的诗情得以泛滥。

志摩又是不幸的，他生逢乱世，国濒危亡，他立志救国，企
图以笔代舌，却壮志未伸。

他既是封建社会父母包办婚姻的窠中人，又是多情热列的自
由主义者。他生前颇招口舌，身后亦不得安宁，一度成
为“革命旗手”们操练时的靶子。

志摩是一个大孩子，来自家庭的溺爱使他的成年仪式被无限
期的推迟了。正是这种来自家庭的溺爱使生性善良的志摩处
处洋溢着自然、率真，甚至有些稚气。即使在今天看来，作
为有妇之夫的他在追求林徽音、陆小曼的过程中做表现出来
的直接和热烈也令人咋舌。这种“任性”、“不成
熟”、“感情冲动”也的确在他的生前身后留下诸多诟病。
但这一切都不能掩盖他的真善美。他不虚伪，不做作，不欺
人。他同情弱小，他有正义感，他爱国，爱艺术，爱生活，
他敢爱敢做，直接用生命去实践理想。

志摩的诗清新隽永，所谓言为心声，读他的诗似乎可以跟着
他神游，一起爱，一起愁，一起哭，一起笑。无论是康河的
柔波还是翡冷翠的一夜都令人禁不住心旌摇曳，难抑心底深
处柔情的翻滚。

志摩才华横溢的一生中曾经向往：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
在半空中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
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也曾经迷惘：我不知道风/是
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轻波里依洄。也曾



经毅然决断：我的爱/再不可迟疑/误不得/这唯一时机……但
是天妒奇才，如佛光、如奇葩、如朝霞、如海市，他绚丽过、
耀眼过，最后他无声地走了：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
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来，我挥一挥衣志摩短
暂的一生是忙碌的、激奋的。他真诚、善良、温和，在那个
气息敦厚温馨的文化时空里恣意挥洒自己的才情，热忱地扮
演了一个追随者、一个创造者、一个实践者。袖，不带走一
片云彩……”

他的才气，他的对于浪漫爱情的追求，他的对于爱人的守护，
他的哲学思想，所有都那么具有迷幻的色彩，后来的结局，
也许他早料到，也许对他而言，这是一种解脱，是最好的追
求自由方式，他终于可以追求他想要的世界了。

徐志摩散文读后感篇四

初次了解到徐志摩，是源于一首《再别康桥》，犹记得那潇
洒的诗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再次更深的认识到徐志摩，使自己偶然从同学那里得到一本
《徐志摩散文》，我本来打算：在闲暇之时，读它消磨时间；
在晚上失眠之时，读它催眠；找不到枕头时，拿来垫头……
可谁想到，就在我每天漫不经心的读一些散文时，我渐渐的
走进徐志摩，渐渐的开始崇拜他，读他的文章感觉就像久旱
的田地初逢甘霖；行走在沙漠里，饥渴的旅行者发现绿洲；
五岁的孩童在海滩上捡到贝壳……那份欣喜，那份快乐，让
我如痴如醉的徜徉于书里，自由的翱翔，尽情的品味墨香追
寻徐志摩的痕迹，领略一代才子的风采。

他让我看到自己。“昨天我是个孩子，今天已是壮年：昨天
腮边还带着圆润的笑容。今天头上已见星星的白发；光阴带
走的往迹，再也不容追赎，留下在我们心头的只是些揶揄的
鬼影，我们在这道上停步回想的时候，只能投一个虚圈



的‘假使当初’，解嘲已往的一切，但已往的一切，即使有，
也不能给我们利益。因为前途还是不减启程时的渺茫，我们
还是不能选择自由的途径———到那天我们无形的解差喝住
的时候，我们唯一的权利，我猜想，也只是再丢一个更大
的‘假使’。圆满这全程的寂寞。那就是止境了。”我不也
有此感觉吗？总自己失败，撞到南墙后，独自哀叹“假使当
初自己能……结果，也许就不一样了。”

一声声的悔言犹在耳际，我的心无法释怀那份酸楚，我不断
的告诉自己：不到最后，鹿死谁手还不一定！怀揣着这样的
信念，我整理起那疲惫的行囊，踏上征程，我不知前方等待
我的将是什么，也许只是另一个“假使当初”的伏笔，但我
没有选择，我只能义无反顾的向前冲！

他让我明白：做人一定要有原则。他说“不能在我生命里实
现人之所以为人，我对不起自己；在为人的生活里不能实现
我之所以为我，我对不起生命。”在我的朋友圈中，有人说
我很随和，有人说我很圆滑。我时常自我反思：我到底有着
怎样的性格？我写信问知心友人，友人说“想得太多，太在
意别人的感受，总替别人着想，从而埋葬自己”听到她的回
答，自己想想还真有几分道理。我承认自己是想多了，因为
我害怕，害怕自己无意的一句话会伤害到别人。徐志摩
说“一句话可以泄露你心灵的浅萍，一句话可以证明你自觉
的努力，一句话可以表示你思想的糊涂，一句话可以留下永
久的印象。”

自从读了徐志摩的《‘话’》后，我想了很久：我就是我我
要有自己的个性，我要有自己的原则———“任天堂沉沦，
地狱开放，毁不了我内府的宝藏”我无可取代！

徐志摩散文读后感篇五

"我是一个大人，身上穿着长袍，心里存着体面，怕招人笑，
天生的灵活换来矜持的存心……"。



"没有话说而勉强说话便是谎……"。

以上这些都是我在徐志摩的散文《海滩上种花》里读到的，
在这些如"烟花三月下扬州"般美丽的文字中，徐志摩的多情
和性灵无不让人动容。在文学的造诣上，徐志摩先生的散文
丝毫不逊色于，他将哲理诗化，将情感音乐化，那种独特的
韵味在中国诗坛独树一帜。

这两天趁着绵绵的秋雨，我好有空暇，先后品读了志摩先生
的散文《海滩上种花》《印度洋上的秋思》《雨后虹》等作
品，在这秋风萧瑟的日子里，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中，像品
了一杯浓郁的香茶，暖和心灵，感受到一个让人一读倾心的
徐志摩。

大概是在今年四五月份的时候，有一个文友给我说——不能
天天读这些（老旧）了，应该多读读现代人写的诗歌。这样
的教导也好，劝说也罢，说实话，我是很不赞同的。

这几天读了志摩先生的散文，我更加坚定了我的认识和想法，
我想现在的人或许也不能学出他那样有情感的文字。

比如当我读到文章开头的那句话的时候，我就想——没有话
说而勉强说话便是谎，那么现在好多人没有情感的冲击和"逼
迫"而勉强为诗为文，那他的诗文又算啥呢？我们是不是应该
像志摩先生在《雨后虹》中写道的那样：我生平最纯粹可贵
的教育是得之于自然界，田野，森林，山谷，湖，草地，是
我的课室；云彩的变幻，晚霞的绚烂，星月的隐现，田野的
麦浪是我的功课；瀑吼，松涛，鸟语，雷声是我的老师，我
的官觉是应建仁们忠谨的学生，受教的弟子。

多感悟、多思考、多做大自然的学生，来丰富我们的感情，
来饱满我们的情思，而不单单是做到电脑前面"憋"文字，那
样会很苍白，无论诗歌，还是散文。



说实话，除了我们从前就很熟悉的志摩先生的诗歌《再别康
桥》和《沙扬娜拉》之外，我倒觉得他的散文更加的吸引我，
这大概跟自己的文学素养有关，毕竟诗才是作者最高境界的
情感表达。

诗歌的文字仿佛就是一群跳跃在纸上的灵魂，它们用自己的
生命点燃了诗人心中不灭的灯。诗人正是用这些灵动的方块
拼出了自己在岁月的笛声中飘扬的思想，在迷失的夜空中闪
烁着自己的光芒。诗歌是记忆深处的偶然相遇，是茫茫空寂
的必然碰撞。是思想激起的涟漪，是梦境幻化的清香，它印
记着一瞬间的感受，承载了千古岁月的绝唱。

话又说回来，放眼望去，我们身边写诗的人很多，但诗人却
很少；写散文的很多，但写出感情的很少。写诗的人和诗人
的区别在于写诗的人用诗歌诉说了自己的感受，而诗人却是
用诗歌描绘着自己生命。（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只是我觉得
人家说的很对，借以表达我的想法）

而徐志摩正是这样一位用诗句倾诉着生命的诗人和散文家，
读他的诗，看他的散文，我在字里行间看到了他用他的一生
所追求着的"美，与爱，与自由"。

我一面将自己一部分的情感，看入自然界的现象，一面拿着
纸笔，痴望着月彩，想从她明洁的辉光里，看出今夜地面上
秋思的痕迹，希冀她们在我心里，凝成高洁情绪的菁华。

这是志摩先生在《印度洋上的秋思》里边的一段话，很美，
在这秋的夜里。

徐志摩散文读后感篇六

今年暑假，有幸拜读了《徐志摩散文经典》，对他的印象才
从最初的浪漫诗人转变为一个有思想、有个性，而又热情高
涨的、率真诚实的文学家。



徐志摩的散文的特点便是浓郁，人们总以为将纷繁的世界写
简单是本事，殊不知将一件平平常常的事，一个平平常常的
场景写得繁采到极致也是一种本事。徐志摩便是那种能把别
人无话可说之事说得天花乱坠，让你目不暇接的散文家。

他的散文洋洋洒洒，花雨缤纷，但更难得的是这些奇艳瑰丽
的文字全都出自他的内心，出自一个"真字。正如梁实秋所说，
徐志摩的散文无论写什么，永远都保持一个亲热的态度，没
有教训和演讲的气味，而像是和知心朋友谈话，毫不矜持地
掏出内心的真话。

这本书中，最浪漫的散文《想飞》，读后让我感觉到他的散
文真的就像在和他亲切的谈话、聊天一样，而且他的散文充
满着丰富的想象，有勇敢探索光明的热情。 其中的《翡冷翠
山居闲话》中的一段是这样写的：

“在这里出门散步去，上山或是下山，在二个晴好的五月的
向晚，正像是去赴一个美的宴会，比如去一果子园，那边每
株树上都是满挂着诗情最秀逸的果实，假如你单是站着看还
不满意时，只要一伸手就可以采取，可以恣尝鲜味，足够你
性灵的迷醉。阳光正好暖和决不过暖；风息是温驯的，而且
往往因为他是从繁花的山林里吹度过来他带来一股幽远的澹
香，连着一息滋润的水气，摩挲你的颜面，轻绕着你的肩腰，
就这单纯的呼吸已是无穷愉快；空气总是明净的，近谷内不
生烟，远山上不起霭，那美秀风景全部正像画面片似的展露
在你的眼前，供你闲暇的鉴赏。

读里面的每一段文字都是一种美的享受，他的表达总是这样
无拘无束。艳丽纷繁。这也正如周作人等所说：徐志摩的散
文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是独树一帜的，与他的新诗一起
形成“双峰并峙“的局面。其实，情感的真挚，态度的亲和，
题材的宽广，表达的无拘无束。艳丽纷繁，像诗一样“浓得
化不开“，构成了徐志摩散文的显着特色。无论是长篇，如
《巴黎的鳞爪》和《秋》；还是短篇，如《丑西湖》，莫不



如此。至于《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
《想飞》等篇，则早已成为脍炙人口的中国现代散文的“经典
“了。

徐志摩散文选本众多，这本散文经典是最新的一种，较好的
展现了徐志摩各个时期的文采斐然的散文佳作。读后确实让
人感到：徐志摩以他的文字照亮了社会、照亮了中国文学。

徐志摩散文读后感篇七

《徐志摩诗歌全集》收录了徐志摩生前发表的《志摩的诗》、
《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和《云游》四部诗集，并整
理了他的其它诗篇，合并为《醒！醒！》。诗人虽然轻轻的
走了，但是他留下的作品却会永存于读者心中。

徐志摩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尽管他自己说：“在二十四
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但他一旦
拿起笔来，佳作便犹如山洪爆发一般涌现出来。作为新月派
诗人的代表，徐志摩的诗作字句清新，比喻新奇，想象丰富，
意境优美，神思飘逸，富于变化，同时具有浪漫主义和唯美
主义色彩。他的诗就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而他那驳杂的
思想也在这个世界中一一体现。他的诗歌写爱情、写生活、
写景色、写人间疾苦。

这里引用徐志摩的诗：“但有人，比如我自己，就有爱落叶
的癖好。他们初下来时颜色有很鲜艳的，但时候久了，颜色
也变，除非你保存得好。所以我的话，那就是我的思想，也
是与落叶一样的无用，至多有时有几痕生命的颜色就是
了。”有着对自己思维方式的反思，人的思维不见得完美，
有时只是一种多余。看似华丽，却经不起推敲，看似深邃，
却不能传给后世，也是一种无奈吧！对自己的无奈！

“人类最伟大的使命，是制造翅膀；最大的成功是飞！理想
的极度，想象的止境，从人到神！诗是翅膀上出世的；哲理



是在空中盘旋的。飞：超脱一切，笼盖一切，扫荡一切，吞
吐一切。”他可以看出理想的重要，诗的伟大，哲学的美好，
他也可以用它的笔惊醒人们，别总关注物质，心灵的美也很
重要。诗歌，它可以给你带来心灵的享受，它是不可或缺。

现在，诗歌已经越来越少，看诗的的人也更少了。的确，诗
不能给人们带来财富，也许你认为它只是在浪费时间。但你，
没有明白诗的意义。那种对心灵，对灵魂正真的描写，在诗
人的面前，你能看到自己的心声，也许你一直在影藏它，你
不曾发现的你的那份情怀。

“你真的走了，明天？那我，那我，……

你也不用管，迟早有那一天； 你愿意记着我，就记着我，

要不然趁早忘了这世界上有我，省得想起时空着恼，只当是
一个梦，一个幻想；

“也许你没有志摩的多情善愁，但你也有着你的感受。被让
世俗蒙蔽你的眼睛，睁开眼，看看诗的世界。诗歌不是一种
任务，诗人不是一种职业，它是一种对自身的觉醒，一中参
透。诗歌没有什么，只要有那颗向往的心，让我们细细品读
《徐志摩诗歌全集》，发就自己以前所未有的情怀。

徐志摩散文读后感篇八

夏宜读史。可是我一直在读小说。不过我读的.是五四以后二
三十年间的作品，这就有了一种读史的感觉了吧。最初读鲁
迅，到喜欢上沈从文、周作人，再到迷张爱玲，我少年读书
以来喜欢过的作家，这一时期占了多数。我也迷恋着那个时
代，对那个时代的一切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是这些文人
的过往。

他们的故事很多，他们的性格也总那么独特，那么容易就让



我们为之动容，觉得差异，惊喜。前些年，也许就是带着这
一份有些八卦的心理，看了很多回忆之类的书和文章，到如
今，不知自己首先是为何才喜欢，是作品呢，还是拿背后的
人和事。

徐志摩当然是这其中传奇而又独树一帜的人物。他的诗歌，
他的情感生活，他的异国情怀，他的对于独立人格的追求，
都让一辈辈人着迷着。读过他的诗，但并不能足够理解，今
次看这一本散文集，又是一样的朦胧，也许是太年轻，但徐
志摩正是年轻时创作的这一切，那我该如何解释自己的愚蠢
和混沌呢?我不知道，只有继续努力下去一途了。

徐志摩生前只出版过三本散文集，分别是《落叶》、《自
剖》、《巴黎的鳞爪》，其内容散而杂，有抒情，有哲理，
有议论(毕竟他在剑桥学的是政治经济学)，有回忆，有文艺
评论。拿这一册《巴黎的鳞爪》来说，《巴黎的鳞爪》和
《我所知道的康桥》显然是带有抒情和回忆性质的文章，而像
《拜伦》，《罗曼罗兰》，《济慈的夜莺歌》等又是明显的
诗歌文艺批评，《吸烟和文化》是议论的文章，《天目山中
笔记》则又带有很强哲理的思考了。

但不论徐志摩写的是何种题材的散文，都可以从中看出他那
作为诗人的华美笔触，以及他那饱满的情感，和他深邃的思
索。每篇文章的写作，几乎都能同时体现这些特质，因为他
的散文也是独一无二的了，正像他的诗歌，他的做人一般。

遗憾我的读后感也就止于此了，那就说一点体外的话。书前
附有徐志摩的一段话，那是写给他正热恋的陆小曼的。他把
陆小曼比作猫，这我们也都知道理由;当然他也夸奖这“猫”
的出色的批评能力，为他提供了很多有用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