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后感和感受(大全6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
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读后感和感受篇一

这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离家出走的故事，伴随着少年的出走
有了一系列的出场人物。叫乌鸦的少年，列车上偶遇的樱花，
回忆几十年前的广岛原子弹事件，命中注定的贾村图书馆，
和猫说话的老人，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难以有交集，但就是
这些，让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最终坚强的去面对生活。书中最
让人难忘的，莫过于直面灵魂深处最脆弱，最裸露，最真实
的自己。

读完这本书，开始思考生与死的意义，性与爱的关系，时光
与记忆的本质，书中始终没有很直接的挑明这些事物之间的
关系，只是一个不坏的故事，却由不得让人去思考很多。虽
然已经过了十五岁的时光，不过能在心地依旧善良无暇的时
候读到这本书，感觉也会很释然，人生某个阶段结束的时候，
总是应该好好去深思的。

正如作者所说，十五岁的少年，他们的身体正以迅猛的速度
趋向成熟，他们的精神在无边的荒野中摸索自由、困惑和犹
豫。主人公田村小的时候被母亲遗弃，在一个并不疼爱自己
的父亲的养育下成长，有着同龄人缺乏的成熟，更有着不属
于这个花季的恐慌，不过我们共同拥有的，是希望自己可以
快速成长，去接受祝福，去挑战世界。接下来，就用我拙劣
的文字，让我谈谈这个故事之于我的深思。

幽幽岁月，浮生来回，爱情，总是一个美好的话题，可是，



书中的爱情似乎缺乏中国固有的伦理。田村小的时候就被父
亲诅咒会跟自己的母亲姐姐交合，而田村又成为母亲幼时爱
情的替代物。田村因幼时被母亲抛弃，渴望得到母亲的爱。
他迷恋永远十五岁的佐伯(田村母亲)的活灵，更深爱着五十
岁的佐伯。他们交合，相爱，用灵与肉的交融去享受生命的
美好。田村选择离开森林，带着佐伯的画去勇敢的面对生活，
将自己深爱的人埋藏在记忆中。开始读的时候，内心总会隐
隐作痛，为什么如此相爱的人会是这样的结局。

闭上书仔细想想，身边的爱情又何尝不是这样呢?神把世人劈
成了男男，女女，男女，于是我们在寻找自己另一半的过程
中惶惶不可终日。纵然找到，又会有种种原因不得在一起。
作者笔下这种违背伦理的性与爱，读完之后，对自己的爱情
释然好多。对爱情中的无可奈何，道一句，醉笑陪君三千场，
不诉离伤。

书中这样写了一句话：“尽管世界上有那般广阔的空间，而
容纳你的空间---虽然只需一点点---却无处可找。想着自已
这个存在，但越想越觉得不具体，甚至觉得自已不过是个毫
无意义可言的单纯的附属物。”你是否想过生命之于我们的
无力，田村父亲小时候在他身上的诅咒，灵验的是那么自然，
大岛天生就是血友病，生理上又分不出男女，佐伯的男友被
误杀，田村父亲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杀猫，中田在生命的最后
毫无缘由的体现了自己的价值等等。好像那些宿命中安排好
的我们根本无法去掌控，纵然你试图去改变，总会有一些偶
然的因素将一切落回起点。可是，你难道就这样袖手不管吗?
答案是否定的。

没错，田村纵使离家还是未能摆脱在他身上的诅咒，可就是
在他试图改变的过程中，他变得坚强，他尝到了人世间的情
暖，他最后终于有勇气面对生活，面对现实。在我们颓败的
时候，总会有宿命论这样的理由支撑自己颓败下去，感觉成
事在天，可是你是否忽略了事在人为呢。纵使结局不会有太
大差别，可是你是否忽略了过程中的美好?当结局最终到来的



时候不至于那么的措手不及。

书的最后，作者还是以积极向上的态度告诉我们要勇敢的面
对生活。田村想将自己留在第三空间，用以逃避现实生活，
最后在母亲的要求下，勇敢的走出了避世的桃园，选择了正
视生活，这需要很大的勇气，有时候活着比死更难。然而，
生命就是如此，而田村，成为了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

命运就象沙尘暴，你无处逃遁。只有勇敢跨入其中，当你从
沙尘暴中逃出，你已不是跨入时的你了。在这个过程中，我
们去享受音乐带给我们的世界，试图倾听画中的声音，感受
爱情的美妙，体味人间的温情，命运似乎早就安排好了，却
又那般无偿。纵然过了十五岁的年纪，不在那么彷徨，不在
那么忧郁，那么，就继续在这最美好的年华，去享受生命带
给我们的一切。

以上是小编为大家整理好的范文，希望大家喜欢

读后感和感受篇二

《小狗包弟》是巴金写的，其实我从没想过如此著名的作家
会写一只狗，不过显然我是大错特错，因为这篇文章有多么
地好，以致我都有些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我也没有想过这
些著名作家能写地如此简单，通俗，而又那么有真情实感。
所以我又错了，不然嗜好优美文字的我也不会反复地去读这
篇文章。

我想说这篇文章有多好，我只是想我这内容和情感。

看完这篇文章我很感动，我确实感觉到了作者是如此地怀念
与深受包弟这只狗。以致他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
难生活，以致周围的环境都让他感触到了包弟，深沉地感触
与留恋，以致于在这“说谎成风”的时期，作者也可以不怕
大家的嘲笑，怀着内疚的情，来表达对一只狗的歉意。



我是个爱狗的人，我曾爱他们胜过了我自己，我深沉地爱着
他们，这种爱也已早就刺破了我的心。以致为了它们，我和
母亲曾互不理睬，以致我如此厌恶外公，以致我想咒骂那些
伤害它们的人!所以当我知道因为作者的缘固导致包弟的惨死，
更有那无名小狗因不能待在朋友的身边而郁郁死去。我承认
我是哭了，我是多么仇恨——仇恨那伤害狗狗的人类们，因
为狗是如此地忠诚，如此的喜爱、善良。

落叶归根，日转星移。

反复地默默，无能，听见，看见，难过，痛心……直到现在，
我便也不愿再说什么关于狗的太多事。

我想我会努力，在将来，也许是更远的将来，但一定不是现
在，我当垂死的时刻，每一个人都能够深受的。

读后感和感受篇三

《雅舍》是梁实秋先生的随笔录。分为雅舍品人，雅舍品世，
雅舍谈吃，海外撷英四个部分。

文章给人整体的感觉多是用轻快，一本正经的语气来陈述事
例等，却表现出讽刺的意味。有些幽默。总惹来无奈一笑。
看得出来作者对于国学和外国文学都有很深的造诣，可以随
便拉出《尚书》一类书中的事例，句子，又可以引入外国文
人或思想家的话语和做法。

随笔描上写的都是本身所想，实际经历，世间百态。具有浓
厚的时代特点，其中所描述的很多现象与揭露的事实一直存
至今日。作者选取的都是日常生活中在平凡不过的事物，却
写出丰富的内涵，看见我们没有看见的东西，做出联想。可
见作者思考问题的深入，全面。和对事物的了解之深。

我读《雅舍》并未觉出有多少晦涩难懂，却依旧觉得读得很



累，或许是人生履历不够。没读一篇文章都要想许多，其中
有问题，还有许多深刻的地方没能理解。

雅舍品人与品世是最深刻的部分。品人中开头就有男人，女
人，然后按年龄写，按职业写，再到具体的五个人。基本表
达了他对人的看法，有些并不全面，是着重以讽刺去了。如
男人这篇，开头一句便是“男人令人首先感到的印象是
脏！”。下一段开头则是“对了，男人懒。”再如是“男人
多半自私。”

至于品世，作者选取的都是平常事物，说出自己的观点。举
得事例是我们熟悉，却又不常用的。写得很真实。如“音
乐”疑问。很是实在，“音乐的耳朵不是人人都有的。”看
多了那些高雅艺术，什么歌剧，古典音乐会后，只能让人有
些许愉悦，可是花了多久的时间，受了多少磨砺才会这样。
我呢，没有什么艺术细胞，就如毕加索的《格尔尼卡》画了
什么，我真没啥感觉，连历史书介绍它时都是用的“据作者
介绍”如何如何。如果听不懂，看不懂，就不必逼着自己，
音乐和绘画都是宁缺毋滥的。

再到雅舍谈吃，就多是一些没事的出处，做法以及世人对其
的观点，还联系了许多生活上，作者经历过的事情。想想，
也许作者是在怀念友人，回忆当初。看着，还觉得作者是享
受生活之人，在入内就读不出许多了。

至于海外撷英，多是写作者在美国的所见所闻，语言风趣幽
默。一“豆腐干风波”为例，描写的是作者踏上美国本土，
与美国海关的一些故事。把当时美国人对中国的不了解写了
出来。至于有个美国作家写的那本书，就像是个笑话，作者
也仅是说自己孤陋寡闻而一笑而过了。有很典型的美国人形
象。对于美国人的人情味，则有一种反讽的意味。

这本随笔，对人生，对世间百态的看法。有许多问题是值得
我们思考的。



也许再过很多年再去读，味道就不同了。

读后感和感受篇四

十八岁，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年轻而有活力的概念，或许
我们还在父母的庇佑下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或许还是童话
世界里的梦幻公主，但它也带给我们一个无法逃避的现实，
那就是我们成熟了，我们不可以只踩着父母走过的脚印前进，
我们应该学着如何为自己的未来设想，在人生的道路上留下
自己的脚印。

《十八岁出门远行》似乎让我们再次拾起了十八岁的回忆，
那种冲动，那种无知，现在看来却觉得很难得，即使我们还
有成就梦想的欲望，却无法找到曾经的味道，我想是我们确
实长大了。十八岁的天空总是湛蓝的，只因为我们很单纯。

小说从心理的刻画把主人翁的的单纯描写得栩栩如生，语言
朴实，通俗易懂，很能吸引读者的眼球。“柏油马路起伏不
止，那路是贴在海浪上。我走在这条山区公路上，我像一条
船。”作者开门见山地描绘了主人翁初次出门远行的欢欣雀
跃心情，从景物的描写很好地切入主题，为下文做铺
垫。“我像一条船，”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在这交
会时互放光亮!或许就是因为这种心态，才使得“我”走了一
天，却一点也不觉得累，还可以朝着山和云，喊熟悉的人的
绰号，这样的兴致似乎比专门外出旅行的人还来得豪迈，来
得随心所欲。

“我觉得自己应该为旅店操心，”这是主人翁第一次想到自
己是独行，旅店是旅行者的家，可却一直不见它的踪影，出
门在外，我们担心的总是是否有个可以回归的地方，即使再
疲惫，只要有个可以休息的地方就行了。难道找个休息的地
方就是作者的最终目的?假如是的话，为何还要去旅行?家不
也一样吗?“黄昏就要来了，可旅店还在它妈的肚子里。”旅
店没有就需要汽车，汽车就在眼前，可当司机问他要去哪里



时，却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可见他并没有为自己的远行做
过规划。在描绘主人翁的心理特征时，作者也不忘设下一些
悬念，虽然最后的答案有点让人失望，却也在情理之中，假
如是主人翁自己决定要出门远行，恐怕就会少一些未知。

此时此刻，再凶悍的司机也没办法撇下他，首先他低声下气
地和司机套近乎，称他“老乡”，再请他抽烟，帮他点
火，“于是我便心安理得了，他只要接过我的烟，他就得让
我坐他的车，”显然他已学会了打交道，却单纯地认为所有
人对于这种殷情都会领情，当司机不理睬他的时候，他还气
愤地朝司机吼“你嘴里还叼着我的烟，”这轻描淡写的几句
话把主人翁那种临近成熟的心态描绘得淋漓尽致。

他已明白自己出门在外，应懂得与他人打交道的手段，却仍
带着小孩子的稚嫩，我好像看到了《皇帝的新衣》里面的那
个小孩子的影子，那是一种无暇的单纯。作者极力要想塑造
一种如水的单纯，但这一句话居然是从一个十八岁的成年人
口中传出来的，让人有一点意外，觉得主人翁有点傻气，整
篇小说，作者无不围绕“单纯”展开，从他给云和山起绰号，
追着汽车跑，对着自己哈哈大笑等等，作者似乎要把主人翁
的单纯已推到顶峰。

可是旅店似乎距离他很遥远，好不容易才坐上去的车又抛锚
了，焦虑塞满了他的脑袋，无奈之下，他只能“在脑袋的地
方开出了一个旅店，”他也并不知道他身在何处，将要去何
方?满怀希望地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在那辆载满苹果的货车上，
现在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看到那些默不作声地抢着苹果的乡民，他奋不顾身地扑上去
抢救，有一种行侠仗义的胸怀，却被打得眩晕，最后连愤怒
的力气也用光了，只好坐起来，让目光走来走去。最后连他
的行李也一扫而空，司机离他而去，主人翁在艰难地钻进驾
驶室之后，才发现那就是他一直在找的旅店。



我想作者给我们的这个答案，或许就是为了说明旅店就是那
个你一直在寻找，直到所有的人都离开你了，最后那个收留
你的地方，就是你的旅店。

小说最后以主人公与他父亲的谈话结尾，自然而然地解开了
我们心中的谜团，他的远行计划是他父亲安排的，至于为什
么要远行?仅仅是为了让他去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他也很听
话，“我欢快地冲出了家门，像一匹兴高采烈的吗一样欢快
地奔跑了起来。”从这里可以窥见主人公是一个一直在父母
亲的襁褓中长大的孩子，却充满着对于外面五彩缤纷世界的
向往，难道他认为父亲只是想让他到外面游玩一圈就回来?我
想这也是他不觉得累的缘由。而他父亲为他所准备的行李最
后也被一枪而空，这意味着他的依靠消失了，即使父母亲已
为我们铺好了前方的路，但走的人还是我们自己，我们必须
学会去创造自己的行李，因为我们迟早有一天会离开父母的
翅膀而独立飞翔。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小说还具有一定的
教育意义。

这篇小说用一种朴素的言语，在简单和逼真中，展现了人物
的性格特征，作者透过十八岁这个窗口窥探这个美丽的世界，
而这个的对面是一个单纯的精神世界。

读后感和感受篇五

时间是贪食的孩子，在不经意间略过生命的指尖时，吞噬着
不为人知的故事。每一个古物都是时间的使者，他们静默在
尘埃中，见证着一切。哑舍，只是一个古董店罢了，哑舍里
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它承载了许多年，无人
倾听。因为，它们都不会说话。

香妃链

“失去的东西，其实从来未曾真正属于我，我不会追悔，也
不必惋惜。“



无字碑

“那么你说，朕究竟是个好人，还是坏人呢?”

“如果单纯能用“好人”或“坏人”这样简单的词语来评价
一个人就好了”。

历史是虚伪的，看似真实的文字却是侵泡在“权”水中。纵
然中国的文字最讲究“正直”，但在权利的腐蚀下，历史的
真容早已扑朔迷离。我们都说“正义永远会战胜邪恶”，可
谁又知道，这个世界本无“正义”与“邪恶”，只不过
是“正义的”那方有着绝对的权利罢了。倘若“邪恶”当权，
那所谓的“邪恶”也可扭曲成为“正义”。不是“正义”战
胜了“邪恶“，而是权利战胜了权利。

象牙骰

“其实当站在人生岔路口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最终做出抉择。
无论选择哪条路，多年之后再回头看，都会觉得后悔。因为
没人知道选择另外一条路会有什么结果，也不会可能知
道。”刘裕选择了一身戎马驰骋沙场，最后成为了万人之上
的皇帝。死后的重生他才意识到，那些大臣将军所敬畏，所
效劳的对象不是自己，而是自己头上的冕旒。或许他不当皇
帝，他就可以有个平平凡凡但和和美美的家室，子孙之间伯
埙仲篪，绝然不是现在的执刀相向。他得到了那个响当当的
名头，却损失了家和万事兴的天伦之乐。刘裕赢了，亦输了。
不过人生就是一场赌博，那么不会有谁一直稳赢不输呢?无愧
于本心即可。

读后感和感受篇六

熟悉欧亨利故事的人一定不会陌生欧亨利式的故事结尾。 那
是短篇小说创作大师在故事结尾的情节处理上的一种手段，
让主人翁的命运有所逆转， 虽是意料之外， 却又在情理之



中， 大大增强了故事的艺术魅力和可读性。

然而， 小说《鉴赏家》却不同于此， 开头第一句话作者就
告诉了我们他要写的这个鉴赏家叫叶三， 且是全县第一个。
鉴赏家给我们的概念是: 艺术家， 懂得欣赏辨析， 且学识
渊博、 高雅的人。 那叶三是个什么人呢？ 作者的下一句话
就是:  叶三是个卖果子的。 这里很自然地就会产生一个疑
问:  鉴赏家和水果小贩之间的关联。 紧接着， 作者又说:
 叶三不同与其他水果小贩。 如何不同?  这个与众不同的
水果小贩又是如何变成了鉴赏家的?  所以， 这个故事从一
开篇， 每一句话都仿佛是一个钓鱼钩， 勾着读者往下走。

现在看看叶三其人， 这个作者用了一半的篇幅做了铺垫的人
物。 叶三做生意没有铺子， 不摆摊， 也不走街串巷， 他
只给几个大户人家送水果。仅这一点就够特别的。 他的水果
都是千挑万选的， 个个鲜靓， 所以他从不议价。 一个有个
性的水果小贩。 他花在选水果上的时间要比卖水果的时间长
出很多很多， 四乡八镇， 到处走， 精挑细选。 如此， 叶
三似乎不是个精明的生意人。 但是叶三对待自己的小买卖很
是很勤奋认真， 既熟悉上家， 有照顾下家， 上下通达，
却也不失生意人的本色。

是不是先有画家， 而后才有了鉴赏家。 画家是四太爷， 季
陶民， 县里的大户， 在叶三送水果的人家之列。

四太爷不是一般的画家， 很有唐李白的遗风。 李白是喝了
酒，作诗， 四太爷喝了酒， 作画。 四太爷最不爱跟人谈画，
尤其讨厌假名士的附庸风雅。 四太爷还担心随意间的一句话
被外人传来传去， 传走了样， 所以连亲戚间的走动也是能
免则免。

但是， 四太爷愿意跟叶三论画。 既然是鉴赏家， 那得评评
画呀， 小说里写了三幅画。 四太爷画了一幅紫藤， 叶三
说:  紫藤有风， 花乱。 四太爷画了幅老鼠上灯台， 叶三



说: 老鼠顽皮， 尾巴卷灯柱。 墨荷一幅画则是重点， 叶三
根据生活常识告诉足不出户的四太爷:  红花莲子白花藕。
切不可把白荷花和大莲蓬画在一起。

叶三卖果子只为了四太爷， 四太爷送了叶三好多画， 叶三
把这些画都进了棺材。 一个不拘一格的画家和一个异乎寻常
的鉴赏家。 他们是那样不相称的一对人， 却有着很多相似
之处， 成了不一般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