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父母规读后感(通用9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读后感对于我们来
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
吧

父母规读后感篇一

林语堂先生在《浮生六记》的序中说“芸，我想，是中国文
学上最可爱的一个女人。”的确，书中的女主角是一个性情
可爱、温婉贤淑的女人，既有为情窦初开而藏粥的聪慧，也
有为追逐热闹而女扮男妆出行的大胆；同时，还能赋得“秋
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妙句，完全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奇女
子。完全不似《红楼梦》中诸多女子，更与鲁迅《奔月》中
描写的厌倦长期清苦生活而抛弃丈夫、独自升天的嫦娥迥然
有别，成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最温柔细腻闺房之乐”的记
载。而这种幸福生活正源于二人两情相悦，玉露相逢，胜却
人间无数；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始能与子偕老。

情之所钟，虽丑不嫌。这是本书给我们的最好启示，沈复自
从十七岁与陈芸结婚，至陈芸因被疾病困扰辞世而去，这短
短的一生虽命运多舛、变故时现，但依然没有将两人分离，
没有能减弱二人的真挚情感。实现了“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人生中最美的风景。其相互欣赏、
相濡以沫的真情，“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默契，着实令人感动，为之击节。后来沈复在其妻子离世后，
独自一人离家漫游，过完了自己的余生，也从侧面体现出这
种至死不渝的情感。

古往今来，关于夫妻真挚情感的故事不计其数，既有“亲卿
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同声若鼓瑟，合



韵似鸣琴。”般夫妻间融洽和谐，亲密无间；也有“衣带渐
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
为连理枝。”呓语般的痴情；更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
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沉睡人不去、睹物
更思人”的凄苦。这些诗句和本书相同，其感人至深之处不
在于艺术手法的高妙，语言的精粹，而在于蕴含着的真情。
情致所动，金石为开，这才是能直达内心深处，激发出生命
本真的最原始力量。

其实生活中需要真情付出何止夫妇之情，人生一世，草木一
秋，短暂的一生中人们追求的无外乎生命的长度与宽度两个
维度。生命的长度是属于自然规律，不受个人控制，最多只
能有限延长，最终结果无论谁都无法逃避。但生命的宽度，
即生命的质量如何提高，则完全由个人决定。无论何时何地、
何种环境，都需要真情释放，待人以诚，用之以情。这真性
情不仅包括夫妇之道，同样适用于学习、家庭、工作之中，
彰显于待人、待物之间。人生天地间，种种不可控的不幸可
能突然袭来，给生命旅程增添许多阴雨。在无情的生活面前，
要超脱世间繁琐，摆脱平庸，唯有不忘初心，坚守真情，珍
惜生活中的`美好，乐于付出并享受生活带来的愉悦情感，坦
然接受生活中将要到来的一切。

“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人与动物
之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具有情感性，懂得对他人付以真情。
真情是春天里盛开的鲜花，点缀诗意生活；是夏天的浓阴，
遮挡暴雨狂风；是秋天的鲜美果实，带来收获喜悦；是冬天
的一缕暖阳，暖化寒风冰山。是因“投我以木瓜”而“以琼
琚报之”的慷慨，是愿意为别人提供热情帮助，救人于危难
之际的热切。当然这种真情并不是从天而降的，特别是在当
今，过重物质利益冲淡了情感关照，作为以塑造灵魂为使命
的高校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实践中更需要教学以真、待人以
情，发挥人格的引领作用；为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浓
厚的人文情怀榜样，以此营造人际关系上的绿水青山、使其
灵魂得到锻炼、情操受到陶冶，提高生命的质量，构建幸福、



和谐的社会交际环境。

父母规读后感篇二

芸娘在吃臭腐乳和卤瓜时，沈复调皮道：“狗因为没有胃所
以才吃粪便，因为它不知臭”，明眼人都能听出这是由于沈
复厌恶腐乳和卤瓜的气味，对芸娘的淡嘲。而此时芸娘强行
用筷子把卤瓜塞到沈复嘴里说：“我都做了很久的狗了，就
委屈你尝试一下。”并一本正经地说道“情之所钟，虽丑不
嫌。”这便体现出芸娘的机智活泼、天真烂漫的性格了，而
这时的沈复出于对芸娘的爱，便笑着接受了食物。讲到两人
拌嘴的还有一处：芸娘平日喜欢用茉莉花做发饰，既美观又
香气袭人，而沈复对此则笑曰：“这茉莉花的香气都盖过了
屋里佛手的香味了。”芸娘又说：“佛手是香料中的君子，
香味清醒脱俗，似有似无；茉莉则是香料中的小人，香味有
些谄媚。”沈复追问“那你为何近小人而远君子乎？”芸娘
则笑道：“我笑君子喜爱小人啊？”两人的拌嘴日常，令人
好生羡慕，我认为这正是最能还原当时他们恩爱生活的事情。
也能给予我们启示，那便在是平凡的日常中，只要去发掘，
也会有不一样的快乐存在。

而最让我感叹的是，当友人邀请沈复去洞庭君祠，芸娘遗憾
自己身为女子，不能与沈复一同前往时，沈复便让芸娘穿其
衣，戴其冠，假扮为男子与其一同前行。没想到沈复作为成
年男子，为了妻子竟能想出如此妙招，不惜去冒险。也没想
到在古代还真的会有女子敢冒着不敬的风险，女扮男装，看
到此处我不由得啧啧称奇，沈复和芸娘果然都为“性爽直，
落拓不羁”之人哪。一方仅仅因为妻子一时的遗憾，为了使
妻子开心，便出此计谋，真心是爱护妻子到极致啊！而另一
方则是深切体会到了丈夫的深情，配合的去实行。这实在是
令人感叹，令人感叹。

沈复称赞芸娘道，“其癖好与余同，且能察眼意，懂眉语，
一举一动，示之以色，无不头头是道。”此处实在是令人不



由得心生感慨，人活一世，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但若能与
一知己相遇相知相守，说是人生最幸运的事也不过。这样看
来，他们实在是得到老天眷顾之人，但是能够像他们一样，
与一知己结为连理得人，实属少数，这便告诉我们，若是有
知己在身边，可要好好珍惜，就算没有，对亲密的朋友，同
样要好好珍惜，即使现世太平，可人生道路谁能料？珍惜当
下，便是最好的选择。

《闺房记乐》几乎可以说是一篇沈复夫妻大秀恩爱的一卷文
章。让人读起来身心愉悦，对夫妻俩满腹称赞，同时也能在
其中得到不少启发。

父母规读后感篇三

这一章的字里行间，你侬我侬，透露着浓浓的爱意，沈先生
与芸娘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拥有着浓情蜜意，着实令人羡慕。

而且，我发现沈先生擅长观察，他的视觉系统整合得很好，
得益于儿时的他，喜爱明察秋毫，细细观察纤小的东西，因
此，在他的文字下面，生动的体现蚊虫这些细小动物的刻画，
从而带来了丰富的想象。

长大后的沈先生，喜爱修剪盆景，这是功夫活，急不得，这
个培养性情的手工活，在沈先生笔下，描绘得绘声绘色，让
我能从文字中感受到他的惬意。

生活本是油盐柴米酱醋茶，沈先生夫妇却把日子过得闲情逸
致，越发让我亲近他们的生活。

“点缀盆景的花石，小则可以精巧到入画图中，大则可以融
汇韵致，令人入神。捧一瓯清茶观赏，注意力能被盆景移取，
使人神游其中，这等盆景，才适合在幽静书斋里赏玩。”这
等描绘，全然是享受当下。



父母规读后感篇四

我最初读到《浮生六记》是在上海福州路上的一家古旧书店
内，从一本上海世界书局三十年代出版的旧书中无意间浏览
到的。那是在1978年的夏天，我刚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
首次高考，所以虽然落榜，但古文基础已初具。因此，在一
番夹生半熟地啃读后，我决定买下这本书。然而，当我设法
凑足书资再次赶回到书店时，此书已被他人淘走。当时，我
那种遗憾懊恼的感受可比高考失利。由此，可见我对《浮生
六记》的喜爱之情。

当我能够再次读到《浮生六记》，时间已是在1996年的晚秋
了。这是一个由湖北辞书出版社在1995年出的版本，书名取为
《闲书四种》，集中选入了明朝冒襄的‘影梅庵忆语’、清
朝陈裴之的‘香畹楼忆语’、蒋坦的‘秋灯琐忆’以及沈复的
‘浮生六记’，这几个名篇均是出自四位明清文人之手来追
忆记叙家庭生活的精彩文章。而在此中，我格外赞赏的就是
清代沈复所写的‘浮生六记’。

可以说《浮生六记》是沈复用率真自然的文字，细腻生动地
记录了自己的婚姻爱情与日常家庭生活、抒发自己对人生、
对艺术、对自然、对传统习俗赋予独特见解的自叙传。他的
文采很像与他差不多同时代的英国十八、十九世纪的随笔作
家查理.兰姆那样的风格，文字质朴天成、毫无矫揉造作之语。
读来倍感亲切，如同倾听自己的内心独白。

坦率地说，我也不止一次地读过与沈复同时代的曹雪芹的
《红楼梦》，并将《红楼梦》与《浮生六记》作比照。 相比
之下，我觉得《红楼梦》似乎更适宜于让达官贵人、巨贾富
商的家族去品读。在我看来，无论是林黛玉、贾宝玉，还是
王熙凤、薛宝钗等等一系列人物的喜怒哀乐，都与我们普通
百姓阶层存在着一种隔阂，毕竟我们不了解他们的生活环境
与思想心境，因此，他们的一切演绎也就很难感动于我。而
沈复在《浮生六记》中所真实叙述的他与芸娘之间的夫妻恩



爱之情、他俩间生离死别的催泪情景、以及刻画夫妇俩所难
忘的闺房之情、交友之乐，与品味大自然和艺术品的审美之
趣等等的细节，无一不让我为之激动和认同。

《浮生六记》如有些学者所论述的那样，我也赞同前四记的
艺术魅力‘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
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俞平伯评语）。
而且，我还认为，沈复和芸娘都是属于普通百姓阶层的人物，
因此，我们也应用同样普通人物的坦诚要求与质朴的文字来
欣赏赞美这篇中国古代文化史中珍贵的作品与作品中栩栩如
生的可爱人物。

就说芸娘吧，她不愧为林语堂所赞美的‘是中国文学上一个
最可爱的女人’。 不是吗？当读了《浮生六记》 中的第一记
‘闺房记乐’之后，有谁不会深深地喜爱上如此可爱的女性？
我觉得有必要摘录一段散文诗般的文字如下；…七月望，俗
谓鬼节，芸备小酌，拟邀月畅饮。夜忽阴云如晦，芸愀然曰：
“妾能与君白头偕老，月轮当出。”余亦索然。但见隔岸萤
光，明灭万点，梳织于柳堤蓼渚间。余与芸联句以遣闷怀，
而两韵之后，逾联逾纵，想入非夷，随口乱道。芸已漱涎涕
泪，笑倒余怀，不能成声矣。觉其鬃边茉莉浓香扑鼻，因拍
其背，以他词解之曰：“想古人以茉莉形色如珠，故供助妆
压鬓，不知此花必沾油头粉面之气，其香更可爱，所供佛手
当退三舍矣。”芸乃止笑曰：“佛手乃香中君子，只在有意
无意间；莱莉是香中小人，故须借人之势，其香也如胁肩谄
笑。”余曰：“卿何远君子而近小人？”芸曰：“我笑君子
爱小人耳。”… 简洁的语句、新鲜生动的描述，沈复将这位
天性聪颖活泼、知书达理、情意绵绵的可爱女性-芸娘，深深
地刻画在每一个读过《浮生六记》的读者心中。芸娘，也永
远地成了我心中的‘红粉知己’！

再说说《浮生六记》的文体吧，我很喜爱沈复那种自由自在、
不拘格套的行文风格，在这点上他的文章很像我所喜爱的另
外几位英法美随笔散文作家的文风，譬如英国的查理.兰姆、



譬如法国的卢梭 和美国写《瓦尔登湖》的梭罗。我有这样一
种读书习惯，就是喜欢将风格类同的不同作家的作品，在同
一天内同时展开阅读，往往是信手打开书籍，随意阅读目光
所及的文章，如果有能振动我心的文章，我就会感慨自己遇
到了知友，反之，我就会将此书封入纸箱从此远避。我不知
道这样的习惯是否有点神经质？但我觉得，读书和写作如同
交友一样，我喜欢读哪个作家的书，必定与我的经历、个性、
血型、理念、家庭背景等等的因素同这位作家有着某种相似
的密切的关联。

因此，我是否可以这样说；我之所以喜爱沈复的《浮生六记》
就是因为作者所抒写的他与芸娘之间那一生刻骨铭心的爱情
经历与纯真美好的夫妻恩爱之情、那洋溢着甜美气氛的家庭
生活和那寄情自然和艺术世界的韵致画卷，也正是我内心深
处所期望的、所追求的呢！

我相信，答案是正确的。所以，我会继续再读《浮生六记》
这一永远的名篇。

父母规读后感篇五

我无意在本文讨论关于《浮生六记》之文学成就，在某种程
度上，这是个相对独立的.领域。我亦无意讨论道德问题，讨
论道德容易让人失去条理而发泄个人情绪，道德有时候是偏
见的代名词。而这里，我更倾向于直接探讨书中男女主人翁
的一些心理现象，以及对两位前辈的读后感做出回应。

芸：

满足某种欲望是推动人作为或不作为的根本动力。对于一种
无害他人的欲望的分析和探究，应当尽量避免使用抽象性描
述词汇，如"好"、"不好"。

在此书中，人物芸最引起重视或讨论的行为是：为夫谋女。



行为的产生必然是有动机的，然而，动机亦分为有意识或无
意识。根据弗洛伊德和荣格心理学，我个人认为促使芸产生
此种行为，有以下几种可能：

1、芸可能是个双性恋者。在男权且强势家庭观的时代，她可
能不能意识到自己的性取向或者不能够表达自己的性取向。
芸通过为丈夫推荐美女，以满足自己对女性的征服欲望。在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通过把其它女人推给丈夫而满足自己
的性欲望，尽管她未必参与其中的性行为。

2、芸可能会因为在成长中的缺乏足够的父权的关爱，她的人
格里有严重的依赖感缺失。她需要通过极力讨好和服务他人
而得到心理上的依赖感和存在感。这往往是种不自知的状态，
但即便是不自知，通过某些行为平衡潜意识中的欲望也是会
使人得到快感的，所以芸乐于服务沈复，美其所美，欲其所
好，她通过沈复而确立自己的存在。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为"强
迫式服务人格"。

父母规读后感篇六

1、感慨中国古时知识分子的精致和矫情。

无论沈复其人的家庭境遇或者个人生活过得多好，多坏，对
生活方面他一直都比较矫情，比如温酒对诗，还有在室内养
花草，非常小资，落魄时亦如是。

2、沈复的妻子芸娘，真的善良到令人心疼，一声尽心尽力照
顾丈夫，满足他的各种习惯和爱好，像母亲一样纵容自己的
丈夫，展现了中国传统女性的贤良淑德，但是现代社会这种
品质也不一定会使自己的婚姻生活过的更好。

3、总体来看，我认为沈复就是个渣男。老婆孩子跟他一生没
有过什么好日子，而且在妻子与父母发生误会的时候他并无
作为，而且最终妻子含屈而亡，非常悲剧。而且因为自己日



子过不下去，就让女儿早嫁，儿子给人学徒，实在懦弱无能，
对于生活的现状没想办法奋斗改变，实为渣男一枚。

生活中自然有大喜大悲的时刻，但更多的多是些平常不过的
日子，没有大的波澜，见不到大的起伏，每一天相似无二的
日子，相似的心境，象平静的心电图映射到空间的墙上，暼
一眼就象是看完了全部。

如果说是有了转变，那一定是因为一个人的出现，一个那么
对的人，一个专属于你的那个人，独一无二到无可替代。

之于沈复，是他的芸娘。

念起，缘生，念起，缘深。

只是一眼，心跳瞬间陡起，再无力归于平静。

她象是一个仙女，转旋袅袅起舞间，每一时，每一刻，每一
天，都不再能似从前一样。平常的平常，有了她的浇灌，润
润的处处透着水灵。有些拮据的日间，有了她的心思，每每
流露出新意与可爱。说的每一句，总能从她的眼睛里投射出
会意的笑，烦忧蹙眉时，总是能从她瘦削的肩膀处，寻得力
量。

这一切无关其他，皆是因为每寸光阴，皆用心诚意抚过，暗
暗出力打磨，若是说丝丝关心，早在缕缕青丝漫，尖尖梳齿
间，由青花褪成了水墨。

铭心于心，无关四记或六记。

时间能隔绝的，绝不是思念。



父母规读后感篇七

在朋友推荐下读过一本叫做《浮生六记》的书，是一个自传
性质的散文作品，时隔几年仍令我印象深刻。作者是清朝乾
隆时期的人，名叫沈复，字三白，是个不红不紫的画师。本
书真实记录了沈复平凡而又艰难的一生，以及生活中令人难
忘的片段。全书共分为六个篇章，包含了《闺房记乐》《闲
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四篇文章。另外两篇
《中山记历》《养生记道》据说是后人仿写。《浮生六记》
中尤其第一篇章《闺房记乐》用深情的笔墨，描写了聪明绝
顶而又非常不幸的妻子——芸娘。因为这个可爱而又可怜的
女人才使《浮生六记》让世人记住，才得以让它永远散发出
了人生智慧的无穷芬芳！

可能是年龄渐长的缘故，同一本书，同样的我，不同的时段，
不同的年龄，不同经历过后不一样的心境又读出了不一样的
味道，五年前读此书，似懂非懂，然后又找了其白话本看了
一遍才透彻明了，对其中描写童趣的部分那时记忆深刻，写
得活灵活现，妙趣横生，童心幼稚可爱的举动，读后觉得相
当有趣，有些场景仿佛自己也曾经如作者一样玩过一样，身
临其境，对其后的游山玩水一略而过，如今也忘光了；五年
后的现在又重温此书，居然最最喜欢的是第一篇章《闺房记
趣》，以《诗经》为模，第一篇章也列闺房趣事为首写开篇，
本篇讲与他自己的表姐结为夫妻，可是古代传统封建的父母
却对这对恩爱夫妻的行为看不惯，对这儿媳也颇有微词，夫
妻俩虽伉俪情深，最后终被赶出家门。两人生活举步维艰，
甚至经常要到朋友家借宿，但能够苦中作乐，生活过的很有
情趣。可惜后来妻子生病早死，沈复很悲伤，十分怀念妻子，
觉得要把这段感情和记忆流传后世，便写了这本书。它是中
国古代散文中一颗璀璨的明珠，然而它却被埋没百年之久。
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它的光彩才第一次展现于世人眼
前。林语堂、俞平伯等新文学家都极为赞誉这部作品。林语
堂曾经说过“芸，是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可爱的女
人。”他当初把《浮生六记》翻译成英文，也曾说“应该叫



世界知道，一方面以流传她的芳名，又一方面，因为我在这
两小无猜的夫妇简朴生活中，看她们追求美丽，看她们穷困
潦倒，遭到不如意的折磨，受奸佞小人的欺负，同时一意追
求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清福……” 我深深的被文中聪慧，娴淑，
勤劳而又不失情趣，热爱生活的芸娘所打动，也为很多沈复
与芸娘间的夫妻生活小片段流露出来的伉俪情深所感动，因
此现在的芳邻二八的我最喜爱的还是第一篇章《闺房记趣》。
文中插花摆设的花艺技巧可看出芸娘不落俗套的生活品味，
很有自己的眼光和见地；文中芸娘用六个小碟，五围一碟合
为一梅花状供陈用不同颜色的小菜待客，可见她蕙质兰心的
灵巧创意；文中与其夫君关于“腐乳与卤瓜”和“茉莉与佛
手”小品对话故事，也让人见识了芸娘的聪明机智过人的头
脑；文中她的“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的词句，以及对
唐诗宋词李白杜甫诗型的精辟分析和见解，可见她又不失才
气；她对婆家尊老敬爱幼，谦和有礼的美好品德也无一不在
书中时有体现，这也是我们现代诸多女子身上缺少的隐忍品
格；喜爱《闺房记乐》爱的精华所在就是芸娘一身的智慧，
芸娘的一身是短暂的，但回忆绝对是绵长的，这也是我读此
书能深受感染的部分，乡间的做菜种花，男耕女织，怡情小
钓，逢时休闲，踏青郊游等等这些情调和记事，都是世界上
任何一个女子不能抵抗的所向往美好浪漫生活；芸娘是可怜
的，深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幼年丧父，辛苦劳作养母供弟维
持一个家，青年丧弟失母；出嫁从夫，公婆的苛刻保守固执，
导致其夫妻沦落离家，颠沛流离，家徒四壁，甚至有过身无
文银的地步；但芸娘也是幸福的，能够在最适当的时机遇到
自己情透意合的人，并嫁给了这个志趣相投，情深义重的不
离不弃的痴情男人，即使死也是合目于自己深爱人怀中，他
们携手走过的几十载岁月终其一生让沈复无法忘怀，这也是
令人所羡慕的。在这个复复杂杂，纷纷扰扰的乱花渐欲迷人
眼的社会要想遇到这么一个人，有过这样一段情是何其之难，
“易得无价宝，难得有情郎”！

对芸娘，对《闲情记乐》的欣赏和喜爱，才学浅薄，词枯言
寡的我，已到了无以复加，语言不能形容的地步，只能借用



林语堂先生的话来作为结语，才不至于毁其形象，沈复与妻
子芸娘并没有荣华富贵的生活，并没有挥霍无度的享受，并
没有沉湎欢娱的闲情，并没有风流浪漫的传奇。但是，我最
欣赏、最钦佩、最注目的是他们的：

一、同甘共苦，患难与共；坦诚直爽，体恤关爱的夫妻真情。

二、勤俭淳朴，善处忧患；布衣菜食，可乐终身的简朴生活。

三、淡薄名利，与世无争；恬淡自适，知足常乐的旷达胸怀。

四、逆境逢生，善解人意；无私奉献，乐于助人的优良品德。

父母规读后感篇八

重读《浮生六记》，四个字来形容沈复：情深不寿。

沈复其人，大抵可窥一二矣。[鸿案相庄廿有三年，年愈久而
情愈密。

卷一便是《闺房记乐》，通篇皆是二十三年来沈复与其结发
妻子陈氏的琐碎情事。说它琐碎，是因为几乎没有几件代表
性的大事，平铺直述到不需要任何悬念转折；说它皆情事，
则是因为字里行间莫不是珍惜、卷首页眉都透着恩爱。沈三
白，料想又是一情痴矣！记得当年初见，彼此仍是少年。沈
复喜她才思隽秀，虽恐其福泽不深，然心之所系不能释之，
对母亲诉言：非姊不娶，那年，沈复十三岁。都说古人婚姻
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这一个十三岁的小小少年，因为
一句“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倾慕上了比他大了十个
月的族中阿姊，这一倾慕，就是一生。

婚后某晚，其与故人划拳饮酒，酩酊大醉卧倒在床，醒来时
陈氏正对镜晓妆。我自己看书的时候不做别的念想，现在回
头来看，不过就是一次醉酒，有什么值得刻意写下来？转而



想到，大概从妻子过世之后，他再也没法儿喝醉醒来还能看
到她当窗理云鬓的模样了吧？那时候，陈氏初为新妇，整日
恭敬侍奉堂上，宽和以待下人，怕被人说新娘惫懒，日日太
阳初升便要起床，沈复喜欢赖床，可看她严肃认真的样子，
只得跟着一同早起，这大概就是现在年轻人常说的“为爱改
变”了吧。

夫妻两人游园消夏，读书论古，品月评花，，可惜好景终不
长久，沈家家道中落，陈氏又接连失弟丧母，多番打击之下，
身体日渐沉疴，病榻之侧，沈复悉心守护终不曾离弃。当然
这些都是后话了。

我想天下恩爱夫妻大抵都相似吧，记得婚后数年，沈复和陈
氏整理书卷论及诗词，沈复得知陈氏最为推崇者是那张口吐
出大半个盛唐的李太白，当即像个小孩子一样笑道：“夫人
定是与‘白’有缘啊！”陈氏不解，沈复说道：“夫人启蒙
于白居易的《琵琶行》，诗词最重李太白，夫君我字‘三
白’，可不是一生都与这个字有缘么？”陈氏莞尔。此间情
状，不解风月之人如何体会得来！即便是如今这个多少显得
寡情的年代，多少痴儿情女，也会因为“你生在六月，我生
在七月，天下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肯定是缘分让我们在一
起”而惊叹，情到深处无从解释，只好托词于上天，道一声：
一切真乃缘分也。其实文中最打动人的，不是夫妻情事，不
是患难与共，也不是相守到老。

世间有的是扶持一生的夫妻，难得的是，沈复在斯人不再后，
于贫病孤苦中，一字一句写下了这些故事，只属于沈氏夫妇
的故事，《浮生》一卷，名垂文史千古，万尺黄泉之下，虽
于逝者无补，料想也能一慰佳人芳魂了罢！

父母规读后感篇九

《浮生六记》是清代作家沈复的名作，从书名看，应有六篇
才对，其实却不然，于今仅存四记，分为“闺房记



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和“浪游记快”。“闺
房记乐”看似风月之事，却无丝毫淫秽轻薄，倒惹人心生艳
羡，文字清新真率，无雕琢藻饰痕迹，言已尽而意尚
远。“闲情记趣”记闲情逸趣，却并不觉得有玩物丧志的诸
般狎猥。“坎坷记愁”记父子失和，记妻丧父逝，世事艰难
坎坷，颠沛流离之间却也添着几分慈悲情怀。“浪游记快”
则写风物胜景，写古寺深山，写绩溪城，写黄鹤楼，写赤壁，
从从容容，不紧不慢。

世事蹉跎的浮生遭际在沈复笔端流转，并不波澜壮阔，也不
跌宕起伏。所记叙皆是日常琐事，平淡无奇，却因了那份尘
寰俗事里有着的人世繁华与炎凉，叫人心生往恋。所谓一花
一天堂，一沙一世界，《浮生六记》的可爱，大概就在于凡
尘琐碎中透露出的平常心与平常情。

而此番，却只想问一句：浮生若何？

浮生若何？乐之悲之。

遥想起数百年前小桥流水的苏州，那位清寒但颇有才情的文
士沈复，和他温婉秀美的爱妻陈芸，他们论古赏今，品月赏
花，游湖逛庙而后却是生死离别，坎坷悲苦。有人说，沈复
的文字中，流露的闲情只是一种表象，文字背后其实是对宇
宙对人生的大悲苦的深切体会。如此倒是在沈复笔下带着悼
亡和追忆性质的文字中窥得一二，确实是深得浮生中茶渍般
的苦涩。浮生中的无奈大抵只能接受，而片刻的欢愉已足够
回味一世，如此倒是令人心酸。人世奔忙，匆匆数年，悲苦
也罢，欢愉也罢，最终都化作了后人随手拈来的竹扇，轻轻
一扇，恍如千年。

浮生若何？得之失之。

林语堂先生曾发出“陈芸是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的感
慨，沈复也在书中提到“老天待我至为厚矣”，认为自己娶



到芸是人生莫大的福分。而沈复夫妇辗转间聚散沉浮至芸死，
其间心境约只有当中人体会最为深刻。这等恩爱夫妻不到头
着实令人惋惜慨叹，但在当时背景下也是必然。纵是有千般
万般的舍不得，在命运的齿轮下却也只能黯然接受。若是岁
月静好，诗酒风流，尽有清风徐来的闲静，反而却成不了这
一双人，成不了《浮生六记》。得与失，失与得，用尽半生，
徒留记忆，期待太深，回报太浅，而歌者背影却已在深巷中
悄然远去。

浮生若何？叹之叹之。

“《浮生六记》俨然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
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精微制作的痕迹。”沈复的描
述娓娓道来，似是夏日黄昏里的一阵晚风，风不急，但凉意
是慢慢袭来的。《浮生六记》中，可以轻易体会到生活的闲
适安然以及时光飞逝之感，偏偏这文字又是极为清淡的，倒
是令那段生活带上了一层梦幻般的色彩。说是如此，却又道
尽了人世苦涩，以致在后几篇中平添慈悲情怀。如茶叶般在
沸水中起起伏伏，而清香丝缕时刻缠绕鼻间，扰人心醉。情
伤意适，山水陶然，对着桨声灯影，忍着醉意，叹一声人世
无常，再叹一声此生无悔。

当暮色浸染群山，层层密林中却有一声叹息，是豁然开朗，
是如释重负的轻快，是刻意和无意之间的一种不着痕迹，是
《浮生六记》未曾消散的笔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