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季羡林我的童年读后感 季羡林散文读后感
(模板10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如何才
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
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季羡林我的童年读后感篇一

读季老的散文就像和一位老人在聊天，不疾不徐，娓娓道来，
但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也不管是写人，还是摹景，都饱
含着浓浓的情意，印着作者本人深深的情思：有对祖国的眷
念，有对国际友人的关心，有对亲人的思念，有对花草树木
的喜爱……尤其是怀念母亲的两篇文章《一条老狗》和《官
庄扫墓》，读后让人不禁潸然泪下，那种“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孝而亲不在”的遗憾，令人肝肠寸断！季老先生不愧是
一代散文大家，他的文字明白晓畅，却又富有瑰丽的想象，
一山一水，一花一木，一草一石，都能勾起他无穷的想象，
他看着这些事物，仿佛世间一切都不存在了，他的思绪飘向
远方、远方……就像泰戈尔，每天早上面对太阳，能神游三
界。你看，《听雨》中他这样写道：“这声音时慢时急，时
高时低，时响时沉，时断时续，有时如金声玉振，有时如黄
钟大吕，有时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有时如红珊白瑚沉海里，
有时如弹素琴，有时如舞霹雳，有时如百鸟争鸣，有时如兔
落鹘起，我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心花怒放，风生笔底。死
文字仿佛活了起来，我也仿佛又溢满了青春活力。”“我坐
在这长宽不过几尺的阳台上，听到头顶上的.雨声，不禁神驰
千里，心旷神怡。在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有的方正有的歪斜
的麦田里，每一个叶片都仿佛张开了小嘴，尽情地吮吸着甜
甜的雨滴，有如天降甘露，本来有点黄萎的，现在变青了。
本来是青的，现在更青了。宇宙间凭空添了一片温馨，一片
祥和。”



季老先生学贯中西，所以他的散文涉及的事物多，范围广，
文中引经据典之处也颇多，所以需要慢慢地咀嚼，细细地品
味，在咀嚼品味中产生画面感来。如《西双版纳礼赞》中写
道：“你看那参天的古树，它从群树丛中伸出了脑袋，孤高
挺直，耸然而起，仿佛想一直长到天上，把天空戳上一个窟
窿。大叶子的蔓藤爬在树干上，伸着肥大浓绿的胳臂，树多
高，它就爬多高，一直爬到白云里去。一些像兰草一样的草
本植物，就生长在大树的枝干上，骄傲地在空中繁荣滋长。
大榕树劲头更大，一棵树就能繁衍成一片树林。粗大的枝干
上长出了一条条的腿；只要有机会踏到地面上，它立刻就深
深地牢牢地钻进去，仿佛想把大地钻透，任凭风多大，也休
想动摇它丝毫。芭蕉的叶子大得惊人，一片叶子好像就能搭
一个天棚，影子铺到地上，浓黑一团。”读着这样的文字，
我脑中立刻就浮现出在新马看到的那种树枝上长草的大树、
南方看到的大榕树，当时也无比惊讶于他们的奇特，却无法
用语言来描述，只好用相机记录下来，刻印在脑海里。而今
季老先生用他的文字又把我带回到那些奇特的植物面前。

季老的散文不像小说那样有扣人心弦的情节，吸引人一口气
读完。读季老的散文适合午后坐在藤椅上，捧一杯清茶；或
晚上斜倚床头，伴一盏清灯。读季老的散文，能让人心静下
来、净起来，让人的生活节奏慢下来、再慢下来，让人远离
尘嚣、远离浮躁，进入一个清新淡雅的世界。

季羡林我的童年读后感篇二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
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他精通12
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
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
东省临清市康庄镇。又是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
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
文、巴利文专家，作家。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
多。



季羡林6岁离开父母，跟叔父到济南读书。从私塾、一师附小
到新育小学，因为认识“骡”字而直接读高校12岁考入正谊
中学。15岁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山东大学的校长是前清
状元、当时的教育厅长王寿彭。季羡林因第一学年连续获得
两个甲等第一名，得到了校长奖励的两件墨宝，“从此才有
意识地努力学习”。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得到国文老
师、著名作家胡也频、董秋芳等人亲切教诲和鼓励。这里学
习的一年，是他一生中一个重要的阶段。“我之所以五六十
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
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可见，好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力是不可估量的。教育事业是天
底下最阳光的造福工程，人民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老
师肩负着创造人类未来的历史使命。为人师表率先垂范是老
师共有的美德，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老师能够几十年如一日不但为人师表，还为学生以后的道路
铺满阳光的红地毯，就更值得可敬可亲了。

季先生一生对亲人和朋友都是十分真诚的。他多次提到自己
的母亲，他在自述中说到“母亲的娘家姓赵，门当户对，她
家穷得同我们家差不多，否则也决不会结亲。她家里饭都吃
不上，哪里有钱、有闲上学。所以我母亲一个字也不识，活
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她家是在另一个庄上，离我们
庄五里路，这个五里路就是我母亲毕生所走的最长的距
离。”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来，她好像是一辈
子都没有笑过。家境贫困，儿子远离，她受尽了苦难，笑容
从何而来呢？有一次我回家听对面的宁大婶子告诉我
说：“你娘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
不会放他走的！”简短的一句话里面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悲
伤啊！母亲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远方，盼望自己的儿
子回来啊！然而这个儿子却始终没有归去，一直到母亲离开
这个世界。母亲去世时却不在身边是季羡林心中永远的痛。
季老在晚年每当谈到母亲就会泪流满面。



季老文章里最大的特点是朴实，看他的散文就如同与一位熟
悉的老朋友侃侃而谈。你不会有生疏难懂的感觉，而且文字
又不失优美。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我想季老的文风与其
他人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朴素了。这样的文风不知是否与
他的出生与人品有关呢？我认为是有关联的，另外留学德
国10年也是有一定关系的。日尔曼民族就是一个很朴实讲究
规矩的民族，10年也许会在他身上有一定影响。

文化老人季羡林先生20xx年7月11日逝世了，享年98岁。如此
高龄去世，在过去被看作“喜丧”。老人一生历经沧桑，有
起有落，忧患过，也欢喜过，走时终究福寿全归、功德圆满。

季羡林先生走了，他也带走了的一段让人唏嘘感慨的历史。
他漫长的一生经历过清末、民—国和共和国几个完全不同的
时代。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他仍笔耕不辍，思想常新，保持
着良知与清醒，成为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对于这
个时代来说，相信大多数人看到他逝去的消息时，都会感到
他音容宛在。那个可爱的老人形象，在我们心中一定很久都
不会磨灭。

季羡林我的童年读后感篇三

季羡林的《听雨》清新质朴自然，读起来感觉很亲切，听雨
季羡林阅读感悟。

“听雨”这样一个简单的题目，作者却围绕着它写了雨声的
诗词，听雨时的心情，听到雨声时的联想。

研究学问的季老，听着阳台顶铁皮被雨打的声音，他感到很
舒服，从中他能听出金声玉振，他能听出黄钟大吕，他能听
出大珠小珠落玉盘。他还能听出雨如弹素琴，如舞霹雳，如
百鸟争鸣，如兔落鹘起，他听得心花怒放。

听雨他想到了林妹妹喜欢李义山的“留得残荷听雨声”，他



想到了朋友的诗句，还想到了蒋捷的《虞美人》“少年听雨
歌楼上。”

季羡林感慨一番，才说出自己欣然听雨的原因，十年九旱的
北方春季太需要雨了。这一年春，天旱得邪行，季羡林天天
看天气预报，时时观察天上的云，连做梦看到了都是细雨蒙
蒙。现在雨下了，他如何能不高兴呢。

雨声是多种多样的，只有雅人才能听懂。听雨听出了一生。

“天义有意，听者有情。”读季老的散文，你不仅能感受到
他胸襟博大，达观睿智，还能学到“谦虚”这弥足珍贵的品
质。记得《听雨》中季老时不时称自己为俗人，一个学贯中
西的东方学大师称自己为俗人其谦逊由此可见。这不免令我
想起“感动中国”颁发给季老奖项时，他反复念叨着“不敢
当”，那种季老独有的'谦虚令我感动不已。

季羡林的书就像一面镜子，当你面对它时，总会发现自己情
操上的不足，但当你虚心求教时，镜的那一头季老也总会循
循善诱地向你传授人生之道。

季羡林我的童年读后感篇四

季羡林大师是享誉中外的著名学者，他知识渊博、品德高尚，
季先生的人品和才华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留得十年寒窗苦，牛棚
杂忆密辛多。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
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缅怀季老之时，人
们不禁会想起这段2006“感动中国”给先生的颁奖词。确实，
这几句话，先生足以担当。

回顾季老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片段:他是农民的儿子，
小时候家中没有一本书;他幼时离家，从贫困山村远赴济南，



投奔叔父;叔父决定供他上学，他的命运出现了第一个转折;
他曾因为讨厌读书而离开学校，后为了校长的一幅字而重返
课堂;他同时考取了清华和北大，艰难选择之后在清华度过了
最难忘的大学时光，而余生却都站在北大的课堂上教书授课;
家庭给了他一个包办的婚姻，十二年与妻子分隔两地，却终
能相濡以沫共度一生，他受过牛棚的炼狱之苦，走出之后依
然笑容满面;一生醉心于学术研究，使他成为著名的学者、大
师。

如今，我们敬仰、缅怀季羡林先生，不仅因为他学贯中西，
博古通今，桃李满天下、享誉海内外，更因他精神的感召，
道德的力量。透过他生前留下的一本本著作，一篇篇文章，
我们仿佛能看到一颗纯真的赤子之心，澄澈如水。

世人皆知季老是著名的学者、教授，其涉足领域之广世间罕
见且都卓有建树，令人惊叹。然而他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
就，靠的不是聪明，而是锲而不舍，孜孜不倦的精神。惜时
如金，以勤补拙，是他的成功秘诀。我们总记得，季老常一
身中山装，几十年朴素如一老农，连他自己都笑称自己为一名
“土包子”。然而，正是这位从田间走出来的农民的儿子，
却成为了闻名遐迩、世人敬仰的学术宗师。农民一样质朴的
季羡林，也像老农一样遵守着时间规律，只为了能在收获时
节多有所得。几十年来，每天凌晨四点，季老便准时开始工
作。不论刮风、下雨、天晴、天阴，几十年来，他从来都是
如此。几十年如一日，认真得让人无法置信。

学生们回忆说“季老惜时如金，即使走路，也做到了路不空
行，行必有思，思必有得”。即使坐在飞机上，他也充分利
用，不空坐耗时，有些文章就是在飞机上写的。到国外参加
国际会议，散会后回到宾馆，也是坚持看书学习。即便在住
院期间，也是如此。例如打点滴时，他进行构思，打腹稿，
待拔针之后则写在稿纸上。《病榻杂记》中的很多文章就是
这样写出的。



时间流逝易把旧人抛，时光易逝的残酷难免令人不安。人到
了老年，对光阴的流逝更加敏感。季老写的文章，一旦涉及
到时间，便感慨不已，是感叹，是珍惜，亦是留恋。时间的
紧迫让季老不顾年事已高而努力工作，以至于有年轻人善意
的提醒他不要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要注意身体。而季老却回
答，他并没有忘记年龄，只不过不想浪费一丁点时间。正是
由于对一分一秒的时间的珍惜，季老才在过往的岁月中取得
了骄人的成绩。

季羡林我的童年读后感篇五

一位年轻的大学生读了我写的回忆录《行走的陨石》，说我
的文章感情很真挚，有季老的影子，并且向我推荐了季老的
《一条老狗》和《黄昏》两篇文章，他的话让我汗颜得有些
不知所措，季羡林———这位我心目中高不可攀的国学泰斗，
我们的差距何止天壤之别，怎么敢和他老人家相提并论啊，
于是，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迫不及待的到网上去搜寻这两篇
文章，想看看大学生何出此言......

先看了《一条老狗》。读第一遍的时候，不听话的眼泪一直
在遮挡我的视线，只能说是囫囵的看了一遍；平静了少许，
我又开始看第二遍，虽然情绪好了一些，可眼泪还是止不住；
当我拜读第三遍的时候，已经理智了许多，你别说我还真的
感到了我的文章有季老的影子，道不是说我的写作水平和文
学造诣可以和季老同日而语，而是那颗拳拳的孝子之心，以
及对亡母的思念让我感同身受，同为人子，对自己生身老娘
的那份眷恋之情，是越磨越深，挥之不去的，人啊，无论尊
卑贵贱，母子连心的感觉是相同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平民如此，大师亦如此。

我终于明白了，那位年轻的大学生说的话：“你的文章里有
季老的影子”。是啊，怎么会没有呢......

一位才高八斗，硕果累累的耄耋老人，在垂暮之年仍不忘少



小离家，母子惜别的点点滴滴，道出了一个儿子，不能与母
亲朝夕相伴，床前尽孝的无奈与悔恨，我知道，这一定是季
老痛了七十多年的一道硬伤，相比而言，我比季老幸福得多，
父亲去世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场，虽然当时我只有12岁，
但是我有幸亲自给父亲擦洗身体，给父亲穿衣服，拉着父亲
的手，把他送到太平间。母亲去世时我已经四十开外，见证
了母亲去世的全过程，所以我比季老幸运，我的童年虽苦却
是在母亲的羽翼下度过的，物资的富足是无法与母爱相比的。
然而，无论多大年纪，母亲的过世都是无法抗拒的痛苦，儿
子思念母亲的感觉是不会有两个样子的。

季老没有只谈自己对母亲的思念，他极力的想象着，母亲在
想念孩子中熬过的`每一个夜晚，设想着母亲是怎样的清贫与
孤独。关于那条老狗，季老着墨并不多，但赋予了老狗忠诚，
坚守，诚信。老狗的不离不弃，其实是季老最想做到的。

“我从来不信什么轮回转生；但是，我现在宁愿信上一次。
我已经九十岁了，来日苦短了。等到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后，
我会在天上或者地下什么地方与母亲相会，趴在她脚下的仍
然是这一条老狗。”这是季老的原文，我反复的拜读，细心
的品味，这是季老的心愿，也是我的心声，能够趴在母亲的
脚下，做一条忠于母亲的老狗，与母亲朝夕相伴是每一个做
儿子的福气，愿这一切不仅仅是梦......

季羡林我的童年读后感篇六

对于季羡林先生，我一直是十分敬仰的。近日，读了《季羡
林散文》，对他又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季老一生，真可谓是历经坎坷了。生于满目疮痍的旧中国，
长于战火纷飞的人世间，而唯一有希望能显得美好些所谓的
留学生涯，也因法西斯的炮火充塞着二战的硝烟。辗转回国，
也没有过几年安生日子便遭遇了文革。晚年的许多时光，却
也只能在病榻上熬过。所幸，人生的苦难往往与成就成正比。



季羡林先生是深受北大师生爱戴的一代宗师，又是享誉中外
的语言学家、翻译家、佛学家，还是别具一格的散文家，像
季先生这样学识博大精深，被称为中国学界的“人间国宝”
的人物，却十分亲切自然。其实人的.伟大，更多时候不完全
是源于事业上的成就，而是人格上的高山仰止。

这位慈爱长寿的老人，将那数年的心酸甜蜜，以那最优雅的
散文创作，或抒情，或状景，或言志，或怀人，动之以情地
表现他内心深处的天地。那平淡无味的黑字，略带俏皮的言
语，真真切切的情感，无不充斥着我的内心，这大概便是季
羡林的文章吸引人的地方吧。

《留德十年》的灰暗岁月听他一一道来娓娓动听，《牛棚杂
忆》将莫大的愤懑写得似乎不值一提。并不圆满的人生轨迹，
在季老看来不过是宇宙间的沧海一粟，尤其是在一个常人已
无法企及的年龄上。荷花是季老的爱恋所在，《清塘荷韵》
是季先生于1998年荣获全国好新闻一等奖的得意之作，写出
了荷之生命令人振奋不已，读这篇文章，眼前总浮现出一池
亭亭玉立，生命力极强的荷花和一位身穿蓝色中山装的老人，
慈祥的双目谦和地微笑着，睿智博学的头顶飘动着银丝，漫
步在曲径通幽，荷花盛放的荷塘之畔……《神奇的丝瓜》处
处透着童真，俨然一个懵懂孩子对新鲜世界的憧憬之作。心
中有佛，才能看到佛；心中有美，才能发现美；也只有纯洁
的灵魂所支配的躯体，才能写下这样一份纯真。《九十述怀》
步趋期颐之年尚笔耕散文不辍，寄托着无限的生命情绪，表
达了他对世事人生的深情。

细细阅读，可略见其创作的思想、生活、情感世界的历史变
迁，显示“世纪老人”的风范，表现其高尚的精神世界。季
老身处校园，却情系世界。他的社会活动，足迹遍世界。他在
《九十述怀》中写道：“如果把我的足迹画成一条长线的话，
这条长线能绕地球几周。”既住过总统府之类的豪华宾馆，
又住过“牛棚”，基于丰富的阅历，智慧老人散文中的许多
内容，丝丝淡泊中放出智慧的光芒。对于后来人，这是最好



的，最活的历史，季先生的散文是反映时代风云的镜子，也
是抒发人们心声的画卷。读着它，能亲近领悟到老人的人生
感悟和处世风格，更敬佩他那“爬格子不知老已至，名利于
我如浮云”的精神世界。季先生的散文，是他在一生的拼搏
中，从心灵里流出的潺潺清泉，字里行间饱含着真实情感，
在朴实文笔中蕴含着优美。

就是这样一位长者，有一天竟离我们而去了。但是，他带给
人们的感动，是润物细无声的，正如高雅的音乐对人们的影
响是潜移默化的。我静静地翻阅着这本《季羡林散文》，如
水一样清澈。

季羡林我的童年读后感篇七

死亡是我们人类以及动植物都避免不了的。死亡我们不能改
变，但我们可以改变人生，在有限的生命里，创造出无限的
价值。季羡林写的《老猫》就讲述了这个道理。我们先看看
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吧！

季羡林先生养了一只叫虎子的普通猫和两只波斯猫。这两只
波斯猫与虎子非亲非故，但虎子还是把他们当自己的儿女对
待。这两只波斯猫中，其中一只叫咪咪。咪咪临死前的时候，
去了一个神秘的地方。因为大部分的猫都会这样做，他们不
想让主人看见自己的尸体，不想让主人因为失去自己而痛苦。

读完这篇文章，我才知道猫也是一种很有灵性的动物。也难
怪季羡林先生都把这三只猫当成家庭的一份子啦。从虎子和
咪咪的身上，我也能学到很多东西。咪咪为了不让季羡林先
生伤心，而在临死前就去了一个他找不到的地方，把欢乐永
远流了下来，它死而无憾。

季羡林先生生前为文学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而他到了晚年
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工作，还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中国的文
学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即使现在他已离开了我们，但我们永



远都敬佩他，可以说他一生无悔。

人总是避免不了死亡，既然无法改变，那我们能改变的是人
生价值。要知道，只有发挥自己的特长，并为之努力奋斗，
才能使自己有价值，不要使自己留有遗憾。

季羡林我的童年读后感篇八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事物，我们经常看到，所以熟视无睹，而
就因为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忽略。如果我们换一种看法去看
待这个事物，不去忽略它，你就会有新的发现。季羡林先生
写的《槐花》正如此。

槐花在北方经常见，“我”虽然也陶醉于它的香气中，但却
从来没有认真注意过这种树——因为已经看惯了。“我”的
一位印度朋友来参观北大校园时，由“我”带他参观。当他
见到槐树，问道槐花的香味时，他很吃惊，赞美槐树的美。
而这位印度朋友的话使“我”忽然懂得：自己从来没有认真
注意过槐树。之后，“我”改变了对熟悉的人和事物一贯的
看法。

我们也经常忽略自己身边普通的、熟悉的、习以为常的事物。
就像水，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用水时尤其在用“公家”的水
时经常把水龙头开得很大，而且用完水时水龙头有时都拧得
不紧仍在滴水，但是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不以为然。但我
们换个角度看这件事，假如有一天，水没有了该怎么办？书
上说过，只要人七天不喝水就会死去。现在水资源已经慢慢
枯竭了，我们应该节约用水。

季羡林我的童年读后感篇九

读了《季羡林散文精选》感悟颇深。做生命的强者，需要刻
苦，需要奋斗，需要能人所不能，及人所不及。杨阳，冬奥
会单滑冠军，哭过5次，第一次哭使母亲变卖家产为她买了冰



刀、冰鞋;第二次哭是因为父亲逝世;第三次是她获得全国滑
雪冠军后回家帮母亲卖票，寒春里母女相拥而泣;第四次哭是
因为训练摔成了轻微脑震荡，望着妹妹潸然泪下;第五次是站
在领奖台上，望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热泪盈眶。杨阳，用
其不懈的努力和坚强的精神筑成一尊不朽的.雕像，成为屹立
在国人心中的强者。

强者，固然令人敬仰!但是我们不需始终仰视他们。哲人
说:“你的态度决定你的高度!”当我们试着去平视这些人，
试着跟他们靠近，试着参照他们来找准距离，来反省自己，
修炼自己，我们已在向强者迈进。

我们的生命是用来珍惜的，是用来热爱的，千万不要因为一
点微小的困难就放弃自己。做生活的强者，使自己的生命绽
放出最美丽的光彩。面对滚滚长江起誓:我要做生命的强者!

季羡林我的童年读后感篇十

季羡林的黄昏主要写了什么内容呢?寄托了作者怎样的情感?

黄昏

季羡林

早晨，当残梦从枕边飞去的时候，他们醒转来，开始去走一
天的路。他们走着，走着，走到正午，路陡然转了下去。仿
佛只一溜，就溜到一天的末尾，当他们看到远处弥漫着白茫
茫的烟，树梢上淡淡涂上了一层金黄色，一群群的暮鸦驮着
日色飞回来的时候，仿佛有什么东西轻轻地压在他们的心头。
他们知道：夜来了。他们渴黄昏望着静息;渴望着梦的来临。
不久，薄冥的夜色糊了他们的眼，也糊了他们的心。他们在
低隘的小屋里忙乱着，把黄昏关在门外，倘若有人问：你看
到黄昏了没有?黄昏真美啊，他们却茫然了。



他们怎能不茫然呢?当他们再从崖里探出头来寻找黄昏的时候，
黄昏早随了白茫茫的烟的消失，树梢上金色的消失，鸦背上
日色的消失而消失了。只剩下朦胧的夜。这黄昏，像一个春
宵的轻梦，不知在什么时候漫了来，在他们心上一掠，又不
知在什么时候去了。

然而，蜕化出来了，却又扩散开去。漫过了大平原，大草原，
留下了一层阴影;漫过了大森林，留下了一片阴郁的黑暗，漫
过了小溪，把深灰色的暮色溶入淙的水声里，水面在阒静里
透着微明;漫过了山顶，留给它们星的光和月的光;漫过了小
村，留下了苍茫的暮烟……给每个墙角扯下了一片，给每个
蜘蛛网网住了一把。以后，又漫过了寂寞的沙漠，来到我们
的国土里。

我能想象：倘若我迎着黄昏站在沙漠里，我一定能看着黄昏
从辽远的天边上跑了来，像—一像什么呢?是不是应当像一阵
灰蒙的白雾?或者像一片扩散的云影?跑了来，仍然只是留下
一片阴影，又跑了去，来到我们的国土里，随了弥漫在远处
的白茫茫的烟，随了树梢上的淡淡的金黄色，也随了暮鸦背
上的日色，轻轻地落在人们的心头，又被人们关在门外了。

但是，在门外，它却不管人们关心不关心，寂寞地，冷落地，
替他们安排好了一个幻变的又充满了诗意的童话般的世界，
朦胧微明，正像反射在镜子里的影子，它给一切东西涂上银
灰的梦的色彩。牛乳色的空气仿佛真牛乳似的凝结起来。但
似乎又在软软地粘粘地浓浓地流动里。它带来了阒静，你
听：—切静静的，像下着大雪的中夜。但是死寂么?却并不，
再比现在沉默一点，也会变成坟墓般地死寂。仿佛一点也不
多，一点也不少，幽美的轻适的阒静软软地粘粘地浓浓地压
在人们的心头，灰的天空象—张薄幕;树木，房屋，烟纹，云
缕，都像一张张的剪影，静静地贴在这幕上。

这里，那里，点缀着晚霞的紫曛和小星的冷光。黄昏真像一
首诗，一支歌，一篇童话;像一片月明楼上传来的悠扬的笛声，



一声缭绕在长空里壳唳的鹤鸣;像陈了几十年的绍酒;像一切
美到说不出来的东西。说不出来，只能去看;看之不足，只能
意会;意会之不足，只能赞叹。——然而却终于给人们关在门
外了。

但是寂寞也延长不多久。黄昏仍然要走的。李商隐的诗
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诗人不正慨叹黄昏的不
能久留吗?它也真地不能久留，一瞬眼，这黄昏，像一个轻梦，
只在人们心上一掠，留下黑暗的夜，带着它的寂寞走了。

走了，真地走了。现在再让我问：黄昏走到哪里去了呢?这我
不比知道它从哪里来的更清楚。我也不能抓住黄昏的尾巴，
问它到底。但是，推想起来，从北方来的应该到南方去的'罢。
谁说不是到南方去的呢?我看到它怎样走的了。——漫过了南
墙;漫过了南边那座小山，那片树林;漫过了美丽的南国。一
直到辽旷的非洲。

然而，在这里，黄昏仍然要走的。再走到哪里去呢?这却真地
没人知道了。——随了淡白的疏稀的冷月的清光爬上暗沉沉
的天空里去么?随了瞅着眼的小星爬上了天河么?压在蝙蝠的
翅膀上钻进了屋檐么?随了西天的晕红消溶在远山的后面么?
这又有谁能明白地知道呢?我们知道的，只是：它走了，带了
它的寂寞和美丽走了，像一丝微，像一个春宵的轻梦。

走了。——现在，现在我再有什么可问呢?等候明天么?明天
来了，又明天，又明天。当人们看到远处弥漫着白茫茫的烟，
树梢上淡淡涂上了一层金黄色，一群群的暮鸦驮着日色飞回
来的时候，又仿佛有什么东西压在他们的心头，他们又渴望
着梦的来临。把门关上了。关在内外的仍然是黄昏，当他们
再伸头出来找的时候，黄昏早已走了。从北冰洋跑了来，一
过路，到非洲森林里去了。再到，再到哪里，谁知道呢?然而，
夜来了：漫漫的漆黑的夜，闪着星光和月光的夜，浮动着暗
香的夜……只是夜，长长的夜，夜永远也不完，黄昏呢?——
黄昏永远不存在在人们的心里的。只一掠，走了，像一个春



宵的轻梦。

鉴赏：

黄昏是一个时间概念，是白天与黑夜的过渡，是黑暗的序幕、
漫漫长夜的起点。但在季先生的笔下，黄昏却是神秘的，是
平凡无奇的，“只要人们能多活下去一天，在这一天的末尾，
他们便有个黄昏。”黄昏天天与人们打着交道;然而，它却是
十分美丽迷人的：“黄昏真像一首诗，一支歌，一篇童
话;……像一切美到说不出来的东西，说不出来，只能去看;
看之不足，只能意会;意会之不足，只能赞叹。——然而却终
于给人们关在门外了。”可叹人们为何不能发现它的美呢?我
们不就正好是将美丽的黄昏关在门外的那些人吗?黄昏天天与
自己擦肩而过，却无法发现它的美丽之所在。还是罗丹说得
好：“生活并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生活
中人们为何总是缺少这双发现美的眼睛呢?也许这正是作家区
别于一般人的地方吧!

“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借
用王国维的话来形容季先生的散文是再恰当不过了，阅世浅，
性情真也许是季老散文动人心灵的原因之所在。初读《黄
昏》，你会觉得文章与其他写黄昏的散文无别样之感;但细细
品读，你会发现，其实它极具条理性。文章按逻辑顺序行文，
衔接流畅，一气呵成，读者在读后便有一种说不出的熨贴之
感。文章开篇用“有几个人觉到黄昏的存在呢?”的问句引出
话题;通过第3，8段的自然过渡和衔接，一卷黄昏来去图便悄
然展示在读者面前;最后一段再次理清文章的线索，认真读完
这一段，你便会对文章结构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而产生意
犹未尽的感觉。这真所谓“形散而神不散”之典范也。

文章着重描写了黄昏来和去的情形。作者发展了他超凡的想
象，运用纷繁的景象编织了一幅疏密有致，清幽寂静的黄昏
图，类似于意识流的写作手法;因此，我们沿着作者思维的轨
迹，遨游在瑰丽想象的海洋，感受其语言的馨香，有一种无



法言表的愉悦感。我同意有人的评价，说季先生老年的散文
是以大朴无华为其追求的，但是并不意味着季先生不会华彩
铺陈。他的早期散文，描写风物，其色彩之浓艳，章句之炜
华，几乎令人怀疑他就是印象派大师莫奈之流，以《黄昏》
一篇为其代表;如果用“笛之悠扬、鹤之嘹唳、酒之醇芳”，
都无法描述季先生对黄昏的感受，这是一曲精彩的《黄昏
颂》，或许只有斯特劳斯的音乐可以和它比美。对于文章的
写作手法我不想多说，大家都知道文章运用了比喻，通感，
顶真等多种手法将黄昏描写的生动而逼真。

文章中多次出现“白茫茫的烟，树梢上淡淡涂了一层金黄色，
一群群的暮鸦驮着的日色”这些意象在生活中是很常见的，
作者正是想要用这些生活中常见的意象来唤起读者心理的共
鸣，事实上，他做到了。而“夜来了，慢慢的漆黑的夜，闪
着星光和日光的夜，流动着暗香的夜——只是夜，长长的夜，
夜永远也不完，黄昏呢?——黄昏永远不存在人们的心里的。
只一掠，走了，像一个春宵的轻梦。”这段黑夜与黄昏的对
比，你是否意识到作者分析的精辟呢?文中还有许多类似的地
方，你不妨拈来几处自己细细地品味品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