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琦君散文读后感(实用8篇)
奋斗是一种追求幸福的态度，它让我们用汗水书写人生的精
彩。奋斗过程中应该如何培养自己的自律和毅力？接下来是
一些奋斗过程中的困难和挑战，也列举了一些应对的方法和
经验。

琦君散文读后感篇一

1、惜花须自爱，休只为花疼。

2、雨洗过的青山，就像泪洗过的良心。

3、玫瑰花辨上颤抖的露珠是天使的眼泪吗？

4、树无情，才能长青。人无情，乃得白头偕老。

5、人世间多少事不能如我们的心愿，人是多么渺小无能啊！

6、异乡客地，越是没有年节的气氛，越是怀念旧时代的年节
情景。

7、若无烦恼便无禅，望你以微笑之智慧，化烦恼为菩提，以
磨刮出心性之光辉。

9、孩子小的时候踩在你的脚尖上，长大了踩在你的心尖上，
如果哪天心尖都不感到疼时，就可以瞑目了。

10、《小妇人》中，马区夫人对女儿们说的两句话：“眼因
流多泪水而愈益清明，心因饱经忧患而愈益温厚。”

11、像花草树木一样，谁能没有一个根呢？我若能忘掉故乡，
忘掉亲友，忘掉童年，我宁愿搁下笔，此生永不再写。



12、如果我一直不长大，就可以永远沉浸在雨的观乐中。然
而谁能不长大呢？到杭州念中学了，下雨天，我有一股凄凉
寂寞之感。

13、一早通完电话，整天神清气爽。忽然想到我像只有破洞
的皮球，有人给打点气，还能鼓起一下球样。但不久又成了
不像样的没气“球皮”。

14、人生各在烦恼中过活，但必须极肯定人生，乃能承受一
切幻灭转变，不为所动，随时赋予环境以新意义，新追求，
超脱命运，不为命运所玩侮。

15、白色的槐花开在年年的春荒时节，槐花一开，我们便用
带钩儿的长竹蒿摘下成串的槐花，然后和上红薯面蒸着吃，
有一种略带苦涩而又清甜的味道。

16、他说圣经上说的：“快乐微笑的时候，只牵动面部筋肉
十三条，忧愁皱眉的时候，却要牵动筋肉六十五条，为什么
不快快乐乐地笑呢？笑才不容易老啊。”

17、我把手指头套在破窟窿里，转来转去，想穿根线缝一下
却提不起兴致。这叫毛衣实在太旧，式样也太老了——又长
又大地挂在身上，看去年纪都要老上十岁。

18、读书、交朋友、游山玩水三者应融为一体，才是完整的
人生。所谓人生哲学当在日常生活中去体会寻求，不要为空
洞的理论所困扰。三更有梦书当枕，千里怀人月在峰。

20、所谓慧眼，也非天赋，而是由于阅读经验的累积。分辨
何者是不可不读之书，何者是可供浏览之书，何者是糟粕，
弃之可也。如此则可以集中心力，吸取真正名著的真知灼见，
拓展胸襟，培养气质，使自己成为一个快乐的读书人。

21、留予他年说梦痕，一花一木耐温存。人生固然短暂，而



生活却是壮美的。生涯中的一花一木，一喜一悲都当以温存
之心，细细体会。哪怕当时是痛苦与烦恼，而过后思量，将
可以化痛苦为信念，转烦恼为菩提。使你有更多的智慧与勇
气，面对现实。

22、多少个夏天在幻想中远去，不再回来。而所有美丽的梦
想，还留在我的心底，像满天的星星，像飞舞的萤灯，像落
在夏天池塘里的翠绿的雨花。我怀念你轻轻荡漾的金色的水
波，怀念你静静的天空和白色的倒影，怀念你四野飘来的故
乡的泥土和植物的'芬芳啊。

23、不知为甚么，爸爸忽然有一天不再去司令部办公，妈妈
说他辞职了，而且要带哥哥去北京，命妈妈带我再回家乡。
爸爸令出如山，我们活生生一对兄妹，又要被拆散了。这次
我闷闷地坐在火车上，再也没心思看窗外的风景，也没心思
吃蛋炒饭，喝柠檬红茶了，没有哥哥同我在一起，甚么都不
好玩了。我心中怨恼爸爸，又想念哥哥。

24、几年后，年迈的双亲，都相继去世了，暗淡的人间，茫
茫的世路，就只丢下我踽踽独行。如今我又打开这修补过的
小锁，抚摸着里面一件年的宝物，贴补烂泥兵脚的美丽花纸，
已减退了往日的光彩，小信封上的铅笔字，也已逐渐模糊得
不能辨认了。可是我痛悼哥哥与幼弟的心，却是与日俱增，
因为这些暗淡的事物，正告诉我他们离开我是一天比一天更
远了。

25、五月黄梅天，到处粘糊糊的，母亲走进走出地抱怨，父
亲却端著宜兴茶壶，坐在廊下赏雨。院子里各种花木，经雨
一淋，新绿的枝子顽皮地张开翅膀，托著娇艳的花朵，父亲
用旱烟袋点著它们告诉我这是丁香花，那是一丈红。大理花
与剑兰抢著开，木犀花散布著淡淡的幽香。牆边那株高大的
玉兰花开了满树，下雨天谢得快，我得赶紧爬上去採，採了
满篮子送左右邻居。玉兰树叶上的水珠都是香的。



26、小时候，我对无论甚么花，都不懂得欣赏。尽管父亲指
指点点地告诉我，这是凌霄花，这是叮咚花、这是木碧
花……我除了记些名称外，最喜欢的还是桂花。桂花树不像
梅花那么有姿态，笨笨拙拙的，不开花时，只是满树茂密的
叶子，开花季节也得仔细地从绿叶丛里找细花，它不与繁花
斗艳。可是桂花的香气味，真是迷人。迷人的原因，是它不
但可以闻，还可以吃。“吃花”在诗人看来是多么俗气？但
我宁可俗，就是爱桂花。

27、身为中国人，若因懒于作书，而放弃了这分最温暖的享
受，实在太可惜了。尽管在此忙碌快节奏的工商业社会中，
有电话录音可以代替笔，可是笔墨文字所传递的灵犀一点，
意味情趣与“闻其声如见其人”的电化工具究竟不同。古人说
“书信是千里面目”，并不一定指书中文笔之美、书法之工，
也是指的那份亲切感。不然的话，为什么旧时代的人写信，
一开头都要说“如握”“如晤”，“奉书快如觌面”呢？自
从来到欧洲，和朋友亲人都离得那么远，万里来鸿，更是珍
贵。

29、古书读来有的铿锵有味，有的拗口又严肃，字既认多了，
就想看小说。小说是老师不许看的“闲书”，当然只能偷着
看。偷看小说的滋味，不用说比读正经书好千万倍。我就把
书橱中所有的小说，一部部偷出来，躲在远离正屋的谷仓后
面去看。此处人迹罕到，又有阳光又有风。天气冷了，我发
现厢房楼上走马廊的一角更隐蔽。阿荣伯为我用旧木板就墙
角隔出一间小屋，屋内一桌一椅。小屋三面木板，一面临栏
杆，坐在里面，可以放眼看蓝天白云，绿野平畴。晚上点上
菜油灯，看《西游记》入迷时忘了睡觉。母亲怕我眼睛受损，
我说栏杆外碧绿稻田，比坐在书房里面对墙壁熏炉烟好多了。
我没有变成四眼田鸡，就幸得有此绿色调剂。

30、“摇桂花”对于我是件大事，所以老是盯着母亲
问：“妈，怎么还不摇桂花嘛？”母亲说：“还早呢，没开
足，摇不下来的。”可是母亲一看天空阴云密布，云脚长毛，



就知道要“做风水”了，赶紧吩咐长工提前“摇桂花”，这
下，我可乐了。帮着在桂花树下铺篾簟，帮着抱住桂花树使
劲地摇，桂花纷纷落下来，落得我们满头满身，我就
喊：“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啊。”母亲洗净双手，撮一
撮桂花放在水晶盘中，送到佛堂供佛。父亲点上檀香，炉烟
袅袅，两种香混和在一起，佛堂就像神仙世界。于是父亲诗
兴发了，实时口占一绝：“细细香风淡淡烟，竞收桂子庆丰
年。儿童解得摇花乐，花雨缤纷入梦甜。”诗虽不见得高明，
但在我心目中，父亲确实是才高八斗，出口成诗呢。

琦君散文读后感篇二

为什么我们留恋家乡?正是因为那从小就埋藏在我们心中、无
法割舍、无法忘怀的家乡的味道。这种味道很难察觉，但要
知道，这是一种烙印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难以磨灭的温情与
爱。

一杯醇香浓郁的春酒，蕴含着家乡与家人的温暖。

新年已至，最令“我”期待的便是这浓香的春酒。酒香和着
药香，将新年的祝福与憧憬全部灌下肚。这味道着实是
让“我”喜欢，以至于几次三番地偷酒喝。更有趣的是那喝
酒会。不仅有甘醇芳香的春酒，还有令人眼馋嘴更馋的十二
碟，越发令人喜爱。这年复一年的盛事，便是“我”最难忘
的——家乡的味道。

湖州的味道，是怎样的?

这是一种说不出的鲜香。“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
肥。”湖州位于南太湖，地理位置优越，淡水鱼类资源丰富，
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太湖三白——银鱼、白鱼、白虾
味道鲜美，百鱼宴更是中国菜肴一绝。这太湖三百自然就成
为了湖州本地的特产与特色。



春雨无声落下，打在苍翠的绿竹上，打在鲜嫩的笋尖上。安
吉是著名的“中国竹乡”，毛竹的蓄积量和商品竹均名列全
国第一，这一美名可是当之无愧。每当一场春雨过后，湖州
人最期待的便是埋藏在春泥里的鲜嫩。笋可谓是在湖州春季
的餐桌上最常见的菜肴。安吉百笋宴已成为吴越美食文化中
绽开的一朵奇葩。

近代安吉籍著名书画大师吴昌硕，对家乡的竹笋念念不忘，
宴饮诗唱也叹吟出“客中虽有八珍尝，哪及山家野笋香”的
诗句。日常生活中，熏豆茶也是湖州民众必不可少的一种鲜
香美味。将青豆、芝麻、陈皮等原料用水泡制而成。清香可
口，咸淡适宜，风味独特，让人回味无穷。

家乡的味道，不仅是食的鲜美，更是家人的爱。正是因为这
份亲情，将我们的牵挂留在了这里。家乡的人与事，无一不
是我们牵挂的理由。我们爱家乡的味道，因为——这就是爱
的味道。

春酒琦君读后感600字篇二

《春酒》当作如此读，我们才能品味出其中的情感和趣味。
那逝去的一切是那么清晰而美好地在记忆深处招摇，撩惹起
我们多少或感伤或甜美的心绪呀。

优美的散文，常常是精巧构思的结果，琦君散文构思的特点，
是形散神不散。为使散文神凝，她很注意”文眼“的安设，
却又不露痕迹。具体到《春酒》一文，琦君就把许多有关的
片断汇集于”思乡“这个焦点上：农历新年里的种.种风俗与
禁忌，”我“一马当先地作为母亲的代表前往家家户户喝春
酒，乡亲之间互相”起会“置办”会酒“的融洽，”我“在
多年之后按母亲的办法”如法炮制“的”八宝酒“......这
一切都围绕着”家乡的味道“展开。文末那句从心底发出的
深深的感叹足以让所有的游子动心动容：”究竟不是道地家
乡味啊。



可是叫我到哪里去找真正的家醅呢?“这些内容使这篇散文凝
练、浓烈，并以它思想的光辉而使读者受到启迪。琦君的多
数散文，都以类似的清新文字和素淡笔调，将一个个短小的
故事、一件件普通的事物，舒徐自如地写出来，让读者得到
丰富的感受。

琦君写人的散文，都小说化了。她散文中的人物，个个生动
形象，形神毕肖。本文对母亲的描写尤其出色。事实上，琦
君最感人的几篇文章几乎都是写她母亲，可以说母亲是琦君
最重要的创作泉源。琦君笔下的母亲是一位相当典型的贤妻
良母，充满了”母心、佛心“，这位母亲，没有文化、俭朴
勤劳、灵性很强，她善良大度、充满美德、性格坚强。母亲
的谆谆教诲、关爱呵护、劳心劳力以及一言一行，都是琦君
写作的题材。有时，简单的几笔，人物就立起来了。例
如：”到了喝春酒时，就开出来请大家尝尝。“补气、健脾、
明目的哟!”母亲总是得意地说。她又转向我说：“但是你呀，
就只能舔一指甲缝，小孩子喝多了会流鼻血，太补了。”其
实我没等她说完，早已偷偷把手指头伸在杯子里好几回，已
经不知舔了多少个指甲缝的八宝酒了。"在这里，母亲的慈爱
温柔，孩子的活泼调皮，真是历历如在目前。

琦君的散文不雕琢，不粉饰，文笔如行云流水，舒放自然，
典雅隽永。她驾驭文字得心应手，善于营造隽永温馨的氛围。
琦君的文字是经过千锤百炼之后成就出的精粹与平和，她写
人物、抒情怀，就有了鲜明的宽厚从容和温柔蕴藉。

琦君认为：好的文章必须语语动人，字字珠玑。而要做到这
一步，必须做到：1.平易;2.净化;3.蕴藉;4.真挚。我们在
《春酒》一文中即可以看到这些特征。琦君善于使用抒情与
叙事并用的方式，在娓娓叙事的过程中让自己的感情自然流
淌;琦君描绘人物鲜明细腻，亲友、长工、母亲都在她的笔下
栩栩如生。尤其是母亲的宽容、善良、勤俭，在琦君温婉流
畅款款细叙的笔下，得到了极为传神的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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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君散文读后感篇三

居近湖滨归钓迟

我的家在旗下营一条闹中取静的街道上。街名花市路，后因
纪念宋教仁改名教仁街。这条路全长不及三公里，而被一条
浣纱溪隔为两段，溪的东边环境清幽。东西浣沙路两岸桃柳
缤纷，溪流清澈。过小溪行数百步便是湖滨公园。入夜灯火
辉煌，行人如织。先父卜居于此，就为了可以朝夕饱览湖光
山色之胜。他曾有两句咏寓所的诗：“门临花市占春早，居
近湖滨归钓迟。”父亲不谙钓鱼之术，却极爱钓鱼。春日的
傍晚，尤其是微雨天，他就带我打着伞，提着小木桶，走向
湖滨，雇一只小船，荡到湖边僻静之处，垂下钓线，然后点
起一支烟，慢慢儿喷着，望着水面微微牵动的浮沉子而笑。
他说钓鱼不是为了要获得鱼，只是享受那一份耐心等待中的
快乐。他仿着陶渊明的口吻说：“但识静中趣，何须鱼上钓。
”他曾随口吟了两句诗：“不钓浮名不约愁，轻风细内六桥
舟。”我马上接着打油道：“归来莫笑空空桶，洒满清樽月
满楼。”父亲拍手说“好”，我也就大大地得意起来。

夏夜，由断桥上了垂柳桃花相间的白公堤，缓步行去，就到
了平潮秋月。凭着栏杆，可以享受清凉的湖水湖风，可以远
眺西湖对岸的黄昏灯火市。临湖水阁中名贤的楹联墨迹，琳
琅满目。记得彭玉麟的一副是“凭栏看云影波光，最好是红
蓼花疏，白蘋秋老;把酒对琼楼玉宇，莫辜负天心月老，水面
风寒。”令人吟诵回环。白公堤的尽头即苏公堤，两堤成斜
斜的丁字形，把西湖隔成里外二湖。两条堤就似两条通向神
仙世界的长桥。唐朝的白居易和宋朝的苏东坡，两位大诗翁
为湖山留下如此美迹，真叫后人感谢不尽。外西湖平波似镜，
三潭印月成品字形的三座小宝，伸出水面。夜间在塔中点上
灯，灯光从圆洞中透出，映在水面。塔影波光，加上蓝天明
月的倒影，真不知这个世界有多少个月亮。李白如生时较晚，



赶上这种景象，也不至为水中捞月而覆舟了。

六月十八是荷花生日，湖上放起荷花灯，杭州人名之谓“落
夜湖”。这一晚，船价大涨，无论谁都乐于被巧笑倩兮的船娘
“刨”一次“黄瓜儿”。十八夜的月亮虽已不太圆，却显得
分外明亮。湖面上朵朵粉红色的荷花灯，随着摇荡的碧波，
飘浮在摇荡的风荷之间，红绿相间。把小小船儿摇进荷叶丛
中，头顶上绿云微动，清香的湖风轻柔地吹拂着面颊。耳中
听远处笙歌，抬眼望天空的淡月疏星。此时，你真不知道白
己是在天上还是人间。如果是无月无灯的夜晚，十里宽的湖
面，郁沉沉的，便有一片烟水苍茫之感。

圆荷滴露寄相思

荷花是如此高尚的一种花，宋朝周濂溪赞它出污泥而不染。
它的每一部分又都可以吃。有如一位隐士，有出尘的高格，
又有济世的胸怀。所以吃莲花也不可认为是煞风景的俗客，
而调冰雪藕，更是文人们暑天的韵事。新剥莲蓬，清香可门，
莲心可以泡茶，清心养目，莲梗可以作药。诗人还想拿藕丝
制衣服。有诗云：“自制藕丝衫子薄，为怜辛苦赦春蚕。”
如果真有藕丝衫，一定比现代的什么“龙”都柔软凉爽呢。
倒是荷衣确是隐者之服，词人说：“新着荷衣人未识，年年
江海客。”我想只要能泛小舟徜徉于荷花丛中，也就是远离
烦嚣的'隐士了。

写至此，我却想起了荷花中的一段故事：那一年仲夏，我陪
着从远道归来的姑丈，和见了他就一往情深的云，三人荡舟
湖上。从傍晚直至深夜，大家都默默地很少说话。小几上堆
了刚出水的红菱，还带着绿色茎叶，云为我们—一地剥着红
菱。她细白如兰的手指尖，与鲜嫩的红菱相映成趣。船儿在
圆圆的荷叶之间穿来穿去，波光荡漾中，云娇媚的面容有如
初绽的红莲。她摘下一片荷叶,漂在水面,水珠儿纷纷滚动在
碧绿的丝绒上。我伸手上捉时，它们就顽皮地从手指缝中溜
跑了。云说：“谁能捉住水珠呢?”姑丈说：“找们不就像这



些水珠吗?”她深湛的眼神注视了他半晌，低下头微喟一声，
没有再说什么。沉默的空气重重地压着我的心，想想他们这
一段无可奈何的爱，将如何了结呢?云捡起一片藕，双手折断，
藕丝牵得长长的。在细细的风中飘着。她凝视一问，把藕扔
在水中。藕丝是否还连着，我就看不清楚了，只看见云的眼
中满是泪水。

对岸五彩霓虹灯在闪烁，岸边的世界依旧繁华，我们的船却
飘得更远了。到了西泠桥边，冷清清的苏曼殊墓显得更寂寞。
这位“才如江海命如丝”的情僧，纵然面壁三年，又何曾斩
断情丝?是否他就不会吟“还君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
时”的诗了。那时，我还是一个单纯的高中学生，可是“人
间情是何物”，却已困惑了我，使我为旁人而苦恼。

桂花香里啜莲羹

中秋前后，满觉陇桂花盛开。在桂林中散步，脚下踩的是一
片黄金色的桂花，像地毯，软绵绵的，一定比西方极乐世界
的金沙铺地更舒适!浓郁的桂花香，格外亲切。我那时正读过
郁达夫的小说《迟桂花》，文人笔下的哀伤，也深深感染了
我。仿佛那可爱的女孩，正从桂花中冉冉而来。

桂花林中还产一种嫩栗，剥出来一粒粒都带桂花香。满觉陇
一路上都有小竹棚，专卖白莲藕粉票子羹。走累了，坐下来
喝一碗票子羹，顿觉精神饱满，齿颊留芬。母亲拿手的点心
是桂花枣泥糕，所以趁每回远足满觉陇，都要捧一大包撒落
的桂花回来，供她做糕。留一部分晒干和入雨前清茶中，更
是清香可口。

不知何故，桂花最引我乡愁。在台湾很少闻到桂花香，可是
乡愁却更浓重了。



琦君散文读后感篇四

琦君散文中包含着人情美以及乡土风情。读者读了她的散文
之后，有何感触?来看看本站小编精心为你整理琦君散文读后
感300字，希望你有所收获。

书，向来是我的最爱，而读琦君的散文集，我就像是游倦了
姹紫嫣红的花圃，徜徉于红叶满眼的秋山，一游，便难以自
拔。

文中的母亲，首先感动了我，有着最巧的一双手，会包各式
各样的粽子，会酿春酒，会做桂花卤，会做玉兰酥，普普通
通的东西经过她的手，总能变出美味可口的佳肴。她的心灵
手巧被邻居们津津乐道。在琦君的心里，她更是世上最善良
的人。她用一颗爱心怜悯穷人，尽她所能帮助他人。她还有
一颗最宽容的心，即使是曾经拐她钱的叔叔，在看到他一副
落魄的模样，她也不计前嫌，慷慨解难。即便是这样一位善
良的母亲，也逃脱不了旧时代的枷锁，包办的婚姻，得到的
是丈夫半生的冷落。

她用她的一生，教会了作者许多许多，也让我懂得了应该如
何做人……

作者对人生的见解，更是让我感动万分，我明白了无论身处
何地，只要以客观的心怀，明澈的慧眼，透视人生景象，那
么，无论是赞叹，欣赏，都是一份安详的享受。无论人生何
时，只要懂得“若要足时今已足”的道理，心间便有一份永
久的满足与幸福。

我愿与这座红叶满眼的秋山久久相伴。

曾经读过一本散文，书名叫琦君散文。我认为它的美不但在
于情感的优美，而且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是作者深厚的语言



文字造诣。

我一向很少读现代人的文学作品，他们写的那些离我们太远
太远了，没能达到我的欲望。在我们刚刚开始搞这个研究性
课题时，我才认识到了琦君散文中所蕴含的美。我被她的作
品中所透露出的那种对故乡和童年生活的怀念以及与生俱来
的对母亲的爱深深地感动了，于是便对她以及她的作品系以
一种同乡人的情愫了。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我们实地采访了许多同乡人，问了许多
有关于琦君的过去。从中，我发现人的情感一旦置于十分真
切的程度便有了不能忘却的记忆，是琦君在寻找家乡的梦，
还是家乡的梦在萦绕着琦君，剪不断，离还乱。我所佩服的
正是琦君还能记得她的童年，她的家乡，她的亲朋好友。

我们小组在去某中学问卷调查时，一开始虽被他们拒之于门
外，但后来他们还是十分认真地填好了卷子。每到一处，我
们小组都会带上笔，一遇到问题总会把它记录下来。虽说一
路过来很辛苦，也很繁忙，但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课题的研
究，为了更好地体验琦君散文中乡土风情及人情美，为
了…… 应该是值得的。那不像征虚无缈缈，更不象征幻灭，
却给我一种踏踏实实的，永恒的美的感受，美的回忆。

酸、甜、苦、辣这四种人生的调味剂，我在研究琦君散文的
过程中都一一的体验到了。虽然这四种调味剂很普通，但我
却在普通中尝到了不普通的一面，酸中带着点甜，苦中渗透
着些辣。

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我们感到金钱正在迷惑大家的双
眼。人们在金钱的世界里任意飞翔，却逐渐失去了人性。朋
友们，让我们换用另一种眼光去看世界，借琦君的双眼去看
世界吧!相信，我们会看到一个与现实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
真、善、美的世界!



琦君散文读后感篇五

曾经读过一本散文，书名叫《琦君散文》。我认为它的美不
但在于情感的优美，而且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是作者深厚的
语言文字造诣。

我一向很少读现代人的文学作品，他们写的那些离我们太远
太远了，没能达到我的欲望。在我们刚刚开始搞这个研究性
课题时，我才认识到了琦君散文中所蕴含的美。我被她的作
品中所透露出的那种对故乡和童年生活的怀念以及与生俱来
的对母亲的爱深深地感动了，于是便对她以及她的作品系以
一种同乡人的情愫了。

从中，我发现人的情感一旦置于十分真切的程度便有了不能
忘却的记忆，是琦君在寻找家乡的梦，还是家乡的.梦在萦绕
着琦君，剪不断，离还乱。我所佩服的正是琦君还能记得她
的童年，她的家乡，她的亲朋好友。那不像征虚无缈缈，更
不象征幻灭，却给我一种踏踏实实的，永恒的美的感受，美
的回忆。酸、甜、苦、辣这四种人生的调味剂，我在研究琦
君散文的过程中都一一的体验到了。虽然这四种调味剂很普
通，但我却在普通中尝到了不普通的一面，酸中带着点甜，
苦中渗透着些辣。

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我们感到金钱正在迷惑大家的双
眼，人们在金钱的世界里任意疯狂。

琦君散文读后感篇六

《琦君散文》收录了台湾散文大家琦君最具代表性的散文作
品，其中饱含了童年记忆、母女之情、亲情、友情等写情文
章。琦君原名潘希真，是和林清玄齐名的著名当代女作家，
尤以散文写作著称。有散文集、小说集及儿童文学作品30余
种。她笔致细腻柔婉，善于精心筛选出典型的生活细节，捕
捉人物心理活动的微妙之处，从而可见人性的深度，有很强



的可读性。

作者笔下的童年有趣而美好，而在童趣盎然的场景背后，你
还可以看到长辈的温柔慈爱，亲人的生离死别，包括春日的
欣欣向荣，夏日的炎热生机……例如《春酒》一文中写
道，“那么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呢？乃是母亲在冬至那天就泡
的八宝酒，到了喝春酒时，就开出来请大家尝尝。补气、健
脾、明目的哟！母亲总是得意地说。她又转向我说：但是你
呀，就只能舔一指甲缝，小孩子喝多了会流鼻血，太补了。
其实我没等她说完，早已偷偷把手指头伸在杯子里好几回，
已经不知舔了多少个指甲缝的八宝酒了。”这么不经意的一
笔竟可以感受到小孩子的天真以及母亲的勤劳无私仁爱。把
特别的母女情描写得淋漓尽及。

不仅是母女情，老师对于琦君的爱也是显而易见，《三更有
梦书当枕》曾写家庭教师辅导作者的儿时故事，家庭教师的
严厉让作者不喜爱学习，认错了就要打手心她可不喜欢，所
以琦君总是装病逃课。实际上，老师是很温柔的，老师只是
希望琦君快点成为才女，教师的严厉便是一种师生情，滋润
着作者，爱并不轰轰烈烈，它很平常，但琦君的笔把这种爱
更美好地告诉我们，虽是卑微的爱，情谊却深。

琦君散文读后感篇七

伴随着淅淅沥沥的春雨，脑海中浮现出潘奶奶（编者插话：
琦君，原名潘希真。故小作者称其为潘奶奶。但作者以“琦
君”之名发表作品，又以“琦君”之名广为人知，我们在写
入文章时也应尊重作者意愿，用“琦君先生”较妥。这也是
避免绕弯、让人猜解的最省力的办法）的文章。她或许也被
突如其来的一场雨撩动了心弦，雨一直下，思绪也一直蔓
延……就从雨里摘出一点思念，浇开岁月最初的青葱，叩开
记忆之门，任笔墨恣意挥洒。

不仅仅是雨，潘奶奶的作品中，“母亲”占的分量是极高的，



“母亲”亦是潘奶奶创作的重要源泉。在《春酒》中，母亲
的贤惠能干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儿时的新年，在潘奶奶的感觉里，气氛是十分热闹的，尤其
是在家家户户轮流邀喝春酒时。春酒的滋味，在潘奶奶的笔
下回味悠长，更令人垂涎欲滴的是潘奶奶母亲独酿的八宝酒，
儿时的潘奶奶，恨作文不得“一口气喝它三大杯”呢。

随着潘奶奶细致入微的刻画，其乐融融的情景一幕幕揭开，
母亲醉了，“我”醉了，广大读者也醉了。末了忽然因儿子
的一句话“你用的是美国货葡萄酒，不是你小时候家乡自己
酿的酒呀”，由喜转忧，表面不动声色，内心掀起狂
澜——“叫我到哪儿去找真正的家醅呢”，无限的怀念溢于
言表。

潘奶奶远在他乡，仍怜故乡雨，仍恋故乡人，正因这份虔诚
的爱国之心，才使得她成就了一篇篇感人至深的文章。她的
文章没有过多富丽堂皇的描写，更多的是涓涓细流般含蓄的
表达，虽有感伤，有哀愁，但她对祖国的热爱是充满希望而
又热烈的。祖国，是心灵的驿站，是漂泊者的港湾，是洗净
人生尘埃的春雨。

琦君散文读后感篇八

作者：黄祥宇

《琦君散文精选》分为四大类，分别是抒情、人物、感悟、
小品，这面讲了许许多多的故事，包含着琦君一生中的酸、
甜、苦、辣，有关于老师的，有关于母亲的，但更多的是与
自己童年有关的事情，如：结婚时的喜宴、与表姑争抢的月
光饼、充满甜香的桂花雨等。也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感情，有
的昰对故乡的怀念之情，有的是对母亲的赞美、敬仰之情，
有的则是无比的伤心、自责之情……从其君细腻的文笔中，
我发现生活中的许多琐事都被我忽视不见，虽然微小，但都



包含着父母对我浓浓的爱。

在这本书里面，《妈妈的手》令我深受感触，引起了我的反
思：是啊天下的母亲都一样，为了自己的孩作文子，到处奔
波工作，为我们费尽了心思，即使是再苦再累也都觉得值得。
在妈妈做家务而感到腰酸背痛时，我却在一旁悠闲地看着电
视。暑假时，帮父母做家务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我却把这当
成是赚钱的好机会，丝毫没有体会到父母的辛苦，有时还说
太累了，便放下手中的活，跑去看电视。妈妈每天那一遍又
一遍的唠叨，不也是她对我的爱吗？我却经常置之不理，也
从不去关心，真是羞愧难当啊！琦君也在书中写道“母亲细
致的手艺和琐琐屑屑的事，都只能在不尽的怀念中追求了”
我们也应好好珍惜眼前的事物，不要等失去了才后悔莫及。

合上书，我的心中顿时感慨万千，有着说不出的感受……

作者：林子琪

手中一接到这本《琦君散文》，我就不禁被它的美丽所吸引。
这种美来自于它的封面。翻开书页，我再次被它的美吸引，
这种美来自琦君笔下的文字。

轻轻抚过它的封面，只觉这封面有一种素雅的美。轻柔的粉
色与浅淡的蓝色相互映衬着，几朵不知名的花正开放，几只
小鸟在花丛中跳跃鸣叫。朴素而优雅，这是我给他的评价。
翻开书，细嚼文字中的韵味。琦君用了最质朴的文字，来描
述她幼时纯朴的生活，或许这便是为什么她的文章看起来那
么真诚动人。《琦君散文》的美，不仅美在外表，更美在它
质朴的字里行间。

弟弟补好了琦君破损的金盒子，但上天却又夺去了弟弟的生
命，只把琦君痛悼哥哥与幼弟的心，锁在了这只金盒子中，
锁在了文章的语句中。一个春节，勾起的不是琦君的愉悦之
情，而是一股浓稠的思乡之情。于是琦君把她对故乡的怀念



封在了记忆中，封在了文章的段落里。琦君把她的情揉碎了，
注入到了文字之中。正因如此，《琦君散文》才能引起读者
的共鸣，勾起他们的回忆。这种感动人的美，是我从未见过
的。

《琦君散文》不只是一本书，更是一封美丽的给亲人与故乡
的告白信。它里面记录着琦君太多美好的回忆，它向我们拼
命诉说她对亲人、对故乡的思念，让人们也顺着思念的小船，
漂入梦中，漂回家乡。这本能勾起人思念之情的《琦君散
文》，是一本好书，一本美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