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曹文轩渔翁读后感(精选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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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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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文轩渔翁读后感篇一

读后感是指对于所读的书籍或者是名言警句，有自己的感受
或者理解的一种文字表达形式。读后感记录着自己的感受或
者看法。小编整理了相关的日记范文，快来看看吧。

《根鸟》是我在暑假里读的又一篇曹文轩叔叔写的小说，这
是一篇带有梦幻般的迷人的小说，它让人们在梦幻中游走在
真实中体验人生。

主人公根鸟在一次外出打猎时，猎到了一只罕见的白鹰，并
从白鹰脚上取下了一封求救信，落名“紫烟”。当晚，根鸟
与父亲寻遍了附近的山谷毫无收获后，根鸟义不容辞地踏上
了西寻紫烟之路。途中，根鸟结识了板金，这两个人都是为
追寻自己那渺茫的梦而西行的。虽然艰难险阻层出不穷，但
他们凭借着那坚持不懈的意志，心中那不达到目的势不罢休
的信念，跋山涉水，克服了重重的艰险，竭力寻找着自己可
能一无所获的梦。但板金却在莺店的郊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根鸟凭借梦中的记忆，虽然是在漫无目的地寻找，但他依然
义无返顾地努力着。在鬼谷，在米溪，在莺店，根鸟每一次
都显示了自己坚忍不拔的恒心和毅力，往西直走，终于来到
了大峡谷。

细细读完这个故事，根鸟为了追求梦想而坚忍不拔的意志深
深地震撼着我。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无论那个梦是什
么样的，如果我们真的努力了，那么我们的结局无非只有两



样，要么是像根鸟那样成功地到达目的地，要么是像板金那
样以失败告终。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英雄，他们的人生路
是闪闪发光的。这种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是十分值得
我们学习的。根鸟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要想成功，没有
恒心和毅力是根本做不到的。

听女儿介绍曹文轩的《根鸟》是本不错的书，她看后很是感
动。于是我也静下心来仔细地阅读了《根鸟》这篇小说。虽
说这篇小说是本青少年读物，但看了后让我这位成年人也感
触颇多。

《根鸟》为我们描述一个名字叫做根鸟的孩子，他意外得到
一张纸条，让收到这张纸条的人去救她。在这之后，根鸟接
二连三地梦见在一个峡谷中那个待他去救的叫紫烟人的身影。
于是他不顾亲友们的责劝，出发去寻找梦中的女孩。途中，
他经过了荒漠、草原、大山、村落、峡谷、小镇……一个个
场景奇异而曼妙。恍惚、迷乱、摇摆、清醒、执著、一往无
前，他在痛苦中品尝着快乐，在现实与梦幻之间度过他的成
长阶段。

作者通过一个虚构的小说把整个人生的喜怒哀乐、坎坷曲折
浓缩在根鸟短短的四五年的成长过程中。每处场景每个人每
样物都被赋予了象征意义：理想就是那遥远又似在眼前缭绕
洁白的烟雾、幽香繁茂纯洁的百合和忧伤柔弱纯真的紫烟。

故事在后半段出现了一个人物--板金，他是根鸟人生的第一
个老师。板金教根鸟乞讨的那一段，板金说，我们是在乞讨，
可我们不是乞讨者，我们是旅行的人。板金当着根鸟的面将
一瓦钵的饭倒进河里时，我突然间明白了板金的用意：自己
动手，丰衣足食。乞讨也比坐着等饭吃好上几百倍!在后来的
日子，根鸟之所以会那么执著，吃苦受骗也学会了再站起来，
也许跟这件事有着很大的关系吧。

《根鸟》这是一部震撼人心的作品，同时也是一部残酷的童



话。曹文轩在这本书的背后写了这句话：“当一个人对一个
处于逆境中的人产生扶持、援助之欲望，并实施了自己的高
尚行为之后，他的心里一定会感到有一种温热的暖流富有情
感地流过，从而使自己的灵魂得到了净化。”

但是在现实的世界里我们很难做到根鸟那样，谁都明白要坚
持不懈，要持之以恒的道理，但是我们离道理就差那一步，
也许我们该学习一下根鸟的精神。

最近，我读了一本好书——《根鸟》

〈〈根鸟〉〉这本书主要写了根鸟在第一次打猎时遇见了一
只白色的鹰，发明在鹰的爪子上有一个纸条，知道了一个叫
紫烟的女孩到悬崖上采花，掉进了一个长满百合花的大峡谷。
她呈现在根鸟的梦里，根鸟为了救紫烟动身了，荒凉，草原，
大山，村落，峡谷，小镇……一个个场景奇怪而玄妙。根鸟
成长在事实与梦幻之间，他决议以梦为马，渡过他的成长阶
段。

〈〈根鸟〉〉这本书总共分成五章。第一章菊坡主要写根鸟
第一次打猎时遇见白鹰，晓得一个叫紫烟的?女掉进峡谷，根
鸟为了救紫烟，离开了他的家——菊坡。

第二章青塔主要写了根鸟在道路中遇见了一个同路人，他叫
板金，板金是由于他们家的人一到18岁就不再做梦，所以就
去寻找本人的梦。三天后他们来到一个叫青塔的地方，板金
先走了。根鸟在那儿生了一场病，病好后想挣钱买一匹马，
然而被黄毛给骗走了，一个白叟送给了他一匹通人道的马，
而后根鸟又走上了西去的路。

第三章鬼谷重要写了根鸟被长脚骗去搬矿，他用机警的大话
西游2序列号领取平台http://,智慧躲过了疤子为了让他失去记
忆而给他吃“红珍珠”的陷井。鬼谷四周都是悬崖，只有那
片长“红珍珠”的处所通往山下，根鸟在长脚家族举办庆贺



的一天把“红珍珠”给烧掉了，并且逃出了鬼谷。

第四章米溪是讲根鸟在西去的路上想家了，他又回到菊坡，
他见到了他的父亲。那时他的父亲病得快要死了。父亲逝世
后，他把他跟他父亲住过十二个年龄的茅屋给烧了，又往西
去了。他遇见了一个叫秋蔓的女孩，同秋蔓一起到了她
家——米溪。秋蔓家是个富嫡人家，有地步百余亩，水车八
部，磨坊两座，还有这一带最大的米店。过了很长时光后，
根鸟又分开了米溪上路了。

我爱好读曹文轩写的〈〈根鸟〉〉，这是一部迷人的梦幻般
小说，它让人在梦幻中游走，在实在中休会人性。

曹文轩渔翁读后感篇二

今天，我读了《草房子》中的一篇文章，叫《艾地》。这是
曹文轩著的一本书，共199千字，属于长篇小说。

这本书主要写了：油麻地人为了建学，用了秦大奶奶的.地，
并给秦大奶奶在别处建了房，还划了一小块地给秦大奶奶，
但秦大奶奶死活不去，只好在油麻地小学中给秦大奶奶划了
一小片地。结果，秦大奶奶感到学校试图把她挤走。于是，
她把鸡，鸭，鹅赶到教室，办公室内，让它们随便拉屎，秦
大奶奶还摘学校豆荚……使学校不得安宁。

自从秦大奶奶落入水中被救上岸来，就对学校产生了深厚的
感情，她把自己所有的鸡、鸭、鹅全部卖掉。而且，如果看
见别人摘学校的豆荚，就会上前阻止，并告诉他们这是学校
的豆荚。结果有一次，为把学校种的南瓜捞出来而落入水中，
再也没有醒过来。

秦大奶奶刚开始虽然做得并不好，但是她是善良的，我们要
善于发现别人的内在，宽容地对待别人，你就会更好的认识
到别人的本性，发现世界上好人很多，是那么的美好。



曹文轩渔翁读后感篇三

在我读过的小说中，唯有曹文轩的作品触动了我的心。曹文
轩的`小说大多是纯美风格，他的笔触细腻，笔尖一转，常常
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

《草房子》这篇小说主要讲述了桑桑在草房子里的生活以及
身边形形色色的事和形形色色的人。杜小康是我最欣赏的人。
他经历了许多事情，当他咀嚼着那大芦荡给予他的那些美丽
又残酷的生活时，他不再是那个懵懂的青少年，他是一个真
正意义上的男子汉。

《根鸟》根鸟是个小男孩，他在一日收到了一封写在布条上
的求救信。原来一个名叫紫烟的女孩在悬崖上采花时不慎掉
进峡谷，那个开满洁白的百合花的山峡和紫烟不时出现在根
鸟的梦里。根鸟决心找到那个峡谷，救出女孩紫烟。在路上，
根鸟历经千辛万苦，还有几次差点就放弃了，找到了那个美
丽大峡谷。

读曹文轩的书令我感动，感动后好象领会了什么。

曹文轩渔翁读后感篇四

他开始是调皮的，顽皮的，把他们家的碗柜做成鸽笼，把他
爸爸妈妈的蚊帐拆了，做成渔网，去捞鱼，三伏天穿着大棉
袄，带着大棉毛在学校里转圈，结果逗得人笑的前仰后合。

后来是个善良、乐于助人，他结交了好多的朋友，有一次，
细马来了，没有人跟他玩，只有桑桑跟他玩，还有一次杜小
康没有人跟他玩，也只有桑桑跟他玩，杜小康眼看着就要败
掉了之后，就把他们家的鸽子都买掉了，挣了很多钱，桑桑
就把他的钱都给了杜小康，从这两次的事情，说明桑桑是一
个善良、乐于助人的人。



后来，他是个坚强、勇敢的人。

还有一次，秦大奶奶被人从艾地搬到了她的新房子里，到了
晚上桑桑去看秦大奶奶，结果秦大奶奶真的躺在艾地里面，
桑桑赶紧通知把奶奶抬到医院里，最后秦大奶奶被挽救回来
了。

曹文轩渔翁读后感篇五

风，吹着我的脸。我已沉浸在《红瓦》这样的一本美好的小
说中。它感动我们的是道义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和美感的力
量，而这些就在我们身边。

它以油麻地为背景，从一个中学生的视角诗意地描写了上个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乡村生活的淳厚风情，描绘了少男少女
们在特殊的年龄阶段所经历的人生历程，表现了成长的艰难
与坎坷，悲悯情怀中充盈的是成长的痛。

小说的开篇就将林冰置入新的成长阶段的起跑线上：跟着父
亲，我走到油麻地中学的大门。他看了一眼门里的`一条铺着
煤渣的白杨夹道，将我的身子扳动了一下，以使我的后背对
着他在我感觉到本来抓在他手里的铺盖已转移到我的背上时，
我听到了他的声音——“自己走进去吧。”

那条道很宽，很长。两行白杨拔地而起，青森森地直指天空，
让人觉得有一条深不见底的隧道，要通向另一个陌生而不可
把握的世界。

但下面经历的事更令人入迷。最后林冰走了，离开了红瓦房
和黑瓦房。

少年时代的成长期，之于人的一生是极其重要的。少年的灵
魂是一块柔软非常的橡皮泥，生活中的任何指印只要在上头
轻轻一摁，便会留下指纹。这些指纹如同胎记一样，伴随着



一生，抹是抹不掉的。一个人在这段时期内就已定型了，剩
下的只是发展，只是实现。好似炼出炉的钢，它在本质上已
无法改变，能变化的只是它的形状、用途。

人是在痛的伴随下成长的，没有痛，就没有成长，因此，我
们并不会因为怕痛而拒绝成长。回忆是对生命的过滤，是重
新上路的准备，所以《红瓦》有了这样的结尾：“黄昏时，
我已背起铺盖卷，走上了静寂的白杨夹道。在我的身后，是
红瓦房和黑瓦房，是永远的红瓦房和永远的黑瓦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