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杜甫转读后感(优秀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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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想要好好写
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是小编为大
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杜甫转读后感篇一

初见这本书，以为是老大哥和小迷弟之间的绝世情怀，没想
到却带我走进了当时那个社会下传奇二人组令人心寒的事件。
李白依旧是那位卓尔不群的谪仙人，杜甫仍然是那个踏青大
地游走河山的爱国少年，只是，他们二人均在世俗的摧折下
多了几分悲哀和孤独、更令后人惋惜和心痛。

李白两次进长安，第一次本想做官干大事，却始终得不到重
用，被皇上在宴会上传诏作诗以此来取悦皇上，终因得罪高
官贵族而被“赐金放还”。第二次进京作了翰林，成为他一
生最华丽的乐章。相反，杜甫到长安却成为他心中最大的痛
苦，考试时遇到考官李甫林下令不录取一人，后在政治上屡
受挫折，经济也愈发困难，只能在贵族府邸中陪他们饮酒赋
诗维持生计。同时，他对黑暗现实的认识一天天加深。杜甫
硬生生地从少年磨成了“老杜”、也愈发接近百姓的心，这
样忧国居民的他，更令人心疼。

从后代角度来看，世人调侃最多的是杜甫写了二十首涉及李
白的诗，而李白被证实只有两首给杜甫。最令人悲哀的是，
连一个小小的官员李白都可以为人家写一首《赠汪伦》，真
一股心酸涌来。在杜甫的天空中，李白是唯一闪耀的星，而
李白的天空里，群星灿烂浩若烟海……最后，李白身亡，杜
甫过了很久，才从别人口中听到这个消息，他长叹一声，半
晌未醒，数年后，五天未吃东西的杜甫在县令的招待下暴饮
暴饮、活活把自己撑死。



李白一生风流，无数人为之呐喊，杜甫半身凄凉，无人为之
欣赏，为什么杜甫被称为老杜、而李白没被称为老李？因为
杜甫未曾年轻、李白从未老去。

这本书是郭沫若对《李白与杜甫》的重新解说和塑造。分七
章描述李杜间的`遭遇和异同，保留了那份最原始的初衷。二
人都是诗坛的奇迹，交相辉映，缺一不可。

杜甫转读后感篇二

品读杜甫，就如品读一部诗集，一部写满悲愤，同时也蓬勃
着英雄豪情的诗集。

举世不第，壮志难酬的杜甫，也效仿了李白，云似地飘来飘
去，将自己融入高山，融入大川，融入人民。

高山的巍峨，赋予了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
情；大川的壮阔，赋予了杜甫“白鸥没浩荡，千里谁能训”
的气魄；人民的疾苦，赋予了杜甫“朱门洒肉臭，路有冻死
骨”的悲愤!

杜甫虽有“至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的远大抱负，但大唐
的土地上却没有留给杜甫施展抱负的那一片空间。于是，杜
甫就成了那一片漂泊不定的云，一片写满了诗的云。

仰视这片云，它偶尔也能与别的云相遇，使他暂时丢掉了孤
独寂寞，但这短暂相遇之后呢?当然几片志同道合的云消散了，
永远离他而去之后呢?此时，充斥着杜甫的内心，映入了我的
眼帘的却又是“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孤独和悲凉。

你想做一只鸟，却没有高天任你来飞。

你想做一条鱼，却没有阔海凭你来跃。



你只能做一片云，飘在满是忧愁，满是痛苦的天空中，默默
地看着战火纷飞的大唐土地，看着浮华衰败的大唐朝廷，看
着痛苦不堪的大唐百姓。然后默默地掉着眼泪，慢慢地消散。

可是你的灵魂却化成了一部诗集，记录了你的所见、所闻、
所感。

这部诗集落在了人间，被无数人看到，又被无数人传播；让
无数人落泪，又让无数人崇敬。

我也有幸拜读了它。

杜甫转读后感篇三

在古往今来异彩纷呈的文化史节中，杜甫是一部精深的诗集，
感人至深，你不得不虔诚拜读!

带一份崇敬，怀一丝心酸，品读杜甫，就如品读一部诗集，
一部写满悲愤，同时也蓬勃着英雄豪情的诗集。

举世不第，壮志难酬的杜甫，也效仿了李白，云似地飘来飘
去，将自己融入高山，融入大川，融入人民。

高山的巍峨，赋予了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斜的豪情;
大川的壮阔，赋予了杜甫“白鸥没浩荡，千里谁能训”的气
魄;人民的疾苦，赋予了杜甫“朱门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
悲愤!

杜甫虽有“至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的远大抱负，但大唐
的土地上却没有留给杜甫施展抱负的那一片空间。于是，杜
甫就成了那一片漂泊不定的云，一片写满了诗的云。

仰视这片云，它偶尔也能与别的云相遇，使他暂时丢掉了孤
独寂寞，但这短暂相遇之后呢?当然几片志同道合的云消散了，



永远离他而去之后呢?此时，充斥着杜甫的内心，映入了我的
眼帘的却又是“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孤独和悲凉。

你想做一只鸟，却没有高天任你来飞;

你想做一条鱼，却没有阔海凭你来跃。

你只能做一片云，飘在满是忧愁，满是痛苦的天空中，默默
地看着战火纷飞的大唐土地，看着浮华衰败的大唐朝廷，看
着痛苦不堪的大唐百姓转 然后默默地掉着眼泪，慢慢地消散。

可是你的灵魂却化成了一部诗集，记录了你的所见、所闻、
所感。

这部诗集落在了人间，被无数人看到，又被无数人传播;让无
数人落泪，又让无数人崇敬。

我也有幸拜读了它。

杜甫转读后感篇四

以前读人物传记，总觉得书写得单调，不能引发读者深刻的
兴趣。但我的否认读完《杜甫传》有这样的感受，他是一个
诗人，出生于大唐开元盛世，而自中晚唐开始，唐由安史之
乱而由盛而衰，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其中的原因即是他真
实地记录了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

读杜甫的一生，是读一个伟人的传记，是读一段令人心痛的
历史，亦是一场文化之旅。杜甫一生漂泊不定，开元时，他
几乎游遍祖国大好山河，在泰山之巅发出了“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的雄心壮志，年壮时也同盛唐文人一般应试求
取功名。后来，他困守长安达十年之久，这是他一生中最难
堪回首的岁月。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开始，长安沦陷。不幸
的是，忧国忧民的杜甫被叛军所俘，因他不肯为叛军卖命，



受尽了非人的折磨。一个大雨滂沱的深夜，杜甫在朋友的帮
助下从牢中逃了出来，他几乎是历尽艰辛，才逃到凤翔。然而
“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五月拜左拾遗，因上书营救好朋
友房琯，而触怒了肃宗，被贬于四川。公元789年，他前往四
川依附节度使严武，寄居在成都西郊的一个破旧的草堂里，
曾经一度在严武的幕下任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等职，所以
后来人们称他为杜工部。

他长期沉沦于下层，有普通人的忠厚善良，也有以天下为己
任的远大抱负。他亲身体验了安史之乱之时百姓的民不聊生，
官吏的凶残，以及亲人的悲欢离合，他把这些都融入到自己
的诗中，杜甫最为著名描写民间疾苦的作品，人们耳熟能详
的是“三吏”、“三别”，他对自己贫困潦倒的哀叹和对国
家的深刻思考结合在一起。暂且不说杜诗之精粹，我认为杜
甫能够深深打动我的就是他具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善心。“安
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道出了多少人的希冀，更能令人震动的是“呜呼!

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为了天下人的安定幸福，他甘愿以一己之身担起所有的苦
难。他这样博大的胸怀以及宁苦己身而利国利民的精神难道
不值得我们尊重，不值得我们学习么?杜甫并不完全是严肃的，
他也有风趣的一面。绝句漫兴九首中对于惜春之情，反用恼
春、怨春的口气道来，别有特色。更难的可贵的是，杜甫善
于发现贤才，我想其若是知晓自己仍能为国效力，也当是
会“白发生黑丝”的吧!

杜甫转读后感篇五

从小都在背唐诗，却甚少去了解唐诗背后的人物。在学生时
代，喜欢浪漫和华美或者清新的此句，也喜欢豪迈自由的不
羁，很少有人会喜欢破败忧愁凄苦的场景。所以很多人会喜
欢李白的洒脱，喜欢高适岑参的边塞的壮阔，但是在读完这



本小传之后，才发现忧国忧民的杜甫是多么的伟大。

伟大恐怕还是有些单薄，还有淳朴，单纯和正义。当周边的
好友都寻欢作乐花天酒地时，杜甫依旧钟爱妻子一人，日夜
思念。虽然他通过献诗期望能得到引荐而做官，但是当他发
现所在职位并不能协助国家，救难百姓时，他选择离开，哪
怕变得更加清苦。重情义的他对待友谊是那么的单纯和可爱，
他用诗作日夜思念他的好友，见到好友时好像他的世界都没
有了阴霾，好似快乐的孩子。

自古以来，天妒英才。如此才华的人生活得却如此凄惨，穷
困潦倒。不仅从文学艺术上，更是历史研究上，为后人留下
了巨大的财富。真的可以说老天辜负了他。

杜甫转读后感篇六

一篇文章，可以找出许多感点，但在一篇读后感里只能论述
一个中心，切不可面面俱到，所以紧接着便是对这些众多的
感点进行筛选比较，找出自己感受最深、角度最新，现实针
对性最强、自己写来又觉得顺畅的一个感点，作为读后感的
中心，然后加以论证成文。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杜甫传
记》读后感范文5篇，欢迎借鉴参考。

他干过的惊天动地的大事更上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胜数。他
治好了猴子国所有的伤员，成立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飞禽邮
递局。他还有许多离奇的经历，去被人们称为“死亡岛”时
发现了恐龙，被一只大蛾子带到月球上与植物们交谈……其
中最有趣的还是他去神秘湖的岁月。他去神秘湖时，无意中
遇到了长寿龟泥巴脸。泥巴脸新闻社杜立特讲了诺亚方舟时
它当动物领袖的故事，杜立特听得津津有味。

幻想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有了幻想，才能够成功。爱心是
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美德，当你用爱心去对待动物时，动物也



会以爱心回报你。

以前读人物传记，总觉得书写得单调，不能引发读者深刻的
兴趣。但我的否认读完《杜甫传》有这样的感受，他是一个
诗人，出生于大唐开元盛世，而自中晚唐开始，唐由安史之
乱而由盛而衰，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其中的原因即是他真
实地记录了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

读杜甫的一生，是读一个伟人的传记，是读一段令人心痛的
历史，亦是一场文化之旅。杜甫一生漂泊不定，开元时，他
几乎游遍祖国大好山河，在泰山之巅发出了“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的雄心壮志，年壮时也同盛唐文人一般应试求
取功名。后来，他困守长安达十年之久，这是他一生中最难
堪回首的岁月。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开始，长安沦陷。不幸
的是，忧国忧民的杜甫被叛军所俘，因他不肯为叛军卖命，
受尽了非人的折磨。一个大雨滂沱的深夜，杜甫在朋友的帮
助下从牢中逃了出来，他几乎是历尽艰辛，才逃到凤翔。然而
“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五月拜左拾遗，因上书营救好朋
友房琯，而触怒了肃宗，被贬于四川。公元789年，他前往四
川依附节度使严武，寄居在成都西郊的一个破旧的草堂里，
曾经一度在严武的幕下任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等职，所以
后来人们称他为杜工部。

他长期沉沦于下层，有普通人的忠厚善良，也有以天下为己
任的远大抱负。他亲身体验了安史之乱之时百姓的民不聊生，
官吏的凶残，以及亲人的悲欢离合，他把这些都融入到自己
的诗中，杜甫最为著名描写民间疾苦的作品，人们耳熟能详
的是“三吏”、“三别”，他对自己贫困潦倒的哀叹和对国
家的深刻思考结合在一起。暂且不说杜诗之精粹，我认为杜
甫能够深深打动我的就是他具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善心。“安
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道出了多少人的希冀，更能令人震动的是“呜呼!

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为了天下人的安定幸福，他甘愿以一己之身担起所有的苦
难。他这样博大的胸怀以及宁苦己身而利国利民的精神难道
不值得我们尊重，不值得我们学习么?杜甫并不完全是严肃的，
他也有风趣的一面。绝句漫兴九首中对于惜春之情，反用恼
春、怨春的口气道来，别有特色。更难的可贵的是，杜甫善
于发现贤才，我想其若是知晓自己仍能为国效力，也当是
会“白发生黑丝”的吧!

观杜甫。闲坐岩石，穿倚翠竹，仰望晴空，身绕清风，一个
逍遥的诗人。

叹抉择。杜甫一生都十分矛盾，一方面羡慕自由的“江海人
士”，一方面又想在长安谋得一个官职，他怀念李白，羡慕
李白还继续着那种豪放的生活，而他自己却不得不跟这种生
活告别。人的一生最难战胜的就是自己，一颗心，两个方向，
双方的拉扯令自己痛苦，然而自己无奈。转看自身，心中那
份藏匿许久的童稚想有一片游玩的天地，然而“前程”二字
却牵着握笔的双手遨游在书海，无奈，惟独在桌角深刻“自
在不成人，成人不自在”。

叹仕途。上帝以胃口为诱饵将一颗颗飘荡的心领入曲折坎坷
的生活路。在矛盾中杜甫踏上仕途，跌跌荡荡，起起浮浮，
忠的呈现似乎注定要以奸来陪衬，阴谋笼罩的朝廷怎容得下
杜甫这种的儒生，一次次的希望，一次次的打击，杜甫一生
仕途坎坷。愤!愤奸臣，这不是一个人人格上的悲哀，而是当
时社会的悲哀，甚至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叹诗才。“诗圣”杜甫用其一生造就“诗史”，他写“绝”
了唐诗，也写“完”了唐诗。他之后的诗韵格律，最终都以
他的诗篇为金科玉律，“三吏”、“三别”、《兵车行》、
《丽人行》、《北征》，他的律诗千秋无匹。当杜甫二字成
为教科书上的常客，当稚嫩的童音将杜甫的诗读入空际，心
中的那份赞叹无法压抑。



叹人格。一首首坚硬的诗源于一个伟大的人格，一双脚触摸
这片曾经流血的土地，一双眼看尽战乱的残酷，人生的悲凉，
一对耳听尽人间的哀哭，这一切筑成的是杜甫的人格，他将
这份内心的震撼扬于诗中，摇动了封建这座堡垒，将民愤、
民怨、民饥、民寒诉说。

读杜甫。独坐孤石，心立坚竹，俯瞰尘世，写尽悲苦，满心
愁绪的诗人。

在泱泱中华光辉灿烂的文化晴空中，杜甫是一颗耀眼的明星，
光芒四射，你不得发出赞叹;

在古往今来异彩纷呈的文化史节中，杜甫是一部精深的诗集，
感人至深，你不得不虔诚拜读!

带一份崇敬，怀一丝心酸，品读杜甫，就如品读一部诗集，
一部写满悲愤，同时也蓬勃着英雄豪情的诗集。

举世不第，壮志难酬的杜甫，也效仿了李白，云似地飘来飘
去，将自己融入高山，融入大川，融入人民。

高山的巍峨，赋予了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斜的豪情;
大川的壮阔，赋予了杜甫“白鸥没浩荡，千里谁能训”的气
魄;人民的疾苦，赋予了杜甫“朱门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
悲愤!

杜甫虽有“至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的远大抱负，但大唐
的土地上却没有留给杜甫施展抱负的那一片空间。于是，杜
甫就成了那一片漂泊不定的云，一片写满了诗的云。

仰视这片云，它偶尔也能与别的云相遇，使他暂时丢掉了孤
独寂寞，但这短暂相遇之后呢?当然几片志同道合的云消散了，
永远离他而去之后呢?此时，充斥着杜甫的内心，映入了我的
眼帘的却又是“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孤独和悲凉。



你想做一只鸟，却没有高天任你来飞;

你想做一条鱼，却没有阔海凭你来跃。

你只能做一片云，飘在满是忧愁，满是痛苦的天空中，默默
地看着战火纷飞的大唐土地，看着浮华衰败的大唐朝廷，看
着痛苦不堪的大唐百姓转 然后默默地掉着眼泪，慢慢地消散。

可是你的灵魂却化成了一部诗集，记录了你的所见、所闻、
所感。

这部诗集落在了人间，被无数人看到，又被无数人传播;让无
数人落泪，又让无数人崇敬。

我也有幸拜读了它。

羡慕和向往李白的谪仙风度、洒脱赤诚，但更敬佩杜甫的忧
国忧民、大气博爱。

杜甫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
剧。我曾想过，倘若杜甫不是出生于一个官僚家族，倘若他
没有熟读诗书，而是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市井之家，那么凭着
双手辛勤劳动，或许杜甫一生还能多吃上几顿饱饭，晚年也
或许不至于那么凄凉吧。可我又想，在那样一个乱世，像杜
甫这样的官僚世家子弟，可以免除赋税、徭役，他又是一个
有名气的诗人，尚且落魄至此，若是做个普通老百姓，恐怕
多半也就是他笔下“三吏三别”中人物的下场，甚至更凄惨
吧。

历史就是历史，谁也无法改变;杜甫就是杜甫，家世、才华和
当时的社会共同造就了一个诗圣，一个独一无二的杜子美。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读杜甫的晚年，耳畔仿
佛响起了这熟悉的歌词，歌声凄婉，闻之动容。



流亡天涯，衣食无着，举目无亲，故交不断丧亡。天下之大，
竟找不到自己的亲友故交;放眼望去，身在他乡，尽是陌路，
我不识你，你不知我。这是一种怎样的悲哀啊!

人生在世，无论多么艰难的日子，也会因为有亲人和朋友的
存在而变得容易坚持一些。相反，即使富可敌国，却举目无
亲，没有一个知心朋友，那再富足，又有何意义呢?当岁月流
逝，年华老去，最害怕听到的消息恐怕就是亲朋故旧的死讯
了吧。

56岁的杜甫，一身是病。疟疾、肺病、风痹、糖尿病不断地
缠绕着他，牙齿落了一半，耳朵也聋了，眼也花了，花白的
头发也快掉光了，几乎成了一个残废的老人。

57岁的杜甫，耳聋了。客人和他谈话时需要把要说的话写在
纸上;右臂偏枯了，写信需儿子代书。丑陋而衰老的容颜受尽
幕府中官僚的冷淡。他有时去拜访他们，扶杖步行，传达不
肯通报，想乘轿子，又没钱去雇。

他人生最后一年半的岁月大部分是在一只小船上度过的，因
为陆地上再没有了他的安身之所。最糟的时候，他整整五天
没有吃到一点点东西。公元770年的冬天，这个唐代最伟大的
诗人死在了湘江上的一只小舟中。他死后，家人无力安葬，
把他的灵柩厝在岳州。

读完了杜甫悲剧的一生，心情无比的沉重，眼前仿佛浮现了
诗人病卧孤舟的凄凉景象。

然而就是这个凄惨可怜的人，却留下了珍贵的史诗“三吏三
别”，留下来《春望》《赴奉先县咏怀》《茅屋为秋风所破
歌》《登高》……留下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诗作名篇。就
是这样一个凄惨可怜的人，临死之前仍不忘忧心百姓的疾苦，
担心国家的命运。



杜甫，始终是值得我们景仰的一个伟大的诗人!一个伟大的灵
魂!

杜甫转读后感篇七

羡慕和向往李白的谪仙风度、洒脱赤诚，但更敬佩杜甫的忧
国忧民、大气博爱。

杜甫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
剧。我曾想过，倘若杜甫不是出生于一个官僚家族，倘若他
没有熟读诗书，而是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市井之家，那么凭着
双手辛勤劳动，或许杜甫一生还能多吃上几顿饱饭，晚年也
或许不至于那么凄凉吧。可我又想，在那样一个乱世，像杜
甫这样的官僚世家子弟，可以免除赋税、徭役，他又是一个
有名气的诗人，尚且落魄至此，若是做个普通老百姓，恐怕
多半也就是他笔下“三吏三别”中人物的下场，甚至更凄惨
吧。

历史就是历史，谁也无法改变;杜甫就是杜甫，家世、才华和
当时的社会共同造就了一个诗圣，一个独一无二的杜子美。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读杜甫的晚年，耳畔仿
佛响起了这熟悉的歌词，歌声凄婉，闻之动容。

流亡天涯，衣食无着，举目无亲，故交不断丧亡。天下之大，
竟找不到自己的亲友故交;放眼望去，身在他乡，尽是陌路，
我不识你，你不知我。这是一种怎样的悲哀啊!

人生在世，无论多么艰难的日子，也会因为有亲人和朋友的
存在而变得容易坚持一些。相反，即使富可敌国，却举目无
亲，没有一个知心朋友，那再富足，又有何意义呢?当岁月流
逝，年华老去，最害怕听到的消息恐怕就是亲朋故旧的死讯
了吧。



56岁的杜甫，一身是病。疟疾、肺病、风痹、糖尿病不断地
缠绕着他，牙齿落了一半，耳朵也聋了，眼也花了，花白的
头发也快掉光了，几乎成了一个残废的老人。

57岁的杜甫，耳聋了。客人和他谈话时需要把要说的话写在
纸上;右臂偏枯了，写信需儿子代书。丑陋而衰老的容颜受尽
幕府中官僚的冷淡。他有时去拜访他们，扶杖步行，传达不
肯通报，想乘轿子，又没钱去雇。

他人生最后一年半的岁月大部分是在一只小船上度过的，因
为陆地上再没有了他的安身之所。最糟的时候，他整整五天
没有吃到一点点东西。公元770年的冬天，这个唐代最伟大的
诗人死在了湘江上的一只小舟中。他死后，家人无力安葬，
把他的灵柩厝在岳州。

读完了杜甫悲剧的一生，心情无比的沉重，眼前仿佛浮现了
诗人病卧孤舟的凄凉景象。

然而就是这个凄惨可怜的人，却留下了珍贵的史诗“三吏三
别”，留下来《春望》《赴奉先县咏怀》《茅屋为秋风所破
歌》《登高》……留下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诗作名篇。就
是这样一个凄惨可怜的人，临死之前仍不忘忧心百姓的疾苦，
担心国家的命运。

杜甫，始终是值得我们景仰的一个伟大的诗人!一个伟大的灵
魂!

杜甫转读后感篇八

从古至今，在华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了一代又一代
的旷世贤主、文人雅士，他们就像一颗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使历史变得星光闪闪。

作为出生在巩义的我，每次回老家时，都要经过巩义汽车站。



在那个路口，伫立着一座高大的石像，肃穆古朴，他眺望着
远方，眼神中充满了忧郁，仿佛在为国家的前程而万分担忧，
他就是“诗圣”杜甫。

在历朝历代中，唐朝的繁华鼎盛让人津津乐道。一提到盛唐
的诗人，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李白。作为“诗仙”，他
才华横溢，秀口一出，便是经典绝句，深得皇帝和贵妃的喜
爱。他放荡不羁，整日与美酒、诗词作伴，自由自在，活的
好似神仙。

相比之下，杜甫的确显得淳朴，他一生经历了少年优游、战
乱流离、蜀中漂泊、舟中长逝，命运坎坷，所以他忧国忧民，
人格高尚，他的约1400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是唐代伟大的
现实主义诗人。

杜甫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仕进无
门，困顿窘迫，一生郁郁不得志。安史之乱后，国家动荡不
安，杜甫颠沛流离，从小家境富裕到如今无处安身，这命运
的转变好像一场梦。

但杜甫并没有被命运压垮，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
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诗
风变得庄重，他关心黎民百姓，深入人心。将人民疾苦深深
埋在心里，用笔将这种沉重和愤怒通过诗句撒落出来。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
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国破山河在，城春草
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杜甫的诗句耳熟能详，是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作。

杜甫在诗歌、书法和道德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更让我敬佩
他的爱国爱民心怀，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无时无刻
不忧国忧民，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



主线，以最普通的老百姓为主角，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

读懂杜甫，敬佩他爱国爱民的伟大，杜甫当之无愧是历史长
河中一颗闪闪发亮的明珠!

杜甫转读后感篇九

在不知不觉中，春天已经来了。在春天里，最靓丽的一道风
景线就是春雨了。春雨好像懂得季节的需要，正值春天万物
萌发生长需要之时，在夜间随着春风悄悄来到，细细滋润着
万物不发出一点声响。野外小路上空都是黑茫茫的乌云，江
中渔船上的灯火显得格外通明。清晨再看那春雨滋润的地方，
饱含春雨的鲜花开遍了锦官城。

春雨存在的价值在于它能滋润万物，使万物有了生的希望，
给万物带来无穷无尽的变化，所以杜甫对于她有着特殊的情
感。在雨林中，延伸至极目之处覆盖大地的嫩绿小草，哪怕
最细小的一株，都在尽情展示着柔而不燥的活力。闲适的青
山绿水，也在告知细小草儿的生命的意义，伟大的意义。生
命本无意义，但是我们活着就是要去创造出这个意义。人活
着并不一定要有意义，但如果能够有意义，人会活得更充实。
人不是为社会而活着，而是为自己活着，然而，人又不仅仅
是为自己活着，因为人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为了使自己生活
得更好，常常是不自觉地促进了社会的前进，使我们的后人
也因为我们的努力而生活得更好。"生命犹可贵，千金亦难
买"人的生命是至重、至贵的，当一个人失去生命的时候，其
所拥有的金银财宝、名车毫宅都将人去楼空、毫无意义。人
在一生当中，许许多多的.事情并非仅仅为了生存，"人吃饭
是为了活着，但人活着不仅仅为了吃饭"，生存只是一种手段，
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完成自己的理想，实现一种价值追求。

人的价值的实现即是自我的实现，通俗的讲就是事业的归宿，
对社会贡应有之力。这是我们所渴望的。为了这个理想，许



许多多的人不顾艰辛困难，奋勇前进，不惜头破血流，伤痕
累累，甚至于抛头卢、洒热血亦在所不惜，只要有这个理想
的支撑，生命就有源源不断的动力，一直不竭!

人，就是应该具备一种精神，一种敢于斗争，不怕苦、不怕
累，不怕流血的大无畏精神;一种永往直前，百折不挠的信
心!生命就是一种精神、一种追求!

一切的酸、甜、苦、辣，一切的艰难痛苦，一切的风风雨雨，
一切的成败得失，对于我们来讲，从来就不是痛苦和失败，
而是失败中的成功，是快乐的享受。不错，我们应该把一切
艰辛和失败的痛苦当作一种享受，独一无二的享受!我们的生
命将上一个新的阶段，从此就没有所谓的"苦"和"痛"，"得
失"和"成败"。这也许就是真正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圣
人心境吧!

生命就是活出一种境界，一种为人处事的境界，一种奋斗努
力的境界，一种成功的超脱。

杜甫转读后感篇十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这是洪先生引用杜甫给李白的诗，
用来说明杜甫的一生。

很惭愧，我了解的杜甫只在于以前读过的零零散散的诗：比
如：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等等，读过这几首诗，感觉那未必是李太
白的：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的豪迈可比的。而
杜甫那幅有名的愁容满面的画像更加增加了我对杜甫是个失
败的印象。

我在看洪先生的这本书之前，查阅过新唐书文艺传内的杜甫
传记：什么少贫不自振，困，流落等等词不断，可见诗人的
一生是坎坷的，然而短短的几百字的传记，却显得杜甫毫无



建树，除了忠君和诗歌为人称道。

看过洪先生的这本书，我却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杜甫，洪先
生以时间为横轴，杜甫的足迹为纵轴，以杜诗为z轴，给我呈
现了一个立体化的杜甫，他已经不再是那个画里愁容满面，
营养不良的诗人，而是一个忧国忧民，内心充满对普罗大众
的怜爱之心的圣人，诗人只是这个圣人的一个外在的形式。

杜甫的诗，不像李白的诗，给人浪漫的想象，而是对社会的
反映极尽写实，举个例子：早在安史之乱前的盛唐时期，杜
甫并不是去歌颂盛唐的辉煌，他已经看到，唐朝的对外战争
造成的悲剧，比如兵车行这首诗：边廷流血成海水，武皇开
边意未已。诗人不是看到朝廷开疆拓土的胜利，而是关注着
民生的艰难。又比如，在贫病交加的时刻，他由自己的困苦
而推己及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不是
仁者爱人的嘛。

诚然，在中国的编纂史书的人眼中，唯一值得记载的是明君
和贤相，这也就意味着新唐书里那些肤浅的记载不足以表明
诗人的伟大。

叔本华曾经说过：一个人越属于他的后世，亦即属于整个人
类大众，那他就越不为自己的时代所了解，因为他的贡献对
象不仅是他的时代，他为之奉献的是整个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