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苏东坡读书心得(优质10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苏东坡读书心得篇一

今月曾照古时人

望着夜幕中的那轮月，深邃的黑幕将我引向千年前的那抹身
影。空明的月光如积水满溢整个庭院，影影绰绰的是似荇藻
般交叉错杂的竹与柏的影。似乎才情总与美酒为伴，他在月
下举杯邀饮，衣角被清风带起，空气中久久回响那空灵的诗。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这位月下的漫步者，正是苏东坡。

最先知晓苏东坡，是从他的诗、他的词开始的。“竹外桃花
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简简单单的几处景物便描绘出
一幅江南的早春图；“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
洋溢青春乐观的精神；“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
也无晴”道出人生的哲理。他的诗词始终大气磅礴，一如他
的人。苏轼的一生，交织着才情与坎坷，亦是一首令人回味



的诗。一首带着画，隐着情，有时天真，有时老练的史诗。

在《苏东坡传》中，林语堂的笔下，却让我看到了一个更为
生动的苏东坡。最吸引我的却是他刚正不阿，一心为民的品
性。他在面对邪恶，面对错误，勇于提出，敢于批评。在他
看来，荣华富贵，安宠荣辱不过是一己私欲，过眼云烟。他
虽身在官场，心却在田野。他的双眼，关注的是百姓的愉悦
与疾苦；他的目标，定位在百姓民生之上。就如西湖的苏堤，
原来是苏轼在杭州做太守时，发现西湖中有一种水草，破坏
了湖的水质，影响了杭州百姓的生活用水。于是他带领大家
清除水草。然而清除的水草无处可放，他便想到了在西湖中
建堤。这样既为这些水草找到合适放置的地方，同时还可以
方便人们在西湖的出行。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举措。

苏东坡也曾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
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真是好一个“无一个不好人”
啊！人之初，性本善。即使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也会有他
善良的一面。但放眼现在，谁能说自己相信“天下无一个不
好人”。最多也不过是认为天下并非全都是恶人罢了。不过
这也有无可奈何之处，现如今，我们无法辨认他人脸上的表
情是出于真心，亦或是假意。于是，我们不再相信陌生人，
乃至于身边的亲近之人。说到底，不是不想，而是不敢吧。
因此，现在的我们或许无法理解古人是以怎样的心态说出这
样的话，那份淳朴、挚诚是我们所不能想象的。

为人父母，苏轼却曾为他刚出生的儿子写下这样的诗
句：“惟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不免让我有
些许诧异，没有望子成龙的期盼，没有要其出人头地的要求，
却只希望他儿子“愚且鲁”，这是为何？细细一想，却也了
然。他是明白的，他知道自己此生的多灾多难，多是由于他
的才智。能力越高，身上的担子也就越重。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士人向来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兼济天下，关护
黎民的责任。是了，或许糊涂是福啊。他自然不愿他的孩子
如他般艰辛，这也是一个父亲最真切的祝福吧。



他一生都处于政治漩涡之中，却并不精于自谋，应该说他是
放任不羁、风光霁月的。“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
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
句苏轼的《留侯论》中的话，不也是他自身的写照吗？这样
的他，是那般的令人倾倒而又望尘莫及。

心似已灰之木

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

这首苏轼的绝命诗，写尽了他一生坎坷。他的一生就如大海
中的一叶孤舟般大起大落，虽饱经忧患拂逆，他的人性却更
趋温厚，而无尖酸刻薄。我想，我无法走近这位伟人，却也
愿在这千年之后探寻他的足迹。

春去秋来，朝午暮夜时，弹指间，流年暗换，物转星移，为
之奈何。逝者如斯，惟余沧海桑田中的翩然一角。凝望那千
年前的身影，泛舟湖上，谈笑风生间，淡看宦海沉浮。

苏东坡读书心得篇二

秋天的夜，静谧而安详，融化了所有的不安。柔柔的银辉浸
汲了你的全身，任凉风吹乱了头发，却拂不乱心中牵挂。泛
光的湖面与天边的皓月相接，唯美的弧线，浪漫的光点。你
醉了，眼睛却空洞地望着婵娟，以此寄托哀思。林语堂就这
样与苏东坡相遇了。

一曰苏子：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

苏子没有消沉。于赤壁之下吟诵赤壁赋，巨星之陨落只为再



次燃烧自我。满世污

浊只为托出这一朵青莲花。粗布一生又如何？只要心中有诗，
哪里都是远方。

苏子一人悲伤，是触及灵魂深处的痛，鲜有人能理解这样的
悲伤。纵有佛印与东坡共醉，也只是稍纵即逝罢了。

二曰苏子：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不惑之年，身陷乌台诗案，政敌虎视眈眈。无力回天，谪居
黄城中，把酒临风。牵黄擎苍叹英雄。昔日长江风光处，寸
步难移，成败任西东。此恨无解，一蓑烟雨任平生，踏雪飞
鸿。何人能懂你“千里共婵娟”的豪情与胸怀？何人能体会你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的凄凉，世人所见没有你那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的寂寞，只有“敲门都不应，
倚杖听江声”的超脱豁达。

林语堂与苏轼二人成对，是两位文豪的碰撞，林语堂以笔尖
会东坡，而东坡早已在千年之前预留了人生空白，《东坡传》
和盘托出，造就了两位文学巨匠的一生。

三曰苏子：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

风流已逝，大江东去，举酒还酹江月。料峭春风，竹杖芒鞋，
一蓑烟雨人生。

将达观与悲悯放入酒壶，酿出甘露饮入豪肠，留下的意蕴便
足以影响后世千年。苏子将春色裁为三截，二分尘土飞人世，
一分流水予世人。做人当如苏子，三分悲悯观天下，七分达
观笑人生。举手间戏笑荆公惹人妒，谈笑间成就千古遗万代。

我与林、苏同台，以语堂为纽带看东坡，以东坡为契机换语
堂。透过字里，穿过行间。我可以看到苏东坡从历史的风尘



仆仆中走来，这就是阅读的力量。

吟诗颂歌有客弄萧音如怨，饮酒凭窗苏子遗世羽化仙。

辉煌也罢，落寞也罢，宠辱不惊，自适其中。苏轼总能感受
生活的美与快乐，

他对生活了解得太过透彻，透彻到看破尘世真相后依旧乐观，
以纯真智慧面对浊世这便是他最强大的武器。

这般豁达的胸襟你我可曾洞明，这般强大的武器你我可曾拥
有。让我们翻开书本，走进东坡，走进语堂。让阅读成为我
们人生中最强大的武器。

苏东坡读书心得篇三

我读过很多苏东坡的诗词，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
人物”的豪放，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
哲理，还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千古绝唱。以前
我只知道他是一位北宋的大诗人，这几天读完林语堂所著的
《苏东坡传》，才真正了解这位伟大的才子一生所经历的跌
宕起伏的曲折故事。

林语堂用极优雅的文字、极具感染力的情感，为我们讲述了
一代文豪——苏东坡的故事。苏东坡不仅是个诗人，是唐宋
八大家之一，他还是一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一个黎民百姓
的好朋友、一个散文作家、大书法家、新派画家、美食家、
一个工程师、一个瑜伽修行者佛教徒、一个政治上坚持己见
的士大夫……但这些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

苏东坡最感染我的品质是他的乐观、豁达。这位几百年才能
出现一个的旷世奇才，人生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他是“一
个被政敌迫害的政治家，一个终身颠沛流离的才子”。



政坛多风雨，为官44年，他一贬再贬，由黄州到惠州，由岭
南到海南，愈贬愈远。“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苦难
面前，苏东坡的人生始终充满希望和浩然之气。他没有因为
贬官而否定人生，否定自我，他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被
贬黄州时，一句“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道出了苏东坡
笑看风云的乐观旷达；在惠州时，“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
长作岭南人”，苏东坡随遇而安的精神风貌跃然而出。苏东
坡在被贬后没有自暴自弃，自怨自艾，而是以一种全新的姿
态开始了新的生活，心存浩然正气，心系黎民百姓，成
为“百姓之友”。

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与挫折。刚
刚进入初中生活，我努力地适应着更快的学习节奏、更高的
学习强度、更难的知识体系，以及面对独自住校生活的困难。
我还有好些题不会做，有好几次小测没考好，有几件衣服没
洗干净，有一次被宿管扣了分……面对困难与挫折，我要学
习苏东坡，以乐观豁达的心态去面对，释放坏情绪，积极解
决问题，努力做更好的自己。

当我们的人生遭遇到不可绕行的暗礁，让我们以最美的姿态
冲天而起，成就最美的雪浪。

《苏东坡传》的字里行间都洋溢着林语堂对苏东坡的热爱之
情。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乐观无
畏，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又怎能不热爱
呢？苏东坡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
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是他那万古不朽的乐天派精
神。

苏东坡读书心得篇四

从小时候我便读过苏东坡的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
娟”的旷达，“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奔放，
这些无一不透露着苏东坡的豪迈。



可我对他了解甚少，直到上周学习了《记承天寺夜游》，这
才激起了我对苏东坡此人的兴趣，也正是因此才让我有耐心
地捧着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一页一页地翻着读下去。

《苏东坡传》这本书主要就是描绘了苏东坡的一生，它将苏
东坡的每一面毫无保留地展示于我的眼前——他是一个“无
可救药”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
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
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的修炼
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
是月下的闲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苏东坡是十分豁达开朗的，而这一点也最能够直观感受到
的——苏东坡一生坎坷，仕途崎岖，可这并不能阻止他。王
安石变法时，近乎全体贤良忠士弃官而去，而苏东坡连上三
书之后被贬谪，可他绝不放弃，仍将他对新政的不满以及新
政的缺陷提出来，而因此得罪了当时许多掌有实权的群小，
被一贬再贬，到了最后竟到了蛮夷之地海南岛。

但那些群小的阴谋诡计并没有得逞。苏东坡不管被贬到何处，
都是政通人和，苏东坡也深受人民们爱戴。苏东坡也以人民
为重，两者相互关照，一片安居乐业的景象。苏东坡被贬至
杭州更是开始学起了瑜伽，修习佛道，与同在杭州的“出淤
泥而不染”的正人君子结交朋友，探访山水，丝毫没有被贬
谪应有的沮丧，而是好似一位来到杭州品味山水的观光客。
林语堂是这样评价他的：“苏东坡过的快乐，无所畏惧，像
清风一样度过了一生。”

对于他的毫不恭维，仗义执言的性格我十分地欣赏。即便他
做事有些冲动，有些莽撞，可这也让他更加有魅力。在《中
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中有一段话：“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
授，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
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
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



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这番
话就映照着苏东坡的性格。苏东坡认为：不正确的东西不能
让他延续下去。若想阻止他们，就得有个人带头。可苏东坡
带了这个头之后，可就苦了她自己了——苏东坡一生四次被
贬谪，而他四次都是因为自己直来直往的性格被贬——第一
次是因为苏东坡在乌台诗中讥讽朝政，被贬入狱，险些丧命，
出狱后被贬黄州。第二次是在王安石变法中与旧党发生分歧，
被贬颍州。这一次被贬我认为并不正确，因为王安石在变法
中注重的是“富国”而“贫民”，青苗法和免役法以及保甲
制度让人苦不堪言，而这时候的确是需要一个人站出来大胆
地指出错误，批评错误。第三次是被宋哲宗以“讥讽先朝”
的罪名被贬。第四次是直接被贬至儋州。可这四次贬谪并没
有改变他的性格，他仍然是直来直往。

苏东坡他的性格贯穿了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和佛教。他的.身
上具备着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感，
又同时具备着道家的豁达。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苏东坡能够在
沉浮不定，变幻无常的苦乐人生前也能够适应它的原因吧。

苏东坡读书心得篇五

我是十分喜爱苏东坡的，然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来解释
我的这种喜爱。要硬是让我说出个所以然来，那我也只能回
答：“他的所有。”

林语堂所创作的这本书讲述了苏东坡平凡却又传奇的一生。
或许他的一生，是坚持自我，坚守本真的一生。林语堂称其为
“大自然的顽童”，极其贴切，幼儿是最真的，率性而为，而
“顽”中又带着一丝倔，正是这股本真和随性，使他的一生
过的快乐，闲舒。

如他一般的人物，也许在这世上是不可无一却难能有二的。
年少时参加应试，他的那篇论为政宽与简的文章被欧阳修传
给同辈观看，激赏数日。那正是他的基本政治哲学。然而却



因欧阳修断定此文出此其友曾巩之手，将这本列为首卷的文
章改为二卷。但却丝毫不影响他二十及进士，以一流之学者
闻名天下。

在一个可以看作近似全才甚至完美的人身上，想挑出他的若
干惹人敬爱的特点是十分轻而易举的。我们又何尝不可称他
是坚守初心的乐天派，是体恤百姓的善官，是悲天悯人的道
德者，是为人随性的诗人，是新派伟大的书法家，是佳肴的
创新者，是饮酒成癖者，是皎洁月光下的漫步者，是瑜珈术
的爱好者，是为官之道的坚持己见者，是生性风趣诙谐的
人…然而这都并不足以来勾勒他的全部面貌。我若在人前一
提苏东坡或许人们的心中自有自己的答案，并回以一个亲切
却又满怀敬意的微笑。

也许也正像描述耶稣的那样———具有蛇的智慧，兼有鸽子
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可望其项背
的。他的一生保持率真淳朴，终身不渝。官场的那番勾心斗
角自不是他所能适应的，这也与他格格不入；他的诗词歌赋，
或即兴之作，或不满而发，一切那么顺乎天性，自然流露，
刚猛激烈，来不得半点虚假，更不必说“为作新词强说愁”
那般了。

而现代的人们是否早已遗失了什么，率真?随性?过的那么压
抑，痛苦。精神生活贫瘠不堪，人们总是在抱怨，懊恼身边
的处境，却不曾从自身出发，从心出发，去寻找心中的世界。
我们又何不学习苏东坡的心态，安之若素，顺乎天性。

或许会说苏东坡的一生都在政治漩涡之中，但他却光风霁月，
远超狗苟蝇营的政治勾当之上。他的作品无一不吐露真情本
性，而今吾辈读其文，别无其他，只因他写的那么美，那么
回归本心，那么朴茂健雅，字字随性。

所以，苏东坡，他一生过的快乐随性，无所畏惧，正如清风
流水般度过了一生，不无缘故。



苏东坡读书心得篇六

我是怀着与两位天才对话的欣喜之情，来阅读《苏东坡传》
的。

苏的才华，自不必浅学评价了，至于“脚踏东西文化，心平
宇宙文章的林语堂其名也早已贯天下、垂青史，更不消多言。

给古人做的传记，我以前也读过几本，然而大都工于学术，
读起来如同面对戴着瓶底厚眼镜的老学究，压抑之余，兴味
寡然。比如有梁启超先生著，叫做《王荆公传》的，叫浅学
很是自愧于学而不精，乃至搔首弄姿，汗如雨下，大有与字
典同归于尽的冲动。

和理解最遥远的距离是仰慕，想必林语堂先生是深晓此理的。
所以他才会用一种介绍朋友的语气，以有那么点英雄惜英雄
的心情为子瞻作传吧。托了老外的福，这书里是见不到“之
乎者也”一类了。我们也应此得见一个有血有肉的东坡居士
形象。这一点，怕是前无古人的吧。

在静寂的夜晚，我聆听着苏子的脚步声，和他一起走遍中国
大半个中国，与他一道为这片土地上的农民疾呼。在苏看来，
贬谪实在只是换个地方，他的责任实在一分未减。他见不得
大宋农民在丰收的日子也必须举家逃荒，流离失所，所以只
能大声疾呼。后人谈苏轼，多敬佩他的旷达，却不知这份旷
达只用以面对他自己的苦难，对他人的苦难，苏大多是流下
同情的泪水。

苏的名声是伴着他的贬谪越传越远，越传越大了。他在詹洲
的文章，竟不需几月就能传到京师，成为得势者喉中鲠住的
鱼骨。于是一贬再贬、越贬越远，便成了苏人生的常
态。“你啊，满肚子不合时宜。”侍妾朝云竟是这样聪慧，
一语道破苏的宿命。



但我想，这句玩笑话必是含泪说的吧。

林语堂先生说：“我理解苏东坡，是因为我喜爱他的缘
故。”我想，这喜爱除了对其文的赞赏，更包含了对其人的
投契。比较他们二者的人生，我竟发现极大的相似之处。

且不说同样阔达的胸襟，不相上下的智慧，他们都生逢乱世，
遭遇变革。秉承儒家入世的宗旨，他们都想成为昏昏之世的
昭昭之雷，惊醒昏聩的统治者，救活苦难的国与家，于是嬉
笑怒骂，激昂文字，成为当权者心中的芒刺。他们为此而遭
受痛苦，身心俱疲，所以在“痛何如哉”之际，于道家出世
的思想中寻一刻的慰藉。苏一生有几次想辞官归隐，甚至买
田筑舍，但却苦于政治迫害，终未如愿。林语堂先生则在
《生活的艺术》中说：“让我和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
便已心满意足。儒道两家的思想，在两颗济世救国的心中撞
出灿烂的火花。林把台湾家中的书房名为“有无为轩”，正
是有为之时，也有不为之事的意思。

尼采说：“国家和文化时反向发展的。”虽不甚正确，却正
暗合“文人的不幸，是文化的大幸”之意。林在《吾国吾民》
中说：“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
正好为这种现象作历史的注释。

可是我不禁有所感，现在算是治世了，“合时宜”的文人愈
来愈多，“不合时宜”的文人愈来愈少。放眼文坛，处处是
赞美者、讴歌者，疾呼者甚是寥寥，甚至如北大的学子，有
被拉去“会谈”的风险——狡兔死，走狗烹，现在国家强盛
了，我们还要疾呼者做什么，思想偏激的人都滚一边去!于是
便有了北京一帮浮浪子 “黜鲁迅而豋金庸”的所为。

白居易说：“歌诗合为事而作。”我想乐天先生若见到当今
如郭敬明或玄幻小说一流的，恐怕会无语吧。再看当今垃圾
文学的盛行，可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很多沉迷于此的人，
大有“不知腐鼠成滋味”的劲头。



呜呼，我只愿还能几位像苏东坡，像林语堂，像鲁迅那样说
真话，做实事的文人，那种激昂文字的斗士，发出不啻惊雷
的呐喊。须知我们的国家还处于关键的时刻，治世之中仍有
暗流，安然的梦，还是以后再做吧。

读了《苏东坡传》，目睹一个朝代的兴衰，心中不免有所感，
因此扯几句淡话。浅学无知，仓促完篇，若有谬误之处，还
望诸公见谅。

苏东坡读书心得篇七

我是怀着与两位天才对话的欣喜之情，来阅读《苏东坡传》
的。

苏的才华，自不必浅学评价了，至于“脚踏东西，心平宇宙
的林语堂其名也早已贯天下、垂青史，更不消多言。

给古人做的传记，我以前也读过几本，然而大都工于学术，
读起来如同面对戴着瓶底厚眼镜的老学究，压抑之余，兴味
寡然。比如有梁启超先生著，叫做《王荆公传》的，叫浅学
很是自愧于学而不精，乃至搔首弄姿，汗如雨下，大有与字
典同归于尽的冲动。

和理解最遥远的距离是仰慕，想必林语堂先生是深晓此理的。
所以他才会用一种介绍朋友的语气，以有那么点英雄惜英雄
的心情为子瞻作传吧。托了老外的福，这书里是见不到“之
乎者也”一类了。我们也应此得见一个有血有肉的东坡居士
形象。这一点，怕是前无古人的吧。

在静寂的夜晚，我聆听着苏子的脚步声，和他一起走遍中国
大半个中国，与他一道为这片土地上的农民疾呼。在苏看来，
贬谪实在只是换个地方，他的责任实在一分未减。他见不得
大宋农民在丰收的日子也必须举家逃荒，流离失所，所以只
能大声疾呼。后人谈苏轼，多敬佩他的旷达，却不知这份旷



达只用以面对他自己的苦难，对他人的苦难，苏大多是流下
同情的泪水。

苏的名声是伴着他的贬谪越传越远，越传越大了。他在詹洲
的文章，竟不需几月就能传到京师，成为得势者喉中鲠住的
鱼骨。于是一贬再贬、越贬越远，便成了苏人生的常
态。“你啊，满肚子不合时宜。”侍妾朝云竟是这样聪慧，
一语道破苏的宿命。

但我想，这句玩笑话必是含泪说的吧。

苏东坡读书心得篇八

当我们受到启发，对学习和工作生活有了新的看法时，写心
得体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么做能够提升我们的书面表达
能力。怎样写好心得体会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苏东
坡传读书心得，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对于苏东坡，相信每个人都很熟悉。

从小到大的课本中，他的诗词经常出现。不过那时我也只是
把这些诗词作为必读课目学习背诵而已。

我心目中感受到苏东坡的“与众不同”则是在大学的时候。
一次偶然的机会读到了他的《定风波》，“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
风雨也无晴”。似懂非懂之间，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当时
被低落情绪笼罩，读到这首词的时候，忽然感觉心里照进了
一束光。

此后就自己找了苏东坡的很多作品来读。然而始终都不敢标
榜自己是苏东坡的粉丝。因为千百年来他的粉丝太多了，尤
其是，他的粉丝中牛人太多了。比如其中有一位粉丝叫做林



语堂，这位粉丝就给偶像苏东坡作了个传记——《苏东坡
传》。这么有学问的“追星”方式我自问显然做不到。那就
别蹭偶像热度了，虚心学习吧。

于是认真拜读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越读，越了解苏东
坡，越喜欢苏东坡。这真的是一个天纵奇才，是一个全方位
可爱的人，是一个可以被很多美好的词汇修饰都不嫌过分的
人。

看得出来林语堂是个很铁杆的粉丝了，对苏东坡的了解程度
自不必说，对于给苏东坡带来“厄运”的人物比如王安石，
他也是恨得明明白白。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也一度很讨厌王安石，可是后来又慢慢
释怀了，苏东坡晚年自己也跟王安石和解了，我们这些千年
后的人简直就在瞎计较。当然还是要说，幸好当时的皇帝还
有一丝清醒，未曾杀害苏东坡，为人民为后世为中国文学史
留下了这位宝藏一般的人物，而我们也看到了在一次又一次
贬谪的过程中越来越丰富的苏东坡。

说个题外话，读完《苏东坡传》之后又看了林语堂的《武则
天传》，却觉得不是那么吸引我，通篇看下来几乎就是武则
天杀人记录合集。

武则天任用酷吏、大肆杀戮以扫平权力道路障碍确实是一段
很黑暗的历史，但我相信这个人物是多面的立体的，作为传
记只写杀人这一方面还是有些片面了。

苏东坡读书心得篇九

苏东坡，又名苏轼，苏子瞻。著名的诗人，画家，书法家。

这位才华横溢的大家，一生是极其坎坷的。24岁时考取功名，



先后在凤翔，杭州，徐州等地任职。他心系民众，所到之处，
皆建树颇丰。他生性耿直，遇到不平事，总要说一说，“如
蝇在喉，不吐不快”。

作为一方父母官，视黎民百姓之幸福为己任，遭遇不良政法，
势必提出异议。终究惹得小人嫉恨，遭遇陷害。他爱诗作诗，
因此闻名，却也因此得祸。朝中奸臣无法找到苏东坡任职期
间有何错处，只能在其诗中“挖掘”忤逆之罪，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后被发配至黄州。

在皇帝驾崩之后，由皇太后摄政，被昭回京都，予以重用，
一路直升至宰相。可他不是政治家，却身在政治漩涡中心，
面对长久以来的清议弹劾，觉得无比烦累，自愿请辞至地方。
又到杭州，他称之为“第二故乡”，开始大刀阔斧，建医院，
修苏堤，清理河道。

看到终日不停的暴雨，他建议提前预备粮食，以防灾荒，然
而，这又触及一些人的利益。建议没能被采纳，反倒为自己
埋下祸根。灾难终究如期而至，许多地区，人民死亡半
数。“小人浅见，只为朝廷惜钱，不为君父惜民。”这位大
诗人，除了感叹“呜呼，天下苍生，奈何！奈何！”，别无
他法。

皇太后去世之后，一个18岁的昏庸皇帝执政，一些被打压的
奸佞小人，死灰复燃，重新回到朝野，开始大幅度的报复，
多数忠臣都被归为“元祐派”，被降职贬谪，连一些死去的
老臣都不放过，削官降爵，打压其后代。章惇甚至奏请皇帝
给司马光挖棺鞭尸，并毁其《资治通鉴》。幸而，此次皇帝
觉得太为过分，并未听信谗言。

当然，苏轼兄弟难免其黑手。苏东坡先被贬谪至广东惠州，
发现他在广东生活甚好，又被流放至海南。海南当时还处于
境外，苏东坡是唯一被发配境外的官员。那时的他已60多岁，
海南气候闷热潮湿，缺衣少食，生活十分艰难。



苏东坡一生漂泊，有时舟车劳顿几个月，刚刚到一个新城市，
还未休整踏实，又接到新的任命，匆忙上路，赶往下一发配
地。好在他的才气人品，极为世人钦佩敬仰，所到之处，总
有一些良善之士接济，总有一些文人知己陪伴，所以他并不
孤寂，生活再困苦，也能把酒言欢，日子再艰难，也能吟诗
高歌。

终于这位昏庸的哲宗皇帝只活到24岁，之后由其母亲皇太后
摄政几个月，那些元祐老臣得以赦免，苏东坡才有机会返回
本土。然而，在北返途中染上疾病，刚刚返回常州后，就结
束了他颠沛流离，却也丰富多彩的一生。

苏东坡的一生多数时间都在朝为官，虽然他具备政治家的深
谋远虑，但却不是政治家，因为他无心尔虞我诈的斗争，他
没有权倾天下的利欲熏心。他只是个一心为民的父母官，时
时刻刻只想为民谋利，为民除害。他只是渴望自由的诗人，
是心胸豁达的仙野道人，是童叟无欺的邻家老翁。他亦是百
折不挠的斗士，刚正不阿的英雄。他是那个时代的伟人，亦
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说到苏东坡，必绕不开王安石。小时教科书中提及王安石，
只记得“政治家，王安石变法，青苗法”这些只言片语的概
念，未曾想，他的影响如此“深远”。王安石是个怪人，不
修边幅，生活自理能力差，但在政见上却极其自我。有人评
价他坦率真诚，洁身自好，只是刚愎自用。为推行新政，凡
是反对者，全部被撤职贬谪。他自身并没有想要权倾一方的
功利之心，只是为了疆域辽阔的强国之梦，付出再多代价在
所不惜。

想来，苏东坡与王安石都是闻名于世，但他们于国，于民，
于历史的意义，却是截然不同。

《苏东坡传》是十分丰厚的一本书。作者林语堂对相关资料
考证详尽细致，这不只是关于苏东坡个人的传记，也是宋朝



后期历史的综合呈现。与苏东坡相关的人物关系，社会背景
描述细致入微，分析透彻深刻。而且，作者语言精炼优美，
尤其许多景物描写，绘声绘色，仿佛身临其境，令人神往，
读来真是一大享受。

苏东坡读书心得篇十

苏轼，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我的印象中他的词最出名，其代
表作品有《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
古》，《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最近我在诵读他的
《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他是无数人仰慕的大才子，
其作品千古流传。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让我对他有了新的认识。确实，他
是一位天才，他的文章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争相传诵。他
因文章而惹祸，他的政敌因他的文字对他羡慕妒忌恨，制之
于死地。他不仅在文章诗词上，还在书法与绘画上开创了新
局面。在各个领域大放光芒，我想起一个人，弘一法师李叔
同可与之相比。

苏不仅富于感性，而且非常理性。他既热爱自然，纵情山水，
又谈佛论道。他的足迹遍及天涯海角，总少不了一些奇特朋
友相随，谈经论佛，他对人生有深刻的认识。读他的《赤壁
赋》，在数百字的短文中，你能体会到人在宇宙中的渺小。
他的后半生在流放中度过，在一个地方没有呆到三年，离京
都越来越远，远到海外蛮地。“苦难让人成长”，残酷的生
活造就了一代文豪，他是一位乐天派，他把对生活与人生的
感悟付诸于诗文。文字成就了他的伟大。

他为人所爱的不仅是才华，豪爽、正直，这些品质更为人所
喜，但是作为政治家，这些品质注定他会失败的。他不喜官
场，也不为官场所容。无论是他的政敌王安石等当权，还是
他的“同党”执政，他的正直的言论让人不安，最终他只能
远离政治的中心。



月夜当空，他最喜的是与人夜游，没有文友相伴就与百姓纵
谈。在蛮地与百姓聊天，没有文化没关系，他说，谈鬼故事
也行啊。于此，我读到一种深深的孤独。

他是一位乐天派，在海南蛮荒之地，他忍受着热带的高温，
艰苦的自然环境也没有征服这位老人，他永无止境地探究着
生命的乐趣，他亲自酿酒，还学瑜伽炼仙丹，他热爱生活，
享受生活。

他的朋友圈遍及各个层次。皇上皇后对他尊敬有加，老百姓
也把他当作自己的父母官，当他入狱时，当他流放时，万人
空巷相送;当他到达某地时总有许多人在岸边相迎。怪不得人
们总是乐于谈论他的故事，他就生活在人民中间，在位时他
时时为百姓着想，即使下野也想办法影响当政者。居庙堂之
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之豪情万里;“蒌蒿满
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之闲情逸致;“老夫聊发少年
狂”之壮士暮年;“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之深情思念……
可即便是众多精妙的诗词，也仅仅是苏东坡精彩一生的冰山
一角。暑假里，带着对大文豪的景仰，我潜心阅读了林语堂
先生所著的《苏东坡传》。

苏轼的一生可谓是跌宕起伏，饱受磨难。仁宗景佑三年的一
天，四川眉山的一间房中，一个婴儿呱呱落地，他便是出生
于书香世家的苏轼。他成长于宋仁宗当政时期，其时四海升
平，人民安居乐业，因此他生活无忧无虑。从小苏轼在诗词
方面就表现出一定的天赋，后来进京应试，成绩斐然，名动
京城。青年时期的苏轼正遇上王安石变法，政见上的不同使
他遭到贬谪。特别是在一向维护他的皇太后离世后，他遇到
政敌的打击报复，被一贬再贬，直至流放到偏远地方，终了
余生，享年六十三岁。

曾有人形容苏东坡为“乐天派”，对此我非常赞同。他喜欢



开玩笑，开玩笑的对象不分敌友。在遭遇贬谪时，他对沿途
乡野、高山、峡谷等美景醉心游赏。在岭南的时候，他过得
非常快乐，给朋友写信说：“来此半年，已服水土，一心无
挂虑，因为已经乐天知命。”他发现甜美的荔枝，“日啖荔
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还写信给儿子说，别让陷害
他的人知道这里有好吃的荔枝。流放到海南，在古代无疑等
同于死刑。海南气候炎热，土地荒蛮，易生疾病。但苏东坡
仍然笑对逆境，在那里了解民风，学习方言，兴办学校，称
赞那里没有岭南的瘴气，还培养出海南第一位进士。

纵观中国古代，没有一位伟大的人物不是经历过挫折与苦难
的，苏东坡也不例外。但他不同于陆游的忧国忧民之苦;不同
于杜甫的颠沛流离之苦;不同于李清照的寂寞冷清之苦。苏东
坡纵使历尽沧桑，依然苦中作乐。奸臣迫害，大可一笑而过;
贬谪流放，仍可心如止水，乐天知命。在他的诗词中，我们
未曾读出对世道、对他人的抱怨和指责，反而更多的是对当
下生活的品鉴，对世事人情的豁达。

苏轼的一生中，诗、词、书、画无一不精通，道家、佛家与
儒家之精华，已在他心中沉淀。他亲民和善的处世之道，乐
观积极的生活之道，都将在中华历史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即使再多的不公与艰辛，依旧能在苦难之中，盛开一笑翩翩。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首《水调歌头》我们耳熟
能详，它的作者是苏东坡。而这本书写的正是他，林语堂搜
集了大量的资料，读过他所有的著作才来写这本书。林语堂
也非常喜欢苏东坡，我也不例外。

拿到这本书时，以为这本书写的是苏东坡一些有趣的故事，
没想到竟然写了苏东坡的一生。。我一开始读这本书时，觉
得有些枯燥，爸爸却说“开始时可能是有点枯燥，但读着读
着就不会这样了，这才是正真的文学!”或许文学就是这样
吧!苏东坡的一生很坎坷二度遭贬，颠沛流离，读到第四卷，
第24章苏东坡二度迫害时，我心里怒火中烧，真想穿越时空



为苏东坡辩解。

有一回，我数学考试考的很差，我想回家给妈妈爸爸看卷子
该怎么办啊!，我就伤心起来，不知不觉的就哭了起来，同学
们都纷纷来安慰我，说“没关系的，下次你考好一点，就可
以了呀!加油!”我现在想想实在是好笑，考差了又有什么关
系呢!再努力一点就好了，做人就要像苏东坡一样要乐观面对。

我一直想不通林语堂为什么要写《苏东坡传》、《孔子的幽
默》等写中国古代名人的书，爸爸又告诉我“那时候林语堂
在美国，他要在美国中国历史文化，所以才写的!”原来是这
样啊!我想林语堂肯定是个十分热爱文学、有热爱祖国的伟大
人物。

这本书让我彻底了解了苏东坡,又知道了一些做人的道理，为
人要善良、乐观、宽容、还要关心他人。我现在甚至觉得苏
东坡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

今天，当提到苏东坡时，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宋代一位伟
大的诗人和散文作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然而他不仅诗作得
好，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但相比之下，苏诗更为著
名。

苏东坡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卒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他在
北宋最好的皇帝当政期间长大，在一个心地善良但野心勃勃
的皇帝在为期间做官，在一个十八岁的呆子荣登王位之时遭
受贬谪。所以读《苏东坡传》同时也是在了解关于北宋盛衰
的一部史诗。提到苏东坡，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和他有很大关
系的人王安石。众所周知，王安石是当时很著名的诗人，而
且还是苏东坡政治上的对头。在当时的腐朽政治之下，王安
石为了实施自己那套社会改革新法而不择手段，将倡异议之
人全予罢黜。然而广事宣传新政的结果却是：在五谷丰登的
年月，农民的生活却苦不堪言，他们为了躲避官兵的追杀不
得不逃离乡里。然而苏东坡只能为他们呼天求救，但是却无



法一施援手。由此可见，当时淳儒贤臣遭到迫害、小人当政
的朝廷是多么可怕啊!

苏东坡之所以在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一则是由于他对自
己的主张原则始终坚定而不移;二则是由于他诗文书画上的卓
绝之美。苏东坡很巧妙地描写了他自己的为文之道，其行止如
“行云流水”。也许，用“能使读者快乐”六字来评价苏东
坡的作品最恰当不过了。

最近我读完《苏东坡传》，这本被誉为二十世纪四大传记之
一的著作，感触良多，收获颇丰。我读的是由湖南文艺出版
社出版的张振玉先生的译本。该书考证史料十分充足，文学
色彩又很浓厚，以苏东坡一生的命运轨迹为主线，从执政、
文学、诗词、书画、情感、佛道教等方面将一位伟大的文学
家、政治家、书画家的一生娓娓道来。书中还能不经意就见
到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洵等历史大家的影子，仿佛
坐着时光机穿过时光隧道，跟着作者穿越到了那个久远的时
代。

“竹杖芒鞋，一蓑烟雨任平生”。通过这句诗，我看到了一
位饱经忧患的老人，在风雨人生中不屈不挠、坚毅前行的身
影，这是我感受到的苏东坡人格最有魅力的'地方之一。苏东
坡的一生，充满了极度的戏剧色彩，是苦与乐并存的一生。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再不过如此了。他才气横溢，一生为
官，但不断陷入政治漩涡和党派斗争，几度升迁、贬谪，从
政40年，地方做官33年，朝廷7年;执政28年，被贬谪12年。
最高官职与宰相职位仅一步之遥，期间也因“乌台诗案”险
些丧命，一再流放至海角天涯琼崖岛，最终病死在返回中原
的途中。但他一身正气，为官清廉，执政以“民为邦本”，
处处念及老百姓的苦忧，为老百姓造福谋福利，致力于兴修
水利、种茶、治病、扶贫济困等，深受地方老百姓的爱戴与
拥护。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苏东坡年轻时就展



现了一种豁达的哲学思想。尽管在遭受迫害时，他也生
出“捡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小舟从此逝，江海
寄余生”之感。但他与生俱来的浩然正气，坚毅、进取、慈
悲的人格精神，使他何时何地，都能苦中作乐。他酷爱陶渊
明，甚至认为自己的前生就是陶潜，在他流放为农夫的期间，
也创作了不少经久流传的田园诗，更是簇就了他文学上的登
峰造极。“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
水清波”，尽显洒脱、超然。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东坡此人重情重义，对兄
弟、伴侣、朋友皆如此。苏轼、苏辙兄弟俩性格相异，但两
人感情非比寻常，在患难一生中一直互相扶持。在苏轼的诗
篇中，不少以子由为题，甚至往往为了子由，苏轼会写出最
好的诗。如“苦寒念尔衣裳薄，独骑瘦马踏残月。路人行歌
居人乐，僮仆怪我苦凄恻。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
忽”，读来令人不禁动容。“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也
是他在密州期间想念不能见面的子由而写下的。

苏轼情感淳朴、真挚，为悼念亡妻王弗，他写下了“小轩窗，
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无尽的哀思跃然纸上。
除却妻兄外，苏轼一生中也是广交友，在他流放的过程中，
处处有友人不顾朝廷施压给予他和家人生活上的照顾。有名的
《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均是苏轼与友人共同游玩时
而写下的，与友人对话佳句连连，“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
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
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充分展现
了他豁达的哲学人生观。而我十分喜爱的“何夜无月，何处
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也是苏轼与友人张怀明夜
游承天寺留下的小记，人生有三两知己足矣。

苏东坡这一生，伴随着其在诗词、书画、哲学等方面的登峰
造极，他的很多执政理念与行文风格在现代看来也是具有很
强的前瞻性和时代性。那么，东坡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林语
堂先生作了这样的概括：“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



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新派的画家，
是伟大的书法家，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诗
人。”这些还不够，在我看来，苏东坡身上还有着一股道德
的力量，有着人性的力量，有着迷人的魔力，有着一股强大
的浩然正气，能催人奋进，乐观前行。“在天为星辰，在地
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这就是他。他所具
备的这些难能可贵的优秀品质，使他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光
辉璀璨，让世人一直无比钦佩，怀念。即便东坡已离去多年，
但读这本书，会让你感受到快乐与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