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月席慕容全文意思 山月记心得体
会(优秀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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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
有需要的朋友。

山月席慕容全文意思篇一

山月记是明代文学家郭敬明写的一篇散文随笔，以汲取自然
山水的灵感为动力，描绘了一个美丽而宁静的山中景象。这
篇文章让我深受启发，让我领悟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也让我思考了现代社会对自然的破坏和自然界对人类的回应。
通过阅读《山月记》，我对这个世界有了新的看法，也更加
明白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首先，郭敬明通过描绘“皓皓”山泽和“灵寂”的山林，再
加上那“挂澜”般的山脉和宛如明珠的山峰，为读者创造了
一个田园般的仙境。在这个与城市截然不同的世界里，峰峦
叠翠，山峰云涌，让人感觉身临其境。我不禁想起自己之前
生活在高楼大厦中，远离了山水的我虽然便捷了一些物质生
活，但却失去了内心的宁静，在这种繁忙的都市里，人们总
是风急上火，很难寻找到心灵的寄托点。而山水之间，如同
敬明所说：“所过之处，皆山之分花时丛林水六出。”读书
人可以随处寻找花开树影，让心灵得到一片释放的天地。

其次，山月余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章中敬明写
道：“倒挂青天垂象日，分明都是压缩空气碎风用的。”通
过这句话，我感受到的是大自然的神奇和我对自然的敬畏之
情。在这个时代，天地的壮丽和恢弘宏伟几乎已经被人们所
忽视,他们只对那些草木蔓藤、奇花异草感叹。正是《山月记》



的作者让我重新认识了山月、湖波与花草之间的人与自然的
关系。

此外，文章的第三段提到了人们喜欢欣赏月亮的美，但却不
喜欢山的美。山高水长，人们因为对自然的不了解，让城市
建筑代替了山川的存在，混凝土取代了原本的美景。这个世
界的城市化让我们远离了大自然，人与自然的距离越来越远。
正如敬明所言：“人们喜欢去别人的小天地，流传发展他们
的活动，不再说一句与山相连，从山造出不论地位权利财富
阶层也能满足的痛快悠闲。”而现代城市发展中的灰蒙蒙病
态构造体，在他们的标榜美景前，我却看到一种混沌中的孑
立，失去了人文和天英联邦的风采。

最后，这篇文章还提到了自然给人们带来的启示。作者写道：
“有山、有燕、有林、有泽，即有百般生长之景。”这里
的“百般生长之景”意味着自然的丰富和各种生命的繁荣。
它告诉我们，只有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才能真
正获得幸福。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给自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和破坏，气候变化、生物灭绝等问题日益严重。山月记给了
我一个警钟，我们应该认识到自然界的力量和自然界对我们
人类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自然的责任。

总的来说，通过阅读《山月记》，我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了
更深刻的认识。它让我明白了自然对人类的供养，人类对自
然的依赖以及我们应该尊重自然并与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
它也提醒我，现代社会应该重视保护环境，减少对自然的破
坏，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篇文章让我重新认识了
自然的美丽和伟大，同时也激发了我保护环境的责任感和行
动力。

山月席慕容全文意思篇二

今晚，



我终于像月亮一样圆满

在这白云深处

农家老院子一棵蓝花的树顶，

夜鹊

安稳于完整的巢

而我用仰望感激

用曾经泪水浸渍的面庞

接受山月赐予的照耀

当我在这红褐色山坡的小木屋归隐

今夜，怀念不会飞走，

虽然怀念长有翅膀

乌云时来遮蔽

另一个我

站在银河左岸，

身上不再显现缺口

然而，

山月，

我们还是对望一会儿吧



你看见的我，

不再是

黑暗中的女人，

我看见的你，

为我泻下

美酒般明澈而芬芳的清辉

山月席慕容全文意思篇三

近期，我阅读了古代文学家苏轼的《山月记》，深受其所感
动。这篇文章以其超凡的笔调和深刻的思想，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在阅读和思考的过程中，我对其中表达的主题和
思想有了更深的体会。

这篇文章以苏轼在黄州的经历为背景，描述了他在对山水的
赞美和对月亮的仰望中，体会到人生的短暂和世间的虚妄。
作者通过对自然的描绘，以及对自己境遇的反思，借助山水
与月亮的色彩，探讨了人生的真谛和命运的无常。

文章开头苏轼借用了“放”字，描绘自然界的宏伟和无拘无
束。他在对山的赞美中表达出对自由与隐逸的向往，认为只
有远离尘嚣的社会，才能寻找到人生的真正意义。正如他所
说：“包羞忍辱于一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可见，苏
轼渴望远离纷扰，追求内心的安宁和自由。

然而，苏轼的思想并不仅限于对山水的仰望和对自由的追求。
他在对月亮的描绘中，融入了对人生的思索。作者形容月亮为
“照耀东方，临世到晚”，想要表达人生短暂的寓意。月亮



的光明照亮了黑暗的夜空，但同时也暗示着人生的短暂和无
常。正如苏轼所言：“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他通过对月亮的描绘，告诉我们要认清人生的真相，要学会
面对现实。

在文章的中间，苏轼回到了自己的困境，并表达了对命运的
思考。他说：“及黄巾起于今日，其可奈何者，唯志。当是
时，天下大乱，朝廷再无宾客，乃再三击吕洞宾相门，揭其
皮，剥其肉，然后人人夸之。今己为吕洞宾，众人又何必剥
我哉？”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对命运的无奈和对
社会的冷漠。他认为，命运并不公平，而社会的价值观也常
常被现实利益所扭曲。

在文章的结尾，苏轼以自己的经历为例，表达了对命运的不
屈和对人生的积极态度。他说：“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
也。”这句话意味着要善于在困境中寻找机会和依靠，要适
应环境并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苏轼通过对自己命运的思索，
引导我们要勇敢面对现实，积极应对生活的挑战。

通过阅读《山月记》，我深刻领悟到人生的无常和世间的虚
妄。我们要学会对自然抱有敬畏之心，从自然界中汲取智慧
和力量。同时，我们也要认清现实，勇敢面对挫折和困境。
只有在现实中努力奋斗，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并在人生的
旅途中追求真正的意义。

总结一下，苏轼的《山月记》以其深刻的思想和卓越的表达
方式，让人深受启发。通过对自然的抒发和对命运的反思，
他向我们展示了人生的真谛和生命的意义。只有怀着敬畏之
心面对现实，勇敢追求自由，才能在有限的人生中实现自己
的价值。读完《山月记》，我不禁陷入了对人生的深深思考，
对于未来充满了期待。



山月席慕容全文意思篇四

关山月

作者：陈陶朝代：唐体裁：乐府昔年嫖姚护羌月，今照嫖姚
双鬓雪。青冢曾无尺寸归，

锦书多寄穷荒骨。百战金疮体沙碛，乡心一片悬秋碧。

汉城应期破镜时，胡尘万里婵娟隔。度碛冲云朔风起，

边笳欲晚生青珥。陇上横吹霜色刀，何年断得匈奴臂。

山月席慕容全文意思篇五

山月记是唐代文学家张岱的散文之作，以其清新脱俗的文风、
深沉内涵的中心思想而备受赞誉。读完这篇文章后，我深感
恍如置身于山月之中，融入了作者的思想和感受。以下是我对
《山月记》的心得体会。

首先，我被文章中对自然山水的描写所打动。山月、山石、
山水，无不展现出张岱对自然的深情。他描绘山如女人有情，
如妩媚娇艳的妙曼，月则如敬慕又无可奈何的情郎。作者以
独特的眼光察觉了山月之间的关系，并将之通过文字完美地
展示给读者。这种自然山水的描写让人陶醉其中，感受到山
水之美。

其次，我被文章中对人性沧桑的描绘所触动。作者以“陌上
人如玉，公子世无双”来形容人物，表达了人物的优秀和独
特之处。然而，文章中也揭示了人的虚荣、偏执和欲望。作
者深刻洞察到人性中的种种弱点，通过山月的变化表达了人
的世俗心理，以繁花似锦的景象为背景，无声地抒发了对纷
扰尘世的厌烦之情。这种对人性的深刻触及令我反思人生的
意义和价值。



第三，我从《山月记》中获得了对理想和现实的思考。文章
中的“愿以此知夫天地之大，而不知其不可怠也”使我想起
了自己的人生追求。我们都有追求，都有梦想，但随着成长
和社会的压力，我们往往为一些现实所束缚，不敢追求自己
的理想。然而，理想和现实是相辅相成的，我们需要在追求
理想的同时，与现实和平相处，找到它们之间的平衡点。这
让我认识到，只有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梦想，并为之努力，才
能在现实的冲击下保持内心的宁静和坚持。

第四，我从文章中感受到了对于生命意义的探索。作者在描
写山水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于生命的思考。他写道：“当此
之时，天地为之变色，而我为之骄傲”，表明了人对于生命
的无限尊重和尊严。通过对自然的描绘，作者诉说了自己对
于生命意义的追求。他告诉我们，生命是宝贵的，我们应该
用心去体验、去感受。无论是山石的触摸，还是月光的照耀，
我们都应该珍惜和享受。这种对生命意义的探索让我更加明
白，我们的生命有限而珍贵，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好每一天，
过得有意义，过得有价值。

最后，我被《山月记》中融入了哲学思考的艺术魅力所吸引。
作者以假设来追问人生的真谛：“夫天地者，无贵无贱，高
者为谷，谷者为高”。通过将人与自然相比较，引发了关于
人生意义的大话题。通过作者的文字，我感受到了一种哲学
思辨的力量，引发了我对人生和宇宙的思考。这种哲学思辨
的意义超过了文字本身，让我对于找寻真谛充满了好奇和渴
望。

总的来说，通过阅读《山月记》，我对自然山水的美感有了
更深的理解，对人性的弱点和追求有了深刻的反思，对理想
和现实的关系有了更多的思考，对生命意义的追求有了更深
的认识，对哲学思辨的魅力有了更大的体会。这篇文章带给
了我许多思考和感受，使我对生活有了更全面的认识。通过
这篇文章，我可以更好地理解并欣赏自然的美丽，更好地审
视自己的人生，更好地探索人生的意义。



山月席慕容全文意思篇六

转缺霜输上转迟，好风偏似送佳期。

帘斜树隔情无限，烛暗香残坐不辞。

最爱笙调闻北里，渐看星潆失南箕。

何人为校清凉力，欲减初圆及午时。

注释

北里：舞曲名，也是旧事长安的风月之地

南箕：二十八宿之一

赏析

中秋时节人间歌舞，感情免不了叹人生苦短。

山月席慕容全文意思篇七

随着岁月的推移，音乐已经成为了许多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无论是快乐或者悲伤，音乐都有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在最近的一场音乐会上，我有幸聆听了一首名为《关山月》
的乐曲，这是一次非常震撼人心的体验。在这篇文章中，我
将分享我关于《关山月》的心得体会。

首先，《关山月》的音乐周围营造了一种宁静和放松的氛围。
乐曲的开场几个音符悠扬而悲伤，仿佛让你感受到在关山之
间漫步的孤独和寂寞。然而，随后的旋律渐渐变得高亢起来，
仿佛在诉说着痛苦和挣扎。这种反差所带来的情感冲击力令
人印象深刻。



其次，《关山月》让我沉浸在美妙的旋律中。乐曲中运用了
琴箫合奏的形式，箫声如泣如诉，琴声如泉如赋。琴箫相互
呼应，交织出细腻的音乐画卷，仿佛在向你展示一个布满花
草的山间小径。这种独特的组合让我感受到了音乐的力量，
仿佛置身于大自然之中。

同时，《关山月》的音乐编排也让我对音乐的构成有了更深
刻的理解。乐曲在不同的段落中运用了各种乐器，如琴、箫、
笛、鼓等，创造出丰富的音色和层次感。每一个音符和乐器
的组合都恰到好处，给人一种完美的享受。这使我认识到音
乐不只是一阵声音，它是由无数的音符、乐器和演奏者的深
度艺术表达。

除此之外，《关山月》也将我带入了一个思考人生意义的境
界。乐曲中透露出的孤独和痛苦，似乎在反映我内心深处的
一些情感。我开始思考人生中的挫折和困难，以及如何在其
中寻找希望和力量。听着《关山月》的旋律，全身都仿佛被
音乐包裹着，在这个短暂的时刻里，我感到自己与乐曲融为
一体，忘却了尘世中的琐碎和纷扰。

最后，《关山月》让我明白音乐的力量是无穷的。不论是何
种情绪的音乐，它都能够触动内心深处的那根弦，激发出潜
藏在我们心灵深处的情感。音乐具有着独特的治愈和启发作
用，它能够带给我们安慰、力量和希望。无论何时何地，只
要我感到困惑或沮丧，就可以通过倾听音乐来寻找内心的平
静与宁愿。

总而言之，聆听《关山月》给了我一次难忘的音乐之旅。它
的音乐所传达的情感使我深受触动，并让我在内心产生了无
尽的思考。音乐的力量是无穷的，它可以在我们的心灵深处
唤醒各种情感，并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自己和世界。《关山
月》是一首令人陶醉的乐曲，值得一听。通过这次音乐会的
体验，我对音乐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以及对生活和人
生的思考和感悟。



山月席慕容全文意思篇八

这首诗描绘了边塞的风光，戍卒的遭遇，更深一层转入戍卒
与思妇两地相思的痛苦。开头的描绘都是为后面作渲染和铺
垫，而侧重写望月引起的情思。

“关山月”是乐府旧题。《乐府古题要解》：“‘关山月’，
伤离别也。”李白的这首诗，在内容上继承了古乐府，但又
有极大的提高。

开头四句，可以说是一幅包含着关、山、月三种因素在内的
辽阔的边塞图景。我们在一般文学作品里，常常看到“月出
东海”或“月出东山”一类描写，而天山在我国西部，似乎
应该是月落的地方，何以说“明月出天山”呢?原来这是就征
人角度说的。征人戍守在天山之西，回首东望，所看到的是
明月从天山升起的景象。天山虽然不靠海，但横亘在山上的
云海则是有的。诗人把似乎是在人们印象中只有大海上空才
更常见的云月苍茫的景象，与雄浑磅礴的天山组合到一起，
显得新鲜而壮观。这样的境界，在一般才力薄弱的诗人面前，
也许难乎为继，但李白有的是笔力。接下去“长风几万里，
吹度玉门关”，范围比前两句更为广阔。宋代的杨齐贤，好
像唯恐“几万里”出问题，说是：“天山至玉门关不为太远，
而曰几万里者，以月如出于天山耳，非以天山为度也。”用
想象中的明月与玉门关的距离来解释“几万里”，看起来似
乎稳妥了，但李白是讲“长风”之长，并未说到明月与地球
的距离。其实，这两句仍然是从征戍者角度而言的，士卒们
身在西北边疆，月光下伫立遥望故园时，但觉长风浩浩，似
掠过几万里中原国土，横度玉门关而来。如果联系李白《子
夜吴歌》中“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来进行理解，诗的
意蕴就更清楚了。这样，连同上面的描写，便以长风、明月、
天山、玉门关为特征，构成一幅万里边塞图。这里表面上似
乎只是写了自然景象，但只要设身处地体会这是征人东望所
见，那种怀念乡土的情绪就很容易感觉到了。



“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这是在前四句广阔的边塞自然图景上，迭印出征战的景象。
下，指出兵。汉高祖刘邦领兵征匈奴，曾被匈奴在白登山(今
山西大同市西)围困了七天。而青海湾一带，则是唐军与吐蕃
连年征战之地。这种历代无休止的战争，使得从来出征的战
士，几乎见不到有人生还故乡。这四句在结构上起着承上启
下的作用，描写的对象由边塞过渡到战争，由战争过渡到征
戍者。

“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战士们望着边地的景象，思念家乡，脸上多现出愁苦的颜色，
他们推想自家高楼上的妻子，在此苍茫月夜，叹息之声当是
不会停止的。“望边色”三个字在李白笔下似乎只是漫不经
心地写出，但却把以上那幅万里边塞图和征战的景象，
跟“戍客”紧紧连系起来了。所见的景象如此，所思亦自是
广阔而渺远。战士们想象中的高楼思妇的情思和他们的叹息，
在那样一个广阔背景的衬托下，也就显得格外深沉了。

诗人放眼于古来边塞上的漫无休止的民族冲突，揭示了战争
所造成的.巨大牺牲和给无数征人及其家属所带来的痛苦，但
对战争并没有作单纯的谴责或歌颂，诗人象是沉思着一代代
人为它所支付的沉重的代价!在这样的矛盾面前，诗人，征人，
乃至读者，很容易激起一种渴望。这种渴望，诗中没有直接
说出，但类似“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战
城南》)的想法，是读者在读这篇作品时很容易产生的。

离人思妇之情，在一般诗人笔下，往往写得纤弱和过于愁苦，
与之相应，境界也往往狭窄。但李白却用“明月出天山，苍
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万里边塞图景来引
发这种感情。这只有胸襟如李白这样浩渺的人，才会如此下
笔。明代胡应麟评论说：“浑雄之中，多少闲雅。”如果
把“闲雅”理解为不局促于一时一事，是带着一种更为广远、
沉静的思索，那么，他的评语是很恰当的。用广阔的空间和
时间做背景，并在这样的思索中，把眼前的思乡离别之情融



合进去，从而展开更深远的意境，这是其他一些诗人所难以
企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