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兰亭集序读后感(优秀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兰亭集序读后感篇一

《兰亭集序》这个名扬千古的古代文章，人人都说好，可我
这个性格促使我说：“《兰亭集序》有什么好的，不就是个
古代文章吗?写的好我才不信呢。再说了，那些字看都看不懂，
现在的人看他只能说它土!”我也就这样被妈妈一脚踢进了张
老师的国学班。现在再回想起来那叫一个经典。

《兰亭集序》总共有三个自然段，我看了两遍后发现它只讲
了两个事情。

第一事是讲：永和九年，时在癸丑之年，暮春三月上旬的巳
日，我们在会稽郡山阴县兰亭集会，玩几个游戏又感叹今天
的天气。

我觉着《兰亭集序》的第一句也就是形容天气的那一句，当
你在晴天时朗诵起来会有一种心情舒畅的感觉。这句诗是这
样的：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
品类之盛，所以游目聘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之前我只说了这句是介绍天气的，可没哟最先说具体意思：
这一天，天气晴朗，和风习习，抬头可以观赏浩大的天空，
俯身以考察众多的物类，纵目游赏，胸襟打开，极尽耳目视
听的欢悦，的确是人生的一大乐事。

第一段就到此为止。



第二段实在感叹人生，以及人与人之间千差万别的区别。

王羲之从游玩一直写到人生的生死，句句都是经典，怎么能
叫土?

文档为doc格式

兰亭集序读后感篇二

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孕育了无数文化瑰宝。指尖在泛着
历史气息的书页上轻抚，身心在经典韶韵中升华。书圣王羲
之的《兰亭集序》更是其精华所在，灵魂所托，它在浩瀚的
中华文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轻轻地打开书本，我的心跃入了文字中，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会稽山阴。兰亭。置身于崇山峻岭之中，四周是一片高高的
茂密的竹林，清清的流水匆匆而过，“叮咚叮咚”，它在和
我说一个故事。一代“书圣”王羲之在这里写下了“遒媚劲
健，绝代更无”的序文，一个个飘若游云、矫若惊龙的字，
仿佛有了生命。

王羲之在文章中写明了自己的生死观。在他看来，对生的执
著、对死的排斥是人所共有的感情。他认为，死和生具有同
样重大的意义。

由生想到死，感叹人生无常，但又不是消极的心态。“固知
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表现出他对生命的热爱，
对生命的'珍惜。

文章中还写道：“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作者
对时光飞逝、人生短暂大发感慨，但字里行间暗含对人生的
眷恋和热爱之情。正因为作者对人生忧患有清新的认识，才
可扬长避短，在有限的人生中进行无限的价值创造。



王羲之所处的魏晋时期，政治恐怖、国家分裂、民不聊生。
魏晋的文章普遍受到了玄学文化及儒、道、释三教合流的思
想文化的广泛影响，多数反映现实生活。文人们喜爱亲近自
然、逸情自然、探讨自然观和人生观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我最爱这两句——“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
放浪形骸之外。”这两种人生态度都是值得钦佩和欣赏的，
是生命最美的乐章。

王羲之如此独特的见解，我们虽不能及，但只要热爱生活、
热爱生命，去追求自己的生命价值，那么我们也是幸福的。
昨日已经走过，明天还远在天边，唯有今天正在进行……生
命若能一帆风顺地走完这一程，固然最好;如若不能，我想，
只要你曾为之付出过、拼搏过、珍惜过，那也必将无怨无悔!

兰亭集序读后感篇三

死，我们害怕;即使碰到了它的衣角我们也惊慌不已，所以我
们尽可能地远离，期望一向不会在某个转弯路口，碰见它。

生，我们留恋;在年轻时，我们忘却关注这个世界;年老后，
我们多想一向睁着眼睛，多想看看这我即将远去的花花世界。

兰亭集序读后感篇四

目的

领会本文的思想内容，揣摩作者的思想感情的变化，正确评
价作者的生死观。

学习本文情景交融、叙议结合的协作手法，感受幽远的文思，
清新的辞采。

教学设想



教学重点

理清课文线索，了解文章内容，揣摩作者的感情。

了解书序体裁的特色，学习本文在写景方面的特点。

教学难点

启发学生联系时代背景，理解文中流露出的有关生死的人生
态度。

教学时数1课时。

教学内容与步骤

导入

浙江的绍兴兰渚山是美丽的地方。当年越王勾践曾经在这里
种过兰花。尽管兰花多且香，但过了季节，很难寻觅。不过
由于有了王羲之的“修禊”仪式（古代以三月上旬的“巳”
日为修禊日，这是古代的一朝风俗，到水边洗濯、嬉戏、并
举祈、消灾的仪式。），东晋穆帝永和九年，王羲之、谢安、
孙绰等41人就在此集会，他们曲水流觞，引酒赋诗，各抒怀
抱，最后有王羲之作序总述其事。王羲之不但文章写的好，
又善书法，有书圣之称，于是兰亭，（兰渚之亭）流芳万古，
大大超过了兰草的清香，。就让我们共同欣赏吧。

（展示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兰亭序帖卷》，我们从这精
美的书法作品感受到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美，也读出我们中国
象形文字的古雅与优美。）

朗读

配乐朗读（教师范读）



要求：注意文章语气、节奏、字音。

学生齐读。（教师订正）

（1）朗读语调提示：“永和九年……修模事也”以中速读。
下文有关集会的文句应以清新明快的语调读出，特别重
读“乐”，以体现作者快乐的心境。

（2）朗读指导：・・固知／一／死生／为／荒诞，齐／彭殇
／为／妄作。”读出节拍，读出批判语气，・・后之视今，
亦由分之现昔，悲乎／缓缓吐出，重音为‘・悲’，，以后
的句子以和缓低沉的语调读出。

整体感知，理清思路

1、了解序的题材特点

明确：

序是一种文体，一般写在书或文集的前面，有的近似论说文，
有的近似记叙文，有的则如说明文，还有的写法上同散文笔
调，这一类的多是为诗歌唱和的集子而作。《兰亭集序》就
是这样的一篇文章。

2、本文写了作者怎样的情感以及变化？

明确：

由乐而生痛，言痛而生感，终了而言悲，全文感情起伏，情
真意切。

我们就以此感情的变化为线索，走进兰亭，走近王羲之的感
情世界。

3、分小组讨论，给文章划分段落部分，概括要点。



明确：第一部分：叙宴集盛况

第二部分：发人生感慨

第三部分：明作序要旨

赏析课文

1、以课文的第一部分为主，看作者在表达自己的心境时从哪
几个方面写的？

明确：

时间：永和九年暮春之初

风景：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急湍天气气清惠风和畅

人物：群贤少长

列坐其次一觞一咏畅叙幽情

感受：信可乐也

写法：写景抒情叙议结合

作者用简洁雅净、铿铿有致的语言，写出了宴集之地优美的
自然风光。“崇山峻岭，气势高峻；茂林修竹，幽深静谧；
清澈溪流，洁净明朗；湍急的流水，飞花溅玉，这些景物清
澈明朗，而又生机盎然。于是诗兴大发，他们纷纷临流赋诗。
虽无丝竹管弦之兴，然而可以”畅叙幽情，各抒怀抱。我们
仿佛看到了这些雅士间儒雅的风度和诗意人生，这种美好的
聚会自此以后成为千古美谈。作者发出由衷的感叹，“信可
乐也”。这实在是人生的极致。这种乐是对兰亭美景的陶醉，
是来自于兰亭集会的畅快。



2、学生尝试背诵第一段。

理清背诵思路：记叙了集会的时间、地点、事由、人物，
由“此地有崇山峻岭”引出四周环境及场面的铺叙，最后
由“是日地”领起描写游人的心境，抒发集会的心情。

要求：学生体会作者状物写景言简意赅、妙趣天成的特点，
感受作者快乐的心境。请学生摘录写景句。

3、学习第二段，了解作者的心境的变迁。

明确：

王处的时代是政治极为严酷、社会极剧动荡的年代，“天下
名士，少有全者”，许多著名的文人都死在残酷的权力斗争
中。因此，天下名士，首要任务是保全性命。因此，他们有
一人谈玄悟道：“悟言一室之内”，有的人归隐山林，“放
浪形骸”之外。正如王羲之在文中写道：“虽趣舒殊，静噪
不同，当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他们陶醉于一
时的快乐，追求暂时的满足。可就一时的满足和陶醉中，岁
月流逝，青春已经不再，而功业无成，作者自然发出人生的
感慨“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
慨系之矣”，人生就是这样永无止境地追求满足而又不断地
厌倦，既充满了快乐也充满了无尽的烦恼，怎能不感慨万分。

人的寿命的长短，要听凭造化，无论寿命的长短，其结果是
殊途同归，“终期于尽”，人总是要死亡，任何有情的生命
都无法抗拒时间的无情吞噬，“死亡”是如此强大而无法抗
拒，因而个体的生命在它的面前是如此的渺小而脆弱，也无
法回避对“死亡”的思考，作者在对“死亡”的观照中，再
次感受到人生之痛。

4、朗读并分析第三自然段。



理清背诵思路：

由读古人兴感之作时的体验“若合一契”说明古人也有感于
死生；然后转入对人生世事的深入抒写，批判当前士大
夫“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表现了王羲之抗拒人
生虚幻的执著努力，随之又发出“后之视今，亦由今视昔，
悲乎＂的慨叹。可见作者对人生敏锐、深刻的感受中有一份
对人生特别的热爱和执著，接着作者交代了《兰亭集》的成因
“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全文。作者的“悲”，与
他的人生观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
殇为妄作。”看佛教、道教徒总是把生死看得很虚无、很超
脱，他们”一生死生，齐彭殇“，可我们不是神仙道人，是
血肉之躯，要珍惜生命，士大夫当”兼济天下“，去实现自
己的抱负。可这种生活观在我（王羲之）看来是何等的虚伪
可笑。正因为我对生命是如此的'珍惜，因此，”每览昔者兴
感之由”，我“悲”古人，因为我对生命的体验和古人对生
命的体验是何其相似；我亦“悲”后人，“后之观今，亦由
今之视昔”，后人读我的文章，犹如我读古人的文章一样，
作者询问古今，发出悲叹。这里的“悲”不同于上一段
的“痛”，而是对个体之痛的理性思考，是由己悲人的，更
加深刻感慨。

人类社会从古至今迈进了多少年，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是今非
昔比，但无论世界怎么变化，人类对生命本质（生命、青春、
痛苦等等）的体验却是一致的，王羲之也正是道出了这
种“千古同悲”，才如此深深地打动了我们。

5、集体齐读课文第三自然段，背诵。

6、学生齐读课文三遍，背诵。

小结

我认为王羲之的人生观不消极，悲叹并不等于悲观，历史上



悲叹人生的往往是最富有创造价值的人士，比如曹操、李白，
曹操在的诗中写道“人生几何，对酒当歌，譬如朝霞，去日
苦多”，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乱世英雄，正是因为他们对人
生充满了执着，对岁月的流逝才如此悲叹。王羲之的文章多
在是"消极其表，执着其里”，王羲之在书法上的卓越成就正
是他对抗人生虚无的最执着的努力。

相关资料

1.《兰亭集序》真伪大辩论

《兰亭集序》（又称《兰亭序》）出自唐代房玄龄编撰的
《晋书》，而此前收录晋文最完备的《文选》竟未见此文，
这与《兰》文的历史地位很不相称。同时刘义庆《世说新语》
中梁代刘孝标注引的王羲之《临河序》与《兰亭集序》文字
上有出入。于是就此引发了一场《兰亭集序》真伪大辩论。

（1）文章作者之真伪

观点一：作者不是王羲之。清人李文田首先提出这一观点，
并阐述了几点理由。郭沫若也赞同此说，并就“夫人之相
与”之增段补充论据，然后进一步考证说，《兰亭序》是王
羲之七代孙、陈代永兴寺僧人智永所为。

观点二：作者就是王羲之。高二适引用证据反驳郭沫若的观
点，章士钊也引用资料来证明《兰亭集序》的作者就是王羲
之。

（2）书法作者之真伪

观点一：作者不是王羲之。南宋姜夔率先质疑，李文田则从
书体上否定定武本《兰亭》为王羲之笔迹，郭沫若更是斩钉
截铁地断定是假的，并进一步推断，“这个墨迹本应该就是
智永所写的稿本”。



观点二：作者就是王羲之。高二适等人著文反驳，认为郭沫
若以两块刚出土的石碑而断定东晋只有隶书一种字体，
是“孤证不立，偏难概全”。

详情请看《语文学习》第8期陆精康先生的《〈兰亭序〉疑案
录》。

2.《晋书・王羲之传》

王羲之（321――379）字逸少，王旷之子，王敦、王导之侄，
东晋初太兴四年生，太元四年卒，年五十八岁，少有美誉，
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复
授护国将军，又推迁不拜。扬州刺史殷浩遗书，劝使应命，
乃拜护军。又苦求宣城郡，不许，以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
羲之素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度浙江，便有终老之志。
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那里，谢安未仕时也住那里。孙绰、
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
同好。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特撰此序，以
申其志。

（引自《汉魏六朝散文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3.《古文观止》评《兰亭集序》

清人吴楚材、吴调侯选注

兰亭集序读后感篇五

中国的书法博大精深，海外闻名，要说中国书法，所有人都
会想到《兰亭集序》吧，可以说是中国书法的巅峰，它不求
平正，强调欹侧，不求对称，强调揖让，不求均匀，强调对
比。结体或修长或浑圆，突破隶书扁平方正的行貌。特别是
文中字有重复者，则转构别体，无一雷同，其中最为突出的
是二十个“之”字，写法个个不同，或平稳舒放，或藏锋收



敛，或端整如楷，或流利似草，变化不一，尽态极妍，是无
法复制的艺术品。

唐太宗赞叹它“点曳之工，裁成之妙”。黄庭坚称扬
说：“《兰亭序》草，王右军平生得意书也，反复观之，略
无一字一笔，不可人意。

但是，人们通常所关注的只是它的书法价值，而不曾关注它
的文学价值。《兰亭集序》从文学方面来看，是一篇优美的
散文。

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一个痛字引出作者无限的悲哀。虽
然各有各的爱好，安静与躁动各不相同，但当他们对所接触
的事物感到高兴时，一时感到自得。感到高兴和满足，(竟
然)不知道衰老将要到来。等到对得到或喜爱的东西已经厌倦，
感情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变化，感慨随之产生。过去所喜欢的
东西，转瞬间，已经成为旧迹，尚且不能不因为它引发心中
的感触，况且寿命长短，听凭造化，最后归结于消灭。最后
感叹出：“岂不痛哉!”

是对所谓名士的批评，是对大谈玄理，不务实际，思想虚无，
寄情山水，笑傲山野。他们思想消极，行动无为，就像浮萍
之于海水，随波荡漾，飘到哪里就是哪里。当然，死了就死
了，无所谓，因为死就是生，生就是死，这种消极观念的批
评。他要告诉人们：生和死是两码事，不能等同起来。生有
各种各样的生，有的人活得窝窝囊囊，有的人活得志得意足;
死也有各种各样的死，有的人死得默默无闻，有的人死得轰
轰烈烈。的确，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王
羲之在生活安逸时仍为所有人着想，以“死生亦大矣”的观
点来警醒“后之览者”，这不能不令人慨叹作者有一副多么
好的心肠!

这篇文章或许没有教育人要勤学、爱国，也没有描写多少美
好景色，但是，从王羲之写这篇文章的感情中，我学会了一



个字“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