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艾青诗集读书笔记(优秀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
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

艾青诗集读书笔记篇一

艾青的诗歌《火把》写于1940年5月初，是他的10多部叙事长
诗中，最为优秀、最有影响的一部。文化巨人郭沫若对艾青
的诗歌创作。是颇有微词盼;但他也曾热情地肯定过艾青韵叙
事长诗《火把》。著名诗人和诗评宋朱自清对《火把》也给
予很高的评价。有多少青年在《火把》这部诗歌的鼓舞下，
走上了革命的征途。即使在今天，人们诵读选部长诗，仍然
会被许中鄢浓烈的博愫所激动。

他建国前的诗歌，就一向充满沉郁而丰盈的情感内容。内中
不乏感伤，但也时有悲壮，也凄迷，到后来又注入了激昂。
但无论如何，总是那样饱满，那样深沉，对人民，对祖国，
对生活，对时代，对社会，对人生，有抒不尽的情，诉不完
的爱。

艾青诗集读书笔记篇二

勤劳能使我们的明天愈发充满活力和勇气，没有人是可以不
劳而获的，只有付出了才会有收获。只有勤劳的人才能真正
感受到生活的乐趣和美好。艾青便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勤劳、
坚忍、善良的人。

我决心向艾青学习，成为一个勤劳、坚忍、善良的人，尽我
所能去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艾青诗集读书笔记篇三

艾青的诗如寒冬里的一束阳光，照在中国的大陆上，照在老
百姓久经风霜的脸上，竟如此温暖!他的诗宏壮激昂，直击人
心!他写的诗给了当时久经压迫的人民带来了希望;给祖国千
千万万的青年带来了动力。这首诗犹如寒冬里的一把火照亮
了人们，温暖了大地!对当时正处于迷茫的青年来说，这是一
首鼓舞人心的乐曲，是世界上最温暖的诗。同时太阳之光像
一把闪耀万丈光芒的尖刀，刺破了统治社会的黑暗，直击反
动派和地主们的心坎。艾青的诗也是来自不屈人们的怒号!

艾青诗集读书笔记篇四

艾青

一个浪，一个浪

无休止地扑过来

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

被打成碎沫、散开……

它的脸上和身上

象刀砍过的一样

但它依然站在那里

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简介

《礁石》是现代诗人艾青于1954年7月创作的一首新诗。诗人



通过此诗表达了对这种坚韧顽强的生命存在的由衷赞美，亦
对正处在种.种困扰和挤压中的祖国人民以深切的鼓舞。此诗
语言凝练，采取烘托、比拟等手法，以冷静客观的描写手法，
以旁观者的叙述视角作形象的勾勒，不作意义或感情的阐发，
把其中的意韵留给读者去体会，十分富于诗歌美。

《礁石》被选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等高校的《大学语文》教
科书中的课文。

艾青《礁石》的赏析

《礁石》是艾青的一首短诗，只有两节八句，但是，这首八
句组成的简短的抒情诗，却用了比拟、象征等好几种写作手
法，创造了歌一样的旋律、画一样的景色、无穷的想象空间
和深厚的意蕴。

从诗歌的声音语言层面分析，这首诗歌采用的是“自由诗
体”，就声音特点看，并不讲究对句、平仄、押韵等等旧体
诗歌的规矩，但是，其声音方面也并非完全没有节奏，比如
第一节第一句的两个“浪”字，可以算“同韵”，与接下来
的第二节第二句句末的“样”，是同一个韵，与第四句句末的
“洋”虽然平仄不同，但是仍然是同一个韵，这样，就在一
定时间内形成一种音韵的循环，增加了语音和谐，构成了歌
一样的旋律。从诗歌的句式看，长短比较自由，但是最长的
一句“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只有九个字，最短的一句“一
个浪，一个浪”是六个字，其余几句觉得字数介于中间，显
得相对整齐，体现了闻一多先生所说的“诗歌的建筑美”。
这种分行、相对整齐的句式，使我们从外观上一眼就能看出
它与散文、小说句式的区别，这既是诗歌的惯例，也是区分
诗歌和其它文体的最表面的形式。

从这首诗歌的意境看，简短的八句诗，给我们描绘了两个主
要的画面：第一个，是无数浪花被礁石打成碎沫;第二个，是
礁石屹立，面对浩瀚的海洋。这两个画面，其实是同一个画



面，所不同的是，第一个画面，着重描绘了被打碎的浪花，
第二个画面，着重描绘了挺立的礁石，视觉的中心点有了变
化，使读者关注到不同的层面。这就是说，“主导意图”有
所不同，第一个画面的主导意图，在于揭示“浪花”的反复
攻击，第二个画面的主导意图，在于突出礁石的傲然屹立。
而且，诗歌语言构筑的画面，和真实的绘画有所不同。在诗
歌中，画面是动态的，就像在电影和电视中，视角是移动的，
景物也是变动不居的，而绘画中，作者却只能采取一个固定
的视角，其画面虽然也力图用特殊的笔墨语言写出“动态”，
但是，相比而言，总是静态为主。诗歌这种画面的营造，比
绘画更灵活。但是，诗歌中的画面与绘画的另一个不同，就
是诗歌的画面是“间接的”，是借助语言文字，间接描写图
像的，而绘画，则是直接描写图像的。

生活启示

从艺术手法来看，在《礁石》一诗中，诗人把他对生活的独
到思考熔铸于“礁石”这一象征性的形象之中，使礁石人格
化，所以在读的时候，应该超然于物外，想得更深远。的确，
象征手法的运用，使这首诗言有尽而意无穷!

以微笑的方式生活，无论你遇到多大的困难与挫折，无论是
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这是《礁石》给我们的最深刻的启示!

这首诗歌在写作手法上，采取了比拟的手法，如第一、二句：

“一个浪，一个浪，无休止地扑过来”

用“扑过来”描写浪花，无疑，是把浪花比喻成“人”的写
法，本来没有生命的浪花，好像也有主观意志，能主动对礁
石发起攻击。而接下来的是：写礁石“打碎”浪花，同样把
礁石拟人化了，客观事物的相磨相荡，仿佛是人与人的斗争。
这里，就有了比喻、拟人，同时，在更深的层次上，有“移
情”的作用。客观事物本来没有什么意志、目的，但是在作



者看来，它们却似乎有了意志、目的，实际是作者把自己的
思想感情“投射”到了外物身上，给没有生命的东西赋予了
生命。就像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句子一样，
花何尝溅泪?鸟何尝惊心?不过作者“感时”、“恨别”，心
意悲伤，带着情感的有色眼镜去看待外物，觉得外物好像也
在悲伤一样。这首诗歌的第二节，进一步写礁石
的“脸”、“身”和“笑”，更是清楚明白的拟人，而“移
情”的审美心理活动，仍然渗透在其间。这样的写法，使客
观世界变得“人情化”，赋天地以生命，使生命的活力鼓荡
在宇宙间，确实是打动人心的好诗。

这首简短的诗歌，通过比喻、拟人的手法，注入作者的感情。
但是，并没有把事情说尽，而是只简单地勾勒了两个画面，
抓住事物的特点，而对其内涵，则采取“省略”的方式，没
有做出什么说明，这就增加了读者猜测和想象的空间。在艺
术中，“形象大于思想”，思想往往阐述得清楚明白，也就
没有多少想象的余地，而没有想象的余地，没有给读者留
出“填空”和“对话”的......

艾青诗集读书笔记篇五

一个浪，一个浪

无休止地扑过来

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

被打成碎沫、散开……

它的脸上和身上

象刀砍过的一样

但它依然站在那里



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简介

《礁石》是现代诗人艾青于1954年7月创作的一首新诗。诗人
通过此诗表达了对这种坚韧顽强的生命存在的由衷赞美，亦
对正处在种.种困扰和挤压中的祖国人民以深切的鼓舞。此诗
语言凝练，采取烘托、比拟等手法，以冷静客观的描写手法，
以旁观者的叙述视角作形象的勾勒，不作意义或感情的阐发，
把其中的意韵留给读者去体会，十分富于诗歌美。

《礁石》被选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等高校的《大学语文》教
科书中的课文。

艾青《礁石》的赏析

《礁石》是艾青的一首短诗，只有两节八句，但是，这首八
句组成的简短的抒情诗，却用了比拟、象征等好几种写作手
法，创造了歌一样的旋律、画一样的景色、无穷的想象空间
和深厚的意蕴。

从诗歌的声音语言层面分析，这首诗歌采用的是“自由诗
体”，就声音特点看，并不讲究对句、平仄、押韵等等旧体
诗歌的规矩，但是，其声音方面也并非完全没有节奏，比如
第一节第一句的两个“浪”字，可以算“同韵”，与接下来
的第二节第二句句末的“样”，是同一个韵，与第四句句末的
“洋”虽然平仄不同，但是仍然是同一个韵，这样，就在一
定时间内形成一种音韵的循环，增加了语音和谐，构成了歌
一样的旋律。从诗歌的句式看，长短比较自由，但是最长的
一句“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只有九个字，最短的一句“一
个浪，一个浪”是六个字，其余几句觉得字数介于中间，显
得相对整齐，体现了闻一多先生所说的“诗歌的建筑美”。
这种分行、相对整齐的句式，使我们从外观上一眼就能看出
它与散文、小说句式的区别，这既是诗歌的惯例，也是区分



诗歌和其它文体的最表面的形式。

从这首诗歌的意境看，简短的八句诗，给我们描绘了两个主
要的画面：第一个，是无数浪花被礁石打成碎沫;第二个，是
礁石屹立，面对浩瀚的海洋。这两个画面，其实是同一个画
面，所不同的是，第一个画面，着重描绘了被打碎的浪花，
第二个画面，着重描绘了挺立的礁石，视觉的中心点有了变
化，使读者关注到不同的层面。这就是说，“主导意图”有
所不同，第一个画面的主导意图，在于揭示“浪花”的反复
攻击，第二个画面的主导意图，在于突出礁石的傲然屹立。
而且，诗歌语言构筑的画面，和真实的绘画有所不同。在诗
歌中，画面是动态的，就像在电影和电视中，视角是移动的，
景物也是变动不居的，而绘画中，作者却只能采取一个固定
的视角，其画面虽然也力图用特殊的笔墨语言写出“动态”，
但是，相比而言，总是静态为主。诗歌这种画面的营造，比
绘画更灵活。但是，诗歌中的画面与绘画的另一个不同，就
是诗歌的画面是“间接的”，是借助语言文字，间接描写图
像的，而绘画，则是直接描写图像的。

生活启示

从艺术手法来看，在《礁石》一诗中，诗人把他对生活的独
到思考熔铸于“礁石”这一象征性的形象之中，使礁石人格
化，所以在读的时候，应该超然于物外，想得更深远。的确，
象征手法的运用，使这首诗言有尽而意无穷!

以微笑的方式生活，无论你遇到多大的困难与挫折，无论是
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这是《礁石》给我们的最深刻的启示!

这首诗歌在写作手法上，采取了比拟的手法，如第一、二句：

“一个浪，一个浪，无休止地扑过来”

用“扑过来”描写浪花，无疑，是把浪花比喻成“人”的写



法，本来没有生命的浪花，好像也有主观意志，能主动对礁
石发起攻击。而接下来的是：写礁石“打碎”浪花，同样把
礁石拟人化了，客观事物的相磨相荡，仿佛是人与人的斗争。
这里，就有了比喻、拟人，同时，在更深的层次上，有“移
情”的作用。客观事物本来没有什么意志、目的，但是在作
者看来，它们却似乎有了意志、目的，实际是作者把自己的
思想感情“投射”到了外物身上，给没有生命的东西赋予了
生命。就像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句子一样，
花何尝溅泪?鸟何尝惊心?不过作者“感时”、“恨别”，心
意悲伤，带着情感的有色眼镜去看待外物，觉得外物好像也
在悲伤一样。这首诗歌的第二节，进一步写礁石
的“脸”、“身”和“笑”，更是清楚明白的拟人，而“移
情”的审美心理活动，仍然渗透在其间。这样的写法，使客
观世界变得“人情化”，赋天地以生命，使生命的活力鼓荡
在宇宙间，确实是打动人心的好诗。

这首简短的诗歌，通过比喻、拟人的手法，注入作者的感情。
但是，并没有把事情说尽，而是只简单地勾勒了两个画面，
抓住事物的特点，而对其内涵，则采取“省略”的方式，没
有做出什么说明，这就增加了读者猜测和想象的空间。在艺
术中，“形象大于思想”，思想往往阐述得清楚明白，也就
没有多少想象的余地，而没有想象的余地，没有给读者留
出“填空”和“对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