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杜甫读后感两千字(优质10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
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杜甫读后感两千字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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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读后感两千字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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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读后感两千字篇三

说实话，以前我并不欣赏杜甫，觉得他不过是一个手无缚鸡
之力的书呆子，连自己的亲人都养活不起，更何况拯救国家
呢?不过这次从书中较多地了解了杜甫后，我才对杜甫产生了
很大的歉意和敬意。

杜甫出生于大唐开元盛世，他的诗真实地记录了安史之乱前
后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过程。读杜甫的一生，不但是在读一段
令人心痛的历史，也是在目睹一种伟大的形成。杜甫从少年
时代就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然而
长安等待十年未果，又被接踵而至的现实打碎。官僚的险恶
腐败，亲人的生离死别，自身的飘泊不定，人民的心酸疾苦，



让他在现实里不得不苦苦徘徊挣扎，他确实是“诗圣”!

不过无论他遇到怎样的艰辛，心里永远脱不开百姓。

“莫辞酒味薄，黎地无人耕。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
杜甫长期于下层，亲身体验了百姓受过难以忍受的苦。纵然
一声怒吼突破胸腔，却不能惊起半点涟漪。他愤懑，无奈，
却只能寄托于诗，用《三史》《三别》这样留着血的文字奏
响无人忘怀的遗憾。更令人震憾的是：“呜呼，何时眼前突
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种悲天悯人的善良和
博大的胸怀是多么可贵!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杜甫以满腔的辛酸和仇恨，汇成苦难的笙歌奏响在破碎的山
河大地上。他那执着的爱国之情摇曳着地燃烧起来，燃烧进
骨子里，燃烧到顽固。纵使朝廷一次次地抛弃了他，悲苦了
他，纵使岁月无多，仍发出“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
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的感叹，这声感叹，淹没了诗人和
读者的双眼。他对于朝廷的誓死不渝，让我们肃然起敬!

只是了解了关于杜甫的冰山一角，这个人，这种伟大，甚至
是这种灵魂就深深地烙在了我们的心里。他悲天悯人的善良，
尽心尽力的忠诚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我想以后有机会一定
要看完《杜甫传》，一遍一遍地感悟杜甫，并将他的灵魂一
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自非旷世怀，登兹翻百忧”无尽的忧虑，深藏于内心。心
中的那份渴望当官，在59的岁月中被坚持直到死去。执着的
期盼，化为不截的动力，催促这这位贫穷伟大的诗人在历史
的轮番中不管向前。

幼儿时代的甜蜜，让他对世界充满了幻想，一心想长大做官
报效国家，但事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他在苦难中长大，饱
看了生命的心酸悲苦;他在泥泞中前行，品尝着生离死别;他



在国家与民前挣扎着徘徊着，真是“到处潜悲辛”

而今我们长大了，成人啦，很快就会毕业，走向社会。对于
我们这些温室里的花朵百年前的杜甫给了我们启示，那就是
坚持。遇到困难坚持面对。当我们的学业下降时，请不要放
弃，咬一咬牙，擦去无用的泪，坚持!当我们为了环境不好而
忧虑时，笑一笑，用自己的行为证明给他们，也许有时孤军
奋战会很累，但请坚持，水滴石会穿，绳锯木会断，只要我
们坚持，环境会为我们变好。坚持吧，收掉那浪费力气的叹
息，用最有活力的一面迎接明天，挑战未来;坚持吧，相信未
来的我们会再相遇，相遇在那成功的彼岸。

杜甫一生是悲的，但因悲而伟大，因伟大而是我们铭记。铭
记那份敢登峰俯视苍穹伟大气概的杜甫吧!杜甫因有你历史将
不会在寂寞!

杜甫读后感两千字篇四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
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首
家喻户晓的《春夜喜雨》，是杜甫在公元761年春天，在成都
浣花溪畔的草堂时写的。那时，杜甫因陕西旱灾来到成都定
居。他亲自耕作，种菜养花，与农民交往，因此对春雨之情
很深，写下了这首描写春夜降雨、润泽万物的美景，抒发了
杜甫对春夜细雨的无私奉献品质的喜爱赞美之情。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那及时的春夜细雨，让大地上的一切变
得生机勃勃。而那春夜细雨，却只是默默的，随着风，在夜
里悄悄地来了，又悄悄地走了，没有一点声音。

这种无私奉献的品质不正是我们缺少的吗?我觉得，如果我们
也像春雨一样，有这种无私奉献的品质，社会不就会是一片
和谐了吗?我真希望有一天，所有人都有这种无私奉献的品质



啊!

杜甫读后感两千字篇五

八阵图杜甫

功盖三分国，名高八阵图。

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江南逢李龟年杜甫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赠花卿杜甫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漫成一首杜甫

江月去人只数尺，风灯照夜欲三更。

沙头宿鹭联拳静，船尾跳鱼拨剌鸣。

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杜甫

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

绝句杜甫

江边踏青罢，回首见旌旗。风起春城暮，高楼鼓角悲。



王录事许修草堂资不到聊小诘杜甫

为嗔王录事，不寄草堂赀。昨属愁春雨，能忘欲漏时。

杜甫读后感两千字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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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读后感两千字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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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得否认读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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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读后感两千字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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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得否认读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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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读后感两千字篇九

杜甫之七言绝句，现存107首，约占其诗作全集十分之一弱。
其对七言绝句题材的开拓主要是以联篇绝句反映重大政治题
材和以绝句论诗，对抒写个人感兴等传统题材的新变主要是
以描述等手法具体细致地摹写景物以表达其闲适之情，此与
传统七绝力求浑然悠远的风格以及主要抒发送别、宫(闺)怨
等情怀有所不同，显示了其独特的审美情趣。

【少年行两首】

其一

莫笑田家老瓦盆，自从盛酒长儿孙。

倾银注瓦惊人眼，共醉终同卧竹根。

其二

巢燕养雏浑去尽，江花结子已无多。



黄衫年少来宜数，不见堂前东逝波。

【绝句四首】

其一

堂西长笋别开门，堑北行椒却背村。

梅熟许同朱老吃，松高拟对阮生论。

其二

欲作鱼梁云复湍，因惊四月雨声寒。

青溪先有蛟龙窟，竹石如山不敢安。

其三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其四

药条药甲润青青，色过棕亭入草亭。

苗满空山惭取誉，根居隙地怯成形

【江南逢李龟年】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杜甫读后感两千字篇十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

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注解

1、八阵图：由八种阵势组成的图形，用来操练军队或作战。

2、三分国：指三国时魏、蜀、吴三国。

3、石不转：指涨水时，八阵图的石块仍然不动。

4、失吞吴：是吞吴失策的意思。

译文

三国鼎立，孔明的功勋最为卓著，

他创制的八卦阵，更是名扬千古。

任凭江流冲击，石头却依然如故，

千年遗恨，在于刘备失策想吞吴。

赏析

这是一首咏怀诗。作者赞颂了诸葛亮的丰功伟绩，尤其称颂
他在军事上的才能和建树。三、四句，对刘备吞吴失师，葬
送了诸葛亮联吴抗曹统一中国的.宏图大业，表示惋惜。末句
照应开头，三句照应二句;在内容上，既是怀古，又是抒怀，
情中有情，言外有意;在绝句中别树一格。

杜甫简介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
部”、“杜少陵”等，汉族，河南府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
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被世人尊为“诗圣”，
其诗被称为“诗史”。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跟另
外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开来，杜甫与李
白又合称“大李杜”。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的约1400
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备受推
崇，影响深远。759-766年间曾居成都，后世有杜甫草堂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