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赤壁赋的读后感受(大全8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
达的含义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
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赤壁赋的读后感受篇一

文章是一篇写景抒情的文章，写的是作者与朋友游赤壁的所
见所感他们投入大自然怀抱之中，尽情领略其间的清风、白
露、高山、流水、月色、天光之美。

面对的是自己的友人和皎洁的月光、清亮的江水，此时此刻，
谁还能掩饰得了心中的不快和对人生的感慨呢？于是客便以
箫和歌，奏起心曲，这是非常自然而然的。箫，素来是忧伤
的代言人；酒，一向是苦闷的牺牲品。但是，在苏子看来，
与客饮酒正在兴头，客却忽起悲曲，似乎不太合拍，但却有
深知其中道理，于是“正襟危坐”问客：“何为其然也？”
最后诗人哀叹人生之短暂，自己之渺小，感叹人生不比江河，
做人不似“飞仙”，可望能与江水同存，与明月长终，惋惜
人生得到的太少，留给后世的只是空空一番倾诉，使人感到
悲观，厌倦了生活。

作者的这种及时行乐也许不是一种消极避世，而是人的涵养
达到最高境界的一种体现。至少我是认同的。

赤壁赋的读后感受篇二

《后赤壁赋》作于苏轼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之时，
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
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



《后赤壁赋》沿用了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
抒发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优美景色。
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不仅让我们
感到了作者高超的表达能力和语言技巧，文中的孤鹤形象更
能够让我们感到超然物外的人生哲理。孤独、寂寞、高贵、
幽雅、超凡脱俗的孤鹤历来便是道家的神物。乘鹤是道化升
仙的标志，苏轼不仅借孤鹤以表达自己那种高贵幽雅、超凡
脱俗、自由自在的心境，更表现了那种超越现实的痛苦遗世
的精神。那我们就看看他在《后赤壁赋》中是如何将孤鹤的
孤独、寂寞、高贵、幽雅、超凡脱俗展现得淋漓尽致的。山
石高峻怪异，既是对立、压迫着他的自然力量，又象征了他
积郁难消的苦闷之情。鹤则是这一苦闷孤独情感的意象。歇
于松柏，不作稻粮谋的孤鹤在苏轼心中，就像在其他隐逸者
的意中一样，本是高蹈于世外的象征。苏轼曾作《放鹤亭
记》，以放鹤招鹤、与鹤共处来渲染内心弃世的幽情，孤鹤
的形象尤其为他所钟爱。此际在苏轼最感孤独时，忽然有一
东来的孤鹤振翅横江而掠过小舟西去。这只在暗夜独飞，独
鸣的鹤是孤独的，它可以蔚藉同样感受状态中的苏子之心。
因此与客不交一言的苏子对它注意极深。而且它不仅是苏子
此际情怀的象征，也是七月之夜的道士形象新化。苏轼
以“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的觉悟，联想前
来入梦的道士，表明作者在这只孤鹤身上寄予了自己怀念故
友之情。而道士的思想，原是苏子思想中的一个侧面，苏子-
-孤鹤--道士的联结，暗示着苏轼在精神上已归向高蹈于世外
的隐逸者。“开户视之，不见其处”结尾处写自己梦醒后开
门寻找，夜色茫茫，不见孤鹤，也并无道士。一笔双关，余
味深长。将苦闷与希望糅合在诗化境界中。山形与鹤形，使
苏轼因自然的变化和人事的不谙的精神不适感，和在孤独中
向往自由的念头找到了对应。通观全文，在我们的眼前自然
就展现出了好一幅“水月禅境、山鹤幽鸣”的美景图!

《后赤壁赋》中的孤鹤形象，说明了苏轼对苦难并非麻木不
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
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



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
对待一切变故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
黑暗。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涵着坚定、
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很容易就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苏轼
在逆境中能够依然保持着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

赤壁赋的读后感受篇三

耳边响起那“舞幽壑之潜姣，泣孤舟之嫠妇”的洞箫声，思
绪不觉飞回至苏子与客泛舟赤壁之时，仿佛自己便是与东坡
居士同“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的酒客，与苏子一同凭
虚御风，羽化登仙。

不得不惊羡于苏子的豁达呀！须知此时此刻，乃是苏子被贬
黄州，郁郁不得志之时，却依旧有雅兴与好友一壶清酒，江
水悠悠，饮酒乐甚，扣舷而歌。庄子那无所待而游于无穷的
逍遥游，也莫过于如此了吧？在黄州的准犯人生活的苦闷，
在笔下一齐抒发，并随即散于虚空里留下着千古佳作。

“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
一方。”这是小苏学士在虚空里袅着的歌音。正如歌中所唱，
如果累了，那就停下，泛舟水上，和与你畅饮美酒的.意中之
人大醉一场，相靠在人生航路上的一叶小舟里，静静地睡着，
不知不觉间，天，就亮了呢。

赤壁赋的读后感受篇四

前几天看《赤壁》，那江流澎湃，波澜壮阔的场景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伴随着那一系列熟悉的人物，那许多运筹帷
幄，出奇制胜的战争故事，我的思绪一下子就飘向了那个英
雄倍出的遥远年代，而苏轼的这首千古绝句更是令我心灵震
撼，久久无法释怀。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作者一开头就描绘



了奔腾汹涌的长江水，并且把江山，历史，人物合写，将读
者从眼前壮景带入千古兴亡的历史气氛中去，感受风流人物
的非凡气概，体味作者伫立江边对景抒情的壮怀。“故垒西
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由泛泛的对江山，人物的感
想，归到赤壁之战的具体史迹上来。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三句正面写赤壁景
色，惊心骇目。词中把眼前的乱山大江写得雄奇险峻，渲染
出古战场的气氛和声势，令人联想到当年赤壁鏖战的壮阔场
面。“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词人不由得发出感叹：锦
绣的河山，美丽如画，那时候，出现了多少英雄豪杰!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这三句，作者由怀
古而转入个人身世的感慨。“故国”，指赤壁古战场。“故
国神游”，即神游故国，是说三国赤壁之战和那些历史人物，
引起了自己许多感想，好像灵魂向古代游历了一番。

赤壁大战的时候，周瑜才三十多岁。苏轼写这首词时，已经
四十七岁了，不但功业未成，反而谪居黄州。此次游览赤壁，
壮丽江山，英雄业绩，激起他豪迈奋发的感情，故谓“多
情”。然而，仕途坎坷，年华虚度，壮志难酬，自己又能怎
样呢?故说“多情应笑我”，即笑自己自作多情。

“早生华发”，即白发早生，表面上是说年岁已大，实际上
是感叹光阴虚度。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人的一生就像一场梦啊，何
必自寻烦恼呢，还是酒洒江月，把人生寄托于山水自然之间
吧。篇末的感伤是一种苍凉，抒发了自己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从侧面进一步烘托了全词的豪迈气派。

苏轼的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融景物，人事感叹，哲理
于一体，将人带入江山如画，奇伟雄壮的景色和深邃无比的
历史沉思中，唤起读者对人生的无限感慨和思索。



赤壁赋的读后感受篇五

少时吟诵东坡之前赤壁赋，如杭一苇于流水之上，随波转折，
任意西东，进退无不宛转如意，疑乃御风。文章佳妙，字字
如珠如玑，如檀如麝，见之忘俗，读之解忧，清音不绝，齿
颊余香。沐江上之清风，玩山间之明月，乐趣无穷，吾心欣
欣然，虽千载也，亦得共享造化之无尽藏也。

数载间复吟前赋，方其稍悟东坡真义所在。又读后赋，始茫
茫然，隐有栗栗之感。明月不改，山川依旧，然心之所见，
浑不若前。前赋得一清字，后赋得一寒;前文妙在逸，后文佳
于虚。清拔轻逸固难为，正是翩翩少年之态。然由实转虚，
自明月远箫至山谷长啸，寒意弥满，木叶萧萧，窥桓宇之秘
奥，悟天地之真宗。然莫可名状，无以言传，一鹤蹁跹，缟
衣玄裳。君得之否?此东坡之仙笔，东坡之谐谑，亦东坡之真
趣矣。

予今夏亦曾往赤壁一游，是时江流疾速，芳草青青，夕阳在
山，暮霭满天，绝壁千寻，静立无语。正乃青山依旧在，几
度夕阳红，争不教人心生岁月无情，人生若梦之叹?漫天愁绪，
袭面而来，一时无端。风霜渐历，年岁已长，再吟前赋，无
复少时飞扬之感。少年心性，吾思之甚矣!呜呼!江边一望楚
天长，征鸿飞杳杳，流水去茫茫。

文档为doc格式

赤壁赋的读后感受篇六

曾经学了苏轼的《前赤壁赋》，那时还不是很清楚其中真正
的内涵。今天又偶然的看到这篇文章，不禁又重新阅读了几
次。真的有文读百遍其意自现的感觉，尤其是他的这段话让
我有些新的认识。那就是他在文中发出这样的感叹：寄蜉蝣
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
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



这段话蕴涵了深刻的哲理：时光易逝，生命又极其的短暂。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一个过程。我们有幸、来到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演绎着不同的人生。然而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青
春就更加的宝贵了。趁着有限的青春去学无穷的知识，这样
才无悔自己。

自此我悟出了一个道理：懂得生活的人把一生当一天珍惜，
而虚度光阴的人把一天当一生挥霍。而今天是下辈子的第一
天，坚持自己的理想不放弃，总会有成功的那天。因为我们
还年轻，我们还有许多许多的每一天。

赤壁赋的读后感受篇七

国庆期间，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又一次品读了《赤壁之战》这
篇课文，心中有很多的感慨。

这篇课文选自罗贯中的著名小说《三国演义》，故事发生在
东汉末年，话说曹操豪情满怀，挥师南下，想要夺取江南，
吞并东吴，消灭孙权﹑刘备进而统一中原。孙权与刘备联合，
率军在赤壁与其相抗。黄盖献上火攻之计，周瑜﹑黄盖又连
施苦肉计，再使阚泽去送降书。后来火烧赤壁，曹军损伤无
数，只得丢盔弃甲，狼狈而逃。

曹操为什么会输得如此惨烈呢？是兵力不够吗？难道八十万
大军还胜不过孙权的三万人马，顷刻间就灰飞烟灭了吗？是
军队士气不振吗？试想曹操曾破袁绍、斩吕布，一路高歌，
势如破竹。

赤壁赋的读后感受篇八

公元197-208年，曹操统一了北方，遂率八十三万大军南下攻
东吴消灭刘备，孙刘联军不过五万，军事上处于劣势。曹军
进驻赤壁，与孙刘联军隔江对峙.曹军不习惯水战，加之曹操
骄慢不得人心，庞统故意叫曹操把船用铁索连在一起，铺上



木板，黄盖便用“苦肉计”诈降曹操，然后乘机火攻曹操水
师，大破曹军。

我认为孙刘两家之所以能破曹，是因为孙刘两家善用计谋，
以少胜多，同心协力，团结一致，共同战斗的结果。

在赤壁大战中，有人说孔明功劳大，因为他草船借箭并预测
三天后有东南风，为东吴破曹立下了很大战功；有人说，黄
盖的功劳大，是他用苦肉计骗得曹操上当，为破曹，他做出
很大牺牲；有人说赤壁大战不能没有庞统的连环计，所以庞
统功劳大……我认为谁都很重要，不必争论功劳大小。

曹军八十万有余，孙刘联军却不过五万，孙刘联军却能破敌。
所以做什么事都要用脑袋，不可强攻硬拼，要靠智谋，比如：
我们下象棋，不能一味横冲直撞，要想办法吃掉别人
的“将”。特别是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更不能硬拼，要用计
谋赢敌，智慧战胜力量。

生活中也有很多例子说明同心协力能成大事，比如：我们学
校拔河比赛，有的人身材较小，出的力少一些，有的人身材
大，出的力也大一些，但不能说身材小的人功劳小，就算你
高大威猛，你一个人也不能拔赢对方的整支队伍。

我们应该学习刘备的仁义，诸葛亮的智慧，还有东吴黄盖舍
身为国不怕牺牲顾全大局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