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礼记读后感(通用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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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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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记读后感篇一

《诗经》这篇文章主要写了《诗经》是古代的歌词，一是作
为典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于社会政治的看法。
后来，这本书成为了贵族人士的.文化素养。它易于记诵、士
人熟悉，很多人都喜爱此书。

古人有古人的诗，我们有我们的教材。古人之所以用诗歌教
学，是因为它们真实也不失优美，描绘出了当时的情景。而
《诗经》一书从千万本古文中被精挑细选后成为了贵族教材，
想必有多么优美。

古代的诗文真是精彩。如《诗经·秦风·蒹葭》中“蒹葭苍
苍”写出了水草上结满了白霜；《满江红》中“壮怀激烈”
写出了作者当时的悲壮情怀。孔子曰：“不学诗，无以
言。”我们如果多读古文，自然会出口成章。

礼记读后感篇二

《礼记》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状况、典章制度和儒家思
想的重要著作，在历史上的地位仅次于《论语》，比肩于
《孟子》，又远超于《荀子》。这部书可谓是包罗万象，它
以礼乐为核心，所阐述的思想，包括社会、政治、伦理、哲
学、宗教等各个方面。《礼记》在唐代就被列为“九经”之
一，到宋代则被列入‘十三经”之中，为士者必读之书，由



此可见《礼记》这部书的重要价值。《礼记》与《仪礼》
《周礼》合称为“三礼”，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各个时代的人都从中寻找思想资源。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
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我反复吟读着这段文字，
深深地被文字中所蕴含的那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所感染。“大
道实行的时代，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选举有德行的人和有
才能的人来治理天下，人们之间讲究信用，和睦相处。所以
人们不只把自己的亲人当亲人，不只把自己的儿女当做儿女，
这样使老年人能够安享天年，使壮年人有贡献才力的地方，
使年幼的人能得到良好的教育，使年老无偶、年幼无父、年
老无子和残废的人都能得到供养，这样的社会就叫做大同世
界。”孙中山先生就曾提出“天下为公”的思想，主张为了
老百姓，建立一个民有、民享、民治的民主共和社会。这段
文字，并不会因年长日久而失去光泽，至今读来，它仍发出
道道金光照亮了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表达了我们每个人对对
美满、公正的大同社会的强烈向往。

翻开我的笔记本，本子上摘录的第一句话便是《礼记》这部
书中的一段文字：“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
行之。”这句话的原意是：“要广博地学习，对学问要详细
地询问，彻底搞懂，要慎重地思考，要明白地辨别，要切实
地力行。”我经常将《礼记》中的这句话作为我的座右铭。
“博学之”即讲学习首先要广泛的猎取，培养充沛而旺盛的
好奇心。好奇心丧失了，为学的欲望也将随之而消亡，博学
遂为不可能之事。“博”还意味着博大和宽容。惟有博大和
宽容，才能兼容并包，使为学具有世界眼光和开放胸襟，真
正做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进而“泛爱众，而亲仁”。
因此博学乃能成为为学的第一阶段。越过这一阶段，为学就
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审问”为第二阶段，有所不明就
要追问到底，要对所学加以怀疑。问过以后还要透过自己的
思想活动来仔细考察、分析，否则所学不能为自己所用，是为



“慎思”。“明辩”为第四阶段。学是越辩越明的，不辩，
则所谓“博学”就会鱼龙混杂，真伪难辨，良莠不分。“笃
行”

是为学的最后阶段，就是既然学有所得，就要努力践履所学，
使所学最终有所落实，做到“知行合一”。“笃”有忠贞不
渝，踏踏实实，一心一意，坚持不懈之意。只有有明确的目
标、坚定的意志的人，才能真正做到“笃行”。这句话时常
提醒我在工作中注重学习，不仅仅要精通业务知识，还要广
泛学习其它方面的优秀书籍，不断提升个人的综合素养，做
一个“一专多能”的人，此外在平时还要多与身边的同事朋
友沟通交流，学习他们先进的工作方法，对于工作生活中的
难题要多向有经验的老同志请教。此外，光学习理论和书本
知识还不够，还得多实践、多锻炼，做到活学活用、学以致
用。

在这部书中，我也了解到了古代的儒学家们对古代礼仪制度
的一些认识，诸如礼的起源和礼的作用，古代人对冠礼、聘
礼、祭礼等礼仪规范的解释。能够说，《礼记》的出现，标
志着中国礼教文化的成熟。这部书对于现代中国社会中的礼
仪礼节仍有很好的启示和教育研究好处。当然《礼记》中的
部分文字也内含全力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及顽固宣扬男尊女卑
的思想，这些思想是不可取的，需要我们以“取其精华、去
其糟粕”的态度进行对待。

总之，《礼记》是一部极具价值的国学经典，就像一壶好茶，
需要慢慢细品，才能感受到那沁人的芳香。

礼记读后感篇三

读完《礼记大学》后，最深刻的感悟就是原来文学是可以这
么具有逻辑性的，他的推理证明头头是道，仿佛我置身于一
道数学证明题中，跟随其中的步伐，觉得原因结果清晰明了。
读这种有逻辑的文章，觉得一种这种一步一步渐渐由浅入深，



再由深入浅的方式让我受益良多。

文章认为只有先端正自己的内心之后才能修养好自己的自身
的品德，只有学会修身后才能管理好家庭，齐家之后才能治
理好国家，国治好了，最后才能平治天下。这样层层递进的
写法让人觉得条理清晰。这与我最近学习的写作知识正好相
互呼应，写作必须安排好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和段落与段
落之间的关系。

文章认为，只有先端正自己的内心之后才能修养好自身的品
德，修身之后才能管理好自己的家庭，齐家之后才能治理好
国家，最后才能平治天下。这样层层递进的写法，让人觉得
条理清晰。

其实《礼记大学》中的逻辑性表现的还比较浅显，让人一眼
就能看出句子和段落的安排本该如此，而不能随意去更改顺
序。比这篇文章更深层次的表现，文章逻辑性的应该就是古
代的诗词歌赋了，就拿我很喜欢的张先的《天仙子》举
例，“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
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这段词是按照严格的
时间逻辑顺序写的，黄昏的时候，家禽趴在沙洲上休息了，
天色渐晚，月亮出来照出花的影子，人也要休息了，将帘子
放下，人静了，起风了，明天花儿应该被风吹落在地，铺满
了小路。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文章都应按照时间顺序写，否
则也不会出现倒叙插叙的写法了，只是说什么样的写法都是
需要有逻辑的，否则写出来读者没办法跟随你的思维去走的
文章，作者就只能孤芳自赏了。

另外，说明文和议论文对于逻辑的要求就更严格了，比如
《看云识天气》这篇课文，先总写了云各种各样的形态，并
告诉人们不同的云暗示着不同的天气。接下来分别，阐述了
不同的云会出现哪些不同的天气，但他的叙述也是非常有逻
辑性的，从高处的云写到低处的芸，从晴天的云写到雨天的
云。这样的文章结构就是我们说的总分结构，使文章层次分



明，论证清晰，有说服力。

礼记读后感篇四

人生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在人生之路上，我们无时不在做着
加减法，然而我们只有吸纳美好，摒除丑恶，我们才会拥有
一个绚丽的人生。

我们要学那东篱种菊的陶潜。他将自然的高洁纳入胸怀而摒
除了官场的污浊。他将自己的心灵建立在傲菊之上，借着秋
风将自己的无尘传递给世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他将自己融入田园，他也因田园而成就自我。拥有一个清白
的人生是一件幸福的事。我们现今生于浊世，却也应尽力将
这份清白吸纳，给自己的心灵留一泓清泉，它会让你的人生
更加澄明。加入高洁，减去污浊，这会使我们的人生无悔！

宽容像一把火，它可以烧去人与人之间的藩篱，他可以给你
带来成功。当李世民与李建成争夺皇位时，魏征为李建成的
亲信，而当李世民当上皇帝以后，他却重用魏征，并把他当
作自己为人处世的一面镜子。而魏征的尽心辅佐，也使李世
民成为一代明君。试问，如果李世民不吸纳宽容，摒除私怨，
他能够建立一个繁盛的唐朝，能够成为一代明君吗？我们也
应该学会宽容，它会使屡屡阳光给我们带来爱的温暖。它也
会是一盏明灯，给我们呈现出一条黑暗散尽后的康庄大道。
请加入高洁，减去私怨，这会使你的人生无怨！

当德雷莎为每个穷苦孩子带去面包时，她是伟大的，她用自
己的一生实现这梦想；当曼德拉走出囚禁他27年的牢房时，
他是伟大的，他用自己的一生坚持着自己的信仰。他们都给
自己的生活加入伟大而减去无为。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
人的含义，他们足以被称为世界的脊梁。而生活在这富足时
代的我们，是否也应该像他们那样拼了自己的性命来追求自
己的梦想呢？加入伟大，减去无为，我们才可以无愧！



……

在这漫长的旅途中，我们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加入和减去。但
当我们怀着一颗积极而美好的心为生活做加减法时，我们一
定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

礼记读后感篇五

《诗经》里的内容，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但
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

读了《诗经和礼记》我感受到了诗经很经典，所以流传到了
现在。孔子就曾说过："不学？诗？无以言。"意思就是不学
习？诗经？就不懂得怎么说话，不学习知识就不懂得为人处
事。啊！原来诗歌这么有魅力而又高尚。我仿佛被带到了遥
远的国度，听到了来自远古的声音，感受到了古人的浪
漫……我一直不太喜欢背古诗，因为根本就体会不到诗意和
优美，所以我要先体会诗意再感受它的优美，抱着欣赏的态
度去背古诗，这样我才能叩开诗歌之门，感受诗歌的美好，
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礼记读后感篇六

《礼记·学记》开篇说得好“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自汉
武帝所制定的教育政策后，中国的教育哲学、教育理论在历
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改变。汉武帝在诸子百家里选择儒
家的教学思想为国家的教育思想。儒家教育我们什么?宋朝朱
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云：“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
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伦大道，这就是儒家教学的总
纲领、总原则。教我们平常思维的方法有：博学、审问、慎
思、明辨、笃行。处事待人接物的纲领有：言忠信，行笃敬;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希望此书真正能帮助大家都获得一把“启迪心灵的钥匙”，



能成为家庭、学校、社会和青少年教育的有益读本及参考教
材，亦同时启迪我们父母师长们应从小注重培养儿童的德育。
我们常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教育是强国之本。”今天，
我们给儿童最好的基础教育无过于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
传统文化精髓——儒家圣贤文化，并希望得到各界共同来参
与和大力推动。

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位耻。学校是一方充满了浓郁
文化气息的净土，在这里我们不仅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还
要学习如何与同学相处，如何发扬团结互助的精神。凝聚产
生力量，团结诞生希望!一棵参天大树也是由你、我、他共同
栽培的，在学习上，你帮我，我帮他，团结互助靠大家，在
生活中，决不乱吐痰，乱扔纸，损人利己真可耻。

姐妹重圆读书梦。在我们身边还有很多这样的典型事
迹，“弘扬中华美德，引领幸福成长”，希望我们大家能携
起手来，让美德世代相传，读后感《礼记学记读后感》。

礼记读后感篇七

只有当自己真正用心的去阅读了这篇文章，才能切身感受到
它给你带来的来自心灵上的触动。这是先辈给我们留下的财
富也是对我们后人的期待。文章中主要提出了明明德、亲民、
止于至善三条纲领，又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学习
了解的。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句话在我们的生活中运用的很普遍，
主要是告诉我们做人要讲诚意，不能出尔反尔。在古代人们
非常看中诚意，甚至还把他当做君子的评判标准，这足矣证
明这句话在当时的分量。然而在科技发达经济腾飞的新时代
我们反而忽视了它的重要性。近年来也出现了的诚意问题屡
见不鲜，如长春长生的毒疫苗事件、三鹿奶粉事件、汽车漏
油事件等等。这些问题都在说明当今的出厂商只是单方面注
重经济效益，反而忽略了从古至今一直延续下来的诚意文化。



出现了许多奇奇怪怪的癌症和疑难杂症，人们的身体状况也
大大下降，以至于人们不再相信产品的质量，信任危机也就
此种下了种子。正义永远会战胜邪恶，这是必然的结果。虽
然有很多令人寒心的事件，但还是有像华为一样给我们在黑
暗中带来了一丝光明的生厂商。他们贯彻科技信息的具体表
现。我们应该将诚意捡起而不是丢弃。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心灵美比外表更重要。正心是大学里面
的一个小部分，但却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大部分。现在的社会
不缺颜值高的人，随随便便化一个妆也可以去遮住表面的缺
点，可是心灵的丑陋却不能轻易的去掩盖。在这个新的世纪
里，明星、网红中有一部分是依靠自己的颜值去赚钱，利用
互联网平台去发展。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新趋势。但有一些
人依靠这个平台随意的发表一些错误的观念，把自己看的高
高在上，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评价别人，在公共场合辱骂
他人等等。这些都让他们屡试不爽。现在许多人的价值观也
开始扭曲，只是单纯的看外表，不在乎心灵是否与他们外表
成对比，只是一味的崇拜。我认为一个人的内在修养不会因
为外表的缺点而被遮盖住，反而会把外表变成它的唯一特性，
更加吸引他人。
在一切道德品质之中，善良的本性在世界上是最需要的这是
作家罗素写的。我很喜欢这句话。《礼记·大学》:"大学之
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於至善。"郑玄注:"止，犹自处
也。"孔颖达疏:"在止於至善者，言大学之道，在止处於至善
之行。"陈澔集说:"止者，必至於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
理当然之极也。"现实中有许多做了好事最后都没有好结果的
案例，为什么？因为他们追求至善，追求自我实现，追求至
善的行为无疑会滋养接受者的贪欲，引发旁观者的不公：凭
什么他就那么富有，既然他那么富有贡献一点是应该的
吧……所以越是追求至善，效果上可能就越容易适得其
反。“止于至善”，其实是一种提醒，提醒你克制自己的善
举，帮助别人应该适可而止。
这篇文章让我对很多的事情都有所改观，也让我学会了很多
东西。不要把自己的观念强加到别人的身上。你认为的善良
可能只是你个人的想法，要发现这个世界的美好。当你反复读



《礼记·大学》，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还可能会改变
你的看法。这便是我从中得到的启发。

礼记读后感篇八

初读《礼记•大学》只觉得晦涩难懂，丝毫没有坚持下去的欲
望。但是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我只得压下内心的躁动，
继续下去。渐渐地，读之愈深愈被其中古朴深厚的思想所吸
引，整个人都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文章开篇便点明大学宗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但此大学并非现如今意义上的大学，朱熹在
《大学》章句序中第一句写到“《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
以教人之法也。”意思是《大学》这本书是古代大学教书育
人的刚要与准绳。由此可见，文章中蕴含的道理是多么的渊
博深刻以致能够迷倒理学集大成者。

在如今越来越快速发展的年代，什么都是“快”的，“快餐
阅读”“快生活”，“快社会”……很多人都难以沉下心来
享受一下读书之美。刚开始阅读此文章时，我也十分不耐烦，
但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一切都必须按顺序来。就像文
章中说的“物有始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这句话对我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我们追求完成某一样东西，
都要按照相应的步骤来，不可囫囵吞枣，一蹴而就。就像包
括我在内的多数人一样，只享受粗浅，表面的阅读，追求心
中的刺激与娱乐，一目十行，而忘记了阅读的真正目的与意
义。在这个信息繁杂的网络年代，各种文章，鸡汤无处不在，
内容与质量也参差不齐。所以当你去问他你到底读了什么东
西，他一定会摇一摇头，表示好像都忘记了。因为他们只是
为了打发无聊的时光，没有明白阅读的规律，结果只是匆匆
过客，一无所获。



《礼记•大学》这本书是儒家伦理思想的经典传承。中国自古
以来就有深严的等级制度，庶人都把君主当做神一样的看待。
儒家学说也强调等级，但是在早期之时没有像之后的封建社
会那样对君主有着某种盲目的崇拜，这时候的儒家思想也有
平等的意识。《大学》中写到“自天子以至庶人，于是皆以
修身为本”君主与老百姓一样，也要修身养性，注意自身的
素质建设。这就从一定意义上要求君主注重约束自己，为天
下百姓做表率，然后达到一种造福社会的目的。这样一种思
想为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意义重大，对当今社会也有极大
的意义。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古今多少人的追求，多少
人为之努力奋斗不已。修身养性，端正内心，孜孜不倦，不
懈追求。是无数平常人伟人实践的方法。在现代这个各种文
化混杂的社会，压力繁重，更应该要学会排泄心中的浊气，
成为一个有气质的人。“腹有诗书气自华”多走进知识的海
洋，我们会收获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礼记读后感篇九

一提到四书五经之类，条件发射地想到愚昧、封建、老古董，
近来，看得多了，发觉孔家店被我们莫名地打到，因为提到
国学，人人都可以说三道四，但是真正耐心读下去，试图去
认真了解流传千古的文章背后的人就少得多啦，姑且算是无
知者无畏。

当下流行的西式学习和教育，和我国古代大相径庭，东西教
育差异之大只能慢慢体味啦。西方以自然科学为代表的学习
分门别类，循序渐进，所有的学科在一套完善的理论世界内
蓬勃发展，并且通过对数学工具的使用，让知识的学习一切
都井井有条。我国古代的教育体系，更多地强调个人修行，
强调对悟的理解，对于如何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似乎没有
一条明确的道路遵循，没有一个可以重复训练、可操作的育
人大-法。给我的感觉，古人的学习方式，有些灵童似可瞬间



得道升-天，而愚钝之辈则无醍醐灌顶的机会。

一提到《礼记》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些了解，不过一般的同学
都是对它皱眉头，鄙夷之。因为一想到礼，就会联系到三纲
五常，君君臣臣之类的腐朽思想啦。观后才知，我冤枉古人
啦，古之“礼”包罗万象，即不是送礼的礼也不是非礼的礼，
而是和“道”一样，有着丰富的内涵。

一般同学都知道，四书五经的四书指的是《论语》、《孟
子》、《大学》和《中庸》，可能不知道《大学》和《中庸》
是《礼记》中的两篇，这里要说的《学记》也是《礼记》的
一篇，非常有名，但今人不太熟悉罢了。

《学记》讲述了古人对学习的理解，是高度概括的，没有实
际操作的教条，可以看作是古人对“教育”“学习”的纲领，
如《共产党宣言》对共产主义的作用，但是并没有告诉无产
阶级怎样从资本家手中夺取权力。前途是美好的，道路嘛，
自己去摸索吧。

文章开宗明义，第一句就解释为什么去“学”，去接受“教
育”：化民成俗，可以理解为有一个良好的社会风俗习惯，
这应该是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的，不同时代自有不同解释，我
想一般应该是百姓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吧。

虽有至道(道这个东西，内涵丰富，太玄，非三言两语说清
楚)，不去学习，也不能“知其善”。古人对学无止境认识很
透彻，知道“学然后知不足”，发奋地学习才知道自己有那
么多不知道的东西，有人越学越感无知也是这个原因，这也
解释无知者无畏；巅峰对决，只有功力深厚的人才知其中的
深浅，莽夫是看不出门道的。古人对“教”和“学”的认识，
不像现在这样割裂，现在老师高高在上，一切都对，学生的
质疑总被当做不听话。古人知道“教学相长”，将教和学统
一起来，学生和老师大家可以互相学习，学生之间也可以互
为师学，所以有同学一时无法理解某些知识点，如果你知道



的话，不妨将你的理解分享出来，在教别人的时候，你的认
识也会更上一层楼。现在的学生不仅缺乏不耻下问的勇气，
连虚心请教的一并抛弃啦。

或许古人愚昧，对一切未知的东西心存敬畏，对于学习也当
做神圣的事情，所以才有至圣先师的孔夫子，被当做祖师爷
祭拜。

学习是有一定规律性的，不可揠苗助长，所以“未卜禘，不
视学，游其志也”，意思是说时候未到(还没祭天)的时候，
天子(领导)不能去视察学校，这样学生可以有充足的时间
去“游其志”，发展个人的志向。

我觉得对老师的作用，古人认识的更加深刻，老师要“时观
而弗语，存其心也”。无论老师还是父母，对学生的志向之
类，别整天批评，要多多观察的学生，少发言，在适当的时
候才加以指导。像现在的父母也不要孩子上两天学就问去逼
他考清华北大，烦死啦。

求学的人有四个经常犯的错误：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
则易，或失则止，是指学习的时候，或贪多不求甚解，或学
习一点点就容易满足，或将学习看做太容易不下苦功夫(伤仲
永之类的神通)，或自我设限不求进步。这四点学习的人和教
学的人都要明白，产生四种错误的心理不同，要对症下药。

古人对老师的评价高，所以即使皇帝，对自己的老师要“无
北面”(和老师，别用君临天下那套礼仪，尊师)。现在教师
的神坛已经走下神坛，成为谋生的一种职业，一日为师终生
为父也out，一去不返啦。

更多的内容，这里不再一一展开，不过《学记》这篇文章还
是值得复读。古时的一些文章，酣畅淋漓，一气呵成，隐喻
恰当，道理明了，不似现在一些无病呻吟的文字，毫无深意，
只能凑字数，凑页数换rmb。虽然读这些书不能令你身价倍增，



也不算一种找工作的技能，但是陶冶情操方面比一个数学公
式强多了。在十几年的西式教育下，穿梭在古人的文字间，
完全不同的感受，别有一番惬意。

闲暇的时候，读点好文章，顿觉神清气爽。

礼记读后感篇十

诗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有305首。其诗中有
画，情景并茂，以生动的艺术形式，绮美的语言勾勒出古人
一幅幅淳朴的生活画卷。它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融，蕴
含着对人生理想的憧憬与追求，对爱情的向往与无奈，充满
了对现实生活的热爱，对宫闱丑行的厌恶。

诗经，这部起源于民间的先人歌唱集，流经历史的长河，沁
润着多少文人雅士的精神生活，哺育了多少莘莘学子在浩瀚
书海中求知求学，它如星星之火般照亮着文化传承的前途。
正因为如此，它才能传颂千载而不衰，脍炙人口而不厌。

先秦时代，人们称《诗经》为《诗》，或称“诗三百”。大
部分诗歌约写于西周到初秋中期。

周代，礼教初设，古风犹存，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尚少禁忌，
所谓：“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
（《周礼·媒氏》）。在《诗经》中有许多男女恋情诗，而
恋人之歌，多集于《国风》。国是地区、方城之意，风即指
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国风》取材于各地
的民间歌曲，反映了当时各地的民俗风情。而男女恋情，人
之天性，所以在《国风》中也颇多涉及。

春秋末期，孔子曾对诗经进行过整理及校对，并以《诗经》
为教材，教育自己的学生，诗经的美丽因此可见一斑。《史
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
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



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成）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以求和韶、武、雅、颂之音。”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类，风，也称之为“国风”，包括15个
诸侯地区的诗歌，共160首。这些诗大部分是民间歌谣；雅分为
“大雅”和“小雅”，共105首，其中“大雅”31首，“小
雅”74首，这些都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诗歌，大多数为
朝廷官吏的作品；颂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共40首。主要是周王朝和鲁国，商代的统治者用于祭祀或者
其他重大典礼活动的乐歌。

诗经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迷人的艺术魅力。诗中的所反映
的现实主义精神，开创了我国诗歌创作的先河。而诗中常用
的赋比兴的艺术手法被后世历代诗人学习借鉴与使用。因此，
诗经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诗经，
也是一部很珍贵的历史文献，许多诗歌记载了关于商、周民
族起源的传说，以及商周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周民族早期
活动的历史。诗歌中记载了当时的赋税，殉葬，天文，农耕
情况，也有诗歌中描绘了王侯将相，农夫士卒等社会各阶层
的生活及喜怒哀乐。同时还描绘了两情相悦，媒妁之约，惨
遭抛弃等等。

一番品读，觉得诗经最难得的是所描述的情感都是真实的，
坦率的，都出自普通百姓之口。这也是它的艺术价值所在。
写实与抒情融合，理想与现实互臻，即便是最平常的叙事也
饱含了作者的感情。这种感情，透过简短平实的文字幻化出
一幅幅如诗美眷。

在礼仪初始的周朝，男女感情自是没办法两情相悦便可同结
连理的。父母之命不可违也，诗经中有很多朗朗上口的或爱
慕或相思或承诺或悲伤的爱情描写。而这类诗歌的描写尤以
国风为多。

《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此



诗描写了一位男青年对河边采集荇菜的女子的相思，想象着
与她相爱的情景。见不到心爱的女子，辗转反侧，夜不安寐。
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男子多情的相思表达得淋漓尽致。

《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
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
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姑娘欢欢喜喜地出嫁了。进了夫
家门，成了夫家人，开始了一段幸福的新生活。

《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与
关雎不同的是，这首蒹葭，则描写了一幅美丽清冷，朦胧迷
茫的抒情境界，道阻且长，道阻且跻，道阻且右，刻画了作
者徘徊的追思情形，借助景物和和想象含蓄而委婉地表达着
自己的相思和追怀之情。

《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思我，岂无他人？狂童
之狂也且。活脱脱一个性格直爽泼辣的可爱女子。颇有几分
王熙凤的架势。在那个封闭的时代，算是一个鲜少的另类吧。

《静女》静女其姝，俟我於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
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姜……心爱的姑娘赠
送一株管径草都觉得美好的纯爱，真是爱中皆美好。

《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分。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待字
闺中的寂寞，焦急地等待着如意郎君的出现。剩女的落寞之
心，看似轻描，实则独怆。

《击鼓》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
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爰居爰处，爰丧其
马？难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征
兵打仗远千里，平定陈宋家难归。海誓山盟早与她，分东离
兮何信守？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从古至今乃是所有女子的爱
情愿望。



《击鼓》《君子于役》同是描写远征打仗，一个是丈夫的思
妻之爱，一个是妻子思夫之情。战乱四起，多少家庭因此而
夫妇难聚。而这分离的千千万万中，又有多少是一别便是一
生呢。国泰民安，国家太平了，没有了战争，小家庭才能男
耕女织到白头呀。

古代的女子是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的，父母之命，
媒妁之约便决定了女子一生情归何处。诗经中也有此类的描
写，《将仲子》便是其一。

《将仲子》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
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父母的话，兄
长的话，别人的闲话，处处都要顾虑着，即使爱慕着，也只
能深埋于心底。

思慕的爱恋，别离的夫妻之情，畏惧父母的无果之爱，当然
少不了被抛弃的可悲结局。《谷风》，《氓》，《中谷有
蓷》，《日月》《终风》就生动地道出了惨被抛弃的凄苦命
运。自我徂尔，三岁食贫。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及尔偕老，
老使我怨……即便是两小无嫌猜的青梅竹马，也落得如此下
场。不我能慉反以我为仇。燕尔新昏，以我御穷……共患难
可以，同享福却不能。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

诗经中描写社会政治的也很多，如《硕鼠》《黍离》等等。

《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以比的手法描写了百姓的疾苦无奈。

《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作
者以深沉忧伤的笔调，描写了家国沦丧的悲哀。

不能不提的是诗经中的史诗。大雅中的五篇史诗，描写了周
人自始祖后稷出世直到武王灭商的一些史记和传说。



《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
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
后稷。...……描述了周始祖后稷神奇的出生和天生的种植五
谷的能力，以及他率民定居邰地的历史。

《公刘》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乃裹糇
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叙述周人远祖公刘带领周民
从邰地迁居豳地，开辟荒地，造物定居的历史。

《绵》绵绵瓜瓞。 民之初生，自土沮漆。 古公亶父，陶复
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 率溪水浒，至于
岐下……讲述周文王的祖父古公覃父率民由豳迁岐，开地建
屋，创业兴国的事迹。

《皇矣》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维此
二国，其政不获，维必四国，爰究爰度……先是叙述文王的
祖父古公覃父开辟岐山周原，击退异族昆夷;再述文王父继祖
德业并传位给文王；又记述了文王伐密伐崇的胜利。

这五篇史诗蝉联而出，大致讲述了周人发展兴旺的历史。

诗经中还有祭祀，农耕，民怨，等等的相关描写。总之，诗
经可谓之当时社会的百科全书。《礼记·乐记》宽而静，柔
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
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
宜歌《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