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文观止读后感(汇总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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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文观止读后感篇一

所谓“古文观止”，就是“尽将古文之精华选编其中”之意。
翻开厚厚的一本，时而读之。难懂的文言文还是让我望而却
步，可是根据所给的注释，我还是能够勉强读下来的。

《古文观止》中的文章，总共可是两百余篇。但正是这两百
多篇文章却洋洋洒洒留下了几千年的历史轨迹，概述了百朝
更替的盛衰兴亡，记录了众多贤哲的襟怀抱负。我们读书读
人，就要读气动山河的文章，要读有伟大抱负的英雄。我钟
爱流芳百世的名篇，但更痴想和这些伟丈夫走得更近些，想
领略他们的胸襟和气度，想从中探知为什么在往事逾千年的
今日每当我们读起这些篇章的时候心弦总是跟着他们的思想
而抖动。我读这本书，如同跨入了中国古籍文化的绝美殿堂，
触目所见，所有作品，都焕发着奇光异彩，闪耀着真知灼见，
叫人爱不释手，越读越感到意蕴无穷。它们给予我们以启发，
诉说着千古流传的真理。我异常喜爱一些名篇，例如，李密的
《陈情表》，王勃的《滕王阁序》，魏征的《该大宗十思疏》
方孝孺的《深虑论》等等。这些名篇中不仅仅包含了许多哲
理，对我们的人生更是有很大的启发。

我认为，《古文观止》是一部人生的百科全书。书中的哲理，
小到修身养性，大到治国平天下，无所不含。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
庙堂之高，则优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至理名言，如珍珠一样光彩



夺目，掷地有声。虽寥寥可是数十字，却胜似万卷诗书。尤
其是范老先生的那种人生境界，那种旷世情怀，早已被后人
奉为立身做事的楷模。总之，我认为读这本书，能够使我警
醒，使我振奋，使我坚强。作为新世纪的大学生，这本书我
必须要好好读下去，并且要用一颗真诚的心去读它，从中学
会怎样做人。学会在任何处境下，都能好好做人。

人生着实是难以捉摸的，每个人都有着自我不一样的生命轨
迹，可是我相信，真理是存在的，即使它不是永恒的，它也
会是长久的，而我们，需要做的则是不断去寻求真理，在古
书籍中去挖掘它们，在实践当中去运用它们。

敕皆谓权宜，悉令事毕停罢”，然则“息兵已久，加税如
初”。新的税制不但没有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反而使农村
景象更凋敝，农民生活更窘困。由此可见封建的税收并非社
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是对民脂民膏的搜
刮，敲骨吸髓的剥削。难怪柳宗元感叹：“呜呼!熟知赋敛之
毒有甚是蛇者乎!”由此能够看出在《捕蛇者说》这篇文章中
所体现中的是作者对于当时的制度的不满和愤懑，变成了作
者对于百姓痛苦生活的同情。

另外，在《古文观止》中，我们也能够看到有不为“五斗
米”折腰而到终南山采菊东南下的陶渊明。说他是隐士，其
实我们也能够看得出他的仕途并不得意。他的不得志，也让
他不得不选择在终南山上孤独终老。陶渊明在他的文章中也
表现出了他清高的形象，在此刻看来，我们也能够有不一样
的看法，那我们是否能够理解为吃不到的葡萄说成酸呢?可是，
无论是怎样样的心理状态，他能留下千古传扬的名篇则是伟
大的，是值得我们尊重的，那是有了生活的深刻体验后而蕴
发的真实情感，他并无过多的幻想色彩，却照样美丽。

还有的是在《古文观止》中，似乎总是有万古流芳的言论和
思想，文人自有办法“立德，立言，立志”!立德者，集大成
的就是孔子他老人家了。于是，我们此刻标榜自我是礼仪之



邦，三纲五常。立言，更好理解了，就是著书，要是文化底
子实在不行的话，就弄个家训什么的，以此来训诫不肖子孙，
外人看不到不要紧，至少还有子孙看，要是计划生育没有普
及的话，子子孙孙无穷尽，也能够流传千秋了。立志，这事
最不靠谱，有的人就想当木匠，却做了皇帝，有人就想写诗，
也成了皇帝，这不是事与愿违么，说说普通人吧，要是立志
当个清洁工，估计这孩子准是没有家教，别人不说了，你的
爸妈，七大姑八大姨都不会原谅你，立志，是有原则的，要
有崇高性，要有难度，不是一般人干得了的，这样好光宗耀
祖，干部是首选，次之经商赚钞票，再次之弄个科学家教授
律师什么的，就是不能说自我立志做老百姓!

有本事的人，为了万古流，也弄一些有形的东西，修个塔，
建个庙，弄个兵马俑。这样的话，后代子孙，也包括不是子
孙的人都能够看见了，并有碑文记载：某年某月某人建。穷
人家的孩子就给爹妈找块坟地，迷信的也能够找二指先生看
看风水再埋。以往流行一时的“___到此一游”就是深的其精
髓!刻到长城上，就与长城共流芳了。

此刻人，一般不这么干了，很多的人房子都买不起，更别说
建庙，修塔了，买个墓地几万起，想死都死不起。虽说不好
办了，可是“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的老传统不能丢，于是
乎，我们发明了数码相机，照相机，电影，dv，保管你几万年
以后还是活蹦乱跳的。

几个世纪以来，《古文观止》一向是知名度最高的图书之一。
虽然学人常以普及读物看待《古文观止》，但它的资料典雅
不俗，所选诸篇语言琅琅，佳言警句层出不穷，均为古典散
文代表，尽是传统礼貌精华。《古文观止》诞生于17世纪末
叶，三个世纪以来畅销不衰。它的名气深入人心，在文选类
图书之中，普及程度至今尚无出其右者。然而，这部著名的
中国古文选集并不是由官方组织或授意选编的，而是由民间
两位默默无闻的读书人吴楚材和吴调侯修改成的。两位小人
物编成的古文选集，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承认，异常是基



层的欢迎。它不仅仅成为私塾的蒙学教材，士子的参考读本，
民国以后还曾被选用为新式学校的阅读文选。

虽然长期以来学人大多以普及读物看待《古文观止》，可是
它的资料却典雅不俗。其中绝大部分作品，既有思想性又有
艺术性，为古代散文的精华，传统文化的代表，并非一般普
及读物可比。况且，这些作品的语言优美，易于记诵，文中
不乏佳言警句，读后使人终身难忘。即使是学界巨子、文坛
大师，也不能漠视它或否定它。所以，进入现代化、数字化
的今日，这部宣扬传统文化的古文选集仍然家喻户晓。

古文观止读后感篇二

文言文比较难懂。我认为《古文观止》比较好，其次就是
《世说新语》。还有一本《淮南子》，在我国历史上，也占
有一定地位。《淮南子》一书取材宏富，广大深远，天文地
理，无不言及。书也像明代许国所说：“纪四时则征《月
令》，以至《离骚》之奇，尔雅之正”。整本书取材广泛，
有助于涉及学习的方面。但，整本书语意难懂。《聊斋志
异》，蒲松林也是为了讽刺当时的政治社会。作者在写书的
时候，肯定不会像《史记》一样，只是单纯地把一些史实写
下来。作者在写的时候，总会或多或少地添入一些自身对事
物的看法。所以古代小说并不应该深入了解，只应学习他的
方法，点到即止。《世说新语》，主要是由短文组成其短文
皆为说理。书中往往是一些零星片段，但是言简意赅，颇能
传达人物个性的特点，如《雅量》。就通过写祖约和皖孚两
个人的优劣，只通过祖约料理财物，皖孚给木屐上蜡两个细
节。淡淡几笔，人物性格就跃然纸上。

古文观止读后感篇三

《古文观止》是一部文言散文选集，是清人吴楚才和吴调侯
叔侄俩人选编并注释的。这部散文选集挑选了从东周到明代



的二百二十二篇散文作品，作品题材涉及史传，策论，游记，
书信，笔记等。这些散文大部分语言简练，篇幅短小易懂，
从1695年成书以来就受到人们的喜爱。现在中学里的文言文
教材中不少是从这本书里选用的一些文章。“古文”就是指
古代的文章，“观止”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读这些文章就够了，
不用再去读别的古文书。可见《古文观止》这本书的历史地
位。我没有太好的古文功底，这本书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有挑
战性的，我在读故事的时候必须去查很多词语，所以阅读的
速度也非常缓慢。我在这本书的读后感里就写写我最熟悉也
比较喜欢的一些小故事吧。

《桃花源记》是东晋文人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陶渊明是中
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田园诗人。我们这学期etk有一个词“世外
桃源”就出自陶渊明的这篇文章。他在《桃花源记》里描写
了一个渔人打鱼的时候偶然进入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桃花源，
桃花源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
陌交通，鸡犬相闻。”一种祥和宁静，富足的景象。桃花源
里的百姓与世无争，善良好客，但他们“遂与外人间隔，问
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作者用简单白描的手
法描绘了桃花源自由平等富足美好的生活，表现了作者对理
想生活的追求和对现实的不满。我觉得虽然作者用的语言对
我来说挺难读，但是他描写的桃花源是很美丽的。但同时我
觉得这个故事有种怅惘的感觉，像一个幻想。在现代生活里
很多人也想要一个“桃花源”这样的地方，现实生活中充满
了各种争斗，各种压力，各种不满，“桃花源”是人们心中
的一块净土，是人们逃离现实的理想境地。但是“桃花源
记”的结尾却有点儿伤感，渔人虽然很喜欢桃花源并在那儿
感觉到了快乐，但是还是不能在那儿待着，还需要回到现实
中去，一种无奈的感觉。

另外一个我挺喜欢的故事是“愚公移山”。这个故事是讲一
个九十岁的愚公想把家门前挡住路的两座大山移走。有一个
智叟笑他愚蠢，说“以残年馀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
土石何?“虽然别人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愚公还是非常



坚定，”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
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
不平?“最后，天帝被愚公这种坚定的决心所感动，终于帮他
把山移走了。愚公移山的故事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故事，虽然
之前我也听过这个故事，但是在看这篇文章简单有力的文字
描述时，我对愚公坚持自己的目标的决心非常钦佩。别人都
觉得他太傻了，但他不管别人怎么说，他按着自己的想法和
目标前进。他的这种精神非常可贵，无论任何时代，最终成
功的人就是像愚公一样看似愚蠢，但意志坚定的人吗。

《古文观止》让我对中国古代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从中学
到了很多智慧。这本书我还会慢慢地细读，品味。

古文观止读后感篇四

没有《论语》中的君子与小人的对比与争议，也没有《诗经》
中的烂漫与自由，也非《离骚》的华丽与哀怨，更无唐诗、
宋词的豪迈与缠绵，更非《庄子》的遥遥与洒脱，有那么一
本书，她除却一切浮华，却将古人的智慧彰显，她就是《古
文观止》。

这是一本选摘自周朝到明朝的优秀散文的结晶。书中选摘了
《左传》、《史记》、《国语》、《战国策》、《三国志》
中的精华。还收集了唐宋八大家的经典作品。是一本古老而
有深度的书籍。从一个教育者的眼光出发，我读此书的感想
如下：

读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我被魏征的忠诚和敢于直谏的
精神所感动。其中，“居安思危、载舟覆舟、思江海下百川、
虚心纳下、无因喜以谬赏、无因怒而滥刑、知足”、自谦自
制、“慎始而敬终、”三思适度的思想使人受益非浅。

这些精辟而有警示意义的言论如一面镜子，使唐太宗从中照
出了自身的瑕疵，从而创造了贞观之治。



我以教育者的眼光来看，也觉得同样有意义。“无因喜以谬
赏、无因怒而滥刑。”警示着我们在与学生交往中，教师处
理任何问题都宜三思慎重、客观公正。然而，人非神仙，难
免不被自身的情绪所影响。因此，教师要学会宽容，海纳百
川、虚怀若谷。

文中的“知足以自戒”也是我们每个教师修身养性的警示牌。
知足常乐，学会淡泊。面对众多行业的各种福利诱惑，我们
的教师仍能坚守岗位，不动摇，不跳槽，仍能乐教，并终身
从教。这也是一种品格。所谓“慎始而敬终”不过如此。

魏征是幸运的，他的谏言创造了贞观之治，为百姓赢得了一
个盛世。

另一个忧国忧民的谋臣当推孔明了。他身逢乱世，却能以一
人之智慧救蜀、治蜀，保一方平安。他忧国忧民，最终积劳
成疾，郁郁而终。他所著的《出师表》使人倍感其爱国之心，
赤胆之情。其以一人之心力，欲挡天下一统之大势，虽如螳
臂当车，却忠勇可嘉。

相对而言，范仲淹的，《岳阳搂记》，那种彷徨与愁闷，爱
国与国人，更深入人心。那千古绝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不知被多少公仆用以自喻。他们或许和范
仲淹一样，未曾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抱负，却从未忘记
自己的职责。

因此，我认为范仲淹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

如果想去遨游各类奇观，那么请带上这本书吧;如果想了解自
然，那么请翻开这本书吧!



古文观止读后感篇五

季札在鲁国请观周乐时曾说过：“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
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
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我猜想，在吴楚材、吴
调侯叔侄在成书之时一定也暗叹过“观止矣！”

?古文观止》，作为一本从两个爱好古文的教书先生平日相互
切磋研习、为童子讲授古文的讲义到一本经历百年时间沉淀，
传世不衰的文集，并不是偶然。它是一部囊括从东周到明末、
集百家经典于一身，同时永远不会落后于时代、绝不会因为
政治风云变幻而失去价值的文集。

?古文观止》，按照时间顺序分为：周文、秦文、汉文、六朝
文、唐文、宋文以及明文。其中以散文为主，间有骈俪文辞
赋。皆是历朝历代最富盛名的文章，从这一点看，《古文观
止》也可以说是一本中国文学发展史。

周文卷主要收录了《左传》、《国语》，其中还有《公羊
传》、《梁谷传》和《礼记》。《左传》作为古中国第一部
叙事完整的编年体历史著作，对后来司马迁的《史记》以及
后世的历史编写有很深远的影响。除去各种官方的对《左传》
的解释。我读《左传》时，更多的是关注《左传》上栩栩如
生的人物和对战争精彩的描写。

在开篇的《郑伯克段于鄢》中，就讲了郑庄公和弟弟共叔段
的权力之争。郑庄公在母亲武姜不喜欢自己，偏爱弟弟的情
况下，韬光养晦、欲擒故纵，故意纵容弟弟的恶行，等到弟
弟终于起兵夺权时，才露出早已准备好的屠刀，砍向自己同
母同父的弟弟。同时与怂恿、帮助弟弟的母亲决裂，发
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郑庄公在解决弟弟共叔段的威
胁后，又用了挖地洞的方法，与母亲在隧道中相见。宫变失
败后的武姜，也趁机与郑庄公和好。全文短短几百字，将故
事中人自私、残忍、虚伪狡诈、腹黑的本性描写的淋漓尽致。



还是郑庄公，在《郑庄公戒饬守臣》中，郑庄公又化身为一
位尊奉礼法，敬畏天命的古代政治家。同时，在这篇文章中
郑庄公还说过：“天祸许国，鬼神实不逞于许君，而假手于
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亿，其敢以许自为功乎？
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其况能久有许
乎？”在这里又可以看到他在表达弟弟的愧疚之情。对比于
《郑伯克段于鄢》中他的作为，我们又看见了另一个郑庄公。

读书最精彩的地方不仅仅在于去体会揣摩作者的意图，而是
在眼睛离开书本后，脑内小剧场放映的情节。

相对于过于规整的明文，我更喜欢唐宋文章的灵动和六朝文
章的韵律。在这里，我不是故意跳过汉文。汉文卷中，将近
一半都是司马迁的《史记》。论谁也不能回避《史记》“史
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光芒。但是，对于我，《史记》
更像是一部小说，而不是历史。司马迁用他精巧的笔，将每
个历史事件中人物细微的动作、表情完整的复活在他的书中。
在读他的《史记》时，却又有种不真实的感觉。换个角度说，
将每个人物的细节处理的那么完美，除了猜测司马迁手上有
一个可以与明朝东厂媲美的专业特务机构帮他收集情报之外；
那就是猜测他根据手上已有资料，虚构了部分历史情节。我
想，目前，后面一种猜测更加让人信服些。

在理科生的眼中，世界可能就是一个个的方程式组成的；而
文科生眼中，世界可能就是历史的尘埃中文明的传承。在不
同的人眼中的同一个事物是不同的。在我的眼中的《古文观
止》，那是我的《古文观止》。抛开一切标准答案，一切评
判标准的时候，阅读就变成了悦读。偶尔，也会体会到古人
读书时，信手批注时的快乐。

吴氏叔侄的古文，观止矣。而我的读书，才刚刚开始。

就拿先秦文来说吧，它主要讲了一些古代人说的很有说服力，
很有见地，很有哲理的话。有目光长远的宫之奇，有敢于反



驳昏庸襄公的子鱼，又不重名利的介之推，有在狱中能说服
梁孝王的邹阳……各种各样的贤人都在展示自己非凡的口才。
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处以宫刑之后对自己非常的不自信，甚
至是自卑，他在《报任安书》里说：“故祸莫憯于欲利，悲
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意思是：所
以，祸害没有比贪利更悲惨了，悲哀没有比伤心更痛苦了，
行为没有比祖先受辱更难堪了，而耻辱没有比遭受宫刑更巨
大了。受过宫刑的人，不能同正常人相提并论。在如此环境
下司马迁而能著出《史记》，那我们健全的人更应该发奋图
强了，不说为社会做出多大的贡献，至少也要不愧于活在世
上的每一天，不让人生的旅途留下遗憾啊。

我还知道了虔诚遵循“礼“而一丝不苟的态度。曾子卧病于
床，病势已经很沉重了，家童看到曾子在床上的床席，问道：
“华而睕，大夫之箦与？”曾子听到后，吃惊地睁大眼睛说：
“然，斯季孙之赐也。”然后要求换掉床席，因为他认为自
己是士，不能睡在大夫用的床席上死。家人不同意，曾子曰：
“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姑息。”坚持要求换掉
它，结果换掉没多久，曾子就死了。人都要死了还坚持不能
破礼，要遵循道德。而现在社会的人有些简直是以无耻为荣，
和古代人的坚守礼的思想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狱啊。

从《寺人披见文公》中我领悟到有大做大事的人有大的胸襟，
晋文公二次被寺人披追杀，第二次被斩断一只袖子。可是经
过寺人披的一番话，马上改变态度，放弃前怨，接受意见，
才能免除一场杀身之祸。

读书能找到心灵的宁静，读书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读书能
陶冶情操。古人云：“开卷有益”“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
自有彦如玉”。所以多读书绝对是有益身心健康的事。所谓：
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