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白秋风词读后感(精选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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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
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
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李白秋风词读后感篇一

大家好！

我来自山东淄博，现在任职于业务管理室质量管理组。

我的性格偏于内向，为人坦率、热情、讲求原则；处事乐观、
专心、细致、头脑清醒；富有责任心、乐于助人。

我还是一个正直忠诚、勤奋求实的人，会不断追求人格的自
我完善；明显的特点是乐观自信、温和开朗、稳重宽厚，因
此，我人际关系和谐，适应环境能力较强。爱好电脑、科普
知识，喜欢钻研。喜欢读一些散文或哲学类的书籍。唯一爱
好的运动就是游泳，说白了就是在水里泡着。特长是增肥，
有想一月内胖十斤的知己可以随时找我探讨。

以上就是我的个人简介，谢谢大家。

=====

这是周国平继《人与永恒》之后的第二本随感集，书中记录
的随感都是由作者于念头闪现时随手写下的文字连贯而成的。
正是思想恰如风中的纸屑，其中有一些落在了幸运的手上。
作者站在哲学家的高度，以浅白的文字，对于人生与命运、
幸福与困难、爱与孤独，信仰和宗教、待人和处世等各个方
面，做了发人省思的论述。



一口气读完这本书，简直是一场思想漂流记。作者在序中说：
在我的桌上、床头、手边，总是备着一些小纸片，脑中闪过
了自以为有点儿意思的念头，就赶紧记下几个字来，空闲时
便据此写成连贯的句子。那几个字，别人看了一定莫名其妙，
但对于我可重要了，它们是唤醒记忆的线索，没有它们，那
些一闪而过的念头就不知会逃逸到什么地方去了。正因为作
者闪光的记忆，这本书看似不厚，但却论述着一些庞大的人
生话题，涉及生命、爱情、婚姻、灵魂、人性、文化、信仰
等。作者犹如喧嚣市井中的一个旁观者，在一个无人发现的
角落，诉说着尘世中的人生百态。他的话虽不多，却能时不
时地触动你的心扉，甚至最后你也会跟着参与他的思想漂流。

这本书的风格和周国平其他的书籍一样，都带着一丝哲理的
光辉。只有带着一个冷静的头脑，才能读得进去。看似在阅
读，其实是在学习思考问题的角度。工作之后越来越发现自
己总是一股脑地去做事情，结果总是漏洞百出，不尽如人意。
感觉需要思考的东西其实很多，却没养成凡事三思的习惯。
阅读这本书正好可以让自己上上思想课。

生命是有限度的，总与时间相连。作者说，在孩子眼中，世
界是不变的，在世界眼中，孩子一眨眼就老了。这样一句朴
实的话语，却道出了时光飞逝。小时候，总觉得时间过得好
慢，以至于每天嬉戏玩闹，也不会多愁善感。而当自己已经
二十六七的时候，就开始变得恐慌，感叹时间如白驹过隙，
总是不够用。以至于有人会发出“时间就是金钱”的感慨。
其实时间不仅是金钱，更是生命，而生命的价值是金钱无法
衡量的。很多烦恼来自不幸的或者不想要的.经历，它甚至让
我们急得咬牙跺脚。而在作者的思想漂流里，生命中经历的
一切都会成为记忆，有的甚至会深深烙印在脑海里，这是无
论谁都夺不走的一笔财富。当我们这样思考的时候，也就没
那么多莫名的烦躁了。虽然生命有极，但能创造出多少有意
思的记忆却因人而异。

永恒是否存在？耳畔总有声音在说：这个世界永恒不变的就



是变。这似乎斩钉截铁地说明：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什么永
恒。因为只有变才是永恒的。可是尽管如此，人们却仍绞尽
脑汁地妄想抓住永恒，甚至自欺欺人般地相信永恒的存在。
现实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例子：两个敌对的人会说老死不相往
来，可出人意料地在某个场合，某个拐角，他们又相遇了，
有的时候还不得不又产生了交集；好友闺蜜之间会说友谊地
久天长，保不准下一秒友谊的小船就翻了；亲密的情侣之间，
总有一个世纪之问：你会永远爱我吗？其实说这句话的人心
里已经没有了足够的底气。这样看来，永恒是不是真的就不
存在？作者的回答是，永恒是一种从容的心境，这个回答十
分巧妙。永恒是一个极端，处于极端之处的东西都是特别地
稀有少见，大概真的只有在从容的灵魂那里才能找到。而这
种从容其实就是一种心境，来源于把复杂变成简单。就好比
有人说世界光怪陆离，变幻莫测，可也有人说世界很小，你
和任何一个陌生人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6个。很欣赏作者的一
句话：活得简单才能获得自由。

在五光十色的现代世界中，()让我们记住一个古老的真理：
活得简单才能活的自由。一切奢侈品都给精神活动带来不便。

天地悠悠，生命短促，一个人一生的确做不成多少事。明白
了这一点，就可以善待自己，不必活的那么紧张匆忙了。但
是，也正因为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不抱野心，只为自己高
兴而好好做成几件事情了。光阴似箭，然而只是对于忙人才
如此。日程表拍的满满的，永远有做不完的事，这时便会觉
得时间以逼人之势驱赶着自己，几乎没有喘息的功夫。相反，
倘若并不觉得有非做不可的事情，心静如止水，光阴也就停
住了。永恒是一种从容的心境。

李白秋风词读后感篇二

作者：杜甫

原文：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
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
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
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李白秋风词读后感篇三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杜甫写的，体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崇
高思想境界，是杜诗中的典范之作。读者读了写了哪些感想?
下面是本站小编精心为你整理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读后感，
一起来看看。

第一段中共有五句，句句押
韵，“号”、“茅”、“郊”、“梢”、“坳”五个开口呼
的平声韵脚传来阵阵风声。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起势迅猛。“风怒
号”三字，音响宏大，犹如秋风咆哮。一个“怒”字，把秋
风拟人化，从而使下一句不仅富有动作性，而且富有浓烈的
感情色彩--诗人好不容易盖了这座茅屋，刚刚定居下来，秋
风却怒吼而来，卷起层层茅草，使得诗人焦急万分。

“茅飞渡江洒江郊”的“飞”字紧承上句的“卷”
字，“卷”起的茅草没有落在屋旁，却随风“飞”
走，“飞”过江去，然后分散地、雨点似地“洒”在“江
郊”:“高者挂罥长林梢”，很难弄下来;“下者飘转沉塘
坳”，也很难收回
来。“卷”、“飞”、“渡”、“洒”、“挂罥”、“飘
转”，一个接一个的动态不仅组成一幅幅鲜明的图画，而且



紧紧地牵动诗人的视线，拨动诗人的心弦。

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抽象地抒情达意，而是寓情意
于客观描写之中。这几句诗所表现的场景是:一个衣衫单薄、
破旧的干瘦老人拄着拐杖，立在屋外，眼巴巴地望着怒吼的
秋风把他屋上的茅草一层又一层地卷了起来，吹过江去，稀
里哗啦地洒在江郊的各处。他对大风破屋的焦灼和怨愤之情，
不能不激起读者心灵上的共鸣。

第二段中共有五句，这是前一节的发展，也是对前一节的补
充。

前节写“洒江郊”的茅草无法收回，除此以外，还有落在平
地上可以收回的茅草，但却被“南村群童”抱跑了。“欺我
老无力”五字宜着眼，如果诗人不是“老无力”，而是年当
壮健有气力，自然不会受这样的欺侮。“忍能对面为盗贼”，
意思是，群童竟然忍心在他的眼前做盗贼。但其实，这不过
是表现了诗人因“老无力”而受欺侮的愤懑心情而已，决不
是真的给“群童”加上“盗贼”的罪名，要告到官府里去办
罪。所以，“唇焦口燥呼不得”，也就无可奈何了。用诗人
《又呈吴郎》一诗中的话说，这正是“不为困穷宁有此”，
诗人如果不是十分困穷，就不会对大风刮走茅草那么心急如
焚;“群童”如果不是因为他十分困穷，也不会冒着狂风抱走
那些并不值钱的茅草。这一切，都是结尾的伏线。“安得广
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博大胸襟和崇高愿望，
正是从“四海困穷”的现实基础上产生出来的。

“归来倚杖自叹息”总收一、二两节。诗人大约是一听到北
风狂叫，就担心盖得不够结实的茅屋发生危险，因而就拄杖
出门，直到风吹屋破，茅草无法收回，这才无可奈何地走回
家中。“倚杖”，当然又与“老无力”照应。“自叹息”中的
“自”字，下得很沉痛，诗人如此不幸的遭遇只有他自己在
叹息，未引起别人的同情和帮助，则世风的淡薄，就意在言
外了，因而他“叹息”的内容，也就十分深广。当他自己风



吹屋破，无处安身，得不到别人的同情和帮助的时候，分明
联想到类似处境的无数穷人。

第三段共八句，写屋破又遭连夜雨的苦况。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两句，用饱蘸浓墨的
大笔渲染出暗淡愁惨的氛围，从而烘托出诗人暗淡愁惨的心
境，而密集的雨点即将从漠漠的秋空洒向地面，已在预料之
中。

“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两句，没有穷困生活
体验的作者是写不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是写布被又
旧又破，而是为下文写屋破漏雨蓄势。成都的八月，天气并不
“冷”，正由于“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所
以才感到冷。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两句，一纵一收。一
纵，从眼前的处境扩展到安史之乱以来的种种痛苦经历，从
风雨飘摇中的茅屋扩展到战乱频繁、残破不堪的国家;一收，
又回到“长夜沾湿”的现实。忧国忧民，加上“长夜沾湿”，
诗人自然不能入睡。“长夜”是作者由于自己屋漏因而更觉
夜长，还因自己和国家都在风雨飘摇中挣扎而觉得夜
长。“何由彻”和前面的“未断绝”照应，表现了诗人既盼
雨停，又盼天亮的迫切心情。而这种心情，又是屋破漏雨、
布衾似铁的艰苦处境激发出来的。于是诗人由个人的艰苦处
境联想到其他人的类似处境，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过渡到
全诗的结尾。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
山”，前后用七字句，中间用九字句，句句蝉联而下，而表
现阔大境界和愉快情感的词如“广厦”、“千万间”、“大
庇”、“天下”、“欢颜”、“安如山”等等，又声音宏亮，
从而构成了铿锵有力的节奏和奔腾前进的气势，恰切地表现
了诗人从“床头屋漏无干处”、“长夜沾湿何由彻”的痛苦



生活体验中迸发出来的奔放的激情和火热的希望。这种奔放
的激情和火热的希望，咏歌不足以表达，所以诗人发出了由
衷的感叹:“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
足!”抒发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感，表现了作者推己及人、舍己
为人的高尚风格，诗人的博大胸襟和崇高理想，至此表现得
淋漓尽致。

本诗作者抒发的情怀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抒发的情怀基本一致。

俄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曾说:“任何一个诗人也不能由
于他自己和靠描写他自己而显得伟大，不论是描写他本身的
痛苦，或者描写他本身的幸福。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
是因为他们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
土壤里，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杜甫
在这首诗里描写了他本身的痛苦，但他不是孤立地、单纯地
描写他本身的痛苦，而是通过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来表现“天
下寒士”的痛苦，来表现社会的苦难、时代的苦难。他也不
是仅仅因为自身的不幸遭遇而哀叹、而失眠、而大声疾呼，
在狂风猛雨无情袭击的秋夜，诗人脑海里翻腾的不仅是“吾
庐独破”，而且是“天下寒士”的茅屋俱破。杜甫这种炽热
的忧国忧民的情感和迫切要求变革黑暗现实的崇高理想，千
百年来一直激动读者的心灵，并发生过积极的作用。

这首诗的作者是杜甫，杜甫字子美，湖北襄阳人。一提起杜
甫，我们通常又会想起李白。这两位唐朝最伟大的诗人，一
位被称作“诗圣”，一位被称为“诗仙”。李白和杜甫的一
生，为唐朝的诗歌繁荣画上了浓厚、精彩的一笔。

杜甫和李白是同时代的人，两人都见过面，还相互吟唱过。
李白年长于杜甫。如果拿李白和杜甫做比较的话，那么，李
白和杜甫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李白“浪漫”，而杜甫“现
实”。李白的诗犹如天马行空，而杜甫的诗却似能体察民心
且忧国忧民。其中，《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可以说是代表作。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茅屋”是指诗人求亲告友，于
公元761年春，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建造的一座草堂，即著名的
“杜甫草堂”。本诗的写作时间就是在茅屋建成后的当年深
秋。那天风雨大作，屋破雨漏，长夜沾湿，诗人推己及人而
作此诗。

稍微熟悉唐朝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公元761年，唐王朝还处在
“安史之乱”的动乱中。全中国因为叛乱，百姓流离失所，
四处逃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杜甫是一位爱国的诗人，他
很想为朝廷、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一番贡献。然而，因为种
种原因，杜甫始终事与愿违，不能得志。长夜漫漫，风雨交
加，外面下着大雨，屋里下着小雨，杜甫难以入眠，回想起
自己的一生不得志，又念想百姓遭受离乱的悲苦，杜甫奋笔
直书写下了这篇传世名作。当时，杜甫49岁，已近“知天
命”之年。

全诗的第一段，写狂风破屋。描述事情的起因，也间接的暗
述当时社会的动荡。

第二段，写群童抱茅。其中，最重要的是“归来倚杖自叹
息”这一句。充分表明了作者自己对自己的感叹:岁月如梭，
人已老去，无能为力，只能叹息。时年杜甫49岁。49岁的年
龄现在看来好象不是很大，正是大展鸿图之年。然而，在古
代，49岁的人早就算是老人了。古人34岁就自称“老夫”了。

第三段，写长夜沾湿。杜甫晚年的贫困，通过这句诗已经坦
露的十分明白、清楚了。“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
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布被盖了多年，
又冷又硬，象铁板似的。孩子睡相不好，把被里蹬跛了。一
下屋顶漏雨，连床头都没有一点干的地方。象线条一样的雨
点下个没完。我们后人恐怕难以想象的到，唐朝最伟大的诗
人之一的杜甫，晚年的生活条件会是如此的艰辛!然而，这正
是真实的杜甫!



全诗的核心内容在第四段，最为后人喜爱、吟唱不断的也是
第四段。“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
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
足!”怎么才能得到千万间宽敞高大的房子，普遍地庇覆天下
间贫寒的读书人，让他们个个都开颜欢笑，(房子)不为风雨
中所动摇，安稳得象山一样?唉!什么时候眼前出现这样高耸
的房屋，(即使)唯独我的茅屋被吹破，自己受冻而死也甘心!
自己已经贫困无依了，还在想着别人，希望全天下的受苦人
能有衣穿，能有房住，自己就算冻死也心甘情愿!这是多么高
尚的情操啊!是多么伟大的思想啊!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现在
所谓的“人文关怀”!

杜甫无疑是位仁者。何谓“仁者”?“仁者，爱人”(《论语•
颜渊》)。关爱百姓，关爱你所爱的人，就是真正的仁者!杜
甫是仁者，当之无愧!

我敬杜甫、我爱杜甫、我读杜甫。杜甫一生共作了一千四百
多首诗，其中佳作云集，如《石壕吏》、《江畔独步寻花》、
《月夜》、《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蜀相》等都是
不朽的名作。然而，我读杜甫的诗，读到现在，最喜爱的，
还是这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它大气、它磅礴;它充满
着“爱人”精神，它充满着“人文关怀”;它体现出了杜甫的
高贵人格，道出了杜甫的无奈，抒发了杜甫的心志，同时也
告诉了我们，晚年“诗圣”的悲苦!

“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

这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德参观
杜甫草堂的题词。可见杜甫是多么的为后人所敬重。但愿杜
甫这个名字会像他的草堂一样不为人所忘怀，但愿杜甫的诗
歌还能让人永久的诵读，也但愿像杜甫那样有着高贵品质的
诗人、学者越来越多。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句诗
是足以让我们永久回味的。

这就是我读《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感想。

这首诗是作者高尚情怀的具体体现。他的茅屋几乎被狂风和
顽童完全摧毁，又遇上了连绵不断的秋雨，屋漏床湿，被冷
似铁，全家无法安眠，处境十分悲惨。但诗人从切身体验推
己及人，以天下之忧为忧，渴望有广厦千万间为天下贫寒之
士解 除痛苦，甚至想以个人的牺牲来换取天下寒士的欢颜。
诗歌情意真切，文字朴素， 未作刻意的经营布置，但由于写
出了诗人由极为潦倒不堪之中推开自身往大处着想的思想境
界，仍然显出了波澜起伏的转折变化。诗的最后一段表现大
庇天下寒士的 理想，句法、情感完美配合，随气之短长，以
七言、九言错杂，以“呜呼”二字穿插，加强感叹的语气，
音调抑扬舒展，收放自如。世上苍夷,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
底波澜!

李白秋风词读后感篇四

这首诗可分为四节。第一节五句，句句押
韵，“号”、“茅”、“郊”、“梢”、“坳”五个开口呼
的平声韵脚传来阵阵风声。“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
重茅。”起势迅猛。“风怒号”三字，音响宏大，读之如闻
秋风咆哮。一个“怒”字，把秋风拟人化，从而使下一句不
仅富有动作性，面且富有浓烈的感情色彩。诗人好容易盖了
这座茅屋，刚刚定居下来，秋风却故意同他作对似的，怒吼
而来，卷起层层茅草，怎能不使诗人万分焦急?“茅飞渡江洒
江郊”的“飞”字紧承上句的“卷”字，“卷”起的茅草没
有落在屋旁，却随风“飞”走，“飞”过江去，然后分散地、
雨点似地“洒”在“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很难弄
下来;“下者飘转沉塘坳”，也很难收
回。“卷”、“飞”、“渡”、“洒”、“挂罥”、“飘



转”，一个接一个的动态不仅组成一幅幅鲜明的图画，而且
紧紧地牵动诗人的视线，拨动诗人的心弦。诗人的高明之处
在于他并没有抽象地抒情达意，而是寓情意于客观描写之中。
读这几句诗，读者分明看见一个衣衫单薄、破旧的干瘦老人
拄着拐杖，立在屋外，眼巴巴地望着怒吼的秋风把他屋上的
茅草一层又一层地卷了起来，吹过江法，稀里哗啦地洒在江
郊的各处;而他对大风破屋的焦灼和怨愤之情，也不能不激起
读者心灵上的共鸣。

第二节五句。这是前一节的发展，也是对前一节的补充。前
节写“洒江郊”的茅草无法收回。还有落在平地上可以收回
的，然而却被“南村群童”抱跑了。“欺我老无力”五字宜
着眼。如果诗人不是“老无力”，而是年当壮健有气力，自
然不会受这样的欺侮。“忍能对面为盗贼”，意谓：竟然忍
心在我的眼前做盗贼!这不过是表现了诗人因“老无力”而受
欺侮的愤懑心情而已，决不是真的给“群童”加上“盗贼”
的罪名，要告到官府里去办罪。所以，“唇焦口燥呼不得”，
也就无可奈何了。用诗人《又呈吴郎》一诗里的话说，这正是
“不为困穷宁有此”。诗人如果不是十分困穷，就不会对大
风刮走茅草那么心急如焚;“群童”如果不是十分困穷，也不
会冒着狂风抱那些并不值钱的茅草。这一切，都是结尾的伏
线。“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崇高愿望，
正是从“四海困穷”的现实基础上产生出来的。

“归来倚杖自叹息”总收一、二两节。诗人大约是一听到北
风狂叫，就担心盖得不够结实的茅屋发生危险，因而就拄杖
出门，直到风吹屋破，茅草无法收回，这才无可奈何地走回
家中。“倚杖”，当然又与“老无力”照应。“自叹息”中的
“自”字，下得很沉痛!诗人如此不幸的遭遇只有自己叹息，
未引起别人的同情和帮助，则世风的浇薄，就意在言外了，
因而他“叹息”的内容，也就十分深广。当他自己风吹屋破，
无处安身，得不到别人的同情和帮助的时候，分明联想到类
似处境的无数穷人。



第三节八句，写屋破又遭连夜雨的苦况。“俄顷风定云墨色，
秋天漠漠向昏黑”两句，用饱蘸浓墨的大笔渲染出暗淡愁惨
的氛围，从而烘托出诗人暗淡愁惨的心境，而密集的雨点即
将从漠漠的秋空洒向地面，已在预料之中。“布衾多年冷似
铁，娇儿恶卧踏里裂”两句，没有穷困生活体验的作者是写
不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是写布被又旧又破，而是为
下文写屋破漏雨蓄势。成都的八月，天气并不“冷”，正由于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所以才感到
冷。“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两句，一纵一收。
一纵，从眼前的处境扩展到安史之乱以来的种种痛苦经历，
从风雨飘摇中的茅屋扩展到战乱频仍、残破不堪的国家;一收，
又回到“长夜沾湿”的现实。忧国忧民，加上“长夜沾湿”，
难以入睡。“何由彻”和前面的“未断绝”照应，表现了诗
人既盼雨停，又盼天亮的迫切心情。而这种心情，又是屋破
漏雨、布衾似铁的艰苦处境激发出来的。于是由个人的艰苦
处境联想到其他人的类似处境，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过渡
到全诗的结尾。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
山”，前后用七字句，中间用九字句，句句蝉联而下，而表
现阔大境界和愉快情感的词儿如“广厦”、“千万
间”、“大庇”、“天下”、“欢颜”、“安如山”等等，
又声音宏亮，从而构成了铿锵有力的节奏和奔腾前进的气势，
恰切地表现了诗人从“床头屋漏无干处”、“长夜沾湿何由
彻”的痛苦生活体验中迸发出来的奔放的激情和火热的希望。
这种奔放的激情和火热的希望，咏歌之不足，故嗟叹
之，“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诗人的博大胸襟和崇高理想，至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别林斯基曾说：“任何一个诗人也不能由于他自己和靠描写
他自己而显得伟大，不论是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或者描写他
本身的.幸福。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的痛苦
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他是
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杜甫在这首诗里描写了



他本身的痛苦，但当读者读完最后一节的时候，就知道他不
是孤立地、单纯地描写他本身的痛苦，而是通过描写他本身
的痛苦来表现“天下寒士”的痛苦，来表现社会的苦难、时
代的苦难。在狂风猛雨无情袭击的秋夜，诗人脑海里翻腾的
不仅是“吾庐独破”，而且是“天下寒士”的茅屋俱破。杜
甫这种炽热的忧国忧民的情感和迫切要求变革黑暗现实的崇
高理想，千百年来一直激动读者的心灵，并发生过积极的作
用。

李白秋风词读后感篇五

晚饭后，突然有了读书的兴致。读什么呢?对了，就读唐诗吧。

随手一翻，却翻到了杜甫所写的《茅庐为秋风所破歌》。我
被深深的吸引了，捧着书在屋里踱来踱去，一会儿坐下，一
会儿又激动而站起来。我的情感随着诗句波澜起伏，仿佛诗
句把我和一千年前的诗人紧紧牵在一起。

穿越时空，我置身于一片竹林中。八月的秋天狂风怒号，无
情的刮卷着老人屋顶的茅草，漫天狂舞。孩童们欺他年老力
衰，公然做贼，抢茅走进竹林扬长而去。背后老人白发苍苍，
形容枯瘦，单薄的衣衫上打着补丁，正用沙哑的嗓音呼喊，
呼之不得，倚杖自叹。归至家中，口中仍曰：“安得广厦千
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
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此情此景，谁能不为之
动容!堂堂一代诗圣，竟落魄至此，穷困潦倒，却仍然心系天
下，同情人民，关心国家。只见他缓缓起身，拄杖向四周望
去，眼神中流露出哀伤，又闪过一丝激越，遂进屋提笔奋写。
《茅庐为秋风所破歌》随即问世，千年传诵。

可悲!可叹!可敬!可怜!亦可笑!悲，大贤埋没，小人得志，岂
不悲?叹，大志不得伸，生活贫困，岂不叹?敬，哀伤而不消
极，困苦却能豁达，自救尚不能，却心系天下，谁能不敬?怜，
政治黑暗，阶级压迫，百姓苦不堪言，谁能不怜?笑，笑他玄



宗枉为天子，虽开创大唐盛世，但晚年贪图享乐，终至“安
史之乱”，留下千载笑柄!

我轻叹一声，默默的回到现代。

这篇，是一篇文采极好的习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