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后感经典常谈(大全5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如
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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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后感经典常谈篇一

读完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它不仅仅是所谓的“经典常谈”，
更是一本对于经典著作的导读。

纵观世界，现在全球一体化已经深入我们的内心，“世界市
场”也已经初具规模，在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各种新的文
化，作为新时代的我们，已经越来越少的在关注我国的传统
文化，越来越少的家庭会给自己的孩子接受最传统的教育，
越来越少的孩子了解我国古代还有如此精妙的作品，当然这
也包括我自己。在读《经典常谈》这本书之前，我只知道我
国古代有一段时期“百家争鸣”那段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优秀
作品，但我并不了解它们，直到我读了这本书我才知道，我
国古代的作品，是我国历史上最璀璨，也是留给我们最宝贵
的一笔财富。

虽然，我们目前无法改变这些我国的传统文化正在走向没落
的现状，但我相信就目前而言经典是不会消失的。如果我把
经典比作一个景点，那么这一景点一定需要一个向导，而朱
自清先生的这一本书正好充当了这一角色，他在这本书中详
细介绍了何谓经典，更介绍了这些经典可以流传千古的原因，
在这本夹叙夹议的书中，我了解了我国古代经典的博大精深。

读后感经典常谈篇二

最近我读了朱自清先生撰写的《经典常谈》一书，朱先生离



开我们已有62年了，他作为我国现代作家以及他的优秀的散
文作品《背影》、《荷塘月色》等永垂在我的心中。看了这
本书，就觉得书中字里行间都闪现出他那种嚼饭哺人的孜孜
不倦的精神，使人对其追怀不已，并为其只有50岁的生命而
惋惜。

作者在书的序言中阐述了何谓经典，经典就是我国的传统文
化遗产由中国文字记载下来的东西。然后说明经典都包括哪
些书籍，这些书籍共有十三种。这十三种书籍的作者，产生
的原因，书的内容，及该书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分别逐一地
作了介绍，这种夹叙夹议的过程就构成了全书的内容。这本
书既可以看做是散文集，又可以看做是教科书，因为朱先生
在书的序言里说，经典训练是中等以上教育里的必要项目之
一。他的这一主张得到当时教育部的认可和教育界许多人士
的赞同。

如果把接触经典的人比作游客，那么朱先生很像一位向导。
当游客想要参观一个岩洞时，他先在洞外给讲说一番，让游
者心里有个数，不至于进了洞去感到迷糊。他可真是个好向
导，自己在里面摸熟了，知道岩洞的成因和演变，能按真际
讲说，绝不会说这儿是二龙戏珠；那儿是八仙过海，是某高
士，某仙人塑造的，求真而并非猎奇的游客自然欢迎这样的
向导。

读后感经典常谈篇三

朱自清先生曾在《论大学国文选目》一文中说："大学国文不
但是一种语文训练，而且是一种文化训练。.。.。.．文从字
顺是语文训练的事，辞明理达便是文化训练的
事。.。.。.．所谓文化训练就是使学生对于物，对于我，对
于今，对于古，更能明达。”

他认为应该把语文教育的目的确立在使学生了解本国固有文
化并且提高学生欣赏文学的能力上，重视语文教育的思想性。



认为语文教育既是语文训练，同时更是文化训练。这些表述
虽然针对当时的大学教育而发，显然对当今语文教育业有着
相似的启发意义。

而作为语文老师，我意识到，对于传统文化，我积淀太少。
利用暑假时间，我读完了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用先
生的话说"我国经典，未经整理，读起来特别难，一般人往往
望而生畏，结果是敬而远之"。必须得惭愧地承认，即使本身
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对书中提到的`有些经典书籍我也
未曾认真读过。

读过先生的《经典常谈》，觉得似乎经典不是想象的那么枯
燥无趣，只是我还没找到法门，没有真正走到经典的大路上
去。当然，我也谨记先生教海："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
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茎为
鱼，未免辜负编撰者的本心了。”

读了本书，我发现我关于部分经典的一些文学常识的认识是
不准确的。比如，先生在介绍《说文解字》时提到的关于"仓
颜造字说"的一些看法，之前我一直也知道凭仓颇一人之力，
创造出整个汉字体系是不可能的，那是神话传说，但我并没
有探究这个传说的成因和其中深意，先生的解释让我觉得醒
灌顶："抬出一个造字的圣人，实在是统一文字的预备工
夫。”

原来对待传说，我们不光应该知道其然，更可以探究其所以
然，这样才能自己发现读书的乐趣。他还指出，"史箍'是'书
记必读'的意思，只是书名，不是人名"，正好指出了我的错
误认识。

读后感经典常谈篇四

近来“国学”之风弥漫，传统文化的思潮也不断在社会上涌
动，因在图书馆工作，看书、报、刊到是非常的便利，而且



馆藏不能说是本本优秀，至少垃圾书刊肯定是凤毛麟角（即
使有个把，也是采访馆员偶尔看花了眼不慎溜进来的，系统
错误也是正常，大家应该都能理解，哈哈），所以看了不少
国学、传统文化方面的书，不过原典倒是没有看，都是看的
注释本，或是现代学人对国学、传统文化经典的解析，看后
一方面觉得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哲思敏锐、智慧超群，值得
继续深入学习；另一方面又深感自己底蕴不够，全然没有阅
读原典的勇气，后续如何深入也没有明确的方向。恰巧在编辑
“馆员推荐阅读书目”时发现了了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
一书，立刻捧来一读，读后感用一句诗来形容煞是妥
当：“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对我这样一个
正处在传统文化典籍初学阶段的人来说，绝对起到了醍醐灌
顶的指导作用。

先生在书中主要是对《说文解字》、《周易》、《尚书》等
十三篇经典的渊源、流变做了详细说明，同时文中也自然提
及了很多古文化常识。如在第一篇《说文解字》中，除对这
一文字学的古典的内容、体例、作用做了说明，还对其渊源
从仓颉造字的传说、到最早的字书《史籀篇》、再到秦始皇
官定的字书《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都做了详细介绍，
同时还介绍很多文字学的常识，包括：造字和用字的条例、
文字学发展的逻辑顺序、书体演变的历史等内容。短短7页内
容，使读者对不但了解了这一经典的概貌，还掌握了很多文
字学的常识，也大大的激发了我阅读《说文解字》和了解中
国书法的兴趣。在第二篇《周易》中提到其流变很有意思，
文中讲：《周易》原只是当时一部切用的筮书，现在变成了
儒家经典的第一部，主要是战国末期，在阴阳家和道家的学
说的影响下，儒家给《周易》的卦、爻辞做了种种新的解释。
而这些新解释并非在忠实的、确切的解释卦、爻辞，只是借
着卦、爻辞发挥他们的哲学。因此先生在文末做了结案陈词：
“儒家的《周易》是哲学化了的；民众的《周易》倒是巫术
的本来面目。”类似的现象在第四篇《诗经》中也提到，
即“诗言志”，因为孔子采用断章取义的办法，用诗来讨论
做学问做人的道理，所以后来的儒生也都遵着孔子的路子，还



[]来更演变出来了以史证诗的思想，又为诗增加了教化的作
用。其后各篇也多遵循这样的阐述逻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先生书中的十三篇文章总计仅用了114页
的篇幅，但是对于每个经典的介绍却是详略有致、内涵丰富，
而且语言风趣、平实。难怪钱伯城先生在本书的导读中提到，
该书同时适合三个层次的读者阅读，即：初学者、有一定文
史知识基础的读者和已经学有所成的读者。而对于我这样的
初学者，此书大大缓解了我对研读国学经典的畏难情绪，而
且对于现今乱麻般的诸多“经典解读”也具有了一定的辨别
能力。先生此书的确是为广大初学传统文化经典的读者揭开了
“经典”的面纱，使大家能够看清经典真正的“样貌”，为
大家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道路上扫除了很多心理上、方法
上的障碍。

读后感经典常谈篇五

经典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用文字保存下来的历史文化的遗产，
它对国家或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一个民族
的文化得以继承和发扬光大，不能脱离对于本民族经典的学
习。朱自清先生认为“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
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
这段话表明了他对经典训练重要性的深刻见解，也正是这个
基于原因，他编著了《经典常谈》。

《经典常谈》这本书写于1942年，朱自清先生用浅明而切实
的文字，于十三篇文章中，要言不烦地介绍了我国文化遗产
中的经典作品，因此，七十多年来广为流传，成为普及中国
传统文化的启蒙经典。全书见解精辟，通俗流畅，深入浅出，
是一般读者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入门指南。

为启发人们对经典的兴趣，朱自清给想“漫游”经典的读者
当向导，以亲切自然的随笔风格描述了《说文解字》、《周
易》、《尚书》、《诗经》、《三礼》等十三部经典的典故



源流、“胜景佳境”，深入浅出、富于生趣。书中所作的是
对影响我国传统文化至深至广的文化典籍的介绍，这些被列
为经典的作品，千百年来，在继承和传播的过程中，已经具
备了自身的学术体系。朱自清介绍，以经典本身为主，以书
为主，没有把“经学”“史学”“诸子学”等作为全书叙述
的纲领，这位读者揭示了一条简明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