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古典诗文读后感(精选6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
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接下来我
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古典诗文读后感篇一

一帘幽梦入春来

--绿窗春梦散文赏析

绿窗兰舟，迤逦情深；卷起半帘，一弯明月；白狐火狐，猎
手纪事；金色玫瑰，梦游大地。字字珠玑，漫卷书香，一时
些许微醺，迷醉途中，辗转把玩，不忍释手。

初读绿窗的文字，以为大学学究之文，透着古朴与端庄，品
香茗，摇香扇，一袭旗袍，两只玉环，三言两语，一幅女才
子矜持不苟言笑，拒人千里之感。再细读文字，发现生性率
真，豪爽耿直，且有巾帼不让须眉之感，乃感叹，文如其人
最匹配。散文的真性情由绿窗再次阐释。

或许承德的山庄蕴藉着太多的古朴厚韵，或许大学的校园旖
旎着一派温馨静谧，亦或许坝上草原的秀美丰赡滋养了读书
人，无论如何，随着深入文中，一股特殊的味道扑面而来，
我闻到了三股气息。

“钱见柳意态幽娴，丰神秀媚，玉貌珠冠，眼波如月，且活
泼伶俐，口吐锦绣，纵谈诗景，不让须眉。”



轻描淡绘，倏然间一幅江南水乡图跃然纸上，钱谦益与柳如
是的浪漫相识相见慢镜头回放。

诗词自有诗词韵，行文自有行文术。仔细品读绿窗文字，馨
香来自“雕镂玉砌”，深厚的古诗词底蕴，饱读诗书的根基
令文字“活色生香”，同样是引用，诠释，自有新意，不蔓
不枝，火候地道。

“遇着，已是极稀，谁先拉住谁都好。只要倾空心地，全部
长成爱的森林。冲破障碍是必须的，但障碍也无非是纸老虎。
”

短短几句，掷地有声，睿智灵透，不能不说是绿窗真性情的
袒露。

“这些聪明率性的女人，这些果敢忘情的男人，互赠满箩满
筐的爱，同时获得精神的圣洁。历史的长空曾经泊过这样一
只只璀璨的小舟，因而云卷云舒。”

寥寥几句，看似平淡实则是情感内蕴，理智不失感性，读罢
启迪心智，燃起激情，天空一片明媚灿烂。这或许就是文字
的收获，精神的慰藉。

《绿窗还似木兰舟》短小精悍，诗词墨香，力透纸背，犹如
一幅玉器，玲珑剔透。文字的意境着眼于“爱”字，破却一
切世俗，礼教，探幽人性之本质，不能不说是“言之成趣，
言之有理，言之有物”。

《卷起半帘旧时月》虽是一则读后感，但文字同样散逸出浓
郁的古典雅韵。

董桥乃香港多家媒体编辑，早年留学欧美，可谓饱学“东
西”，长期的文字熏染，自成一派，满纸风月却又深蕴文化，
既可谈女人的妩媚，性感，又可聊欧洲的巴洛克，文艺复兴；



既谈四十男人的不惑，也谈妙龄少女的怀春；有时狂放不羁，
不忌世俗；有时又风-花雪月，沉香闺中。由于文字的个性，
自成一派。

“读董桥《旧时月色》，不一定要有月，不一定要倚窗，不
一定要手捧香茗，不一定要熟读宋词。月在书梢，窗在书棂，
香茗在泛黄的印纸上，宋词在摇曳的字里行间”。

艺术地感悟，妥帖地描摹，董桥文字的“魂魄”便已显露一
半，但没有唐诗宋词的熏染，同样是诵读，怕不会有深深的
印记吧。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作者与读者的相识可以跨越
千年，因为他们的“磁潮有着相吸的物理特性。

“每晚读着，把书房阶前的花影，幻化成窗外婆娑的树影，
台北故宫的水中月色，铺成床头的一束橘红”。

没有旖旎的情思，没有想象的翅膀，恐怕不会飞跃千里去台
北的故宫畅游吧，没有浪漫的'意识，没有知性达观的心态，
恐怕亦不会有“一束橘红的”的品味吧。

“董桥俨然怡红公子了。花开千朵，有紫陌云开的芙蓉胜境，
自然也有惋惜堪怜的点点落红：容貌性情极似英国作家吴尔
芙的艾丽佳，有时心情好到要飞，忽尔夜半悄悄跑出去抱着
那株白桦树大哭。”

没有进入佳境，没有惺惺相惜的桥梁，恐怕不会领略到董桥
文字的精髓，此谓悟性，一种艺术的感觉，一种性情的熏陶，
一种敏锐的触觉。

“董桥的心中，一定有个后花园，世界再纷繁，那一片天空
始终窗竹影摇，月色翩然，昼，与闲章、印石发展深恋，夜，
与古瓷、书画共沐雨云。”

语言的美在于韵律，但韵律属于“刀削斧凿”范畴，需要长



年累月的积累。底蕴在于选择，一种意象就是一种情趣，闲
章，印石，古瓷，书画乃高雅之物，连缀在一起，便成
了“珍珠”，熠熠闪光。连缀的丝线则是匠心，。

“知道是老家伙，却从没细致打量过。又想念老家红木柜子
上摆着的几个扁扁的匣子，上面是班驳的暗红花影，晃着小
小的铜环。有一种想触摸的冲动，可是离故乡离老屋也有些
远了。”

为文首讲意境，也即“气质”，二则是“架构”，高者乃深
思熟虑，巧妙布局，但有时流于雕琢之感，“行云流水”则
是可遇不可求，是一种情感的自然流淌，如水，看似无章法，
四处流溢，但终归滴水汇成河，河水融成江海，“兴之所至，
下笔入流”说的就是此理。在读者品味董桥意犹未尽时，绿
窗的笔锋自然转折，老屋则是乡情，亲情的代表，一句故乡，
老屋也有些远了陡升怅惘，一种莫名的感动涌上心头，恣肆
的泪水瞬间模糊了双眼，因为想起了年迈的父母，难舍
的“根脉”情节。有诗词文韵，更有亲情血脉，这种混合可
想而知对于读者的“杀伤力”。

绿窗一直做着春梦，那是文字森林的的格林童话，那是冰雪
世界的伊索寓言，那更是精神世界的一种盛世莲花，我不能
打扰她，没准现在正一帘幽梦入春来呢！

古典诗文读后感篇二

高尔基曾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我们成长的经历
与记忆中，自然少不了书的存在，书不仅传授我们知识，而
且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在我印象中还真没有几
本书会被我反反复复的阅读、品味、感叹，唯有一本《古典
之殇》。几年前偶尔在书店里看到这本书，我被书上那强烈
的视觉冲击和幽蓝色的神秘所吸引，于是买下了这本书。



初读，大概因为那时思想还未成熟，初步的体验只是这本书
不同一般，阅读中，感觉似乎是在拉家常，可当时我却认为
这本书没有多少“营养价值”，对我的写作不会有多大帮助，
自然地它就被放在书柜的一个角落，静静地等待着我的再次
发现。

再次发现它，是几个月后一个无聊的节假日，我又打开它阅
读起来，渐渐地我了解了原来的大自然与现在的大自然，了
解了真实与本质，也看清了一些社会现象。看到这些文字，
心里产生了一些共鸣，产生了那种不能言传的特殊感受。但
这种感觉太缥缈，太朦胧。往后的日子里，我开始听起新闻，
观察起生活，注意到周围人身边事，渐渐地对一些社会现象
有了自己的看法。

我开始渐渐明白这本书的价值。这本书有一个副标题是"纪念
原配的世界"，意思是为了表达与原配世界的离别之意。在作
者眼中，原配世界是一个天光明澈、风物灿烂的世界，我们
今天正在告别这样一个世界，正在用自己过度膨胀的欲望，
抛弃延续数千年之久的传统与习俗。这本书让我懂得了原始
大自然的美，让我理解了作者回忆往事时所流露出来的感情，
我们产生的共鸣越来越多了。作者揭示了社会上一些不正之
风，一些不道德的行风。他把最现实的生活，彻底展示在我
们眼前，使我学会了道德、责任的坚守，学会了诚实、善良
地对待他人，懂得了要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于是，我一口气读完整本书，那种正义、善良的品质已深深
感动了我。那种百分之一百的实话的文章，虽没有任何华丽
的词藻，却用真实诉说着永恒。

这本书唤醒了沉睡的自然美景，这本书洗涤着我心灵的污垢，
它告诉我许多道理，这些道理将伴我一生，让我无时无刻不
提醒自己，改变自己。与高尚的人谈话你也会变得高尚，读
好书就如同与一个高尚的人谈话，他会改变你的一生。



古典诗文读后感篇三

在《古典之殇》的序言中，王凯岭先生谈到，在这本书诞生
之前，他曾经频频向身边的朋友们提起过这本书的写作构想，
但是由于朋友们都没有采取行动，于是他便自己提笔完成了
这本佳作。我也很不害羞地跟你说，我脑海里也曾经有过这
样的写作念头，但瞬间嘴角微微一翘，就凭我的能力，我何
德何能？读完这本书后，我也终于明白，要我写这样的一本
书内容肯定远远及不上作者所写的丰富，知道为什么吗？作
者对这个时代有太多太多的惋惜和怀念，可我们这些后辈则
有更多更多的遗憾和悔恨。

如果你问我：“你走过石桥或木桥吗？”

我会回答：“我走过天桥、高架桥、立交桥等各种各样的建
筑桥。”

——“你见过萤火虫吗？”

——“那是在电视剧里面才会有的东西。”

——“你吃过纯天然的食物吗？”

——我摇摇头，脑子里闪过的都是苏丹红鸭蛋、地沟油、染
色馒头等。我不禁感到庆幸，吃着这些“垃圾”的我们，居
然还活着！

但是，这个时代并不欠我们什么，造成这一切的，是我们！
是号称“地球上唯一具有智慧的高级动物”的一代又一代的
人类！这样的称号难免会让部分人感到羞耻吧。人类自称自
己是“高级动物”，就骄傲自大。王开岭先生说得对，“我
们没有创造这个世界，我们正忙于削弱它。我们需要找到如
何使我们自己变小一些、不再是世界中心的办法。”其实，
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她哺乳着世世代代的人类、循循教导



这世世代代人类、赐予了人类一个原配的世界。可日益骄固
的人类却狠狠地把它拽在手里蹂躏着它，那个天光明澈、风
物灿烂的世界正在渐行渐远，无数的草木和生灵消逝了，似
乎只剩下了我们自己。我们所破坏的、所失去的、所怀念的
是多么珍贵的宝藏啊，愚昧的人类却在这场悲剧中活蹦乱跳。
原配的世界或许真的结束了，愚蠢的人类，难道这丝毫不值
得我们为此号啕大哭一场吗？把原配的世界继承下来的是人
类，把原配的世界亲手糟蹋的还是人类。人类把自己装饰得
再聪明再高级，到头来也只不过是把原配的世界扼杀的凶手！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看过这则公益广告——“没有买卖就没
有杀生。”人类大量残忍捕杀野生动物，把它们当作餐桌上
的美味佳肴，这不仅是对大自然的杀害，更是人类自服的毒
药啊。人类啊，清醒吧，妨事都有因果报应，这是要留着人
类自己思考的问题。

这个寒假，我和好朋友来到莞城逛街。我每次去莞城都有这
么个习惯，就是临走之前都会去然门公园走一走，去看看那
些猴子，然后再爬上山顶去看看革命英雄纪念碑。可这次去
让我看到了一件令人感到不愉快的事情。按照惯例，我首先
去了猴子山。远远看到猴子山外围着一群人，我不禁感到十
分惊奇，我上次来猴子山的时候，里面只剩下一直猴子，围
观的人从来都不会有这么多。我走过去，才知道原来里面添
加了新成员，现在里面有三只猴子了，而且那好像是一家人
啊，其乐融融的氛围。我原本是挺高兴的，可眼下要发生的
那一幕让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围观了。一位年轻
男子拿着一根较粗较长的树枝靠在围墙上，三只猴子交替着
爬上那根树枝，它们多想离开这个牢笼啊。可是男子真的是
为了这样吗？当然不是，每当猴子即将爬上来的时候，男子
就会把靠在围墙上的树枝悬在空中，这样猴子就会被重重的
摔回原地。看着猴子们一次又一次地爬上树枝，一次又一次
被狠狠地摔在地上；看着围观的人们一个个乐呵呵地看着热
闹，我的心不禁感到冰凉，它们有心吗？一次又一次失败的
猴子，我听到了它们愤怒的嚎叫声，那是对这个世界的怒气；



我看到了它们犀利的眼神，那是对这个世界的鄙弃。我想去
阻止他，可我没有那勇气。

正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两个小男孩跑了过来，一个可能就6
岁，另一个大概10岁。他们扯了扯我的衣服，用他们那稚嫩
的声音告诉我他们也和我有一样的想法。正因为这两个小男
孩，让我看到了小孩子的智慧和爱心，更让我为那位年轻男
子和在场的围观者感到羞耻，他现在做的那件事就连小学生
都知道那是错的是不应该的。我为这两位小男孩鼓起了一丝
勇气，可胆怯的我还是停在原地不动。看着在眼前发生的一
切，我却不能为此鼓起勇气去阻止，我痛恨自己。

过了一会儿，那两位小男孩又跑了过来，跟我说：“姐姐，
那根竹子掉下去了，应该要结束了吧，可惜那竹子砸到了小
猴子。”我立刻跑过去，果真的这样，我松了口气，应该就
此结束了。可是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样，那位年轻男子不知
道从哪里又找来了一根树枝，准备接着玩。这是，我心中的
怒气已经无法再被我的胆怯压住了。我快步走上前，一手抓
住了年轻男子手中的树枝，接下来我可喷了他一脸口
水，“你是无聊还是幼稚啊！你不知道这是在伤害它们吗？
这是小孩子都懂得的道理，你几岁啊？我在这里看你很久了，
不要再让我看到你这样做。”还好男子还没有到无药可救的
地步，听到我这样说后，胆怯怯地走了。他身边还跟着一个7
岁大的小女孩，还用她稚嫩的声音说道：“哥，不玩了
吗？”我该感到多么悲伤了，同岁孩子也存在这样的差别。
年轻男子走了之后，围观的人也渐渐散去，我既听到了他们
对我的赞扬，还听到了对我的唾骂。人世间的冷暖，我在这
件事中看得清清楚楚。

我后悔自己因为胆怯有没第一时间就去阻止他，但最后很庆
幸我还是这样去做了。我虽然没有能力让猴子们回归大自然，
那样做是犯法的，但我至少尽到自己的一点点力量让它们少
受点伤害，让它们即使在这样的圈子里感到一丝丝的温暖。
我还是会为那天的自己鼓掌，但也对一些人感到失望。



我们这一代的人已经失去了很多很多美好的东西，难道我们
还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失去得更多更多吗？我希望每一个人都
可以像萧伯纳所说的那样“我希望世界在我去世的`时候要比
我出生的时候好。”世界并不是只属于我们这一代的，它是
共享的，它也属于我们的后代。我们能给我们后代送上最好
的礼物就是把这个世界装扮的更好更漂亮。

我希望原配的世界不是用来追悼和纪念的，而是用来恢复和
重建的。在这个伟大的工程中，需要人们的共同努力和奋斗。

古典诗文读后感篇四

读了《三国演义》一书，使我受益匪浅，名著读后感800。中
国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历一部重要的文
学名著。《三国演义》刻划了近200个人物形象，其中最为胜
利的有诸葛亮、曹操、关羽、刘备等人。《三国演义》以三
国时期魏、蜀、吴三个统治集团相互斗争为主要描写内容。
它叙述了从东汉末年时期到晋朝统一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其中有庸主献帝刘禅，气量狭隘的周瑜，忠厚的鲁肃，威猛
的张飞，重义的关羽，纳贤的刘备等等，无不个极其态。这
些人物给了我很深的训练。虽有这些人物，但最令我有所感
受的是这本书当中所描述的几个英雄人物。

先说关羽。这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人物之一。他降汉不降
曹、秉烛达旦、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古城斩蔡阳，
后来又在华容道义释曹操。他忠于故主，因战败降敌，但一
得知故主消息，便不知千里万里往投。我认为虽降了敌，但
最终还是回来了，不但仍算忠，而且还要算一种难得珍贵的
忠。《三国演义》表现关羽的.方法也极简洁：“丹凤眼,卧
蚕眉，面如重枣，青龙偃月刀”，后来加上“赤兔马”，刮
骨疗毒不怕疼，斩颜良，诛文丑，几乎变得天下无敌。

再说曹操。曹操在《三国演义》中被称为奸雄。他说刘备与



他是并世英雄，说得刘备都不敢听，但是他没有杀刘备，虽
刘备正是他的瓮中之鳖。这使我感到了曹操的大度，也是周
瑜做梦也梦不到的。周瑜眼中只有诸葛亮，与其誓不两立，
只要把诸葛亮杀了，东吴的天下就太平了。后来又发觉刘备
也不是一般人物，便想杀刘备，至少把他留在东吴，东吴的
天下也太平了。目光短浅，气量狭小，非英雄也。这也与曹
操形成了鲜亮的对比。

就太平了。后来又发觉刘备也不是一般人物，便想杀刘备，
至少把他留在东吴，东吴的天下也太平了。目光短浅，气量
狭小，非英雄也。这也与曹操形成了鲜亮的对比。

《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各具其态，有长有短。总的来说，读
过这本书之后我大开眼界，而以上几人也给了我很深的感受，
他们很值得我学习。

古典诗文读后感篇五

古典的幽梦，是朱以撒先生审美情趣的象征。它存在于赤足
而行的田野上，存在于仰望壶口的月色里；百年烛泪，千年
瓦当，岑寂的碎片成为了额时光堆积的地方；重读古人，感
受昨夜星辰昨夜风；古典的牵挂，在书的最后，作者表达了
自己的内心：“归来兮，唐风！”

初读这本绿皮书，翻开一页纸，映入眼帘的，是苍凉幽远的
埙声，像流水一样的.回溯。时间的距离，让我妈无法用心与
这些冰凉的古物接触。然而，细细品读完第一章，我才初步
领略了作者对返璞归真的渴望，那朴实的笔调。作者对古物
的专注，略可称得上是一位收藏家了。在这本书我也可以略
知一二。然而，他并不把这些这些古董作为珍藏或是品鉴的
对象。他从中看到的是，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在其中，他找
到比外在价值更为有意义的，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千年一
瞬，多少灿烂辉煌的文明于谈笑风生间樯橹灰飞烟灭，又有
谁有如此长的时间亲眼见证这一切的发生？我们现在能做的，



只有在文字中触摸古典的丝丝清凉。

读《古典幽梦》，激起了我以上的一点共鸣。从中，我感受
到了古典的美。

古典诗文读后感篇六

这个时代，不变的东西太少了，慢的东西太少了，我们前行
得太快，以至于那些生活中的美好渐行渐远，只能用来缅怀。
当山间若隐若现的点点流萤无迹可寻，当夜晚的静谧被浮躁
的.声音打碎，当曾经的繁星点点化为现在的霓虹灯浓重的商
业气息，当当年踏雪寻梅，煮酒对歌，变为现在的奢靡攀比，
欲望涌动。我们将何处寻找当初的生活。

为什么不慢下来呢?为什么不回头看看呢?为什么一定要固执
于创造一个又一个相似的高楼林立的城市而不寻找当年的大
漠孤烟圆月,小桥流水人家?缺失了的是对自然的景仰，丢弃
了的是慢的生活节拍，沾染上了浓重的商业气息，多了的是
市井纷纷的闲言碎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