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草叶上的歌读后感(汇总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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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草叶上的歌读后感篇一

《草叶集》初版问世至今已一百三十七年，它的作者惠特曼
逝世也整整一百年了，《草叶集》读后感作文。从某些方面
说，世界文学史上还找不到另一个范例，能像《草叶集》和
惠特曼这样体现一部作品同它的作者呼吸与共、生死相连的
关系。正如惠特曼在诗集（正编）结尾的《再见！》中向我
们招呼的：“同志，这不是书本，谁接触它，就是接触一个
人。”这个人便是诗人自己。

惠特曼生当美国独立后约半个世纪，也就是那个资产阶级共
和国在新大陆蒸蒸日上的时代。他出生于长岛亨廷顿区西山
村一个农民兼手工艺者的家庭，十一岁即离开学校开始独立
谋生，先在律师事务所和医生诊所当勤杂工，后来到印刷厂
当学徒和排字工，当乡村学校教师、报纸编辑和地方党报撰
稿人。他在青少年时代接受了民-主思想，成为一个杰斐逊和
杰克逊式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同时开始学习写作，写些带伤
感情调的小品、小说和诗歌。但是，正如他在政治上、在地
方民-主党内部斗争中频频被人利用和受到打击一样，他的文
学创作也长期停滞在因袭模仿的阶段，没有什么成就，读后感
《《草叶集》读后感作文》。这样，到一八四九年三十岁的
时候，他才改弦易辙，毅然宣布退出政治活动，并下决心在
文学事业中奋斗一番。经过好几年的默默探索，他于一八五
五年推出了《草叶集》。



惠特曼在《过去历程的回顾》中谈到自己写《草叶集》的背
景、动机和它的主旨时说：“我没有赢得我所处的这个时代
的承认，乃退而转向对于未来的心爱的梦想……这就是要发
愤以文学或诗的形式将我的身体的、情感的、道德的。、智
力的和美学的个性坚定不移地、明白无误地说出并表现出来。
”他又说：“在我的事业和探索积极形成的时候，（我怎样
才能最好地表现我自己的特殊的时代和环境、美国、民-主
呢？）我看到，那个提供答案的主干和中心，必然是一个个
性……这个个性，我经过多次考虑和沉思以后，审慎地断定
应当是我自己——的确，不能是任何别的一个。”写我自己，
以表现我的“特殊的时代和环境、美国、民-主”——这便是
《草叶集》的主旨，是惠特曼当初的“梦想”，经过他三十
七年的不懈努力，也基本上实现了。

草叶上的歌读后感篇二

惠特曼的诗作在美国的文学史上究竟占对重要的位置，我不
敢评说。他的诗作有时都没有韵律之美，有时甚至不能称得
上优美，太过雄性主义的高声呐喊，也会让人觉得刺耳、更
会让人腻。但是它绝对说的上新鲜而有力。有时一部作品的
意义甚至不需要从其文字里去寻找，只需要感受一下它文字
周围散发的那种激情，你就能和作者产生共鸣——就好像一
首很有感觉的歌，可能你听不懂它的歌词，曲调经不起推敲，
可是它就是能很轻易地将某种情感传递到你的心底，产生撞
击和回响。

《草叶集》留于心中的就是这种回响。

惠特曼是绝对的爱国主义者，他的诗作里经常出现美国各处
的地名，他如此自豪的将美国的大好河山全部化在自己的作
品里，他觉得那无疑能最好地表现他的思想。

是的，他的思想就蕴含在美国的山山水水中，你仿佛能看到
那个新生的国家——工人、木匠、船夫、耕童。



是的，这就是惠特曼所坚信的——这个百分之百的、顽固的
民族主义者!

在诗中，惠特曼渴望着平等，为民主呐喊。女人与男人的平
等，黑人与白人的平等，穷人与富人的平等。他渴望着完全
和睦的世界——这简直就是只存在理想中的国度。他为那些
已经倒下的民主斗士哭泣，他说你们的死将被人铭记，曾经
钉过你们的十字架将唤醒迷茫中的人们。在这些已经逝去的
先驱之中，他最崇敬的是林肯。他为林肯的逝去而难过，那
么真实，是对统一战线的同志的心心相惜和不舍。

惠特曼的真理不存在于经史子集中，他对那些是唾弃的，他
认为那些陈腐的旧典籍、旧思想应该被抛弃。他崇拜的是他
通过他的双眼所看到的——雄壮的自然、无所不包的宇宙，
他认为那些才是真理的终极存在。

如果一定要找一个词来形容惠特曼的诗，真的只有这个土
词——健壮可以形容，惠特曼并没有那么多纤细和优美，但
是他的每一个字都如同石头一般裸露着肌肤，这种健壮仿佛
一名古希腊的运动员一般展现着自己充满力量的身体。如果
我的理解中有一种美国精神的话，惠特曼的诗歌可以代表。

最喜欢这一句：“哪里有土，哪里有水，哪里就长着草。”
这是一本对自由，民主的美好畅想，描述着世上最为平凡，
普通且密密成群，生而不息的事物。喜欢这本书最主要原因
是，这部诗集的风格，年轻，有朝气，粗犷，有那么一点肆
无忌惮，带有一种自信，自以为是个先知和代言人，语言带
点先知的口吻。

草叶上的歌读后感篇三

在我未读到《草叶集》之前，我不知道别的国家的国民如何
理解“爱国”。而众所周知，中国人的`爱国情结十分深重。
从古溯至今日，我们可以从各种古诗词中寻到不少踪迹。先



人早已为我们埋下了爱国的种子，到如今早已流淌在了炎黄
子孙的血液里，成为一生都抹不去的印记。拜读《草叶集》，
是我第一次去了解与中国迥然不同的资本主义体系的西方国
家的国民诠释他们的“爱国”。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在
《草叶集》中处处可以窥见自由民主体系下的国民个人追求，
具有人类冲破封建观念和专制压迫的双重枷锁，以及奋力追
求光明未来的重大意义。

虽说《草叶集》看似如此大义凛然，如果有心人愿意细细剖
析，会发现其中充满惊喜，而且情感极其细腻。它以小诗的
形式，汇聚了惠德曼零散的思绪。将一个世纪伟大诗人的抱
负，时至今日依旧让我们感怀。

“没有哪座为自由而牺牲者的坟墓不长出自由的种子，而种
子又必然生出种子，春风带它们到远方播种，雨雪将滋养它
们。没有哪个被解脱躯壳的灵魂是暴君的武器所能吓跑，它
将在大地上到处无形地前进，低语着，商量着，告诫着。自
由，让别人对你失望去吧——-我永远不对你失望。”

对自由的追逐和崇尚，一直是美国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
故，二者皆可抛”就是这一思想的完美诠释。不仅让我想起
中国古代也有不少此类价值观高于一切的诗句：“人生自古
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裴多菲为自由可以抛下一切，
文天祥为气节可以舍弃所有。二人虽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却
同样可以为了一生所认定的价值观做出最大的牺牲。惠德曼
也是如此，长期在自由主义笼罩下的他，向大地播撒着自由
的种子，而历尽四季的种子必然以春风吹又生的趋势，在大
地上蔓延，接受春风雨露霜雪的滋养和馈赠，拥有无坚不摧
的抵抗力，那不是别的，那是对抗残暴和凶恶的自由力。它
跑进激进者的胸腔里，它流淌在呼吁民主者的血液里。对自
由的坚守，情愿赌上一个人一生所有的信仰和追求。



草叶上的歌读后感篇四

《草叶集》初版问世至今已一百三十七年，它的作者惠特曼
逝世也整整一百年了，从某些方面说，世界文学史上还找不
到另一个范例，能像《草叶集》和惠特曼这样体现一部作品
同它的作者呼吸与共、生死相连的关系。正如惠特曼在诗集
（正编）结尾的《再见！》中向我们招呼的：“同志，这不
是书本，谁接触它，就是接触一个人。”这个人便是诗人自
己。

惠特曼生当美国独立后约半个世纪，也就是那个资产阶级共
和国在新大陆蒸蒸日上的时代。他出生于长岛亨廷顿区西山
村一个农民兼手工艺者的家庭，十一岁即离开学校开始独立
谋生，先在律师事务所和医生诊所当勤杂工，后来到印刷厂
当学徒和排字工，当乡村学校教师、报纸编辑和地方党报撰
稿人。他在青少年时代接受了民主思想，成为一个杰斐逊和
杰克逊式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同时开始学习写作，写些带伤
感情调的小品、小说和诗歌。但是，正如他在政治上、在地
方民主党内部斗争中频频被人利用和受到打击一样，他的文
学创作也长期停滞在因袭模仿的阶段，没有什么成就，这样，
到一八四九年三十岁的时候，他才改弦易辙，毅然宣布退出
政治活动，并下决心在文学事业中奋斗一番。经过好几年的
默默探索，他于一八五五年推出了《草叶集》。

惠特曼在《过去历程的回顾》中谈到自己写《草叶集》的背
景、动机和它的主旨时说：“我没有赢得我所处的这个时代
的承认，乃退而转向对于未来的心爱的梦想……这就是要发
愤以文学或诗的形式将我的身体的、情感的、道德的、智力
的和美学的个性坚定不移地、明白无误地说出并表现出
来……”他又说：“在我的事业和探索积极形成的时候，
（我怎样才能最好地表现我自己的特殊的时代和环境、美国、
民主呢？）我看到，那个提供答案的主干和中心，必然是一
个个性……这个个性，我经过多次考虑和沉思以后，审慎地
断定应当是我自己——的确，不能是任何别的一个。”写我



自己，以表现我的“特殊的时代和环境、美国、民主”——
这便是《草叶集》的主旨，是惠特曼当初的“梦想”，经过
他三十七年的不懈努力，也基本上实现了。

草叶上的歌读后感篇五

惠特曼的诗作在美国的文学史上究竟占对重要的位置，我不
敢评说。他的诗作有时都没有韵律之美，有时甚至不能称得
上优美，太过雄性主义的高声呐喊，也会让人觉得刺耳、更
会让人腻。但是它绝对说的上新鲜而有力。有时一部作品的
意义甚至不需要从其文字里去寻找，只需要感受一下它文字
周围散发的那种激情，你就能和作者产生共鸣——就好像一
首很有感觉的歌，可能你听不懂它的歌词，曲调经不起推敲，
可是它就是能很轻易地将某种情感传递到你的心底，产生撞
击和回响。

《草叶集》留于心中的就是这种回响。

惠特曼是绝对的爱国主义者，他的诗作里经常出现美国各处
的地名，他如此自豪的将美国的大好河山全部化在自己的作
品里，他觉得那无疑能最好地表现他的思想。

是的，他的思想就蕴含在美国的山山水水中，你仿佛能看到
那个新生的国家——工人、木匠、船夫、耕童。

是的，这就是惠特曼所坚信的——这个百分之百的、顽固的
民族主义者！

在诗中，惠特曼渴望着平等，为民主呐喊。女人与男人的平
等，黑人与白人的平等，穷人与富人的平等。他渴望着完全
和睦的世界——这简直就是只存在理想中的国度。他为那些
已经倒下的民主斗士哭泣，他说你们的死将被人铭记，曾经
钉过你们的十字架将唤醒迷茫中的人们。在这些已经逝去的
先驱之中，他最崇敬的。是林肯。他为林肯的逝去而难过，



那么真实，是对统一战线的同志的心心相惜和不舍。

惠特曼的真理不存在于经史子集中，他对那些是唾弃的，他
认为那些陈腐的旧典籍、旧思想应该被抛弃。他崇拜的是他
通过他的双眼所看到的——雄壮的自然、无所不包的宇宙，
他认为那些才是真理的终极存在。

如果一定要找一个词来形容惠特曼的诗，真的只有这个土
词——健壮可以形容，惠特曼并没有那么多纤细和优美，但
是他的每一个字都如同石头一般裸露着肌肤，这种健壮仿佛
一名古希腊的运动员一般展现着自己充满力量的身体。如果
我的理解中有一种美国精神的话，惠特曼的诗歌可以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