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狼古文读后感 古文观止读后感(精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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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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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古文读后感篇一

清人吴楚材、吴调侯选编的《古文观止》，被誉为自清代以
来最美散文集。它选录自先秦到明朝末年的200余篇名篇佳作，
荟萃了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古文观止》篇篇焕发奇光异
彩，闪耀灼见真知，包含着很多的立身做人的人生哲理。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所构成的伟大的民族精神。它
体现了对国家和人民的一种深厚感情，与为国奉献、对国家
尽责紧紧地联系在一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财富。
《古文观止》中有很多的爱国名言，读来催人奋进。如范仲
淹在《岳阳楼记》中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
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下之乐而乐。寥寥数语，光华夺目，掷地有声。当然，古人
的爱国往往与忠君结合在一齐，但又都从忠君出发，体现出
恤民的精神。如欧阳修在《五代史伶官传序》写下至理名言：
忧劳能够兴国，逸豫能够亡身，提醒人君注重人事，与民休
息。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儒
家思想认为忠孝是大德，是立家立国的根本，其他各种道德
观念，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都是围绕忠孝这一核心
提出来的。《古文观止》中写孝道的资料很多。汉朝旧臣李
密，因为要照顾自我卧病在床的祖母，不愿到朝廷为官，向
当时的晋武帝写下了有名的《陈情表》。文章从自我幼年的



不幸遭遇写起，说明自我与祖母刘氏相依为命的特殊感情，
围绕想要尽孝的心意陈述不能应诏的苦衷。但以刘日薄西山，
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
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两人，相依为命，是以区区不
能废远。文章叙述委婉，情真意切，今日读来仍然感受颇多。
虽然父母在，不远行在交通和信息快速发展的今日已不再必
要，但常回家看看仍然是长辈的期望，异常是在自我需要与
孝亲敬老发生矛盾时，当代人是如何取舍的呢。

得民心者的天下，民贵君轻，这些思想和理念在《古文观止》
中比比皆是，也是古代志士仁人的人生梦想。《左转·季梁
谏追楚师》中写道：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
致力于神。这是在神权盛行时代可贵的民本思想。《古文观
止》的文章，大都为文人墨客所撰。他们有的是幕僚，有的
是官员，还有的是自由作家。幕僚们以文载道，表达自我的
爱民思想，并进而进谏君主为政得民最为普遍。著名的如唐
朝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提醒唐太宗：居安思危，戒奢
以俭，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杜牧的《阿房宫赋》，借阿房
宫之兴衰这一历史题材，极写秦始皇不惜民力的穷奢极欲，
点名国家灭亡在于君主的失道病民，劝诫后人引以为戒。灭
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六国也，使六
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致
万世而为君。欧阳修身为滁州刺史，与宾客畅饮山水之间，
一醉方休，其乐无穷，从侧面反映了他治滁期间政治清明、
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面貌。他写的《醉翁亭记》详述之。对
封建社会的黑暗，士大夫们也予以鞭挞。柳宗元的《捕蛇者
说》，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吏治的黑暗，赋税的苛毒，表达了
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民众的深切同情。熟知赋税之毒，有甚
于是蛇者乎！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总会
起伏跌宕。作为最美散文，《古文观止》写景寄情的文章很
多，表达了作者们应对成功与失败，超然出尘的精神境界和
人生态度。北宋的苏轼，才华横溢，可却仕途坎坷，在老年



的时候，离妻别子，孤身被贬往黄州，在潦倒不堪之时，月
夜泛舟于赤壁之上，写下了名篇《前赤壁赋》、《后赤壁
赋》。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惟江上之清风，与山
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禁，用之
不竭，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明月
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也！在人生最悲凉孤寂的时候，苏
轼寄情于山水，在微波粼粼的月色下体验人生，观照自然，
旷达而洒脱。在物欲横流、精神荒芜的境况下，走向大自然，
在山水间养神怡情、陶冶情操，也不失为安守精神家园、提
升思想境界的方法。

总之，《古文观止》200余篇，以时代为纲，作者为目，阅读
方便，查看快捷。所有文章皆为语言精炼、短小精悍、便于
传诵的佳作。文章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篇篇脍炙人口、
朗朗上口，篇篇说理明事、警醒来者。《古文观止》在它问
世后的300多年里，成为最流行、最通俗、最广为人知、最有
影响的古文选本，值得诸君放在案头，闲暇诵读，在美文中
感悟人生，在美文中寻得智慧，从而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狼古文读后感篇二

燥热的盛夏，温上一壶香茗，捧读《古文观止》，茗香微动
间，试看文坛众生，轻叩古人闲远之意境，自有那清凉一隅。
一语观止，道尽了这本收录了上起先秦下至明末中国历代文
言文散文典范之作的奇书，其见证中国古文学优秀作品之灿
如星辰及其波澜壮阔的发展史。翻读着一篇篇美文，也翻出
了一张张鲜活的面容，他们携着礼义仁智信忠孝勇和……信
步向我们而来。

“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诸葛亮，诠释了“士为知己者死”
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于是就有了气吞山河，感人至
深的《前后出师表》。从三顾毛庐，对刘备知遇之恩的由衷
感激，进而心怀天下；白帝托孤，尽管幼主毫无治世之才，
却并无半分取代之意；到因阿斗之掣肘，虽六出祁山亦无功



而返，然为社稷计仍忠贞不改初心；上谏后主以情动人循循
善诱，殚精竭虑以攻为守，为兴蜀汉步步为营……每每出师
皆抱必死之心，身前身后一如心系朝堂，想先生文韬武略，
智盖三国，倘不以小忠大义计，只受托于人便忠至死，此番
忠义，可鉴日月！

归去来兮如陶渊明，《桃花源记》里，他诗意纷呈地为我们
勾勒出了一个清新美丽﹑一派祥和的世外桃源。在黑暗腐败
的东晋末朝，当能否为官一任从而造福百姓，可以施展政治
抱负，只看你的家世背景时，我们这位可爱的只上任了81天
便辞去官职的彭泽令，他选择遵从内心，从此闲云野鹤栖身
田园，躬身耕作自得其乐。无论知己良朋，还是农人樵夫，
都能成其座上宾﹑酒中客，那份随和亲民如他比较钟爱的大
自然般朴素珍贵。因了他的高尚情操，他所推崇的回归田园
诗意人生，即使在千年以后，依然成为人们心中向往不已并
孜孜以求的梦中乌托邦！

自古来高官厚禄本就难拒，若说真心请辞第一人，恐非李密
所属，一章《陈情表》，字字泣诉，行行沛然。出生穷困﹑
命途多舛﹑潦倒不堪，若以常理论，君主赐官怕是要感恩戴
德了。偏是李密，三番五次以奉亲请辞，比较后还写了感天
动地的请辞奏章，连皇帝也对他无话可说，无咎可追，谁说
自古忠孝难两全，怕只是未到情深处吧！当读到“祖母无臣，
无以终余年；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而报刘之日短也”时，
总能为其孝心潸然泪下，感动不已。他的再三辞诏，固也有
为前朝守节之志，然言由心生，若无乌鸟反哺之孝心，又岂
能作出如此感人之大作呢！

每次读《滕王阁序》，不管是其音律﹑对仗﹑辞藻，还是天
文地理﹑人史典故，都能得到一份看大片的心情。只一
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即能将你带回千
年前那个流光溢彩﹑的午后，天才少年王勃，一身束装风度
翩翩，临江而立借景抒怀。当他极目远眺，天高云淡秋水阑
珊，渔舟唱出清寂断肠，雁群惊于江山夜寒，“关山难越，



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是这位因才遭
嫉﹑屡受打击的天之骄子无可奈何又不屑同流合污的感时伤
怀。然并非一味沉沦，当下笔锋又转“北海虽赊，扶摇可接；
东隅已逝，桑榆非晚；无路请缨，有怀投笔”，华丽的词藻
背后，深藏了一颗不甘寂寞的心，只是吟诵越畅快淋漓，失
落越无处可托罢了。比较终上天将王勃的人生永远定格在了
他比较美好的气宇轩昂的二十七岁，短暂的一生里他才华横
溢却又壮志难酬。我们婉惜怀才不遇给了王子安颠沛流离挫
折横生的境遇，又庆幸于郁郁难平的子安才给出了如此瑰丽
壮阔的绝唱。落霞孤鹜，秋水长天，仍静静相望，穿越千年
而不老，正如永远年轻的王勃，还有他留给后人的千古名作。

不觉翻篇到了北宋，《前赤壁赋》就这样牢牢占据了我的眼
睛，苏子与客泛舟游过我的脑海。空灵飘渺的江面，载着那
一叶扁舟，欢声笑语中因乌台诗案被贬谪的阴霾已然散尽。
是啊，世间万物皆有变与不变之两面，若变就算是天地之大
也无法更改，若不变，渺小如我亦能终我之初，那万物又有
何可羡慕的呢？万物各有其主，若不是你该得的，一丝一毫
也莫强求，只是造物主又何其慷慨，将无穷的清风明月让你
我尽情享用，徜徉其间其乐更无穷。逆境磨难又怎样，坎坷
多舛当如何，起起落落我自一笑置之。从此开荒置种，亲事
农桑，与渔樵杂处，为醉人推骂，渐喜于不为人识；更欢于
笋鲜鱼香，于清苦处悉心研制注定会流芳百世的东坡肉鱼；
即使在他被贬到更远更荒凉之地，也总能苦中作乐去发现廉
美的食材将之改造成美食，诸如荔枝、羊脊骨、牡蛎，并跟
儿子逗乐“无令中朝士大夫告知，恐争谋南徙，以分此味”，
天真烂漫状，令人捧腹！

如果说此中欢乐给了苏轼以豁达和乐观，屡遭逆境又让他始
终保持着对诗画文艺的敏感明亮，所以名篇大作更迭而出，
对客观事物规律和人生哲理的感悟更是达到了的高度。苏轼
又是政绩的好官，所到之处兴水利、减税负、开办慈善事业
和公立医院，即使年老被贬惠州和海南，也绵绵致力于当地
的水利教育民生，“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



可见影响之深远。为官一任时必造福一方心系苍生，低谷窘
境中粗鄙野菜亦能成就其有味的人间清欢，天大的事自有那
碗东坡肉顶着，这样的东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当堪称中国政治文人之典范！

再来看《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高调做人更高调做事的范仲淹；《邹忌讽齐王纳谏》，
玉树临风位高权重的邹忌，由小事领悟治国大道，以其有才
有度之君子风范向齐王巧妙地进谏忠言，为齐国扬风正气，
终助其繁荣昌盛；《师说》，桃李满天下的韩愈，仍不断学
习叹“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是向学之人心中的一盏
明灯；《陋室铭》，简陋的居室内，装满了刘禹锡的安贫乐
道与洁身自好，何陋之有啊……通读全篇，当我费尽周章方
解其一句，千年前的三尺蒙童已然是倒背如流；纵观全书，
流芳百世的名篇里，历代伟人丈夫几尽跃然纸上。我钦配这
些伟丈夫，多数皆遭过常人所不能承受之难，然虽万难，既
定初心便矢志不改，终为后世万人留下经天纬地之大文章，
气吞山河之大气象。艺术与苦难是一对好兄弟，他们比肩奔
跑，历经时间的沉淀与打磨，愈显其璀璨夺目，他们是不刺
目之光芒，光照万丈；他们拥不张扬之力量，力透千古。

一部《古文观止》，浮光掠影般向我们呈现了一幅中国历代
社会斑斓多姿的画卷，摊开一个个形形色色的故事，灵活丰
满的人物，似乎每个人总能从中找到那个与自己相似却又飘
渺的影子。相似于我们的本真如此一致，飘渺在身处这个巨
大的名利场，那被不断激起的漩涡深藏着永无止境的欲望，
并将不断吞噬迷失着芸芸众生。或许我们可以，学古人焚香
试茶，听雨浅读，剪一段清明时光，撷一缕云淡风轻，放下
纷繁困扰，找一找比较初的自己。无论漫步无论独处，慢一
些，再慢一些，生活本该如此。

狼古文读后感篇三

初读《古文观止》我被盗版的鱼鲁帝虎，搞得困惑不已。再



加上今人阅读古文本身有些难度，我只走马观花浏览了一番，
并无太深印象。之后在岳翁家藏书中见有一套正版，一时心
血来潮，便腆颜求借，竟蒙老丈人慷慨相赠。窃喜之余也深
为长者之殷殷而自身之噩噩而惭愧。

自此我常读《古文观止》。今日在那里我把读这本书的一些
心得拿出来和大家分享。陶冶情操愉悦身心或者是缘于浅学
后生对于古人的过分膜拜心理读《古文观止》总能给我带来
不一样的阅读感受。我以为唐宋文章宜在清晨诵读。煦日临
窗清风徐来读骆宾王的激昂李太白的飘逸读韩退之的跌宕开
阖王安石的深刻独到。大师们的杰作读来抑扬顿挫琅琅上口
读毕口舌生津唇齿留香。先秦文章宜在深夜默读。读郑伯的
老到冯谖的远见读勾践的忍辱负重苏秦的巧舌如簧。常不觉
夜已渐深万籁俱寂。此刻虽无“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诗意却
也能思接千载神游八极飘然有超凡脱俗之感。文品即人品读
文可知人“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千百年来人
们对司马迁、司马相如的文采推崇备至对诸葛亮经天纬地的
政治才能赞赏有加。

读完《古文观止》让我对这些观点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在
千载而后的我辈读来司马长卿的《谏出猎疏》相比太史公的
《孔子世家》、《管晏列传》到底多了御用文人哗众取宠的
浮华少了据事实录、仗义执言的底气。而相比诸葛亮“功盖
三分国”的政治成就更让我敬仰的是他在前后《出师表》中
所体现出来的赤胆忠心。后人评论说读《出师表》而不流涕
者其人必不忠也读《祭十二郎文》而不流涕者其人必不友也
杜甫也有诗说“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我想杜老
夫子亦是在拿诸葛亮忠君爱国的精神自勉吧。卧龙已矣但其
《出师表》中所体现的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
神必将弦歌不断。在明文中有一篇文章《深虑论》作者方孝
孺也是一位大忠诚。很多人明白方孝孺并不是因为他的文章
而是因为被“诛十族”。

读读《深虑论》能让你了解到这位读书人为国家长治久安而



殚精竭虑的思考与探索以及文字背后的那份对国家社稷的热
爱。这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位被时人谓之“天下读书人的
种子”的人为什么能从容应对“诛十族”的暴行虽九死而不
易其节。“毁家纾国难”见闻札记、山水游记、杂文小品和
其他的应用文。另外，少量的骈文和韵文也被选入其中。大
体上能反映出中华古文的绚丽多姿以及百读不厌的文学风采。

这本书不但有收藏的价值，更重要的是有供人们阅读欣赏的
潜质。每篇文章的寓意之深厚，令人读后回味无穷，耳聪目
明，茅塞顿开。它不但教你如何做事，更重要的是如何做人。
能说篇篇都是做人做事的警示录，不愧堪称为“观止”。它
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深莫测，读后给人以宽博的想象空
间。这些文章，千百年来流传至今，依然脍炙人口，可见它
的生命力是何等的旺盛啊！我在通读时，对其中大家熟知的：
《左传》中的《曹刿论战》，《国策》中的《鲁仲连不帝
秦》，李斯的《谏逐客书》，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贾谊的
《过秦论》、《治安策》，诸葛亮的《出师表》，陶渊明的
《归去来兮》、《桃花源记》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
等人的文章，颇有偏爱。读后，深有感触，我认为这些文章，
不但仅是历史上公认的佳作，今日看来也是古文中的精华。

狼古文读后感篇四

幼年听家父教过《古文观止》中的几篇文章。那时候，我对
家父的讲解听不懂记不住，只知跟着念而已。其实是囫囵吞
枣，食而不知其味，过后便什么都忘了。后来，等到年岁渐
长，走上了工作岗位，我有暇再回过头来通读《古文观止》
的那些文章，犹如牛吃草反刍，重新加以咀嚼，才觉得这些
文章经天纬地，气壮山河，一下子就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
从此，我就和这本书相依相伴，结下了不解之缘。

《古文观止》的文章，总共不过200余篇，但却从某一侧面或
一件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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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这本书，如同跨



入了中国古籍文化峋巍峨殿堂，触目所见，多篇作品，都焕
发着奇光异彩，闪耀着灼见真知，叫人一读就难舍难分，越
读越感到意蕴无穷。

我特别钟爱一些名篇，例如，李密的《陈情表》，王勃的
《腾王阁序》，魏征的《该大宗十思疏》，方孝孺的《深虑
论》等等，由于经常读，便逐渐地会背十来篇。这么一来，
我除了平时在家里翻阅《古文观止》以外，还能利用空余帅
司，随时随地进行背诵复习。我把这种背诵作为一道“精神
快餐，用来滋养心田。

我以为，《古文观止》是人生的一部百科全书。书中的哲理，
小到修身养性，大到治国平天下，无所不涵。范仲淹在《岳
阳楼记》中说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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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至理名言，光华夺目，掷地有声。虽
寥寥不过数十字，竟胜似万卷诗书。尤其是范老先生的那种
境界，那种情怀，早已被后人奉为立身做人的万世楷模。

总之，读这本书，能够使人警醒，使人振奋，使人高尚，使
人坚强。我现在虽已年过古稀，但有生之年，这本书是一定
要继续读下去的，而且要一如既往地用一颗真诚的心去读，
为的是从中学做人。学会在任何处境下，都能好好做人。

狼古文读后感篇五

似乎从幼儿园起，老师们就会提及《古文观止》，相信我们
很多人也记住了这个名字。只是真正研读过的人有多少呢，
我也一样，要不是今次林老师给我们推荐、然后又预先买了
几个版本供我们选择，之后再订购我们选择的版本，几次周
折之后，终于拿到了这本属于自己的《古文观止》，自己喜
欢的封面、喜欢的版式、喜欢的文字结构，再也没有理由不
去拜读，不去了解它。



《古文观止》的编选者为清代吴楚材、吴调侯，他俩是叔侄
关系。据记载，吴楚材天性孝友，潜心力学，尤好读经史，
于寻常讲贯之外，别有会心。从孙吴调侯，日以古学相砥砺，
奇伟倜傥。他们二人才器过人，下笔洒洒数千言无懈漫，而
他们想这些都是得益于之前祖先留下的古文读物，从而就想
把这些文字发扬光大，书名取为观止，意在力图选编达到尽
善尽美，无以超越。

这几周跟实验室的同学一起学习了前三卷的内容，总的来说
这三卷在讲周朝衰退，春秋时期诸诸侯国的历史，文中涉及
了不少的君王和大臣、大夫，我们暂且不去评论历史的好坏，
人物的功和过，只从这些古文的形式上，语言精练、短小精
悍、论说抒情、写景状物、众体兼备，就能体会出古人的智
慧、才智。

子家、王孙满、齐国佐、子产他们的足智多谋、大智大勇，
直到今天还是传为一段佳话，还是值得咱们学习借鉴。所以
说智慧是无时空界限的，也是经久不衰的。有智慧还不足够，
还得有胆量、有魄力，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讨论时老师的一句话，对我启发很大：古代时候是不分科的，
无论哲学、政治、生态、地理等等，全部涵盖在了一起。我
也觉得很有意思，不自觉的想把这些古文的内容给分分科，
体会一下古人的见解和认识。首先，古人崇尚德仁孝民心贤
才，得民心者得天下，当今社会，国家要求青少年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重视三农问题，古人的智慧源远流长，经久不衰。
印象最深刻的是展禽解释海鸟来居是海洋灾难的先兆，里革
破鱼网进行强谏，进谏的方式借古讽今，可见古人那时已经
对生态环境很重视。

漫漫历史长河，现在我们看待历史，我们也终将成为历史，
我们改变不了社会发展，但我们可以把握自己，生命相对于
历史太短暂了，好好珍惜，把握这短暂的生命，做自己想做
的事、想做的人，加油!



狼古文读后感篇六

偶尔听见老师说《古文观止》是本不错的书，我便缠着妈妈
买了，但买回之后却大失所望，那一个个认不得的字，那一
句句看不懂的文言古句，让我不知从何读起，更是让这本书
一度被我所遗忘，直到某日，无意翻开这本蒙尘已久的书，
细细品味一番，虽说依旧看不懂那深奥的文言文字，但那译
文所讲述的一个个故事却是让我大感兴趣，特别是“曹刿论
战”一文。

在“曹刿论战”中，最吸引我的除了曹刿不费吹灰之力以少
胜多战败齐国以外，便是他与鲁庄公的那番交谈，特别是在
鲁庄公质问他：敌强我弱，兵力悬殊，我们可能胜利吗？的
时候，曹刿并未直接回答，而是问鲁庄公，他所做之事是否
会让百姓愿意为他打仗。他这一问，抓住了任何一个帝王都
爱面子的特点，让鲁庄王不得不用各种事件来证明自己爱百
姓，以至于百姓会真心诚意随其作战，而曹刿就是在这时取
信于鲁庄公，让其相信自己是为国存亡而来觐见，从而获得
出战的机会，在战时大放异彩。“曹刿论战”让我看到了一
个机智而心思缜密的人，让我在敬佩他的同时也学会了很多。
而除了曹刿论战，《古文观止》上一些我听闻已久的名篇也
吸引着我。

《陋室铭》是唐代名家刘禹锡的传世大作，也被收录进了
《古文观止》中。这篇文章仅仅八十一个字，却写出了刘禹
锡那洁身自好的高尚品质，就如周敦颐的《爱莲说》中的那句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一样，那《陋室铭》中字
句句间都流露着刘禹锡的不慕名利的高尚情怀，特是那
句“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好像就是再向那些在他落魄时
落井下石的人说着“我刘禹锡就算住在这里破旧的小茅屋之
中，也不会放下尊严与你们这群人同流合污！”而这也让我
在对刘禹锡的《陋室铭》大加赞扬时，也对面前抱着的这本
我原本不太放在眼里的古文言文，书产生了极大地兴趣与好



感，对于它的“身世”我也有了了解，他是从一对以教书为
职的叔侄吴楚材与吴调侯编著的，虽然只是编著，但正因为
有了这样一本书，才让我对古文产生了兴趣。

《古文观止》中名篇众多，名句也众多，但我最爱的还是王
羲之的《兰亭集序》中的“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
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
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
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
亦将有感于斯文。”这话语中透露着王羲之对世态炎凉，时
间飞逝的感慨，让我也受益匪浅。

狼古文读后感篇七

我本人一生有两大宏愿：一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二是集
万卷书，识万里路。我距实现这两个愿望的时间还很遥远，
甚至要延续至来世才有可能完成。但我并不觉得这两样目标
是好高鹜远，他们值得我用毕生去追逐，带着敬重与苛求，
携手兴趣与快乐，正所谓翻一页纸知三生事，当作者铺纸提
笔时，就是在创造一个世界。用那薄纸汉字堆叠起的世界，
埋藏着无数的悲与喜、荣与枯，甚至只言片语，就会被带去
领略穿越千年的时光。

还记得在我总角之年，收到了人生中第一部属于自己的书籍，
那是崇文书局版的《古文观止》。坠在手中的感觉：朴实、
厚重，这是我对“知识”二字的第一次认知，也是对“文
化”二字的第一次理解意识，对“历史”二字的第一次探寻。
随着年龄与学识的增长，逐渐明白了什么是“正蒙养而裨后
学，厥功岂浅鲜哉”的好读物。其选文博征春秋佳策，上起
周代，下至明末，风格多种，体裁多样。所选文广泛，颇给
人以启发，其以《郑伯克段于鄢》为首篇，讲述了郑庄公与
共叔段之间的纠葛，其弟共叔段多次越礼，大臣多次劝谏庄
公早作决断，然而庄公却以“多行不义，必自毙”（上句出



于此）为理由，终使段野心滋长，起兵夺权，最后造成了兄
弟之间的兵戎相见的结果，所以史官以“克”相言，而隐不
忍言之事。我想，编者以此开篇，即为申明圣人“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之伦理。

有时，我无比庆幸，自己的启蒙时期，可以浸润千年时光之
中，与帝王将相打交道。于是，从那时开始，我对久远的过
去，尘封的词句有了沟通的兴趣，也可以说是摸索着读尽百
十篇古文后，它给予我一个寡言的世界，沉默的星空，让一
个毛躁的孩童学会了思考，尽管想的只是古往今来的不同，
先贤说：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再次阅览《古文观之》
后，于我最深之体会便是：天道轮回，兴衰寻常，仁德相辅，
宿命可张。如今的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战胜了饥饿、灾荒后，
更重视起了精神世界的构筑，如何将“现代智愚”过渡
到“现代智慧”的需求，就变得极为迫切。那么如何过渡呢？
答案即读书，读好书，这是一件急不来的事，因而只有潜移
默化，慢慢改变，注意：不要太具有功利性，在因上使力，
在果上随缘便是这个道理。于是，我读过的诗，去过的远方，
在书中徜徉过的美景，都将融入我的灵魂。

曾经有人这样问我，你读那么多书是为了什么？说实话，我
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不需要用知识去装潢自己的阅历；我不
需要用书籍去增添自己的魅力，无他，只一句便可回答，请
君莫羡解语花，腹有诗书气自华。如果真的要寻求一个答案
的话，孔子曾对此下过最好的诠释：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
知者不如乐知者。

总之，阅读是我生活的最大乐趣。

当然，读了这些书并不能马上改变我们的生活，但可以改变
我们的视野。我立志要在少年时期成为孔子口中所定义
的“通人”。何为“通人”，即通读书籍一千卷，吾辈当秉
承先贤之意念：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在此，我向大家提出倡议，随着手指捻过的



一年年时光，一点点的智慧，一本本书籍，都将成为缭绕于
你灵魂的清香，都将会被回忆渲染为溢彩流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