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桃花源记的读后感(实用6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
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
望大家能够喜欢!

桃花源记的读后感篇一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
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
垂髫，并怡然自乐。”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多么的美好啊，
这应该是大部分人比较向往的生活吧。

你渴望这样的生活吗？你渴望像梦中仙境一样的桃花源吗？

这一切是多么的和谐美好啊！累了，回到家就可以休息；困
了，回到家就可以舒舒服服在床上躺上一觉；饿了，回到家
就可以吃到香喷喷的饭菜。

这一切，多么让人向往啊！

可在那个时候，这一切真的存在吗？这一切真的`可以实现吗？

军阀割据，战乱频繁的社会已经千疮百孔，这一篇《桃花源
记》只是一种情感上的表达，这一切在那个时候都是不可能
实现的。诗人只是借文字来表达自己渴望和平的情感和愿望，
也许这也是一种寄托吧！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
后遂无问津者。”想必诗人也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愿
望，所以才写下这个结局，要知道这一点小小的想要安居乐
业的愿望在当时都只能是一种奢望，这根本是一个不可能存
在的梦中仙境啊！



那么你呢？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你，请告诉我：

你有无忧无虑地生活过吗？你是在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吗？

桃花源记的读后感篇二

读完《桃花源记》后，我深深的被吸引，陶渊明选取用淋漓
尽致的字句构造了一种安详、宁静的环境。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
纷。”一句让人浮想联翩，仿佛我已身处于飘飘渺渺，若已
成仙，粉红的桃花，透着一阵阵清香，无不使人忘却忧愁与
烦恼。只是静静的享受这大自然的美景，然而“便要还家。
设酒杀鸡作食。”我又曗出桃花源人民的热闹，我们又仿佛
看见了男女老少纷纷来迎接这个外来人，你争我抢，热热闹
闹。

陶渊明选取武陵人误入桃花源而道出了期望世间的和平，在
当时那个社会中，“桃花源”的确是令人们向往的一个地方。

但是，“桃花源”是不可能存在的，那但是是一个完美的幻
想。

此刻的社会，丑陋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中侵蚀了解类的心灵。
甚至一些人产生了片服世界的想法，这些看来无知、可笑的
想法，却塑造了一个丑恶的人。

想到这《桃花源记》的完美感觉顿时戛然而止，似乎感觉丑
陋的思想逐渐笼盖了湛蓝的天空，笼盖了孩子的笑脸，笼盖
了人类纯洁的人灵。

但是，我们却不能让丑陋的思想继续蔓延下去，我们因努力
去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把不干净的东西排斥出去。而此刻
的我们，则就应“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纠



正生活中不良习惯，要善于与人和平相处，这样就能挽回一
些失去的纯洁与和平。

桃花源记的读后感篇三

“读过一篇好文章，像交了一个益友。”只有你真正排除任
何杂念时，你才会深有感触。

《桃花源记》是一篇好记叙文，它是我国东晋“田园诗人”
陶渊明所记的，是一幅反对战乱，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
民安居乐业，彼此和睦相处的美好大理想图景，表达了古代
劳动人民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和平的向往。

面对当时战乱黑暗的社会，陶渊明和刘子骥却消极避世，被
困难打倒而没有勇敢面对，并克服困难。

东晋王朝极端腐败，对外一味投降，安于江左一隅，统治集
团内部互相倾轧，各割据势力连年混战，赋税徭役繁重，人
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晋元熙二年六月，刘裕废晋恭帝为零
陵王，改年号为“永初”。次年，刘裕采取阴谋手段杀害晋
恭帝，这引起陶渊明的不满，加深他对社会的憎恶。但他只
能撰写此文，抒发情怀，无法改变现状，于是虚构了人情淳
朴、安静自足的`与黑暗社会相对的理想世界。

桃花源是意境、境界、乐园。这种理想虽反映了人民反对剥
削压迫，反对战争的愿望，批判了黑暗社会，但难以实现。
如果现实中的人也能像桃花源中人那样的话，梦想将变成现
实。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味地沉浸在桃花源的寂静与和平中
是不行的，困难总在风雨中，彩虹总在风雨后。

每个人心中的桃花源多姿多彩，我的桃花源更是绚烂无比：
有桃花，有麦香；有田园，有书海；有吃苦，有乐观；有真



诚，有奋进；有家人，有挚友；有电子智能；还有小动物。
我将利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智慧的大脑，在自己的世外桃源
里，创造出不一样的人生佳话。

桃花源记的读后感篇四

桃花源是与现实世界不一样的另一个世界，是一个自由的理
想化的世界。

陶翁理想中的桃源世界诞生于公元421年，也就是他辞去县令
归隐（405年）后的第16年。桃花源里的此情此景也许就是陶
渊明归隐生活的写照。其实，桃花源是当时人们逃避现实社
会的“避难所”。

诗人把它描绘成一个自由而理想化的王国，构成了与现实社
会并存的，又相对立的与世隔绝的理想乐园。这不能不说这
是陶渊明的伟大创举，诗人描绘出人类理想社会的雏形。

它有点类似于英国作家莫尔笔下的“乌托邦”（莫尔的《关
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利益又搞笑的金书》
写于1515-1516出使欧洲时期），但要比“乌托邦”早一千多
年。

以作家的年龄比，陶渊明是莫尔的爷爷的爷爷了，所以，能
够说陶渊明是人类理想王国的鼻祖。“世外桃源”至今已流
传了一千五百八十多年，仍然令此刻许多人向往不已。

这样的艺术效果和社会作用，是陶翁当时创作时做梦也想不
到的（文学的.社会作用往往会大大地超越作家当时创作意
图），其价值远远超过了文学本身！这究意为何呢？经过反
复思考，本人感悟有三：

第一、人的本性就是向往平等自由，追求和谐快乐的幸福生
活。这也许就是人生的真谛之所在！人是从必然王国，走向



自由王国。

第二、在人类社会里，只要有私欲的存在，就始终存在剥削、
压迫、侵略、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等等背离人性的行为。因
此，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就在所难免。“强者为王”，顺
我者昌，逆我者亡。

亡者不逃则死！俗话说：俺惹不起，躲得起；三十六计，走
为上。躲到那里去呢？！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第三、桃花源是一种意境，是一种理想，是一个美梦，是一
个精神乐园。未必要苦苦寻求！只要心中有“佛”，与世无
争，天下为公，乐在其中！人生活在现实社会中，难免有现
实和理想的冲突，当你对现实感到无奈的时候，就会想跳出
这个圈子，寻求自我的理想王国。

这也许就是桃花源流芳千古而不朽的魅力之所在。我想，在
共产主义实现之前，桃花源也许永远是正直而失落者的追求
目标！

桃花源记的读后感篇五

有一位千古文人叫做陶渊明。有一位武陵人，捕鱼为业。

有一个地方叫做桃花源，有一个心愿叫做留下来。

你是否还有时间，能够再一次不厌其烦地容我讲述一遍《桃
花源记》的故事？渔人来到这亦真亦假的世界，来到这如梦
如幻的地方，“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食桑竹之属。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中做，男女衣着，悉如外人。
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在那里，他过上了一种在那战乱
纷飞的境地，永远无法奢望的梦想生活。桃花随风凌舞，一
片片的花瓣轻点舞步，沾湿了他的肩头，也沾湿了他的心房，
只可是，他却没有发现。



只待离开，才开始醒悟。源中老人苦苦相劝，“不足为外人
道也”他却始终忍不住和其他人说，人们只当他发梦。在赋
税繁多，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人们早已失去了梦想，那样完
美的一个词汇，仅有被无情的点点啄碎。

既来之，则安之，不要再走了。与其离开后无尽的悔恨，果
断的选择留下来，在如此纯美的地方，能够拥有一亩田地，
一处宅院，捕鱼为生。

有些际遇，其实一生真的仅有一次。

桃花源记的读后感篇六

有位哲人说过：“人的一天中，有一半的时间在幻想。”别
人幻想的是什么我不知道，然而陶渊明把他的理想世界展示
在了我们的面前世界。

有时候我也不时的在幻想，要是有一天我也生活在那样的环
境下，那该是多么美好啊。可是那就是仅仅只是幻想，当我
缓过神来，就会有一种道不明的失落感，人类的破坏，人类
的不和谐，造成现实社会已经冷冰冰的了。“忽逢桃花林，
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一句让人浮
想联翩，仿佛我已身处于这篇幽幽桃花林之中。桃花盛开，
勃勃生机，宁静优雅，顿时使人飘飘渺渺、若已成仙。粉红
的桃花透着一阵阵清香，无不使人忘却忧愁与烦恼，只得静
静的享受这大自然的美景。然而“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
食”又显示出了桃花源人民的热闹。我又仿佛看见了男女老
少纷纷来迎接这个外来人，你争我抢，热热闹闹。

这种唯美的社会风气几千年来都未形成，原因很多，而我也
悟出其中一个，那就是人性本来就是自私的。

所以，当我看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的时候，我无法不被
这种世外桃源的景色、安居乐业的人们、快乐和平的生活所



深深折服。那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都拥有享受自由
与平等的权利，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与世无争的
平静生活。这一切竟让如今的我深深向往。虽是虚构的世界，
却给了我无限的畅想空间。

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纠正生活中不良
习惯，要善于与人和平相处，这样就能挽回一些失去的纯洁
与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