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西行漫记读后感(优秀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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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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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
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西行漫记读后感篇一

新年的钟声敲响，祝福声声伴随炮声迎来新一年的节日。计
划一个完美的旅程，西去的车轮，载着无尽的祝福与期待，
希望一路上领略风花雪月的故事。梅花便是行程必须欣赏的
风景，洱源是梅子的故乡，地热谷是冬旅者最喜欢的温泉，
许多梅园的梅花已绽开，身临其境，再次感受其迎雪吐艳，
凌寒飘香，铁骨冰心的品格，为不屈不挠，奋勇当先，自强
不息的精神品质倾倒。我亦口不绝：

梅花吟（中华新韵）

山舞银蛇冬日约，海河别有碧蓝谣。

梅花尽吐忠魂骨，明月常吞白雪梢。

除旧相思寒苦处，迎新依恋暗香苞。

相逢君子吟诗送，只许清华一路交。

到晚上还可以看明月，明月深夜的期待，寒风中可以感受新
一年纯净些许的感觉，月明星稀，想着雪花的空白承载着一
场空梦，便拂去思念之尘，让快乐与喜悦多些，节日与阳天
在心中凝成一朵纯净的晶莹琥珀，作为雪花礼物送给你。

新年有个好愿望，就是心情更好些，快乐停息心间许久些，
这样可以化解一年的疲惫，过个轻松的新年，新年快乐！元



旦不会隐藏自己的什么秘密，与阳天依恋，辗转心晴，解除
一切思念，快快乐乐地过节，不因没有飞舞的雪花影响快乐
的节日氛围，必定有亲身体验西行中美好的精彩演绎，莽莽
苍穹中的点苍山、玉龙雪山巍巍壮观，引人遐思，四周是一
片空旷，天地间充满着巍峨的豪迈的传说，惊鸿一瞥，在雪
山、明月的'皓洁辉映下停泊，没有给自己失望。旅行因节日
变得流光溢彩，心中的爱恋浮出西行翻开风花雪月的兰笺，
愉悦通达全身，浓郁醇冽的气氛注定熏染着一个隆重的节日。

当快乐的心绪遥远延伸，祝新年快乐！新年有新希望！冬天
的寒风渐渐变小，冬日的暖阳降临当顶，高速路的风景线在
蔓延，觉得有些春天的气息了，蚕豆微绿，心中守望的麦田
泛青，蒜苗节节长高摇曳着。许多点点绿色装扮着红土地，
别有景天，这冬天的的生命线概括为傲、幽、坚、淡，也许
是新年感言喻志的最好体现，有个感受是自强不息，清华其
外，澹泊其中，不作媚世之态，清高而不趋炎势。

行程一直守候着归途赐予的一个美好的落脚点，共进晚餐，
欢声笑语，通过过节可以懂得许多快乐，懂得许多轻松，解
脱许多疲劳。生活的真谛其实学会过好每一天，学会淡望世
俗的偏见，淡望世间的名利，淡望生活烦恼，淡望人海臣心
污垢，如水、如雪，如冬天恶劣环境中生长的绿色希望，如
梅、如兰、如竹演绎着生活的真实品质。每一个行程，轻盈
的回忆注定感恩：生活清澈快乐，人生滑向明净的天空，节
日痛彻欢愉的过。往日如烟，新年是潮，随着新年的脚步，
带着新的希望，面对明天的工作和生活，也许岁月蹉跎，忧
喜参半，保留一颗淡泊宁静的心，拂去茫然，坚定心中的信
念，换来一个姹紫嫣红的春天，人在春天行。

西行漫记读后感篇二

《红星照耀中国》原名《西行漫记》，作者埃德加·斯诺
于19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市。他父亲开了一家小印刷
厂，但他却走上了一条与父亲截然不同的道路，成为世界著



名的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
驻华记者、通讯员。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
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

作者根据对中国西北根据地的考察完成了《西行漫记》的写
作，对中国和中国作了客观评价，并向全世界作了公正报道。
斯诺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谈话，搜集了
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一手资料，实地考察，深入红军战士和老
百姓当中，口问手写，对苏区军民生活，地方改革，民情风
俗习惯等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当年10月底，斯诺带着他的
采访资料、胶卷和照片，从陕北回到北平，经过几个月的埋
头写作，《红星照耀中国》终于诞生了。

由于斯诺在西北红色区域的冒险中引起的激情和对中国人民
的热爱，他用了后半生的几乎全部精力，对中国问题作继续
的探索和报道。《西行漫记》先后被译为二十多种文字，几
乎传遍了全世界。该书不断地再版和重印，教育了千百万读
者和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使它成为享有盛誉，家喻户晓的文
学作品。

全书共12篇，主要内容包括：关于红军长征的介绍;对中国和
红军主要领导人的采访;中国的抗日政策，红军的军事策略;
作者的整个采访经历和感受等。《红星照耀中国》不仅在意
义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而且在报告文学创作的艺术手法上
也成为同类作品的典范。人物刻画、环境描写以及叙事的角
度几近出神入化的程度。《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出版后，
在中国同样产生巨大的反响，成千上万个中国青年因为读了
《红星照耀中国》，纷纷走上道路。

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斯诺探求了中国发生的背景、发展
的原因。他判断由于中国的宣传和具体行动，使穷人和受压
迫者对国家、社会和个人有了新的理念，有了必须行动起来
的新的信念。由于有了这一种思想武装，使得一批青年，能
够对国民党的统治进行群众性的斗争长达十年之久。他对长



征表达了钦佩之情，断言长征实际上是一场战略撤退，称赞
长征是一部英雄史诗，是现代史上的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
斯诺用毋庸置疑的事实向世界宣告：中国及其领导的事业犹
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
中国，照耀全世界。

西行漫记读后感篇三

岑参一生经历丰富，“早岁孤贫”，“十五隐于嵩阳，二十
献书阙下”。天宝三载(744)进士及第后，授右内率府兵曹参
军，耻于官微，中年两入西域绝塞，但也无所作为。安史之
乱后，从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年2)至广德二年(764年)，岑
参曾三度为郎。

永泰元年(765)晚年岑参出位嘉州刺史，四年后，即大历四
年(769)诗人客死成都，终年五十五岁。

大家在中学的时候都学过这首诗，这首诗也是岑参诗歌艺术
的浓缩。

要了解岑参的诗歌，就必须先了解盛唐。盛唐是一个气象恢
弘的时代，岑参的诗歌同样反映了这一时代特色。热情爽朗，
乐观天真，富于幻想和进取精神在其一生的诗歌创作中多有
再现。

陆游曾这样评价岑参：“尝以为太白、子美之后，一人而已。
”。后代诗论家对岑参诗歌也多所论列，宋代的诗论家严羽
说：“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明代的边贡更称赞
他的诗，说岑参诗近于李、杜，既有李的潇洒、飘逸，又有
杜的奇峭、悲壮，是二者的统一。他甚至更盛赞其诗有李、
杜二家都不及的地方：

今诵其集，如所谓“山风吹空林，飒飒如有人”，斯悲壮而
奇矣;又知“长风吹白茅，野火烧枯桑”之句，不俊且逸也乎



哉?夫俊也，逸也，辈也，壮也，李、杜弗能兼也，而岑诗近
焉。

杜甫和岑参是知交，其在《杜少陵集》中对岑参诗歌给予了
很高的评价：“谢眺每篇堪讽诵，冯唐已老听吹嘘”，“高
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语奇”、“意奇”是殷璠概括
岑参早期诗歌的风格特点，而这样的风格特点分明还贯穿岑
参一生的诗歌创作之中。

整个唐代，边塞诗盛兴，盛唐尤盛。这种现象的形成是和当
时整个社会的尚武风气是不能分开的。众多诗人的从军出塞
及塞上游历，正是这一风气的产物和表征。

当时，不仅明皇天子喜好边功，而且士大夫阶层的广大成员
也充满着对边功的向往，并影响了整个社会。一时上下激鼓，
声浪甚高，盛唐边塞诗创作正是在这种热潮的冲撞下达到鼎
盛的。

忽视了这一史实，就会失却对边塞诗的准确把握和深刻理解。

岑参边塞诗尤显奇峭，这主要体现在格调上。岑参边塞诗格
调上的奇峭之美，最重要的'呈现就是以风骨为核心的刚健、
豪爽。

《唐才子传》卷三：岑参“参累佐戎幕，往来鞍马烽尘间十
余载，极征行离别之情，城障寨堡，无不经行。博览史籍，
尤工缀文，属词清尚，用心良苦。

诗调尤高，唐兴罕见此作”岑参第一次出塞，是从天宝八载
至天宝十载，第二次出塞是从天宝十三载至至德元载，两次
出塞有五六年时间，留下的诗作约七十余首。

岑参在诗中反映的矛盾心态大致可分两个方面：



一是出塞和思乡的矛盾。岑参两度出塞，一次赴安西，一次
赴北庭，跋涉山阻，历经大漠风烟。应该说，岑参对远赴西
域有充分的准备。

他在首次出塞途中曾坦言：“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
谋，”(《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况在远行客，自然
多辛苦。”(《暮秋山行》)他认为既然选择了这条人生之路
实现抱负，任何困难都应置之度外，“男儿感忠义，万里忘
越乡，”(《武威送刘单判官府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勤
王敢道远”。(《发临洮将赴北庭留别》)

在这一点上，岑参和唐代其他边塞诗人一样，有着昂扬的时
代精神。

但是，从岑参出塞伊始，思乡的感伤和痛苦就紧紧地伴随着
他，“别家赖归梦，出塞多忧离。”(《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
判官》)行至渭州见渭水东逝，他潸然泪下，“凭添两行泪，
寄向故园流，”(《西过渭州见渭水思秦川》)目的地还未到，
他的思想情感已难以抑制，“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
不干，”(《逢人京使》)而此时离家尚不足两个月。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路途的艰难，他竟然“塞迥心常怯，乡遥
梦亦迷，”(《宿铁关西馆》)因远离故乡心里常感到胆怯，
梦中归去也会迷路，思乡的情结更加浓郁。

按常理，有了首次出塞的磨砺，第二次出塞思乡之情应有所
淡化，而事实上，他还在临洮时就已“私向梦中归，”(《发
临洮将赴北庭留别》)适逢赵仙舟罢使还京，更是引发无限感
慨，“醉眠乡梦罢，东望羡归程。”(《临洮泛舟赵仙舟自北
庭罢使还京》)到北庭后，公事之余，岑参登楼远眺，又触动
乡思，“旧国眇天末，归心日悠哉”(《登北庭北楼呈幕中诸
公》)。

送人东归长安更使他伤心欲绝，“送君九月交河北，雪里题



诗泪满衣”(《送崔子还京》)明代唐汝询认为：“此欣羡归
人，而自伤淹滞也，言彼之还京，唯恐行之不疾。我乃自留
寒苦之地，涉雪题诗，能无挥泪乎?”可谓一语中的。

第二个矛盾就是建功与归隐的矛盾。建功立业是唐代诗人孜
孜以求的人生目标，尤其是边塞诗人，他们不远万里进入边
地幕府，就是要建功立业，光宗耀祖。

岑参出塞前曾在朝中任职，但官卑职微，与其人生理想相距
甚远，心中不免苦闷，所以当有机会入幕府，便奋然前往。

在武威，他送同僚赴安西，称其“中岁学兵符，不能守文章。
功业须及时，立身有行藏，”(《武威送刘单判官府安西行营
便呈高开府》)既是鼓励友人，也是自勉。

他在《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中说：“功名只应马上取，真
是英雄一丈夫。”更是透露出对功名的强烈渴望。

在岑参功名之心背后，我们也能触摸到他心理的另一面——
隐逸，隐逸不同于思想，思乡是身处异地的孤独情感，而隐
逸则是逃离俗世回归精神家园。

岑参出塞途中经过金城，偶见“庭树巢鹦鹉，园花隐麝香”
之景，便忆起旧日的隐居生活，“忽如江浦上，忆作捕鱼郎，
”(《题金城临河驿楼》)在《早发焉耆怀终南别业》诗中说
得更明白：“故山在何处，昨日梦清溪，”《过酒泉忆杜陵
别业》中也说：“阳关万里梦，知处杜陵田。”

终南别业和杜陵别业，是指岑参早年在终南山的隐居之地，
那里山水宜人，安谧恬静，“涧水吞樵路，山花醉药
栏”(《初授官题高冠草堂》)“门径稀人迹，檐峰下鹿群”，
而今诗人“终日见征战”，身不能东归，只好梦回昔日的隐
居之地了。



这两种矛盾表现在思想情感上，便是豪与悲的矛盾。岑参就
在这种充满矛盾又无法解脱的生活中痛苦煎熬着。

有所作为是盛唐的时代要求，但“隐居本事那个时代普遍的
倾向，”明白了时代的这一文化背景，我们便能真正地读懂
岑参。

西行漫记读后感篇四

我站在书架旁，翻开了这本由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
《西行漫记》，读了后给我不想放下它。爱不释手。被书中
的一切深深的吸引。主要写了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作为西方新闻记者采访红色中国。他带着无数当时无法理解
的问题来到中国与西北地区与领导下的红军共同生活了四个
月，与众多领导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在他得眼中，像毛主
席这样的大人物为人民而奋斗有许多不理解。而老百姓则是
那么的纯朴拥护。

埃德加·斯诺以他热情、真实地笔触，记录下中国渐渐强大
的的点点滴滴。大到像毛泽东的领袖。人物的语言、红军的
故事、小到老百姓纯朴的神态。让读者真实的感受到一个外
国人眼中的红色中国。我十分的由衷的敬佩埃德加。斯诺这个
“(洋鬼子)”他能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战乱的中国，来到战争
前线，写下了这本书。我不仅认识了埃德加。斯诺这个人。
他向全世界介绍那神秘的中国，向全世界讲述了毛主席、周
总理和领导人的革命历史与生活。再现了中国人民遭受的侵
略、压迫与宁死不屈的抗争。我也通过读这本书了解了中国
党，知道革命的胜利是无数战士的生命换来的。我们要珍惜
现在来之不易的生活。学好本领。我们要学习和发扬(爬雪山
过草地的精神。

西行漫记读后感篇五

最近花了一个多星期，每天大概一小时的时间，重读了《西



行漫记》这本书，一个外国人写的中国红军早期革命纪实报
道。

一、《西行漫记》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redstaroverchina)，是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6月至10月对中国西北革
命根据地(今陕甘宁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根据考察所掌握
的第一手材料写成的纪实报道，先后在当时的国内外报刊连
载，后来集结成书。

书中描绘了当时的地理人情，刻画了很多朴实的红军形象，
也描述了许多红军早期革命的历史事件。跟我们历史教课书
上的内容对比，就像是看一场电影大片那般畅快。

关于书名，还有些小的曲折，书名第一稿是用英文写的，翻
译成中文时，为了在当时的白色恐怖背景下掩护身份、便于
传播，才起名《西行漫记》。

二、这本书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

第一，它附有大量当时拍摄的人物照片。

这是最珍贵的历史资料，因为这些照片无法重拍，无法修饰
和篡改。这些照片也是从其他书籍和渠道无法获取的。在这
些照片里，有党和军队的领袖，有普通士兵，还有很多普通
的群众。

而奇妙的是，如果用当时的眼光来看，后来新中国的主席和
开国元勋们，从照片上看跟普通士兵和群众相比并没有什么
特别之处。

还没读书，光是浏览这些照片，就会让人游走于现实和历史
之中，有着今夕是何夕的恍惚感，更有“秦时明月汉时关”



的画面感。

第二，因为它的成书时间是1937年，它描写包括党和红军领
导人在内的各色人物所用的语言，完全没有建国后书籍那种
避讳政治领袖的语言风格，而是极其平实的语言，读来就像
在看一幅幅素描画像。

比如，书中描写脱掉长裤乘凉和捉虱子的领导人，描写笑容
憨厚的彭德怀和朱德，描写一个叫向季邦的小红军被人取外号
“像鸡巴”的故事。当你沉浸在这些故事当中，你会发现，
那些开国领导人和革命先烈，也如我们普通人一样，在炮火
冲天、战斗你死我活的革命岁月，他们也有狗血的儿女情长
和生活的鸡零狗碎。

“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

作为普通人，看罢这本书，会有一种超然应对现实各种困难
的豪迈感在胸中油然而生。

第三，书中有多名新中国伟人和名人的独家自传。

写当年的伟人传记的书很多，但由伟人自述形成的自传，独
此一家。书中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徐海东这些大人物
的自述传记，还有一些小人物的自述故事。

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旁观伟人的历史境遇，洞悉伟人的成
长心路历程，对于我们在新时代如何过好这一生有极大的启
发意义。

三、这本能带给我们什么

第一，是勇气。



那是千千万万革命先驱的勇气。如果把自己代入那个历史年
代，我们会有那般的革命战斗勇气吗?这是我们需要叩问自己
的命题。

第二，是信念。

再看那些普通红军战士，为什么甘愿吃苦，甚至像强渡大渡
河那样明知一定会牺牲仍然勇往直前呢?是信念，是为了全国
人民得解放，过上太平日子的信念。

如今，我们已经享受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生活，我们心中，
还有那种信念吗?

第三，是踏实过好生活的心境。

读书的目的，最终还是要回归自己的现实生活。

读了这本书，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那些为革命殚精竭虑
的伟人，跟我们一样是血肉之躯，那些为国捐躯的勇士们，
跟我们一样是个普通大众。

我们现在的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他们的负重前行。我们现在
享受着他们的恩泽，只有踏实过好现实生活，不辱先人，不
祸后代，才是对他们艰苦抗争岁月最好的告慰。

新中国的历史是由伟人和千万革命先驱书写的，但与此同时，
他们给我们写好了历史蓝本，等待着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去续
写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