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恨歌的读后感(模板8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
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
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长恨歌的读后感篇一

这首先要说上海滩，每每提到老上海，我又会第一个想起张
爱玲。在近现代文学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女作家堪与张
比肩。然而我是不喜张的，从张的文字中总会读出太多的事
故太多的人情，给我一种隐晦、枯燥、烦闷之感。长恨歌里
我读到了张爱玲的影子，老上海的故事都发生在深深的弄堂
里，发生在影子里，见不得人的。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上海，
就是生活在灯红酒绿与纸迷金醉里，活在飘泊中，活在奔波
里。

王琦瑶就是在这个世界出场的，学生时代有两个要好的知己，
好到不好，因为男人，因为事故。吴佩珍离开的莫名其妙，
蒋丽莉却又走的太狠。当王琦瑶被程先生推上杂志封面，就
注定了王的悲剧、自己的悲剧。竞选上海小姐，满足了她的
虚荣心，架空了她的心，她的寂寞也是从此开始的，我想故
事的最后，程先生是再明白不过了。遇见李主任是必然的，
社会使然。王选择李主任既是主动也是被动的，李主任毕竟
有那么多另女人心动的东西，而王更是要强要虚荣的，更重
要的是她内心深处的寂寞与空乏。但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
之间是有爱的，那窗口的无数个等待，那远处一次次的鸣笛
声，那一个人的爱丝丽公寓，苍老了王琦瑶的青春，冷却了
王琦瑶的爱。李主任终归是死了，空了王琦瑶，仿佛整个上
海只剩王一个，从此连等待都没有了。这也本是李主任要给
的结局，他给不了她足够的幸福，他有政务，他有家，他们
永远都不可能有果。



离开了上海，邬桥似乎成了最美的地方，那时的王琦瑶应该
是安静的，如水的江南，恬淡到象山水画，还有个可爱的阿
二。如果王就将此生付在此间，也许没有长恨了，最多是短
恨或是憾失。然后她不属于邬桥，她已经是上海的一部分了，
迟早要回去。

再次站在上海的街头，我能想象到王琦瑶苍桑与无助的样子。
到这里我已经读不下去了，我不知道这个女人还会有怎样的
不幸。终于她还是跟康明逊睡在一张床上，她甚至没对他报
多少幻想了，谁会娶自己这样一个女人呢？唯有长恨，唯有
长恨。怀孕了，这个该死的逃开了，嫁祸给可怜的萨莎，那
些个黑暗的日夜，那些个空房里的清冷。那些跟自己睡过说
对自己好的男人都哪里去了！也许，男人的本质就是负心。
在某一个时刻，王琦瑶心里是有恨的，但无论怎样，无奈有
之，叹息最多。时过境迁，唯有叹息一点。

后来，程先生，这个最痴心人的出现，带给了她多少鲜活的
成份呢。长恨，唯有长恨，还是长恨。许多年有意无意的错
过，误会了痴心人儿许多许多，看看落满尘埃的相机，剥落
陈旧的墙壁，曾经的王琦瑶、过去的程先生都已经不在，不
再回来。这算不算一对苦命人？这是不是命苦的人生？长恨
啊，唯有长恨！

时隔多日，重续此篇，让人厌恶，也正应了长恨歌的后半部
分。专业评论家说王琦瑶死的唐突，我个人觉得程先生之死
亦是如此。薇薇的描写过多，阿二的结局也少了交代。贯穿
故事始终的唯有王琦瑶，唯有老上海。

长恨歌的读后感篇二

我似乎总是在写一些总结性的东西，例如：电影观后感、书
籍读后感、事件评论等等。难道我是一个喜欢说三道四的人?
呵呵，笑谈耳。



《长恨歌》，这本书读了将近一个月，但是从朋友处借来已
有半年之久。迟迟没有读起来，是因为这小说开头过于怪异，
似是白描的手法只讲上海的琐碎，没有丁点儿故事情节，直
到有时间耐着性子读下去才发觉它的与众不同、别具一格。

整个小说开始的几个小章节里，作者用尽绣花针般的笔法把
上海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琐碎来了个淋漓尽致的展示。这展
示还不是一般的展示，是用了电子显微镜来看的展示。如果
把上海比喻成一个女人，作者以这女人身上的一个毛孔为基
本出发点，向读者做一种让人感觉深入骨髓后再无法深入的
介绍。王安忆只是白描，光这白描就已经让人觉得势不可挡，
喘不过气。

渐渐的故事才在旧上海农堂里的诸多琐碎中蔓延开来。

《长》觉得是个悲剧，电影版的没看过，不知道是不是悲剧
的调调。上海的农堂里似乎就不了大快人心的爱情，凄迷哀
怨的味道挥之不散。《花样年华》就是例证。

《长》写的是爱情还是一个女人?似乎两者本是不可分离的，
写爱情离不开女人，写女人不写爱情也塑造不起来一个完整
的女人。王琦瑶的悲剧是由于过于依赖的爱情造成的。虽然
她看起来总是特别的独立，可这独立总是伴随着一个又一个
可依靠的爱情既男人的消失而诞生的。生活中的人也都是如
此，伴随一波又一波人的离开，自己的生活内容一茬接一茬
的改变。

王琦瑶凭借选美一举成名，而往后的生命轨迹也就由此确定，
可以说，选美是个转折点，没有这个转折点，以后的事情都
不会发生。这是一连串因果反应链的第一节，也是决定性的
一节。这样的转折点，在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都存在。也许
某一个选择就决定了将来要走怎样的路，遇到怎样的人，发
生怎样的事。其实，之后的遇见都事偶然，无论对方是谁，
彼此发生怎样的纠缠都只是在转折点之后，走上另一条路之



后必然发生的事情当中的一个偶然。彼此都是偶然，他是你
的偶然，你也是她的偶然。偶然碰在一起，都与之前某一个
决定性的选择有关。

虽然王安忆不是要讲偶然，但这偶然也是生活中的道理。

当王琦瑶明白很多生活的道理之时已是春光不再之时。然而
有些非比寻常经历的人都具有一些常人不及的智慧，她就是
凭这智慧在已经不再青春的年纪里青春了一两把。只是后来
的青春似乎更深沉、更沉重。

红颜薄命，虽然王琦瑶死时已经红颜不再，说薄命也有牵强，
但只因她死的太突然，太觉有普遍性所以还是要用了这个词
来形容。

有谁知道当时有多少个王琦瑶，又有多少个人如王琦瑶一样
死去呢。

王琦瑶就是一颗投入湖心的石子，开始的时候，人们为那旖
旎的涟漪欢呼呐喊，待到风平波息时，所有人转身离去，她
则石落水底。

王安回忆讲的是故事，能从故事里看到什么，只有看了才知
道。

作为一代文人，白居易可谓是一个成功者。他的现实主义的
笔，写出了多少个凄冷的场面，敲响了一次又一次警钟。他的
《长恨歌》，可谓是他一生的代表作。

诗以喜剧开头而转成悲剧，虽然作者的立意是“欲惩尤物”，
却成了一首爱情的颂歌。这首叙事诗的最成功处就是抒情，
相当复杂的情节只用精炼的几句就交代过去，而着力在情的
渲染，细致地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爱情的浓烈和贵妃死后双方
的思念之情.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
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
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
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
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
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
艺术构思。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
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日高起”、“不早
朝”、“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
象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
恨。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
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
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
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许多人说《长恨歌》有讽喻意味，
我想,这首诗的讽喻意味就在这里。那么，诗人又是如何表
现“长恨”的呢?马嵬坡杨贵妃之死一场，诗人刻画极其细腻，
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
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由于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
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随后，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
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但诗歌的故事情节并没有
停止在一个感情点上，而是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层层展示，
感应他的景物的不断变化，把时间和故事向前推移，用人物
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节的发展。唐玄宗奔蜀，是在死
别之后，内心十分酸楚愁惨;还都路上，旧地重经，又勾起了
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日思夜
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生死别经年，
魂魄不曾来入梦”。诗至此，已经把“长恨”之“恨”写得
十分动人心魄，故事到此结束似乎也可以。然而诗人笔锋一
折，别开境界，借助想象的彩翼，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仙
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使故事更加回环曲折，有
起伏，有波澜。这一转折，既出人意料，又尽在情理之中。
由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不断发生矛盾、碰撞，诗歌把人物
千回百转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也因此而显得更为宛
转动人。



这段时间闲来无事，有想着自己要进步，对自己家里的书没
有兴趣，自己也没有什么书可读。于是，就向同事找了借了
几本，真是书非借不能读的缘故，书还没有读完就想着写一
点读书的感受。

《长恨歌》是小说家王安忆先生写的。我以前似乎听说这个
人的名字，但是一点都不知道这个人是做什么呢?认识还是从
去年开始，确切的说应该说是知道。去年，也是在无聊的时
候，就在淘宝网上搜索有什么热销的书可看。发现王安忆还
挺热的，查了写的《王安忆小说讲演稿》非常畅销，就买了
一本回来拜读。每次阅读，都是中午休息的时候，由于是夏
天午休时间比较长，我这样的人又睡不着的，就只好在休息
室看书，断断续续的也看完了，只是没有多少想法，也懒的
去动手去记忆点什么，以至于现在的印象还是限于书名和书
里大概是讲些什么的了。

《长恨歌》我也是断断续续中阅读的，一个多星期了还没看
完。开始，我对书中讲些什么并不清楚，书上也没有内容简
介，开始就是目录，第一部，第二部的，每部里面都是若干
个词，象弄堂，流言，三小姐等之类的，中间用个圆点分开，
以示区别，没有表注页码。在开始也尽是描写上海弄堂的情
形和王琦瑶是千万个上海普通女孩中的一个，以至于我开始
看的时候不知道长篇小说，还以为是散文集呢?看到中间的时
候突然看到出现了章，也还以为书里弄错了，翻翻目录并没
有几章这样的说法，只有几第几部，当然后来就没有深究，
没心没肺的读了下去。

开始的情节也不怎么感人和扣人心弦，我也只是平淡的阅读
着。描述的老上海的情形，只觉得句子很短，读起来不费力
气，但是也算不上十分的流畅。给人的感觉是文字特别的细
腻，描述的事物有特别的贴切和真实，仿佛事物就在眼前，
文字也都是些稀松平常的文字，感觉经过作者的组合就变的
有意义起来，给人一舒服的感觉。



书中讲的是上海一个女孩子王琦瑶的故事，大概是从他读初
中这样的学校开始讲起，他是一个快乐、有点追求、有一点
不与众不同的女孩。他有个好朋友叫做吴佩真，两个人因为
某中关系而非常的要好，用书中的话将就是两个人都在对方
里看到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以至可以维护他们的关系十分的
平衡。有点象两只刺猬保持适当距离取暖一样的道理。就这
样，她们两个快乐的生活着、交往着。吴佩珍有个表哥在当
时的电影制片厂工作，说是个工作，其实就是一个打扫垃圾
的。但是，由于每次去吴佩珍都穿一件制服似衣服，有能吹
上几句，把工作说的如何的有趣和能见到明星等等，总是能
吸引少女的心思，赢得她们的好感。在若干次的邀请下，吴
佩珍去了一次摄影基地，但是并没有什么好感。但是，也算
是个不小的收获吧，于是，好朋友王琦瑶就在第二次与她一
起去了拍摄现场。并看到了一些拍摄的画面，但是并没有看
到明星，感觉有点失望。但是，王琦瑶的气质被导演看中了，
有点象当时的一个明星，导演就要了她的号码，说有机会可
以上她上镜。当然，，后来，导演就给她一次机会，但是，
表演的不是很令人满意，整个事情都这样搁置了先来。后来，
导演把王琦瑶推荐给了一个拍照片的朋友，那时候拍照片也
是个十分时尚、潮流、摩登的职业。王琦瑶还是比较出相的，
拍摄的照片被当时的一家杂志看中，选做了一期封面。于是，
王琦瑶就出名了，成了学校的名人。

长恨歌的读后感篇三

好一首凄凄切切的《长恨歌》!好一个凄怆悲凉的爱情故事!
好一代风流倜傥的一国之君!二人的爱情远已超过时间和空间
的限制，到达了常人无法到达的境界。

面对这唯美的爱情，怎能不令人发出“两情若是久长时，又
岂在朝朝暮暮”的感慨。“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
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
回看血泪相和流”在刀刃上广舒长袖，轻歌曼舞，泪光潋滟。



都羡一骑红尘妃子笑，谁怜一抔黄土掩风流。马嵬坡上那一
别，红颜薄命，帝王之道，何以为堪?!“归来池苑皆依旧，
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睹
物思人，物是人非的人间悲剧，该是怎样的一种心痛!“回头
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
寄将去。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但教心似金钢
坚，天上人间会相见。”又包含了怎样的.不舍与无奈。“在
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
绵无绝期。”从古至今，撩动了多少文人墨客、边塞将领、
帝王将相、大家闺秀内心的伤与痛!虽无磅礴的气势，却着实
语出惊人。不愧为千古名句!华夏雄风在滚滚东去的黄河长江
中，酝酿着扯天阔地，包罗万象的诗情画意。边塞军士与门
前闺人执着的守望，高堂明镜额前已为风所缭乱的白发都化
作滴滴泪水，却如潮流奔涌狂号，在历史与王朝的堤岸刻下
了斑斑刀痕。

《长恨歌》的确已成成为唐玄宗与杨贵妃的长恨，也终究代
表了世间凡人的长恨。问苍茫大地，谁主浮沉?“天若有情天
亦老，月若无恨越长圆。”一代君王终不能挽留这段唯美的
爱情，岂不是人间的悲哀!!

《长恨歌》以“情”为中心的主旋律始终回旋激荡于全诗之
中，李、杨之间缠绵悱恻、难舍难分的感情渲染，生离死别
的悲痛、绵绵长恨的情思、宛转动人的传说、虚无缘渺的仙
境完全将读者带进一个透明的纯情世界，它没有尘世间的喧
嚣与龌龊，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淀着历代读者
的理想，一种对真情向往的共鸣使这首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

长恨歌的读后感篇四

看完电视剧《长恨歌》真是欲罢不能，同事极力推荐我其书
更好看，于是我就成了王安忆的《长恨歌》的忠实读者。

原来小说也可以写成这样。散文一样的笔法，处处带着作者



的成见，一篇篇的相对独立的主题，连缀到一起，成了一部
小说。时间跨度是一个人的一生，三重的时代，半个多世纪
的回望。人物也是相对独立的成篇，随着女主人公王王琦遥
的人生经历，渐渐的展现出来。立足地是上海，仿佛一个上
海的繁华的旧梦。

处处看到了张爱玲的影子。流言、传奇还有旧式的繁华而落
寂的生活。每一处的景色都写的带着上海的特色，每一处的
繁华都是一场最终要收尾的梦。

无论为何这样叫法，我还是时时看到惊奇的语句，一丝小小
的针刺，触动神经最深的角落，有所思却不知为何而叹。

整站读完，我发现了一个不完满的人生。或许，因为书中所
有的人都没有一个完满的人生，所以应该长恨罢。不论是这
个当年的选美的上海小姐，做了芯子的人生，只是一个有权
有势的李主任的情人，付出一生的等候的女主人小姐，还是
那个与她曾经相识相遇并爱她一生而不得的程生生；还是那
个处处都是有着面子的却独独没有情爱的严家师母；还有她
的青春的女友的安排。全部都是不完满的人生。

面子的人生与芯子的人生，你要哪一样？恩与义，情与爱，
你要哪一样？结发夫妻多是恩与义，却最少情与爱，可以举
案齐眉、百头到老，却也会是路是路，桥是桥。妻子当然还
是放在家中的，是为了面子的考虑。情爱也还是要的，如果
不是因为中国社会的解放，一九四九年的成立，小老婆肯定
也会是合法的。

命运总是不由着自己主张的。弱小者，如小姐之流，以一生
的等候来成全人生。对于一切的命运，只是坚忍的自卫，别
无它法。曾经繁华一梦，以为终身有靠，原来最后可以安身
立命的只是李主任死前留给她的几块金条。她守着那几块金
条，守到了老，没想到最后却为它送了命。强者，如李主任
之流，有权有势，呼风唤雨，名利场中刀山火海，欺瞒压诈，



睡不踏实，人生匆忙。是大千世界主张着别人的命运的人，
也主小姐的命运，结果还是更大的看不到的命运之手，主张
着他的命运。书中安排飞机出事，他入土为安了。他的命运
原来也不是他自己的主张。留下的小姐在风雨人生中漫度着
时光。

命运也许根本就是命运，是谁也不能主张的。繁华后面原来
是更大的落寂，人事之间的安排也不总是恰到好处的，总是
错着位，从开始就错起，一直就只得这样错下去，错到后面
成了长恨了。

我不知道我读懂这本书没有，只是惊奇其中的一些句子，还
有整站书读完的怅然。写的是上海，也现的是上海，所以还
是有着生活的气息，虽然作者写得很繁华，但是其实读到后
面我只在为着书中的人物着急了。这件事，这样安排应该多
么好啊，那件事，为何这样发展。

渐渐地明白了长恨歌的意思。因为人生本就是这样，并不是
我想象，也不是你想象，它不是你安排，也不是我安排，所
以，只会是错着走，难道不是长恨吗？好象除了叹气，就只
得长恨了。

长恨歌的读后感篇五

有时候想，自己有的地方和王琦瑶竟有几分相似，当然，王
琦瑶的美是无法比拟的。她的美，是艳丽的，也是素净的。
而她的一生，对于身边的人来说，本身就是一部老电影，那
种旧上海时期带着绮丽色彩的旧电影，每一个黑白的截图都
是怀旧的味道。

旧上海日日笙歌的百乐门，夜夜的狂欢会，繁复而昂贵的旗
袍，“叮叮”作响的老电车，还有数不清的鲜花珠宝它们堆
砌了一个物质的`旧上海，还有，一个女人的一生。



最难忘的是她与程先生之间的纠结。王琦瑶一生遇到的那些
男人，都是好男人，他们在这个女人的一生中演绎着爱情的
对白。而唯独程先生，他是男主角。虽然在这部电影的一半
他的生命就嘎然而止，可最让人无法释怀的，也只有他了。

他的温柔，他的怯懦，他的无奈，他的小小的欢喜，都让我
感动。说到底，他的情感却是最干净的，不带一点杂质的。
他对王琦瑶的爱，是激烈的，也是缓慢的，有时像个天真的
孩子，得到一个糖便欢喜的不得的样子，而有时候，却淡泊
的如垂暮的老头儿，看透世间百态般的黯然。

程先生的一生从遇到王琦瑶开始就偏离了原来的轨道，他爱
这个女人，无欲无求的付出，却迟钝的不知，身后还有另外
一个女人以同样的情感来对他，只是，他们的方式却不同。
对她，他是叹息的，愧疚的，更是无奈的，因她对他的这份
爱，而使得他对王琦瑶的爱变得坎坷了。

……

四十年有多么的漫长，可以让王琦瑶从一个纯真的少女变成
一个孩子的母亲，可以让程先生独自白了头发。再次的相遇
是尴尬的，也是自然的，就像当初的分别一样，仿佛命中注
定了，她会在这个时间，这个地方，与他相遇。她转身，他
抬头，一切就那么自然。她的美依旧，更添了妩媚的味道，
她还是唤他“程先生”，一字一句说不清哀婉韵味，他亦感
慨不语。

最终程先生以自杀的方式离开了王琦瑶的生活，这个结局出
乎我的意料之外，似乎又在情理之中。他就这样仓皇的离开
了她的生活。他是铁了心要让她记一辈子的，只是，他不知，
在王琦瑶的一生中，却有无数个“程先生|”。



长恨歌的读后感篇六

看完小说，我还是没能明白，这部小说为何要叫《长恨歌》。
因为它不过写了一个人的一生罢了，不过展现了上海的三个
时代罢了，它为何要叫《长恨歌》。

无论为何这样叫法，我还是时时看到惊奇的语句，一丝小小
的针刺，触动神经最深的角落，有所思却不知为何而叹。

整站读完，我发现了一个不完满的人生。或许，因为书中所
有的人都没有一个完满的人生，所以应该长恨罢。不论是这
个当年的选美的上海小姐，做了芯子的人生，只是一个有权
有势的李主任的情人，付出一生的等候的女主人公王小姐，
还是那个与她曾经相识相遇并爱她一生而不得的程生生；还
是那个处处都是有着面子的却独独没有情爱的严家师母；还
有她的青春的女友的安排。全部都是不完满的人生。

面子的人生与芯子的人生，你要哪一样？恩与义，情与爱，
你要哪一样？结发夫妻多是恩与义，却最少情与爱，可以举
案齐眉、百头到老，却也会是路是路，桥是桥。妻子当然还
是放在家中的，是为了面子的考虑。情爱也还是要的，如果
不是因为中国社会的解放，一九四九年的成立，小老婆肯定
也会是合法的。

命运总是不由着自己主张的。弱小者，如王小姐之流，以一
生的等候来成全人生。对于一切的命运，只是坚忍的自卫，
别无它法。曾经繁华一梦，以为终身有靠，原来最后可以安
身立命的只是李主任死前留给她的几块金条。她守着那几块
金条，守到了老，没想到最后却为它送了命。强者，如李主
任之流，有权有势，呼风唤雨，名利场中刀山火海，欺瞒压
诈，睡不踏实，人生匆忙。是大千世界主张着别人的命运的
人，也主张了王小姐的命运，结果还是更大的看不到的命运
之手，主张着他的命运。书中安排飞机出事，他入土为安了。
他的命运原来也不是他自己的主张。留下的王小姐在风雨人



生中漫度着时光。

命运也许根本就是命运，是谁也不能主张的。繁华后面原来
是更大的落寂，人事之间的安排也不总是恰到好处的，总是
错着位，从开始就错起，一直就只得这样错下去，错到后面
成了长恨了。

我不知道我读懂这本书没有，只是惊奇其中的一些句子，还
有整站书读完的怅然。写的是上海，也现的是上海，所以还
是有着生活的气息，虽然作者写得很繁华，但是其实读到后
面我只在为着书中的人物着急了。这件事，这样安排应该多
么好啊，那件事，为何这样发展。

渐渐地明白了长恨歌的意思。因为人生本就是这样，并不是
我想象，也不是你想象，它不是你安排，也不是我安排，所
以，只会是错着走，难道不是长恨吗？好象除了叹气，就只
得长恨了。

长恨歌的读后感篇七

《长恨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长篇叙事诗，此诗虽没
有中国四大名著那般名扬中外，却也是享誉古今的不朽之作。
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故事千百年来被人们广为流传，
唐玄宗荒淫误国的教训也劝诫后人要引以为戒。作为一首千
古绝唱的叙事诗，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婉转动人，缠绵悱
恻的故事情节感染和吸引着千百年来的读者，更是对后世诸
多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长恨歌的读后感篇八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开头一句很巧妙的
引出了这段令人赞叹又令人遗憾的历史。“杨家有女初长成，



养在深闺人未识”这句平淡的话引出了杨玉环这个看似普通
大家闺秀的女子。“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鲜
明的表现出杨玉环脱俗的魅力，她的一举一动是那样的动人，
使所有宫中的妃子都为之黯然失色，同时也为后面的隐患埋
下了一个不可忽略的伏笔。“春宵，不早朝，侍宴，春游”，
无一不表现出作者的痛惜，由于唐明皇过度的宠爱玉环，导
致国政荒废，宫里宫外莺歌燕舞，百官整日只知寻欢作乐，
也为唐朝的衰败埋下了导火索。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出乎人意料之外却
又在情理之中的事终于发生了——安史之乱。各地烽烟四起，
百姓流离失所。衰败的唐朝，在这次战争中练练败退，六军
被迫停留在马嵬坡，面对唐明皇和杨贵妃，将士的激动之情
是难以容忍的。在军谏之下，唐明皇悲伤的望着那位曾经深
爱的女子。“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看着玉
环被军士推出去的时候，他心中是如此的无奈却又焦急。可
看着军士激动的情绪，自己没有能力去抚慰。看着自己破碎
的山河，自己却没有能力挽回。他只能仰望着天空，默许了
军士，然后独自一人默默地流泪。

终于，安史之乱结束了，宫中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景色依然
是不变的景色，可是赏景的人却已离去，“行宫见月伤心色，
夜雨闻铃肠断声”。我们读出了唐明皇心中那股难以言喻的
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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