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饮酒阅读感受 陶渊明饮酒的读后感(优
秀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我给大家整
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饮酒阅读感受篇一

读完陶渊明的《饮酒》后，我似乎有所明白他的“悠然”，
读懂了些“他所谓的真意”。

陶渊明到底为何要归隐田园呢？有人说这是无奈，当时的黑
暗到极点，入仕做官本是他的根本目标，但几次入仕失败后，
他选择了逃避；更有人说这是他执着这追求人生价值的表现，
因为他无法忍受官场的黑暗，选择了做“本我”，是高尚理
想。

曾有多少骚客名家扬弃鄙视官场，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思
想与人格，但在我看来他的行为有死好笑。何哉？因为他就
是无法忍受官场的黑暗和对人性的摧残，而逃之夭夭雨田园
之中，这是消极的表现。他可知：他的才华可谓百年不遇，
倒是的百姓、社会需要他这样淡泊名利的人，可他却选择避
世，不敢直视与黑暗，不干与恶、险作斗争。试想，他若勇
敢的像海燕搏击风浪那样的与黑暗作着永不停息的斗争，发
动革命，唤醒人们的心灵。那东晋不也是历史的一大顶峰吗？
若陶渊明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胸襟；有海燕的“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写吧！”的勇敢坚
定；由欧阳修的“乐其乐，醉能同其乐”的与民同乐，那一
切就都会改变。



现代的我们应如何？我通过读《读酒》才真正懂得什么
叫“真意”！不是陶渊明的返璞归真，远离世俗，贴近自然，
完全不问世事，而是以天下为己任，以百姓为己任。我忽然
有了莫名的冲动——长大以后当官，进入尔虞我诈的工作岗
位，下基层，为百姓分忧解难，推动农村又好又快的发展，能
“乐其乐”也是一大幸事。

现在有多少人选择当警察，打黑灭黑，与险恶和阻遏社会的
坏人作斗争，有的则选择投身科学创造中去，造福百姓，推
动社会发展。无数的人放弃了灯红酒绿的生活，放弃了隐逸
田园的生活，为了同一个目标——人类的奋发，而奋斗！

饮酒阅读感受篇二

这是东晋诗人陶渊明辞去彭泽令、决心隐居后所作。《饮酒》
组诗共二十二首，此为第三首。前有小序，说明全是醉后的
作品，不是一时所写，并无内在联系，兴至挥毫，独立成篇。

诗人通过描写农村的美好风光，展现自己闲适的生活和超脱
的心境。他开头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把自己的
房子建筑在人世间，可是听不到车马的喧闹，那么“在人
境”一定会有“车马喧”，为什么没有“车马喧”呢？他自
己自问，说“问君何能尔”，就是我问你是什么原因能够达
到这样的地步呢？下面他答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这是陶渊明非常有名的咏菊的诗歌，“采菊东篱下”是一俯，
“悠然见南山”是一仰，在“采菊东篱下”这不经意之间抬
起头来看南山，那秀丽的南山就是庐山，他家乡的庐山，一
下就扑进了他的眼帘。所以这个“见”字用得非常好，苏东
坡曾经说：如果把这个“见”南山改成“望”南山，则一片
神气都索然矣。下面他就说“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就是说山里面自然的景观早晨和晚上都非常好，在傍晚时分
飞鸟呼朋唤侣结伴而归，大自然是在这个很自然的气氛中飞
鸟就回到鸟巢中去了。然后从这样一种非常自然的、非常率
真的意境中，陶渊明感受到人生的某一种境地。但是这样一



种非常微妙的境地，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只可意会不可
言传，所以“欲辩已忘言”了。

这首诗歌是非常好的一首诗歌。特别是“问君何能尔，心远
地自偏”，对我们今天也不无启发，就是我们今天生活在一
个非常现代化的、非常喧闹的这样一个社会当中，我们已经
不可能像陶渊明时代那样隐居到山林里面去。我们在这个非
常热闹的现实当中，只要我们每个人他的心远离了一些名利、
一些物质的追求、远离了一些世俗的官场，那么我们住的地
方也会变得偏僻起来，我们的心情也会变得宁静起来。我们
也会克服一些浮躁的情绪，这样使自己变得非常的宁静，这
个对于我们自己人生的修养，对于我们社会的安宁都是很有
好处的。

诗人陶渊明的田园诗歌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一笔非常宝贵的
财富。我们说唐代有很多田园诗人，比如说王维、孟浩然，
宋代有些田园诗人，像范成大、杨万里。唐宋这么多的田园
诗人应该说他们所创作的田园诗都是在陶渊明田园诗的浓荫
笼盖之下，可以说是没有超过陶渊明的田园诗的。

诗人陶渊明生在公元365年去世在427年。一生可以分为三个
时期：29岁以前主要是读书的时期，从29岁到41岁他是一会
儿出来做官、一会儿又要归隐，是仕隐反复的时期。他在彭
泽当县令时有一次上级来检查工作，他的这些下级的书吏们
就说，你赶紧把衣服穿好了帽子戴好了再去迎接吧。他喟然
长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于是就挂冠而
去。这种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正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
的傲骨，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像李白，他
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种精神是非
常可贵的。那么他挂冠归隐以后就隐居到田园中去，他的晚
年是在田园中度过的。他跟乡亲们的关系非常好，自己有酒
的时候就让隔壁邻居的老人们一起来喝酒，他自己没酒喝的
时候就去敲人家的门说你家有没有酒，所以这个是非常率真
的。而且他还亲自参加体力劳动，他有首诗歌写“种豆南山



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
个“愿”一般人理解为回归自然之愿，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个
以外还可以有一种解释，那就是这个愿望就是丰收的愿望。
我认为只要能够丰收，那么衣服打湿了没有什么关系，这样
理解可能更接近于普通的老百姓，而且这一点也不影响陶渊
明形象的伟大。陶渊明性格方面是非常率真的，他自己
说“少无适俗运，性本爱丘山。”他很喜欢自然、很喜欢率
真，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这个人不会弹琴，可是他自
己家里老是放着一把无弦琴，就是没有琴弦的那个琴，高兴
起来的时候就把琴拿着拨喇拨喇，没有琴弦肯定没有声音的，
没有声音不要这个声音。“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音。”就
是说只要有琴动的意趣就不需要有子弦的声音，这是非常有
趣的。他的一生最喜欢的一个是美酒，一个是菊花，这两点
都非常突出，这两点在《饮酒》其五中都有生动的体现。

饮酒阅读感受篇三

陶渊明诗集中共有饮酒诗60余首，《陶渊明集序》中，萧统
第一次提示了陶渊明饮酒诗的内涵，“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
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以其独特的审美
视角解释了陶渊明饮酒诗的深意。古人云：杯中之物堪以乐，
一饮魂销万古愁。综观陶渊明饮酒诗，亦可领略到诗人纯真
而又质朴的个中乐趣。

其一，载酒去尘网——“素位之乐”。

陶渊明一生追求“真”、“朴”、“淳”、“自然”，主张
回归率性而为的“自然之乡”，憎恶曲意逢迎的官场生活。
早年虽有过鸿鹄之志，但都在黑暗浑浊的社会大氛围中磨平
了棱角。出于生计考虑虽多次为官，但诗人并不快乐，并慨
叹自己的为官生涯是“误落尘网中”。可见，诗人对无拘无
束的自由生活的向往之情何其急切！



晋元兴二年癸卯（四o三），诗人因母亲去世，居忧在家，作
《和郭主簿》二首，第一首中有“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
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四句，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
卷三评曰：“此陶公自述其素位之乐，其不以贫贱而慕於外，
不以富贵而动於中，岂矫情哉？”今岁“园蔬有余滋，旧谷
犹储今”，消阴中夏，南风拂裳，闲游“六艺”，“弱子”
咿呀学语，嬉戏一旁，高兴之余载酒挥觞，尽享人伦之乐，
自是趣味横生。此时陶渊明深切感受到脱离“心为形役”的
畅快，便欣然写道：“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

其二，有酒且为乐——“乐天之学”。

陶渊明归田之后的诗《和刘柴桑》中有“谷风转凄薄，春醪
解饥劬。弱女虽非男，慰情良胜无”四句，吴瞻泰《陶诗汇
注》卷二评曰：“此诗是靖节乐天之学。”躬耕田野，东风已
“凄薄”，薄酒一杯可以解除疲劳，虽说浊酒不如佳酿，但
用以调节情趣却是有胜过无的，既有之则安之，正是诗
人“乐天知命”人生观的体现。

又如《游斜川》中“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
明月非所求”，正如诗人所说的“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
如”，无须太顾虑百年之后的景况，“有酒且为乐”，便是
人生快事。再如《杂诗》其四中的“一觞虽独进，杯尽须自
倾”，《饮酒》其九中的“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等均
是诗人知命而乐天的精神体现。

其三，斗酒聚比邻——“惜时达乐”。

陶渊明并没有象当时的一些“隐士”一样，啸聚山林，远离
人烟，而是“结庐在人境”，在“与人聚”的自然生存状态
中挥洒性情，亦是别有一番乐趣。

《归园田居》其五中有“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
中暗，荆薪化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几句，邱嘉穗



《东山草堂陶诗》卷三评曰：“前者（其四）悲死者，此首
念生者，以死者不复还，而生者可共乐也。故耕种而还，濯
足才罢，即以斗酒只鸡，招客为长夜饮也。”诗人开荒南野，
免不了稼穑扶犁，与农民一样辛勤耕耘。劳作之后与邻居相
聚饮酒，酒酣之时，慨叹光阴易逝，欢乐太短，于是众人通
宵欢饮，把酒达旦。正如孙人龙辑《陶公诗评注初学读本》
卷一所言：“（此）田家真景，令人悠然。”又如《杂诗》
其一“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中所体现出来也正是这
种“惜时达乐”的人生态度。

其四，衔觞图共饮——“好德乐道”。

陶渊明不同于老子“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思想，他认
为人的性灵相知在于沟通，在于心与心的交换，而不是将真
情藏于冷峻，一味地去追求超脱尘世，这是典型的田园君子的
“好德乐道”思想。

《答庞参军》中有“我有旨酒，与汝乐之”、“送尔于路，
衔觞无欣”、“岂忘宴宾”的句子，孙人龙辑《陶公诗评注
初学读本》卷一评曰：“（此篇）高雅脱俗，喻意深阔，交
情笃挚，妙能写出。”这一首诗中的酒反映了诗人的心理渐
进过程，将诗人“好德乐道”的思想尽情展现出来。其一、
二分别写“我之所好”及“以求同好”；其三则写“同好”
之人既来，何不以酒招待，以求同乐。主客因旨趣相投，才有
“一日不见，如何不思”的真挚情感；其四则是分别之酒。
世上知音本来就少，而今匆匆聚首，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尽，
就要分别，“同德”的朋友不知何日再闻消息；其五则为担
忧之酒，魏晋社会动荡，“王事靡宁”，庞参军奉刘义隆大
王之命，“作使上京”，此去前程未卜，一杯薄酒表深情。
整首诗充满了对友人的关切之情，读之感人，味之泪下！

陶渊明饮酒诗风韵独具，但得“乐道”如何不饮？读陶渊明
的诗如品酒，诗外有酒气，诗内怡性情。



饮酒阅读感受篇四

陶渊明的《饮酒》组诗共有20首，这组诗并不是酒后遣兴之
作，而是诗人借酒为题，写出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田园生活的
喜爱，是为了在当时十分险恶的环境下借醉酒来逃避迫害。
他在《饮酒》第二十首中写道“但恨多谬误，君当恕罪人”，
可见其用心的良苦。这里选的是其中的第五首。这首诗以情
为主，融情入景，写出了诗人归隐田园后生活悠闲自得的心
境。

这首诗的意境可分两层，前四句为一层，写诗人摆脱尘俗烦
扰后的感受，表现了诗人鄙弃官场，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
思想感情。后六句为一层，写南山的美好晚景和诗人从中获
得的无限乐趣。表现了诗人热爱田园生活的真情和高洁人格。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写诗人虽然居住在污浊的人
世间，却不受尘俗的烦扰。“车马喧”，正是官场上你争我
夺、互相倾轧、奔走钻营的各种丑态的写照。但是，陶渊
明“结庐的人境”，并不是十分偏僻的地方，怎么会听不到
车马的喧闹呢？诗人好像领会了读者的心理，所以用了一个
设问句“问君何能尔”，然后自己回答“心远地自偏”。只
要思想上远离了那些达官贵人们的车马喧嚣，其他方面也自
然地与他们没有纠缠了。这四句，包含着精辟的人生哲理，
它告诉我们，人的精神世界，是可以自我净化的，在一定的
条件下，只要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就可以改变客观环境
对自己的影响，到处都可以找到生活的乐趣。“心远”一词，
反映了诗人超尘脱俗，毫无名利之念的精神世界。

是万物运转、各得其所的自然法则吗？是对远古纯朴自足的
理想社会的向往吗？是任其自然的人生哲理吗？是直率真挚
的品格吗？诗人都没有明确地表示，只是含蓄地提出问题，
让读者去思考，而他则“欲辨己忘言”。如果结合前面“结
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来理解，“真意”我们可以理解为
人生的真正意义，那就是人生不应该汲汲于名利，不应该被



官场的龌龊玷污了自己自然的天性，而应该回到自然中去，
去欣赏大自然的无限清新和生机勃勃！当然，这个“真意”
的内涵很大，作者没有全部说出来，也无须说出来，这两句
哲理性的小结给读者以言已尽而意无穷的想象余地，令人回
味无穷。

全诗以平易朴素的语言写景抒情叙理，形式和内容达到高度
的统一，无论是写南山傍晚美景，还是或抒归隐的悠然自得
之情，或叙田居的`怡然之乐，或道人生之真意，都既富于情
趣，又饶有理趣。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
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那样景、情、理交融于一体的名句
不用说，就是“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此中有真意，
欲群已忘言”这样的句子，虽出语平淡，朴素自然，却也寄
情深长，托意高远，蕴理隽永，耐人咀嚼，有无穷的理趣和
情趣。

饮酒阅读感受篇五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以忘言。

一直以来都很喜欢陶渊明的这首诗，喜欢的是他字里行间透
出的那种超然洒脱，还有他平静详和的心态。那份属于心灵
的安宁，那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每每读来都
让我心醉不已，羡慕不已。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何其轻
松与惬意。反复品读才真正的读懂了诗人想告诉我们的深意：
真正的安静不在于环境的喧闹或宁静，重要的是你自己内心
的安宁。



陶渊明出生在连年兵乱的东晋，身边虽有不少士大夫、官员
汲汲名利，而他不屑与之为伍，不为五斗米折腰，过着隐逸
俭朴的田园生活，虽然，生活里也曾有断粮无炊的苦境，却
让他在这样的生活里感受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意
境，短短的一句心远地自偏刻画出的是诗人何等宽广的胸怀
和何其超然的心态。好个耐人寻味的心远地自偏，远离开争
名夺利的世俗你将拥有轻松；远离开纷纷扰扰的喧哗你会得
到快乐；远离开纠缠难了的爱与失意你才能懂得幸福；远离
开挣扎徘徊的迷茫你才会明白珍惜。

熙熙攘攘的尘世，人们重复演绎着一个个不可思议的故事，
于是，月明风清的夜晚里流动的是浮躁，心静如水的背后隐
藏着的是那无数的无奈，而我们在疲惫的跋涉里还是渴望着
属于自己心灵的安祥属于生命的宁静。

我们需要一颗平静的心，一种平淡的心态：即使身处何种窘
境，也一样的从容淡然处之。这是一种境界，是人们在这沸
沸扬扬的世间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心远地自偏的超然。生
活的忙碌奔波中，一路走来，物资富有了，可人们的精神灵
魂归属何处，一种来自于灵魂深处的孤独会时时缠绕着我们
的心，让我们疲惫。而这内心的不平静里，又有着太多太多
的无奈和伤感！你是否意识到心灵那样的需要一种平静，你
是否也在苦苦探询心远地自偏的真谛。

问自己是否心静如水？问自己是否能感受心灵的宁静？其实，
我眼里的宁静也不过如此：对待生活的曲折，多些热爱少些
痛苦；面对别人的误解，多些宽容少些仇视；回顾爱情的经
历，多点感恩少些怨恨；总结生命的得失，多一份平静少一
份不平。如此的生活，即使再多的不如意，也不会失去自我
心灵的那份安宁与洒脱。

笑看风云，顺其自然，享受生活，品味幸福，活着就是一种
幸福的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