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左传的读后感 左传个人读后
感(优秀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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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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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传的读后感篇一

以五代十国为界，中国古代史正好可以看成对称的两个阶段，
前一个更工整，后一个稍牵强。从周至唐，都是先有一个长
达几百年的纷乱之世迸发出绚烂的思想，并由之引发制度思
考，之后一个制度创新的朝代架构出社会发展的基本雏形，
继而雄汉盛唐。而宋元明清四代，都是先一个汉族政权将自
身在经济、对外领域所能达到的成就发挥至极致时陡现疲软，
外族政权蛮横地破立，延续帝制国家的命数。之后的晚清、
民国时期，恰似又一个春秋战国，细品下来，不知这是轮回
抑或必然。

如果说，从晚清至新中国建立，定义了今天中国的制度概念，
那么自周公制礼而一脉相承至春秋时代的礼乐制度则定义了
中国人的概念，甚至定义了从内心价值参考到行为衡量准则
的一系列标准，有些虽然随着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的转变而
逐渐被剥落，但仍有部分价值取向如数学定理般严苛而真实
地在生活中体现。中国人对部分礼仪矫情式的执着从春秋就
开始，外交场合对话都是用诗经断章取义，因此也难怪楚国
君臣在最初的几次出场中，都透着一幅初进大观园的感觉。

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没有宗教，是因为中国人在上古时代就
将对自身理性的思考发挥至极致，需要由宗教树立的超我形
象由深刻的自身内省所代替。但如果这种内省太过偏执，就
会产生如申生、介子推那样被自身道德追求绑架，直至自我



肯定到只有死路一条。直白地说，文明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而一个定义了我们思考与行为的时代，正是这种生活方式的
源头。酒自古就是拿来说事的最好手段，无论是正式场合还
是日常交往。春秋宴饮，其中一个环节叫做“无算爵”，顾
名思义就是敞开喝，但喝酒并不是都无节制，齐桓公在招待
田氏高祖陈敬仲时，二人喝得特别投缘，齐桓公主动要求晚
上点上火把，接着来下半场，陈敬仲以来之前对晚上喝酒没
算卦委婉推辞。

读了《左传》后发现，非但日常生活和理性思考，就连国际
关系都是深植在中国人血液中，现今国际社会中的诸多问题，
在春秋时代都能找到表征。在此单举二例，晋文公践土之盟
前后的一次君臣对话中，晋国大夫就明确提出，作为霸主就
应当成为其所代表的“国际秩序”的倡导者与维护者，应当
积极地推行正当的政治制度，而干涉他国内政当然是实现这
种目的的必要手段，晋国讨伐齐国时，提出的议和条件就是
将齐国国内的田垄由南北向改为东西向，以方便日后行军。
春秋时的大国可以如此霸道地宣扬自身的价值体系，而小国
则由于地缘因素等方面的限制，只能成为大国割据的战场。
晋国夷之蒐前后的政局大幅动荡，上卿级别的官员变动频繁，
楚国利用这一时机频繁北上，晋国国内局势稍显稳定便立刻
召集同盟国家开会，通过攻打双方势力交界处的陈、郑二国
打压楚国崛起。最终，郑国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逐年与晋、
楚两国讲和，这种外交政策的频繁转向连郑国当权者都找不
到合理应对的方法。在一次面临楚国进攻时，无奈到进行占
卜，神灵的指示是全体当权者到太庙去哭并将战车充塞街道，
以示誓死捍卫国家的决心。

《左传》不是一读了之的碎片阅读材料，不是谈资的来源，
它于我们是对政治的初窥，是对文化的理解，是对人性的发
掘。最近为“一带一路”会议造势，有媒体采访余秋雨、葛
剑雄等学者，有人说春秋时代虽然产生了伟大的思想，但这
种思想不足以让我们走出丝绸之路，只有汉唐那种宏伟和包
容才能容纳如此的梦想。但这思想从不是那般无力，有人问



孔子“以德报怨，可乎”，作为“身长九尺，人称长人”的
孔子可能觉得这是个坑，老头直接就怼回去，“以德报怨，
何以报德；以德报德，以直报怨”。所以，正是这个仿佛纷
乱搅扰的时代构筑了汉唐最基础的精神世界，也正是这种看
似淡薄绵软的'黄老、儒法造就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左传的读后感篇二

《春》主要描写的是淑英抗婚的故事以及与之相对的惠的悲
剧事件。《春》不是表现为对美好婚姻的追求以及这一追求
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矛盾，而是表现为不合理的，丑陋的婚
姻制度对于妇女的摧残和对封建专制的婚姻制度的控诉和批
评。淑英和惠一样，要和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男人结婚，这之
间更是没有甚么感情基础和相互理解为基础的。可以说这种
婚姻就是一次安排，一种结合，并且是被动的，注定失败的，
带给双方都无限痛苦的结合。但是淑英最后对于这种婚姻制
度进行了反抗，她逃出了那个家庭的束缚。然后，小说却让
惠死去了。事实上，巴金之所以这样将截然不同的命运赋予
了她们，其实也是一种反衬，一种对比。更加鲜明地突出了
惠，以及更多这样的女子的悲惨命运的结局以及被封建制度
所迫害的心灵。惠的死亡就是一声再嘹亮不过的呐喊。然而，
巴金仍然让我看见了希望。那就是淑英。她的挣扎，她的重
生，她的反抗，她的声音无不展现了无限的战斗的信心。

看完《春》之后，我总是感慨很多，我觉得我们生活在当今
这个时代，和这个崇尚自主婚姻，自主意志的社会中是相当
幸运的。我们，可以在平等的氛围中求学，可以在自己喜欢
的学术领域中汲取知识，大展宏图。并且，也能够在恋爱和
婚姻中选择自由，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承担应当的责任。
但是，读完《春》之后，我才领悟的更深，这些许的快乐，
可以说都埋葬了很多不幸的人生。那是许多泪水和血水所交
融的日日夜夜。

虽然我不能更真切的感受到《春》中淑英的那种挣扎，也不



能很深刻的体味这中间的辛酸，痛楚，无奈，甚至是悲哀。
但是，我却被她们的愤怒和面对愤怒的姿态所触动。

春读后感800字2

《春》是巴金的小说三步曲中继《家》之后，《秋》之前的
中部小说，它介绍的是：在一个旧社会封建体制下生活的大
家庭里，一个少女如何背叛婚姻、家庭，获得了人身自由的
故事。

这是一本表面看起来轻松、喜悦，脱离当代现实社会思想禁
锢的故事，但实际上，当你在读故事的每一个情节时，心里
却总是伤感、郁闷、愤怒的。

特别是当你看到高家四小姐和二小姐的那股软弱劲儿，真想
走进去，一把掐死她们，然后再扔到粪坑里。或许只有看到
三小姐的大胆、活泼、天真，琴小姐的善良、好学、乐观时，
紧蹙的双眉才会稍稍展开一些。

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老妈告诉我，小姑年轻时剪了一个齐肩
的短发，而被隔壁老太太骂男不男，女不女的闲话，算来，
小姑至今也有40多岁了吧。

我很庆幸自己没有生在那个女人必须遵守三从四德、包了小
脚便有炫耀资本的封建年代，从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
活条件，让我们这一代人被父母纵容得少了很多对生活的辛
酸体会。偶尔听老人们或者cctv科教频道里的“探索。发
现”讲着他们那一代人的生活历程时，是多么让人值得敬佩
啊!

后话：巴金的小说嵌入了很多四川方言语的成份，比如“揩
汗水”(擦汗)、“冲壳子”(吹牛)、“太晏了”(太
晚)、“惯使人”(纵容)、“好丧得”(丢人)等等，使人在文
字的阅读上特别轻松和诙谐。但是，这里面偶尔也会出来一



些通假字，让人琢磨半天。当然纵使再好的作家，也不可能
做到百分百的完美。

春读后感800字3

巴金的文章能够勾起许多儿时的记忆，老师对他的文章评价
还是很高的。不可否认的是，他在中国的文坛上也算是一个
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吧!我自己也没有读过很多他的文章，《春》
是第一部。

可是读完之后似乎没有之前所想象的那样好。虽然还是有一
些感悟的，但是我想作为一个在中国文坛上具有较深影响力
的人来说，只是带给我这样轻微的感悟是远远不够的。不过，
也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我自己的期望有些太过于夸张，
毕竟生活中总是存在期望越多失望也越多的现象。还是说说
我对于文章的一些领会吧!

对于一篇好的文章来说，里面自然是要必备一个个反面的角
色的，这些反面人物的职责并不只是单纯地扮演一个阻挠和
破坏的作用，关键时刻，恰恰只有他们的出现才能推动整个
故事情节的发展，才能将文章中所孕育了很久的矛盾推向一
个真正的高潮，促进它的发生。这样下来，文章才会显得很
有张力，松弛有度。但我觉得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文章当中
所孕育的矛盾或是设置的伏笔应切忌拖太久的时间。甚至是
在读者已经很明显的知晓这个矛盾了仍然不将它激发，这样
约莫会失去很多的读者吧!其实这便是我在读《春》时的一个
感受，个人认为这是巴金这部小说的一个弊端。小说中主人
公淑英的命运无疑是每个读者最关注的事情，而其中那些具
有新思想的进步青年和封建传统大家族之间的矛盾是从一开
始就已经设定了的，可是在整部小说中，这个矛盾一直是悬
而未决，当然在这中间也是爆发了几次小的争吵，这使得这
个主要矛盾被一步步的激化，但仍然不能忽略我所说的那个
弊端，这个矛盾的跨度太长，整整持续了整个长篇小说。



很多时候，一篇文章不能太过于注重细节，但这并不意味着
不用注重细节。记得高中时学习过一篇古文，当时语文老师
很是赞赏这样的写作方法。的确，那篇文章是真正地做到了
这一点，作者能够很巧妙地抓住关键的部分，对那些次要的
东西只是采用蜻蜓点水式的写法，点到为止即可。遗憾的是，
文章的名字和内容大半忘却了，只是约略记得这样的写作方
法。当然，文章中的细节和心理描写还是很多的，也比较张
弛有度，我所说的关于细节描写的内容倒并非针对这部小说
而言，只是突然心有所想罢了。

至于小说中的人物，从大体上我觉得应该分为三类吧!十分冥
顽不化的长辈和其中的几个晚辈，比如觉英，绝群等;处于新
旧思想边界上的人物，比如说觉新，剑民，蕙也算是吧，这
样的人物在文章中是最可悲的，他们的命运也是因为他们不
敢和封建势力对抗的软弱而被推向深渊;最后一类便是勇于追
求自由和幸福的进步青年，比如觉民，琴，还有出走的老三，
后来的淑英也是。大哥觉新是一个让人觉得可怜又可憎的人，
命运的坎坷和艰辛似乎全部都落在了他一个人的身上，但扪
心自问时，谁能够否认这样的.命运是他自己咎由自取的呢?
虽然小说一直在强调梅，珏等人的死与他有关，却从头至尾
没有交代一星半点的缘由(这也算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不足之处
吧)，还有便是后来海臣和蕙的死，这些残酷的事实全部落在
他一个人的肩上，这一切让人感觉很揪心，但却全部与他脱
离不了关系。因为他的怯懦和退缩，眼看着自己心爱的人全
部走向无法挽回的噩运当中却束手无策，纵使心中有搭救他
们的想法，却完全不敢去实施，遇事只会逃避，文章中我们
最常能看到的一句话便是：“他悄悄地离开，回到了自己的
房间去了。”而对于这样的人物，我们所能够给他的至多也
只是一点点的同情罢了。对于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他们的行
为也就不重点在此申述了。

总之，作为一部描写新旧交替时代人们思想的觉醒和对抗封
建势力的小说，我想，《春》显然不能够算作是很突出的，
因为不能够给人太多的启迪吧!



春读后感800字4

在大二的时候，看过《家》，以作者的自身经历为原型讲述
了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中的种.种矛盾，呈现了拥有民主思想的
青年主人公高觉慧与封建家长的专制统治相抗争，最终离家
出走，争取到独立自由的故事。在《家》中，觉慧与聪敏伶
俐的丫环鸣凤相恋，但是觉慧的爷爷—封建大家庭的权威却
要将鸣凤许配给一个封建专制旧学的殉道老儒做小妾，鸣凤
以沉湖自尽来同命运抗争，觉慧也因此受到重大打击，经历
了之前的种.种家庭矛盾，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下而觉醒，看
透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本质，毅然抗拒婚约，离家出走，
去追求自我的独立与社会的民主自由。

《春》是续集，觉慧到了更加开放的上海，而家庭中的兄弟
姐妹们与封建家长们的矛盾斗争仍在继续。封建旧学的b^卫
者高克明、冯乐山等熟悉旧学、坐井观天，将封建吃人礼教
视为圣经，对家庭成员实行残酷无情的专制统治，对妻女无
理管制，重男轻女，表面上谦和爱人，实际上对至亲骨肉都
薄情寡义，甚至送入火坑;对男丁教以顺从虚伪的礼教，实际
上培养出要么懦弱卑怯者如枚少爷，要么教化出如孔教会会
长冯乐山那样的披着仁德的外衣，却干着养戏子、取小妾、
坑人钱财、欺负孤寡的丑恶勾当。

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人往往呈现畸形的不良性格特点，冯乐山、
高克明表面上谦和仁德，实际上虚伪、自私，表面上威严持
重深刻，实际上轻薄浅陋，在这种封建吃人势力的压迫下，
造就出懦弱、顺从的一类服从者，如软弱悲观的觉新、如苍
白羸弱的枚少爷、如香消玉殒的蕙(嫁给“旧学才子”郑国光
为妻)和备受压迫的婉儿(嫁给冯乐山当小妾)、如顺从退避的
王氏(克明之妻)、周氏等女眷们，封建专制思想就像传染病，
淫威与卑怯都是它的症状，这一对症状也是相生相伴的。所
以服从者中也有如克安、克定之妻、冯乐山之子等一类的顽
劣_，压迫者中也有如克明、蕙的父亲等对封建文化权威的唯
唯诺诺。



小说中呈现了这几类矛盾，青年人对婚恋自由的追求与父母
的利益联姻之间的矛盾，如鸣凤跳湖自尽、觉民抗婚约、淑
英离家抗婚约;有青年人对人身自由、新知识文化的渴求与封
建家长b^卫落后保守礼教之间的矛盾，如觉慧离家加入进步
团体、觉民抵制克明的教训、众兄妹随琴和觉民游公园、淑
英学英语看进步书刊戏剧直至离家等;有先进科技与落后思想
之间的矛盾，如因忌讳男女关系而耽误蕙的西医膀胱炎手术、
因忌讳西医而导致丧命等。还有觉醒的青年人的价值观念与
封建制度消极价值观念的矛盾，如觉慧对仆人的平等对待与
尊重、淑英淑华觉民等对父辈贬低女子、薄情寡义、道貌岸
然下的丑陋勾当的排斥和批判、以及对封建家长们固步自封、
夜郎自大、控制人压迫人的腐朽权威的蔑视和反抗。

好在我们看到了希望，觉慧、淑英、觉民的抗婚成功是对蕙、
婉儿的悲剧的有力反抗打击，觉慧、觉民、均社新青年们的
蓬勃朝气与善良正义是对枚少爷、觉群的萎靡、暴戾悲剧的
最好反击，而在这些敢于向命运反击的新青年的未来里，一
定会实现更多更大的健康与自由、更美更幸福的生活。

最后，还想说一说觉新这一人物，在之前，觉新是两面的，
他对封建思想的顺从是导致他婚恋不幸的原因，是他人生悲
观低沉基调的原因，心爱之人的梅的离散，妻子瑞珏因长辈
的迷信而致分娩丧命，心爱的蕙的凋零，这些悲剧的主要原
因是客观的封建专制思想，在主观上来说，也是导致他退缩
避让、迁就顺从的内因，要解决问题，首先要解决内因，而
他在民主思想与封建思想中间徘徊，新生分化缓慢，但是现
实的悲剧却是无情地接踵而至，这也使他在加重伤痛情绪的
同时开始认识到封建专制的腐朽，并开始对其绝望，开始与
之抗争。觉新的新思想使他成为新与旧的交叉地带，成为联
通旧与新的桥梁，这桥梁是历史绕不开的，也象征着每一个
人、社会的蜕变过程，然而，这个桥梁是痛苦的，站在希望
的门口用新生的快乐的情感承受着失望的伤痛，这个桥梁也
是麻木的，站在丑恶的门口漠视着希望的挣扎。我们只希望，
这个桥梁是短的，这个蜕变的过程是迅速而鲜明快乐的。



春读后感800字5

巴金的《春》是巴金《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是《家》
延伸，读了些《春》。读完这本书，书中的很多情节一直在
我的脑海里，书中的人物更是深入我心。读完这本《春》那
些原来没有表达出来的一种抑郁的感觉又重新涌上了心头，
一种不平、一种压抑、一种心痛。

很是喜欢淑华，这个看得很开的三小姐，她没有淑英的心里
焦虑，没有淑贞的胆小怯懦。她很少为觉新的遭遇而感到痛
心，很少去站在淑英、淑贞的立场切身体会她们的无奈。开
朗活泼的淑华每天在这个压抑的高家公馆里享受自己作为小
姐的难得的一点快活，会把克定夫妇的争吵当作热闹看。也
许淑华是没有琴那种改变时代的抱负，也许是淑华没有淑英
那不服命运的反抗，也许是淑华没有淑贞对于爸妈不和的惧
怕。在那个女子不能抛头漏面的年代，淑华的优良的心理素
质给她带来的是相对满足的生活。

每个人的性格都是被他的生活环境和人生经历所决定的。当
觉民要带那群小姐们出去见见世面的时候，淑英对于父亲的
惧怕、淑贞对于没有和好父母的担忧，只有淑华自己主动向
觉民提出内心的渴望，我不要紧的，妈不会阻挠我的。淑华
这句话说出来是挺让淑英淑贞嫉妒甚至有点不顾他人的感受，
但同时也是这句话道出了淑华和高公馆里公子小姐们的不同。
淑华不是淑英，没有那个把自己往火坑里推的父亲;淑华不是
淑贞，要求裹足底母亲，没有整天吵架大闹的爹娘。淑华有
的是横竖不会干预她很多但同时自己认命的周氏作为母亲，
有觉新这样会承担的作为哥哥，有觉民的逃婚作为借鉴，有
觉慧的出逃作为榜样。在高公馆里，除了觉民觉慧，淑华是
这一代里最敢于追求自我的，但同时由于缺少对于社会的深
入认识和对周围人的体贴感受，淑华对于这个家这个社会没
有那么多的失望。淑华不是高公馆最自由的也不是最有思考
能力的一个，但她肯定是最幸福的。



觉新也许是大家最同情的一个吧。大哥到处敷衍，见人就敷
衍，敷衍了一辈子，仍然落得这样的结局。想要照着家庭给
安排的路线走下去的觉新就这么敷衍着，为了敷衍高老太爷，
觉新放弃了深爱的梅娶了那个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的钰，当对
生活逆来顺受的觉新渐渐的和那个自己并不熟悉的姑娘发展
出感情，摩擦出爱情的火花并经营起自己温馨幸福的小家的
时候，又是封建礼仪破灭了他的希望钰和梅这两个平生最爱
的两个女子的离去有把他扔进绝望的深渊;和乖巧的儿子海臣
相依为命也许是觉新那仅有二十多岁生命的最终结局，但是
上天不甘啊，他不甘愿让这么一个悲剧的人就那么平静的度
过下半生。脑膜炎，现在听起来还有点让人心有余悸的字眼，
就那么突如其来的降临到觉新那讨人喜欢的小儿的身上。

看着唯一的寄托就那么痛苦着，一向敷衍的觉新不再有那么
多的顾虑，亲自去请了西医，当我还在为觉新能够不顾高公
馆最有威望的三爸反对去找那内箔的'西医而有些许欣慰的时
候，随着觉民的回家，这个不幸的消息泄漏了出来。海臣对
琴、淑英姊妹们的亲热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海臣一直不同于
觉人觉英的调皮，他会听爸爸的话放弃再玩一会的渴望，快
快睡去;他会立即离开会讲故事的琴，当爸爸告诉他琴的离去
的时候;他会在病痛中忍住哭声，只是因为觉新的不让。我不
敢想象这样的孩子如果不夭折会变成什么样子，象父亲一样
向家庭向社会妥协的懦夫?象觉英一样的对打骂麻木的纨绔?
很难想象他能够同觉慧一样激烈的对抗这个令人极度不满的
社会。上天对于觉新就是这么的残忍，觉新比谁都更懂事，
他接受可以给家族帮助的政治婚姻，他接受妻子在外面艰苦
的生孩子的迷信，他接受海臣被庸医耽误的死亡常常感伤的
觉新总是被命运伤感。从前不曾拥有的事务在失去后总会使
人感到悲伤，没有人能够做到就当从来没有拥有过。

春读后感800字6

巴金的《家》、《春》、《秋》是著名的激流三部曲，在上
一部《家》中，主人公高觉慧在封建礼教的一步步逼迫下，



一气离家出走。他的这一出走，给高淑英树立了榜样。然而，
在高公馆发生的一些事情，让她的心忽起忽落。

父亲高克明的主意，淑英该嫁给那个放荡不羁的陈克家的儿
子。可十七岁的她不愿如此早的出嫁，她羡慕觉慧的大胆，
与他通过自己的来的自由;琴是她当时唯一精神上可以依靠的
人，琴的乐观，使淑英从阴暗的心理中稍稍解脱;婉儿，那个
从高公馆代替鸣凤嫁给了冯乐山的丫头，婉儿在冯家所受的
不公的待遇，令人心酸;蕙，又是一个被逼破的可怜人儿，没
有主见的母亲，软弱的祖母，拗不过固执的父亲，一手包办
的婚姻，何来的'幸福?因为这些事情使天性软弱的淑英更加
绝望，甚至想过去追随鸣凤，做一个烈女子，依身于那一片
粼粼的湖面上。

海儿的离世，家庭的纠纷，初次出游，蕙的出嫁，觉民的表
演，蕙的难产……一次次打击，一次次的鼓励，都在淑英的
心上刻下一道道印痕，更加坚定了淑英的决心。经历了这些
磨难，是淑英更加坚强，更加乐观，开始学习新派的知识，
不再动寻死的念头。但是在父亲的再一次威逼下，淑英下定
决心：出逃，离开金陵，到上海去，去找堂哥哥觉慧。

淑英的顺利出逃，似乎告诉家人，无论是具有抗争精神的哥
哥，还是自己这个以前的大小姐，都可以凭着自己，与别人
的的帮助逃离那个监牢般的“家”。

海儿因封建思想，误吃药，耽误病情，而使公馆丧失了一个
可爱的身影;叔父叔母之间，仆人之间，孩子们之间，一切杂
事使淑英头昏脑胀;为了新鲜事物，偷偷到公园，去聆听大自
然的声音，因被亲人遇见，处于封建的思想，被狠狠地批评;
见证那蕙的不幸的婚姻，无法反驳，去葬送自己的幸福;觉民
报社在戏院的表演，触动了淑英的心，又燃起了她的希望之
火;蕙因父母、丈夫的固执，没有送去医院，后来因去医院太
迟，又使两条人命葬送在封建思想的深渊里。无法想像淑英，
那个在开头柔弱的娇小姐，居然可以成为与之前反差极大的



新青年。琴，觉民，觉慧的帮助;蕙，婉儿，鸣凤的刺激，促
成了这一皆大欢喜的结局。

觉新这个人，是个可怜却又十分重要的配角，作为高家的长
孙，他肩膀上的担子十分沉重。却因性情的软弱，无法起身
反抗，自己的所作所为，葬送了自己的前程，成为一名无辜
的牺牲者。

“上海”在《春》中，就是幸福，就是美好，它代表着新一
代的青年们的追求。

在“尾声”中的一句话“春天是我们的”给我的感触良
多：“春天”是光明的，美丽的，它象征着一切美好事物，
但在它的背后，又有多少无辜的人牺牲。淑英追求到了春天，
春天也使她无比的欢心。春天是属于那些懂得进取，能够冲
破一切阻碍，能争得自己自由幸福的人们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又何尝不是呢?我们为了自己的春天，抗争已
有的不公正生活，不要害怕那些艰难险阻，那不会将你拦下，
也许，它还会成为你通向春天的铺路石，使自己进一步成为
春天的主人。

春个人读后感800字

左传的读后感篇三

《春秋左传》，刚开始看的时候，这本书实在晦涩难懂，看
着一个又一个的文言文，我想当然地理解着，可是看着看着
就看不通了。好在有注释与翻译，理解倒是没问题的，就是
阅书进度缓慢，还特别消耗精力。

书中的前几任君王，在描绘上可以说是平凡无所奇。毕竟是
编年体的史书，一件动摇国之根本大事，只用几行字就讲完
了。而那些文字背后的腥风血雨、谋权弄术、前恩后怨，我



总是放下书本再缓缓回味时，才品尝得到。

书里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你一句，我一句，你一枪，我一
剑，勾勒出一桩桩连绵的王朝恨事，那些恨事让我一点一点
地着迷，一点一点地沦陷，恨不能一窥所有。

书中郑庄公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它是一位乱世枭雄，是
一位杰出的'谋略家，也是一个满怀野心的君王。从权利欲望
的角度看，郑庄公是一个成功者，是一位能人。可是在道德
上，书中却给了他一个“有失教诲”的批评，批评他在对待
叛乱的弟弟身上有失教诲。

由此可见，春秋时期就已极重视道德的修养。史书没有因为
郑庄公在处理他弟弟的叛乱之事上是胜出者，而大肆谄媚褒
扬。史书从道德的角度客观、公正地批评了郑庄公有失教诲。

的确，书中在记载郑庄公与其弟的事情上，完全没有郑庄公
对弟弟的教诲的记载，哪怕是只言片语都没有。有臣子曾提
醒郑庄公，‘其弟弟自幼受宠，又有母亲扶持，且还心怀大
志，日子久了毕生异心，让郑庄公提早提防与教导’。而庄
公对臣下的提醒只回应了一个意思“多行不义必自毙”。

庄公成竹在胸，其弟弟的一切他早已了如指掌，他甚至完全
不正视其弟弟的威胁，反而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他故意放纵
弟弟谋反，最后一鼓而破之，让他的弟弟最后远走他乡”。

这就是庄公的人格，从权利角度看，他没什么问题，可从道
德的角度看，他有伪君子之嫌。因为，假如他对弟弟加以控
制并引导教诲，或许他与弟弟之间能避免一战。

现今，庄公是很多的。组织之中不乏有一种人，当他明知你
所做的是错的时候，他不提醒你，而当你错到尽头的时候，
他才来批评你、指导你、美其名曰：“拯救你”。诚然受恩
于人，不该枉自揣测，可这样的现象还是有的。很多做事的



方式于理可通，于德却未必通透，庄公真是发人深省。

德于内，而彰于外，无论做人做事是多么世故圆滑，多么无
可挑剔，最终仍逃不过道德的品评。君子、伪君子心自知之。

左传的读后感篇四

古典文学无论在古代，还是在当今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生活在当代的人享受着各种舒适安逸，不免会物欲扰心、心
智枯寂。不放翻开古典文学，去体验感受各个时代、各种环
境中的高明灵魂剪烛共语。
公元前722年是《春秋》和《春秋左传》起始年份。《春秋左
传》又称《左氏春秋传》、《左传》、《左氏春秋》，是中
国古代第一部记事详细、议论精辟的编年史。与《春秋公羊
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原著是春秋末期鲁国
人——左丘明。姓左丘，名明。此名又有一说法姓丘，名明，
左乃尊称。
主记述郑庄公与其母亲以及胞弟的政治斗争。虽其母姜氏狠
毒对待，其弟共叔段的贪婪，郑国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倾轧，
但郑庄公却都不计，并且善于谋权。并且庄工与母亲在颍考
叔的帮助下重归于好。
就是我们古人身体力行所流传下来的榜样。不管人待我如何，
我只管行好自己的道。更反应出古人对孝道的重视，及郑庄
公的广阔胸襟。

左传的读后感篇五

《左传》作为史，在那个“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时代，所
记录的多是礼乐征伐;作为《春秋》的注本，其行文亦不外
乎“春秋大义”。

“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



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
也。”(《孟子·滕文公·下》)

撇开《春秋》是否为孔子所作不谈，这里只是希望证明在
《春秋》《左传》文字的背后存在着一种思想理念。诚
然，“以《春秋》为褒贬者，乱《春秋》也”。但史官记录
时所秉的原则必然体现了其时代的价值观。比如《左传》中
很少提及女性，所写不是可录入《烈女传》的“好女”便是
乱伦败德的劣女。再比如《左传》中对管仲知礼的不断描写。
当然最着名的例子便是“郑伯克段于鄢”。

那是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正因这样的时代，我感受到了史官
的无情，“赵盾弑其君”的描述曾让我感到战栗，史笔无情，
一言一行都有把尺在衡量，也是在那一刻，我体会到作《春
秋》其背后的用心;战栗过后，不禁为其热情所感动。

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与信念，很难让人无动于衷。
在风云变革的社会...

观看春秋左传经典的个人观后感范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