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甫读后感 杜甫传的读后感(通用7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
喜欢。

杜甫读后感篇一

杜甫是大家都知道的大诗人，都说李白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
唐，那同样杜甫也是一个特别传奇的人物。

其实对于历史上的帝王，都有正史记载，而文学家记载的相
当少，但是他们留下的作品已经足以证明他们在历史上的成
就。我今天看了冯至的《杜甫传》通过部作品我重新认识了
杜甫。

杜甫是我国历史上有数的几个伟大诗人里面的一个，由于他
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写出了许多反映与批判现实的、不朽
的诗篇。在过去无论多么黑暗的通知下，那些诗都不曾停止
放射它们的光芒；杜甫出生在一个属于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
家庭里。他是晋代名将杜预的第十三代孙。

杜甫年轻时和很多年轻人一样自高自大，夸张甚于实质。当
时就流传着很多关于他的傲慢的言行。他自己常说，他的文
章超过屈原、宋玉、他的书法胜过王羲之。在政治上自比稷
契，想致君尧舜，在文学上把屈原贾谊、曹植、刘祯都不看
在眼里。从这里我能看出来一个放荡不羁，心高气傲的年轻
人的张狂。这一点和李白也非常像，李白说“我本楚狂人，
凤歌笑孔丘”。而杜甫也有“会当云绝顶，一览众山小”的
豪迈。

杜甫早年成长在唐朝发达的“开元盛世”。杜甫出生在河南



巩县，母亲在他几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杜甫小时候经常生病，
由于身体不好活下来也算是一个奇迹。杜甫七岁开始学诗，
九岁开始学书法，他不断地作诗、写字、学习。杜甫出生的
地方在洛阳附近，杜甫身受洛阳文化的熏陶，在他常常上树
折取梨枣的年龄，已经由于他的诗文在洛阳显露头脚了。

年轻的杜甫喜欢出门远行，他喜欢结交好友，欣赏祖国的好
山好水。杜甫漫游了十年，经历了不少秀丽和雄伟的山川，
认识了江南和山东的文化。后来“安史之乱”他看到民不聊
生，官吏欺负百姓。这一段时间他改变了自己的风格，他开
始关心平民百姓。于是他写出了著名的三吏三别。

杜甫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他的诗句豪迈洒脱。尽管他一生
经历了很多的磨难，他慢慢变得成熟。他经历了唐朝由盛转
衰。不得不说杜甫是一个传奇的人物。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
得来不易，我们要做一个内心豁达的人。

文档为doc格式

杜甫读后感篇二

杜甫之七言绝句，现存107首，约占其诗作全集十分之一弱。
其对七言绝句题材的开拓主要是以联篇绝句反映重大政治题
材和以绝句论诗，对抒写个人感兴等传统题材的新变主要是
以描述等手法具体细致地摹写景物以表达其闲适之情，此与
传统七绝力求浑然悠远的风格以及主要抒发送别、宫(闺)怨
等情怀有所不同，显示了其独特的审美情趣。

【少年行两首】

其一

莫笑田家老瓦盆，自从盛酒长儿孙。



倾银注瓦惊人眼，共醉终同卧竹根。

其二

巢燕养雏浑去尽，江花结子已无多。

黄衫年少来宜数，不见堂前东逝波。

【绝句四首】

其一

堂西长笋别开门，堑北行椒却背村。

梅熟许同朱老吃，松高拟对阮生论。

其二

欲作鱼梁云复湍，因惊四月雨声寒。

青溪先有蛟龙窟，竹石如山不敢安。

其三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其四

药条药甲润青青，色过棕亭入草亭。

苗满空山惭取誉，根居隙地怯成形

【江南逢李龟年】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杜甫读后感篇三

以前读人物传记，总觉得书写得单调，不能引发读者深刻的
兴趣。但我的否认读完《杜甫传》有这样的感受，他是一个
诗人，出生于大唐开元盛世，而自中晚唐开始，唐由安史之
乱而由盛而衰，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其中的原因即是他真
实地记录了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

读杜甫的一生，是读一个伟人的传记，是读一段令人心痛的
历史，亦是一场文化之旅。杜甫一生漂泊不定，开元时，他
几乎游遍祖国大好山河，在泰山之巅发出了“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的雄心壮志，年壮时也同盛唐文人一般应试求
取功名。后来，他困守长安达十年之久，这是他一生中最难
堪回首的岁月。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开始，长安沦陷。不幸
的是，忧国忧民的杜甫被叛军所俘，因他不肯为叛军卖命，
受尽了非人的折磨。一个大雨滂沱的深夜，杜甫在朋友的帮
助下从牢中逃了出来，他几乎是历尽艰辛，才逃到凤翔。然而
“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五月拜左拾遗，因上书营救好朋
友房琯，而触怒了肃宗，被贬于四川。公元789年，他前往四
川依附节度使严武，寄居在成都西郊的一个破旧的草堂里，
曾经一度在严武的幕下任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等职，所以
后来人们称他为杜工部。

他长期沉沦于下层，有普通人的忠厚善良，也有以天下为己
任的远大抱负。他亲身体验了安史之乱之时百姓的民不聊生，
官吏的凶残，以及亲人的悲欢离合，他把这些都融入到自己
的诗中，杜甫最为著名描写民间疾苦的作品，人们耳熟能详
的是“三吏”、“三别”，他对自己贫困潦倒的哀叹和对国
家的深刻思考结合在一起。暂且不说杜诗之精粹，我认为杜
甫能够深深打动我的就是他具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善心。“安



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道出了多少人的希冀，更能令人震动的是“呜呼!

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为了天下人的安定幸福，他甘愿以一己之身担起所有的苦
难。他这样博大的胸怀以及宁苦己身而利国利民的精神难道
不值得我们尊重，不值得我们学习么?杜甫并不完全是严肃的，
他也有风趣的一面。绝句漫兴九首中对于惜春之情，反用恼
春、怨春的口气道来，别有特色。更难的可贵的是，杜甫善
于发现贤才，我想其若是知晓自己仍能为国效力，也当是
会“白发生黑丝”的吧!

杜甫读后感篇四

羡慕和向往李白的谪仙风度、洒脱赤诚，但更敬佩杜甫的忧
国忧民、大气博爱。

杜甫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
剧。我曾想过，倘若杜甫不是出生于一个官僚家族，倘若他
没有熟读诗书，而是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市井之家，那么凭着
双手辛勤劳动，或许杜甫一生还能多吃上几顿饱饭，晚年也
或许不至于那么凄凉吧。可我又想，在那样一个乱世，像杜
甫这样的官僚世家子弟，可以免除赋税、徭役，他又是一个
有名气的诗人，尚且落魄至此，若是做个普通老百姓，恐怕
多半也就是他笔下“三吏三别”中人物的下场，甚至更凄惨
吧。

历史就是历史，谁也无法改变;杜甫就是杜甫，家世、才华和
当时的社会共同造就了一个诗圣，一个独一无二的杜子美。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读杜甫的晚年，耳畔仿
佛响起了这熟悉的歌词，歌声凄婉，闻之动容。



流亡天涯，衣食无着，举目无亲，故交不断丧亡。天下之大，
竟找不到自己的亲友故交;放眼望去，身在他乡，尽是陌路，
我不识你，你不知我。这是一种怎样的悲哀啊!

人生在世，无论多么艰难的日子，也会因为有亲人和朋友的
存在而变得容易坚持一些。相反，即使富可敌国，却举目无
亲，没有一个知心朋友，那再富足，又有何意义呢?当岁月流
逝，年华老去，最害怕听到的消息恐怕就是亲朋故旧的死讯
了吧。

56岁的杜甫，一身是病。疟疾、肺病、风痹、糖尿病不断地
缠绕着他，牙齿落了一半，耳朵也聋了，眼也花了，花白的
头发也快掉光了，几乎成了一个残废的老人。

57岁的杜甫，耳聋了。客人和他谈话时需要把要说的话写在
纸上;右臂偏枯了，写信需儿子代书。丑陋而衰老的容颜受尽
幕府中官僚的冷淡。他有时去拜访他们，扶杖步行，传达不
肯通报，想乘轿子，又没钱去雇。

他人生最后一年半的岁月大部分是在一只小船上度过的，因
为陆地上再没有了他的安身之所。最糟的时候，他整整五天
没有吃到一点点东西。公元770年的冬天，这个唐代最伟大的
诗人死在了湘江上的一只小舟中。他死后，家人无力安葬，
把他的灵柩厝在岳州。

读完了杜甫悲剧的一生，心情无比的沉重，眼前仿佛浮现了
诗人病卧孤舟的凄凉景象。

然而就是这个凄惨可怜的人，却留下了珍贵的史诗“三吏三
别”，留下来《春望》《赴奉先县咏怀》《茅屋为秋风所破
歌》《登高》……留下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诗作名篇。就
是这样一个凄惨可怜的人，临死之前仍不忘忧心百姓的疾苦，
担心国家的命运。



杜甫，始终是值得我们景仰的一个伟大的诗人!一个伟大的灵
魂!

杜甫读后感篇五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
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首
家喻户晓的《春夜喜雨》，是杜甫在公元761年春天，在成都
浣花溪畔的草堂时写的。那时，杜甫因陕西旱灾来到成都定
居。他亲自耕作，种菜养花，与农民交往，因此对春雨之情
很深，写下了这首描写春夜降雨、润泽万物的美景，抒发了
杜甫对春夜细雨的无私奉献品质的喜爱赞美之情。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那及时的春夜细雨，让大地上的一切变
得生机勃勃。而那春夜细雨，却只是默默的，随着风，在夜
里悄悄地来了，又悄悄地走了，没有一点声音。

这种无私奉献的品质不正是我们缺少的吗?我觉得，如果我们
也像春雨一样，有这种无私奉献的品质，社会不就会是一片
和谐了吗?我真希望有一天，所有人都有这种无私奉献的品质
啊!

杜甫读后感篇六

以前读人物传记，总觉得书写得单调，不能引发读者深刻的
兴趣。但我得否认读完《杜甫传》有这样的感受，他是一个
诗人，出生于大唐开元盛世，而自中晚唐开始，唐由安史之
乱而由盛而衰，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其中的原因即是他真
实地记录了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读杜
甫的一生，是读一个伟人的传记，是读一段令人心痛的历史，
亦是一场文化之旅。杜甫一生漂泊不定，开元时，他几乎游
遍祖国大好山河，在泰山之巅发出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
山小”的雄心壮志，年壮时也同盛唐文人一般应试求取功名。
后来，他困守长安达十年之久，这是他一生中最难堪回首的



岁月。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开始，长安沦陷。不幸的是，忧国忧民
的杜甫被叛军所俘，因他不肯为叛军卖命，受尽了非人的折
磨。一个大雨滂沱的深夜，杜甫在朋友的帮助下从牢中逃了
出来，他几乎是历尽艰辛，才逃到凤翔。然而“福不双至，
祸不单行”，五月拜左拾遗，因上书营救好朋友房琯，而触
怒了肃宗，被贬于四川。公元789年，他前往四川依附节度使
严武，寄居在成都西郊的一个破旧的草堂里，曾经一度在严
武的幕下任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等职，所以后来人们称他
为杜工部。

他长期沉沦于下层，有普通人的忠厚善良，也有以天下为己
任的远大抱负。他亲身体验了安史之乱之时百姓的民不聊生，
官吏的凶残，以及亲人的悲欢离合，他把这些都融入到自己
的诗中，杜甫最为著名描写民间疾苦的作品，人们耳熟能详
的是“三吏”、“三别”，他对自己贫困潦倒的哀叹和对国
家的深刻思考结合在一起。暂且不说杜诗之精粹，我认为杜
甫能够深深打动我的就是他具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善心。“安
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道出了多少人的希冀，更能令人震动的是“呜呼！何时眼前
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为了天下人的安定幸福，他甘愿以一己之身担起所有的苦难。
他这样博大的胸怀以及宁苦己身而利国利民的精神难道不值
得我们尊重，不值得我们学习么？杜甫并不完全是严肃的，
他也有风趣的一面。绝句漫兴九首中对于惜春之情，反用恼
春、怨春的口气道来，别有特色。更难的可贵的是，杜甫善
于发现贤才，我想其若是知晓自己仍能为国效力，也当是
会“白发生黑丝”的吧！



杜甫读后感篇七

冯至的《杜甫传》一书，是在准备开课时偶然寻得。开课的
课题是杜甫的《石壕吏》，诗中的杜甫犹豫、徘徊，以一个
旁观者的身份记录下了石壕村中发生的抓壮丁一事。不了解
杜甫的一生，何以读懂“三吏”中的这一首，又何以走进杜
甫的情感深处呢？于是，这本《杜甫传》便成了不得不读的
一本书。

讲到杜甫，总要同时想起李白。李杜二位大诗人之间的区别，
《沧浪诗话》中已一言以蔽之--“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
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从我的主观角度看来:于人，更认
同青莲的飘逸豪放，于诗，则更欣赏少陵的沉郁顿挫。

“沉郁顿挫”这四字评语，正是杜甫一生的艰难苦恨在诗句
上的投影。从外部环境来看，杜甫生不逢时，中国正从历史
的最高潮滑向低谷。但国家不幸诗人幸，乱世中的颠沛流离，
让杜甫吃尽了苦头，却给中国文学史献出一位诗圣。

然而从更深层次可以看到，杜甫的人生悲剧和艺术成就来自
于文人生存的依附性与诗人思想的独立性之间的互相挤压。
这不仅是杜甫，也是中国古代大多数文人苦苦挣扎的根源。

长安十年，杜甫是矛盾的，既羡慕自由，又渴望官职。在唐
代政治日渐走下坡路，人民不断被剥削的时候，杜甫开始关
注民生。安史之乱让李唐王朝一蹶不振，杜甫的被迫流亡让
他拥有了接触民众的机会。然而，等他又回到皇帝身边时，
他的诗变得“充满了初唐以来应制诗、奉和诗一向惯用的词
藻，缺乏充实的内容”，但事实上，杜甫并不喜欢这样的生
活。后来杜甫被派到华州，他才“从一个皇帝的供奉官回到
人民诗人的岗位上”。从此，他开始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揭
露朝廷的缺陷。不过，杜甫终究是“封建社会里一个爱人民、
爱祖国的诗人”，人民因为国家连绵不断的兵役而痛苦不堪，
但为了保卫国家却不得不这样，杜甫此时的矛盾已经不是关



于个人，而是对于国家对于人民的无限忧虑。《石壕吏》正
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杜甫传》的作者冯至既是一位诗人，同时又是一位研究德
语文学的学者。因此，从《杜甫传》中，不难从字里行间看
出作者的深情和严谨。全书篇幅不长，就十几万字，却是高
度浓缩，决不掺水。据说《杜甫传》在《新观察》上连载时，
毛泽东是每期必看，连载完毕后，毛泽东说:“《新观察》现
在将《杜甫传》登完了，我《新观察》也不要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