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把栏杆拍遍的读后感(模板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
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
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吧。

把栏杆拍遍的读后感篇一

刚接触这本书是在高中时期，近来读读体会一下作者的心境。

《把栏杆拍遍》是我国当代著名散文作家、新闻理论家梁衡
所写的一篇人物评传性质的散文，塑造了一个叱咤风云而又
命运多舛的爱国词人辛弃疾的形象，揭示的是辛弃疾怎么从
一个爱国志士成为爱国词人的过程，是解读南宋爱国词人辛
弃疾的散文名篇。被许多人誉为是影响自己青年时代的一篇
好文，是一流作家的一流作品。

"把栏杆拍遍"语出辛弃疾的《水龙吟》，是该词引用的一个
典故：宋代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记载，一个"与世相龃
龉"的刘孟节，他常常凭栏静立，怀想世事，唏嘘独语，或以
手拍栏杆。尝有诗曰："读书误我四十年，几回醉把栏杆拍"。
所以，"栏杆拍遍"往往表示借拍打栏杆来发泄心中说不出来
的抑郁苦闷之气。

把栏杆拍遍的读后感篇二

也许这个故事你并生疏——一位老人，在一个山住了，与许
多人一起绿化了8条沟，造了7条防风带，3700亩林网……与
风沙抗争，虽已经81岁了，但他依然留在这里，准备好了棺
材，在付出心血的山里等待死亡。

也许他没有周恩来总理的为人民服务，即使生病也在病床上



批改文件的令人感动，也没有华罗庚在讲台上与世人道别的
隆重，有的只是在山沟中绿化便留在这绿色遍野的山沟中，
等待死亡。他用这样的方式实现自己的价值。

山沟里的树没有白杨的挺拔，没有街旁边树的公整如一，为
城市增添魅力，而只是稍微倾斜，有的已被被雨水冲刷的七
零八落，但他们所在的山坡上，已经形成了一层一层的梯形。
老人说：“这些树下有2米多的淤泥呀。”那些树便像老人一
般坚守自己的职责，付出自己所有的力量。

老人从中年到老年，身体渐渐虚弱，拄着拐杖，每一天在自
己的小院门口看着自己的成果，有时拿起自己快不能拿动的
锄头与树苗，一种下，浇水。谁能想到，就是这样的坚
守。15年做成了常人不敢想象的巨大任务。并还将自己的辛
苦换来的钱全给大家，一冬天，便为村民一人买下了一个彩
电。山，绿色与微风相映成趣，满山的翠绿，生机勃勃，老
人已与这山融为一体。他的生命更已经转化成了青山，永远
不老。

最后，梁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人人皆可为国王》。一
开始其便写了国王的权高位重，一国之财任其所用，一国之
民任其役使。所以很自然就成了人人的目标。

但接着梁先生就说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有的时候长短并不
是绝对的，王亦有局限。王也有其所不能得到的。当然也不
是人人都想成为王，有的人只喜欢游山玩水，放浪形骸，寄
情于山水，不被权势而折腰。但其实如今的社会是多元的，
国王也是多元的，每个人在其行业中在其领域内都可成为王。
接着告诫我们只要努力，人人皆可称王。正如北宋的刘永，
虽被仁宗贬谪，但其在他的领域??词域中成为了他的王。所
以我们不要自暴自弃，埋怨社会的不公平，只要我们肯努力，
就会成为自己的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谁也不用自卑，更
无须骄傲，努力便可成为自己心中的王。



这就是我读梁先生的散文的感想，相信之后我会真正的学会
读书，学会发现美，学会努力，不怨天尤人，我相信我的人
生将会更加美好。

把栏杆拍遍的读后感篇三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
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
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辛弃疾《水龙吟》

虽很早就知道辛弃疾，但对他的认识仅止于一位著名的词人，
一位壮志未酬的爱国将领，内心却不曾为他激荡过。而先生
的文章，不仅让我重新阅读了辛弃疾的词，重新感受了一次
辛弃疾，从而真正认识了悲壮得让人荡气回肠，执着得让人
心痛不已的辛弃疾。在先生的笔下，他，真真切切得站在了
我面前，一位沙场英雄，有着“封狼居胥”的壮志，有为君
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热血，然则现实却将这一切敲碎。爱国
将军辛弃疾南归之后，手里立即失去了钢刀利剑，只剩下羊
毫软笔，再没有机会奔走沙场，血溅战袍，他只能“像屈原
那样仰问苍天，像共工那样怒撞不周。”感慨“想当年，金
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笔走龙蛇，泪洒宣纸.他的词，不
是用笔写成，而是用刀和剑刻成的;他的词，不是用墨来写，
而是蘸着血和泪涂抹而成的。“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
临江水，望长安，登危楼——他用尽一生都在等待一个能重
新征战沙场，报效国家的机会。“可谁又能懂他这个游子，
实际上有着亡国浪子的悲愤之心?”本想以身许国，泪洒大漠，
如今却空有一身力、一腔志而无处使。唯有登上危楼，痛拍
栏杆。江水悠悠，似词人长叹，掩埋在历史的长河中……从
词中跨越历史去体会当年稼轩的心境，这是我所不曾体验过
的。毕竟，历史早已蒙上了太多的色彩和渲染，而梁衡先生
用丰富的想象和深刻的理解为我打开一扇窗，让我看到了一个
“积3北宋南宋之动荡，才产生”的，在文人中具有“唯一



性”、历史上具有“独特地位”把栏杆拍遍的沙场英雄和爱
国将军——辛弃疾。

掩卷沉思，再三咀嚼。如不是有渊博的学识，深邃博大的思
想，梁衡先生怎能从中发出如此多的感悟?《把栏杆拍遍》一
文中富有哲理的句子如同一泓清泉沁人心扉，笔下所绘的稼
轩一颦一笑若隐若现。于是，在梁衡先生字里行间所注入的
无限深情中，真切感受到先生对词人的同情和惋惜。我想如
果稼轩在世，也会有当年白乐天那种“座中泣下谁最多，江
州司马青衫湿”的感慨。当然，更有知音为何在千年之后出
生的余恨。而我在阅读此文时，时而为其绝妙的一笔而赞叹，
时而在平淡中品味生活的哲理，真是“此中有真意，欲辩已
忘言”。

把栏杆拍遍的读后感篇四

文章的第一段是全文的总起，它告诉读者，全文要探索的是
辛弃疾怎么从一个爱国志士成为爱国词人的，以及这个过程
是如何决定了他的词、他本人在文学史上的惟一性和独特地
位的。作者首先就把辛弃疾放在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抓住
他的“以武起事，而最终以文为业”的特点，突出了他在中
国文学史上的“唯一性”和“独特性”。

文章的主体部分是将对辛弃疾的人生遭际的介绍与对他的诗
词创作的评价交错起来来写的。

作者在介绍辛弃疾的人生遭际时主要围绕他的以下几个经历：

二是他的为官经历。作者用数据作了这样的介绍：“他作为
南宋臣民共生活了45年，倒有近的时间被闲置一旁，而在断
断续续被使用的20多年间又有37次频繁调动。”作者客观地
分析了辛弃疾南归后不为朝廷喜欢的种种原因：

其一，他太爱国家，爱百姓，爱朝廷了，于是朝廷怕他，烦



他，忌用他;

其三，他爱提意见，45年间，他都不停地上书，不停地唠叨，
不停地要求痛杀贼寇，收复失地，这怎能不让主和苟安的朝
廷心烦?辛弃疾的这些特点在今天看来都是优点，是大大的优
点，但在当时的朝廷看来却都成了令他们心烦的缺点，是不
能容忍的缺点。于是他就只能痛拍栏杆，吟诗寄恨了。

三是他的心路历程。从一个沙场英雄对军营的渴望，到一个
忧国游子对苍天的发问，从“金瓯缺，月未圆，山河碎”的
心病，到“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辛酸辛苦”的`内痛，
这里有悲壮的呼喊，有遗憾的叹息，也有无奈的自嘲。

作者在介绍辛弃疾的人生遭际时穿插引用了他的八首词，这
些词几乎都是辛弃疾的代表作，作者在引用这些词作时既没
有一引了之，也没有详加赏析，而是结合人物的命运作了精
当的点评。作者首先总评辛弃疾的由行伍经历到弃戎从笔的
无奈：“南归之后，他手里立即失去了钢刀利剑，就只剩下
一枝羊毫软笔，他也再没有机会奔走沙场，血溅战袍，而只
能笔走龙蛇，泪洒纸笺，为历史留下一声声悲壮的呼喊、遗
憾的叹息和无奈的自嘲。”这里有“钢刀利剑”与“羊毫软
笔”的对比，这里有“奔走沙场”与“笔走龙蛇”的对比，
我们还透过“只剩下”、“泪洒”等词语真切感受到作者对
诗人的同情和惋惜。

作者主要是从词作的内容和读者感受的角度来评说的，引
《破阵子》时作者说“感到一种凛然杀气和磅礴之势”;引
《水龙吟》时作者说“辛弃疾在这里发出的却是一声声悲怆
的呼喊”;引《菩萨蛮》时作者解说道“他只有一块心病：金
瓯缺，月未圆，山河碎，心不安”;引《永遇乐》时作者提醒
读者辛弃疾在“自嘲自己的姓名”;引《摸鱼儿》时作者感慨道
“今天我们读时，每一个字都让人一惊，直让你觉得就是一
滴血，或者是一行泪”;引《水调歌头》时又告诉我们辛弃疾在
“咀嚼自己的寂寞”;引两首《丑奴儿》时看似在谈词的风格，



仍然揭示了辛词“于淡淡的艺术美感中，却含有深沉的政治
与生活哲理”的特点。寥寥数言，一语中的。

把栏杆拍遍的读后感篇五

这个假期，我读了我国现代作家梁衡所写的一部散文集《把
栏杆拍遍》，读过之后，放下书本，我顿时觉得感受颇多。

在散文写作铺天盖地的年代，在散文写作没有了“王法”的
年代，在散文写作变成了许多作家与写手的文字狂欢与梦呓
的时代?梁衡先生以他“一年一篇”的虔诚写作，给散文创作
带来了别样的文本，也为我们带来了堪为“范本”的“工巧
散文”。这就不难理解，梁衡先生为何会成为“健在”作家
中作品入选语文课本最多的一位。

有人说，阅读是一种对话，是读者与作者的交流。要实现这
样的对话，首要的便是作者要敞开心扉。不愿亮出真性情的
人，无法与读者以心换心，也就无法让读者用心去体味，进
而感动。正如余华所说：“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
作。”因而，“理趣”之外，不得不提的，是先生在文章中、
在字里行间所注入的无限深情。

要不就是走马灯似地被调动”，良药苦口利于病，“辛弃
疾”这个名字，对于这个国家又何尝不是一剂良药?但是，不
是所有的人都会喜欢苦涩的滋味，辛弃疾的一腔抱负在现实
面前处处碰壁，苦口的良药没有自己施展的天地，就变成了
咽回心中的苦水，独自承受。“对国家民族他有一颗放不下、
关不住、比天大、比火热的心;他有一身早练就、憋不住、使
不完的劲。他不计较‘五斗米折腰’，也不怕谗言倾盆”，
用的是：“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的表达格式，
令人想到了关汉卿的义无反顾。

我自从读过散文后，我便开始喜欢它，喜欢它优美的语句和
特殊的内容，但当我读过了《把栏杆拍遍》这部散文集后，



我对散文有了别样的感受。

或许，在一些人看来，梁衡的散文因过于求工而影响它的自
由心性，限制了它的自由发挥，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它的喜
爱，因为我们中学生的写作是须先有规范而后才有可能真正
走向自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