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桃花水阅读理解 桃花源记读后
感(通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
起来看看吧。

桃花水阅读理解篇一

桃花源是与现实世界不同的另一个世界，是一个自由的理想
化的世界。小编收集了《桃花源记》读后感，欢迎阅读。
《桃花源记》读后感一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创造了一个“世外桃
源”。桃花源是与现实世界不同的另一个世界，是一个自由
的理想化的世界。陶翁理想中的桃源世界诞生于公元421年，
也就是他辞去县令归隐（405年）后的第16年。桃花源里的此
情此景也许就是陶渊明归隐生活的写照。其实，桃花源是当
时人们逃避现实社会的“避难所”。诗人把它描绘成一个自
由而理想化的王国，形成了与现实社会并存的，又相对立的
与世隔绝的理想乐园。这不能不说这是陶渊明的伟大创举，
诗人描绘出人类理想社会的雏形。它有点类似于英国作家莫
尔笔下的“乌托邦”（莫尔的《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
托邦新岛的既有利益又有趣的金书》写于1515—1516出使欧
洲时期），但要比“乌托邦”早一千多年。以作家的年龄比，
陶渊明是莫尔的爷爷的爷爷了，所以，可以说陶渊明是人类
理想王国的鼻祖。“世外桃源”至今已流传了一千五百八十
多年，仍然令现在许多人向往不已。这样的艺术效果和社会
作用，是陶翁当时创作时做梦也想不到的（文学的社会作用
往往会大大地超越作家当时创作意图），其价值远远超过了
文学本身！这究意为何呢？经过反复思考，本人感悟有三：



第一、人的本性就是向往平等自由，追求和谐快乐的幸福生
活。这也许就是人生的真谛之所在！人是从必然王国，走向
自由王国。

第二、在人类社会里，只要有私欲的存在，就始终存在剥削、
压迫、侵略、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等等背离人性的行为。因
此，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就在所难免。“强者为王”，顺
我者昌，逆我者亡。亡者不逃则死！俗话说：俺惹不起，躲
得起；三十六计，走为上。躲到那里去呢？！陶令不知何处
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第三、桃花源是一种意境，是一种理想，是一个美梦，是一
个精神乐园。未必要苦苦寻求！只要心中有“佛”，与世无
争，天下为公，乐在其中！人生活在现实社会中，难免有现
实和理想的冲突，当你对现实感到无奈的时候，就会想跳出
这个圈子，寻求自己的理想王国。这也许就是桃花源流芳千
古而不朽的魅力之所在。我想，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桃花
源也许永远是正直而失落者的追求目标！

《桃花源记》读后感二

本文乃东晋名士、一代隐士陶渊明先生的名作。陶先生耳闻
目睹东晋黑暗动荡的现实，憧憬着一个环境幽雅无战火烦扰、
平等、自由、安宁祥和的人间仙境。于是，借一位武陵渔
人“忽逢桃花林”“欲穷其林”“从口入”“豁然开朗”，
一个人间仙境就呈现在他面前。源中人大概担心从此外人会
纷至沓来，打扰他们清静、幸福的生活，临别之余，谆谆叮
嘱；可不曾想，渔人怎能按捺住内心的狂喜激动？口里唯唯
诺诺，但早已留心，一路细致的留下记号，立马回郡报告太
守。太守一听有这么个好地方，立刻派人随渔人前去，却如
堕迷宫，再也找不着去路了。

这事马上传开了。一时间，全国各地人情振奋，人头攒动，
前来寻访桃花源的人络绎不绝，却个个高兴而来，失意而归，



根本就找不到所谓的桃林。南阳郡有一位名动天下的读书人，
名叫刘子骥，也听说了这回事，心想：天降奇宝，唯有德者
方可居之。此等仙境，岂是凡夫俗子人人可到的？于是踌躇
满志，想赶往桃花源。哪知这仙境如人间蒸发了一般，再也
找不着了。刘公不甘心，潜心寻访，但终究入境无门，郁郁
而死。

列位看官，果真有这么一处“世外桃源”而世人遍寻不着吗？
非也，这本是陶老先生杜撰虚构的，当时何来这么好的宝地？
倒是现如今，如这“桃花源中人”一般的生活享受，已比比
皆是了。

陶先生于乱世中还有这番梦想，很难得。但这梦想，单靠你
陶先生是“隐”不来的。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来作结：希望
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地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桃花源记》读后感三

小时候偶尔听人提起世外桃源的故事，但对详细内容并不知
晓。只是对那美好的景象有一种若隐若现的渴望，莫名奇妙
的向往。

《桃花源记》是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他是中国东晋时期杰
出的诗人，他的诗已成为中国古典文库中的宝贵遗产，其中
最出色的《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已经成为世代人民
雅俗共赏的精彩作品。《桃花源记》是一篇故事性很强的艺
术作品，表达了陶渊明对理想社会的追求。

他写这个虚构的故事是为了寄托他对当时现实社会的不满，
和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是个归隐之士，在写这篇诗作的
时候已经离开尘世过隐居农村生活十余年了。他出生寒门，
少时虽有抱负，却壮志未酬。他从懂事起就经历了很多的社
会和政治上的变迁和纷扰，社会的伪诈、污秽、黑暗令他感



到窒息、愤懑。他性格耿直，为官清廉，不愿卑躬屈气攀附
权贵，因而与污浊黑暗的现实社会格格不入，后来辞官归隐
田园，过自耕自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简朴生活。

在陶渊明的笔下，”桃花源”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土地平
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作者的手笔简练易读，妙笔生花。简单的几句话，就生动
的描绘了桃源恬静、优美的自然环境，心旷神怡的景象，长
长的绿水，夹岸的桃林，纷飞的花片，芬芳的嫩草，使人赏
心悦目，无限的向往。《桃花源记》的主体和核心是借“避
秦之乱”这一历史事实来抒发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并由此产
生的对理想境界的热烈追求。作者通过形象地描写，神话式
的虚构故事和美的激情，打动了千千万万读者的心。最后，
作者更用悬念的手法，暗示这样一个完美无瑕的理想境界，
是虚无的，只是作者对自由和极乐世界的追求。

《桃花源记》读后感四

有位哲人说过：“人的一天中，有一半的时间在幻想。”这
句话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成“人的一生中，有一半的时间在幻
想”。别人幻想的是什么我不知道，然而陶渊明把他的理想
世界展示在了我们的面前。那是一个花繁叶茂的地方，那里
没有阶级之分，每一个人的收获都同他们的付出成正比，他
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一切，虽是浓郁的鱼乡之气，却也饱含
人情味。

这种唯美的社会风气几千年来都未形成，原因很多，而我也
悟出其中一个，那就是人性本来就是自私的。或许我这样说
太偏激了，毕竟我的社交圈只有这么点，我看到的只有这么
多，其他的美丽或丑恶我都闻所未闻。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
只能很浅显地谈。

有势就高高在上的伪君子……这一切自然并非我亲眼所见，
不然我会更愤世嫉俗些，但长时间的耳濡目染却开始让我怀



疑这个世界的真实性。确实，往往我所看到的都是那些浮于
表面的东西，因为我浮在表面，浑浊的水域让一切都看不清
楚，于是那些遥远的脸总是显得很亲切，因为没有人知道那
究竟是不是一张面具，至于面具下面的嘴脸就更看不清了，
而我也不想去探个究竟。浮在上面有浮在上面的好处，那些
污秽、丑陋、不堪入目的东西就可以眼不见为净。虽然我知
道这是种软弱的行为，但是当我要触及它们的时候我并不能
像想象的那样，大义凛然地撕毁来者的面具，我怕看到我不
愿意看到的东西，所以我只有逃，逃得越远越好。

所以，当我看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的时候，无法不被这
种世外桃源的景色、安居乐业的人们、快乐和平的生活所深
深折服。那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都拥有享受自由与
平等的权利，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与世无争的平
静生活。这一切竟让如今的我深深向往。虽是虚构的世界，
却给了我无限的畅想空间，似乎那些沉于水底的黑暗社会只
是我做的一个恶梦，梦醒了，窗外依旧是生机盎然的大地美
景。我再没有任何奢望，只是请求：“主啊，让我的梦快醒
来吧。”

桃花水阅读理解篇二

《桃花源记》陶渊明用淋漓尽致的词句构造了一个多么宁静，
祥和，美丽的世界！读完后，细细品味，感触很深。

故事的开头，“忽逢桃花林”，这时眼前一亮，又往下
读“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暗暗感叹桃林的美丽，如果能
一饱眼福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渔人向前探去，一幅幅
如画的田园生活展现在眼前：“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
田美池桑竹之属。”源中的人见渔人有好奇、惊异却不害怕，
反而热情的招待他。听完渔人的讲述，源中人送渔人离开，
却叫他不要与外人讲他们的事。当然，渔人没有承诺，可在
他寻找时却迷失了方向。后来名叫刘子骥的人也寻桃花源，



最终却寻病终。

我想，桃花源中的人为何不愿外人知道他们的事呢？而渔人
又为何违背诺言呢？原来这一切皆因渔人的“具言所闻”。
那时苛捐杂税繁重，连年战事不断，百姓生活于水火之中。
说起严苛的捐税和残暴的统治并不是那时才有的。早在春秋
时期，孔子见一妇人，因自己的丈夫和儿子被老虎咬死而痛
哭，他问妇人为啥不搬走，结果妇人却说无苛政，原来残暴
的统治，严苛的捐税远比老虎要可怕。

桃花源的生活是和平安逸，没有战争，并且环境优美。所以
桃花源中的人并不愿意有人来打扰他们的生活。可谁又不向
往这样美好悠闲的生活呢？于是渔人回去便告诉了太守，也
想与桃花园中的人同往。

因此，我们不能让这种丑陋继续蔓延下去，我们要创造一个
全新的社会，把坏思想排斥出去。我们要根生蒂固的维护国
家之间的友谊，继续促进国家之间的友谊，像“地球村”一
样互通无阻，和平共处。这样，地球就会变成一个真正
的“桃花源”。

桃花水阅读理解篇三

近日，读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深有感触。在做这篇文章时，
陶渊明身处动荡不安的时局。连年战乱，百姓生活不易。

那么他笔下的桃花源所在何地呢？

文中提到“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
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可见桃花林景色极美流水娟娟，两岸芳草萋萋，桃花灼灼，
没有一颗杂树，桃花瓣瓣飘落、落英缤纷，隔着文字，仿佛
听到流水叮咚、花香扑鼻。



捕鱼人因沉醉于小溪两岸的美景而误入桃花林，林尽处，便
出现一座山，山有一个小洞，穿过洞，桃花源便出现了。

桃花源就这样出现在如画一般的美景之中，捕鱼人误入桃花
源，桃花源的村民很是惊讶，但依然热情的接待了捕鱼人，
可见民风之淳朴。

桃花源中的村民言“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
不复出焉”，桃花源是人们在乱世中寻得的一隅太平之地。
桃花源的村民从此自产自足，“黄发垂髫，怡然自乐”。

桃花源真的存在吗？对此有几点疑问：

桃花源的出场如此美丽，该是很吸引人的，怎只有捕鱼人一
人找到了这里。

捕鱼人出桃花源后“处处志之”，依旧不复得路，后来南阳
刘子骥想去寻，没几天，便死了。

各种扑朔迷离的情节使桃花源蒙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

那么，作者为什么要虚构这样一个桃花源呢？

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时局动荡，战乱频繁。
少时的陶渊明属于中产阶级，他的曾祖父曾任职大司马，他
的.叔父在朝中做太长卿，父亲曾任太守，然而他的父亲在他
八岁那年去世，家族走向没落，乱世中的衰败也摧枯拉朽。
桃花源，像作者内心的一隅，纵然外界战火纷飞，桃花源依旧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
鸡犬相闻”。

现实生活中的我们何不如此呢，车贷房贷、工资少、工作累、
人情冷淡......正因为如此，作者笔下的桃花源才如此珍贵，
桃花源，跟着文字一起穿越千年，种在每个人的心里。仿佛



一位美好的女子，站在时光里浅吟低笑，独自美丽。

桃花水阅读理解篇四

“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是我在读完《桃花源记》后
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在世事纷争中，想有这么一个桃花源，
洗尽铅华，与世无争。

《桃花源记》是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所作，呈现出一个安乐、
美丽的理想境界，其所表达出的对黑暗现实的抨击不满及对
美好世界的.追求发人深省。在作者优美写意的笔触下，我眼
前浮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桑竹脉
脉，人笑晏晏。这里生活悠然，人人自得其乐，令我心向往
之。

我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的境界。不问外世，不着烦琐，人们没
有大的欲望，邻里之间没有纷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各
行其所，自得其乐。这是淡泊，是悠然，是一种安定，是知
足常乐。所有的纸醉金迷、灯红酒绿，所有的歌舞升平、尘
世喧嚣都远去，归来只余一片真心。正如《陋室铭》中“无
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心”。当繁华落幕，一切附加的葺
饰都不在意，只守着一方静土，一脉温情，一个怡然的微笑。
这，就是桃源之理想所在。

不禁想到现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生活节奏极快，一切都争
分夺秒。无心再驻足欣赏一株春桃，无意再与家人好友多些
亲切的深谈。同时，快节奏带来的还有功利心。不知何时，
似乎做一件事已不在乎过程，重要的仅是结果；又不知何时，
先祖留下的传统宝藏已无太多人潜心静会。这个世界嘈杂喧
闹，只闻那一串又一串匆匆而又沉重的脚步声。及此,再无怡
然。试想，每个人都急着奔赴终点，错过了一道复一道风景，
又如何会有快乐？我们应该学习桃源人那种安居乐业、不急
不缓、"往来种作"、"怡然自乐"的生活态度。



再言，现代社会迅速发展，人们能力提升的同时，也难免会
有些竞争。竞争不是不好，但怕的是于竞争中引出的纷争。
朋友曾对我开玩笑到：“现在社会呀，就是凭实力竞争也得
小心三分，怕遭人挂念啊!“人心不可知、不可测，这才是最
令人心寒的。为了一些功名利禄，舍弃初心，舍弃真情，这
种事层出不穷。那种桃源式热心相助、相惜相乐，去了哪里？
我们应该学习桃源人那种淡泊安然、相扶相助的处世真情。

摒尽那种种繁华修饰、世间纷争，吾心安处，独一世外桃源。
惟愿有一桃花源，且以怡然洗铅华。

桃花水阅读理解篇五

林清玄在文章《桃花心木》中说：“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
能比较经得起生活的考验，会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
我非常赞同这句话。

人的生活中，如果没有了考验，那几乎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因为，考验会激励人，让他更加努力。赛场上，冠军总是要
感谢亚军，因为他给了冠军前行的动力。那如果没有考验，
生活波平浪静，多好？但不是这样的，没有考验就失去了目
标，那些人虽然也有成功，但大多数会沦为乞丐。他们没有
自己的本领，因此只能向他人伸手。所以，生活中必须要有
点儿挫折，不然就缺少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动力。

向窗外望去，这样的生活规律同样适用于自然界：窗外的小
鸟，如果不去捕虫，就会饿死；树木如果不迎风，树叶就十
分娇嫩；动物园里，动物如果不训练，在野外就没有一点儿
抵抗力……这都是这一规则的证明。

有一种非常稀有的热带鱼，渔夫们个个都想捕到，因为它非
常昂贵。但这种鱼有一种怪病，只要一出水，就会在几分钟
内死亡，根本来不及端上桌。所以，能吃到活的鱼，算是非
常幸运了。有一天，一位老渔夫出海打鱼，运气很不好，一



连捕上来好几只一文不值的狗鱼。他叹了一口气，想：唉，
收完这一网，回家算了！但不料，他捕到的正是这种昂贵的
鱼！这时候，出乎意料的一幕发生了：船舱里的狗鱼和刚捕
到的这只鱼撕咬起来，它们在船上斗了十几分钟，僵持不下。
老渔夫忽然猛拍了一把头：它们……它们居然还活着！

原来，渔夫捕来的这种鱼是狗鱼的天敌，双方一见面，生存
本能就被激发了。才没有死在空气中。可见，一个好对手或
是一次挫折是多么重要。其实，我们真正应该感谢的，是自
己的对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