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冯至杜甫传读后感(实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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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
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冯至杜甫传读后感篇一

《登高》这首古诗好像是为我写的。壮志未酬身已老，且最
早有这感触的到是那回醉死在东陵大门前，门前落木萧萧下
的霞光，还在那儿等着些过往的像长江滚滚来的殷殷学子。
秋高气爽的日子，自以为是的气度不凡的人啊，有几人知自
己是萧萧下的落木；而些人，早无尽长江滚滚来的，用利己
手法铺垫好了他们令壮志的人去未酬的道路。

而我，在那好像大青门前，看到的仅是落木的萧萧和那些单
纯的学子。在那儿，豆蔻年华的情开始蒙动，我喜爱的她傻
傻的酒窝儿，把我迷惑。最好的最早的写作动力和源泉，在
那里出现；而同时我却有回光反照的感触，那就是落木萧瑟
的把霞光递给了我，其实，是在影子般的提示我的人生坎坷。

我的人生坷坷绊绊的在儿时过来。那时最早的落木霞光，该
在那次四，五岁的幼儿园我一人过小马路，挨骑车的碰的路
边；围观的一邻里小哥，把我伤口包好且用大前门牌香烟纸
包的。当时疼到我有种无尽长江滚滚来的感触；妈值晚班，
爸却出差了，大一岁的姐却在农村。而我被妈挂在脖子上的
大小门药匙，却早甩在我脖后；这样我昏迷在大门外点起了
几根火柴，看到了今生确信无疑该走的路就是苦不堪言的道
路，就是金光闪闪的学以致用的苦坐舟，也是独臂滑行一路
挨整；也看到了学校里朗朗读书声也淹没不了那些拿孩子们
前途当儿戏的，可让孩子们落木萧萧的毒鞭的。



读书后萧瑟的人生确实开演了。虽然早已是80年代啦，那饿
死鬼的'教员的鞋子，妈在春节时都给送过，爸都被妈欺负的
像长江的纤夫，却还督促我和姐读书。而我看到了爸对我们
的无尽长江滚滚来的期盼，期盼在目前实现；而目前的事业
和家庭的小收获更离不开打小到今的，那些萧瑟的路程！

《登高》这诗在杜甫夔州滨临长江登高而作，那是何等意境！
唯独我巧的是头些年，坐那趟翻山越岭的玩命面包车里，驾
驶员带我们这些白领出差学习的，神学于黄山风景区萧瑟落
木彩云间；那时，更怕挨整下崖下的高干们，带着孩儿落木
的哭了！！

而我冷汗流尽后，神般添了些斗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
滚滚来的人生的心！写到此，弯弯腰，看看落木萧瑟的冬首；
而这时妻儿开使了晚上该做的事，妻在洗衣服，女儿在写作
业。

冯至杜甫传读后感篇二

我读《杜甫传》之前，也有一点担心，作者会不会对一位伟
大诗人投注过多的赞美，而忽略了对他平生经历包括性格弱
点的翔实叙述？杜甫作为诗人的伟大是人所共知的，我想了
解作为普通人的杜甫的平凡实在的一面。

读罢全书，我觉得这是一本朴素诚恳可信的书，我读到了一
个伟大诗人的平凡之处，也从这平凡之处更感到了他的不容
易，他的`伟大，在那遍地烽火、国破家亡的苦难岁月，一个
人能活下去已属不易，而他一边受苦、逃亡，一边忧患天下，
还要苦苦锻造诗歌，像收养孤儿一样收养和安顿每一个文字，
一个强盛的王朝终于无可挽回地衰落了，而他，骨瘦如柴的
他，无家可归的他，却以一行行凝着血泪的文字，打造了一
个不朽的诗的王朝。这是一颗诗心对另一颗诗心的深挚观照，
这是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的遥思和凭吊。



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是写杜甫在生活艰辛、衣食无着的逃难
日子里，他曾沿途采药、替人治病，收点微薄的钱以接济贫
苦的生活。看来杜甫是懂医的。采药、制药、看病，他一个
人为患者提供的是“一条龙”服务。伟大诗人曾经做过小小
的郎中。我又想到，在古代，文、史、哲、医并不截然分家，
文人们大多数也许都是懂医道的，中医从哲学得到直接启发，
阴阳、虚实、表里等既是古典哲学的范畴，也是中医的基本
概念，医书大都写得文采华赡，诗味浓郁，医书，简直是用
文学语言写成的哲学。所以在古代，文人懂医道也许是基本
素养，不足为奇，而确确实实亲自上山采药，亲自制药卖药，
亲自行医的，并不多见。当我读到杜甫在成都、在甘肃同谷
等地卖药行医的叙述，我的确有点感动。

诗或许也是一种药，尤其是古诗，似乎都像古老的中草药。
不仅指诗的功能，其对人生创痛的抚摸，对生命孤独的体贴，
对受难灵魂的安妥，这大约都是诗的“药效”吧。而且，你
打开诗经一直读到唐宋元明清，你不仅嗅到了几千年诗的苦
香，也会同时嗅到几千年药的苦香，诗里面所写的那些数不
清的植物，有多少本来就是药草啊。诗经里的车前子、木瓜、
艾，以及后来诗中出现频率越来越高的菊、芍药、莲子、灵
芝等等，都是清凉平和，消火解毒的良药。有时读到一首咏
物抒怀的古诗，其中所写的植物大都是药。这首诗就可以当
做药方了。我发现诗人在情怀比较平和、冲淡、宁静时写的
诗里，其所写的植物也就是平和、冲淡、苦中带甘的那类，
近似于“温补”的那种药。而在孤寂、荒寒的心境下写的诗，
其中就多了些古藤、老树、古柏、落叶、残枝，透出一派寒
凉、孤弱的苦况，令人感到诗人病得不轻，需要好好“温
补”一下。而那些激愤、悲烈的诗，让人感到无论是诗人或
者是当时的众生与社会，均已被病苦折磨得太久，寒火已深
入血脉，外感风寒，内伤湿滞，表里俱实，阴阳不调，急需
去寒解火，综合调理，这就需要良医良药，当然也要病人自
己善于自我调养。

诗或许也是一种药，在多数情况下，诗人和他的诗并不能改



变社会的命运，甚至诗也并不能改变诗人的命运，或许是诗
不如药的地方，但诗是另一种药。至少，诗人在写诗的时候，
诗抚慰了他孤寂的灵魂，他笼罩在诗的情绪里，如同病人笼
罩在药的气息和烟雾里，在这一刻他得到了天地之灵和万物
之气的灌注和补充，随诗降临的精神支持了一个为某种精神
活着的人。诗不像药那么及时和有效，但伟大的诗可以穿越
时空，进入很多人的灵魂，使之感动并获得滋养。

1998年夏天，我到甘肃成县（即古代同谷县），拜谒了城郊
的杜甫祠堂，祠堂依山临河，山仍是当年的山，是杜甫采过
药的那座山，只是山上树木已显得稀疏，望着山上的小径，
我想象着杜甫当年拖着老迈之躯冒雨上山挖药的情景，他一
定是憔悴瘦弱、脸上泛着菜色的，据说当时的同谷县令对杜
甫一家逃难流落此地，非但没有给予同情和帮助，相反，这
个庸俗浅薄的芝麻小官以地方土皇帝的傲慢，居高临下地冷
落和羞辱杜甫，连间小房子也不愿提供，杜甫一家只好栖身
于临时搭起的草棚里。杜甫在同谷居住三四个月，就靠每日
采药、为当地百姓治病，艰难地维持一家老小清苦的生活。
一个食不裹腹、骨瘦如柴的诗人在近于乞讨的艰难日子里，
依然孜孜不倦、一字一句地推敲锻打着诗歌的不朽王朝，他
在同谷逗留了不长的时间，却写了一百多首咏同谷的诗。我
和同行的友人向杜甫雕像深深地鞠躬，并将一杯杯酒祭洒于
诗人面前。然后，我在祠堂外的山上，沿着一条小径走到柏
树林中，小径上长满了车前草、灯心草、野薄荷、柴胡、前
胡等草药，我想，这些药或许都被杜甫当年采过，它们的种
子一代代延续下来，我闻到了苦涩芳香的气息，正是杜甫当
年闻到过的那种气息。

冯至杜甫传读后感篇三

品读杜甫,就如品读一部诗集,一部写满悲愤,同时也蓬勃着英
雄豪情的诗集.

举世不第,壮志难酬的杜甫,也效仿了李白,云似地飘来飘去,



将自己融入高山,融入大川,融入人民.

高山的巍峨,赋予了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
大川的壮阔,赋予了杜甫“白鸥没浩荡,千里谁能训”的气魄；
人民的疾苦,赋予了杜甫“朱门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愤!

杜甫虽有“至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的远大抱负,但大唐的
土地上却没有留给杜甫施展抱负的那一片空间.于是,杜甫就
成了那一片漂泊不定的云,一片写满了诗的云.

仰视这片云,它偶尔也能与别的云相遇,使他暂时丢掉了孤独
寂寞,但这短暂相遇之后呢?当然几片志同道合的云消散了,永
远离他而去之后呢?此时,充斥着杜甫的内心,映入了我的眼帘
的却又是“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孤独和悲凉.

你想做一只鸟,却没有高天任你来飞；

你想做一条鱼,却没有阔海凭你来跃.

你只能做一片云,飘在满是忧愁,满是痛苦的天空中,默默地看
着战火纷飞的大唐土地,看着浮华衰败的大唐朝廷,看着痛苦
不堪的大唐百姓.然后默默地掉着眼泪,慢慢地消散.

可是你的灵魂却化成了一部诗集,记录了你的所见、所闻、所
感.

这部诗集落在了人间,被无数人看到,又被无数人传播；让无
数人落泪,又让无数人崇敬.

我也有幸拜读了它.

冯至杜甫传读后感篇四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注解：

1、岱宗：泰山别名岱，居五岳之首，故又名岱宗。

2、钟：赋予、集中。

3、决：裂开。

4、凌：跃上。

翻译：

泰山呵，你究竟有多么宏伟壮丽?

你既挺拔苍翠，又横跨齐鲁两地。

造物者给你，集中了瑰丽和神奇，

你高峻的山峰，把南北分成晨夕。

望层层云气升腾，令人胸怀荡涤，

看归鸟回旋入山，使人眼眶欲碎。

有朝一日，我总要登上你的绝顶，

把周围矮小的群山们，一览无遗!

赏析：



??杜甫望岳诗共三首，这一首是写望东岳泰山的。诗以望入
题，赞叹东岳，讴歌造化。希望凌顶而小天小，以抒雄心壮
志。

??开首两句，写泰山的高峻伟大，先写对它的仰慕，再写它
横跨齐鲁两地的壮伟。三、四句写近望，所见泰山的神奇秀
丽和能分割日夜的巍峨形象。五、六句写遥望，见山中云气
层出不穷，心胸为之荡涤。最后两句写望岳而生登临峰顶之
意愿。表达了诗人不怕困难，敢于攀登之雄心，显示出他坚
韧不拔的性格和远大的政治抱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千百年来为人们传诵。

这首诗大约写公元736—740年间，杜甫漫游齐赵之时。虽然
此前考进士落榜，诗里却依然豪情万丈，表现了希望登上事
业顶峰的雄心壮志以及对前程万里的乐观和自信。

泰山是传说自尧舜以来就受到历代帝王祭祀的名山。杜甫之
前咏泰山的名作寥寥无几。晋宋诗人谢灵运的《泰山吟》本
是乐府题，但全诗用大量双声叠韵词着力形容泰山的高峻奇
险，强调封禅的肃穆神圣，风格典重生奥，完全失去了乐府
的原味。或许正是因为泰山的宗庙色彩过于浓厚，诗人题咏
便不得不考虑它的神圣意义。所以连善写山水诗的大谢一旦
涉笔。也只能写成板滞的颂体。李白的《游泰山》六首，以
游仙诗的形式抒写了他在泰山顶上与仙人同游、精神飞扬于
天地之间的自由与快乐。倒也符合泰山在汉代被视为“神仙
道”的形象。杜甫这首诗则选择了一个“望”的角度，将泰
山壮美的自然景象和象征崇高的人文意义融为了一个整体印
象。开头以散文句式自问自答。发端直称“岱宗”，本身已
包含了帝王封禅之地的意蕴，接着说从齐到鲁都望不尽它的
青青山色，又以景色，描写烘托出它的高大。同样，下面两
句说大自然把神奇和灵秀都集中与泰山，山南山北的没明暗
由高高的山峰分割，既是赞美泰山景色的壮丽和雄奇，也隐
含着“岱宗”一词的本义：万物代谢、昏晓变化正是阴阳造
化之功，既然集中与泰山，那么此山当然不愧为五岳之首了。



这就超越视野的局限，化为泰山传统的人文含义概括了泰山
的'主要特征：一个象征造化伟力和代谢变化的自然奇观。

后半首写诗人遥望山中云层起伏，心胸豁然开朗;目送飞鸟归
山，眼眶几乎为之睁裂。以“荡胸”二字置于“生层云”之
泰山时精神的激荡，以及将大自然的浩气都纳入胸怀的豪情。
有此力度，下句说目送归鸟以至要“决眦”的夸张，才更显
出诗人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登上的极顶。于是结句用孔
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典故，就极其现成，极其巧妙。既
自述怀抱，又回到了泰山丰富的人文内涵中。正因为泰山的
崇高伟大不仅是自然的也是人文的，所以登上的极顶的想望
本身，当然也具备了双重的含义。全诗寄托虽然深远，但通
篇只见登览名山之兴会，丝毫不见刻意比兴之痕迹。若论气
骨峥嵘，体势雄浑，更以后出之作难以企及。

冯至杜甫传读后感篇五

这首古诗好象为我写的。壮志未酬身已老，且最早有这感触
的到是那回醉死在东陵大门前，门前落木萧萧下的霞光，还
在那儿等着些过往的象长江滚滚来的殷殷学子。秋高气爽的
日子，自以为是的气度不凡的人啊，有几人知自己是萧萧下
的落木;而些人，早无尽长江滚滚来的，用利己手法铺垫好了
他们令壮志的人去未酬的道路。

而我，在那好象大青门前，看到的仅是落木的萧萧和那些单
纯的学子。在那儿，豆蔻年华的情开始蒙动，我喜爱的她傻
傻的酒窝儿，把我迷惑。最好的最早的写作动力和源泉，在
那里出现;而同时我却有回光反照的感触，那就是落木萧瑟的
把霞光递给了我，其实，是在影子般的提示我的人生坎坷。

我的`人生坷坷绊绊的在儿时过来。那时最早的落木霞光，该
在那次四，五岁的幼儿园我一人过小马路，挨骑车的碰的路
边;围观的一邻里小哥，把我伤口包好且用大前门牌香烟纸包
的。当时疼到我有种无尽长江滚滚来的感触;妈值晚班，爸却



出差了，大一岁的姐却在农村。而我被妈挂在脖子上的大小
门药匙，却早甩在我脖后;这样我昏迷在大门外点起了几根火
柴，看到了今生确信无疑该走的路就是苦不堪言的道路，就
是金光闪闪的学以致用的苦坐舟，也是独臂滑行一路挨整;也
看到了学校里朗朗读书声也淹没不了那些拿孩子们前途当儿
戏的，可让孩子们落木萧萧的毒鞭的。

读书后萧瑟的人生确实开演了。虽然早已是80年代啦，那饿
死鬼的教员的鞋子，妈在春节时都给送过，爸都被妈欺负的
象长江的纤夫，却还督促我和姐读书。而我看到了爸对我们
的无尽长江滚滚来的期盼，期盼在目前实现;而目前的事业和
家庭的小收获更离不开打小到今的，那些萧瑟的路程!

《登高》这诗在杜甫夔州滨临长江登高而作，那是何等意境!
唯独我巧的是头些年，坐那趟翻山越岭的玩命面包车里，驾
驶员带我们这些“白领”出差学习的，神学于黄山风景区萧
瑟落木彩云间;那时，更怕挨整下崖下的高干们，带着孩儿落
木的哭了!!

而我冷汗流尽后，神般添了些斗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
滚滚来的人生的心!写到此，弯弯腰，看看落木萧瑟的冬首;
而这时妻儿开使了晚上该做的事，妻在洗衣服，女儿在写作
业。

冯至杜甫传读后感篇六

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巅峰。这些伟
大的作品背后，是一颗伟大的心灵，一种博大的情怀。

忧国忧民是杜甫诗作的一大特征。这种风格不仅是乱世的产
物，更是诗人伟大人格的体现——自觉不自觉地站在国家与
人民的立场，心忧国家，心系民众，同情百姓的苦难遭遇，
一颗挽救社会的心在剧烈跳动，一种帮助人民摆脱沉重枷锁
的激情在涌动。长安十年，历尽坎坷，杜甫仍旧不愿彻底放



下自己的雄心，那颗渴望救黎民于水火的诚心。这些因忧国
忧民而兴起的满腔热忱，形成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力量源泉，
这种从政的热情，在屡遭冰霜之后，代作“诗史”创作的雏
形。

把诗人从政的愿望转化为批判揭露黑暗现实正是当时的腐朽
社会。这种沉闷的黑暗，催生了一位政客从政救国救民的理
想，但同时，它一次又一次戏弄着一位诗人。如果腐朽的力
量只是作用于黎民，那它将催生一代救世名臣，可悲的是它
竟摧毁了一位救世之臣，那么，它将催生了它所摧毁不了的
一代诗人。长安十年，个人的凄凉际遇，与黎民的苦难交际
交融，孕育出了现实主义的巅峰之作，这份情感，自然而然
的成为了创作的灵感源泉。

成语现实主义：注重事实或现实，反对一切不切实际或空想
的性格。如：毛泽东：“虽可能有一类的迁就所谓‘既成事
实’的‘现实主义’的调头出现，但主要的国际势力将变到
进一步地援助中国。”又如：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五卷
第21章：“金俊山抱着现实主义态度说。”

冯至杜甫传读后感篇七

观杜甫。闲坐岩石，穿倚翠竹，仰望晴空，身绕清风，一个
逍遥的诗人。

叹抉择。杜甫一生都十分矛盾，一方面羡慕自由的“江海人
士”，一方面又想在长安谋得一个官职，他怀念李白，羡慕
李白还继续着那种豪放的生活，而他自己却不得不跟这种生
活告别。人的一生最难战胜的就是自己，一颗心，两个方向，
双方的拉扯令自己痛苦，然而自己无奈。转看自身，心中那
份藏匿许久的童稚想有一片游玩的天地，然而“前程”二字
却牵着握笔的双手遨游在书海，无奈，惟独在桌角深刻“自
在不成人，成人不自在”。



叹仕途。上帝以胃口为诱饵将一颗颗飘荡的心领入曲折坎坷
的生活路。在矛盾中杜甫踏上仕途，跌跌荡荡，起起浮浮，
忠的呈现似乎注定要以奸来陪衬，阴谋笼罩的朝廷怎容得下
杜甫这种的儒生，一次次的希望，一次次的打击，杜甫一生
仕途坎坷。愤！愤奸臣，这不是一个人人格上的悲哀，而是
当时社会的悲哀，甚至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叹诗才。“诗圣”杜甫用其一生造就“诗史”，他写“绝”
了唐诗，也写“完”了唐诗。他之后的诗韵格律，最终都以
他的诗篇为金科玉律，“三吏”、“三别”、《兵车行》、
《丽人行》、《北征》，他的律诗千秋无匹。当杜甫二字成
为教科书上的常客，当稚嫩的童音将杜甫的诗读入空际，心
中的那份赞叹无法压抑。

叹人格。一首首坚硬的诗源于一个伟大的人格，一双脚触摸
这片曾经流血的土地，一双眼看尽战乱的残酷，人生的悲凉，
一对耳听尽人间的哀哭，这一切筑成的是杜甫的人格，他将
这份内心的震撼扬于诗中，摇动了封建这座堡垒，将民愤、
民怨、民饥、民寒诉说。

读杜甫。独坐孤石，心立坚竹，俯瞰尘世，写尽悲苦，满心
愁绪的'诗人。

冯至杜甫传读后感篇八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贱泪，恨别鸟惊心。烽
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这是
出自唐朝大诗人杜甫之手—《春望》。读完这首诗，我感慨
万千。我仿佛看到了诗人的忧愁。春日明媚。山河依旧。可
国都却已沦陷，乱草丛生。国破家亡，生死离别，诗人感觉
到连花儿都在伤心的落眼泪，鸟儿也被惊吓得心慌意乱。战
争连绵不断至今已长达三个月了，这时候诗人如果能收到一
封家信，真比金子还珍贵啊!这句话体现了诗人十分思念家里
的人。焦虑无奈之中，诗人使劲的搔首解愁，突然间他觉得



自己的头发在一天天的变少，几乎都不能插发簪了。簪是一
种用来绾住头发的首饰，古时候，也用他把帽子别在头发上。

我从题目中的“春”字感觉到写这首诗的时间应该是在春天。
诗人在诗中到底望见了什么呢?诗人看见了春天的明媚。可却
看不到国家的兴旺。现在正是战乱期间，也不知亲人们是否
健在，他多么想看见自己的亲人。从这首诗中我感受到了诗
人的爱国之情，诗人忧愁得连白发都快掉光了。从“烽火连
三月，家书抵万金。”这句诗当中，我更加体会到了诗人浓
浓的思念之情，和他的担忧。一封简简单单的家书却比万两
黄金都珍!

全诗体现了诗人的无奈加悲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