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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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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苏东坡的诗意读后感篇一

关于苏东坡，也就是苏轼，我们都不陌生，他的文章诗词在
课本上都学过，而且据说美食“东坡肉”是他研制出来的。
总的来说，他的大名，是如雷贯耳的。

翻开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对于里面介绍的苏东坡的童
年生活，我非常有感悟。

书中提到，苏东坡出生在一个小康家庭中。父亲苏洵年轻时
也不爱读书，后来看到哥哥考到功名，受到影响，就开始决
定认真读书了。刚好苏东坡的出生，让苏洵就萌生了一种和
儿子一起陪伴式读书的'想法。

他教导苏东坡朗读，自己在一旁听，也能受益，父子算是共
同学习与成长。而苏东坡的母亲对他的品行教育也起到了十
分关键的引导。她给小苏东坡读故事，引导他像古人中的圣
贤一样正直，勇敢。后来在对待王安石事件中，他能客观地
看待王安石的成就，没有把当初被贬的私人情绪带到公事上
的判断中。

还有苏东坡的爷爷，他的豁达的性格，让从小与他生活的苏
东坡长大后也是一种怡然积极乐观的性格，在事业上的起起
落落，让他能够有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



通过了解苏东坡小时候的成长故事，也让我更加明白一个原
生家庭对孩子教育的重要性。

文档为doc格式

苏东坡的诗意读后感篇二

?苏东坡传》这本书我才只读了一遍，便对苏东坡这位大文豪
有了足够的认识。书中提到过许多地名，多得数不清，这也
正提示了我们苏东坡一生漂泊。

时势造英雄，苏东坡之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学史谈论上经久不
衰，多半是因当时所处的环境，造就他颇高的思想道德素质。
正因为苏轼的思想超乎常人，才使他的作品犹如一颗璀璨的
星在人群中脱颖而出。

以文才学术论，他远超过其他文人学士之上，他自然无须心
怀忌妒，自己既然伟大非他人可及，自然对人温和友善，对
自己亦无损害，他是纯然一副淳朴自然相，故无需乎尊贵的
虚饰。在为官职所羁绊时，他自称局促如辕下之驹。处此乱
世，他犹如政坛风暴中之海燕，是庸妄官僚的仇敌，是保民
抗暴的勇士。虽然历朝天子都对他怀有敬慕之心，而历朝皇
后都是他的真挚友人，苏东坡竟屡遭贬降，曾受逮捕，忍辱
苟活。

还记得苏东坡被蹢吗？他当时已只不过是一个草民，但他依
然一心想着那些黎明百姓，拿林语堂做结时的话说：“苏东
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
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苏东坡的诗意读后感篇三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
“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汉族，眉州(今四川



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
画家、词人、诗人，美食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词人
代表。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
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
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
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名
列“苏、黄、米、蔡”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其画则开创了湖
州画派。

苏东坡传看完了，苏轼可谓命运坎坷，他的命运完全掌握在
朝庭某些人手中，这是他的悲哀，也是那个时代读书人共同
的悲哀，起也好贬也好，唯令是从，大起大落，富贵与凄凉，
他都经受了，但至死性情不变，诙谐、风趣、达观，可以居
于京都，可以居于东坡。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千古绝唱，
纯洁的思想是淳朴生活的基础，我虽一芥草民，亦能够从中
悟出一些活出生活真性情的道理，无论是处于闹市，还是独
行于东山。

东风知我欲山行，

吹断檐间积雨声。

岭上晴云披絮帽，

树头初日挂铜征。

其实苏东坡所居之东坡，平凡之至，但是在他的眼中，在他
的感受里却不是常人所能感受到的，一个人有了愉悦的心情，
才有了能够使人感受愉悦心境的文章，他有一次写信给他的
朋友说：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民中错综复杂之情
思，我笔皆可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

我有时也会有这样快乐的感觉，思绪所至，非记之不可，打
开电脑，文思泉流涌，任手下十指翻动，对面如有一位栩栩



如生之好友，我与之娓娓道来：流畅欢快，是快乐之时，忧
伤如烟，是郁郁之刻，能够记述自己的思想，让自己的思想
停驻，回味，思考，所有的品尝都是美好的，人生须臾，能
够留下些许特色灵魂的性情也不虚此行。

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
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林语堂

原来既已听闻苏东坡大名，如雷贯耳，万分佩服，尤其他那
一阙《大江东去》、一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
奇”以及其余如“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壬戌之
秋，七月既望……”等等等等，不尽于牍，皆令我为之折服
而赞不绝口。他为北宋豪放派词人乃是当之无愧，开创出宋
词另一番天地。

阅毕此书，方知东坡其余的光辉点如天际之星，亦熠熠闪光，
如爱民、敬友、忠妻，不一而足，他在杭州任太守期间，曾
数次不厌其烦上书朝廷“莫专以救济百姓为法，而要未雨绸
缪的做好防饥备馑工作”(见第二十二章)。苏轼毕生朋友满
天下，且几乎各行各业皆有：道士、僧人、朝廷命官、边城
微吏、平民百姓、青楼妓-女、书法家画家、诗人词人，举之
不尽，列之不穷，就连后来他的敌人章chun(竖心旁
加“享”)，东坡也不计前嫌的宽容他的罪行(见第二十八章)，
至于其元配夫人王弗，苏轼在她早年亡故后，作了流放百世、
脍炙人口的《江城子》，其后娶王闺之以续弦，夫妇两人举
案齐眉、相敬如宾，一直到后来还是在王闺之的大力操办下
苏东坡从纳了后来一直追随他至死的小妾朝云。可见三个女
人对苏东坡一生都是极其重要的。当然，还有一个女人——
元佑年间的太后，在其摄政期间(1085.3～1093.8)极力支持
苏轼，擢其高-官，使苏轼得以大力宣扬其政治思想。然太后
逝世后，他失势极惨，被四处流放，甚至到过海南，最后遇
赦勉强才回到中原，死于常州。



无疑的，苏轼的一生是光辉璀璨的，他的人生旅程和他的诗
作书画一样是值得我们后人细细体味的。无论是作为一名大
宋帝国的臣子，还是一位举世闻名的才子，他都当之无愧的
在华夏大地的群英中占据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林语堂这本
书尽管融入了他自己对于苏东坡的看法，但我想，正如他的
那句"思想的快乐才是万古不朽的"正是我们对于苏东坡这位
千年才子的贴切概括。

苏东坡的诗意读后感篇四

世间的一切，都不过是一场相遇。冷遇见了暖，就形成了雨;
春遇见了秋，便有了岁月;太阳遇见月亮，变生成了星辰;天
空遇见大地，就有了永恒。世上的每一场相知，都从相遇开
始。世上的每一段倾心，都因相遇而沉醉。

然而大千世界，何其纷繁复杂。在追逐名利之中，人们的心
与心逐渐远离，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背影。你想去触及，却只
是一片虚无。人情世故之中，所有的相遇都变得平淡。你想
追寻的人与事，却只能含着泪擦肩而过。即使身处热闹的街
市，面对这车水马龙的人群，一次不经意的回眸，也得不到
一刻眼神的交接。孤独，是一个人的，也是一群人的，就这
样无声地进行一个人的战争。想要去挣脱，却只能茫然对视。

茫茫人海中，我只想去遇人生中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
不得我命。于是，我决定携着背包，带着几分期许，去寻一
场倾心的相遇。

以文字为房，以标点为窗，我找到了一片心灵的栖息地。打
开时空的按钮，开启一段时空之旅。偶遇一位沉睡的灵魂，
听他诉说千年的情思，听他吟唱千年的词调。这里是诗情的
天地，记录着辉煌的历史传奇，谱写了璀璨的光的篇章。殊
不知，这段文字的背后，有这一段不为人知的深情。我遇见
了他们的故事，从此，点亮了我的人生。



以岁月为笔，以相思为墨。字字皆情，句句皆心血。“两句
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一字一句的斟酌，让这片文字的世
界充满着深情，春风卷来大地的芳香，打开心灵尘封已久的
窗户。流水冲刷岁月的痕，洗涤人们心中的孤独。明月松间
照，清泉石上流，一切都是那么宁静温和，一切都被赋予新
的生命。这里的灵魂因千年的沉淀而变得清纯，或深邃，或
豪迈，或深情，承载在属于他们的故事中。原一个人独自走
到流水的尽头，只静静地坐着，看天边的云彩冉冉升起。

还记得千年前的浔阳江畔?那一夜，只留下动听的琵琶声和泪
水沉入水底，重温那段故事，我仿佛遇见了当年泪湿青衫的
江州司马。那双深邃的眼睛就好像能洞察周围的一切，看破
了岁月的流离，一头飘逸的秀发交织着修长的衣袂在风中凌
乱。他在侧身倾听，让灵魂行走在琵琶拨动着的琴弦上手指
和着音律轻轻拍动。他听得入神，沉浸其中无法自拔，殊不
知，泪水早已湿透青衫。我多想扯破千年便是时光的束缚。
为他拭去眼角的荧光。可是我不能，只静静地看着彷徨的白
司马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他想借酒醉去逃避，却不料醉
不成欢惨将别。心灵上的创伤太重，烈酒也无法朦胧。悦耳
的琵琶声在诗人的心头响起，在诗中隐没，牵动着司马难酬
的壮志。看着诗人高举着酒杯，却始终放不下。何不一饮而
尽?任尔东西南北风。乐声渐去，只留下诗人独自一人的感伤。
那一夜，一花，一酒，一诗，陪着醉倒在江边的白司马，足
以。酒不醉人人自醉，醉来的第二天，他会选择去忘记一切，
只记得别离时的茫茫江浸月。

从浔阳岸边走过，邂逅诗人沉睡千年的灵魂。我是多么幸运，
能遇见一段倾心的美好。只想轻轻的哼唱着《霓裳羽衣曲》，
骑着白马，滴哒滴哒的走过盛唐的别样繁华，或许下一秒，
又能遇见一段。

偶遇一段美好，胜过一场虚伪的追逐。只愿沉醉在诗情的天
地，站在词语的留白中，与文字谋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恋。乱
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慢慢地跟着诗人的脚步，



徜徉在这片文字的海洋，有诗路过的地方，满山的清流便开
始吟咏唱和，轻轻地挥一挥手，便是诗人繁杂交织在一起的
情思，那些永远无法解开的秘密。诗人一伸手，便是满把新
诗，诗太多了，诗人开始随手抛撒，我跟在后面，一俯身，
便是千古的经典。

我躺在云端，遇见一首诗，遇见诗中的人与事，遇见一位横
卧在岁月的灵魂……

苏东坡的诗意读后感篇五

不知道为什么，我其实不怎么会看传记，因为我觉得了解完
一个人的一生之后，会突然感到惆怅和不舍。就仿佛自己参
与了他的一生，结局就是送他离开一样的难过。

今天听的《苏东坡传》，发现难过的感觉少了，可能是因
为“东坡肉”能让我感受到那个“吃货”还在吧。

苏轼，从小就是个天才，传说他是文曲星下凡，带动了全家
的读书氛围。有才的人，到哪里都是吃得开的，苏东坡年少
时受到了大文豪欧阳修的赏识，欧阳修甚至说三十年后无人
记得欧阳修都会在聊苏东坡，可见苏东坡的魅力之大，还有
欧阳修的眼光独到和爱人好士。

苏东坡，仕途坎坷，可以说不是在去当官的路上就是被贬的
路上。他为人豪放，爱结交朋友，这个性格有利有弊，他的
妻子王弗经常提醒他要防小人，他还是依旧“放荡不羁爱自
由”，君子坦荡荡啊。我想每个人都会喜欢平等尊重他人的
人吧。想想，他还是个十足的深情boy，“十年生死两茫茫。不
思量，自难忘。”是他妻子十周年祭诞的时候作的词，不难
感受到他的悲痛之情。

苏东坡，除了留下了许多千古诗篇，还给我们这些吃货留下
了东坡肉，他真的是很能吃，很会吃。换成一般人被贬到蛮



荒之地，估计要愁死，他却开荒种田，每日以乐观的心态去
面对生活的苦难。像他这么热爱生活的人，真的很让人佩服。
晚年的他流放到海南岛，作为吃货的他发现烤生蚝鲜美，写
信给弟弟子由说千万不要跟北方人说，有趣的老小孩。

苏东坡这个“宝藏男孩”，真的聊不完，有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看看林语堂先生写的这本《苏东坡传》，不了解他的会
了解他并且喜爱上他。

苏东坡的诗意读后感篇六

林语堂先生的小品漫笔看过一些，列传却是第一次拜读，看
了之后，才后知后觉的发现林语堂写列传也是精彩十分，拿
起便不忍释卷。难怪这本书能被成为四大列传之一。

这本书记载了苏东坡崎岖的终身，从名声大噪到几经放逐，
直至。材料具体，言语生动这些长处自不必说，最让我感动
的是林语堂对苏轼这个人物倾泻的汗水，在书中的每句话里
简直都能感触到，林语堂就像一个忠诚的“粉丝”，跨过千
年韶光，去寻觅偶像魂灵中亮光的动听之处。其实前史哪里
有或许百分百复原，林语堂对苏东坡毫不小气的溢美之词，
也被有些人点评不行客观。而我却以为，正因如此，林语堂
所刻画的苏东坡，才显得分外有血有肉，才分外让人喜欢与
叹服。他的才调，他的磊落，他的仁心，他的志向，他灵通
的才智，传奇的人生，并不会由于年月的消逝而减损半分，
反而引得后世知音的共识。

林语堂先生当然也是知音之一，他不由得拿起笔，把他的感
悟写下。书中说：“创作之能使历代人人爱读，而不为时间
短的文学风气所吞没，乃至历久而弥新，必定具有一种咱们
称之为发乎内心的‘真纯’。”而正由于苏东坡品格中
那“真纯”的一部分，体现在其文章与业绩中，才得以传得
千古美名。我想，打动了林语堂先生的，也正是那份“真
纯”。



林语堂先生行文洒脱天然，嬉笑怒骂之间，总能在片言只语
中显示人生的才智。然而生逢浊世的他，也有许多无法，想
必在苏轼身上，他看到了一种历经劫难仍然可贵的纯洁与高
雅，这也正是他神往与寻求的人生境地。在《林语堂散文》
中，他就曾说道：““火热大方的心境应该由一种哲学加以
保证，避免受人生的环境所糟蹋，由于人生是最严格的。火
热的心境是缺乏敷衍环境的，热心有必要和智与勇结合起来，
一个彻底了解人生的人是一直英勇的。无论如何，智假如不
能生勇，便无价值。智阻止了咱们的愚笨的野心，把咱们由
这个国际的时尚的骗子—无论是思维的骗子仍是人生的骗
子—中解放出来，是咱们得到勇气”。热心加上才智，才干
发生直面人生的勇气，这种勇气绝不是匹夫之勇，而是一种
豁达洒脱的大才智。

在林语堂心中，苏轼正是一位这样的勇者，在千年之后仍然
用不灭的品格魅力照亮人们的心灵。感谢林语堂先生，让更
多的读者，也有幸，做一回苏轼这位传奇文人的知音。

苏东坡的诗意读后感篇七

最近在读林语堂《苏东坡传》，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读的
感受。

苏东坡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在中国文学历史的地位恐怕也
只有李杜能与之匹敌，是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读过这本书
后，对苏轼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这本书没有史实记载的东
坡传记那样文字严肃，林语堂笔下的东坡传文字亲切，字里
行间充满对苏轼的喜爱之情，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褒贬鲜明，
读起来轻松、更有趣味性。读完之后，瞬间觉得苏轼确实可
以称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

苏东坡之伟大，首先在于他无与伦比的才华，天地万物，世
间百态，了然于胸，下笔入神。从才华来看，他是一代文豪，
他一生著作颇丰，著七百多少诗词，《赤壁赋》《后赤壁赋》



《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广为人传，那种天马行空，绝
非常人可有。当然苏东坡的才华远非吟诗作对，他也是位博
学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琴棋书画，儒释道百家，工程
农学，医学炼丹，可谓无所不精，就连小烹，亦有独到深刻
见解，如他在黄州时独创的东坡肉、东坡鱼、东坡汤，都让
后人津津乐道。《苏东坡传》中还记载，他从儋州返回大陆
期间，正逢夏季，非常之热。他得了痢疾。他以为自己喝冷
水过多，觉得特别软弱无力。就自己买了一服药黄香来吃，
顿时觉得好得多了。中医认为黄香是很有力的补药，能补血、
补内脏各经，很多现代的中国人天天论碗喝黄香汤，确有益
处。纵观《苏东坡传》，他堪称百科全书，万能全才，无不
让人佩服。

苏东坡的伟大、令人敬畏的还有他的正直，他敢于挑战权贵，
勇于唱反调，忧国忧民，为民请命。他任徐州太守，杭州知
州，被贬惠州之时，兴修水利工程，大力发展农业，著名的
杭州西湖的苏堤就是他所修建，“苏堤春晓”已成为西湖十
景之一，这也是得到后世人民爱戴尊敬的原因。

苏东坡的伟大还体现在他的乐观豁达之上。林语堂在《苏东
坡传》中指出，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秉性难改的乐天派。
苏东坡的乐天，源于他的生性豁达，纵然一生命运多难，也
不悲观。苏诗极少有那些婉转哀愁，情愫万千的作品，读他
的诗词让人能振奋。在厄难面前，苏东坡凭借其乐观天性，
直面悲困，苦中作乐，倒也乐得其所。

苏轼的一生都卷在政治旋涡中，人生转折点“乌台诗案”，
让他他遭到贬官、逮捕，一辈子几乎没能在一个地方住上三
年，恰如风中飞蓬，东飘西荡，正如他自己曾讲：“问汝平
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但就是这样的坎坷人生，他也能
苦中作乐。下面是《东坡传》里面的几个小故事。

苏轼初贬黄州之时，虽居住在这个贫苦小镇上，却能苦中作
乐。他居住的房子非常简陋，夏天对着大太阳，别的旅客一



旦看见，就会黯然失望，他却对其情有独钟，他向别人吹嘘
说：他“午睡初醒，忘其置身何处，窗帘拉起，于坐榻之上，
可望见水上风帆上下，远望则水空相接，一片苍茫”。他在
札记里写道：“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
青江右回，重门洞开，林峦岔入。”景色并不见得是可夸耀
的，景色之美只是因为观赏风景的人有一颗善于寻找美得心。

依然充满情趣，写下了悠悠然的诗句：“报道先生春睡美，
道人轻打五更钟”。此诗传到时任宰相的政敌章惇耳里：好
个苏东坡，你的贬谪生活也太闲适滋润了。便下令再将其贬
至更为偏僻荒凉的海南儋县。

在他居海南之第二年，当时谣传苏轼已死亡。在一次宴席上，
一个朋友向他开玩笑说：“我当时真以为你死了。”苏东坡
说：“不错，我死了，并且还到了阴曹地府。在阴间路上遇
见了章惇，决心又还了阳。”感觉苏东坡就是“老小孩”，
充满童趣。这种处世态度，是我应该学习追求的方向。

林语堂说：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
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
古不朽的”。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塑造了一个丰富的苏东坡，值得一读。

苏东坡的诗意读后感篇八

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苏轼出生在了眉州的眉山，
父亲苏洵和母亲程氏对苏轼和弟弟苏辙关爱有加，苏轼18岁
时与15岁的王弗小姐成为了夫妻，一家人进京赶考。考中进
士，后苏轼的母亲病故。再次进京，苏轼被任命为校书郎，
却不得不与弟弟分别。熙宁四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
却引来了王安石的愤怒。被逼无奈的苏轼请求出京任职，也
因此来到了他的“第二故乡”杭州。后被朝廷小人抓住他的
文章不放，以“讽刺政府”，“背叛皇室”的名义将苏轼关



进了大牢（文字狱）……但这都不能打垮苏轼。出狱之后，
苏轼奉诏赴汝州就任。晚年的苏轼被贬到偏远的“南荒之
地”，最终死在回程的船上，结束了他满怀豪情壮志的一生。

林语堂先生说：“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
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
这才是万古不朽的。”善良的苏东坡也好，耿直的苏轼也罢，
这位名副其实的“诗神”都做到了“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
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为后人树立了一个良好的
标杆！

望江山如画，品“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苏东坡的诗意读后感篇九

第一次翻开这本书，真的是毫无头绪，而且也读下去，便将
它暂时冷落。可如今我又想起苏东坡，我渴望了解他，于是
再次翻开了这本《苏东坡传》。

苏东坡的这一辈子可谓是吃了不少的苦头，所以我称他
为“苦了一辈子的诗人”。但是尽管生活困苦，他总是豁达
乐观，所以他那无人能敌的阳光心态也是拜吃了太多苦头所
赐。

在1036年12月19日，这位伟大的诗人诞生了。苏轼在他十岁
时，已能写出出奇的诗句。而他的父亲苏洵进京赶考，结果
名落孙山。苏洵败在了需要有相当的艺术情绪的做诗上，这
一点苏东坡比他强。果然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啊！

在苏轼与苏澈刚二十有余时，和父亲已是朝廷命官。只是，
这时的苏东坡初入官场，还不够成熟老练，他的妻子帮了他
不少忙。苏夫人能够看出别人的短处，苏东坡恰恰不能，所
以妻子对苏东坡的忠言他也听。苏夫人或许是参透了“君子
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橘”的道理吧。



苏东坡这位伟大的诗人，最令人喜欢的一点便是乐观。因此，
小人章惇和看苏东坡不顺眼的人十分烦恼，他们竟也无奈苏
东坡。当苏东坡只剩间破房子时，却更加逍遥自在了。苏东
坡写的小短文《记承天寺夜游》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有一句
话为“月色入户”，可见房子之破，连月光都投进来了。可
下一句为“欣然起行”，苏东坡竟满心欢喜，像老朋友来家
坐坐一样，起了床，踏着月色，找好友张怀民去了。所以你
看，这位诗人多么独特！

苏轼，让我叫一声你的名字，尽管你如昙花一现，但你留给
我们的记忆与回忆，不会淹没在时间大海里，你将永远住在
人民心中，这朵美丽的花将永不凋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