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赤壁读后感(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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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赤壁读后感篇一

景物的连贯，不仅在结构上使全文俨然一体，精湛缜密，而
且还沟通了全篇的感情脉络，起伏变化。起始时写景，是作
者旷达、乐观情状的外观；“扣舷而歌之”则是因“空明”、
“流光”之景而生，由“乐甚”向“愀然”的过渡；客人寄
悲哀于风月，情绪转入低沉消极；最后仍是从眼前的明月、
清风引出对万物变异、人生哲理的议论，从而消释了心中的
感伤。景物的反复穿插，丝毫没有给人以重复拖沓的感觉，
反而在表现人物悲与喜的消长的同时再现了作者矛盾心理的
变化过程，最终达到了全文诗情画意与议论理趣的完美统一。

赤壁读后感篇二

夜读《前赤壁赋》，反复咀嚼，不能入睡，叹服于苏子的见
解和境界。古往今来，人们追求“大、久、美”的.精神境界
而不可得，无奈于生命的短暂，哀叹于人生的虚无，“寄蜉
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昔曹孟德横槊赋诗，何其慷慨？一战败于孔明周郎，何其惨
烈？一世之雄，而今安在？想到这里，心中不免生出一股沮
丧和凄凉，“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认为，万物都有表象和实质，如水，“逝者如斯，而未
尝往也”；又如月，“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表象
虽千变万化，而其背后作为本质的“道”却是是永恒无尽的。
“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



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人生寿命的长短、功名、富贵也都是相对的，因而短暂虚无，
唯有道是绝对的，遵从道、顺应道、享受道才能达到“大、
久、美”；另外“天地之间，物各有主”，不可强求，亦不
可贪得，即使强求而苟得，也不可能长久，“惟江上之清风，
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有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
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故而人生只有淡薄名利，
化解执著，顺其自然，天人合一，才可享受生命“大、久、
美”之至高境界。

道不孤，必有朋，明人杨慎在《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中这样写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
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
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与苏子这篇《前赤壁赋》所见略同，可谓异曲同工，遥相辉
映，虽历经千古，苏子之道亦不寂寞矣！

赤壁读后感篇三

曾经学了苏轼的《前赤壁赋》，那时还不是很清楚其中真正
的内涵。今天又偶然的看到这篇文章，不禁又重新阅读了几
次。真的有文读百遍其意自现的感觉，尤其是他的这段话让
我有些新的认识。那就是他在文中发出这样的感叹：寄蜉蝣
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
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

这段话蕴涵了深刻的哲理：时光易逝，生命又极其的短暂。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一个过程。我们有幸、来到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演绎着不同的人生。然而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青
春就更加的宝贵了。趁着有限的青春去学无穷的知识，这样
才无悔自己。

自此我悟出了一个道理：懂得生活的人把一生当一天珍惜，



而虚度光阴的人把一天当一生挥霍。而今天是下辈子的第一
天，坚持自己的理想不放弃，总会有成功的那天。因为我们
还年轻，我们还有许多许多的每一天。

赤壁读后感篇四

水光接天……”一样的清风明月，一样的白露横江，一样的
水光接天，苏子唱响了“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的欢乐豪迈之歌。可客人却忧郁伤感，以至于吹出了“舞幽
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这样悲哉哀哉的箫声。可见思维
方式和看待问题的角度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

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一对孪生姐妹走进一个花园，不
一会儿，其中之一哭泣着跑了出来：“妈妈，这是个坏地方，
每朵花下面都有刺!”另一个则笑着跑出来：“妈妈，这个花
园太美了，每丛刺上面都有美丽的鲜花!”

还听说，一个国王贪图享乐，命令大臣四处为他寻找“快
乐”。大臣遇到一个自称“没有一天不快乐”的农夫，问起
原因，农夫说：“我曾经因为脚上没有鞋穿而沮丧，直到有
一天在街上看到一个没有脚的人。”大臣顿悟。

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你会发现水那么清天那么蓝;换一个角度
看问题，天空是那么明媚灿烂，并非你想象的那么阴郁灰暗;
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你会发现“山重水复疑无路”它很短暂，
“路转溪头忽见”是久远;走出斗室，走向自然;走出苑囿，
走向思想的广阔草原，你终会活出一个独特的自我，活出一
个幸福的自我!发现人生路上别有洞天。

赤壁读后感篇五

人生路漫漫，一路上少不了暗礁险滩与大风大浪，在面对这
般艰难的.人生时，只要我们打开心窗，勇敢面对，击退困难，
便可走出荆棘丛生的山路，登上一览众山小的成功之峰。



对于苏轼这位诗人，在我的印象中大概只有些轮廓罢了。直
到遇见了你，我才改变了我的看法。

轻轻打开苏轼所写的《赤壁赋》，我看到了在月夜泛舟游赤
壁的苏轼。他与朋友们“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想
着“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这幅悠然自得的赏月图在人
们眼中看起来是非常美好的吧！但是有谁又曾想到，他仕途
历尽艰辛，屡遭迫害，现在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虽然生
活遭到落差，心灵变得失落，但是他终不改变乐观的天性，
从容地面对生活，勇敢地奋斗下去，最终厚积薄发，在才俊
辈出地宋代登峰造极，创造出大量惊世之作，成为文学史上
地里程碑。

记得进入高中的时候，诸事不顺，事事不如意。数学卷子发
下来后，那鲜红的分数，那满屏的大叉，像一把把尖利的刀
子，狠狠地刺痛了我的心。几次下来的考试，都使我的信心
丧失殆尽，渐渐地消极起来。直到遇见了你，流放却乐观的
你，我才一点一点改变我的观点。你二十岁登进士科，被皇
帝预设为未来的宰相，但是遭人嫉妒，被人所陷，现在只能
流放到这荒芜之地。面对这荒芜人迹的地方，你勇敢乐观地
去面对，你对于这么艰难地处境都不言放弃，何况是我这个
小小地挫折呢？于是我在心思放在数学上面：一天到晚勤奋
谨慎，没有一点疏忽懈怠。每天睡觉前把今天所教的内容复
习一遍，并且预习明天的新内容。每一次的卷子，都会第一
时间思考错的地方，找出漏洞，加以巩固。一如既往，周而
复始，慢慢地我又对数学产生了兴趣，每做出一道数学题都
会产生一种自豪感，在每一次的练习中，我一点点努力，也
在一点点进步。

在更多的时候，我们虽然会内忧外患，但是无所谓，只要你
在这时候打开自己的心窗，“从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
然”，以淡然乐观的心态看待面前的困境，带着属于自己的
勇敢和坚持，就可以突破重重难关，迎接人生的春天！



当你在面对滔滔江水，仰头吟诵时，“自其变者而观之，则
天地曾不能以一瞬”，我遇见了你，一个潇洒、乐观、积极
的你，是你让我终于明白，纵然前方有一块巨大的绊脚石，
只要转个弯，变个样，绊脚石也会变成我们的垫脚石。

让我们一起在失意时，一起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
之章吧！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把荆棘当作铺满鲜花的原野
吧！让我们乐观面对，不畏艰险。

赤壁读后感篇六

苏轼在政治上是一个失意的人，谪迁伴随着他的一生，直到
被发配到海南——这个在宋朝确实是“天涯海角”的.地方。
最后虽逢大赦，却客死在北归的路上，一代文豪的悲惨命运
令后人哀叹不已。也许是穷而后工的原因吧，苏轼虽然命途
多舛，却留下了那一篇篇富含哲理的文章，令后人称赞。
《赤壁赋》就是这样的一篇蕴含哲理的佳作。

起初，朋友相陪在江上游乐，景致很好。但是朋友吹和的箫
曲却带来了痛楚和凄凉。朋友认为，人的一生过于短暂，英
雄豪杰也不过享有一时的名声和地位，何况我们这些凡夫俗
子。我们的追求、希望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朋友“哀吾生之
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这种人生感慨是非常痛苦的，也是
消极的。

说到赤壁，说到曹操，让我也想到了《三国演义》的开篇词
《临江仙》，细细地想来，其实这阕词的内容和情感与《赤
壁赋》似有异曲同工之妙。滚滚长江向东流，一去不再回头，
多少英雄豪杰像浪花般消逝，是非成败，都是短暂的，只有
青山依然存在，每天日升日落。江上白发渔翁，早已习惯四
时的变化，和朋友难得见了面，痛快的畅饮，古今往事，都
成了笑谈。

这阕词的上阕也表达了一种对英雄豪杰、功名伟业消逝的叹



息，唯一长久的只有自然的江河，与《赤壁赋》中客人的话
有些相似。但是下阕情感转折，它纵观历代兴亡盛衰，以英
雄豪杰的成败得失抒发感慨，表现出一种旷达超脱乃至“大
彻大悟”式的历史观和人生观，这与《赤壁赋》中苏轼回答
客人的话观点又有些相近。

下文中苏轼认为客人的观点太消极，站在历史的和变化的立
场看问题，人生当然是非常短暂的，但是站在不变的立场看
问题，我们和万物同在，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有太过分的
要求，“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苏轼的遭遇和冤屈令我们同情，但是他的那种豁达的胸襟更
值得我们叹服。人不管在怎样的环境里，都应该乐观的面对
人生、充分地享受生活。像苏轼那样，既不用羡慕长江没有
穷尽，也不用哀叹人生的短促。人生是短暂的，那么我们就
应该珍惜这短促的人生。“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不管我们曾经取得过多么辉煌的成就，最终都不会摆脱死亡
的命运，这是自然的规律，强求只会成为笑柄，唯一能做的
也就是曹操曾经写的“养怡之福，可得永年”，长生不老是
不可能的，这曹操早已经看透。

既然死亡不可避免，人生起伏不可避免，我们要做的就是豁
达的对待，在巅峰的时候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低谷的时候平
静心态，寻找摆脱的道路。人生苦短，年华易逝，纵使最终
殒落，也要立志来创立像曹孟德一样的丰功伟绩。曹操是豁
达的，在赤壁大败后回北方继续发展经济，为后来晋武帝的
统一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苏轼也是豁达的，在屡次的发配中
仍想着造福一方百姓，心怀天下。人生就应该这样，生如夏
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精彩地走着人生的路程。

赤壁读后感篇七

《后赤壁赋》作于苏轼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之时，
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



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

《后赤壁赋》沿用了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
抒发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优美景色。
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不仅让我们
感到了作者高超的表达能力和语言技巧，文中的孤鹤形象更
能够让我们感到超然物外的人生哲理。孤独、寂寞、高贵、
幽雅、超凡脱俗的孤鹤历来便是道家的神物。乘鹤是道化升
仙的标志，苏轼不仅借孤鹤以表达自己那种高贵幽雅、超凡
脱俗、自由自在的心境，更表现了那种超越现实的痛苦遗世
的精神。那我们就看看他在《后赤壁赋》中是如何将孤鹤的
孤独、寂寞、高贵、幽雅、超凡脱俗展现得淋漓尽致的。山
石高峻怪异，既是对立、压迫着他的自然力量，又象征了他
积郁难消的苦闷之情。鹤则是这一苦闷孤独情感的意象。歇
于松柏，不作稻粮谋的孤鹤在苏轼心中，就像在其他隐逸者
的意中一样，本是高蹈于世外的象征。苏轼曾作《放鹤亭
记》，以放鹤招鹤、与鹤共处来渲染内心弃世的幽情，孤鹤
的形象尤其为他所钟爱。此际在苏轼最感孤独时，忽然有一
东来的孤鹤振翅横江而掠过小舟西去。这只在暗夜独飞，独
鸣的鹤是孤独的，它可以蔚藉同样感受状态中的苏子之心。
因此与客不交一言的苏子对它注意极深。而且它不仅是苏子
此际情怀的象征，也是七月之夜的道士形象新化。苏轼
以“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的觉悟，联想前
来入梦的道士，表明作者在这只孤鹤身上寄予了自己怀念故
友之情。而道士的思想，原是苏子思想中的一个侧面，苏子-
-孤鹤--道士的联结，暗示着苏轼在精神上已归向高蹈于世外
的隐逸者。“开户视之，不见其处”结尾处写自己梦醒后开
门寻找，夜色茫茫，不见孤鹤，也并无道士。一笔双关，余
味深长。将苦闷与希望糅合在诗化境界中。山形与鹤形，使
苏轼因自然的变化和人事的不谙的精神不适感，和在孤独中
向往自由的念头找到了对应。通观全文，在我们的眼前自然
就展现出了好一幅“水月禅境、山鹤幽鸣”的美景图!

《后赤壁赋》中的孤鹤形象，说明了苏轼对苦难并非麻木不



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
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
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
对待一切变故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
黑暗。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涵着坚定、
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很容易就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苏轼
在逆境中能够依然保持着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