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屈原读后感(通用9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
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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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原读后感篇一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是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前苏联
作家，出生在乌克兰的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从小辍学，11
岁便开始当童工。1919年加入共青团，随即参加国内战
争。1924年加入了共产党。由于他长期参加艰苦斗争，健康
受到严重损害，到1927年底，健康情况急剧恶化，但他毫不
屈服，以惊人的毅力同病魔作斗争。后来，他创作出了《暴
风雨所诞生》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5年，苏联政府
授予他“列宁勋章”，以表彰他在文学方面的创造性劳动和
卓越贡献。

小说的故事情节是围绕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展开的。保尔出
生于乌克兰的工人家庭，早年丧父，母亲替人洗衣、做饭，
哥哥是工人。在小学念书时，神父无理惩罚他，他把烟末撒
在神父厨房里的面团上，因而被学校开除。保尔12岁到车站
食堂当小伙计，老板常常凌辱他，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
了对剥削阶级仇恨的种子。十月革命爆发了，一位老布尔什
维克朱赫来保尔家住了几天，给他讲了许多革命道理，使他
懂得不平等生活的社会原因，这对保尔思想的成长起到了决
定性的作用。之后，保尔参加了红军，他杀敌勇敢，屡立战
功，但也屡次受伤，受伤时，他阅读了许多革命书籍，特别
爱读《牛虻》、《斯巴达克思》等作品，使他思想觉悟提高
得非常快，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最后，保尔与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但他几乎全身瘫痪，



接着双目失明，不得不终日躺在床上。保尔天天让他的妻子
达雅阅读大量书籍给他听，使保尔逐渐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他克服一切困难，以钢铁的意志战胜病魔，从事写作。1934
年，他创作的长篇小说终于出版并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
迎。保尔终于又回到革命队列中，并开始了新的生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杰出代表作，在艺
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它把现实与虚构相结合，以真人
真事为基础进行艺术创作。小说中的许多故事都来自于作者
亲身经历，因此让我读起来更加真实可信、亲切感人。但又
不是全写自己的故事，而是加以虚构，使人物更加典型化，
塑造了保尔的光辉形象，突破了自传的局限，增加了主人公
的概括性和普遍性意义;它描写了大量的故事情节和群众的英
雄事迹，来刻画人物形象。保尔是十月革命后苏维埃第一代
共青团员代表，坚强的布尔什维克战士。作者写出了这个人
物内心世界的美，反映了他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百炼成钢的
成长过程。

同时，小说还刻画了保尔身边一批优秀的共青团员，使人物
具有了深厚的社会基础，深化了小说的主题;它还运用了多种
艺术手法，加强了艺术感染力。小说通过环境表现人物性格，
并采用了多种艺术表现手法，起了烘托作用。

这部小说不仅有思想认识的价值，而且也是一部无产阶级文
学的经典作品!

屈原读后感篇二

薄暮冥冥，我在灯下一遍又一遍读你的《涉江》，心灵的底
片便慢慢涸染上了一层层殷红，渐深的暮色也仿佛笼上了一
层悲戚的色泽。那神奇瑰丽的想象连同泪罗江畔那孤独清高
的身影，深深地攫住了我的心。

阅读你的一腔热忱，遥想你短暂而充满苦难的经历，我一直



都相信你是假诗章来抒写白己苍凉的一生!诗章中那悲愤、抑
郁的倾诉，不正寄寓了你撼天动地的忠贞吗?每口在嘈杂的生
活中静下心来，泪罗江畔的呼声就萦绕于耳畔，回响于心间，
让我不自觉地以此来观照我自己。在这个被言情、武打以及
各种光怪陆离的书籍充斥的社会，是你在时时提醒我，勇敢
地求索至真至美的另一种人生。

你因《离骚》而不朽，这或许是你不幸中的最大幸运。真的
希望你一直都未曾远离我们。或许，你正徜徉千泊罗江畔，
目光穿越千年尘世风霜，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注视着我们这群
现代人。

屈原读后感篇三

读完此文，我心中充满了无限感想，千言万语涌上心头。

屈原所创的《离骚》，影响着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人。
《离骚》被称为，人面临厄运之时“崇高而痛苦灵魂的自
传”，“探求实现‘美政’理想的求索之歌”，“饱含爱国
激情的千古绝唱”。可是，你又是否知道，屈原之所以能创
《离骚》，之所以能创“骚体”这种新的文学形式，不单只
是因为它饱读诗书，还因为，他会发现民间生活中的“文化
精髓”再生活中，我们要有一双好奇的眼睛，乐于发现生活
中的不同，不落窠臼。乐于发现生活中的问题，并积极的去
解决，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在学习中，要好好学习
课本上的知识，但不能盲目听从，要勇于提出自己的观点。
在科学实验中，更是如此，还要自己实验验证自己的想法，
并提出。

屈原的精神能流芳百世，历千载而不衰，屈原的精神能流芳
百世，历千载而不衰，与他的忧郁中悲壮地投江殉国有极大
的'影响。假使屈原一生处荣受宠，仕途风顺；假使楚王能察
纳良言，屈原的“联齐拒秦”的政治主张得以成功.人生中，
如果顺顺利利，便变得没有滋味。所以，在遇到困苦时，不



要自暴自弃，要坚持不懈，遇到困难正是人生的考验。

故事虽小，却蕴含了深奥的人生哲理。在一间事情发生时，
不管在你看来是好是坏，在这其中，你乐于发现，都会有此
收获，所以不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勇于发现和探索。

屈原读后感篇四

屈原，是我国著名的爱国诗人。他为了楚国牺牲了青春，甚
至后来还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换来的却是楚王的质疑、奸人
的诬陷，和两次的放逐。

我常常在想：屈原究竟为什么要投江呢？凭他的聪明才智去
其他国家一定能得到重用。这个答案在我看了《屈原》后才
得以解答。原因就是他太爱国了，太正直了。当秦国侵犯楚
国时，他不愿意和大臣们一起逃跑，而是守护着楚国，悲痛
欲绝的他最终以投江来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感和自己的清白。

看完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屈原是一个才子，由于才华
出众，遭到大臣妒忌和陷害，没有得到机会展示他的才华。
这时的他该是多么伤心啊！我佩服他的正直和他对祖国的热
爱。但，我觉得他有二点做得不好。那就是容易激动，喜欢
实话实说。虽然不算缺点，但也让他成为了“亲秦派”的致
命敌人。

屈原在他最艰苦的时候写下了《离骚》。《离骚》写的是他
对自己一生的看法，和对“亲秦派”的讽刺。

我佩服屈原。

屈原读后感篇五

屈原名平，与楚国的王族同姓。他曾担任楚怀王的左徒。见
闻广博，记忆力很强，通晓治理国家的道理，熟习外交应对



辞令。对内与怀王谋划商议国事，发号施令;对外接待宾客，
应酬诸侯。怀王很信任他。上官大夫和他官位相等，想争得
怀王的宠幸，心里嫉妒屈原的才能。怀王让屈原制订法令，
屈原起草尚未定稿，上官大夫见了想要更改它，屈原不同意，
他就在怀王面前谗毁屈原说：“大王叫屈原制订法令，大家
没有不知道的，每一项法令发出，屈原就夸耀自己的功劳说：
除了我，没有人能做的。”怀王很生气，就疏远了屈原。

屈原痛心怀王不能听信忠言，明辨是非，被谗言和谄媚之辞
蒙蔽了聪明才智，让邪恶的小人危害公正的人，端方正直的
君子则不为朝廷所容，所以忧愁苦闷，写下了《离
骚》。“离骚”，就是离忧的意思。天是人类的原始，父母
是人的根本。人处于困境就会追念本原，所以到了极其劳苦
疲倦的时候，没有不叫天的;遇到病痛或忧伤的时候，没有不
叫父母的。屈原行为正直，竭尽自己的忠诚和智慧来辅助君
主，谗邪的小人来离间他，可以说到了困境了。诚信却被怀
疑，忠实却被诽谤，能够没有怨恨吗?屈原之所以写《离骚》，
就是由怨恨引起的。《国风》虽然多写男女爱情，但不过分。
《小雅》虽然多讥讽指责，但并不宣扬作乱。像《离骚》，
可以说是兼有二者的特点了。它对远古称道帝喾，近世称述
齐桓公，中古称述商汤和周武王，用来讽刺当时的政事。阐
明道德的广阔崇高，国家治乱兴亡的道理，无不完全表现出
来。他的文笔简约，词意精微，他的志趣高洁，行为廉正。
文章说到的虽然细小，但意义却非常重大，列举的事例虽然
浅近，但含义却十分深远。由于志趣高洁，所以文章中多用
香花芳草作比喻，由于行为廉正，所以到死也不为奸邪势力
所容。他独自远离污泥浊水之中，像蝉脱壳一样摆脱浊秽，
浮游在尘世之外，不受浊世的玷辱，保持皎洁的品质，出污
泥而不染。可以推断，屈原的志向，即使和日月争辉，也是
可以的。

屈原已被罢免。后来秦国准备攻打齐国，齐国和楚国结成合
纵联盟互相亲善。秦惠王对此担忧。就派张仪假装脱离秦国，
用厚礼和信物呈献给楚王，对怀王说：“秦国非常憎恨齐国，



齐国与楚国却合纵相亲，如果楚国确实能和齐国绝交，秦国
愿意献上商、於之间的六百里土地。”楚怀王起了贪心，信
任了张仪，就和齐国绝交，然后派使者到秦国接受土地。张
仪抵赖说：“我和楚王约定的只是六里，没有听说过六百里。
”楚国使者愤怒地离开秦国，回去报告怀王。怀王发怒，大
规模出动军队去讨伐秦国。秦国发兵反击，在丹水和淅水一
带大破楚军，杀了八万人，俘虏了楚国的大将屈匄，于是夺
取了楚国的汉中一带。怀王又发动全国的兵力，深入秦地攻
打秦国，交战于蓝田。魏国听到这一情况，袭击楚国一直打
到邓地。楚军恐惧，从秦国撤退。齐国终于因为怀恨楚国，
不来援救，楚国处境极端困窘。第二年，秦国割汉中之地与
楚国讲和。楚王说：“我不愿得到土地，只希望得到张仪就
甘心了。”张仪听说后，就说：“用一个张仪来抵当汉中地
方，我请求到楚国去。”到了楚国，他又用丰厚的礼品贿赂
当权的大臣靳尚，通过他在怀王宠姬郑袖面前编造了一套谎
话。怀王竟然听信郑袖，又放走了张仪。这时屈原已被疏远，
不在朝中任职，出使在齐国，回来后，劝谏怀王说：“为什
么不杀张仪?”怀王很后悔，派人追张仪，已经来不及了。

后来，各国诸侯联合攻打楚国，大败楚军，杀了楚国将领唐
昧。这时秦昭王与楚国通婚，要求和怀王会面。怀王想去，
屈原说：“秦国是虎狼一样的国家，不可信任，不如不
去。”怀王的小儿子子兰劝怀王去，说：“怎么可以断绝和
秦国的友好关系!”怀王终于前往。一进入武关，秦国的伏兵
就截断了他的后路，于是扣留怀王，强求割让土地。怀王很
愤怒，不听秦国的要挟。他逃往赵国，赵国不肯接纳。只好
又到秦国，最后死在秦国，尸体运回楚国安葬。

怀王的长子顷襄王即位，任用他的弟弟子兰为令尹。楚国人
都抱怨子兰，因为他劝怀王入秦而最终未能回来。屈原也为
此怨恨子兰，虽然流放在外，仍然眷恋着楚国，心里挂念着
怀王，念念不忘返回朝廷。他希望国君总有一天醒悟，世俗
总有一天改变。屈原关怀君王，想振兴国家，而且反覆考虑
这一问题，在他每一篇作品中，都再三表现出来。然而终于



无可奈何，所以不能够返回朝廷。由此可以看出怀王始终没
有觉悟啊。

国君无论愚笨或明智、贤明或昏庸，没有不想求得忠臣来为
自己服务，选拔贤才来辅助自己的。然而国破家亡的事接连
发生，而圣明君主治理好国家的多少世代也没有出现，这是
因为所谓忠臣并不忠，所谓贤臣并不贤。怀王因为不明白忠
臣的职分，所以在内被郑袖所迷惑，在外被张仪所欺骗，疏
远屈原而信任上官大夫和令尹子兰，军队被挫败，土地被削
减，失去了六个郡，自己也被扣留死在秦国，为天下人所耻
笑。这是不了解人的祸害。《易经》说：“井淘干净了，还
没有人喝井里的水，使我心里难过，因为井水是供人汲取饮
用的。君王贤明，天下人都能得福。”君王不贤明，难道还
谈得上福吗!令尹子兰得知屈原怨恨他，非常愤怒，终于让上
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顷襄王发怒，就放逐了
屈原。

屈原到了江滨，披散头发，在水泽边一面走，一面吟咏着。
脸色憔悴，身体干瘦。渔父看见他，便问道：“您不是三闾
大夫吗?为什么来到这儿?”屈原说：“整个世界都是混浊的，
只有我一人清白;众人都沉醉，只有我一人清醒。因此被放逐。
”渔父说：“圣人，不受外界事物的束缚，而能够随着世俗
变化。整个世界都混浊，为什么不随大流而且推波助澜呢?众
人都沉醉，为什么不吃点酒糟，喝点薄酒?为什么要怀抱美玉
一般的品质，却使自己被放逐呢?”屈原说：“我听说，刚洗
过头的一定要弹去帽上的灰沙，刚洗过澡的一定要抖掉衣上
的尘土。谁能让自己清白的身躯，蒙受外物的污染呢?宁可投
入长流的大江而葬身于江鱼的腹中。又哪能使自己高洁的品
质，去蒙受世俗的尘垢呢?”于是他写了《怀沙》赋。因此抱
着石头，就自投汨罗江而死。

屈原死了以后，楚国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都爱好文学，
而以善作赋被人称赞。但他们都效法屈原辞令委婉含蓄的一
面，始终不敢直言进谏。在这以后，楚国一天天削弱，几十



年后，终于被秦国灭掉。自从屈原自沉汨罗江后一百多年，
汉代有个贾谊，担任长沙王的太傅。路过湘水时，写了文章
来凭吊屈原。

屈原读后感篇六

空气凝固，风欲起而未能。屈原，你最终还是来到了边。你
脸色憔悴，形容枯槁。面对无理的诋毁、不公的流放、坎坷
的人生，你最终选择了纵身投进的这条大江。用尽了力气，
拂不去悲伤的回忆。

你――屈原，楚怀王的左徒，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相
当年，你是多么的精明能干，你是多么的擅长言辞，又是多
么的明于治乱。“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你主张
抗秦，却遭受到楚国佞臣们的迫害。他们以小人之心，度君
子之腹，他们以小人之语谤君子之为，他们以小人之技蔽君
子之才。于是，你渐渐被君王疏远了，被流放了，直至看到
你心爱的祖国灭亡了！

在寂寞的风中，你在行走，伴随着夜的精灵，你赋《离骚》。
没想到当年大名鼎鼎的楚国大夫，却遭到受尽诋毁的后果！
你竭忠尽智，但终日被谤，你的心里又怎能无怨无恨呢？理
智是冰冷的慰藉。

你最终选择了汨罗江为长眠之地。这一天，你出现在汨罗江
边。憔悴枯槁的身心，就连渔夫都能看得出你那沉重的心。
你宁愿赴江流而葬身鱼腹，也不愿蒙受尘世之污浊。这就是
你，华夏大地上坚挺而自豪的脊梁。你，就在这一年的这一
天，纵身一跃，以转瞬即逝的生命，表达了对楚王的憎；以
高尚的情操，表达了对楚国的爱。即使成为鱼腹中的佳肴，
你也要与楚国永在一起，永不分离！这时，在那一段沉沦历
史的长夜中，熠熠生辉的只有这汨罗江中的一颗不屈的心！

啊，屈原！



屈原读后感篇七

想来老前辈过于执拗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孔夫子
尚且留此后手，您又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呢！何必为了一棵
树而放弃整片森林呢？倘若不愿漂洋过海，去开洋荤，还是
有几个方案可供选择的。

一曰：弃官从文。您的《离骚》、《天问》、《桔颂》，名
满天下，以此作为招徕，哪个文人墨客敢不趋从？倘若办个
补习班，不要说十几条干肉，就是要几百元，上千元，以您
的威望，谁不乐得屁颠屁颠的。到时，弟子们再发表发表文
章，炒作一下，您岂不名利双收？乐哉乐哉！您老可曾听北
大方正的王选说过：“近年来，我并没有什么成就，但我每
年都会多一个头衔，三料‘院士’。”此为方案一。

二曰：半官半隐。若您老不以官位为念，不妨在政府挂个公
职头衔，领着俸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再弄个
三妻四妾，儿孙满堂。这个一声“爹”，那个一个“爷”，
为了儿子、孙子、票子、车子、路子，哪有闲心“上下求
索”？此为方案二。

三曰：以“油”润官。若您矢志不移，立意为官，那须得加点
“油”，有所禁忌。真话、实话、兜底话，切切不可说。若
烽烟四起，您得唱“火烧旺运”；若起草文书，您得颂德歌
功。对主上的嫔妃，谁个得宠，便要专事奉承。要知道，裙
带风、枕边风，比那十二级台风还强。君不见，红塔集团的
诸时健不就是唯夫人之命而行事吗？实在不行，得暂收良心，
忍痛割爱，将婵娟恭送，以博得“皇恩浩荡”。以您为文之
精妙，奏陈之机敏，定能博得赏识，那靳尚、令伊子兰、司
马子椒之流，何在话下？不过“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罢
了。此为方案三。

以上三策，老前辈可任选其一。如今观念飞转，切不可固守
一志；况您伟岸身躯，一旦没于流水，芸芸众生何其痛惜哉！



区区小子，扰耳前辈，不胜惶恐。

屈原读后感篇八

屈原列传

【作者】司马迁

【原文】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
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
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
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
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
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
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
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
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
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
《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
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
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
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
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
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原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



仪佯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
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
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
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
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
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
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
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
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
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
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
时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
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眜。时秦昭王与楚婚，
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
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
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
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
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
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
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
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

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
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
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
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
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
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
王之不明，岂足福哉！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
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



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
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皆浊而我独清，
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
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皆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
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
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
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
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乃作
《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
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
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馀年，汉有贾
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
郢》，悲其志。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
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
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
然自失矣。”

译文

屈原名平，与楚国的王族同姓。他曾担任楚怀王的左徒。见
闻广博，记忆力很强，通晓治理国家的道理，熟悉外交应对
辞令。对内与怀王谋划商议国事，发号施令；对外接待宾客，
应酬诸侯。怀王很信任他。

上官大夫和他同在朝列，想争得怀王的宠幸，心里嫉妒屈原
的才能。怀王让屈原制订法令，屈原起草尚未定稿，上官大
夫见了就想强行更改它（想邀功），屈原不赞同，他就在怀
王面前谗毁屈原说：“大王叫屈原制订法令，大家没有不知
道的，每一项法令发出，屈原就夸耀自己的功劳说：除了我，
没有人能做的。”怀王很生气，就疏远了屈原。



屈原痛心怀王惑于小人之言，不能明辨是非，小人混淆黑白，
使怀王看不明白，邪恶的小人妨碍国家，端方正直的君子则
不为朝廷所容，所以忧愁苦闷，写下了《离骚》。“离骚”，
就是遭到忧愁的意思。天是人类的原始，父母是人的根本。
人处于困境就会追念本源，所以到了极其劳苦疲倦的时候，
没有不叫天的；遇到病痛或忧伤的时候，没有不叫父母的。
屈原行为正直，竭尽自己的忠诚和智慧来辅助君主，谗邪的
小人来离间他，可以说到了困境了。诚信却被怀疑，忠实却
被诽谤，能够没有怨恨吗？屈原之所以写《离骚》，其原因
大概是从怨愤引起的。《国风》虽然多写男女爱情，但不过
分而失当。《小雅》虽然多讥讽指责，但并不宣扬作乱。像
《离骚》，可以说是兼有二者的特点了。它对远古上溯到帝
喾，近世称述齐桓公，中古称述商汤和周武王，用来讽刺当
时的政事。阐明道德的广阔崇高，国家治乱兴亡的道理，无
不完全表现出来。他的文笔简约，词意精微，他的志趣高洁，
行为廉正。就其文字描写来看，不过寻常事物，但它的旨趣
是极大的（因为关系到国家的治乱），举的是近事，而表达
的意思却十分深远。由于志趣高洁，所以文章中称述的事物
也是透散着芬芳的，由于行为廉正，所以到死也不为奸邪势
力所容。他独自远离污泥浊水之中，像蝉脱壳一样摆脱浊秽，
浮游在尘世之外，不受浊世的玷辱，保持皎洁的品质，出污
泥而不染。可以推断，屈原的志向，即使和日月争辉，也是
可以的。

屈原已被罢免。后来秦国准备攻打齐国，齐国和楚国结成合
纵联盟互相亲善。秦惠王对此担忧。就派张仪假装脱离秦国，
用厚礼和信物呈献给楚王，对怀王说：“秦国非常憎恨齐国，
齐国与楚国却合纵相亲，如果楚国确实能和齐国绝交，秦国
愿意献上商、於之间的六百里土地。”楚怀王起了贪心，信
任了张仪，就和齐国绝交，然后派使者到秦国接受土地。张
仪抵赖说：“我和楚王约定的只是六里，没有听说过六百里。
”楚国使者愤怒地离开秦国，回去报告怀王。怀王发怒，大
规模出动军队去讨伐秦国。秦国发兵反击，在丹水和淅水一
带大破楚军，杀了八万人，俘虏了楚国的大将屈匄，于是夺



取了楚国的汉中一带。怀王又发动全国的兵力，深入秦地攻
打秦国，交战于蓝田。魏国听到这一情况，袭击楚国一直打
到邓地。楚军恐惧，从秦国撤退。齐国终于因为怀恨楚国，
不来援救，楚国处境极端困窘。第二年，秦国割汉中之地与
楚国讲和。楚王说：“我不愿得到土地，只希望得到张仪就
甘心了。”张仪听说后，就说：“用一个张仪来抵当汉中地
方，我请求到楚国去。”到了楚国，他又用丰厚的礼品贿赂
当权的大臣靳尚，通过他在怀王宠姬郑袖面前编造了一套谎
话。怀王竟然听信郑袖，又放走了张仪。这时屈原已被疏远，
不在朝中任职，出使在齐国，回来后，劝谏怀王说：“为什
么不杀张仪？”怀王很后悔，派人追张仪，已经来不及了。

后来，各国诸侯联合攻打楚国，大败楚军，杀了楚国将领唐
昧。这时秦昭王与楚国通婚，要求和怀王会面。怀王想去，
屈原说：“秦国是虎狼一样的国家，不可信任，不如不
去。”怀王的小儿子子兰劝怀王去，说：“怎么可以断绝和
秦国的友好关系！”怀王终于前往。一进入武关，秦国的伏
兵就截断了他的后路，于是扣留怀王，强求割让土地。怀王
很愤怒，不听秦国的要挟。他逃往赵国，赵国不肯接纳。只
好又到秦国，最后死在秦国，尸体运回楚国安葬。

怀王的长子顷襄王即位，任用他的弟弟子兰为令尹。楚国人
都抱怨子兰，因为他劝怀王入秦而最终未能回来。屈原也为
此怨恨子兰，虽然流放在外，仍然眷恋着楚国，心里挂念着
怀王，念念不忘返回朝廷。他希望国君总有一天醒悟，世俗
总有一天改变。屈原关怀君王，想振兴国家改变楚国的形势，
一篇作品中，都再三表现出来这种想法。然而终于无可奈何，
所以不能够返回朝廷。由此可以看出怀王始终没有觉悟啊。

国君无论愚笨或明智、贤明或昏庸，没有不想求得忠臣来为
自己服务，选拔贤才来辅助自己的。然而国破家亡的事接连
发生，而圣明君主治理好国家的多少世代也没有出现，这是
因为所谓忠臣并不忠，所谓贤臣并不贤。怀王因为不明白忠
臣的职分，所以在内被郑袖所迷惑，在外被张仪所欺骗，疏



远屈原而信任上官大夫和令尹子兰，军队被挫败，土地被削
减，失去了六个郡，自己也被扣留死在秦国，为天下人所耻
笑。这是不了解人的祸害。《易经》说：“井淘干净了，还
没有人喝井里的'水，使我心里难过，因为井水是供人汲取饮
用的。君王贤明，天下人都能得福。”君王不贤明，难道还
谈得上福吗！令尹子兰得知屈原怨恨他，非常愤怒，终于让
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顷襄王发怒，就放逐
了屈原。

屈原到了江滨，披散头发，在水泽边一面走，一面吟咏着。
脸色憔悴，形体面貌像枯死的树木一样毫无生气。渔父看见
他，便问道：“您不是三闾大夫吗？为什么来到这儿？”屈
原说：“整个世界都是混浊的，只有我一人清白；众人都沉
醉，只有我一人清醒。因此被放逐。”渔父说：“聪明贤哲
的人，不受外界事物的束缚，而能够随着世俗变化。整个世
界都混浊，为什么不随大流而且推波助澜呢？众人都沉醉，
为什么不吃点酒糟，喝点薄酒？为什么要怀抱美玉一般的品
质，却使自己被放逐呢？”屈原说：“我听说，刚洗过头的
一定要弹去帽上的灰沙，刚洗过澡的一定要抖掉衣上的尘土。
谁能让自己清白的身躯，蒙受外物的污染呢？宁可投入长流
的大江而葬身于江鱼的腹中。又哪能使自己高洁的品质，去
蒙受世俗的尘垢呢？”于是他写了《怀沙》赋。因此抱着石
头，就自投汨罗江而死。

屈原死了以后，楚国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都爱好文学，
而以善作赋被人称赞。但他们都效法屈原辞令委婉含蓄的一
面，始终不敢直言进谏。在这以后，楚国一天天削弱，几十
年后，终于被秦国灭掉。自从屈原自沉汨罗江后一百多年，
汉代有个贾谊，担任长沙王的太傅。路过湘水时，写了文章
来凭吊屈原。

太史公说：我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
为他的志向不能实现而悲伤。到长沙，经过屈原自沉的地方，
未尝不流下眼泪，追怀他的为人。看到贾谊凭吊他的文章，



文中又责怪屈原如果凭他的才能去游说诸侯，哪个国家不会
容纳，却自己选择了这样的道路！读了《服鸟赋》，把生和
死等同看待，认为被贬和任用是不重要的，这又使我感到茫
茫然失落什么了。

屈原读后感篇九

每每读屈原《离骚》，我都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屈原对美政
的描绘，对明君的追求，以及那种求而不得的绝望，令我感
同身受地明了屈原旷世的孤独，生生的执念。楚江边那遗世
独立，悲怆怨愤的幽魂，勾起了我几多的感慨！

自傲不是错，自傲本无罪。可当你有高贵的出身，有惊世的
才华，同时又有白莲般的品质的话。自傲就成了别人喉中刺，
眼中钉，肉中瘤了。屈原屈原出身贵族，娴于辞令又明于治
乱。本就令人眼红，可偏偏屈原还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
皇考曰伯庸。”“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这样高
贵出身自喜，以“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的才
华自傲，以“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的品质自得。
又怎能避免陷入“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的境地
呢？于是屈原失去了楚怀王的宠信，同时失去了屈原实现楚
国的统一大业，令楚国成为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
的理想的。机会。屈原的国泰民安，豪情壮志，雄才伟略，
爱国热情终于再无用武之地了，他的治国宏图立马变为泡影，
一切抱负沉入海底。屈原从天上重重的摔入深渊，他心中充
满了愤懑与绵长的愁苦。屈原不舍，不甘，不屈。他执著地
扑向他的理想，从此让自己走上了不归路。

执著带给他的是更深的迫害，更透骨的孤独，更彻底的绝望。
屈原的遗世独立注定只能是一个人的翩跹。他的才华，抱负，
美德再无人在乎，君王不但视而不见，甚至厌烦不耐，朝廷
中找不到一个志趣相投之人，就连自己最贴心的女伴也劝自
己明哲保身“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屈原明白此时
应该“及行迷之未远”，“退将修复吾初服”，但作为一个



有抱负，有理想，有责任的君子，他无法做到独善其身。那
么自傲睨视的人，为了理想他上奔下寻，他次次进言，屡表
忠心，可他却连楚怀王的面都见不了。在经历了一次次的失
望后，屈原也开始抱怨君王的不智，“荃不察余之中情兮，
反信谗而齌怒”但无论屈原表忠心还是表怨愤，再无法得到
君王的侧目了。他踯躅前行，悲怆的背影，揉碎了多少士子
文人、乡野孺妇的心啊。

屈原反省自己的遭遇而“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开始想要收敛自己的一切才华，抛弃那个耀眼的理想，“屈
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忍辱而活，他转而化解自己“何
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哪里没有芳草，何必执著
于一处呢？但他明白失去了那个理想，那个刻入灵魂深处的
执念，便连自己也丢失了，他可以丢失生命，却不能丢失理
想。于是他纵身一跳，跳入了滚滚楚江，用自己的生命祭祀
自己的理想。许多人说屈原的死是一种懦弱，其实屈原的死
并无关勇敢懦弱与否的问题，而是在于生命的空无与充实的
问题，这种对理想执拗地追求、壮烈的宣告、彻底的守望，
正如西楚霸王项羽的乌江自刎是对自己判断失误最气吞山河
的担当一样，他举动本身就是一种惊天撼地的勇气，足于睨
视天地万物。

对屈原而言，不管我们理解与否，都不重要了，他在楚江边
生生守候着自己的理想，反舔着自己的孤寂灵魂。屈原连同
他的理想，因为他的执著，他的守候将与日月同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