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康震评说苏东坡读后感 苏东坡传
读后感(精选10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读后感书写有哪些
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康震评说苏东坡读后感篇一

中国人对苏东坡的喜爱程度，林语堂概括的最为精准，“一
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

《苏东坡传》，是一个才子为另一个才子所作的传记。可以
说，苏东坡是林语堂的偶像，是林语堂的隔代知音，林语堂
对苏东坡的喜爱、欣赏、仰慕，最终凝结成了这部传记名著。
《苏东坡传》以苏东坡成长轨迹为线索，分为童年与青年、
壮年、老练、流放岁月四卷，考据严谨，事例翔实，语言生
动幽默，仿若林语堂穿越了时空，隐身于苏东坡身侧，一一
记录着他的言行起居、喜怒哀乐而成文。同时，这部中国古
代名人传记的写法有别于他，林语堂有心把自己的偶像推介
出国门，作品以英文写就，目标受众是西方读者，后由台湾
学者张振玉译为中文，堪属名著名译，读时别有一番趣味。
林语堂是了解苏东坡的，旅居海外之时，身边相伴的是有关
苏东坡的以及苏东坡著的珍本古籍，一天天的精神交流，一
次次的心灵对话，神交已久，经典传记顺理成章一气呵成。
苏东坡旷达、豪迈、洒脱，林语堂的笔调也是轻快的，即便
是苏东坡跌至仕途低谷，传记的笔触也不曾灰暗。

苏东坡天赋才气。“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士
大夫不能诵东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此语
为当时杂记记述，由此可见东坡才气地位。苏东坡说，做文章
“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



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称最快乐就是写作之
时，“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
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林
语堂也道，杰作之所以成为杰作，必然具有一种我们称之为
发自肺腑的“真纯”，还在于文学所给予读者的快乐上，能
使读者快乐，的确是苏东坡作品的一个特点。东坡创作时自
得其乐，其诗文书画艺术上的卓绝之美也带给我们太多的愉
悦和欢乐。

苏东坡处世旷达。东坡一生的宦海生涯，几遭贬谪，饱经忧
患拂逆，均以坦荡荡之胸怀处之，人性更趋温和厚道，并没
变得尖酸刻薄，古今中外，与其相似之人可以说再难找到第
二个。在贬谪期间，东坡仍开凿湖泊河道、治水筑堤，关心
千里荒旱、流离饿殍。在政治上，他从不站队，对自己的主
张原则始终坚定不移，所以他一生政坛坎坷不达也就不足诧
异了。苏东坡处世“对事不对人”，他会因事发怒，却不会
恨人，听闻自己的仕途克星章被贬谪的消息时，他写信对双
方的亲戚黄实说：“子厚得雷，为之惊叹弥日。海康地虽远，
无甚瘴。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稳。望以此开譬太夫人也。”
此种襟怀，正如他对子由说的：“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
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在我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

苏东坡情深义重。东坡对生命中的四位女性用情至深。初恋
系其堂妹，慈孝温文，因二人同姓联姻无望，至晚年流放在
外，听闻堂妹逝世，东坡“心如刀割”；流放归来途经堂妹
坟茔所在，虽身染重病仍挣扎到坟前致祭，第二天，尚面壁
而卧抽搐哭泣。发妻王弗聪明能干，务实际、明利害，有知
人之明，东坡事事多听从妻子，可惜王弗二十六岁病逝，妻
死后十周年，东坡作词《江城子》悼念，其词凄艳感人：十
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
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
月夜，短松岗。妻亡三年多后，东坡续弦王闰之，闰之系王
弗堂妹，秉性柔和，遇事顺随，一直和丈夫同甘共苦，东坡



誓言生则同室，死则同穴，闰之死，东坡亲写祭文，十年后，
子由将她与东坡合葬。东坡贬谪黄州期间，收朝云为妾，朝
云聪明活泼有生气，是东坡的红颜知己，据传，东坡曾问家
中女人他那便便大腹之中何所有，有说“一肚子墨水”，有说
“一肚子漂亮诗文”，东坡都摇头说“不是”，最后朝云
说“你是一肚子不合时宜”，东坡大呼曰“对！遂大笑。东
坡对弟弟子由的深情也非比寻常，在宦海浮沉的顺逆荣枯过
程中兄弟手足情深，忧伤时相慰藉，患难时相扶助，彼此相
会于梦寐之间，写诗互相寄赠以通音信，因为子由，苏东坡
写出了那首公认最好的中秋词《水调歌头》。

苏东坡幽默达观。东坡一生穷达多变，却容易接受哲学达观
思想的安慰，自谓陶潜是其前身，与自然浑融一体，宁静满
足。被贬黄州期间，曾于雪堂墙上门上写下“警言”：出舆
入辇，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寒热之媒。皓齿蛾眉，伐性之
斧。甘脆肥浓，腐肠之药。后被贬谪到中国本土之外的琼崖
海岛，当地无医无药，他却说：“每念京师无数人丧生于医
师之手，予颇自庆幸。”最能体现其达观人生哲学的，应是
他贬谪到海南的日记：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
之曰：“何时得出此岛也？”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
洲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譬如注水
于地，小草浮其上，一蚁抱草叶求活。已而水干，遇他蚁而
泣曰：“不意尚能相见尔！”小蚁岂知瞬间竟得全哉？思及
此事甚妙。与诸友人小饮后记之。

康震评说苏东坡读后感篇二

近日读了林语堂版的《苏东坡传》，不愧是语言大师，活现
了一个更加真实、鲜活的苏东坡。大师为大师写传，这点很
吸引人。

中国自古以来评价一位文人，首先看的并非是成就的大小，
而是人品道德的好坏，也就是他的人格。一个品格低劣的文
人，即使文字再富有才华，也终归无用。所以，一个人的人



格可以说是他的名气的骨干。

苏东坡所处的时代与现在已有千年之隔，而他的美名依然历
代为人们所称颂，可谓家喻户晓。他之所以如此，我想也与
他的人格魅力不无关系。

苏东坡的人格虽然复杂多面，然而我认为也可以用“浩然之
气”四个字来概括。所谓浩然正气，就是正大刚直之气，也
就是人世间的正气。苏东坡即具有此种“浩然之气”，它致
大致刚，激烈冲动，不可抑制，这种力量若辅以正义和真理，
便在天地之间无所畏惧。

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一天饭后，苏东坡捧着肚子踱步，
问道：“我肚子里藏些什么？”侍儿们分别说，满腹都是文
章，都是识见。唯独他那个聪明美丽的侍妾朝云说：“学士
一肚子不合时宜。”苏东坡捧腹大笑，连胜称是。

“不合时宜”正是苏东坡那坚执性格的体现。

苏东坡坚执的性格集中表现在了他的宦海生涯之中，那是他
性格中最坚硬的一部分，正如暴风雨中的海燕，暴风雨越是
猛烈，他就越是要激越地怒吼，高傲地飞翔。

康震评说苏东坡读后感篇三

这本书从家庭、生活、政治、书画等角度概况了苏轼一生，
读完第一感受就是苏轼怎么这么好，被一贬再贬，还是很豁
达地面对一切，王安石真的是令人讨厌，还邋里邋遢。

苏轼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一群追随他的粉丝，敬仰他的人品和
才华，穷困潦倒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朋友愿意接济他，他倒是
自得其乐，没官做就做做农民，种种地，到处游玩写写诗提
提词。他是一个心中有国，却没政治的人，职位再低，都尽
可能地救济百姓，他是真的想做事的人。



看他给友人的书信，幽默自嘲，他好像一个体验派，总要搞
点事情，体验瑜伽，体验制酒，体验制墨。他的名气在当时
没有网络的时代竟然能席卷整个大陆甚至外邦。

他在政治道路上是不幸运的，起起落落，被政敌视为眼中钉，
但有很多人懂他，在他就要被害死的时候，与他政见不和的
司马光替他说话，太后也替他说话，这就是他的人格魅力吧。

第一次看他写的书法并不觉得好看，大大小小一点都不规整，
倒是和他的脾性浑然天成，自然洒脱，字是要有灵魂才会像
跳舞的精灵吧。

康震评说苏东坡读后感篇四

2.做翰林学士时，苏东坡常在夜里深锁宫中。有一个极为崇
拜苏东坡的，勤于搜求苏东坡的字，苏东坡每一个短简便条
若由苏东坡的秘书交给他，他就给秘书十斤羊肉。东坡已经
风闻此事。一天，秘书对友人的口信请苏东坡回复，东坡已
经口头回复了。秘书第二次又来请求，苏东坡说：“我不是
已经告诉你了吗?”秘书说：“那人一定要一个书面的答
复。”苏东坡说：“告诉你那位朋友，今天禁屠。”苏东坡
是个很风趣幽默的人。

康震评说苏东坡读后感篇五

起初拿到这本薄薄300多页的《苏东坡传》，粗略的翻翻，并
没有发现他有多么多么的吸引人。认认真真地开始看起来，
也被林语堂那些看起来略微费力的文字加上并不能太多的情
节弄得昏昏欲睡。于是这本书就一直“束之高阁”，直到老
师说下周一律收齐。为了届时的作业，硬着头皮开始飞速的
看了起来。

从一开始的一目十行到后来废寝忘食的细细去读，才发现吸
引我的是苏东坡的那种大者所拥有的智慧，苏东坡那时间和



空间都无法阻挡的人格魅力，加上林语堂那种平实的笔调，
让这种魅力在字里行间浓烈的发散着。比起看书时候的万千
思绪，真正到下笔却不知道怎样去描绘这样一个高大的人。
林语堂的序里是这样写的“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
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
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
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x，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
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坚持己见
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
人……”

“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天下书”这是苏轼用来自勉的
诗句，有这样的诗句作铺垫，但在我们领教了苏轼的天才和
博学后，还是免不了的惊讶，随即就是无法言喻的崇拜。官
场上的苏轼仍是一个智者，但却不是一个胜者。在那个党羽
之争那个膨胀的年代，两党之争，受益的是真理，受害的是
他本人。他的性格中缺少的周旋和圆滑，多的是冲动和嫉恶
如仇的正直，当然，为了这种正直，即使有皇帝的信任，也
没有使他逃过一些牢狱之灾。对于这些所谓“小人”的挖空
心思的陷害，在于他这样一个乐天派而言总是嗤之以鼻“如
蝇在食，吐之乃已”，而然在他不知吃过多少苍蝇之后，依
旧我行我素，这样的性格除了让他自己大呼“我真是无可救
药”之外，也不免让人察觉他的可爱。苏轼是幸运的，有一
个信任他的皇帝，明辨是非，处处帮助他的皇太后。这种幸
运或许也是他晚年悲凉不幸命运的导火线。

苏轼的晚年是寂寞的，“夜凉吹笛干山月，路暗迷人白种花。
棋罢不知人横世。……”即使这样，或许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懂得知足常乐，他是满足的。而喜欢苏东坡的却为他暗暗
不平，为官清廉，为百姓谋福谋利，到晚年，出一身本事外，
烙得一贫如洗。这是他的不幸?还是上天的一种公平。苏东坡
也许一生所做的只是秉承苏东坡的天性，而苏东坡一生所承
受的是常人不可企及的悲喜。别人耗尽一生心血得到的而苏
东坡，所有的成就似乎都是信手拈来、不费半点功夫。



苏东坡在宋词上的成就，不言而喻。没有人否认过，大家都
对苏东坡的用典之多佩服得五体投地，即使李清照说苏轼的
词不成调，也没有律。可这些都不影响苏东坡的地位。

苏东坡是一个天才，是一个上下五千年才出了一个的天才。
引用别人对于苏轼的评价结束我想说的话。 “每每读到有关
东坡的文字，心是净的，也是静的。东坡给我的震撼，是人
格上的，也是灵魂上的。如果真要探求他在我心中是一个什
么样的人，他的一首诗正好作为写照：横看成岭侧成峰，远
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做东坡
这样的人，有凡人的不幸，更有圣人的高远。在浩瀚史卷中，
有几个能像他那样拥有丰富的一生?为人处世有几个能像他那
样旷达超然?领悟生命有几个能有他的心智和性灵?检索命运
有几个能有他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他是一个伟人，留下了旷
世奇才，体现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他也是一个凡人，
任凭世俗尘埃掩盖;苏东坡是现时的石，后世的玉。”

康震评说苏东坡读后感篇六

提起多面才子苏东坡，大家会冒出很多标签“文学家”“书
法家”“画家”“工程师”……而我最欣赏的就是他处事的
态度，他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对于一切无所无惧，像一
阵清风度过了快乐的一生。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
雨任平生！这首诗便是他为人处世的真实写照。

少年的苏东坡，文章是如同野马脱缰般的豪迈，像长江三峡
那势如奔马的狂波，水花飞溅，年纪轻轻，便闻名天下。他
本来有顺畅的官途，可以名利双收，可是，他因为与当权者
不和，受他人迫害，遭遇四次流放。

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贬到那玩到哪里。他洋洋
洒洒的写诗，热衷于酿酒、品酒，“酒勿嫌浊，人当取醇”，
“湛若秋露，穆如春风”。对朝政的失望渐渐融入酒香之中，
他并无遗憾，而是十分乐观的写诗，恍若还是当年那个文思



泉涌的少年。

古今中外，有多少人像苏东坡那样，面对人生的艰难困苦，
依然乐观。著名的物理学家霍金先生，年纪轻轻便很有才华，
对于数学和物理更是极具天赋，考上了牛津大学，研究宇宙
学。可惜，意外总是潜伏于生活中。在研学途中，不幸染上
了一种运动神经细胞病，名叫卢伽雷氏症，这种使霍金行动
十分笨拙，并渐渐恶化，最终被禁锢在轮椅上，只有三根手
指可以活动，疾病已经使他的身体严重变形，头只能朝右边
倾斜，肩膀左低右高，双手紧紧并在当中，在经过一场手术
后，他彻底的失去了说话的功能，只能依靠语言合成器演讲。

但是，他没有因为疾病踌躇不前，而是乐观的面对自己的疾
病。上帝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霍金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却有一个聪明的大脑。他创立了宇宙之始是“无限密度的一
点”的著名学说。霍金并没有止步于人生的不幸，而是克服
了困难，创造了人类史上不朽的奇迹。

人在遇到困难时，不能一味的'逃避现实，要学会乐观的面对
问题的根本，才能克服它，战胜它，将困难作为人生中的垫
脚石，才可以一步步的登上人生的巅峰！一蓑烟雨任平生，
微笑面对人生的沉浮。

康震评说苏东坡读后感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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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康震评说苏东坡读后感篇八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
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
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
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一首脍炙人口的
《念奴娇》让我认识了苏东坡，但确切的说，是在看完林语
堂老师的《苏东坡传》之后，才对这位不朽的传奇人物有了
更加深入的了解。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
度过了一生，但连作者林语堂都说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用详
尽的语言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说他是自己“万分倾倒”，
而又“望尘莫及”的。他忧天下之忧，尝黎民百姓之苦，在
艰苦的环境依然生活惬意；他在官场沉浮，受尽小人排诽，
依然洁漱一生。



苏东坡这样一个不出世的天才一生沉浮坎坷，王安石为首的
革新派当权时，他因不满新政的弊端直言进谏而横遭排挤不
得重用；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当政时，他为新法合理的一面
进行辩护却不见谅于旧党同样屡遭贬谪。终其一生，除了太
后执政期间他真正握有短暂的实权外，他基本辗转于杭州、
密州、徐州太守、黄州、登州、颍州太守、扬州等任地方官
吏。晚年他还被远贬惠州乃至中国本土之外的琼崖海岛。

苏东破的一生饱经忧患，但他的人性更趋温和厚道，并没有
变得尖酸刻薄。他的诗词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
物”的豪放，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潇洒，有“天涯何处
无芳草”的达观，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的痛楚，还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哲理，
还有那“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千古绝唱。他在文学
方面的造诣，还有他的书法，他的画作，在当时也是无人能
比。就这么一个天才级的人物却是一生仕途坎坷，穷困潦倒，
但依然自得其乐。他的人生，他的奋斗目标是定位在百姓生
上的，他的双眼，更多关注的是他们的愉悦或是疾苦。

书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几句话就是"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
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
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实验家、一个工程师、一
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
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
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

康震评说苏东坡读后感篇九

多少年之后，初到杭州，求学于此。期间与好友漫步于西子
湖畔，走到苏堤的南端，旁边即是苏东坡纪念馆，遂进去参
观。其中有一段引用的林语堂的话深深的吸引了我。话是这
样的：

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
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
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
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
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部……
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
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

看完这番话，很有共鸣。心想多么有意思的人生啊，这不正
是自己想要的人生吗？活的潇洒自在、洒脱率性，做着各种
各样有意思有趣的事情。成人的理性兼具孩童般的心灵，做
着自己想做的事而又不出格。惩恶扬善，有强烈的正义感，
有着知识分子阶层的悲悯情怀和极高的道德修养，不违背自
己的良心。这样的人生，堪称完美！

之后与好友漫步于林木茂盛、郁郁葱葱的苏堤之上，堤上有
六个拱桥，甚是美观。一千年后还能享受到苏东坡提供给我
们如此的雅致的环境，不禁更加感慨他的伟大，对他的崇拜
也剧增，所以那天回去之后就毫不犹豫的把《苏东坡传》给
买了下来。

看完后，确实是本好书，对自己很有启发：人生还可以这样
有趣，原来心灵可以是如此美妙，同时也进一步明白了应当
怎样做人。林语堂先生，这位学贯中西，兼具西方浪漫与东
方雅致的江南才子，以他优美的文笔把这位极为有趣惹人喜
爱的文坛巨匠活生生的展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回味无穷！

下面就简单的说说自己的感悟：

首先，苏东坡是一个读书人，而他对人对事的态度则告诉我
们读书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让自己变得更清高—你们这群凡
夫俗子我才不跟你们玩呢—而是变得更加包容，更加随和，
更加的平易近人，是一种对这个不完美世界的包容，对万事
万物的包容。“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



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苏东坡的这句自我评价可以说是
对此意一个很好的概括！而巧合的是英国著名诗人拉迪亚
德·吉卜林在他那首经典的诗《如果》里面也写到：如果，
你能和百姓打成一片，却拒绝随波逐流；或与王者同行，却
不忘，庶民本色……可见，在这个话题上了东西方思想巧妙
的达到了统一。

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对这个道理苏
东坡可以说是践行的最好的，即使是被贬到偏远落后的地方，
他仍能见到、感到别人即便在天堂也见不到感不到的美。正
如他在《超然台记》中所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
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蓝天、白云、村舍、竹林、小
路、山川、河流、小桥、星辰这些意象哪里都有，在苏轼眼
中只要它们随机的自由组合好在哪都是一幅美景！

想要拥有发现美的眼睛关键要有一颗美妙的心灵，读完苏轼
的文章往往会情不自禁的拍手称妙，写的这么美，这么妙，
惊叹其心灵之如此美妙！所以苏东坡文章的魅力不仅在于文
笔，更在于其心灵的美妙，在于其情感的自然流露，顺乎天
性，刚猛激烈。而想要使自己的心灵优美，最关键的是要有
一颗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一颗心无杂念的孩童般的心灵。
苏轼无疑全都具备了。有了真性情，再加上他那过人的才
华—既有真性情，肚子里又有东西，那他就完美了。而苏轼
是把这两点结合并发挥到极致的。

一颗美妙的心灵还不足以成就苏东坡的成就，他的乐观豁达
的心态也是必不可少的。林语堂对他评价的第一印象是一个
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他一生仕途坎坷，历尽挫折。放在一般
人身上可能就会一蹶不振，但苏东坡终非常人。对他来说生
活是要继续的，遭遇挫折更要乐观的面对生活，更要积极的
去发现这个世界的美。既然官场上不如意，那我就在别的地
方寻找成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过着隐士般逍遥自在的生
活：散步、读书、耕种、酿酒、与好友游山玩水喝到微醺之
后再写出上好的文章……有意思好玩的事情多着呢，生活终



归是精彩的，只要你用心去发掘和经营。

在我看来，正是由于苏东坡有一颗孩童般的心灵，使他对一
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心和想象力，所以心灵才能如此美妙，
成为一个有趣的人，一个真性情的人。乐观豁达的心态，使
他乐观的面对生活，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再加上自身的天分、
过人的才华和极高的道德修养，一个名垂千古总会引起人亲
切敬佩的微笑的苏东坡也就不足为怪了。

康震评说苏东坡读后感篇十

苏东坡传书的作者林语堂，也是我一直非常喜爱的作家之一。
他在《京华烟云》里塑造的姚思安和姚木兰这对父女，也是
中华文化中道家思想的.践行者。在传记中，林语堂对苏东坡
给予了无上的赞誉。作为一个喜欢苏东坡的读者，读到这样
的书，自然如遇知己。不过也正是由于他对苏东坡的欣赏，
所以对当时另一位政治名人王安石，书中散发出强烈的厌恶
感。甚至将一篇攻击王安石的伪作《辩奸论》算在苏东坡的
父亲苏辙身上，连王安石的怪癖性格，也都成了他做作以博
取名声的罪名。

苏东坡传读后感：我对王安石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但对于
改革者，无论其最终结果如何，我都认为，至少他是时代的
勇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