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白居易有感六百字 白居易长恨歌
的读后感(优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我给大家整
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读白居易有感六百字篇一

《长恨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长篇叙事诗，此诗虽没
有中国四大名著那般名扬中外，却也是享誉古今的不朽之作。
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故事千百年来被人们广为流传，
唐玄宗荒淫误国的教训也劝诫后人要引以为戒。作为一首千
古绝唱的叙事诗，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婉转动人，缠绵悱
恻的故事情节感染和吸引着千百年来的读者，更是对后世诸
多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千百年来，无数的文人墨客
都在为它讴歌，每个人独特的见解也形成了不同的主题说，
因此《长恨歌》的主题便也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经常讨论
的话题，总结下来有“政治讽喻说”，“赞颂爱情
说”，“双重主题说”。每种主题都有其独特的见解，但在
我再一次细读这篇《长恨歌》后，我认为，《长恨歌》的主
题更偏于政治讽喻说，我们可以从历史背景，写作风格，史
书记载，国家影响等四个方面来细细品味。

从历史背景来看，《长恨歌》写于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
在写此诗时白居易35岁，据说是他和陈鸿、王质夫三人在元
和元年十月到仙游寺游玩，偶然谈论到唐明皇和杨贵妃的这
段悲剧故事时有感而作。乐天在公元8任左拾遗，任职期间，
为报皇帝知遇之恩，频繁上书言事，并写了大量反应社会现
实的诗歌。在《长恨歌》中说到:“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
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然而从历



史文献上我们得知，杨贵妃于开元二十二年嫁与寿王李瑁，
婚后的两人恩爱幸福，甜美异常，并非是“一朝选在君王
侧”，作者这样写，表面上看似是在轻描淡写杨玉环成为贵
妃，实则是在讽喻唐明皇夺儿媳有违道德，荒淫误国，才有
了后来的安史之乱。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白居易写的
《长恨歌》也有劝谏君王的意味，由此来看，《长恨歌》的
主题也是政治讽喻说。

从写作风格来看，白居易的诗总的分为闲适诗、讽喻诗、感
伤诗、杂律，而《长恨歌》便是感伤诗的代表作，《长恨歌》
虽为感伤诗，但并不影响它其中的讽刺意味。白居易提出自
己的文学主张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诗歌是为了反映时事，为现实而作，
一种对时代的关注，对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一种责任
和使命。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总而言之，为君、
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为时为事
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在这样的写作风格上，在
这样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诗人心里，再动人的感情也只能是
陪衬，描写李杨爱情的悲壮，诗人是要以这个爱情悲剧来劝
诫后来的封建统治者要引以为戒，不能再重蹈覆辙，引来千
古遗恨。

从史书记载来看，在白居易写的《长恨歌》一诗文中，并未
谈及杨玉环曾为寿王妃，而在陈鸿写的《长恨歌传》中写到：
“召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既矣。鬓发
腻理，纤秾中度，举止闲，如汉武帝李夫人。别疏汤泉，诏
赐澡莹，既出水，体弱力微，若不任罗绮。”在陈鸿的《长
恨歌传》中明白清楚的写了唐明皇的荒淫无道，而作为爱国
且有远大政治抱负的诗人白居易又怎会轻易放过这段历史呢，
显然，诗人写李杨爱情的悲壮就是和历史形成鲜明的对比，
实质上对于深谙其中荒唐缘由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更大的讽
刺。李商隐在《马嵬》诗中所说的“次日六君同驻马，当时
七夕笑牵牛”，运用对比的手法，将唐玄宗和杨贵妃今日的
处境与曾经的浪漫爱情形成鲜明的对比，揭示出唐玄宗的怯



弱、自私和虚伪，与《长恨歌》中的悲壮相比，形成了莫大
的讽刺。

从国家影响来看，李杨爱情流传的故事本身就是一个讽刺。在
《长恨歌》中有说道：“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在杨贵妃受宠之后，
杨家开始显贵，京城流传着这样的歌谣：“生女勿酸悲，生
男勿喜欢”“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上楣”，在哪个
封建思想盛行的朝代，能够流传出这样的歌谣，足以见因杨
玉环受宠，家族得到的恩惠是多么的大，李杨的爱情涉及到
家族的利益，这对国家的安宁是存在潜在威胁的。荒淫误国
导致政治悲剧，毁灭了爱情。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了悲剧的
主人公。

《长恨歌》能够成为千古绝唱，感染千百年来的读者，也许
是因为李杨的爱情悲剧让人们感到同情，也许是对后世有更
强更有力的劝诫作用，更深远的文学价值，但是从上面的四
个方面来看，《长恨歌》的主题更偏于政治讽喻诗，且乐天
在创作《长恨歌》时是带有兼济天下之意，在他诗歌前期的
作品是以针砭时弊、反映民生疾苦的“讽喻诗”为主，因此，
在我看来，这篇流传千古的不朽佳作的主题是“讽喻诗”。

读白居易有感六百字篇二

这恨是老电影一样的旧，是有质感的，能顺藤摸瓜的恨；王
安忆用一支绚烂的笔，把一个女子四十年的故事写成一首长
恨的歌。这歌，也是偃息了霓虹的夜上海，淡淡的，水岔开
似的流。这是一个大手笔，而王安忆倾力塑造的都是些些小
小的人物，要用一个个点标记出上海这张斑斓图纸的布局美，
着实是不易的，而王安忆轻松的做到了，甚至，有点玩味的
味道了。她在淋漓尽致的给“王琦瑶”冰清玉骨的同时，把
一座孤独的城，一段熨去颜色的历史，浓缩的不露声色，却
荡气回肠。



剖析王安忆的笔法，我臆想她该是水样的女子，明眸启齿间，
便觉流萤回雪，这样的女子，在她笔下的方块字，是带着江
南的香味的，读起来，特别有韵律。她善用排比，也喜欢长
短句的结合，因此，每每读的不是诗，但总有诗的淡淡气息。
白白的一句话，在她的精心修饰下，就成了潺潺一流水，渺
渺一束烟，郁郁一朵花，丝丝一树柳，可读性极强。她像瓷
器家，在窑洞里烧自己的青花瓷，摸上去，如同押韵的月光，
干净，直抵你心，优美，拂动一切的芳草连天，几乎，可以
入梦了。

《长恨歌》是王安忆烧制的艺术，提名为浅浅的印象美。说
它浅浅，那是因为它的文字轻盈，不是浓稠的云劈头盖脸的
拥着你，仿佛是披在你鼻翼的一层氧气；说它具有印象美，
是王安忆下笔从不写尽万物，她只聪明的揭示你一点点，剩
下的，就需读者的想象，她把一个山坡的鲜花剪下一个残缺
的角，送给你，待你自己体会个中的情意。当然，我从中读
出了迤逦的味道，左右逢源的文字，顺畅的把故事娓娓道来，
写了山，写了水，写了上海，写了上海的变迁。

王琦瑶这类女子，总是叫人怜惜的。她娴静温柔，知书达理，
凡是总留有余地，仿佛，她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是花瓶一样
的，是叫人捧在手心里的月牙泉，是写在纸上的无悔的诗，
她有她花开一样的美丽，也有她花落一样的安静。我感觉，
她是生错了年代的千年前的那一叹，她本该有她的金风玉露，
她有她的未来向她招摇，可是不，她生在了沪上，偏逢在时
代的分水岭，那么阴暗的关系网硬生生地把她捆着，那么多
诱人的华丽的把她熏着，将她推入了畸形的地步，乃至后来，
她已不再是多少年前，仿佛看透了一切的那个王琦瑶了。

白居易《长恨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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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白居易有感六百字篇三

全诗以“长恨”为中心，通过当时人们的传说，加上作者的
想象，将叙事、写景、抒情很巧妙结合在一起，以强烈的抒
情笔调，再现了一个爱情悲剧。诗中针对唐玄宗重色贪欢，
朝政荒废，杨贵妃恃宠而骄，兄弟姐妹权重一时的情况都进
行了讽刺、揭露。由于“重色”才招致安史之乱。在这个悲
剧中，杨贵妃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替罪羊，宫廷斗争的牺牲品。
其次，他告诉我们，贪图享乐的腐朽生活，必然导致政治的
腐败，政治腐败必然是重用奴才而不用人才，奴才掌政必然
乱纲误国导致内乱，给人民带来灾难。

诗的结尾，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两句点
明主题，让读者深深感受到无尽的遗恨，不愧为千古绝唱。

读白居易有感六百字篇四

小说中。除了王瑶琦一个从一而终的人物外，其它的人物都
是半道杀出又中途退出，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而且，小说的
叙述方式就像一个又一个镜头的剪接、叠加，还夹杂着摇晃
和断裂。这电影记录片式的跳跃和蒙太奇式的回复加大了阅
读的难度。分散、淡化并削弱了小说的主题思想，使之趋于
平淡，没有戏剧化的矛盾冲突，让人找不到故事的高潮。而
且，小说描写的尽是一些开麦拉、照相和跳舞等小女儿情态
之类的妇性话题，显得不够大器和大度。

用《长恨歌》作书名，作家显然用心良苦，可惜的是，她从
唐代诗人白居易那里借来了题目，却借不来白诗的艺术张力，



丰富意蕴和深刻内涵。在这虚拟化的故事中，王瑶琦的爱情
悲剧无疑是作家“长恨”的理由，其实这只是当时旧上海独
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人文、民俗风情和“她”那随波逐流与
破罐破摔的爱情观冲撞和磨合的必然，也是“她”恋父情结
和自恋情结交相作用的结果。她没有经历刻骨铭心、大悲大
痛的爱情，也没有为之付出过什么，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值得
“长恨”的，而勉强冠以“长恨”，就显出了妇人式的唠叨、
琐碎和矫情，还有几分自怨自艾和顾影自怜。这好像不大符
合大腕级作家创作风格。

读白居易有感六百字篇五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乐天在《长恨歌》一诗
中赞美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唯美爱情。

玄宗统治王朝，国力鼎盛，万国朝拜。唐王朝的规模可谓空
前绝后。在这种安逸的环境中，玄宗的妃子的数目恐怕难以
统计，但是，当遇到了杨玉环之后，玄宗集三千宠爱于一身。
这种举动，对于拥有无数嫔妃的君王来说，是史无前例的，
即使往后唐朝衰退了，皇帝也不是只钟爱一个嫔妃，一直到
明朝孝宗时期明孝宗才打破这个记录。可是当时明朝的成就
远远比不上此时的唐王朝。一个盛大王朝的君主，在安逸情
况下，钟爱唯一一位嫔妃，除了爱，还有什么力量有如此伟
大！

安史之乱发生后，在外逃的过程中，唐玄宗始终与杨贵妃不
离不弃，作为一国之君，唐玄宗有太多的理由独自逃离，然
而事实上纵使逃亡的速度非常慢，唐玄宗也不曾离开杨贵妃。
这难道不是一种爱的表现？或许有人会说：那是唐玄宗沉迷
美色。我就不得反问一句，唐玄宗是何许人也？在他的手中，
唐朝空前的鼎盛，他会是一位如此昏庸的君主吗？或许又有
人反驳：此一时被一时啊，那时候的唐玄宗自然是睿智无比，
但现在可就说不定了，俗话说，温柔乡英雄冢。我又不得不
说：一个人的判断力有如此容易下降吗？以唐玄宗的智慧何



尝不知道江山与美人何者更加重要。但是唐玄宗没有放弃杨
贵妃，因为除了唐玄宗除了是一国之君，同时也是杨贵妃的
丈夫，他要尽到作为丈夫的责任。是对杨贵妃的这种责任感，
使他在极其危难的时刻始终陪在杨玉环身边。在如此发达的
今天，在如此了解爱的今天，又有谁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呢？
是爱，和爱衍生出的责任！

被逼无奈赐死杨贵妃后，唐玄宗再也没有纳过嫔妃，而是在
半囚禁生涯中恪守着与杨贵妃的爱恋。在《长恨歌》中，犹
给了唐玄宗以希望，以安慰。可是，事实是唐玄宗一个人独
自睹物思人，尝尽相思。在寒冷的偏宫中，儿子想毒害自己，
身旁无一亲信，说话都得小心翼翼，在这种凄惨的生活之中，
唐玄宗依然保留着对杨贵妃的思念。在现代，离婚之事尚且
屡见不鲜，那么在男子当家的封建社会，保留这份爱情的唐
玄宗难道不是因为深爱着杨贵妃？也只有爱，才能抚慰心中
的伤痛！

唐玄宗与杨玉环虽然生活在古代，但是他们的爱情与现代爱
情一样轰轰烈烈，一样刻骨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