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借东风火烧赤壁读后感(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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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
望大家能够喜欢!

借东风火烧赤壁读后感篇一

以往的游记散文，大多以纪游写景或于纪游中借景抒情为主，
而东坡的不少散文，却开创了一种新的写法。在这些文章中，
作者并不着意写景，而是以阐明哲理，发表议论为主。借题
发挥，借景立论的独特风貌贯串于字里行间。《赤壁赋》就
是这种新型游记的一篇代表作。

子的对答把全文的主旨表露出来，"变"与"不变"的理论和"物
各有主"的观点好似一剂"愀然"的灵丹妙药，使客人终于"喜
而笑"。

《赤壁赋》通篇以景来贯串，"风"和"月"是主景，"山"和"
水"辅之，全文紧扣风、月来展开描写与议论。以风、月之景
开卷，又于文中反复再现风、月形象。歌中的"击空明兮泝流
光"则是由景入论的转折。客的伤感起于曹操的"月明星稀"，
终于"抱明月而长终"、"托遗响于悲风"的悲哀，仍然不离"
风"、"月"二字。苏子的对答，亦从清风、明月入论：

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
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
之所共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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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所以说《赤壁赋》是苏轼散文的代表作，是因为这篇文章
几乎包揽了苏文的主要风格特点。宋元明清以来，不少文人
纷纷指出，苏文的风格是"如潮"、是"博"，也有的说是"汗
漫"，是"畅达"，是"一泻千里、纯以气胜"，确实都很有道理，
但又都不够全面、确切。从《赤壁赋》来看，苏文的风格乃
是一种自由豪放，恣肆雄健的阳刚之美。

文中无论说理，还是叙事、抒情，都能"随物赋形"、穷形尽
相，写欢快时可以羽化登仙、飘然世外；述哀伤时，又能拿
动蛟龙、泣嫠妇作比；而苏文的舒卷自如、活泼流畅，在
《赤壁赋》中也不难发现，像"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
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
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这样的句子真是一气呵成，如同"行云流水"，挥洒自如。至
于语言的精练生动、词简情真，就更是可以在文章中信手举
来，毫不费力。"徘徊于斗牛之间"的"徘徊"；"渺沧海之一
粟"的"渺"，都是一字千钧，读来似铿锵作金石声。《赤壁赋》
一文还充分体现了苏轼散文自然本色、平易明畅的特色，那
种纯真自然之美给古往今来的无数读者带来了多么难忘的艺
术享受。

借东风火烧赤壁读后感篇二

初读题目“前赤壁赋”，心中不免感想到——这应是篇怀古
吊今之作吧?带着疑问，我读了下去。

苏轼的词向来以豪迈著称，本首也不例外，一开头便给人以



磅礴苍穹之感。一叶扁舟，泛于江上，“浩浩呼如冯虚御风，
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美景
佳人，怎会少了酒相助，这不，过了一会儿，正喝尽兴了，
便传来歌声。歌声是美好的，可一加上箫声，便顿时给人一
种凄凄惨惨慽慽之感，或许是箫本身的音色，或许是作者的
内心萧瑟，听——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
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这大环境的
壮阔再加上箫声的凄寂淡意，作者的内心，由一开始“涌明
月之诗，歌窈窕之章”转到“苏子愀然，正襟危坐”便有理
有据了”。

噫!“乌台诗案”一发，苏子被贬黄州，满心的愁苦只在游山
玩水间被深深咽下去，那心底的压抑遇上一个大环境便发挥
的淋漓尽致。周瑜、曹操，两位三国时期风云人物，周瑜在
此将曹操大败，如今苏子同游赤壁，也悲叹道：“固一世之
雄也，而今安在哉?”或许苏子想借此抚慰自己，一时政治上
的失意也没什么大不了，于此，作者怀古吊今的感叹发挥到
了极致。人寄天地，投身山水，再加上大英雄的落败，苏子
内心的渺小与落寂融为一体——“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一
粟。”人生之短暂，人的渺小与天地而言，不过一霎，低头
望水，抬头望月，竟心生羡慕之情“羡长江之无穷”，“抱
明月而长终”，但却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内心写照应是——想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手脚，但却
无奈不可多得，希望落空，失望来临时，似乎连一开头
的“清风徐来”都变成了“秋月悲风”了。

然而，经历了大起大落之后，苏轼却依然保持着旷达乐观，
积极豪迈的心情。再次低头望水，抬头望月，竟也发现了些
许不同。水滚滚向前逝去，未曾回往，而月，却最终没有丝
毫增减。自变与不变，往往就在一瞬，大概是自己变化的人
观看，则天地连一瞬间都不尽相同;自己不变化的人观看，则
物与我都没有尽头，又何需羡慕呢?如此说来，苏子是自变者，
潜移默化中，作者转变了自己的思想——既然万物皆有主，
如若不是自己的，即使是一分毫也不能取得，借自然哲学之



理，打消了自己从政念头。“惟江上之清月，与山间之明月，
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
啊，也只有这山水，为天下人共有之物，取之不禁，用之不
竭，又何怕终止的那一天呢，不如趁现在，不负光阴年华，
好好去游一游，赏一赏这“造物者之无尽藏”。想必此时，
原本的寂廖与落寞一扫为空，作者又回到了赏景之中了，此
时的喜，比最开始欣赏美景之喜，又多上一层深意吧。

作者旷达，积极、乐观，一大部分是从自然之中获取的。而
最后的“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
之既白。”又给人以随意洒脱，豪迈肆恣结尾，果然，从前
那个东坡又回来了。

此词与《小石潭记》很大的一点共通之处，便是以空寂廖落
的环境触发自己内心深处的压抑，但最后，东坡悟得真经，
柳宗元却没有，如此说来《前赤壁赋》不失为一篇佳作。不
只有怀古吊今的悲慨，亦有自己对人生，对自然道理的悟彻。

借东风火烧赤壁读后感篇三

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是一种洒脱；

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是一种自在。

喜欢赤壁赋，喜欢作者的这种淡然的处世态度，喜欢他洒脱
的处事情怀，喜欢他对回归自我，寻找心灵净土的那种执着
的追求。大自然，是造物者出色的杰作，心向往之处，在大
自然中徜徉时，让我有了物与我同在，遨游于天地的感觉。
有时候觉得活着挺累，每天学会笑脸迎人，没笑强笑，干着
不喜欢干的事，没有自我，接触大自然，就可以卸下了虚伪
的面具，纯真的笑容，在脸上显现。在自然中，可以什么都
不用想，什么都不用烦，大自然帮助我们回归自我，找到心
灵的那份净土。与大自然的幽静，清雅相比，这个世界就有
点疯狂了。



当今世界物欲横流，人们都在追求那些所谓的金钱，权利，
由此，啃老族出现了，富二代出现了，人人渴望自己的爸爸
是李刚；穿名牌的多了，穿不起名牌，就穿假名牌，因为名
牌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它可以满足人们的虚荣心，脚踩李
宁耐克鞋，就像踩着别人似地，简直高人一等，结婚买钻戒，
越大越好，有面子，攀比之风愈演愈烈，名牌、钻戒被人捧
起来了，价格越来越高，人们追求她的意愿也越来越强烈，
然后就开始不择手段的挣钱，捞钱，管他贪不贪，犯法不犯
法，这年头有钱就是大爷，有几个能像比尔？盖茨那样搞个
裸捐什么的，把自己挣得钱回馈社会。

同时追风的多了，在网络上，凤姐以一种恶作剧的形式登场，
是炒出来的名人，好多人开始关注凤姐，开始想，凤姐为什
么会红？应为她能够有看点，恶搞的力量也挺强的，大家纷
纷效仿，也来网络恶搞，哎，一切的背后都是名和利，而后，
网络红人越来越多了，农民工旭日阳刚上了春晚，搞网络有
前景了，商家纷纷投入网络市场，获取利益钱财的地方，就
是人最多的地方。

追求过后就会发现，人生如梦，一切都是过眼云烟，也许你
就需要转一下身，回顾想一下经历的，你所追求的，是不是
你没想要的。浪子回头金不换，及时的回归自我，活出自己，
才是对的。之所以向往赤壁赋中苏轼描绘的生活，是因为他
能够自由自在的生活，无拘无束，没有压迫，没有烦恼，心
态平和，满足生活，人生由自己主导，为自己而活，当今社
会不再是充满战争火焰的社会，我们国泰民安，不用像保尔
一样，整个一生都要祖国的解放而奋斗，我们可以幸福的选
择自己想要的生活，不必每天去追逐名利，追逐金钱，有吃
有喝就好，做点自己喜欢的，有意义的事情，何必执着与那
些如过眼云烟的东西呢？一个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何
必执着于追逐那些带不走的东西呢？人生又是何其短暂，就
像小沈阳说的，两眼一睁，一闭，一辈子过去了，浮华尘世，
唯有守住心灵的那份净土，不被世俗浑浊所污染，才能无怨
无悔的走过一生。



借东风火烧赤壁读后感篇四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
下……”这几天，爸爸迷上了苏东坡的文章，于是让我也一
起背。他的爱好经常变，一会是这个，一会是那个。这篇文
章是写他与朋友们一起乘小舟在赤壁厢会，饮酒作赋。

那是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苏轼和朋友们在船上聊天，吟唱
诗歌，唱道：“桂槕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
望美人兮天一方。”他的客人中有一位道士会吹洞箫，吹的
声音十分凄凉。苏轼问道：“为什么吹得声音这么悲伤？”
客人说道：“想当年，曹操就是在这个地方和周瑜大战。当
时的风流人物都已逝去。所以感叹生命短暂，吹出了这样的
曲调。”

苏轼说：“如果从变化的角度来看，世界没有东西是恒定不
变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万物都是无穷无尽，人与自
然是融为一体的。”

客人听了转忧为喜。大家继续喝酒聊天，一直到天亮。是啊，
我们应该珍惜现在的美好时光。

借东风火烧赤壁读后感篇五

这一小节每句都依次第先后而写成，不容移置。“少焉”以
下写月出，由“出”而“徘徊”。“白露”二句是月出后所
见，由水上而天空，由近而远。“纵一苇”句是写主观的游
者，“凌万顷”句是写客观的江面。“浩浩乎”句写泛舟江
上的现象，“飘飘乎”句则写舟中人的心情感受。笔势流畅，
宛如信手拈来，词语皆有出典，却不着堆砌痕迹。

从“于是饮酒乐甚”至“泣孤舟之嫠妇”是第二段。这里面
自然分作两层，歌词是一层，萧声是又一层。作者描绘箫声
属于“体物”，但“体物”却是为了“写志”。苏轼在这篇



赋中以“哀”“乐”对举，借主客问答以写志抒情，其实是
作者本人矛盾心情的两个方面。最后，“乐”战胜了“哀”，
主客同达于“共适”之境界。而“哀”的流露全借助于箫声。
故作者在这里用全力刻画它。

我个人认为，这一篇立意的主句全在此歌的后二句，即“渺
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美人”比君，这两句写出
了苏轼的忠君之殷切。忠君诚然是局限，但在苏轼身上却应
一分为二地对待。忠君思想正是苏轼思为世用，希望为宋王
朝分忧，对功业有所建树的动力。这里面含有积极因素。下文
“哀吾生之须臾”与“共适”于“无尽藏”的江山风月，都
从此生发出来，妙在并不着痕迹。一个人既出仕做官，思用
于世，遇到小人谗谤，自然有“哀”的一面。但如果从此消
极颓唐，不思振作，那就谈不到完成忠君的目的。于是当客
观形势对自己最不利时，便力求胸襟豁达，顺乎自然，以适
应逆境；同时并不放弃忠君用世的一贯精神，即使在身遭贬
谪之际也还要“望美人兮天一方”，这正是苏轼的主要的、
始终如一的生活态度。作者的歌词中并没有“哀”的成分，
甚至是在“饮酒乐甚”的情况下无心流露出来的，所谓“渺
渺兮予怀”，正是思忠君用世而不可得的表现，因此才不得不
“望美人兮天一方”。吹箫的“客”是理解歌词内容的，所
以把这一方面的感情加强，用箫声倾诉出唱歌人内心的哀怨。
这样一来，矛盾就公开亮出来了，于是引起下文，借主客对
话把复杂的思想活动和盘托出，却又泾渭分明。文章构思之
巧妙，竟到了使人不易觉察的程度，这不能不说是苏轼才华
洋溢的体现。

写箫声也是一段精彩文字。“怨”“慕”“泣”“诉”四字
抓住了箫声的特点，也写出了“哀”的特点。“呜呜”写初
吹，字面用《史记李斯列传》；“怨”“慕”“泣”“诉”
化用《孟子》；“舞幽壑”句，暗用《国史补》里吹笛
事；“孤舟嫠妇”暗用白居易《琵琶行》。“如怨如慕”二
句，写箫声吹人精彩动人处，使听者情不自禁联想到人的七
情六欲。“余音”二句写箫声结束。然后再加上两句夸张性



的比喻，以摹绘其出神人化。

第三段是伤时忧国的正面文字，却从怀古方面落笔，乃见笔
力。怀古又先从诵古人诗句写起，“月明星稀”两句正从当
前江月之景联想而得，似有意，若无意。从心中的诗句推展
开去，然后写到目中所见之地形，然后把古人曹操推到背景
的正面。“方其”以下八句，是推测，是想象，却全力以赴，
大肆渲染，此即所谓“铺”，乃作赋之正规写法。这样就从
勾勒背景进而塑造了曹操的形象。“方其”以下，从曹操兵
力的强大和地盘的扩张写出了声势和气派，然后以“酾酒临
江，横槊赋诗”八字勾画出曹操本人的形象，显得格外饱满，
有立体感。不这样写，人物的形象就不易突出。难在“固一
世之雄”句的一总，“而今安在哉”的一跌，最见功力。上
一句所谓顿挫以蓄势，下一句所谓折落以寄慨。“一世之
雄”四字看似容易，实为千锤百炼而出，对曹操这个历史人
物确是千古定评。这是本段的上一节，其实也正是《念奴娇》
中“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之意，却用了另一种手法，便
使人应接不暇了。从“况吾与子”以下至“托遗响于悲风”，
是第三段的下一节，虽为客语，实反映作者本人思想中的消
极面。意思是说，像曹操那样的英雄人物，在当时也逃不脱
失败的命运，那么在今天这种逆境之中，还有什么必要去建
功立业！这一节只是出世思想和消极情绪的反映，而作者却
渲染成如此一段文章，既有古文家所谓的辞采，又不落前人
的窠臼，通过形象描写，还使人不致于产生消沉之感，正是
文字有魅力处。“挟飞仙”二句想象奇绝，却跌入“知不可
乎骤得”一层意思中来，于文义为倒装，于文势为逆挽，变
化无方，起落随意；以形象、比喻相对比，用意十分醒豁，
但又毫无说教者习气，也没有抽象的空论，而悲从中来，想
超脱尘世又无法逃避现实，真是哀伤到极点了。所以结
语“托遗响于悲风”一句写出不得不“哀”的一片苦衷。文
字写到这里，真疑山穷水尽，无路可走；不想下一段柳暗花
明，用带有理趣的逻辑思维来反驳这一消极出世思想，把在
人意料之中的一点意思写得出人意料之外，这真神奇了。



第四段是比前一段深入一层的正面文字，虽与前一段属于一
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却并非平列的。若从其结构看，又与前
文不同。这一段本来只有一层意思，却化作两层来写。水和
月同为比喻，作用和性质是一样的，作者乃把它们分作两层
来说；作者在这一段里所要阐明的只是“不变”这一层意思，
却以变与不变两者相提并论。这就使文章显得波澜起
伏。“逝者”句用《论语》“子在川上”一章之意，“盈
虚”二句用《庄子秋水》“消息盈虚，终则有始”。水虽东
流长逝，但川上之水仍源源不断；月虽有圆缺盈虚，周而复
始，但月亮还是千古不变的那个月亮。所以用“盖将自其变
者”两句轻轻一驳，便不再照应，却把重点放在后面两
句“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所以再反问
一句：“而又何羡乎！”不说“而又何哀”，反说“而又何
羡”，针对上文“羡长江之无穷”而言，文笔总在不断变化。
盖有“哀”才有“羡”，无“羡”自然也就没有必要
去“哀”了。上文说“吾生须臾”，此则说“物与我皆无
尽”。物无尽，人们能理解；“我”亦无尽，就不易分晓。
作者之意，乃是指不朽而言，即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
立功，其次有立言”。苏轼所追求的也正是这个“不朽”。
所以其生活态度归根结蒂还是积极的。下面“且夫天地之
间”四句，看似宿命论，其实作者却是用来对待功名富贵、
得失荣辱的，所以其内在涵义并不错。接下去从“惟江上之
清风”直到“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是作者的正面主张，认
为应抓紧时机，享受大自然所给予的美的景物。末句的“吾
与子”正好同上文“客”所说的“吾与子”遥相呼应。有人
说，这不过是及时行乐的思想，诚然。但其所乐者乃在陶然
于自然景物。这就比东汉人所追求的“不如饮美酒，被服纨
与素”（《古诗十九首》）要高尚多了。可见作者的精神境
界并不那么庸俗低级。他所追求的是精神上的解脱而非物质
上的享受。他执著于不朽的事业，而对功名利禄却比较看得
超脱，这就同一般的及时行乐思想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了。

第五段仍用简短的叙事作为全篇的结尾。“客喜而笑”
的“喜”和“笑”，与前文“饮酒乐甚”的“乐”，以



及“怨”“慕”“泣”“诉”“愀然”“哀”“羡”等描写
感情变化的词语是联属一气的。这是全文情感发展的线索，
直贯通篇。以下的描写与“饮酒乐甚”句相辉映，而最后两
句则写尽“适”字之趣，文章亦摇曳生姿，得“余音袅袅，
不绝如缕”之妙。

借东风火烧赤壁读后感篇六

赤壁赋这首词是我们都学过的，用文言文写出了赤壁的美景，
大家都被苏轼的才华所折服，读赤壁大家有什么感悟？下面
小编带来的是阅读《赤壁赋》有感：风月动情美文生。

阅读苏子《赤壁赋》，文字美，音韵美，风景美，意境美，
哲理美会一齐向你袭来。你会情不自禁地慨叹：这真不愧是
古今艺术珍品！特别是“风月”二字，贯穿全文，无边风光，
使人心醉；从头至尾有关“风”与“月”的语句不下十句。
难怪清朝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读完此篇后，作出“此赋通
篇只说风月”的点评。

苏子是在“七月既望”“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既望，就是
阴历十六呀！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这是一月中最亮最圆的月
亮呀！难怪他在“月出与东上之上”后，在“清风徐来，水
波不兴”祥和的氛围中，情不自禁地“诵明月之诗，歌窈窕
之章”了，诵着唱着，唱着诵着，就浩浩乎飘飘然，就“遗
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了。——是风月，触动了苏子的情思，
催生了这篇美文。

良辰美景，风月无边；饮酒作赋，甚是快乐。苏子情动风月，
其乐融融。他忘情地扣舷击节，歌而唱之。当他唱到“渺渺
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时，心里就掠过一丝淡淡的，因
忠君因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的悲哀。不料一客洞箫和歌，又
撩拨了他的伤痛。箫声呜呜，“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
袅袅，不绝如缕”，使孤独的嫠妇也落泪悲泣。苏子不禁由
喜而哀，正襟危坐，变脸失色，厉声责问：“何为其然



也？”——是风月，触动了苏子悲伤的心灵。

徐风皓月之下，作者由眼前的风月想到了当年的曹操——踌
躇满志，一世枭雄；又由眼前的风月想到了困孟德于赤壁的
周郎——“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然而，风月依旧，赤壁仍存，枭雄安在？英雄何处？此番议
论，虽出于客人之口，却流动于苏子笔端，是苏子感情的流
露。——是风月，引发了苏子的联想。

风月，又是作者阐发哲理的凭借。苏子在歌风唱月之后，先
借客人之口，哀叹了“吾生之须臾”，知道了“挟飞仙以遨
游，抱明月而长终”的不可得。然后又借“水与月”发表议
论：江水虽然东流长逝，却未曾枯竭；月亮虽然有圆有缺，
但却没有消减；万事万物既是不停的运动变化着，又是无限
的永恒的。又有什么可羡慕的呢？也没必要悲伤呀！——又
是风月，引发了苏子的议论。

风月，也暗示了人生的觉悟和旷达。全文由月出、月照一直
写到月消，暗示了时间的推移。也是通过风月，推进了人们
情感的变化，预示了人生的觉悟和旷达：作者因风月而“饮
酒乐甚”，因风月而悲伤愀然，又因风月而觉悟和旷达——
达到了不悲不哀不叹不羡的大彻大悟。最后在文章结束之时，
主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
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真是“结出大自在”（金圣叹
语）。

纵观全文，作者因风月而乐，因风月而悲，最后又因风月与客
“喜而笑”，从而达到了觉悟旷达和宇宙观的升华。风月推
动了行文思路，风月贯通了前后文脉。所以清代林云铭在
《古文析义》中称：苏子的《赤壁赋》是“以江山风月作
骨”的。古代学问家的点评真是准确到位呀！



借东风火烧赤壁读后感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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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