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诗经读后感(通用8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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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经读后感篇一

这是一首女子被抛弃后诉说苦怨的诗。

通过丰富的意象，这位女子将整个事件的始末为我们娓娓道
来：她的丈夫要娶新妇了，对她大发雷霆，她怨他没有遵守
曾经同生共死的山盟海誓，默默然一个人离开了家门。

但此时此刻，这位女子并没有任凭一枪怨怼泛滥，也没有愤
怒，没有哭闹。她的感情是隐忍的，化作委婉诉说和感化规
劝。或许正映衬了她所反复强调的女子的德行吧。

人说夫妻能共甘苦，未必能同富贵。她回忆曾经贫穷的日子
里自己如何辛劳操持，而今天丈夫有了富余的生活，就喜新
厌旧，想抛弃糟糠之妻了。

这样的事情，自古而今，两三千年来似乎已经司空见惯。我
觉得，从诗中可以学的是她的自重和优雅，并不必要用哭闹
和激愤来结束一段关系；从今日的视角而言，女人更要具备
一份自尊和独立，毕竟韶华易逝，青春难再，与其被生活折
磨成了黄脸婆的时候，指责男人食言违誓，喜新厌旧，不如
把握住自己人生的各个阶段，无论在什么样的年龄、什么样
的境遇都能有自己的魅力。

诗经读后感篇二



如果思念有颜色的话，那么一定是青色的。

《荀子·劝学》中说：“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它犹如
思念，来自于亲情、友情、爱情，却又远胜于它们，不为它
们所束缚。亲情、友情、爱情会因时间、距离或者其他的原
因而慢慢淡忘，而唯有思念可以跨越千山万水，横亘千年、
万年，历久弥新。

一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就让思念的颜色绽放的美轮
美奂，它犹如一株清纯的带着露珠的茉莉花，在这淳朴而清
丽的花香中悄然盛开。青青的是你的衣领啊，悠悠的是我的
心境。闭上眼睛，那一抹青色就在脑海中冉冉升起，弥漫开
来。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青青的是你的佩带啊， 悠悠的是
我的情怀。随着这片青色越来越浓，心中的思念也越来越浓
烈。

睹物思人也好，爱屋及乌也罢，只要是与它相关的东西，都
会这这份思念之中，幻化成如梦如幻的青色。不为别的，只
因我思念的人啊，他身着青衫。

于是，青色的思念，在幽幽的等待中慢慢地浸入身体，渗透
入灵魂深处，浓浓的爱意不由转化为惆怅与幽怨：

“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自古以来，女子就是悠悠深闺中的寂寞之人，从《牡丹亭》到
《西厢记》，从《桃花扇》到《长生殿》，哪个女子不是在
悠悠等待，款款思念中度过一生的？这里的主人公也不例外。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我”登



山了这高高的城楼，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子，期待着与你相见。
一天见不着你的面呵， 感觉好像已有三月的时间那么长啊。

所以，唯有在内心深处款款思念着你，思念着那抹与你有关
的青色罢了。让这份思念，这抹青色，跨越万水千山，跨越
天长地久，来到身边，陪伴着你，陪伴着我，慰藉着深深闺
阁中寂寞的你我罢了。而那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终在
你我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那抹青色终将在你我心中慢
慢地幻化成思念的颜色。

诗经读后感篇三

“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 于是
这枯涩的文字和着杯中迷蒙的水雾，莫名便叫人心安。这卷
叫做《诗经》的古书，其实却不是诗，而是歌。千年前那些
人们，哼过吟过唱过的民歌，犹如带着晨露的桃花，无比质
朴却又凄美高雅。一伸手，便一束在手，衬着你明艳的脸庞，
盈盈地笑。孔子亦被这句子打动过吧 ——“ 诗三百，一言
以蔽之，曰思无邪。 ”

也许是古代社会没有当今世界纷乱复杂，也许是古人心中有
一丝的纯美，仿佛什么也无须遮掩，没有粉饰，没有忸怩，
没有故作姿态……那些四字的句子，是一颗颗袒荡于天地之
间的赤子之心，可以帮助你寻回那个还没有受到任何污染和
伤害的最初的自己，在自然中纯洁、甜美地微笑着。

读着这些深涩难懂的文字，可以自由自在地听从自己的心灵
随着那些句子浮想联翩。恍惚间，我觉得自己连这身体，都
被这清新之风浸润得轻灵起来，或许连《牡丹亭》里的杜丽
娘听了 “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 这般清雅温润的言语，也会步出闺阁羞怯张望，看看那园
子里的妩媚春光。

这样的一卷书，念着念着，仿佛回到儿时心境，内心有如头



顶湛蓝的天空，广阔辽远，深邃不可触摸。此时人不再徘徊
纠缠于俗事之中，时光可以这样从纸页间流过，就很幸福。

诗经读后感篇四

“于嗟如兮，无与士耽！

士之耽兮，犹可说也；

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每读到这里我不得不佩服古人对阶级社会婚姻生活的经典概
括！看到这样的无奈使我陷入了沉思。于是我的思想不自觉
地在历史长河里流淌，采摘那一个个不同遭遇的生活片段：

看着无边的桑树，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场面。我看到《氓》
里面的女主人公是多么辛勤的妇女，但她这样付出的结局却
是其黄而陨，淇水汤汤，渐车帷裳。于是为这位可怜而又坚
强的女人感动着。她在面对兄弟不知，咥其笑矣却能够勇敢
地面对生活。她的心也许看透了阶级社会丑恶的面孔，也许
她的心理面有着强烈的反抗精神！

白娘子为了报答许仙，她付出了很多很多，本来那么完美的
婚姻却让法海来了搅和。白娘子爱许仙如此的深，于是有了
水漫金山的传说，于是有了白娘子被关在雷峰塔的传言。看
着平静的西湖水，一切都已灰飞烟灭，留下的只是可歌可泣
的反抗压迫的传说。这个传说在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妇女反
对阶级压迫的精神，她们在向历史宣誓：女之耽兮，犹可脱
也！

也许是为了爱，也许是憎恶封建礼教的毒害，《诗经》超越
了时代的界限，它所描述的一个个爱情故事似乎都在后代不
断地发生着。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看到的是刘兰芝婀娜的身影，她
努力地做好她的本分工作，换回的结果却是那深潭的一道道
圆晕。她的命是苦的，但她以死的方式在向世人警告：她也
有爱，也有恨，也有强烈的反抗精神。难道不是吗？她死后
化为鸳鸯都在不日不夜地鸣叫着，那不是在控诉着对阶级社
会的不满嘛，那不是一种强烈的反抗精神嘛！

历史中的妇女们似乎都在重复《氓》中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
我心中的琴弦断了一根，但是不得不佩服中华民族妇女们不
畏压迫、不畏朱颜瘦的精神。我时常在想，即使她们的爱情
化作冰冷的白雪结晶破碎，也会对生活充满着热烈的爱与追
求。

因此有了秋瑾的《提芝龛记》：

莫重男儿薄女儿，平台诗句赐峨眉。吾侪得此添生色，始信
英雄亦英雄。

这是秋瑾反对封建余毒的作品，从中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妇女
们反对阶级压迫的漫长历史过程。

《诗经》让我想起了很多不幸的女人，它的出现似乎暗示妇
女的不幸在不断地延续着，但很幸运的是现代的女权运动在
不断的发展着，我想这是《氓》的作者的心愿吧，这是妇女
们的愿望吧，但我更相信这是坚强的妇女们用泪、用血、乃
至生命换来的！

诗经读后感篇五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
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心。”这是《诗经》中的其中
一句话。

想想看每个士兵都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国家，可是，到头来



有家都像无家，也没法请人带信回家去。有时一个月要打三
次仗，凶猛的匈奴随时都会攻来。

是啊！也许只有当过兵的人，和军人的家人才可真切体会这
份苦衷。看看我们可亲可敬的解放军叔叔，每次当灾难来临
时，我们看见最多的就是解放军们的身影，他们舍小家为大
家，这次舟曲泥石流，有的解放军叔叔的家人都在离灾难现
场只有几百米的距离，有的刚失去了怀孕的妻子，可是他们
都顾不了自己的家人顾不上悲伤，忍着心痛去救别人。别人
家里都是热热闹闹的，可是，一些解放军的家里却只有悲伤
和痛苦。

再想想我们现在的生活，饱吃饱住，不愁吃不愁穿的，可是，
天天无所事事，还和爸爸妈妈顶嘴，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的，天天只想着玩游戏，学习成绩直线下降。而在世界的另
一端的伊纳克战争……把很多人的家园都给毁了，使他们无
家可归，流落街头，面临着死亡的危险。

所以，我们应该珍惜人生，珍惜时间，珍惜拥有的一切。爱
护和平，让世界变得和平吧，让全世界变的和平起来吧！

诗经读后感篇六

“诗经如彼岸花，即使无法摘取，也一直存活于心”一直都
很喜欢这句话，因为它不是从前那天真到可耻的誓言，而是
我们心里曾响过的声音，我们在一起曾唱过的歌谣。唯美中
带有一点凄凉，让人回味无穷!

轻轻地翻开《诗经》那本冰封的古书里，蕴藏着厚重的感悟。
静静地读着悠扬的诗词，饱含着的是哀婉与凄艳。细读这本
书，你会发现，豪放是外骨，忧伤才是灵魂。思无邪只不过
是在陶冶上次未完成的梦。每次读完这本书时，我总会做笔
记，因为这本书浓缩了太多太多世人的智慧与思潮。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瞧这动人的描写，清澈如泉水，艳
的让我想起了一位绝代佳人--息妫。她被世人称之为“桃花
夫人”，因为她长得犹如桃花般娇艳欲滴，静婉美约，容貌
绝伦，可她的命运却不堪回首，他的艳美而亡三国，她的薄
命如花，她的倾国容貌，都使后人无法忘记。

欲望总会占领人心的某些领域，但并非无法触碰。当我们静
下心来，问问自己，来人世间为了什么，一切就会清楚了。
经典之作，固然有经典之处，而《诗经》却恰恰写尽了人心
所向，世间所恼。

这是一本受益终身的良书，它沉浸在人类内心深处，并得到
永恒!

诗经读后感篇七

我拿起一本《诗经》，翻开那微微泛黄的书页，耳畔边仿佛
听见了一阵幽幽的叹息，让人的心底也微微发颤。

我听到了远在他乡的游子的叹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我仿佛看到了一个离乡多年的旅人
对家乡的思念。时间就如白驹过隙，他回忆起离家远游时，
河边的嫩柳才刚刚抽出嫩绿的枝条，犹如少女纤细柔软的秀
发，让人让人的心中情不自禁的生出一股怜惜。光阴似箭，
转眼已是寒冬。他艰难的行走在回家的路上，肆虐的风雪不
断的敲打着他急切的心情。举目远眺，家乡还是那么遥不可
及，他不禁朝着家乡的方向叹息着。在风雪中，唯一让他依
恋的，便是家的温暖。

“匪风发兮，匪车偈兮，顾瞻周道，中心怛兮”，我听到了
即将离开家乡的旅人的叹息。离开家乡时，呼啸的冷风仿佛
要将人间的温暖吹散。马车飞一般的疾驰着，不一会儿，就
已经看不到家的影子了。他不禁想起了他的母亲那沧桑的脸
与满头的银丝。母亲此刻一定还站在屋前目送着他的离开吧，



想到这儿，泪水已夺眶而出。他将头从车窗里伸出，想牢牢
地记住自己的家乡，可飞快的马车早已载着他驶出了很远。
他只能看着离开时的道路，悲伤地叹息着，从此，望故乡，
已是路远山高。

读“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我听到了妻子在担心在外服
役的丈夫时发出的叹息。在黄昏时，牛羊和鸡都回到了自己
的窝里。妻子忙碌了一天，知道现在才休息了一会。她看着
牛羊都回到了棚子里，不禁想到自己远在他乡的丈夫不知何
时才能归来。她朝着丈夫离去的方向眺望着，仿佛这样就能
见到自己的丈夫一样。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妻子不禁幽幽地
叹息着问道：“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可回答她
的却只有阵阵风声。

那悠悠的愁呀，才下心头，却上眉头。

放下《诗经》，斜倚着栏杆，我的心中一片怅然。《诗经》
中那幽幽的叹息，恰如一杯咖啡，虽然带着苦涩，却令人回
味无穷。历史的车轮碾过，一切已成为过去。在历史的洪流
中，《诗经》就如一架通往过去的桥梁。阅读《诗经》，我
们就如透过车轮碾过时扬起的尘埃，窥探着过去的繁华，倾
听尘封在历史的角落里那声幽幽的叹息。

在《诗经》中，那些夕阳飞燕，香花美草，流水楼阁，红颜
倩影，细雨梧桐，皓月红梅，都化作一声幽幽的叹息，如一
双无形的手，轻轻拨动着我的心弦，让心中泛起微微的涟漪。

诗经读后感篇八

须知今古事，棋秤胜负，翻覆如斯。叹纷纷蛮触，回首成非。
剩得几行青史，斜阳下，断碣残碑。年华共，混同江水，流
去几时回。

——题记



指尖轻触，感受那埋藏在历史长河中的曼珠沙华，回眸处浅
吟，倾听那悠扬冗长的声声呼唤，透过千年的尘烟，品茗那
梧桐花一般的淡淡清香，屏气凝神，抚动文化的根源——
《诗经》。

爱，足以让尘世的暖透过黄土的凉传递出一缕清风，一米阳
光，一剪月色。《诗经》中坚贞不移的爱情，凝固了守望爱
情永恒的姿态——等待。它不是一段若只如初见的开始，也
不是一个秋风悲画扇的结局。它可以忽视时间空间的界限，
只为了不辜负而仅有一次的人生。

三千年的那方土地是那样圣洁，不掺杂一丝杂质，让人不忍
心去打扰。《诗经》用它最本质，最朴素的文字传递着尘世
间的真善美，让三千年后的我们沉醉在一份至善至美的回忆
里。那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释
然;那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感
伤;那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睿智;那是歌关雎，唱蒹
葭，出东门，上垄丘的恬静豁达，令人神往。

《诗经》可以像佛一般，让它的悦己者放下罪恶，懂得慈悲，
让冷酷的心随之柔软;《诗经》仿佛一面魔法的镜子，我们在
《诗经》里看到的不是容颜，而是我们内心的独白;《诗经》
仿佛一本情感字典，我们每个阅读它的人都可以在它身上查
找自己所要的章节和语句;《诗经》又是一株有佛性的莲，让
我们记住每一朵花的芳容，每一枚叶子的故事，每一滴水的
涵容，感受着每一份感动，每一丝细腻，每一种柔情。

三千年的轮回，在回首的刹那，都只不过是此岸到彼岸的距
离，春天到秋天的流转，月圆到月缺的变幻。《诗经》在三
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飘荡,扣开了现代人的心门,带我们走进最
深的江湖,最美的红尘,让我们可以披风惊月,认领天下,让灵
魂在那一刻升华,然后绽放……只为看见，那落幕处,暗香浮
动月黄昏的惊艳。



云水生涯,不是梦;潋滟人生,不成空。都说佛祖是慈悲的,他
总是以拈花的姿态,微笑地看着世人。在无法拯救的时候,佛
亦会冷眼相待,看着悲也漠漠,喜也漠漠的红尘。用心去感受
《诗经》,你会收获一种别样的风情，看着那被现代国人一点
点遗失的纯真和朴实，请平静地拾起那片片落英，在《诗经》
的陪伴下酿一坛美酒，让年华做一场彻底的宿醉。

落幕处，暗香浮动月黄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