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赤壁赋读后感(通用8篇)
一个好的提纲可以帮助我们在写作过程中更清晰地思考和组
织观点。如何制定一个完善的提纲，是每个写作者都需要掌
握的技巧之一。接下来，我们请专家为大家解答一些关于总
结写作常见的问题。

赤壁赋读后感篇一

赤壁位于中国湖北省，这个地方在中国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
角色。赤壁战役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战役之一，它发生在公
元208年，曹操领导的北方军队与刘备和孙权联合起来的南方
军队展开激烈的战斗。在这片土地上，发生了许多令人难忘
的历史事件，引发了许多文人墨客的思考和吟唱。

第二段：赤壁读书的催生

自古以来，读书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赤壁这
个地方，因为历史战役的发生，更加深化了人们对于赤壁读
书的兴趣。一方面，赤壁战役背后蕴含着众多英雄人物的智
慧和决策，激励着人们学习历史和战争的知识；另一方面，
赤壁山水博大精深，激发了众多文人墨客对于艺术和人文的
追求。因此，赤壁成为了读书的圣地，吸引了无数热爱文学
的知识分子前来拜访和参观。

第三段：赤壁读书的体验

参观赤壁之后，我深深被此地的文化底蕴所打动。我看到了
大量的书籍和文物，它们记录了无数文人骚客在这里留下的
千古佳作。在读完这些作品后，我感受到了远古时代的智慧
和思考。这些作品深刻地描绘了历史风云和民情风俗，让我
仿佛穿越时空，亲身体验到了那段历史的磨难和荣辱。此外，
我还参加了一些读书交流活动，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分享了



读书的心得和感悟。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我的阅读体验，还
提高了我的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

第四段：赤壁读书的意义

赤壁读书对于我个人来说意义重大。首先，读书让我更好地
了解历史和文化。赤壁这个地方承载了丰富的历史遗产，通
过阅读相关文献，我更加了解了中国古代的历史和文化。其
次，读书提升了我的审美能力。赤壁山水的美丽绝伦，给我
以莫大的视觉享受。而同时，我也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提高
了对于艺术的鉴赏能力。最重要的是，赤壁读书使我更加热
爱读书，并在阅读中寻找到了自我认同和人生意义。

第五段：赤壁读书的反思

经过赤壁读书之旅，我深感读书的力量和重要性。读书不仅
让我享受到知识的乐趣，也赋予了我独立思考和审美眼光的
能力。而赤壁这个地方，则更是给予了我读书的灵感和动力。
赤壁的历史和文化遗产，让我明白了知识的珍贵和无限魅力。
回想起读书的过程，我意识到不能停滞，要持续学习，不断
书写属于自己的篇章。

通过赤壁读书之旅，我体会到了读书的乐趣和意义。赤壁这
个地方不仅带给我美的享受，更重要的是给予我了对于历史
和文化的洞察和感悟。正如赤壁读书的名声所承载的那样，
我深信读书将成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带给我无穷的
智慧和欢愉。

赤壁赋读后感篇二

赤壁，古代著名的水战之地，也是文化与历史的见证者。在
赤壁，我参观了赤壁博物馆，读书心得颇多。下面，我将从
历史感悟、智慧启示、文化传承、情感体会和人生感悟等五
个方面进行阐述。



历史感悟是我此次游览中最深刻的体会之一。赤壁是中国历
史上一次重要的战役发生地，也是一段峥嵘岁月的见证。我
在博物馆中看到了当年的战争器械、军事图谱和古代文物等，
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敬畏之情。那场战役虽然发生在两千多年
前，但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一代人的机智与勇气。赤壁之战也
让我明白，历史是一个永恒的宝库，我们需要从历史中吸取
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赤壁之战中蕴含的智慧启示也令我受益匪浅。博物馆中展示
的战略布局图让我深刻认识到，胜利并非机遇降临的偶然，
而是背后智慧的结晶。赤壁之战中的火攻战术，更是体现
了“以少胜多”的智慧，让人叹为观止。在读书中，我也意
识到智慧是取胜的关键。只有提升自己的思维能力和智慧水
平，才能在逆境中找到突破口，迎接挑战。

赤壁博物馆不仅让我了解了历史和战略，也深刻感受到了中
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馆内，我看到了许多关于诗词和
书画的展览，被古人的墨宝和文字所折服。诗词、书画是中
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赤壁博物馆中，我更加深入地感
受到了它们的魅力。传统文化凝聚了历史的智慧和民族的精
神，让我更加自豪并愿意去传承。

情感体会是我在赤壁博物馆中难以抑制的情绪。当我走进博
物馆，看到火攻战场的复原和相关史料时，我仿佛身临其境，
感受到了当年江山气势的壮丽和那个英雄年代的悲壮。那些
战士们为了民族利益，抛头颅、洒热血，铭刻在我心灵深处。
同时，我也被他们的勇气和坚韧深深感动，提醒自己在面对
困难时要勇敢坚持，不轻易屈服。

通过赤壁博物馆的游览，我对人生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悟。在
那片曾经充满战火的土地上，我真切地体会到了人生的坎坷
与磨难。历经沧桑的赤壁见证了无数英雄的生死，令我懂得
要珍惜眼前的一切。在最平凡的日子里，我应该感恩身边的
亲人和朋友，要学会珍重自己的健康和生命。



赤壁读书心得体会，让我从历史感悟、智慧启示、文化传承、
情感体会和人生感悟等方面受益匪浅。读书是我不断进步的
源泉，是我成为更好自己的力量之源。赤壁之行让我明白，
只有不断学习、吸取智慧，才能在人生的追求中茁壮成长，
实现自身价值。

赤壁赋读后感篇三

赤壁，一段风云际会的历史。而在我这个古风迷中，不仅因
为赤壁之战的激烈与悲壮，更是因为红楼梦中的赤壁怀古诗
给了我无尽的遐思。上大学后的我参加了一个以赤壁为主题
的读书活动，心中对这段历史和文化充满了期待，赤壁读书，
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反思和体会。

赤壁读书活动要求我们阅读相关的历史文献和历史小说，其
中赤壁的战斗和参战文人的境况是我最为关注的。据史书记
载，赤壁之战势均力敌，黄盖投敌、火攻曹操的情节更是被
后人所津津乐道。然而，我在读书的过程中才发现，赤壁背
后的文人境况更为动人。诸葛亮在危难之际撰写出《赤壁
赋》，展现出对战争的独到见解，而闻一多因赞美曹操而被
举报，被迫辞去公职。这些历史人物不仅在战场上有过较量
和贡献，而且在文学创作中也有着独特魅力。他们的境遇引
发了我对个体与历史的关系的思考。

赤壁之战是历史的一个节点，剑指了中国东汉末年的灭亡和
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而这个节点又是因为个体而产
生的。曹操谋求统一天下，而刘备与孙权则力图维护自己的
势力范围。他们的意志和行动直接决定了历史的走向。而在
这个过程中，文人作为智慧的代表，用他们的文学才华和智
慧为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对战争和政治的解读，以
及对个体命运的追问，都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这使我理解到，
历史是由无数个个体的选择和行动构成，他们的思想和行为
直接决定了历史的走向。



赤壁读书让我深刻感受到个体与历史的关系。这让我想起社
会中每一个个体都是历史的创造者，每一个人的选择和行动
都将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在读书活动中，我们也讨论了当今
社会的各种问题。比如，我们为什么要读书？读书的意义是
什么？对于这些问题，我没有给出标准答案，但是我认为读
书不仅是为了获取知识，更是为了发展个人的思考能力和创
造力。读书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思考自我人生的
问题。只有通过深入思考和不断学习，才能真正影响到社会
的发展和进步。

赤壁读书活动还让我对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认识。
在活动中，我了解到赤壁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同时
也是文化的瑰宝，对于我来说赤壁不再只是一段历史，而是
一个生动而有力的形象。赤壁怀古诗为我提供了一个触动灵
魂的展示场所，我可以通过它去思考生活中的问题。历史和
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它们会影响到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因
此，我们应该不断学习历史，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以此来
丰富自己的内涵和人格魅力。

赤壁读书心得的体会离不开对历史、文化和个体的深入思考。
历史是由个体构成的，同时也是个体的选择和行动决定了历
史的走向。而赤壁读书也是一种深入思考和学习的途径，通
过对历史和文化的了解，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社会和生活中
的问题，更好地发展自己的思考能力和创造力。正如赤壁怀
古诗给了人们无尽的遐思，赤壁读书活动也给了我无尽的思
考和启发。我希望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能够更加积极地学
习历史和文化，将其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不断提升自己
的素养和个人魅力。

赤壁赋读后感篇四

文章一开始便把人们带进了一个明丽如画、恬静优美的环境
中。“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描绘了初秋时节江上的自然
风光，衬托出游人平静爽快的心境。“举洒属客，诵明月之



诗，歌窈窕之章”，显示出作者对明月的喜爱。作者与客人
乘坐在小船上，微风拂面，举杯共酌，一时雅兴大发，朗诵
起描写明月的诗歌来。从游人这些活动里，逼真地写出了封
建社会人士大夫特有的兴致和雅怀。“少焉，月出于东山之
上，徘徊于斗牛之间”这两句是写月出的情景。作者突出地
写了月出时的动态。“徘徊”一词，用拟人化的手法，使月
亮也具有了感情色彩。你看那月亮像游人一样陶醉在良辰美
景之中，不愿离去，以致缓缓而行。这就委婉地折射出了游
人的意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写月下景色。白茫茫
的露气像轻纱一样笼罩着江面，远远望去水天一色。月光映
照着辽阔的江水，水光远接天边，水天连成一片，呈现出极
其优美的景致。作者与客人在这样美的江面上怡然自乐，乘
坐一叶扁舟，尽兴漫游，任船随水飘流。“浩浩乎如冯虚御
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作者展
开了丰富的想象：浩浩荡荡，凌空驾风，任意翱翔，不知要
飘到什么地方;又好像离开人世而超然独立，像飞到仙境一样。
浩荡的江水与洒脱的胸怀一齐浮现在人们眼前，泛舟而游之
乐深深感染着读者。

在“乐甚”情况下，自然是“扣舷而歌”了。作者在政治上
屡屡受挫，长期郁结心头的苦闷在酒的刺激下，也要有所流
露。这就是“饮酒当歌”。借歌唱来表达自己的心情。然而
一阵呜咽悲凉的箫声之后，引起了作者强烈反响。通过吊古
伤今，处处表达了一个“悲”字：凭吊英雄人物，自己感到
悲;哀叹人生短促，自己感到悲;幻想无法实现，自己感到悲。
瞬时对人生的短暂和渺小，生命的无法捉摸和无法把握，陷
入迷茫和惆怅当中。

但是最后，就眼前的景物，作者自己阐述了自然界变与不变
的道理，表现出豁达情怀，流露出随缘而适，随遇而安的思
想情绪。有了飞跃，思想上的也矛盾也解决了，表达自己对
人生和宇宙万物的看法以及应抱的处世态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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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自然所给予的美景，江上的清风与山间的明月，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无尽宝藏，是永远享受不完的。只有忘怀得失，
才能知足常乐，这是作者解脱苦闷的对症良药。

赤壁赋读后感篇五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欧阳
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取了诗
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
《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

《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
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
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如写景的一段：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
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
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
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幽美，澄澈
的景色与轻松愉悦的心情构成开阔明朗的艺术境界，而那种
渺渺茫茫，若有若无的虚幻感觉，又直接为后文写超然物外
的人生哲理作了铺垫，体现出作者高超的表达能力和语言技
巧。

赤壁赋读后感篇六

赋是介乎韵文与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从战国时荀卿的《赋
篇》创其名开始，先后出现了宏篇巨制的汉赋、骈偶讲究的
骈文。这篇《前赤壁赋》是韵文，从头至尾换了十二次韵;像
汉赋一样，采用主客答问的方式来阐述作者的思想、认识;又
似骈赋和律赋，行文之中常使用排比与对偶，具备了“赋”
的基本特征，但它又不为“赋”这种文体所拘泥，多处运用
散文笔法，句式有时长短、有时整齐，参差错落，可以称得
上是散韵巧妙结合、诗文和-谐统一的佳篇，对辞赋体的发展
与突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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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赤壁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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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赤壁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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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赤壁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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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赤壁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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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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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赤壁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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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壁赋读后感篇七

初读此文时，便觉有不凡之气，熟读后，细加品玩，更觉此
文精美。

本文记叙的是苏轼与客人在赤壁游玩之事，全文十分流畅。

我觉得文中的景色描写很好：“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
牛之间。白露横江，

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
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短短
几句话，却概括出了周围的一切景象，使读者有了身临其境
之感，同时语句又长短结合，朗朗上口，音韵和谐。



苏轼的这篇文章和他之前的著作有相似之处，那就是作者本
人的情感变化。细究苏轼之前的作品，无论是诗歌还是文章，
无论作者起初的心情是好是坏，他最终都会释然，想方设法
说服自己，让自己暂时摆脱困苦，获得欢乐!

如他的《水调歌头》，开头便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一句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诗句，表现出了作者心情的愉快，
但之后却又“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心情一下子坠入万丈深渊;之后呢?他又开始宽慰自己，
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最终，
他又豁然开朗，道出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的名句，
心中的不快，也随之释然了。

本文亦是如此。起初，作者见到赤壁的美景，心情十分愉悦，
甚至扣舷而歌之。但唱着唱着，便了“美人兮天一方”，作
者不知不觉表现出一种伤感，一种壮志难酬的心情暗暗涌现
在作者心中，随后，客人洞箫之声的“其声呜呜然：如怨如
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更添忧伤之感，使作者
心情一路下滑。但他并没有一只颓靡下去，而是正了正衣襟，
开始预科辩驳，不仅是说服客人，也是说服自己，使自己释
怀。“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
而观之，则物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作者最终还是
解脱了，获得了暂时快乐和自由。

当然，这样的情感，与苏轼本身的身世是有莫大的联系的。

苏轼的仕途生涯并不顺利，多次被贬谪，不被赏识，身世风
雨飘零，按理说这样的一个人，应该早就无法忍受世事了，
更不可能想苏是这样游山水。而苏轼却忍下来了，因为他精
通儒学、佛学、道学，并将这三者恰当的融为一体，相得益
彰。



赤壁赋读后感篇八

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是一种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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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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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