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读后感(优质8
篇)

面对困难时，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可以战胜一切。总结时要
反思自己的问题和不足，找出原因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以便
更好地改进和提高。通过阅读励志范文，我们能够从中获得
力量和动力，继续追求自己的梦想。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读后感篇一

苏东坡的诗词和散文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这源于他对写作和
文体的看法，他动笔，收笔都“行云流水”，没有特定规矩，
他认为用笔表达出一切情思脉络是他生平最快乐的时刻。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分享有关林语堂苏东坡传读后感范文，欢迎
大家来阅读!

《苏东坡传》这本书我才只读了一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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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书中，我最喜爱的是苏东坡爽朗的笑声——他的笑声告诉
了我许多道理。

他的笑是一种自得其乐的笑，他被贬之后赏景便成了他最大
的乐趣。苏东坡常对着风景写诗，写完之后总会为自己又完
成一篇文章而高兴地笑;苏东坡的笑，还包含着一种不与人斤
斤计较的笑，朝廷的官员为了针对他，因挑不出苏东坡平时
表现完美，就拿他的文章骨头里挑刺;苏轼显然没与他们计较，
反而还写出“何日遣冯唐”这句话，话中毫无归罪之意;苏东
坡的笑，更多的是苦中作乐。谁被贬之后不低落?就像你突然
由组长被降到普通成员一样，不再被人肯定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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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他毫不恭维、仗义执言的性格。虽然他比较冲动、做
事不经过“大脑”思考，但正因为这一点，才使他更富有魅
力。《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里面说过：“不要以为你是
大学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
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大学生，不够资格管
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的话，明天――还有我、
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苏轼
这种激烈的性格，对当时、和我们后世都有极大的影响，他
告诉我们：不能让那些不好的东西继续下去，要阻止他们，
阻止他们必须要有带头人。谁也不想让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
谁也不想当那第一个人，凡是有点头脑的人，都不会那样去
做，苏东坡正因为“没头没脑”，就毅然去当带头人。

尽管在仕途路上坎坎坷坷、得罪过许多人、多次被贬，但苏
东坡依然不乏幸福笼罩。他有非常爱他的妻子、生死相依的
弟弟、陪伴他的朋友、非敌即友的王安石、以及朝廷上的众
多好官。这里面最让人感动得便是皇上和皇后，皇后非常重
视苏东坡的文采，苏东坡每次犯错之后皇后总会为他求情;皇
上对苏东坡极其严厉，他重视苏东坡的文采，但因苏东坡做
事欠思考、直言不讳，皇上怕他终有一天得罪大官，就把苏
东坡贬谪。

我对苏东坡永远怀有一颗仰慕之心，我喜欢他的真诚待人、
真心交友以及直言不讳，如果我身边有这样的以为亲人、朋
友或者是同学，我会非常珍惜!

从小就读苏东坡的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忧愁，
“大江东去浪涛尽”的气势……无不流露出诗人的豪迈奔放。
可我对苏东坡的了解甚少，直至读了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



传》，才知道苏东坡原来是千古奇人。

苏东坡既是虔诚的哲人，又是仁厚的长者，他始终富有青春
活力。苏东坡的背后，几度升迁的辛酸只有他自己品尝。他
一生为官，一生清廉，与大政治家王安石斗智斗法。他热爱
生活，在美食方面留下了“东坡肉”“东坡壶”以传后世。
东坡情感丰富，对其亡妻寄以青丝，在《朝云墓志铭》和
《悼朝云》一诗中表达了自己的伤痛。苏东坡是刚直的，尽
管有过数次因诗而被捕受审，但他仍不改犀利的词风。他写
诗讽刺“群鸟未可辨雌雄”，后又写“犹诵卖青春”对官场
荣耀表示鄙夷。他知己无数，兄弟情深，苏东坡又是幸福的。

苏东坡有一身浩然之气，王安石变法出现了种种弊端，苏东
坡写出了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包括他自己的政治哲学，也表
现出他个人的气质与风格，机智学问与大无畏精神。苏东坡
反对变法失败被贬至杭州，他远离了尘世的喧嚣，回归与清
纯与空灵。他习惯了淡泊，他明白了如何应对困难。苏东坡
具备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超凡脱俗，刚正不阿，坦坦荡荡，
使他任何环境中处之泰然，宠辱不惊。

苏东坡的一生坎坷，但也是豁达的一生。身处逆境也不觉痛
苦，脚踏荆棘也不觉悲凉，始终保持乐观，像他的诗词一样
千载有余情。

细读“大江东去浪淘尽”“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
宜”“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原来这些都是苏东
坡乐观的态度和别样的人生哲理。

回想我对苏轼的记忆,从小学开始就开始接触他,中学时期更
多的诗词,说起来人人会唱的《但愿人长久》……他是唐宋八
大家之一,他是宋代的着名书法家、画家.除此之外,大概就是
初三那年一位讲作文的语文老师的讲述了吧.老师非常喜欢苏
轼,仔细的讲述了苏轼的生平,讲到最后竟声泪俱下,让人动容,
给我很深的印象.然而,以后想想也并没有什么实感.



这次看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颇有感触.为东坡潇洒之诗
词所倾倒,为东坡人生之坎坷而叹息,为东坡不羁之情怀而钦
佩,为东坡之真性情而感动.林语堂先生形容东坡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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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在政治上专唱反
调的人,一个月夜的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所有这些
都可以和东坡一生的轨迹吻合.在这所有中,我觉得真性情的
乐天派最能形容东坡.他是那种心中有感触不得不吐之为快的
人,因此后代有了无数的好诗词,也因此他自己一生都被小人
诽谤,但也不知“悔改”情动嘴开,自己也说“我真是不可救
药”。

他是那种游离在入世和出世之间的人,从年轻时的积极入世为
官,到几经升迁贬职最后只想卸甲归田,他执行着佛教的思想
在他所任职的一方为百姓造福也为自己修炼;他是那个一生都
不缺乏声誉的人,既以此享过好处同时也牵累过不少人,然而
却能毫无架子躺在菜田里同农人谈天说地纵使农人并不知道
他在说什么;他是那个纵情于山水、美酒之人,纵情山水的同
时也装点山水,这便有了苏堤,品酒之时也尝试酿酒,虽然只是
在酿酒过程中把自己灌醉而已;他是那个可以忍受人生巨大起
伏的人,坎坷的道路上我没有看到泪水,看到的是坦然、淡然
和心平气和的喜悦,每到一处地方,他都与自然融合与当地的
百姓融合;他是那个翛然落拓的浪漫主义者,在深夜扁舟,在承
天寺夜游,在月下饮酒赋诗;他是那个深得几代皇后喜爱的诗
人,让我对这几位女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是一个胸怀宽广
如海的人,“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予生”.

这些所有的零零碎碎的感触,其实都能是一个真性情的表现
吧——只有最纯真、最率性、最真实的人才能如此的可爱、
如此的潇洒、如此的热爱生活、如此的另人感动.从东坡的身
上,我可以感受到一种爱、喜悦、快乐、平和的力量,从他的
诗中,从他的经历中散发出来.我彷佛可以看到他举着酒杯漫



步在月下、拿着锄头快乐的耕耘并自比陶潜.在人的一生中,
总要有几个精神偶像的,苏东坡就应该是其中一个.在面对人
生的坎坷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态度很重要,是笑对苦难呢?还是
一蹶不振?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圈住了自己的心,慢慢得使自
己不能放开,不能释怀,不能真真实实的去感受生活.不要怕苦
难,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只有这样,才能感受到生活赋予
我们的是什么,才能真正用心去珍惜!从今天起:“小舟从此逝,
江海寄予生”。

我是怀着与两位天才对话的欣喜之情，来阅读《苏东坡传》
的。

苏的才华，自不必浅学评价了，至于“脚踏东西文化，心平
宇宙文章的林语堂其名也早已贯天下、垂青史，更不消多言。

给古人做的传记，我以前也读过几本，然而大都工于学术，
读起来如同面对戴着瓶底厚眼镜的老学究，压抑之余，兴味
寡然。比如有梁启超先生著，叫做《王荆公传》的，叫浅学
很是自愧于学而不精，乃至搔首弄姿，汗如雨下，大有与字
典同归于尽的冲动。

和理解最遥远的距离是仰慕，想必林语堂先生是深晓此理的。
所以他才会用一种介绍朋友的语气，以有那么点英雄惜英雄
的心情为子瞻作传吧。托了老外的福，这书里是见不到“之
乎者也”一类了。我们也应此得见一个有血有肉的东坡居士
形象。这一点，怕是前无古人的吧。

在静寂的夜晚，我聆听着苏子的脚步声，和他一起走遍中国
大半个中国，与他一道为这片土地上的农民疾呼。在苏看来，
贬谪实在只是换个地方，他的责任实在一分未减。他见不得
大宋农民在丰收的日子也必须举家逃荒，流离失所，所以只
能大声疾呼。后人谈苏轼，多敬佩他的旷达，却不知这份旷
达只用以面对他自己的苦难，对他人的苦难，苏大多是流下
同情的泪水。



苏的名声是伴着他的贬谪越传越远，越传越大了。他在詹洲
的文章，竟不需几月就能传到京师，成为得势者喉中鲠住的
鱼骨。于是一贬再贬、越贬越远，便成了苏人生的常
态。“你啊，满肚子不合时宜。”侍妾朝云竟是这样聪慧，
一语道破苏的宿命。

但我想，这句玩笑话必是含泪说的吧。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读后感篇二

之前，我对苏东坡并不了解多少，在看了林语堂先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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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连林老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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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官，一生只要安安稳稳，脚踏实地就可以了。例如苏东坡
的同胞亲弟，在才华上，可能不及苏轼的十分之一，更或是
百分之一。但是他一生平平安安，妥妥当当，官职也扶摇直
上，最终也能够安享晚年。

而在于苏轼面对生活，面对错误，有敢于提出，敢于批评的
态度。富贵荣华，安宠荣辱在他看来，只不过是过眼云烟罢
了。苏轼的一生，艰辛只有他独自品尝。他一生为官，一生
清廉，一生都在与王安石斗智斗法。对于王安石的变法究竟
是对是错，暂且不管。他的人生，他的奋斗目标是定位在老
百姓的生活上的，他的.双眼，更多关注的是他们的快乐或是
艰苦。只要他认为变法脱离了实际，与救百姓于水火发生了
抵触，他就要反对到底，甚至于在他管辖的州府里，这些所
谓的强国措施他概不搭理。这就是苏轼为民着想的一生。

苏东坡与王安石的斗法决定了他的一生，也决定了宋朝的命



运，王安石的变法本意是好的，可他过于自负，有许多新法
得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给人民增加了很多的负担。于是王
安石把许多反对他的贤臣都贬到其他地方，反而提拔了一些
小人，苏东坡对新法极力反对，连续上奏，最终也被贬到杭
州，可这只是刚刚开始。被贬后，苏东坡仍然坚持对抗新政。
把幽怨的感情全寄于诗中。

虽然苏轼的人生道路上有许多的泥泞，一生饱经忧患，可他
并没有尖酸刻簿，没有消沉。从他的诗篇，他的文章，以及
他的生活见闻中能够发现，他的人生态度是乐观，是积极向
上的，他是一个乐天派的诗人。即使是双足深陷的时候，他
依旧能唱着小调，邀上三五个知心的朋友，享受生活的美好，
他四处游历从出生到架鹤西去，他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
北。他每到一处，都会给当地人带去他所独有的深远影响。
苏东坡的诗词良篇里，他既能写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古风流人物”的激昂豪迈，也能写出“十年生死两茫茫，不
思量，自难忘”这样富有深远意义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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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自己的话说就是：苏东
坡已去，其浩然之凛然正气，必然永存。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读后感篇三

苏东坡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经历了仁宗、哲宗、徽宗，目
睹了背诵由盛转衰的经过。了解苏东坡的生平，也为我补习
了宋代的消亡史。

苏东坡这样的人，多少赞美的语音形容他都是徒劳的。他多
才多艺，爱好广泛，他身处任何领域都能胜任，而且他善良
坦荡，这样的人如何不受人敬仰，正如林语堂所写，苏东坡
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
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



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
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
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
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书中的几处最令我难忘的地方想记录下来，这让我合上书本
辗转反侧，仰慕得睡不着觉。

在苏东坡任翰林学士期间，拟了月八百道圣旨，圣旨无不铿
锵有声，妥帖工巧，简练明确。往往引经据典，富有例证譬
喻。苏东坡去世后，另一个人，接他的职位，对自己的文采
颇自期许，他问当年侍候苏东坡的老仆，他比苏东坡如何？
老仆回答说：“苏东坡写得并不见得比大人美，不过他永远
不用查书。”

林语堂好幽默，结尾时的人道主义精神真是让人忍俊不禁，
作者夸奖别人批评别人的'语音都是那么耐人寻味，就像苏轼
本人一样。如果人人说话都那么幽默该多好。几年前读过
《林语堂传》，林语堂不仅爱写作，还爱研究，发明中文打
字机，这点很像苏轼。可正如林语堂自己所说，评价一个人
要盖棺定论的，苏轼直到人生落幕之时都不曾让人民有半点
非议，林语堂在南洋大学过于贪腐，晚节不保，这点作者似
乎忘记学习苏东坡了。

在学生时代也学过一些苏轼诗文，那些趣闻轶事也曾听老师
讲过，可都感受不深，甚至于对不上号，这次读了传记才深
刻体会到苏轼一生大起大落，每首诗词的创作背景之不同，
不能只停留在理解诗词本身的意思上。

我也想到，老师在课堂上眉飞色舞地谈论苏轼多么伟大，学
生很可能是无动于衷的。有冲击有感受，必须要亲自体会，
读他的传记、背他的诗词，道听途说是左耳听右耳冒的。学
习只能主动。



以史为镜，以人为镜，很高兴人生能有六天晚上是和宋朝的
一位文学家共度的，我愿倾注更多的时间继续了解他。这本
书是借的，也成为我秉烛夜读的原因。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读后感篇四

随手翻开的是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我本就喜欢这位
元气淋漓又富有生机的东坡居士。从书中的描写对他更是钦
佩，作者写到：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
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
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
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
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不可多见的。听到作
者这样的总结不免激动附和，只叹自己笔力不足。

专业使然，我总是对一个人的原生家庭与童年经历关注多一
些。性格所有的线索、长大后的行为轨迹都能追溯到童年。

苏父虽然沉默寡言，终生难实现政治抱负，但有两个孩子之
后还未放弃勤勉奋发，和后生之辈一起历经科举，名不被儿
子所掩，可谓是后人学习的榜样。苏家各种图书插列满架，
长辈不因一次落第嗟叹连连，晚辈高声朗读经典，正是这样
的家庭氛围才造就了腹有诗书的东坡居士。而且苏父一直坚
持做文章应舍弃华美靡丽、苏轼也受其影响。所以他一
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令人回望千年、一句
“明月几时有”让人把酒问了千年。

东坡的母亲出身官宦之家，却勤俭节约，乐得做个“豪门贫
小姐”。闲暇之余教儿子读《范滂传》，小东坡抬头望了望
母亲，问道：“母亲，我长大之后若做范滂这样的人，您愿
不愿意？”母亲回答道：“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
滂的母亲吗？正是母亲的鼓励，才让小东坡立志成为刚正坦
荡的人。幼年的.东坡和其他顽皮的孩童一样，喜欢掏鸟巢，
但母亲却严厉告诫他们不得捕捉鸟雀。鸟雀得以在自家低矮



的树枝上做巢，孩童的欢笑伴随鸟的鸣叫回荡在庭院。善良
是一个人最好的品性，而有一个深明大义的母亲，正是苏轼
胸怀天下的奠基石吧。

千年之后的父母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依旧恓恓惶惶，莫不知
苏家早已给出了答案。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读后感篇五

平凡的人对于“光芒夜半惊鬼神”的天才总是有种不可名状
的畏惧，如徐渭、如梵高。但对于性情平易近人，骨子里流
淌着温和谦恭血液的天才，则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喜爱和亲切
感，比如苏东坡。

苏东坡是朴实的中国百姓脑海里一切美好形象的真切合体。
他实实在在就那么人人眼、他轻轻松松就能够暖人心。他满
足了我们对中国文人的所有幻想。

顶着一副粗犷老农的外表，不是不英俊，而是让人看得太舒
服。一脉浩然之气用尽，不只为自己，还将那福音传给大江
南北的百姓。一声“如蝇在食，吐之方快”，可见他清狂而
非轻狂。一叹“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可知他
用情之真思念之深。

喜爱苏东坡，是因为他在那苍茫天地之间如同一株小草——
在奋力钻出黑暗的夹缝之后、在见到惨淡天光的.那一刻，以
不比常人的坚定之心相信光明，从此长成一棵参天大树。郁
郁葱葱，屹立不倒。沧桑笔直的树干是他的独善其身，伸展
而开的绿冠是他的兼济天下。几十年人生跌宕，风风雨雨使
得他从肉体到心灵，都变成一个不能被轻易伤害击败的人。
中国文人敏感脆弱的灵魂，在他这里去掉了多愁与伤怀、抑
郁和不安，只留下一种叫“看得开”的心情，叫“想得明
白”的心境，和“同情弱者”的心怀。



走近苏东坡，从他那一句“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
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开始。这种生活不同
于陶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清净，也没有刘禹
锡“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那么“高水平”。苏东坡是
和谁都玩得来。他可与三教九流为伍，并且从不失那颗赤子
之心。这不仅是一种本领、一种生活，更是一种活法！在他
眼里，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他心底，一涓宽容之泉早就
将政敌带给他的不愉快全部带走。因为知爱，因为懂爱，更
因为有爱，他成为古今士大夫中最有人情味的一个。这种活
法是他受人欢迎的原因，是他心灵幸福的秘诀，也是他留给
这略显苍白的人间巨大的精神财富。

感悟苏东坡，从他那一句“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
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开始。一个人能对浩然
之气有如此深切之感，想必该精神必定贯穿他人生始末。苏
东坡正是如此。从朝廷上的当仁不让，到贬谪为地方官的身
体力行。他的奏章、他的功绩无一不透露着那不谋私利，一
心为民的感情。身在名利场中，诸多不由己。却因为有那股
浩然之气，他把决心下得更彻底，他把脊梁挺得更硬。他像
一股旋即有力的清风，吹散了所到之处的污浊之气。

想起苏东坡，脑海里总是浮现出一个大腹微便便，体态微宽
的形象，让人安心让人贴心。他身上没有“文人相轻”的酸
味，他身上只有温温暖暖的阳光的味道。时常忍不住在心底
唤一句“老东坡”，因为羡慕，因为喜爱，更因为感叹。羡
慕他的才华横溢，外加那一副好心肠好脾气。喜爱他儒者的
翩翩风度，那是一个翰林大人美好的形象。也更感叹那一颗
赤子之心、一身浩然正气、一片坦然心境。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读后感篇六

我读了《苏东坡传》这本书，这本书主要讲了苏东坡的童年
到流放岁月的事。我给你们说说我最喜欢的一章吧！我最喜欢
《苏东坡传》第一卷第三章《童年与青年》。



《童年与青年》大体内容是以前的学生要把整本书背下来，
背书时不仅要背书的内容、知识，连措辞也不可忽略。读书
刻苦的苏东坡把整本书都抄了一遍，而且书没加标点符号，
要学生自己根据课文的意思加标点。我觉的如果想学的知识
有用，把它学透就可以了，没必要把整本书背下来，那个时
代的教育方法有点不对，不过接下来几条我很赞同，学东西
就要学透，不能半懂不懂，糊里糊涂的学过去。而且最后一
条我非常赞同：让学生自己加标点，这样能让学生更好地读
懂书，读透书，更好的学以致用。

我还喜欢《王安石变法》这一章，这一章讲到王安石定了一条
“青苗法”，对穷人不利，而对朝廷很有利。苏东坡为了不
让老百姓受苦受难，他和司马光等人一起阻止王安石变法，
更让皇帝禁用了这一法，苏东坡让老百姓受了益。我觉得苏
东坡很顾全大局，不仅顾着自己，还关照着老百姓，我很支
持苏东坡这种顾全大局的品质。同时我对王安石新定的法律
很不赞同，为了让朝廷受益而不顾老百姓的安危。

苏东坡这个大江东去，浪涛不尽的千古风流人物会永远流传
在人们中间。

文档为doc格式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读后感篇七

本月叙事者共读《苏东坡传》。说实话，起初对这本书并没
有过多的了解，也没有特别的渴望。可是，慢慢读，慢慢发
现原来已经喜欢上这个历经挫折却也豁达、开朗的“乐天
派”，不由得想要再了解一些。

读下去，从《苏东坡传》中看出林语堂对苏东坡由衷的赞赏
和喜爱。他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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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瑜伽



术的修炼者，是士大夫……林语堂对苏东坡的敬仰和崇拜在
笔下显而易见，当然，我也对苏轼豁达、乐观、超俗的人生
态度由衷的敬佩。

苏东坡历经人生坎坷却时刻绽放人格魅力，心里始终有他人，
在他的世界里，似乎什么都可以不在意，又用心在意。读完
后，思绪万千，瞬间觉得自己的人生根本称不上人生。

苏轼的一言一行都备受关注，且从皇帝到百姓，从文坛才子
到闲云野鹤的和尚道士，都给予他极大的关注，这些关注是
欣赏，是仰慕。于是有追星族欢迎他，追随他；苏东坡游庐
山，在数百和尚中引起轰动；被贬惠州，附近五县的太守不
断给他送酒食，有人甚至徒步两千里地来看他；在他贬到海
南岛时，还有吴复古的道士追随；贬谪期间，所到之处，地
方官员也慕名处处优待他。他的文章使皇帝也常举箸不食，
即便被贬谪在外，新作也获得皇帝赞赏。这也引起当权者、
政敌们密切“关注”，忌惮其影响力，于是有了嫉妒式的诋
毁，无端的谣传，接二连三的打压。所以苏轼才有了“平生
所得毁誉，皆此类也”的感慨。

苏轼彰显才华的诗作反倒成为政敌进攻他的利器，既然屡次
祸从诗起，是不是可以三缄其口，将笔墨束之高阁呢？不，
东坡本性率直，总是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对他而言，写
作是抒写性情的乐事，而且具备心中情思，皆可畅达的能力，
有所感慨必然行诸笔端。于是，面对王安石变法的种种弊端，
他写诗，上书；在别人明哲保身之际，他却不顾利害，写下
抗暴诗；乌台诗案，有惊无险后，他又诗如涌泉，写完后再
感叹自己不可救药；游玩过桥也要作诗“长桥上灯火闹，使
君还。”这一出口可能带来两年劳役。甚至因为性子直率，
面对腐儒程颐，他说出“伊川可谓糟糠鄙俚叔孙通”的玩笑
话。总之，性格使然，一吐为快，思想不停，诗文不止。

苏轼的一生跌宕起伏，有过高的名望，也有失落的低谷。他
曾一举成名，壮志凌云，曾身居清要，名动九州，他也曾锒



铛入狱，一贬再贬，穷困潦倒。在坎坷的人生中，他原本开
朗乐观的性格更加达观超脱。我非常认同林语堂先生分析苏
轼达观心态时用的“解脱”一词，所谓解脱即心情宁
静。“做到心情宁静必须克服恐惧、恼怒、忧愁等感情。”
经历了乌台诗案，经历了一贬再贬，苏轼不断思考后，他已
然抛却了最初的恐惧、恼怒，平静地对待命运的安排，以一
个超凡脱俗的田舍翁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在读传记《流放
岁月》时，感觉苏轼的人生道路是越走越悲凉，然而，苏轼
呈现出的却是越走越达观的心态。途中，在山顶的阁子里，
腿感到疲惫，他悟道“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不妨熟
歇。”精神和谐了，所有的遭遇也云淡风轻了。他练瑜伽，
烤羊脊，酿桂酒、橘子酒、松酒，做“浮马”，研究炼丹、
制墨……生活对他重重压迫，他却以热情对待生活。

读罢本书，我深知苏轼的才华非常人所能及，他的“过山
车”般人生也很少有人能够体味。但是，他的人生态度却非
常值得我们学习。人人可能都有想追而追不到的名利，有求
而求不得的成就，也可能有面对挫折时的不知所措，可是，
如果我们有着苏轼一样的人生态度，超俗、豁达、乐观的面
对人生的每一件事情，在意经历的每件事情，又不过多的在
意事情的结果，只管用心的生活，过好当下，我们的生活将
会美好更多。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读后感篇八

接连三天，阅读《苏东坡传》。印象中，这是一本失而复得
的书。还是刚毕业时，爱书的当时还读中学的兄弟买了这本
书，送给了我。而当时，恰好有同学到家玩。于是，在同样
爱书的我这里借书阅读，似乎也成了她进步的表现。

于是，每想起那同学，《苏东坡传》也就条件反射般地在眼
前。好几次与她聚首，没有说起那本书。但苏东坡情节，还
是时时影响着我。



《苏东坡传》，能够了解宋朝那个朝代历史的书，能够找到
那个朝代许多智者，知道他们许多事情的书，一位大家写的
不朽的书。

苏东坡还有一段流放岁月，最远到过当今海南。当时的海南
可不是经济特区，而是一个鸟不生蛋的荒岛，极为落后。可
他丝毫没有怨言，俨然是个“乐天派”。虽然苦，却也落得
个清闲，“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文学家们这样评价苏东坡：

“善谈吐，游踪甚广。天生聪慧，对佛理一触即通。”——
林语堂

从中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真实的苏东坡——秉性难改的乐天派；
悲天悯人的道德家；黎明百姓的`好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