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艾青诗选中芦笛的读后感(优秀5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那
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我
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
一下吧。

艾青诗选中芦笛的读后感篇一

《吹号者》，是我在这本书中看到比较有感触的一篇文章。

吹号者，比起那些打仗的.士兵更辛苦。从艾青的诗中：

“吹号者从铺散着稻草的地面上起来了，他不埋怨自己是睡
在如此潮湿的泥地上。他轻捷地绑好了裹腿，他用冰冷的水
洗过了脸，他看着那些发出困乏的鼾声的同伴，于是他伸手
携去了他的号角；门外依然是一片黝黑，黎明没有到来。”

看出他们是被黎明比较早惊醒的人。天还在黑暗之中，他们
就用浸濡着血迹的铜号吹响带着新希望的黎明。

他没有任何怨言，他甚至认为这是一个神圣的事。他看着山，
呼吸新鲜空气，便吹响了铜号，可是谁又能知道在这响亮的
号声背后却是吹号者的痛苦。

“当他用自己的呼吸摩擦了号角的铜皮使号角发出声响的时
候，常常有细到看不见的血丝，随着号声飞出来……”

艾青也是一位不惜生命的吹号者，他不惧痛苦和劳累，为当
时社会的新希望奋斗着，吹号者的脸常常是苍黄的，刚开始
我觉得有些夸张，可在后面的阅读中慢慢认为这是对于他们
而言在正常不过了。他们在那些蜷卧在铺散着稻草的地面上
的困倦的人群里，在那些穿着灰布衣服的污秽的人群里，比



较先惊醒。

在决不回头的一致的步伐里，在狂流般奔涌着的人群里，在
紧密的连续的爆炸声里，他吹着比较热烈的号声，激励着热
血奋战的战士。在比较后的一颗子弹穿过他的胸膛时，他缓
缓的躺下了，却没有人发现。

在这首诗里，他为我们在中国历史的广场上塑立了一个吹号
者和浸濡着血迹的铜号的形象，让我们在今天仍然能清晰地
听到那曾经唤醒了一个民族并激励这个民族奋勇前进的号声，
也展现了艾青的爱国情怀。

艾青的诗歌让人荡气回肠。

艾青诗选中芦笛的读后感篇二

所谓国人有梦，则中国有梦。中国人的梦想便是中国的梦想。
若谈中国的梦想，必定要谈到艾青。这个诗作中充分地描写
着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和命运的诗人，用简单而又生动的笔触，
将周遭最低层人民的梦想反映得淋漓尽致。这样一种对于中
国梦的体现，也是对当时时局的一种体现。

从感人至深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到令人读来感到昂扬
向上的《给太阳》，再到包含着作家深情，时时刻刻体现着
自己希望能为祖国尽一份力的《煤的对话》，无不反映着诗
人希望警醒世人，希望让周围的所有人团结起来，为自己的
祖国尽一份力的愿望。而这样的愿望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便
是所有国人的中国梦，是所有爱国青年的中国梦。

有人曾经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因为在动乱的年代，需要的
不一定是一支笔书写千秋，而更可能是武生一身戎装，披挂
上阵马革裹尸。然而，他们却错了。因为正是由于动乱，正
是由于人心不稳，才应该在这样的日子里拥有一种共同的梦
想，为了这样共同的梦想而去奋斗。



而艾青，恰到好处地反映了那个年代里，所有国人的中国梦。
他用朴实的笔法将这一切书写出来，再让这一切进入所有中
国人的心间。

每一首诗，都浸润着诗人的心血和最深刻的希望，代表着他
在那个黑暗的年代当中进行的，对世界和国家的反思和思考。
而反观当今，虽然我们处于和平盛世，但心中的梦想却不可
缺少。少年有梦，则国家有梦，这并不是一纸空谈。“中国
梦”的提出然所有人开始认真审视梦想这一个永恒的话题，
也让中国开始位置思考。而读罢艾青诗选，我对梦想又拥有
了新的理解，发现其实不论如何，梦想才是人的心中最不应
该缺乏的东西。

所谓梦想，就是拼尽全力为之奋斗的东西。而对于我们学生
来说，可能思考一些远大的问题太过遥远。我们所能做到的，
就是在这样的美好年华中努力学习，尽力做到为着自己的梦
想而奋斗。然后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真正的国之栋梁。

艾青诗选中芦笛的读后感篇三

这些天无事可做，当书柜看到一层灰铸爱清诗，轻轻刷掉灰
尘，翻了几页。爱清中国蓝色忧郁深深吸引了我。

艾青的诗是古诗的和这首诗的外套的完美结合。它通常能够
是我的开放，小幽默地描绘它。在他的诗中，现在有一个安
静流动的蓝色忧郁。我爱爱清的诗，因为诗这种蓝色的忧郁。
是第一个担心和担心的世界，经过音乐和音乐的世界的忏悔
精神，锻炼出了诗人对我的大感受；所以痛苦不是因为自己
的私人，所以悲伤不是因为自己的利益。如果我是一只鸟，
我应该用一根嘶嘶的喉咙唱歌，这根喉咙被风暴打了；为什
么我的眼睛常常含有泪水，因为我深爱这片土地。诗人的感
情从自己的悲伤出来，会去哪里？中国的文化土产生了对祖
国，人民和光的这样一个答案。人们的土地被栖息，作为诗
人的心的形象自发地出现。曲元的香草美，杜甫的国家在山



川和河流，城市春天深植被。感觉当花飞溅，恨其他鸟惊。
不是因为时事的艰辛和选择精神逃避，不是因为食物和水果，
担心整天吃没有鱼。也许无处不在，永远不会是一生，但我
仍然会站在那里，微笑，看着大海（爱清礁）。诗人走出了
未来的内心经验，与古国的未来，未来和忧虑。你不能想象
诗人的肩负荷的力量，他想要把更多的责任给世界作为他的
职责。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和思想基础的来源。

我爱爱清的诗，因其诗歌充满语言紧张。爱清的诗经常是上
半年或直接的，或者激情澎湃，但往往是诗的最后使用表达
方式达到诗的高潮，然后在高潮的窗帘调用。这经常产生一
种已经做出的话，没有感觉，所以留下的声音，三天无休止。
好的！

我爱爱清的诗，从爱清的广义；我爱爱清的诗，因其天然天
成，有最大的方式，是深入的文化积累，彻底消化产品；我
爱爱清的诗，因为我和诗人一样，爱这片土地和太阳。

艾青诗选中芦笛的读后感篇四

翻开《艾青诗选》，映入眼帘的是一篇篇精美的小诗，我从
《黎明》读到《北方》，从《向太阳》读到《古松》，穿
越30年代到40年代，被艾青那忧郁、感伤的诗风深深吸引了。

跟随艾青的脚步，我曾听到“吹号者”发出的辽远的号声，
也曾倾慕“黎明”那无比的温柔与丰美。我穿过暗赫色
的“山城”，跃过平静而清潋的“青色池沼”，一切都是如
此协调。

艾青的诗注重对意象的描绘，但更注重把握超越物象的意蕴。
他将“小我”同“大我”联系起来，以深沉、激越的笔触讴
歌光明，诅咒黑暗，写着悲壮、高昂的诗歌，描述着黑暗的
民族命运。



我爱艾青的诗，因其意象独特。大堰河“含着笑轻轻唤着乳
儿的名字”，展现了一位默默无闻的大地母亲对乳儿的牵挂、
依恋和难舍；吹号者“以原野给他的清新的呼吸与夹带着纤
细的血丝来吹号角”又呈现出一位战斗的鼓吹者、胜利的召
唤者。那些意象是朴素的、自然的，是从心灵里流出来的脉
息。

我爱艾青的诗，因其思想深刻。《向太阳》中，为我们展现出
“眩目的太阳光下曾经蠕动着的痛苦的灵魂”。艾青礼赞太
阳，讴歌光明，那个时候的人们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太阳
象征着自由和解脱。太阳从黑暗的时代滚来，它将永不泯灭。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这首诗描绘了赶着马车的车夫、蓬
头垢面的少妇，一幅幅意象串联出旧中国的图景，也体现了
艾青对祖国的忧患之情和一颗赤子之心。艾青的每一首诗，
都浸润着他对祖国和民族的深刻思考，描绘着所有爱国青年
的中国梦。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中，他以笔伐戈，写下一篇篇
高昂、悲壮的诗。通过诗歌，诅咒摧残土地的人，同时激励
着广大人民，使土地焕发出生命的活力。他的诗，深深植根
于人民和时代的土壤里，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我爱艾青的诗，因其与人民同悲同乐；我爱艾青的诗，因其
诗歌的生动、凝练，同时又自然朴素；我爱艾青的诗，因其
思想深刻，歌颂光明。

艾青诗选中芦笛的读后感篇五

我爱这土地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赏析

诗人艾青是一位擅长抒发内心的深沉情感的杰出歌手，《我
爱这土地》，写在抗日救亡的最艰难的岁月。

如何表达对于祖国的最为深沉的爱？诗人没有直呼"热爱呀"
之类的口号，也没直接渲泄自己的感情，而是运用象征的手
法，让抒情主人公化作一只小鸟，把心底的全部情感浓缩在
小鸟那"嘶哑的喉咙"的"歌唱"中。

"歌唱"也不是轻柔空灵的，而是无比凝重深沉。因为祖国那"
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正惨遭蹂躏，面临沦亡。最后，诗
人以小鸟之死，把诗情升华到顶点，而死后也要与祖国的土
地浑融合一，则是诗人赤诚之心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