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轼的诗读后感(汇总7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以下是小编为
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苏轼的诗读后感篇一

十年一梦，千里孤坟，阴阳两隔。涌上心头的是无尽的凄凉，
沧桑见证的是两鬓如霜。数得尽的是三千烦恼丝，道不出的
是十年的相思情，情也芊芊，意也绵绵。静静地，静静地回
忆，回忆是无声的叹息，叹息是永远的别离。

昨夜幽梦，重归故乡。小轩窗前，梳妆台边，仍是你生前最
美丽的容颜，一颦一笑，宛若生前。四目相视，相顾无言，
唯有千行热泪，诉说十年的思念。

为情所伤，纵使写出“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苏轼一个豪放派
的始祖性诗人也在劫难逃。也许他心中该有一处最柔软的角
落吧，“带泪，并且不可触摸。”

十年的光阴，从相遇到相知。又十年的岁月，从相别到相念。

十年，苏轼以十年时光为弦，和着血泪，伴着心痛，独品一
杯清酒，自赏一轮冷月，在月光之下，在天地之间，谱就一
首断肠曲，弹与天下有情人!

苏轼的诗读后感篇二

亭午时分，窗外蝉鸣嘈杂，习题作业未有一字入心，隧无奈
搁笔，揉了揉眉心。正在思考是否要等待噪声过去再提笔时，
余光瞥见那本《宋词三百首》，于是欣然起身。

浅读深品，蓝字摘录。一翻页却看到了放假前自己阅读的痕



迹：那是苏轼的《江城子》，一条红线，画出的是首句“十
年生死两茫茫”。

《江城子》被后人评为“千古悼亡之音”，苏子瞻悼的是发
妻王弗。王弗出身书香门第，16岁嫁于子瞻，26岁亡故，期
间正好十年。这是苏轼最顺心如意的十年，名满天下，层层
提拔，“春风得意马蹄疾”。然而在王弗去世几年间，苏轼
卷进了变法**，新党得势时，他由于政见不合，上书谈论新
法弊端，被新党压迫。在他43岁调任湖州刺史后，一封《湖
州谢表》被新党抓了辫子，爆发了宋史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锒铛入狱，几次濒临砍头之刑。后来旧党得势，他强调
王安石新法也有可取之处，又被旧党排挤，自请外调。

他把人生苦楚写进诗词，写纵使相逢应不识，写人生如逆旅，
我亦是行人。

十年间历经宦海浮沉，尘满面，鬓如霜。

可苏轼是旷达的，是“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是“一点
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是“一肚子不合时宜。”而一个人
胸中有天地丘壑，自然不会在意那些蝇营狗苟的事，他的乐
观不是乐观，因为他的磨难不是磨难。

可是，只有读过诗词的人才会知道苏轼历典八州，“眼前天
下午一个不好人”的豁达，知道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
赢得生前身后名”的节气，懂得李清照“却把青梅嗅”的婉
约。水域边缘，藕花深处，浅浅涟漪层层晕开，却是绿罗裙
的采莲女“芙蓉向脸两边开”，白雪纷飞，是天人“剪水作
飞花”，飘絮之间，新酿米酒，红泥火炉，是友人“能饮一
杯无。”更有东坡居士淡烟疏柳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至今犹存我心。

殊不知这一字一句，皆是文人的苦心推敲，一意一蕴，藏着
多少墨客的匠心独运。



何处清欢？

不禁想起小时候母亲教导我背诗，那时只觉得朗朗上口，跟
玩儿似的就背下去了。慢慢长大之后，看到春日桃花，知道
了什么叫“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看到夏季盛荷，便
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分别方知“黯然
销魂者，唯别而已矣。”

不懂的东西记下来，便是在心理生根，日后触景生情，总会
懂的。

人间清欢，诗词处。

《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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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诗读后感篇三

名动京师-任职京官自请外放-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杭
州-颍州-扬州-定州-惠州-儋州-北还，这便是苏轼一生的迁
徙轨迹，即使我们身处当代，看到这样的人生轨迹，也不免



谓之劳累。

首选1072年任杭州通判时所作-浪淘沙（昨日出东城，试探春
情。）凤凰山下，西兴渡口，渔浦山头，望湖楼，孤山寺，
涌金门，余杭门外，沙河塘，临平山上等杭州地名，见诸其
词，真是意气风发，爽朗俊逸。

“轼一生罪过，开口常是不在徙二年以下”-自乌台诗案后，
便是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旷达疏放。且因为
身处人生逆境，多以议论入词，以哲理入词，以叙事入词。
少有词应有的绮丽雅致，让人心情郁郁，甚至让人怀念作者
早年仙风吹下御炉香，一朵红云捧玉皇这样应制诗的畅快心
情。

还未读完之际，觉得这85首词集，不如集苏子85首诗词文赋
来的好，可是读完之际，却觉得这样甚好，这样苏子一生对
读者的触动，比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来的更为深刻。

p.s.苏子文章之天才，回文、次韵、集句，独木桥，皆可见于
此词集，且作者评析，中肯又别出心裁，确实是本好书。

苏轼的诗读后感篇四

苏轼在1037年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父亲苏洵是北宋颇为成
就的文学家，母亲是一名有修养的妇女。

1061年，苏轼参加了考试，苏轼批评当时直言批评当时的政
治的漏洞，就连当时赫赫有名的欧阳修也称赞苏轼，宋仁宗
非常赏识苏轼，边让苏轼做了官。

1069年，王安石进京变法，开始大刀阔斧的改变政治，而苏
轼非常的反对。王安石主张理财，而苏轼主张节俭，于是两
人非常不合，后来成为了两种分歧，是因为苏轼和王安石的
对抗。



后来，苏轼在杭州做官，在杭州访问寺庙，在西湖边喝酒，
并且还作诗：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为杭
州的据民民解决了用水的问题。

有一年，苏轼被逮捕了，这个案子被称为乌巢诗案。既然是
乌巢诗案，肯定是作诗引起的，其实情况是这样的，苏轼因
为在政治上和王安石有分歧，所以就亲自写了出来。因为新
旧党的分歧很厉害，有一些小人就发现苏轼是最好打击的对
象，便诬陷苏轼，说苏轼骂皇帝。于是皇帝大怒，让苏轼进
了监狱。

因为众人的营救，所以苏轼在被关押一百多天后，并没有放
下自己的笔，一直写下去。

苏轼的诗读后感篇五

大家听说过唐宋八大家吗？就是唐朝和宋朝的八位文学大师，
他们写出了很多辉映千古的文章。唐宋八大家里有：唐朝的
韩愈和柳宗元，宋朝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
和曾巩。其中苏洵、苏轼和苏辙为父子三人，又被称为三苏。
今天，我们主要来说一说苏轼。

读了《百代楷模苏轼》这部书，我知道了苏轼是中国文学艺
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为艺术造
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但他仕途失意，屡遭贬谪，一生坎坷。

让我吃惊的是书中的第七章，王安石和苏轼之间的恩怨。王
安石是个刚愎自用、个性偏执的人。他目中无人的行为使当
时很多人对他不满，可宋神宗却对王安石很满意，封他做了
宰相。王安石任宰相时开始进行变法，推行新政。他所做的
第一项改革，就是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可苏轼却反对
王安石制定的新政。因为他认为王安石的新政就是以国家的
强制力达到富国的目的，而最终受害的确实老百姓。



王安石对苏轼十分不满，每次提到苏轼的时候，王安石就会
表现出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情。还贬了苏轼几次官，最终将苏
轼贬到了当时还是一片荒芜的蛮夷之地——海南岛。当我看
到这里的时候感到非常惊讶，在我心里，一直以为这些诗人
之间都是非常好的朋友，却没想到王安石和苏轼这两位文学
大师之间还有这么多的恩恩怨怨，心里感觉还挺不是滋味的。

最让我感动的情节出现在书中的第六章，和苏轼感情很深的
妻子王弗不幸去世了，苏轼一天夜里梦到了妻子，写下了这
首流传千古的《江城子﹒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是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读完这首凄婉动人，情深义厚的词，爸爸又给我讲了这首词
里面的含义，令我感动不已，也更喜欢苏轼这位真性情的文
学巨匠了。

看完了《百代楷模苏轼》这本书，我知道了很多历史知识，
对历史人物，也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苏轼的诗读后感篇六

不得不讲，苏轼，他实为一位千古风流人物。

初遇此书，便想起老师口中有趣的他，带着期待，我浸入了
这本书。



他才华熠熠，得欧阳修赏识，后入朝为官，虽是睿智，但终
究年轻气盛，人微言轻，也因着口无遮拦，对王安石变法反
对，而在官场吃亏。如祝勇所言，官场潜规则，倾轧皆在暗
处，雾里看花，神龙见首不见尾，杀人不见血。终是中了沈
括的计，便有了乌台诗案，牢狱中的那一百三十日。代儿子
送饭的，因着不晓得父子间约定而送去鱼，苏轼以为是死期
至，安然落泪。幸得因着太后，而大释天下，就此去了黄州。
朝堂上，便尽为小人猖狂之地。

此一番被贬去黄州，造就了名流千古的东坡居士，有了那脍
炙人口的东坡肉。没有了官场的束缚，在陶渊明的影响下，
带着对自然的审美而劳动，诗词上，大为进展，那些惊世之
作，便是在此地造就。许是人必须经历些什么，才能知晓更
多吧，心对世界的认识，也在不停改变吧。

世事无常，他回到了官场。再见当年的王安石，谈论之后，
旧日政敌，成了友人，皆为官场清流，却皆是败于小人。

他的一生，八三四一，官场失意，但有着三位夫人的陪伴，
应是老天的眷顾吧。

正如人们所言，他是谪仙。在美国的千古英雄人物评选中，
他是唯一一位被评上的中国人。

他的一生，不是在与官场作斗争，而是与他的命运作争。浸
入他的一生路过一番，我懂得了这句话是为何。五位皇帝，
或是荒，或是无力而为，皆使东坡无以在官场施展才华，让
其生活一生艰苦。

一生苦难，创就了这位千古风流人物。即使，是美人，就有
迟暮，是英雄，终有末路。但他真的会，深深印刻于后人心
中，如我，便是之一。



苏轼的诗读后感篇七

高中时初读《定**》，便觉得大气磅礴，被苏轼的倔强性格
和旷达胸怀而震撼，仿佛置身于广袤的宇宙中，看到无数星
芒，耀眼夺目。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让我跟着作者置
身于雨骤风狂的天气里，苏轼表情淡然，轻轻摇头说“莫
听”，点明外物不足萦怀之意。“何妨吟啸且徐行”，在雨
中照常舒徐行步，呼应小序“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

在雨中行走，按照生活常态，当然是骑马胜过竹杖芒鞋，但
是苏轼却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当自己拥有平静
悠闲的心态时，即使是竹杖芒鞋行走在泥泞之中，也胜过骑
马扬鞭疾驰而去。“一蓑烟雨任平生”，此句更进一步，由
眼前风雨推及整个人生，过片到“山头斜照却相迎”，这是
已雨过天晴，苏轼依旧平静淡然。结尾“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道出了词人在大自然微妙的一瞬
所获得的顿悟和启示：自然界的雨晴既属寻常，毫无差别，
人生中的起起落落、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上班后再读，依
然余音绕耳，即使自己是渺小的沧海一粟，也会被这种力量
而鼓舞，心之所往。苏轼的这首词句句经典，经得起反复诵
读、反复推敲，依然历久弥新。

这首词可以从很多角度去研读和挖掘，我从心态方面浅谈一
下我的看法。克服焦虑，不畏惧前路艰险。从一个缺乏社会
经验的大学生到一名公务员，从一个稳定安全的环境孤身一
人来到偏远艰苦的工作岗位，有过无数焦虑浮躁的时刻。无
法静下心工作，沉不下去心看一本书。其实仔细想想，无非
是功利心太重了，总想着要立马得到什么，工作中想要迅速
看到成效，所以选择性的逃避困难，挑选一些容易达到的事
情去做，没有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决心。急功近利才是浮躁的
源头吧，带着绝对目的性去工作，期待每一件事情都有反馈。
可是生活哪有那么容易，付出了不一定就会有收获，倒不如
把急功近利变成细水长流，稳步前行。正如余世存先生说，
年轻人，你的职责是平整土地，而非焦虑时光。你做三四月



的事，在八九月自有答案。同时，要脚踏实地而非空中阁楼，
脚踏实地才能更笃定的仰望星空。有再多的蓝图、构想，都
不如立马开始去做。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苏轼的`淡然豁达也是事
上练得来的，我们只有去经历、去体验、去大胆迈开步子走，
才能在实践中收获真知。这首词，无论是初见时的豪气，再
见时的沧桑，总是让人唏嘘感慨，又顿生勇气，是我精神世
界的一方桃花源。等我成长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再重读这
首词，期待会让我迈向一个更加开阔的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