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花扇读后感(优质8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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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花扇读后感篇一

《桃花庵歌》为明代著名画家、文学家、诗人唐寅（字伯虎）
的经典诗作。《桃花庵歌》是唐寅诗词中最著名的一首，乃
是自况、自谴兼以警世之作。下面是桃花庵歌原文解释，请
参考！

说到桃花庵，这里有一个故事。说是唐伯虎当年在苏州看上
了一处房子，是别人废弃的别墅，“长久未有人别业”。苏
州还有个地名，就叫桃花坞。据记载，唐伯虎在决定买房时，
因为没有钱，只好用自己的部分藏书作抵押，向京城一位当
官的朋友借的钱。后来，他用了两年多时间努力写字画画卖
钱，才还清了购房款。

桃花庵歌

桃花坞裏桃花庵，桃花庵裏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折
花枝当酒钱。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须花下眠。花前花後日复日，酒醉
酒醒年复年。

不愿鞠躬车马前，但愿老死花酒间。车尘马足贵者趣，酒盏
花枝贫者缘。

若将富贵比贫贱，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
驱驰我得闲。



世人笑我忒风颠，我咲世人看不穿。记得五陵豪杰墓，无酒
无花锄作田。

原文解释

桃花坞里有桃花庵，桃花庵下有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了桃树，又折下桃花枝去抵酒钱。

酒醒了也只是坐在桃花前，喝醉了就要在桃花下睡觉。

日复一日的在桃花旁，年复一年的酒醉又酒醒。

不愿意在华贵的车马前弯腰屈从，只希望在赏花饮酒中度日
死去。

车马奔波是富贵人的乐趣所在，而无财的人追寻的.是酒盏和
花枝。

如果将富贵和贫贱相比，那是天壤之别。

如果将清贫的生活与车马劳顿的生活相比，他们得到的是奔
波之苦，我得到的是闲适之乐。

世间的人笑我太疯癫了，我笑他们都太肤浅。

还记得五陵豪杰的墓前没有花也没有酒，如今都被锄作了田
地。

桃花扇读后感篇二

这首诗的赏析还是与唐伯虎的个人背景相关。在中国世俗社
会中，唐伯虎这个名字称得上是家喻户晓。唐伯虎的形象向
以风流倜傥和潇洒不羁为其标准的民间定式，各种版本的唐



伯虎故事所突出表现的也大抵不外他恃才傲物、游戏人间的
才子本色，无论是明人冯梦龙的小说《唐解元一笑姻缘》，
还是当代周星驰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其间一脉相传的
无不是唐才子对传统道德的藐视和对世俗规范的颠覆，他的'
所作所为既与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大相径庭，而他的风流韵
事却又为一般大众所艳羡和津津乐道，其微妙之处的确耐人
寻味。

唐伯虎虽然在诗中以“桃花庵里桃花仙”自命，表现出一副
安贫乐道的旷达胸怀和一种诗酒逍遥的人生境界，但他最终
还是将时间看做了衡量人类一切希望和欲望的尺度，其结局
也仍然不免要归结到虚无，归结到一个不可抗拒的人生宿命。

唐伯虎资料介绍：

唐寅，唐伯虎，才气放，武夷游，洞庭荡;称才子，风流样，
隐苏州，装颠狂。传画艺，名声响，孤骜图，意清朗;松声图，
雄伟壮，松与泉，合声唱。

明代的著名画家，历来均推崇唐寅、仇英、沈周、文征明，
世称“吴门四家”。“明四大家”之一唐寅，被誉为明中叶
江南第一才子。他博学多能，吟诗作曲，能书善画，经历坎
坷。是我国绘画史上杰出的大画家。唐寅字伯虎，更字子畏，
号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史，南京解元，江南第一风
流才子等。晚年信佛，有六一居士等别号。吴县(今江苏苏
州)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六年(1470年)，卒于明世宗嘉靖二
年(1523年)

以上这篇唐伯虎诗词桃花庵歌全文及赏析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希望它对您有帮助。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不妨分享给您的
好友吧。更多名人名诗尽在：诗句大全！

搞笑谜语，脑筋急转弯，祝福语，每日惊喜不断，！可通过
扫描本站微信二维码或者添加微信号：miyu_88，即可进行体



验！

桃花扇读后感篇三

现在还有多少个家长能不溺爱孩子呢？

现在还有多少个孩子已会独立自主呢？

现在还有多少个孩子能克服依赖性呢？

是啊！就这样，我便看到了一篇耐人寻味的文章——《桃花
心木》。

《桃花心木》描写了一位种树的老人给桃花心木浇水没有规
律，最终成为百年基业的事，体会到了人生的哲理。

难 道我们不可以在逆境中成长吗？种树人浇水没有规律，是
想让它们会找资源；种树人模仿老天下雨，是想让它们拼命
扎根；种树人隔三差五的来，是想让它们长成苍 天大树。树
木能在不确定的生活中把很少的养分转化为巨大的能量，我
们也可以在逆境中成长。其实，让桃花心木会找水源，就是
人们在生活中的考验；让桃花心木 拼命扎根，就是锻炼人们
的自主能力；让桃花心木长成参天大树，就是让人们努力成
长。

是啊！看完这篇文章，使我想起了14岁的乌塔，独自一个游
欧洲的事，她独自一人用了三年的时间准备这次的旅行。她
有着一棵独立自主的心，却不像中国孩子有着一颗依赖的心，
我非常佩服她的独立自主，因为她的独立自主感染了我。是
啊！不经风雨，长不成大树；不受百炼，难以成钢。

是啊！懦弱的人只会退缩，只会向困难低头。是啊！不独立
的人，是不会有大成就的。是啊！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会经
得起生活的考验，干一番大成就！因为他们是滴自己的汗，



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不靠人不靠天也不靠祖宗，
算的是好汉！

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只有经得起生活的考验，才能锻炼出
一颗独立自主的心。

人，谁都想依靠强者，但真正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 ——尾
记

桃花扇读后感篇四

最近我们学了一篇课文，名字叫《桃花心木》，从这篇课文
里我明白了许多道理，使我受益匪浅。

这篇由台湾作家林清玄写的《桃花心木》主要写了“我”在
老家看见一个种桃花心木的人在给树浇水时时多时少，原来
他是在模仿老天下雨，让树学会在土地中汲取水分，告诉我
们做人要独立自主，不依赖别人，才能经得起生活的考验。

这篇课文让我深有感触，文中的种树人并没有“好好”照顾
桃花心木苗，而树却长得很高大，生机勃勃。种树人让桃花
心木在这种不确定的环境下生存，桃花心木为了活下来，必
须自己去找水源，把根拼命扎入地下，从而克服了依赖性，
生存了下去。我们人也和树一样，要自立自强，这让我想起
了一些来自贫困家庭的高才生，企业家。他们从小就得什么
活都干，有的还要照顾别人，所以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还
有一颗坚定执着的心，家庭的贫穷反而促进了他们坚定的信
念。他们在不确定的条件下生活，不能依靠别人，最后通过
自己的努力，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获得了巨大的成
就。

读了这篇课文，我想到了自己，我和那坚强的桃花心木比起
来是多么微不足道、多么渺小呀！记得有一次，我让奶奶第
二天早点叫我。第二天，我睡眼朦胧的起来，边打哈欠边穿



衣服，头也不抬地吃完早饭，匆匆赶往学校。路上我感到很
奇怪，怎么一个人也没有？该不会迟到了吧。想到这儿，我
加快了步伐，到了学校，外面的门已经关上了，我从小门进
去了，学校里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我感到非常奇怪和
丝丝惊慌，努力地想着，今天放假？不对，老师没说呀！今
天是周末？也不对，今天明明是星期一嘛！我把书包放在教
室门口，在学校里无所事事地走起来，走到传达室门口，我
想看一下几点了，这一看，让我感到哭笑不得。原来现在才
六点多，我想，一定是奶奶把钟看错了。原来不是我迟到，
是太早到了。我想起刚才门卫看我的眼神怪怪的，笑了。

学了这篇课文，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要学会独立思考，
独立生活，遇到困难要自己想办法克服，去解决，这样才能
在这个社会上更好地生存。我们的社会虽然是和平的，但这
毕竟是一个充满着竞争的世界，所以，拥有独立自主的精神
是多么重要啊！

桃花扇读后感篇五

版本(一)

写字楼里写字间，写字间里程序员；

程序人员写程序，又拿程序换酒钱，

酒醒只在网上坐，酒醉还来网下眠；

酒醉酒醒日复日，网上网下年复年。

但愿老死电脑间，不愿鞠躬老板前；

奔驰宝马贵者趣，公交自行程序员。

别人笑我忒疯癫，我笑自己命太贱；



不见满街漂亮妹，哪个归得程序员，

版本(二)

小农村里小民房，小民房里小民工；

小民工人写程序，又拿代码讨赏钱。

钱空只在代码中，钱醉仍在代码间；

有钱无钱日复日，码上码下年复年。

但愿老死代码间，不愿鞠躬奥迪前，

奥迪奔驰贵者趣，程序代码贫者缘。

若将贫贱比贫者，一在平地一在天；

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

别人笑我忒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不见盖茨两手间，财权富贵世人鉴。

桃花扇读后感篇六

寒假必读书目《桃花心木》，我拿起这本书，就已经彻底地
爱上了这本书，书中主人公的童年生活实在是太有趣了！当
然，这本书也特别令我感动！

这本书的主人公就是作者自己，他讲述了作者的童年生活，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童年时的那些水果以及家常菜。令我
感兴趣的是他们那个年代的水果是我在城市里都见不着的，
比如，他们称为“山樱桃”的果子，据说这个果子滋味如蜜，
甚至胜过樱桃。还有青莲雾，虽然文中说滋味酸涩，但是我



还是非常好奇。最好奇的莫过于冰糖芋泥了，因为家中的芋
泥几乎都是咸味的.，而书本中的却是甜味的。我觉得虽然作
者的童年时代各个方面不是很先进，但他们的生活真的很有
趣。

我现在经常喝的饮料，对于他们那时候就是一种奢侈品。作
者小时候因为贫穷，不能经常喝到汽水，因此，他非常向往
喝饮料。但是他只有三种时候可以喝到饮料。例如，过年时
吃年夜饭的时候，再有就是喜庆宴会的时候，最后便是庙会
节庆的时候。但是他能喝的量却非常少，每次只有半杯。因
此他向往着他可以喝汽水喝到饱腹，正因如此他才做了一
件“傻”事。因为贫穷，所以他们家用的都是油灯。有一次
他看到了一个装有煤油的瓶子，他却错把它当成了饮料，所
以便趁人不在咕噜咕噜得喝了下去，结果他突然两眼翻白，
口吐白沫地倒了下去。好在他被及时发现得到了救治，才没
有造成悲剧。看到这里，我不仅对作者充满了同情，同时对
他的家庭与遭遇充满了同情，我感觉到了我们生活在这样的
年代是多么的幸福。

作者的母亲，她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特别高大。作者以第一
人称的写法讲述了他的母亲不怕吃苦，嫁给了他的父亲，还
带着他们这么多小孩，并且不抱怨，不要求我们。父亲生病
的时候她连医院都没走出半步，好几天都没睡好，人也瘦了
一圈。这样的母亲正是传统的中国女人的典范，她就是众多
孩子的榜样。

当然，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我喜欢一家人聚在一
起购物或者看春晚、吃年夜饭，这显得格外亲切。我的爸爸
妈妈就像是作者的父母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让我健康
成长，但我有时候会对他们发脾气或者顶嘴。看了《桃花心
木》这本书后，我感觉特别惭愧，我会改掉之前的缺点，向
本书作者学习做一个孝顺父母的好孩子。我相信，我一定会
做到的！



桃花扇读后感篇七

闲着没事，随手拿起了桌上的那本《林清玄散文自选集》，
只是草率的读了几篇，就被那一句句清爽而大方，朴实而真
挚的话语给打动了。是啊，林清玄老师的散文温婉澄明，字
里行间无不透露出细腻的情感。他的散文如水晶般纯净，如
花香般沁人心脾，往往通过小故事透出大道理。我不平静的
心安定了下来，开始慢慢地品读这本书。

《枯萎的桃花心木》这篇散文给我的感悟很大。桃花心木是
一种特别的树，种树的也是一个奇怪的人。他每次浇水的量
不一定，来浇水的天数也没有规律，在这种不确定中，有些
树木无法生长，从而枯萎，但是有些树木拼命扎根，找到水
源，从而长成参天大树。

看完全文，便明白了种树人的心意，如果做得这一切都有规
律的话，那树苗就会养成依赖的心，遇到狂风暴雨自然很快
就倒下了。而那些在不确定中汲水生长的树苗，则养成了独
立自主的心，遇到狂风暴雨自然是不畏缩，坚定不移。

人生也好比种树。人的一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在不确定
中生活，敢勇于挑战，能经历风雨的人，才能经得住考验。
而另外一些人，永远都只能依靠别人存活。这也是我想到了
自己，总有一天，父母会离我们而去，他们不可能陪我一生，
我要学会独立。将来，我是要靠自己的能力在社会上立足。
只有变得独立，越过了坎坷，才能成为坚强，有作为的人。

林清玄老师的散文需要我们慢慢地去品味，才能悟出其中的
道理，体会到他细腻的情感。

桃花扇读后感篇八

如果有两个选择，你是想做温室中的花朵，还是一棵风吹日
晒的小草呢？虽然花朵有迷人的外表，令人羡慕的花香，但



是我，肯定会选择做一棵风吹日晒的小草。明明知道那种选
择会有许多的磨难在等着我，但我一定会从重重磨难中蜕变，
重生出一个全新的自己！

读《桃花心木》这篇文章时，我发现这里面的种树人并不像
普通的种树人那样，天天都给树浇水，无微不至地除草、培
土。他采用了异乎常人的植树方法——模仿老天下雨。他每
次浇水不定时、不定量，且没有花太多的精力照顾它们，树
便学会了扎根自己并向土地深处寻找水源。因此，我从中联
想到我们人也是如此，只有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住了生活的
考验，将来才能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立足的一席之地。

大家应该都听过“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话吧？这是为
什么呢？因为那些穷人家的孩子从小就过着独立的生活，根
本没有依赖父母的心，他们就像桃花心木树苗一样，靠自己
的的努力，才能生存下去。如果我们每天都只知道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在学校里学习心也不放在学习上，成天只想着玩，
那么我们就什么生活的本领都不会，变得过于依赖父母，最
后只会日渐消沉、堕落。

曾经，我也想做一朵温室中的花朵，永远都不想经历风雨。
但如果有一天，没有了温室，没有了园丁的精心呵护，那么
后果就不可想象。

我不愿做温室中的花朵，而是愿意默默地在世间做一棵风吹
日晒的小草。花朵是金玉其外的，而小草的本质是平凡而顽
强，我希望能通过磨炼，让自己得到提升，这样，我才能在
成长的路上不断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