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苏轼传读后感 苏轼诗词读后感(优
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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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
达的含义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苏轼传读后感篇一

广阔的绿野，放眼望去，雄鹰展翅翱翔。诗人苏轼驾驭铁骑，
马儿嘶鸣，疾驰而去，且学天骄弯弓射大雕。这，是洒脱的
快乐！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莫听穿林竹叶声，何妨吟啸
且徐行。”诗人苏轼又被贬入了万丈深渊。把酒独饮，岂能
自甘颓废耶？此乃诗人苏轼也，虽屈于偏远之地，岂可自弃
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
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反复的进宫与贬谪，诗人苏轼选择了释怀。
心中保留了一方快乐的净土，那是在乡间修来的气度。忘却
宫中的阿谀奉承、权权相争，忘却诸侯之间的尔虞我诈、勾
心斗角，忘却当年的乌台诗案，只待闲看时，秋风洛水清波。
“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
时与晒渔蓑。”

这，是过眼烟云的浮华万千之下的超然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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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也就是诗人苏轼谪居黄州的第三
年初秋，他与朋友驾一叶小舟，来到黄冈赤壁下的长江中赏
月游玩，明月一轮映于波平浪静的江面，送爽的清风徐徐吹
来，茫茫白露布满大江，水光山色与中天夜月相辉映，主客
对酌于舟中，酒酣耳热后和着凄怆的洞箫声扣舷而歌，然后
又从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箫声中引出客人思古之幽伤和对
人生如寄的慨叹，文章也就此由情入理，由感情的抒发到哲
理的畅达，进而以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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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诗人苏轼散文的代表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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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还充分体现了诗人苏轼散文自然本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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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传读后感篇二

之前有浪漫豪放、桀骜不驯的李白；有寄情山水、置身大漠
的王维；有忧国忧民的杜甫……之后有领先于近代文坛的郭
沫若；有用乡思诠释自我的一代名家余光中；还有那康桥边
用彩虹般的梦寄托真情的徐志摩。然而，我唯独对苏轼仰头
膜拜。



钦仰苏轼，钦仰他豁达凝练的旋律，钦仰他笔端流淌的华彩，
钦仰他乐观向上的人生价值观。他，永远是中国文学上一颗
耀眼的明珠，是古今诗坛上的枭雄。人如其文，苏轼是一杯
清茶。苦涩中遮不住茗香，溢出翠玉般的碧壶，沁满心
田。“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春色三分，二分
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平
平淡淡，简简单单，对他而言，沉郁便是所有。

苏轼又是一盏浊酒。“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风
露下，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
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
尚能西。”凛冽的甘甜，乐观的态度，令人豪气顿生，让人
豁达满怀。何须再计较？忘却便是所有。

苏轼也是一碗白开水。掩饰不住内心的寂寥，谴诉不尽“高
处不胜寒”的苍凉，不堪忍受“十年生死两茫茫”的凄清。
埋葬，便是所有。

于是，苏轼将他人生旅途中的寂寞、痛苦与凄凉深深埋藏于
东坡的黄土之中，寄身于“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
毛”，“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的生活。当他
的趾甲缝里塞满了东坡的泥土，他的才情和黄土相互融合，
他的胸襟和赤壁之水相互激荡的时候，也有了《赤壁怀古》和
《赤壁赋》的诞生。苏轼，好一个东坡居士，好一个宋代文
学新道路的开辟者！

苏轼，这一独领风骚的文坛之霸，让我无不钦佩。他那理念
沸腾的思想，他那意识奔涌的篇章，让我忘情。拜读苏轼，
让我和他有了超然物外的交流；品味苏轼，让我明白：一切
痛楚只是过眼云烟，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传读后感篇三

“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苏轼诗词读后



感。”苏轼虽被贬到密州，却不以己悲，在铁沟、黄茅冈尽
显雄姿。“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此等豪情，
氤氲于苏轼胸中，厚积薄发，彰显自己驰骋沙场、杀敌报国
的决心，不禁令人慨叹。

广阔的绿野，放眼望去，雄鹰展翅翱翔。苏轼驾驭铁骑，马
儿嘶鸣，疾驰而去，且学天骄弯弓射大雕。这，是洒脱的快
乐！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莫听穿林竹叶声，何妨吟啸且
徐行。”苏轼又被贬入了万丈深渊。把酒独饮，岂能自甘颓
废耶？此乃苏轼也，虽屈于偏远之地，岂可自弃也？料峭春
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
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反复的进宫与贬谪，苏轼选择了释怀。心
中保留了一方快乐的净土，那是在乡间修来的气度。忘却宫
中的阿谀奉承、权权相争，忘却诸侯之间的尔虞我诈、勾心
斗角，忘却当年的乌台诗案，只待闲看时，秋风洛水清
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
老，时与晒渔蓑。”

这，是过眼烟云的浮华万千之下的超然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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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
《苏轼诗词读后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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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也就是苏轼谪居黄州的第三年初
秋，他与朋友驾一叶小舟，来到黄冈赤壁下的长江中赏月游
玩，明月一轮映于波平浪静的江面，送爽的清风徐徐吹来，
茫茫白露布满大江，水光山色与中天夜月相辉映，主客对酌
于舟中，酒酣耳热后和着凄怆的洞箫声扣舷而歌，然后又从
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箫声中引出客人思古之幽伤和对人生
如寄的慨叹，文章也就此由情入理，由感情的抒发到哲理的
畅达，进而以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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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传读后感篇四

“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一直不知此为谁作，
读了《苏轼诗词文选评》，才知是苏轼所言。苏轼是宋代文
化孕育出来的旷世奇才。他的散文，如行云流水，行于所当
行，止于不可不止，从着重于政论、史论、哲学论文，而转
向以随笔、小传、题跋、书简等文学性的散文，笔法极其灵
活，耐人寻味；他的诗，在经历了人生中的'大起大落的洗礼
后，从最初的富赡流丽、丰满生动，走向清旷的语句写出厚
重的人生感慨；他的词作，由于对人生感慨的抒写，而进一



步发展了“诗化”的趋向，有的豪迈雄放，有的高旷洒脱，
亦有的婉约清深，可谓出神入化。无论从哪个方面衡量，他
都是宋文学发展到巅峰时期的伟大代表作家。

何以造就苏轼如此境界的文学成就和艺术修养呢？上海复旦
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王水照和教授朱刚合著的《苏轼诗词
文选评》会给你一个清晰的答案。本书从苏轼的人生轨迹出
发，结合各个时期的诗词文，向我们分阶段地揭示伟人的生
活境况、官场沉浮、心理历程、艺术成就，为读者逐渐勾勒
出一个超越世俗、随遇而安、善处逆境、为表政见不顾安危
的立体形象。

人生之所以痛苦，说到底是由于欲求之不满足，抱负也好，
名利也好，权利也好，寿命也好，无论其价值为正面或负面，
其出于人心的追求，而不得满足便成为痛苦，则是一致的。
解除痛苦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满足之，二超越之。苏轼的
达观、放旷的处世理念，对于今天的为名利、为权位而忙碌
奔波、尔虞我诈的人不谛是一记清醒剂。

苏轼传读后感篇五

“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苏轼虽被贬
到密州，却不以己悲，在铁沟、黄茅冈尽显雄姿。“会挽雕
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此等豪情，氤氲于苏轼胸中，
厚积薄发，彰显自己驰骋沙场、杀敌报国的决心，不禁令人
慨叹。

广阔的绿野，放眼望去，雄鹰展翅翱翔。苏轼驾驭铁骑，马
儿嘶鸣，疾驰而去，且学天骄弯弓射大雕。这，是洒脱的快
乐！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莫听穿林竹叶声，何妨吟啸且
徐行。”苏轼又被贬入了万丈深渊。把酒独饮，岂能自甘颓
废耶？此乃苏轼也，虽屈于偏远之地，岂可自弃也？料峭春
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
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反复的进宫与贬谪，苏轼选择了释怀。心
中保留了一方快乐的净土，那是在乡间修来的气度。忘却宫
中的阿谀奉承、权权相争，忘却诸侯之间的尔虞我诈、勾心
斗角，忘却当年的乌台诗案，只待闲看时，秋风洛水清
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
老，时与晒渔蓑。”

这，是过眼烟云的浮华万千之下的超然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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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也就是苏轼谪居黄州的第三年初
秋，他与朋友驾一叶小舟，来到黄冈赤壁下的长江中赏月游
玩，明月一轮映于波平浪静的江面，送爽的清风徐徐吹来，
茫茫白露布满大江，水光山色与中天夜月相辉映，主客对酌
于舟中，酒酣耳热后和着凄怆的洞箫声扣舷而歌，然后又从
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箫声中引出客人思古之幽伤和对人生
如寄的慨叹，文章也就此由情入理，由感情的抒发到哲理的



畅达，进而以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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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传读后感篇六

上课时候好给同学推荐书，有段时间学生见我上课就说，推
销书的又来了。

又没啥回扣，为啥要推销呢？因为就我的阅读经验来看，开
卷有益，但书的选择也很重要。同一个话题，不同人写出来
感觉完全不一样；甚至同一本书，不同的装帧编排注解都会
带来全然不同的感觉。书的选择会影响我们的阅读体验，所
以总忍不住把自己认为好的书推荐给他们。

比如《庄子》的全译本家里一直有，偶尔也翻过几篇，但直
到买了中华书局的版本才三天两夜畅快地读完，大呼过瘾。
比如第一本读完的古人的诗集，不是李白杜甫，而是《刘长
卿集》，原因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那个竖排本装帧注解都太
棒了。外国文学的译本选择就更重要了，雨果的作品，李玉
民译得就很好；托尔斯泰的小说，则非草婴的译本不取。喜
欢的外国名著往往买好几个译本的，参照着看会发现谁的韵
味更足。

还有一类书的选择更加重要，即不同作者给同一人物写的传
记。雨果的传记选错版本的话只能是一部情史。鲁迅传记那
么多，个人认为林贤治的《人间鲁迅》最好；沈从文的传记，



除自传外以外凌宇写得最棒。《名人传》中有托尔斯泰的传
记，固然是名著，但更为详实平易的却是英国人罗莎蒙德.巴
特利特的《托尔斯泰大传》。可见，书也不是越有名越好。
特别明显的例子还有两个。一是梵高的传记，最有名的是而
欧文.斯通的《渴望生活》，买来读了觉得很杂乱，大概译过
来的东西都这样吧。后来读了丰子恺先生的《梵高生活》，
觉得简洁周备，平易深邃，其中的评论性文字鞭辟入里，字
里行间是艺术家对艺术家惺惺相惜的知音之感。另一例就是
苏东坡的传记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最富盛名，早年读
的时候觉得也很凌乱，大概是作者才华横溢不受羁绊的缘故
吧，以至于想做做笔记梳理出个坡翁生平来都不容易。后来
读了复旦大学王水照先生的《苏轼传》，才对这位心仪文豪
的生平和作品有了较清晰深刻的把握。

王水照先生的《苏轼传》资料详实，脉络清晰，更可贵的是
结合生平对苏轼的代表作进行了赏析，是了解东坡其人其文
的最佳选择。瞧，我又在推销书了，买不买由你。

以下整理的就是当初读完《苏轼传》的感悟。作者：耿世涛

苏轼传读后感篇七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
用其才也。

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
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
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
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舜尧，终不可有所为耶？仲尼
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
一日得行其道。将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
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犹



曰：“王其庶几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
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
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
夫如此而不用，然后知天下果不足与有为，而可以无憾矣。
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
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
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
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
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
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
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纡郁愤
闷，趯然有远举之志。其后卒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
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
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
而识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哲不惑之
主，则不能全其用。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尽
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
愚深悲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谊之臣，则知其
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而为贾生
者，亦谨其所发哉！

翻译：

不是才能难得，而是自己把才能施展出来实在困难。可惜啊，
贾谊是辅佐帝王的人才，却未能施展自己的才能。

君子要想达到长远的目标，则一定要等待时机；要想成就伟
大的功业，则一定要能够忍耐。古代的贤能之士，都有建功
立业的才能，但有些人最终未能施展其才能于万一，未必都
是当时君王的过错，也许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我看贾谊的议论，照他所说的规划目标，即使夏、商、周三
代的成就又怎能远远地超过它？遇到象汉文帝这样的明君，
尚且因未能尽才而郁郁死去，照这样说起来，如果天下没有
尧、舜那样的圣君，就终身不能有所作为了吗？孔子是圣人，
曾周游天下，只要不是极端无道的国家，他都想勉力扶助，
希望终有一天能实践他的政治主张。将到楚国时，先派冉有
去接洽，再派子夏去联络。君子要想得到国君的重用，就是
这样的殷切。孟子离开齐国时，在昼地住了三夜才出走，还
说：“齐宣王大概会召见我的。”君子不忍心别离他的国君，
感情是这样的深厚。公孙丑向孟子问道：“先生为什么不高
兴？”孟子回答：“当今世界上（治国平天下的人才），除
了我还有谁呢？我为什么要不高兴？”君子爱惜自己是这样
的无微不至。如果做到了这样，还是得不到施展，那么就应
当明白世上果真已没有一个可以共图大业的君主了，也就可
以没有遗憾了。象贾谊这样的人，不是汉文帝不重用他，而
是贾谊不能利用汉文帝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啊。

周勃曾亲手持着皇帝的印玺献给汉文帝，灌婴曾联合数十万
兵力，决定过吕、刘两家胜败的命运，他们又都是汉高祖的
旧部，他们这种君臣遇合的深厚情分，哪里只是父子骨肉之
间的感情所能比拟的呢？贾谊不过是洛阳的一个青年，要想
使汉文帝在一朝一夕之间，就全部弃旧图新，也真太难了。
作为贾谊这样的人，应该上面取得皇帝的信任，下面取得大
臣的支持，对于周勃、灌婴之类的大臣，要从容地、逐渐地、
感情深厚地结交他们，使得天子不疑虑，大臣不猜忌，这样
以后，整个国家就会按我的主张去治理了。不出十年，就可
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怎么能在顷刻之间就突然对人痛哭起来
呢？看他路过湘江时作赋凭吊屈原，心绪紊乱，十分忧郁愤
闷，大有远走高飞、悄然退隐之意。此后，终因经常感伤哭
泣，以至于短命早死，这也真是个不善于身处逆境的人。谋
略一旦不被采用，怎么知道就永远不再被采用呢？不知道默
默地等待形势的变化，而自我摧残到如此地步。唉，贾谊真
是志向远大而气量狭小，才力有余而识见不足。古人有出类
拔萃的才能，必然会不合时宜而招致困境，这就是所以若非



英明智慧、不受蒙蔽的君主，就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古人和今人都称道苻坚能从草野平民之中起用了王猛，在很
短时间内全部斥去了原来的大臣而与王猛商讨军国大事。苻
坚那样一个平常之辈，竟能占据了半个中国，这道理就在于
此吧。我很惋惜贾谊的抱负未能施展，所以对此加以详尽的
评论。同时也要使君主明白：如果得到了象贾谊这样的臣子，
就应当了解这类人有孤高不群的性格，一旦不被重用，就会
忧伤颓废，不能重新振作起来。而象贾谊这种人，也应该有
节制地发泄自己的情感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