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典常谈读后感(汇总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
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经典常谈读后感篇一

朱自清这部书所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传统的“四书五
经”，“十三经”等著作。囊括了经，史，子，集四部的一
些最广为流传，最为经典的著作。在朱自清的这本书的书目
编排顺序上依次是：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
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第，
文第。书中自序中说“各篇的排列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
序，并按照传统的已经将“小学”书放在最前头。”所以这
样一个比较循序渐进的次序也让读者能更好地来理解该书的
宗旨。朱先生也说，要读懂这些书，特别是经，史，子，集
就必须先从理解字义开始，所以他选择把《说文解字》放在
第一位，真可谓是用心良苦。

纵观通篇，朱自清不但对每一本著作都做了精辟的解释，并
且在对某些著作的阐述上也加有了他自己的一些认识。比如在
《礼》第五中，朱先生说道：“天生万物，是个很古的信仰，
但最普遍的还是祖先的信仰，直到我们这个时代，这个信仰
还是很有力的，但大部分可以说是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
有一些也可以说是生活的艺术。”在《尚书》中，朱自清对
几千年来关于《尚书》的真伪也做了自己的考证，确定伏生的
《尚书》为最原始的真本，但即便如此，朱先生还是建议我
们对这29篇要分别看，因为中间也有一些文章是战国时人托
古之作。所以，这样严谨的态度也恰恰可以为一些刚接触这
些著作，或者即将接触这些著作的人提供了一个更为客观、
更为辩证地来了解、认识这些著作的渠道。



朱自清的这本书虽然称作为“经典常谈”，但在我看来其实
这本书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经典常谈”，更深远地来看，
其实还包含着“经典导读”这更深一层次的含义。众所周知，
在国际化程度不断地深入每个人生活时，我们的生活也充斥
着许多新生文化，以至于年轻一代对我们华夏文化的关注越
来越少，面对日益增多的“泊来”文化，已经很少在有家庭
再给孩子接受“传统教育”了。所以能以这样的方式来为我
们的古代文化做一个诠释、代言，一定程度上也能让我们的
华夏文化得以更好地流传。毕竟，我们的华夏文化还是需要
下一代来传。

最近读了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一书，自朱自清先生逝
世已六十余年年，看了这本书，书中字里行间都闪现出他嚼
饭哺人孜孜不倦的精神，使人追怀不已，并为其短暂的生命
而惋惜。

书中从普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出发，对《说文解
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
秋》、三传、《国语》、《大学》、《中庸》、《论语》、
《孟子》等十多种中华文化经典和诸子百家思想，以及诗、
文、赋等文学体裁进行了深入浅出的介绍和分析，为广大青
年解读中华文化经典开启门径。语言简洁明快，把握精髓，
是难得的导读精品。

作者在书的序言中阐述了何谓经典，经典就是我国的传统文
化遗产由中国文字记载下来的东西。然后说明经典都包括哪
些书籍，这些书籍共有十三种。这十三种书籍的作者，产生
的原因，书的内容，及该书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分别逐一地
作了介绍，这种夹叙夹议的过程就构成了全书的内容。这本
书既可以看做是散文集，又可以看做是教科书，因为朱先生
在书的序言里说，经典训练是中等以上教育里的必要项目之
一。他的这一主张得到当时教育部的认可和教育界许多人士
的赞同。



经典常谈读后感篇二

我在《智慧背囊》中读到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绊脚石》。
主要讲了：夏天的傍晚，一个失意的女孩徘徊在林间的小路
上。忽然，她的脚被石头绊了一下，她瞪了绊脚石一眼。这
时，她发现了一只十分美丽的蝴蝶在树干上。她想尽了办法，
却怎么也捉不到蝴蝶。她灵机一动，踩着绊脚石轻松的捉到
了蝴蝶。想不到，绊脚石虽然阻碍了她，却又帮助了她。

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挫折、阻碍，我们应该做的是承受、跨越，
在承受中，在跨越中，慢慢感受人生。承受贫苦，跨越贫苦，
我们会迎来富裕；承受哀痛，跨越哀痛，我们会走向幸福；
承受失败，跨越失败，我们终会走向成功。学会了承受也就
学会了使自己心灵经受一生的磨练，勇敢地去跨越所有的阻
碍，才会实现幻后之实，苦中之乐。

正如文中所说，路上的一块“绊脚石”可以阻碍我们的行走，
也可以帮助我们攀高，生活中的挫折也正像这“绊脚石”一
样阻碍着我们走向成功，那我们就要勇敢地去承受、战胜挫
折，便会成为人生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生活就会五彩斑斓，
跨越失败，我们终会走向成功！

经典常谈读后感篇三

这个寒假我读完了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一书，《经典
常谈》是朱自清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初代为中学生
撰写的一部分。这本书主要介绍了我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知识，
还包括了朱自清先生对四书五经的独有的理解。

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全书共13篇主要包括《说文解
字》，《周易》，《尚书》，《诗经》，《三里》，《春秋
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
《辞赋》，《诗》，《文》，还有系统性的介绍了中国古代
文学的发展与历史脉络。



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这本书，内容简洁精辟，语言流
畅不仅有高度和深度，更有大众所能接受的广度，还有这是
一本写给中学生看的书。所以普及性和通俗性较为强等。在
这本书中，我最喜欢《文》因为文字不同，体现出了国家和
民族的书面表达方式和思维是不一样的。文字使人们进入有
历史记录的文明社会。而且文字是语言的符号是不可缺少的
部分。

读完了朱子清先生的这本书后，我更加深入的理解了读经典
的意义。读经典不仅仅是要学习知识而是通过阅读古代经典
汲取先贤的智慧，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等。

这本书的主题思想是为了给希望读经典的中学生做个向导，
指点阅读的门径，让他们面对豪如烟海的古代典籍？至于茫
然无措。

这本书对经典的梳理与讲解，不仅通俗流畅，深入浅出，更
是白华文通俗流畅的典范，容易激发读者阅读经典的兴趣，
从而亲近经典，了解经典。可以说是《经典常谈》是读者概
览中国古典文学的不二之选。

我非常喜欢这本书如果你们喜欢阅读经典书籍，我向你们推
荐这本书希望大家能喜欢。

经典常谈读后感篇四

《骆驼祥子》这本书，我去年暑假读过，至今未忘其中的故
事情节，这主要是老舍先生精灿的文笔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先介绍一下老舍先生，老舍先生是以平民出身儿跻身文坛的
人之一，而始终保持平民风格，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城市平民
生活大获成功者，唯老舍先生一人。我们常见的老舍先生的
作品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二马》等，可惜我只读过
《骆驼祥子》,且对老舍先生了解甚少，看来我得补习一下空



缺了。那今天我就来谈一谈《骆驼祥子》。

《骆驼祥子》我想大家都十分熟悉了，讲述的是一个普通的
人力车夫的故事。这个车夫叫祥子，之所以书名在祥子前加
了个"骆驼"两字，是因为是骆驼救了他的命，使他拉上了人
力车，所以因此得名，可见起名也有个技巧呀！如果此书定名
《祥子的生活》则显得过于直白，毫无生趣了。

老舍先生写文章——平易近人，使人感到亲切，自然，不像
有的作家写车夫是以知识分子来面对车夫，而他是平民对平
民，架子放下了，去描写人物的形象就写得真，也容易感动
人。

的性格与生活的环境介绍的清清楚楚，语言平实，但又不似
白描手法干燥无味，正是文章的精妙所在。

拜读了老舍的《骆驼祥子》后，给我的感触很深，老舍先生
的作品一向都是很真实的，为了打造一个祥子这样的车夫，
可见他一定深入地了解过，才塑造了祥子这样一个典型的车
夫。

文章一开始写明了祥子是一个高等车夫，他要强，朴实，有
自信，剩吃俭用，早出晚归，他的唯一愿望就是买一辆自己
的车来拉。后来，经过3年的努力，他用自己的血汗钱换来了
一辆崭新的洋车，但是没过多久，却被大兵抢走，接着又被
侦探又骗去了他所有的积蓄。终于用虎妞的钱买了一辆车，
很快，又不得不卖掉以料理虎妞的丧事。他的这一愿望在经
过多次挫折后，终于完全破灭。他所喜爱的小福子的自杀，
熄灭了他心中最后的一点希望，他丧失了对于生活的信心，
从上进好强而沦为自甘坠落。

祥子最爱的是车，从没离开过车，而文末祥子竟然连车都不
想拉了，便可以清楚地见到他的理想已经没有了，不再追求，
对生活已经开始厌倦，祥子的收场是他不要强了，没了干劲，



没了理想，对生活的热忠也没有了。

老舍在鞭挞当时社会的同时，也对祥子寄予深深的同情，对
当时的人们寄予深深的同情。

经典常谈读后感篇五

朱自清是民国时期的著名作家，这本《经典常谈》是朱自清
专门写的一部关于国学经典文化的著作。读过他文章的人都
知道，他的文章不像同一时期的作家那样苦涩难懂，但他的
作品更贴近百姓。如果你想知道经典，你必须深入挖掘，但
朱自清可以从浅到深引导读者。当我上中学的时候，我最喜
欢的文本之一是背部，因为阅读他的文章可以很容易地理解
他想表达什么，他放弃了那些不重要的修改，只给读者留下
干货，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的负责任的表现。

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告诉读者，我国的经典作品不能被遗忘。
他试图推崇这些经典作品，如文解、周易、诗经等。这本书
不仅分别讲述，还结合了历史背景，体现了一种连贯性。

胡适说，近年来，古学大师逐渐死亡，新的学习从未表现出
任何重大成就。这就像濒临灭绝的动物，但动物受到保护，
而这些国学并没有得到太多的热度。也许大家都觉得不需要，
既然科技已经进行到现在，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但我认
为人活着是为了进步，进步的基础是掌握历史前辈总结的道
理。

许多错误的想法不断传播，使人们认为他们加入了汉学的保
护团队。事实上，这些人才是罪魁祸首。人们还没有弄清楚
是什么让汉学被遗忘。有些人责怪西方学术，甚至认为孔教
可以完全代表中国古代文化。其他人认为保护古代文学就是
保护古代文学和诗歌。这些都是外行人的做法，是时候结束
这些了。



看这本《经典常谈》就像一个故事。它突破了时间的限制。
虽然它很早就成熟了，但从思想和内容的角度来看，它看不
到年龄感。朱自清告诉我们，书还是要看的，关键是要看好
书，不要看杂书，这些看过会有质变的作品一定不能忽视。
假如你觉得那些古老的作品看起来枯燥难懂，没关系，即使
你没有古文基础还能读这本书，它也会引领你上道。

只要我们理解汉学的重要性，开始捡起即将丢失的东西，我
们的未来就会更美好。这种美是由内而外的，这也反映了我
们广泛而深刻的中国文化。书中介绍了很多值得我们入手的
方面，还有介绍，有办法，只有努力的人。我相信，为了使
自己更加完美，使国家更加富强，中国人民不会放弃经典的
汉学，祖国的未来也在等待着我们去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