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古典文学读后感(实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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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
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
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古典文学读后感篇一

当我还没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古典”这两个字眼，在我眼
里无疑是很久以前，阴暗、潮湿的楼房；摆在桌上毫无生气
的青铜器；从古人嘴中冒出的古文……这些使我觉得乏而无
味，没有一丝点儿的兴趣。但翻开这本书，书中的钟鼎碑帖、
瓦当画砖、笔墨纸砚等文物一下子向我袭来，让我没有一点
缓冲的机会。接着每天读十分之一，慢慢地品味作者的心意，
也就更接近地观赏到了这些“古典”。

书分四单元，而我最欣赏的还是第一单元：返璞归真。它主
要讲了田间和乡下的美好，现在作者生活在繁华的城市里，
但耳力却因为城市的嘈杂声而降低了不少。其实，有时我也
会想：天生生长在城市里，在父母的宠溺中，表面上是幸运
的，但在骨子中是异常不幸的.。因为，生在城市里的我们没
有受过多少苦，在长大后必然会落后；而乡下的人，从小做
苦活，到了城市一定是心思细腻，心灵手巧的，即便没什么
文化也一定有适合他的工作。

现在城市面积逐渐扩大，农村的面积也就越来越少。现在，
一眼望去，城市里，不管是东南西北，不是在造房子就是在
造房子，总有一个叫不出名的“高大吊车”在运转着。这可
能就是为什么城里空气没有乡下空气清新，舒畅的主要原因
吧！这几天，雾霾总是光临常州，为了我们的健康，不要再
污染空气了！从我们做起，并带动他人一起做，让常州“文
明城市”的称号永不褪去！



这本书就如复旦大学附中语文教师，也就是这本书的编注李
郦所说：“《古典幽梦》更直接，更可触摸，更容易被读者
所感受。”

古典文学读后感篇二

一本《古典幽梦》，让读者沉浸在散文的世界中了，阅读完
这本朱以撒先生写着的散文集，让我感觉到了散文的澎拜的
力量。这一篇篇散文像疾风骤雨一般剥拉着我脑中陈腐得如
同落叶般的文学。于是，我感受到了最美的文学形式——散
文。

读完这一本散文，不觉让人有些舍不得放下，书中那些精美
的语句，将作者的内心表达的淋漓尽致。读完散文的最大收
获，就是我发现了散文的阅读方法，我们要深入了解作者内
心的想法，就必须去钻研那些精美的句子，从这些精美的句
子中，你就会发现，原来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都是这样的美
丽动人，这些华丽的句子，正是作者对于某些事情的经验体
现。

那些古物，已随云烟消散，那些古人，也已转瞬即逝。不过，
我仍是不忘对他们的一种敬佩，那是一种跨越千百年的深深
的敬意。我想，如果能像流水一样回溯，那些亦梦亦幻的场
景，必会像浮出水面的古船一般在梦醒时分，再一次获得新
的泉思。

这就是”古典幽梦”吧!

古典文学读后感篇三

初遇这本书时，看着封面上“自然美学”“心灵美学”等字
样，我只是不屑地耸了耸肩。按照我的经验，这种什么什么
美学的文章通常空洞乏味，是我鲜少涉足的高大上领域。随
意地翻开，扉页上突兀地写着“纪念原配的世界和流逝的



美”，仿佛一瞬间受了蛊惑，不由自主地读了下去。

只是读了序言，便再也放不下这本书。自顾自地陷入一种惋
惜与留恋交织的复杂情绪中，我不是一个文青，却感觉到某
种纯粹的东西即将消逝的恐怖气息。

突然就想起了自己的老家。记起小时候，在院外的石子路上
踢踏踢踏地疯跑，在小河边折下一串串狗尾巴草，蹲在墙角
逗弄石缝间的小昆虫的日子。原来我也曾离自然这么近，或
者说，离纯粹那么近。然而这些都不在了，不记得是哪一年
回去时，旧屋拆作新楼，石子路铺作水泥地，道旁鲜见摇曳
的狗尾巴草，没有一方墙角容得下我的身影。哦，原来这就
叫做消逝。那个我所熟稔的老家，我所牵挂的故乡，早已无
踪，我在想待我们长大了，该如何寄托我们的乡愁?是寄托于
那个早已消逝的回忆中的完美恬静的故乡，还是寄托于那个
逐步开发成型的陌生冰冷的城市?莫名陷入了回忆与思考中，
这么早就回忆了，或许是正因“无数事物只剩下背影，成了
往事和收藏”，我们不得不坚信“伤逝提前降临了”而我们
的回忆，但是是“对清晨的怀念”。怎样叫我不害怕?我怕，
我怕遗忘，我怕那些完美被时刻冲刷消散，我怕自己变成冰
冷的现代人。

“现代人过早地进入了心灵黄昏。”能怪谁?这是这个时代的
宿命。

想想越来越少见的流萤吧，它们曾影影绰绰的陪伴多少儿童
的夏夜;想想日渐停滞的流水吧，它们曾是那样的奔腾不息，
让孔子感叹“逝者如斯夫”;想想被迫噤声的小虫儿们吧，它
们曾在每个夜晚不甘寂寞地吟唱……城市夜晚刺目的灯光使
萤火虫们黯然失色，城市的快速发展占去了无数条河流，城
市的喧闹惊跑了一群群自由的歌者……或许我们无法遏制时
代飞速前进的脚步，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纯粹的完美在眼前
消逝?不，不能。古典之殇，本就是人类之殇。应对那些原配
文化的消亡，我们怎能袖手旁观?王开岭先生心痛地发现这些



可怕的消逝，于是带领我们回忆完美，应对现实。为的就是
让那些仍旧一心想发展，想勇往直前的人们，冷静下来，别
忘了为何要出发。

不仅仅是自然的美在消逝，许多生活中看似琐碎的细节之美，
也逐渐湮没于时代的快速发展中。猛然发现自己早已违背了
许多美的生活的规律。我从未体验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
活，鲜少听见鸡鸣，更别提由鸡鸣唤醒一天的生活了。如今
的孩子听见的鸡鸣，更多的是动画片中经过电子处理的所
谓“机”鸣，有几人了解鸡鸣真正的用途?又有几人真正体验过
“伴虫入眠，闻鸡起寝”的生活?童稚时期耳熟能详的《三字
经》所言：“犬守夜，鸡司晨，蚕吐丝，蜂酿蜜……”万物
各司其职，不逾矩不越位。可时代的发展渐渐剥夺了鸡的本
职工作，人工白昼把鸡刺激得心神不宁，正如王开岭先生所
言：真是生物钟灾难。纯粹的自然生活规律被打破了，人们
违背了天地之序，人们无法做到“与时俱进”，不是随着时
代的变化发展前进，而是顺着自然的时 刻规律纯粹地生活。

于是我很好奇。为什么大人们不想想自己的小时候：他们也
以前历过无拘无束的童年游戏，他们也曾顾虑过那些被长辈
们一本正经地强调过的，看似荒谬但十分可爱的美丽禁忌，
他们也曾在放学路上和小伙伴们走过一个个拐角，穿过一道
道老巷，叽叽喳喳，兴高采烈，他们也曾在父母不在身边时
被左邻右舍或街坊们默默关怀，不用担心什么绑架、失联等
安全问题。他们比我们幸运得多。但是如今他们为什么要把
世界变成完全陌生的样貌，为什么任由时代的自由发展，却
偏偏剥夺了我们享受他们以前享受的纯粹童年的权利。这不
公平。他们忘记了美，也剥夺了美。

说到底，还是这个时代变了，不再纯粹。社会上充斥着各种
负面新闻，这天那里一件食品安全，明天那儿一桩腐x丑闻。
负能量真的很多，不胜枚举，我也不敢枚举。旁的不说，仅
一个食品安全，便能衍生出诸多话题，人心惶惶，应对一桌
的佳肴也没了胃口，谁知道这些菜是怎样来的?谁又能把每一



天过得知根知底?不得不说，我们已经习惯于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正因我们每一天都过得如履薄冰，险象丛生，来不及担
惊受怕。更可怕的是，人们习惯于接收负面新闻，甚至乐于
听取这些听上去离奇、诡异、近乎变态的新闻。我们的时代，
早已不再简单，不再纯粹。纯粹变成了一种稀有的品质。

我不敢再多想这个时代的疾病。我从刚开始正因感觉到某种
纯粹的东西即将消逝的恐惧，慢慢地转变为身处一个有些病
态的时代而恐惧。但我很庆幸，能够在还未被蒙蔽前看清这
个世界的缺点，同时对过去的纯粹之美有所了解。我很庆幸
我早早的读了这本书。

我们还能继续忽视古典之殇么?我们还能继续麻木地看着时代
在病态的道路上策马奔腾么?不仅仅是诗词中反反复复提到的
美在消逝，先人们津津乐道的美在消逝，童年时耿耿于怀的
美在消逝，更多的是纯粹的生活态度在消逝，纯粹的文化品
格在消逝，纯粹的人性在消逝。多么可怕，多么悲壮。我们
能做什么?我们还来得及补救么?快快修复记忆吧，恢复自然
原本纯粹的样貌，恢复生活原本纯粹的样貌，恢复人类原本
纯粹的样貌。

古典文学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读完了一本书，这本书包含了历史上有名的三家分汉
的故事，这个故事不仅古代人知道，就连我们现代人也忘不
掉那惊心动魄的场面，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这本书就是《三
国演义》。

《三国演义》共一百九十一页，无论是桃园结义、过五关斩
六将、火烧赤壁、诸葛亮草船借箭、火烧上方谷等都能让读
者心存崇拜的感觉，比如我就崇拜诸葛亮，因为他料事如神，
先博望坡设计烧曹营，又以空城计打败曹军，然后用三寸不
烂之舌劝说孙刘联手攻打曹操，周瑜见诸葛亮之才不低于自



己，就三番五次谋害诸葛亮，诸葛亮略施小计就让周瑜的计
谋次次失败，最后周瑜自己气死了自己，这告诉我们，能嫉
妒他人的能力及才智，更不能陷害别人，不然自己最终会尝
到恶果，有人说曹操是英雄，有人说他是奸雄，只要读过
《三国演义》者会有定论。

古代没有任何先进的仪器，可是还是有人上知天文，下晓地
理，琴、棋、文、画等样样精通，这就是他们勤奋比常人付
出百倍努力所得到的才智，现在科技发达，更应该好好学习，
长大回报祖国!

古典文学读后感篇五

沉浸文字中真是一件趣事!阅读朱以撒先生的《古典幽梦》，
在掩卷沉思间，思绪不禁几度倘徉!横亘历史的年轮，来感怀
这千百年的峥嵘岁月!

“如此朴素的田野可以幻化万千植物的动人色泽，滋养苍生
经久无绝衰，这就是永恒吧”;“生命短若蜉蝣，数小时就终
结一个生命周期，却也不会被田野抛弃”;“生命不可能如万
花筒似的每天都有眼花缭乱的巨变，那样的生命虽花哨艳丽
都是极不可靠”。这是我对书中好言好句的摘抄，它们给我
带来的不仅仅是触动，而是心灵的升华!

历史的脚步从未放缓，在本子上写作的时光已从指缝间悄悄
地溜走，那样的默无声息，但我却能真切的感觉到时光赋予
了我什么，那就是心灵的浴火重生。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在
不知不觉间都陷入深深的枷锁里，大多的事物禁锢着我们的
心。最后我们只会越陷越深，甚至找不回失去的自我。

所以我们要改变，读一下《古典幽梦》吧，它会给你带来的
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