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花源记读后感(精选8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
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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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花源记读后感篇一

读完《桃花源记》后，我深深的被吸引，陶渊明选择用淋漓
尽致的字句构造了一种安详、宁静的环境。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
纷。”一句让人浮想联翩，仿佛我已身处于飘飘渺渺，若已
成仙，粉红的桃花，透着一阵阵清香，无不使人忘却忧愁与
烦恼。只是静静的享受这大自然的美景，然而“便要还家。
设酒杀鸡作食。”我又曗出桃花源人民的热闹，我们又仿佛
看见了男女老少纷纷来迎接这个外来人，你争我抢，热热闹
闹。

陶渊明选择武陵人误入桃花源而道出了希望世间的和平，在
当时这个黑暗，腐败的社会中，“桃花源”的确是令人们向
往的一个地方。

可是，“桃花源”是不可能存在的，那不过是一个美好的幻
想。

现在的社会，腐败、自私这些丑陋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中侵蚀
了解类的心灵。甚至一些人产生了片服世界的想法，这些看
来无知、可笑的想法，却塑造了一个丑恶的人。

想到这，《桃花源记》的美好感觉顿时戛然而止，似乎感觉



丑陋的思想逐渐笼盖了湛蓝的天空，笼盖了孩子的'笑脸，笼
盖了人类纯洁的人灵。

但是，我们却不能让丑陋的思想继续蔓延下去，我们因努力
去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把不干净的东西排斥出去。而现在
的我们，则应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纠
正生活中不良习惯，要善于与人和平相处，这样就能挽回一
些失去的纯洁与和平。

桃花源记读后感篇二

读了《桃花源记》，我感觉到了桃花源的美，景色美，人也
美——和谐、热情、幸福。在作者陶渊明生活的那个战乱频
繁的时代，这样的桃花源是当时所有人的向往。如今，我们
就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里，时代变了，人们心中的桃花源
也就变了。

如今，虽然没有了战争的硝烟，但却有了汽车的尾气，工厂
的黑烟，许多难闻的气味混在空气中，城市也就笼罩在其中。
我想，深山老林里应当没有这些吧!城市中，少不了喧闹，汽
车声、早市叫卖声，混乱地板结在一齐。

脚下是绿草，有绿色香气的草，袭向人心。能让人感到自然
的'美妙，再好可是。山腰上，云层缭绕。山尖上看四方，层
峦叠嶂。

这般“良辰美景”没有人能拒绝吧?如果生活能够无忧无虑的
话，我心中的桃花源便是真正的仙境。

幻想啊终究是幻想，天下那有这样的好事?这样的世界只能和
一颗向往“更完美”的心同在，这样的桃花源——在心中。



桃花源记读后感篇三

小时候偶然听人提起陶渊明 ，但对他不是那么了解，后来我
们学了一篇《桃花源记》我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

桃花源记》是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他是中国东晋时期杰出
的诗人，他的诗已成为中国古典文库中的宝贵遗产，其中最
出色的《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已经成为世代人民雅
俗共赏的精彩作品。《桃花源记》是一篇故事性很强的艺术
作品，表达了陶渊明对理想社会的追求。

开始时，我读桃花源记，读出的只是纯粹的故事，和书上写
的小道理……

待我深入读了《桃花源记》时，我感觉到了桃花源的美，景
色美，人也美——和谐、热情、幸福。在作者陶渊明生活的
那个战乱频繁的时代，这样的桃花源是当时所有人的向往。
如今，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里，时代变了，人们心
中的桃花源也就变了。

“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草，落英缤纷。”一句让
人孚将连篇，我感觉我以置身在这桃花林中，春耕季节，乡
民们料理完了田地，三五成群的回家，家家户户的屋顶都升
起了炊烟，山谷里桃花盛开，湖中鱼虾结群。

会不会是因为渔人心无杂念而其他人却心怀不轨？太守可能
这样，但“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他也会这么想吗？由
此我又想到了一篇叫做《金斧与农夫》的故事，故事是说一
位农夫一不小心把自己的铁斧掉进了河里，来了赫尔墨斯，
赫尔墨斯捞上了一个金斧和银斧，农夫却只要他的那把铁斧，
赫尔墨斯被他感动了，于是把三把斧子都送给了他。另一位
农夫听了很羡慕，却因为贪心变得一无所有。

有些事情是不能为别人所说的，可能会影响那个人的一生，



不过，那也是那个人应有的惩罚。

桃花源记读后感篇四

逆境之中梦想永存。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在这美妙而又奇神奇的'世界中一
只小碟破茧而出，它飞过草木，越过山川，来到了溪流的尽
头。这是一个漫山遍野尽是桃粉的绮丽世界，仿佛是那个战
乱年代最后一片和平之地。这里没有纷争，没有战乱，有的
只是＂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或＂土地平旷，屋舍俨然＂
还有＂黄发垂髫，怡然自得＂。

在这首诗中，我们仿佛能看到“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
鸭先知”的明媚，“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作
文的热情，“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如痴如
醉，而这与当时的世界完全背道而驰而这来自美好的向往之
情，更是一种摆脱了肉体，越过了现实的一种超脱，能在逆
境之中怀揣的一份天真。

在现在这个繁忙的社会我们来不及也没有时间怀有梦，我们
只知道每天按时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从没有想过理想是什
么追求是什么。当一块面包和未来的一亿美金中让你选择，
你会毫无犹豫的选择那块面包，因为那是你需要的东西，而
不是最珍贵的东西。这就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区别，干
大事者必须怀有崇高的理想。马云说过，当中国每一个人都
怀有梦想时，中国将会变得无比强大。梦是一个人毕生所及
却又可能可望而不可达的东西，但每一个人都不应迫于现实
而停止对梦的的追寻。每个人都应怀揣着一个梦，并向梦和
远方奔去。

桃花源记读后感篇五

有位哲人说过：“人的一天中，有一半的时间在幻想。”这



句话是不是也能够理解成“人的一生中，有一半的时间在幻
想”。别人幻想的是什么我不明白，然而陶渊明把他的理想
世界展示在了我们的面前。那是一个花繁叶茂的地方，那里
没有阶级之分，每一个人的收获都同他们的付出成正比，他
们用自我的双手创造一切，虽是浓郁的鱼乡之气，却也饱含
人情味。

这种唯美的社会风气几千年来都未构成，原因很多，而我也
悟出其中一个，那就是人性本来就是自私的。或许我这样说
太偏激了，毕竟我的社交圈只有这么点，我看到的只有这么
多，其他的美丽或丑恶我都闻所未闻。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
只能很浅显地谈。

有势就高高在上的伪君子……这一切自然并非我亲眼所见，
不然我会更愤世嫉俗些，但长时间的耳濡目染却开始让我怀
疑这个世界的真实性。确实，往往我所看到的都是那些浮于
表面的东西，因为我浮在表面，浑浊的水域让一切都看不清
楚，于是那些遥远的脸总是显得很亲切，因为没有人明白那
究竟是不是一张面具，至于面具下面的嘴脸就更看不清了，
而我也不想去探个究竟。浮在上面有浮在上面的好处，那些
污秽、丑陋、不堪入目的东西就能够眼不见为净。虽然我明
白这是种软弱的行为，但是当我要触及它们的时候我并不能
像想象的那样，大义凛然地撕毁来者的面具，我怕看到我不
愿意看到的东西，所以我只有逃，逃得越远越好。

所以，当我看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的时候，我无法不被
这种世外桃源的景色、安居乐业的人们、快乐和平的生活所
深深折服。那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都拥有享受自由
与平等的权利，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与世无争的
平静生活。这一切竟让如今的我深深向往。虽是虚构的世界，
却给了我无限的畅想空间，似乎那些沉于水底的黑暗社会只
是我做的一个恶梦，梦醒了，窗外依旧是生机盎然的大地美
景。我再没有任何奢望，只是请求：“主啊，让我的梦快醒
来吧。”



桃花源记读后感篇六

品读《桃花源记》，我们可以感受到陶渊明的一颗赤子之心。
我们在羡慕桃花源宁静、和谐的生活的同时，也能想到一些
不可避免的问题，从而体会作者写作时的心情。

考虑到种种疑点，我们可以知道，宛如仙境般的桃花源是不
可能存在的。陶渊明身处乱世之中，写这篇文章是为了表达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希望老百姓不受剥削和压迫，不会流
离失所，不用躲避战乱。他希望老百姓安居乐业，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我们不禁感叹，在那个乱世之中，他的幻想多么
美好啊！这是所有老百姓的心声吧。

现在，陶渊明所向往的已经一一实现。如果他知道，一定会
很欣慰吧。

桃花源记读后感篇七

红尘俗世多烦扰，恩怨情仇不可少。

厌世弃俗寻净土，桃花仙境何处找？

记得初读《桃花源记》是在读初中，当时只是被文中所写
的“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
缤纷”这种美景所感。适值当时正在热播港剧《射雕英雄
传》，理所当然的就把桃花源和桃花岛联系在一起，满园桃
花妖娆妩媚，幽幽清香沁人心脾，真美！时常都在想，如果
自己能够住在那飘着花瓣雨的桃花岛有多好！虽然语文老师
也给讲解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但那时并未感觉有多大感
触。

随着步入社会所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对作者所作《桃花源
记》的理解也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有同感。



社会从古至今都有其共同之处，物欲横流，阶级争斗，国与
国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干戈迭起，生灵涂炭；人与人之间尔
虞我诈，勾心斗角，无不让喜爱和平、公平的人心灰意冷，
厌世弃俗。

现在想想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何止是人间仙境啊！那里没有
世间的等级恩怨；那里的人们淳朴忠厚；那里的社会环境安
宁和谐。其中的那几句“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
旷，屋舍俨然……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不知有汉，
无论魏晋”。作者是在这幅美丽的图画中寄托对现实社会强
烈的抱怨，表达了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憧憬，也暗示了自己
不屑同黑暗社会同流合污。

红尘喧嚣，俗世烦扰，真想觅得一方像桃花源似的净土，不
为凡尘俗事所扰，日出而做，日落而息，与世无争，悠然自
得的度过余生。

我心中向往的桃花源究竟在哪里啊？

桃花源记读后感篇八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深深地将我吸引，陶渊明将桃花源写
成一个若真似幻的仙境，描绘了一幅没有剥削，没有压迫，
人人安居乐业，彼此和睦相处的生活图景。在当时那个能
用“黑暗"形容的的社会，所有的人都会向往光明吧!

脑海里浮现了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画面。公元405年秋天，
陶渊明为了养家糊口，来到离家乡不远的彭泽当县令。这年
冬天，他的上司派来一名官员来视察，这位官员是一个粗俗
而又傲慢的人，他一到彭泽县的地界，就派人叫县令来拜见
他。

陶渊明得到消息，虽然心里对这种假借上司名义发号施令的
人很瞧不起，但也只得马上动身。不料他的秘书拦住陶渊明



说：“参见这位官员要十分注意小节，衣服要穿得整齐，态
度要谦恭，不然的话，他会在上司面前说你的坏话。”一向
正直清高的陶渊明再也忍不住了，他长叹一声说：“我宁肯
饿死，也不能因为五斗米的官饷，向这样差劲的人折腰。”
他马上写了一封辞职信，离开只当了八十多天的县令职位，
从此再也没有做过官。

有骨气，不趋炎附势的陶渊明让我震撼。陶渊明虽然放弃了
官职，回到了家乡，但是他得到了心灵上的解脱。我想这应
该就是真正的光明吧!在现实社会中多少人为了利益何止是不
择手段。他们也不想想难道有钱就快乐了吗?如果金钱名利与
快乐成正比的话，那陶渊明岂不是一个十足的大笨蛋?其实一
切的一切都起源于你的心底。其实你在金钱名利中表现出来
的，只是你眼中的贪婪。

有的人为民请命，鞠躬尽瘁，有的人追逐名利，勾心斗角;有
的人信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的人恪守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我们可以做一个资历平凡，家庭平凡的人，但是我们决不能
做平庸的事。

光明的人，会选择平凡但是拒绝平庸!平凡的人，要做不平凡
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