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秋风读后感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读后感(大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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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是小编为
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秋风读后感篇一

这首诗是作者高尚情怀的具体体现。他的茅屋几乎被狂风和
顽童完全摧毁，又遇上了连绵不断的秋雨，屋漏床湿，被冷
似铁，全家无法安眠，处境十分悲惨。但诗人从切身体验推
己及人，以天下之忧为忧，渴望有广厦千万间为天下贫寒之
士解除痛苦，甚至想以个人的牺牲来换取天下寒士的欢颜。
诗歌情意真切，文字朴素，未作刻意的经营布置，但由于写
出了诗人由极为潦倒不堪之中推开自身往大处着想的思想境
界，仍然显出了波澜起伏的转折变化。诗的最后一段表现大
庇天下寒士的理想，句法、情感完美配合，随气之短长，以
七言、九言错杂，以“呜呼”二字穿插，加强感叹的语气，
音调抑扬舒展，收放自如。世上苍夷,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
底波澜!

秋风读后感篇二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杜甫写的，体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崇
高思想境界，是杜诗中的典范之作。读者读了写了哪些感想?
下面是本站小编精心为你整理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读后感，
一起来看看。

第一段中共有五句，句句押
韵，“号”、“茅”、“郊”、“梢”、“坳”五个开口呼
的平声韵脚传来阵阵风声。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起势迅猛。“风怒
号”三字，音响宏大，犹如秋风咆哮。一个“怒”字，把秋
风拟人化，从而使下一句不仅富有动作性，而且富有浓烈的
感情色彩--诗人好不容易盖了这座茅屋，刚刚定居下来，秋
风却怒吼而来，卷起层层茅草，使得诗人焦急万分。

“茅飞渡江洒江郊”的“飞”字紧承上句的“卷”
字，“卷”起的茅草没有落在屋旁，却随风“飞”
走，“飞”过江去，然后分散地、雨点似地“洒”在“江
郊”:“高者挂罥长林梢”，很难弄下来;“下者飘转沉塘
坳”，也很难收回
来。“卷”、“飞”、“渡”、“洒”、“挂罥”、“飘
转”，一个接一个的动态不仅组成一幅幅鲜明的图画，而且
紧紧地牵动诗人的视线，拨动诗人的心弦。

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抽象地抒情达意，而是寓情意
于客观描写之中。这几句诗所表现的场景是:一个衣衫单薄、
破旧的干瘦老人拄着拐杖，立在屋外，眼巴巴地望着怒吼的
秋风把他屋上的茅草一层又一层地卷了起来，吹过江去，稀
里哗啦地洒在江郊的各处。他对大风破屋的焦灼和怨愤之情，
不能不激起读者心灵上的共鸣。

第二段中共有五句，这是前一节的发展，也是对前一节的补
充。

前节写“洒江郊”的茅草无法收回，除此以外，还有落在平
地上可以收回的茅草，但却被“南村群童”抱跑了。“欺我
老无力”五字宜着眼，如果诗人不是“老无力”，而是年当
壮健有气力，自然不会受这样的欺侮。“忍能对面为盗贼”，
意思是，群童竟然忍心在他的眼前做盗贼。但其实，这不过
是表现了诗人因“老无力”而受欺侮的愤懑心情而已，决不
是真的给“群童”加上“盗贼”的罪名，要告到官府里去办
罪。所以，“唇焦口燥呼不得”，也就无可奈何了。用诗人
《又呈吴郎》一诗中的话说，这正是“不为困穷宁有此”，



诗人如果不是十分困穷，就不会对大风刮走茅草那么心急如
焚;“群童”如果不是因为他十分困穷，也不会冒着狂风抱走
那些并不值钱的茅草。这一切，都是结尾的伏线。“安得广
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博大胸襟和崇高愿望，
正是从“四海困穷”的现实基础上产生出来的。

“归来倚杖自叹息”总收一、二两节。诗人大约是一听到北
风狂叫，就担心盖得不够结实的茅屋发生危险，因而就拄杖
出门，直到风吹屋破，茅草无法收回，这才无可奈何地走回
家中。“倚杖”，当然又与“老无力”照应。“自叹息”中的
“自”字，下得很沉痛，诗人如此不幸的遭遇只有他自己在
叹息，未引起别人的同情和帮助，则世风的淡薄，就意在言
外了，因而他“叹息”的内容，也就十分深广。当他自己风
吹屋破，无处安身，得不到别人的同情和帮助的时候，分明
联想到类似处境的无数穷人。

第三段共八句，写屋破又遭连夜雨的苦况。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两句，用饱蘸浓墨的
大笔渲染出暗淡愁惨的氛围，从而烘托出诗人暗淡愁惨的心
境，而密集的雨点即将从漠漠的秋空洒向地面，已在预料之
中。

“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两句，没有穷困生活
体验的作者是写不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是写布被又
旧又破，而是为下文写屋破漏雨蓄势。成都的八月，天气并不
“冷”，正由于“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所
以才感到冷。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两句，一纵一收。一
纵，从眼前的处境扩展到安史之乱以来的种种痛苦经历，从
风雨飘摇中的茅屋扩展到战乱频繁、残破不堪的国家;一收，
又回到“长夜沾湿”的现实。忧国忧民，加上“长夜沾湿”，
诗人自然不能入睡。“长夜”是作者由于自己屋漏因而更觉



夜长，还因自己和国家都在风雨飘摇中挣扎而觉得夜
长。“何由彻”和前面的“未断绝”照应，表现了诗人既盼
雨停，又盼天亮的迫切心情。而这种心情，又是屋破漏雨、
布衾似铁的艰苦处境激发出来的。于是诗人由个人的艰苦处
境联想到其他人的类似处境，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过渡到
全诗的结尾。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
山”，前后用七字句，中间用九字句，句句蝉联而下，而表
现阔大境界和愉快情感的词如“广厦”、“千万间”、“大
庇”、“天下”、“欢颜”、“安如山”等等，又声音宏亮，
从而构成了铿锵有力的节奏和奔腾前进的气势，恰切地表现
了诗人从“床头屋漏无干处”、“长夜沾湿何由彻”的痛苦
生活体验中迸发出来的奔放的激情和火热的希望。这种奔放
的激情和火热的希望，咏歌不足以表达，所以诗人发出了由
衷的感叹:“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
足!”抒发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感，表现了作者推己及人、舍己
为人的高尚风格，诗人的博大胸襟和崇高理想，至此表现得
淋漓尽致。

本诗作者抒发的情怀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抒发的情怀基本一致。

俄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曾说:“任何一个诗人也不能由
于他自己和靠描写他自己而显得伟大，不论是描写他本身的
痛苦，或者描写他本身的幸福。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
是因为他们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
土壤里，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杜甫
在这首诗里描写了他本身的痛苦，但他不是孤立地、单纯地
描写他本身的痛苦，而是通过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来表现“天
下寒士”的痛苦，来表现社会的苦难、时代的苦难。他也不
是仅仅因为自身的不幸遭遇而哀叹、而失眠、而大声疾呼，
在狂风猛雨无情袭击的秋夜，诗人脑海里翻腾的不仅是“吾
庐独破”，而且是“天下寒士”的茅屋俱破。杜甫这种炽热



的忧国忧民的情感和迫切要求变革黑暗现实的崇高理想，千
百年来一直激动读者的心灵，并发生过积极的作用。

这首诗的作者是杜甫，杜甫字子美，湖北襄阳人。一提起杜
甫，我们通常又会想起李白。这两位唐朝最伟大的诗人，一
位被称作“诗圣”，一位被称为“诗仙”。李白和杜甫的一
生，为唐朝的诗歌繁荣画上了浓厚、精彩的一笔。

杜甫和李白是同时代的人，两人都见过面，还相互吟唱过。
李白年长于杜甫。如果拿李白和杜甫做比较的话，那么，李
白和杜甫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李白“浪漫”，而杜甫“现
实”。李白的诗犹如天马行空，而杜甫的诗却似能体察民心
且忧国忧民。其中，《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可以说是代表作。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茅屋”是指诗人求亲告友，于
公元761年春，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建造的一座草堂，即著名的
“杜甫草堂”。本诗的写作时间就是在茅屋建成后的当年深
秋。那天风雨大作，屋破雨漏，长夜沾湿，诗人推己及人而
作此诗。

稍微熟悉唐朝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公元761年，唐王朝还处在
“安史之乱”的动乱中。全中国因为叛乱，百姓流离失所，
四处逃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杜甫是一位爱国的诗人，他
很想为朝廷、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一番贡献。然而，因为种
种原因，杜甫始终事与愿违，不能得志。长夜漫漫，风雨交
加，外面下着大雨，屋里下着小雨，杜甫难以入眠，回想起
自己的一生不得志，又念想百姓遭受离乱的悲苦，杜甫奋笔
直书写下了这篇传世名作。当时，杜甫49岁，已近“知天
命”之年。

全诗的第一段，写狂风破屋。描述事情的起因，也间接的暗
述当时社会的动荡。

第二段，写群童抱茅。其中，最重要的是“归来倚杖自叹



息”这一句。充分表明了作者自己对自己的感叹:岁月如梭，
人已老去，无能为力，只能叹息。时年杜甫49岁。49岁的年
龄现在看来好象不是很大，正是大展鸿图之年。然而，在古
代，49岁的人早就算是老人了。古人34岁就自称“老夫”了。

第三段，写长夜沾湿。杜甫晚年的贫困，通过这句诗已经坦
露的十分明白、清楚了。“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
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布被盖了多年，
又冷又硬，象铁板似的。孩子睡相不好，把被里蹬跛了。一
下屋顶漏雨，连床头都没有一点干的地方。象线条一样的雨
点下个没完。我们后人恐怕难以想象的到，唐朝最伟大的诗
人之一的杜甫，晚年的生活条件会是如此的艰辛!然而，这正
是真实的杜甫!

全诗的核心内容在第四段，最为后人喜爱、吟唱不断的也是
第四段。“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
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
足!”怎么才能得到千万间宽敞高大的房子，普遍地庇覆天下
间贫寒的读书人，让他们个个都开颜欢笑，(房子)不为风雨
中所动摇，安稳得象山一样?唉!什么时候眼前出现这样高耸
的房屋，(即使)唯独我的茅屋被吹破，自己受冻而死也甘心!
自己已经贫困无依了，还在想着别人，希望全天下的受苦人
能有衣穿，能有房住，自己就算冻死也心甘情愿!这是多么高
尚的情操啊!是多么伟大的思想啊!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现在
所谓的“人文关怀”!

杜甫无疑是位仁者。何谓“仁者”?“仁者，爱人”(《论语•
颜渊》)。关爱百姓，关爱你所爱的人，就是真正的仁者!杜
甫是仁者，当之无愧!

我敬杜甫、我爱杜甫、我读杜甫。杜甫一生共作了一千四百
多首诗，其中佳作云集，如《石壕吏》、《江畔独步寻花》、
《月夜》、《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蜀相》等都是
不朽的名作。然而，我读杜甫的诗，读到现在，最喜爱的，



还是这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它大气、它磅礴;它充满
着“爱人”精神，它充满着“人文关怀”;它体现出了杜甫的
高贵人格，道出了杜甫的无奈，抒发了杜甫的心志，同时也
告诉了我们，晚年“诗圣”的悲苦!

“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

这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德参观
杜甫草堂的题词。可见杜甫是多么的为后人所敬重。但愿杜
甫这个名字会像他的草堂一样不为人所忘怀，但愿杜甫的诗
歌还能让人永久的诵读，也但愿像杜甫那样有着高贵品质的
诗人、学者越来越多。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句诗
是足以让我们永久回味的。

这就是我读《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感想。

这首诗是作者高尚情怀的具体体现。他的茅屋几乎被狂风和
顽童完全摧毁，又遇上了连绵不断的秋雨，屋漏床湿，被冷
似铁，全家无法安眠，处境十分悲惨。但诗人从切身体验推
己及人，以天下之忧为忧，渴望有广厦千万间为天下贫寒之
士解 除痛苦，甚至想以个人的牺牲来换取天下寒士的欢颜。
诗歌情意真切，文字朴素， 未作刻意的经营布置，但由于写
出了诗人由极为潦倒不堪之中推开自身往大处着想的思想境
界，仍然显出了波澜起伏的转折变化。诗的最后一段表现大
庇天下寒士的 理想，句法、情感完美配合，随气之短长，以
七言、九言错杂，以“呜呼”二字穿插，加强感叹的语气，
音调抑扬舒展，收放自如。世上苍夷,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
底波澜!



秋风读后感篇三

考试时谁给我们改答案?当然是老师。那我们的人生答卷呢?
也有老师为我们阅卷，书上鲜红的“勾”、“叉”和分数吗?
当然没有，我们人生答卷做的对不对，好不好，只有我们自
己最清楚了。真正的答案，我们问心无愧的答案还要自己去
书写。

是否记得曾经听说过一道十分经典的问题“是先有鸡还是先
有蛋呢?”这道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困扰可人类几百年，
很明显这个问题没有答案。鸡和蛋的产生绝不可能有先后，
又不可能同时发生，因为他们是相互之间存在某种关系的。
也许，利用考古学知识可以解决这一类问题，但我觉得还是
留着别解决的好。一旦有了答案，人们就又失去了想象力，
又成为了一种思维定势，又缺少了对这类问题的探求。其实
答案就在你心里。在追求的过程中，其实也就等于在追求自
己内心深处的一种美。

答案只有是自己想的，自己写的才有意义。别人的`，即使抄
来了，也不会成为自己的。有几个考试作弊的人能有成就?有
几个小偷成为了富翁?有几个剽窃他人文章的人能成为作家?
曾有一位富翁被偷窃后坦然地说：“他偷的只是我的财富，
而偷不走我致富的方法。”果真，不久之后，富翁又拥有了
财富。那人生呢?在我们漫漫人生路上，只有自己一个人答卷，
别人的答案抄来了就真的适合自己吗?再说，别人的答案也是
抄不来的。我们的人生答案，最终还是要靠自己书写。

答案是可以经过别人帮助的，但书写者仍是自己。考试的答
案，有老师帮你批改，告诉你为什么错了;你要沏茶，会有大
师告诉你该放多少茶叶，该放多少水，怎么泡最好，你仍会
泡出好茶;你失去了好朋友，会有心理医生告诉你如何走出情
感的低谷。我们的生活中有无数人在你困难时告诉你，该做
什么，怎么得到最好的答案，那人生呢?会有人告诉你怎么做
不会错，到底该做什么，可真正轮到自己的时候，仍是茫然，



人生没有一定的标准，自然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所有的选
择都是自己做的，我们的人生答案，终究还是要由自己书写。

是否记得还有很多像这种进退两难的问题，比如我曾经听到
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位老学者，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学富五车，博古通今。但有一位年轻人不信，他非得要去考
验考验他。于是，有一天他捉了一只鸟过去，把手背在身后，
问那个学者鸟是死的还是活的?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因
为学者说鸟是活的，年轻人就会把鸟捏死;相反，学者说鸟是
死的，年轻人就会把鸟放了。学者并没有投降，他对年轻人
说了句“答案就在你心里!”一针见血，识破了他的阴谋。却
是，问题的答案就在每个人心里。一个问题之所以吸引人，
原因就在于它可以引起人们共同的思考，激发人们的想象力。
寻找答案，是人们解决问题必须经历的一部分。

答案，不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定式，不是一个标准。它是多变
的，是没有单一性的，是吸引人们探索的工具，是激发人们
研究的动力。很多人都认为探索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最
终的答案，可我觉得并不是这样，过程更重要。答案就在自
己心里。当你得到一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时，你也同时得到了
心灵上的享受。答案在本质上的意义是：探索追求问题的结
果。

那我们选择到底对不对呢?想必老师也无法告诉我们吧。贝多
芬选择了研究音乐，华罗庚选择了研究数学，迈克尔杰克逊
选择了唱歌……他们因他们人生答案而成功。如果贝多芬去
唱歌，迈克尔杰克逊研究数学，华罗庚研究音乐，他们会成
功吗?他们的人生答案正确吗?我们不知道，也无法知道。人
生的选择正确与否，也只有时间和我们自己知道了。

漫漫人生路，谁不错几步?无论是别人的，自己的，有人帮助
过的，我们的人生答卷需要我们自己去书写，这样的答案才
是问心无愧的，有意义的，真正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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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读后感篇四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
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
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
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赏析】

这首诗可分为四节。第一段中共有五句，句句押韵，“号”、
“茅”、“郊”、“梢”、“坳”五个开口呼的平声韵脚传
来阵阵风声。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起势迅猛。“风怒



号”三字，音响宏大，犹如秋风咆哮。一个“怒”字，把秋
风拟人化，从而使下一句不仅富有动作性，而且富有浓烈的
感情色彩——诗人好不容易盖了这座茅屋，刚刚定居下来，
秋风却怒吼而来，卷起层层茅草，使得诗人焦急万分。

“茅飞渡江洒江郊”的“飞”字紧承上句的“卷”
字，“卷”起的茅草没有落在屋旁，却随风“飞”
走，“飞”过江去，然后分散地、雨点似地“洒”在“江
郊”：“高者挂罥长林梢”，很难弄下来;“下者飘转沉塘
坳”，也很难收回
来。“卷”、“飞”、“渡”、“洒”、“挂罥”、“飘
转”，一个接一个的动态不仅组成一幅幅鲜明的图画，而且
紧紧地牵动诗人的视线，拨动诗人的心弦。

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抽象地抒情达意，而是寓情意
于客观描写之中。这几句诗所表现的场景是：一个衣衫单薄、
破旧的干瘦老人拄着拐杖，立在屋外，眼巴巴地望着怒吼的
秋风把他屋上的茅草一层又一层地卷了起来，吹过江去，稀
里哗啦地洒在江郊的各处。他对大风破屋的焦灼和怨愤之情，
不能不激起读者心灵上的共鸣。

第二段中共有五句，这是前一节的发展，也是对前一节的补
充。

前节写“洒江郊”的茅草无法收回，除此以外，还有落在平
地上可以收回的茅草，但却被“南村群童”抱跑了。“欺我
老无力”五字宜着眼，如果诗人不是“老无力”，而是年当
壮健有气力，自然不会受这样的欺侮。“忍能对面为盗贼”，
意思是，群童竟然忍心在他的眼前做盗贼。但其实，这不过
是表现了诗人因“老无力”而受欺侮的愤懑心情而已，决不
是真的给“群童”加上“盗贼”的罪名，要告到官府里去办
罪。所以，“唇焦口燥呼不得”，也就无可奈何了。用诗人
杜甫的《又呈吴郎》一诗中的话说，这正是“不为困穷宁有
此”，诗人如果不是十分困穷，就不会对大风刮走茅草那么



心急如焚;“群童”如果不是因为他十分困穷，也不会冒着狂
风抱走那些并不值钱的茅草。这一切，都是结尾的伏
线。“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博大胸襟
和崇高愿望，正是从“四海困穷”的现实基础上产生出来的.。

“归来倚杖自叹息”总收一、二两节。诗人大约是一听到北
风狂叫，就担心盖得不够结实的茅屋发生危险，因而就拄杖
出门，直到风吹屋破，茅草无法收回，这才无可奈何地走回
家中。“倚杖”，当然又与“老无力”照应。“自叹息”中的
“自”字，下得很沉痛，诗人如此不幸的遭遇只有他自己在
叹息，未引起别人的同情和帮助，则世风的淡薄，就意在言
外了，因而他“叹息”的内容，也就十分深广。当他自己风
吹屋破，无处安身，得不到别人的同情和帮助的时候，分明
联想到类似处境的无数穷人。

作者叹息的内容：1.自己的苦2.周围人的苦3.战乱给人们带
来的痛苦

第三段共八句，写屋破又遭连夜雨的苦况。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两句，用饱蘸浓墨的
大笔渲染出暗淡愁惨的氛围，从而烘托出诗人暗淡愁惨的心
境，而密集的雨点即将从漠漠的秋空洒向地面，已在预料之
中。

“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两句，没有穷困生活
体验的作者是写不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是写布被又
旧又破，而是为下文写屋破漏雨蓄势。成都的八月，天气并不
“冷”，正由于“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所
以才感到冷。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两句，一纵一收。一
纵，从眼前的处境扩展到安史之乱以来的种种痛苦经历，从
风雨飘摇中的茅屋扩展到战乱频繁、残破不堪的国家;一收，



又回到“长夜沾湿”的现实。忧国忧民，加上“长夜沾湿”，
诗人自然不能入睡。“长夜”是作者由于自己屋漏因而更觉
夜长，还因自己和国家都在风雨飘摇中挣扎而觉得夜
长。“何由彻”和前面的“未断绝”照应，表现了诗人既盼
雨停，又盼天亮的迫切心情。而这种心情，又是屋破漏雨、
布衾似铁的艰苦处境激发出来的。于是诗人由个人的艰苦处
境联想到其他人的类似处境，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过渡到
全诗的结尾。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
山”，前后用七字句，中间用九字句，句句蝉联而下，而表
现阔大境界和愉快情感的词如“广厦”、“千万间”、“大
庇”、“天下”、“欢颜”、“安如山”等等，又声音洪亮，
从而构成了铿锵有力的节奏和奔腾前进的气势，恰切地表现
了诗人从“床头屋漏无干处”、“长夜沾湿何由彻”的痛苦
生活体验中迸发出来的奔放的激情和火热的希望。这种感情，
咏歌不足以表达，所以诗人发出了由衷的感叹：“呜呼!何时
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抒发作者忧国忧民
的情感，表现了作者推己及人、舍己为人的高尚风格，诗人
的博大胸襟和崇高理想，至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此诗作者抒发的情怀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抒发的情怀基本一致。也表达了
作者关心民间疾苦，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俄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曾说：“任何一个诗人也不能
由于他自己和靠描写他自己而显得伟大，不论是描写他本身
的痛苦，或者描写他本身的幸福。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
是因为他们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
土壤里，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杜甫
在这首诗里描写了他本身的痛苦，但他不是孤立地、单纯地
描写他本身的痛苦，而是通过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来表现“天
下寒士”的痛苦，来表现社会的苦难、时代的苦难。他也不
是仅仅因为自身的不幸遭遇而哀叹、而失眠、而大声疾呼，



在狂风猛雨无情袭击的秋夜，诗人脑海里翻腾的不仅是“吾
庐独破”，而且是“天下寒士”的茅屋俱破。杜甫这种炽热
的忧国忧民的情感和迫切要求变革黑暗现实的崇高理想，千
百年来一直激动读者的心灵，并发生过积极的作用。

这首诗描绘秋夜屋漏、风雨交加的情景，真实的记录了草堂
生活的一个片段。末段忽生异境，以切身的体验，推己及人，
进一步把自己的困苦丢在一边，设想大庇天下寒士的万间广
厦。这种非现实的幻想建立在诗人许身社稷，饥溺为怀的思
想基础上;而博大胸怀之表现，则使作品放射出积极的浪漫主
义光辉。全诗语言极其质朴而意象峥嵘，略无经营而波澜叠
出，盖以流自肺腑，故能扣人心弦。

秋风读后感篇五

上元二年(761)的春天，杜甫求亲告友，在成都浣花溪边盖起
了一座茅屋，总算有了一个栖身之所。不料到了八月，大风
破屋，大雨又接踵而至。诗人长夜难眠，感慨万千，写下了
这篇脍炙人口的诗篇。诗写的是自己的数间茅屋，表现的却
是忧国忧民的情感。

这首诗可分为四节。第一节五句，句句押
韵，“号”、“茅”、“郊”、“梢”、“坳”五个开口呼
的平声韵脚传来阵阵风声。“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
重茅。”起势迅猛。“风怒号”三字，音响宏大，读之如闻
秋风咆哮。一个“怒”字，把秋风拟人化，从而使下一句不
仅富有动作性，面且富有浓烈的感情色彩。诗人好容易盖了
这座茅屋，刚刚定居下来，秋风却故意同他作对似的，怒吼
而来，卷起层层茅草，怎能不使诗人万分焦急?“茅飞渡江洒
江郊”的“飞”字紧承上句的“卷”字，“卷”起的茅草没
有落在屋旁，却随风“飞”走，“飞”过江去，然后分散地、
雨点似地“洒”在“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很难弄
下来;“下者飘转沉塘坳”，也很难收回来。“卷”、“飞”、
“渡”、“洒”、“挂罥”、“飘转”，一个接一个的动态



不仅组成一幅幅鲜明的图画，而且紧紧地牵动诗人的视线，
拨动诗人的心弦。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抽象地抒情
达意，而是寓情意于客观描写之中。我们读这几句诗，分明
看见一个衣衫单薄、破旧的干瘦老人拄着拐杖，立在屋外，
眼巴巴地望着怒吼的秋风把他屋上的茅草一层又一层地卷了
起来，吹过江法，稀里哗啦地洒在江郊的各处;而他对大风破
屋的焦灼和怨愤之情，也不能不激起我们心灵上的共鸣。

第二节五句。这是前一节的发展，也是对前一节的补充。前
节写“洒江郊”的茅草无法收回。是不是还有落在平地上可
以收回的呢?有的，然而却被“南村群童”抱跑了!“欺我老
无力”五字宜着眼。如果诗人不是“老无力”，而是年当壮
健有气力，自然不会受这样的欺侮。“忍能对面为盗贼”，
意谓竟然忍心在我的眼前做盗贼!这不过是表现了诗人因“老
无力”而受欺侮的愤懑心情而已，决不是真的给“群童”加上
“盗贼”的罪名，要告到官府里去办罪。所以，“唇焦口燥
呼不得”，也就无可奈何了。用诗人《又呈吴郎》一诗中的
话说，这正是“不为困穷宁有此”!诗人如果不是十分困穷，
就不会对大风刮走茅草那么心急如焚;“群童”如果不是十分
困穷，也不会冒着狂风抱那些并不值钱的茅草。这一切，都
是结尾的伏线。“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的崇高愿望，正是从“四海困穷”的现实基础上产生出来的。

“归来倚杖自叹息”总收一、二两节。诗人大约是一听到北
风狂叫，就担心盖得不够结实的茅屋发生危险，因而就拄杖
出门，直到风吹屋破，茅草无法收回，这才无可奈何地走回
家中。“倚杖”，当然又与“老无力”照应。“自叹息”中的
“自”字，下得很沉痛!诗人如此不幸的遭遇只有自己叹息，
未引起别人的同情和帮助，则世风的浇薄，就意在言外了，
因而他“叹息”的内容，也就十分深广!当他自己风吹屋破，
无处安身，得不到别人的同情和帮助的时候，分明联想到类
似处境的无数穷人。

第三节八句，写屋破又遭连夜雨的苦况。“俄顷风定云墨色，



秋天漠漠向昏黑”两句，用饱蘸浓墨的大笔渲染出暗淡愁惨
的氛围，从而烘托出诗人暗淡愁惨的心境，而密集的雨点即
将从漠漠的秋空洒向地面，已在预料之中。“布衾多年冷似
铁，娇儿恶卧踏里裂”两句，没有穷困生活体验的作者是写
不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是写布被又旧又破，而是为
下文写屋破漏雨蓄势。成都的八月，天气并不“冷”，正由于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所以才感到
冷。“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两句，一纵一收。
一纵，从眼前的处境扩展到安史之乱以来的种种痛苦经历，
从风雨飘摇中的茅屋扩展到战乱频仍、残破不堪的国家;一收，
又回到“长夜沾湿”的现实。忧国忧民，加上“长夜沾湿”，
怎能入睡呢?“何由彻”和前面的“未断绝”照应，表现了诗
人既盼雨停，又盼天亮的迫切心情。而这种心情，又是屋破
漏雨、布衾似铁的艰苦处境激发出来的。于是由个人的艰苦
处境联想到其他人的类似处境，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过渡
到全诗的结尾。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
山”，前后用七字句，中间用九字句，句句蝉联而下，而表
现阔大境界和愉快情感的词儿如“广厦”、“千万
间”、“大庇”、“天下”、“欢颜”、“安如山”等等，
又声音宏亮，从而构成了铿锵有力的`节奏和奔腾前进的气势，
恰切地表现了诗人从“床头屋漏无干处”、“长夜沾湿何由
彻”的痛苦生活体验中迸发出来的奔放的激情和火热的希望。
这种奔放的激情和火热的希望，咏歌之不足，故嗟叹
之，“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诗人的博大胸襟和崇高理想，至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别林斯基曾说：“任何一个诗人也不能由于他自己和靠描写
他自己而显得伟大，不论是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或者描写他
本身的幸福。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的痛苦
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他是
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杜甫在这首诗里描写了
他本身的痛苦，但当我们读完最后一节的时候，就知道他不



是孤立地、单纯地描写他本身的痛苦，而是通过描写他本身
的痛苦来表现“天下寒士”的痛苦，来表现社会的苦难、时
代的苦难。如果说读到“归来倚杖自叹息”的时候对他“叹
息”的内容还理解不深的话，那么读到“呜呼!何时眼前突兀
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总该看出他并不是仅仅因
为自身的不幸遭遇而哀叹、而失眠、而大声疾呼吧!在狂风猛
雨无情袭击的秋夜，诗人脑海里翻腾的不仅是“吾庐独破”，
而且是“天下寒士”的茅屋俱破……。杜甫这种炽热的忧国
忧民的情感和迫切要求变革黑暗现实的崇高理想，千百年来
一直激动读者的心灵，并发生过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