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苏东坡演讲稿高级(精选8篇)
演讲，首先要了解听众，注意听众的组成，了解他们的性格、
年龄、受教育程度、出生地，分析他们的观点、态度、希望
和要求。掌握这些以后，就可以决定采取什么方式来吸引听
众，说服听众，取得好的效果。演讲的直观性使其与听众直
接交流，极易感染和打动听众。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
演讲稿模板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

苏东坡演讲稿高级篇一

一代国学大师林语堂写苏东坡传，他说没有特别的理由，只
是以此为乐。我在图书馆遇到这本书时，出于对苏东坡的敬
佩与喜爱，拿来看看，再看是林语堂先生所著，更是来了兴
趣，这大概又是精神盛宴。

林先生讲：苏东坡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
家，是黎明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伟
大的书法家，是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坚持己见者......看
到这些描述，大家或许和我一样，想要再一次去了解这位多
才多艺，品性正直，深得大家所喜爱的大诗人。

本书共二十八章，从苏东坡的童年写到终了。读林先生的作
品让你真正的理解什么叫：行云流水、妙笔生花、酣畅淋漓，
阅读的过程真是一种享受。

不过读这本书，并不顺利，文中摘录了一些诗词，遇到诗词，
不得不停下来想去弄明白诗词的含义，所以目前还没有读完
一整本。

苏东坡的一生很曲折，也可以说很精彩。在他的一生中，有
三任妻子，我最喜欢他与王弗的感情，只是他们在一起的时



间太短暂，王弗身故后在苏东坡的诗词中，能感受到苏东坡
对王弗的思念以及深厚的情感。

除了夫妻之情，苏东坡与兄弟子由的感情也让我特别羡慕和
喜欢，两人不只是兄弟，还是良师益友，如果有两个宝宝，
培养出他们那样的感情，也无憾了。

书中还有一些育儿方法，比如：东坡小时候努力苦读经典名
著，抄写背诵；父母与孩子，晚辈高声朗读，老辈倚床而听，
帮小朋友纠正错误等，很多美好的小细节，都值得细细品味。

一本传记，有政治，有情感，有生活，有欢喜，有苦
闷......阅读的同时心情也随着文字此起彼伏，合上书，回
味无穷。

苏东坡演讲稿高级篇二

书扉页记有一九九三年购于海南，距今二十载。当时读过一
遍，看圈占处不同笔迹，之后仍翻阅过。林氏的主观色彩显
而易见，叙述典雅，议论纷呈。他说，想写就是理由。一九
三六年，他携家居美，所带资料有限，况且当时尚无互联网
之便，为苏轼作传，实在不易。

之前陆续读完林氏《武则天正传》，作者写女皇的杀人无数
印象深刻，立场有偏颇的一面。在苏传中，尽管也有对王安
石的抨击，似相对客气。

林氏不拘一般传记格式，兼有多种叙写形式笔法，语调轻松，
机智幽默，好读。正如书中所说，书架上列着一位有魅力、
有创意、有正义感、旷达任性、独具卓见的人士所写的作品，
真是灵魂的一大补剂。

书中说，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
他一生嬉游歌唱，自得其乐，悲哀和不幸降临，他总是微笑



接受。

苏东坡有句名言：“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
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难怪他快快活活，无忧无
惧，象旋风般活过一辈子。至少他自己欣赏生命的每一时刻。

书中说，他第二次遭到流放，远走海外的海南小岛，多少有
点认命的意味，心灵倒分外平静。他的人道精神由于遭受许
多困难而更加醇美，却没有变酸。他至少能维护他的灵魂，
为此付出代价。

苏氏最初和最终的.乐趣都是写作。临终前他写了最后一首诗，
长老一直和他谈现世和来世，建议他念佛经。苏氏笑笑。他
读过不少佛教和尚的生平，知道他们最后都死了。

此前，苏东坡写信给一位长老，其中说：“然生死亦细故尔，
无足道者。”

苏东坡演讲稿高级篇三

他用豁达凝练成笔上飘洒的旋律;

他用痛楚压抑成意识奔涌的篇章;

人如其文，苏轼是一杯清茶，他将伴我一生。苦涩中遮不住
的淡香溢出翠玉般的碧壶，沁满心田，是“但愿人长久，千
里共婵娟”的祝愿，也是“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
冈”的哀思。这种苦涩的思念被寄予给一杯清茶，被寄托给
一轮明月。淡的相思，浅浅的哀愁无需言语，沉郁便是所有。

苏轼是一江碧水，他将伴我一生。掩饰不住内心的寂寥，倾
诉不尽“高处不胜寒”的苍凉。是“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
沙洲冷”的孤寂。在鬓发几百之际，故人不在，源于内心的
寂寥。埋葬，便是所有。



苏轼在他用文字编织的梦幻中遨游，在他用诗堆积的象牙塔
中放纵。“浮游天地间”“放浪形骸外”是他全部思念的凝
结点，是里程牌，是伴我一生的人生格言。

回首苏轼，我无语。因为我正在用心和他作超然物外的风流。
阅读苏轼，品位苏轼，我终于明白，一切痛苦只是过眼云烟，
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如茶，伴我一生让我平淡;

苏轼如水，伴我一生让我宁静。

苏轼：我心中的永恒!

苏东坡传读书笔记(二)：600字

苏东坡演讲稿高级篇四

如果说有谁最与百姓为友，谁的诗最朴实，谁最生性爱开玩
笑，谁是最仁慈的官员，那便是苏东坡了。苏东坡亦名苏轼，
一生可谓坎坷，青年时中进士，后又因王安石而谪居黄州，
元祐年间因太后摄政，步步进升，是朝庭的翰林学士，后又
因反对派掌政，一贬再贬直至海南儋州谪居，穷苦之至，太
后再次摄政，用她独具慧眼发现了苏东坡的才华，在徽宗年
间，调升至常州，因已垂垂老已逝世在途中。

整部书，记载的是一个诗人，画家，以及老百姓之挚友的事
迹。其中我能读出他的品性。他思想透彻，善于思考，但有
时候又口不择言，心直口快。这不禁令我不解，这似乎，是
矛盾，然而这矛盾，却又塑造了这么个伟人。或许，矛盾就
是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吧。



我佩服苏东坡，在玄学上，他是个佛教徒，他知道生命的真
谛，但他却不接受人生是重担，是苦难的说法。他用印度教
的思想学习玄学，但气质上确是地道的中国人。从第一次读
苏东坡的诗词开始，我便被这个谜一样的大文豪给吸引了。
他将至情融化为笔端流畅的华彩；他用豁达凝练成笔上洒脱
的旋律；他将痛楚压抑成意识奔涌的篇章。总之，他的作品
里总是饱含着情思，总是充溢着豁达，总是蕴藏着深沉。自
此我便对这位乐天派大诗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查阅了一些
他的资料，找来了一些他的作品阅读，尽管有些我不明白，
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喜爱。

林语堂先生说：“我理解苏东坡，是因为我喜爱他的缘
故。”我想，这也是我选读苏东坡传的原因吧。从小，就一
直听着他的名字长大，不断的幻想他是什么模样，缺又不断
更新他的模样。我喜爱苏东坡，是因为他有着豁达乐观的胸
襟和积极处世的态度。苏东坡异常坎坷的一生，也是豁达乐
观的一生，纵然经历“乌台诗案”，宦海沉浮，然直面挫折，
化解痛苦。在苏东坡的一生中，似乎没有什么是可以真正使
他止步不前，有所畏惧的，他不忮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
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何后果，与自己
有何利害，则一概置之度外。如此积极乐观之人，难怪林语
堂会如此评价他：“他的一生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
临，一笑置之。”正是因为苏东坡人格中那种豁达乐观的一
面，他的诗词才会如此奔放灵动，豪迈不羁。他那种身处逆
境却始终保持“成固欣然，败亦可喜”的超然态度，像他的
诗词文章一样千载有余情！经万古流不尽！

我赞美苏东坡，是因为他有着至情至性的品格。苏东坡一生
交友无数，知己遍天下。兄弟对他情深厚重，妻子对他关爱
有加。他对亲人、朋友更是有着深厚的情义。我赞美苏东坡，
是因为他有着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仅在美食方面，就有轶事、
传说数桩。苏东坡爱好游山玩水，吟诗作文，还常饮酒作乐，
生活十分惬意！



诚如林语堂所言：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
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心灵的喜悦，是他思想的快乐，这才
是万古不朽的。苏东坡的一切精神和思想，都将如同他的诗
词一样永垂千古！

诚如林语堂先生所说：“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
忆。但他留给我们的，是他心灵的喜悦，是他思想的快乐，
这才是万古不朽的。苏东坡的浩然之气，也将如他的诗词一
样永留千古！”。

苏东坡演讲稿高级篇五

读着这本语言清秀的书，文字进入脑海，带进心门的却是苏
东坡向我翩翩走来。

正如作者笔下的他，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我欣赏这样的
他，乐观豁达，而在他的诗词中也不难看出这一点。“谁道
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这诗中没有把流水比拟成
时光一去不复返，而是让我们体会到不抱怨，不哀愁；相信
珍惜眼前便是永恒的的价值观。

而令我更对你有更深一层认识的是你的柔情，“十年生死两
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这是你对爱情的执着与坚贞吧！
你有着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身份，同时带给我不同的感觉。
而我最喜欢的是你的爱国热情与面对逆境更加自强的意志！
而这些特质恰从你的诗词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你那句“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为何让我感
到一丝忧愁，你是想到了周瑜的伟业了吗，还是担心当时的
国家？你那句，“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与“会挽雕弓
如满玉，西北望，射天狼。”让我察觉你的爱国热情与想要
报国的衷心。

你的善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你的淡



然――“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去任平生。”你的
豪放――“大江东去，浪淘尽。”都让我看到一个真实的你，
独一无二的你。因为你那与众不同的率真天性已深深烙印在
无数人心灵深处。在艺术历史茫茫的进程中，你的丰碑镌刻
着你追寻的目标。这些亦是我所喜之处。

苏东坡演讲稿高级篇六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如此潇洒豪迈的
词句，是出自大文豪，北宋中期文坛领袖诗人苏东坡的笔下。
可我一直对苏东坡知之甚少，直到读了林语堂写的《苏东坡
传》这本书，才更多的了解这位伟大的诗人。

苏东坡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在诗
词散文，书法，绘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可是我最敬
佩最欣赏的一点却是他的积极乐观的性格。面对生活中的困
难与挫折，他表现出了乐观豁达的态度与积极向上的精神。

苏东坡有一身浩然之气，王安石变法出现了种种弊端，苏东
坡写了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充分展现了苏东坡的政治哲学，
也表现出他个人的气度风格与机智。苏东坡反对变法失败被
贬至杭州，他并没有怨天尤人或者抱怨命运的不公，而是以
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一次又一次的贬官。

苏东坡的一生是坎坷不平的，但他始终以乐观积极的心态面
对这一切，明明被贬官了，可是苏东坡却是始终保持乐观向
上的心态，像他的诗词一样大气磅礴。细读苏东坡的“大江
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和“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
抹总相宜”，还有“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竹
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些诗句，都是
苏东坡乐观态度的体现。

比如被贬官到惠州，惠州在当时是片荒凉的地带，可是他却
不觉得悲哀，反而乐在其中，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



辞长作岭南人”的千古名句。他随遇而安，修建苏堤，研制
中药，救助百姓，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虽然并被贬，但
是心怀坦荡，从不怨天尤人的态度，真是令我十分敬佩。

看《苏东坡传》给我带来最大的启示与感悟就是遇到困难，
我们要向苏东坡那样，以积极乐观向上的态度去面对，只要
不断努力，相信总会战胜困难，迎来光明！

苏东坡演讲稿高级篇七

老师说，苏东坡这个人，既有作为道者的“因缘而适，随遇
而安”，又有作为儒者的“人生短暂，生命渺小”。我喜欢
苏东坡的乐观精神，笑对人生，一切都会过去。后来，在老
师的介绍下看了余秋雨写的《苏东坡突围》。终于明白，这
让人惊叹的笑对磨难的乐观，就是磨难一手培养而成的。我
不禁在心里，把磨难比成了一柄雕玉刀。

不得不说余秋雨先生果然是一代散文家。苏东坡被贬黄州前
的经历在他的笔下一点点展现。关于苏东坡，我惭愧地表示
我只知道他那光鲜亮丽的外表，并不知道他背后的艰辛。在
余秋雨的笔下，苏东坡的形象在我面前一点点地开始展现，
然后色彩一点点地开始显现，轮廓一点点地开始鲜明，他人
生最为艰苦的一段，通过余秋雨先生的笔，在我面前，如同
展开的一幅画。

正所谓“玉不琢不成器”。举世闻名的人往往有着你难以想
象的过去。很多时候，不是不知道，只是人们都望着他们的
外表艳丽的光华，而忽略了他们背后所经历的故事罢了。我
倒是要感谢余秋雨先生了，他把苏东坡的磨难呈现在我面前，
如要把这比成一道菜肴，品一品，自然是苦的。

苏东坡的才华横溢，锋芒毕露。这个超时代的文化名人，竟
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小人们因妒忌而排拒他、糟



践他、毁坏他，最后终于让他被送入狱牢，命悬一线。而把
他送到到这离死亡就差一步的路上的，不是别的，是诗句，
是诗句把他推上了死路。所幸还有一些人懂得他的价值，在
皇帝面前数次求情，终于，他得以释放，被贬黄州。他开始
自省，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习惯于淡泊和静定。从而
作出了举世闻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
赋》这些千古杰作。遭遇磨难不仅是痛苦，更是一种磨砺、
一重洗礼。磨难，就像一柄雕玉刀，而苏东坡就是一块玉。
让苏东坡变得坚强，成熟的，正是这柄雕玉刀。风雨过后是
彩虹，他已经熬过了风雨，接下里，属于他的彩虹，那三部
千古杰作，就在这里，在黄州，诞生。他跌宕起伏的人生际
遇，已然变成了他成为伟人的催化剂!促使他完成了一次永载
史册的文化突围!

感谢余秋雨先生的《苏东坡突围》，彩虹背后必曾有过风雨。
苏东坡那乐观的精神，史诗级的作品，终是由挫折这把雕玉
的刀雕成。“玉不琢不成器”感谢那把雕玉刀，造就了中国
史上一代文学奇才。而我们，在生活中，也会时不时被自己
的雕玉刀雕刻，请不要因为疼痛而放弃，因为，属于你的明
天，马上就要到来!

这篇是一篇用词准确，表述清楚的文章。

苏东坡演讲稿高级篇八

《苏东坡传》这本书我才只读了一遍，便对苏东坡这位大文
豪有了足够的认识。书中提到过许多地名，多得数不清，这
也正提示了我们苏东坡一生漂泊。

时势造英雄，苏东坡之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学史谈论上经久不
衰，多半是因当时所处的环境，造就他颇高的思想道德素质。
正因为苏轼的思想超乎常人，才使他的作品犹如一颗璀璨的
星在人群中脱颖而出。



以文才学术论，他远超过其他文人学士之上，他自然无须心
怀忌妒，自己既然伟大非他人可及，自然对人温和友善，对
自己亦无损害，他是纯然一副淳朴自然相，故无需乎尊贵的
虚饰。在为官职所羁绊时，他自称局促如辕下之驹。处此乱
世，他犹如政坛风暴中之海燕，是庸妄官僚的仇敌，是保民
抗暴的勇士。虽然历朝天子都对他怀有敬慕之心，而历朝皇
后都是他的真挚友人，苏东坡竟屡遭贬降，曾受逮捕，忍辱
苟活。

拿林语堂做结时的话说：“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
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
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