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后感参考(模板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
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
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

读后感参考篇一

前些日子，读了汪曾褀的短篇小说《鉴赏家》，顿时被叶三
这位独特的“鉴赏家”的形象吸引了：他热爱生活，走乡串
户卖水果三十多年，留意人间幽微、草木细情；他品行高尚，
卖水果得四时之先，果大新鲜，童叟无欺；他喜爱艺术，始
终怀有一颗赤子之心，对美的追求纯粹率真……从叶三身上
我深刻体会到，对美的纯粹深沉、不涉功利的爱，才是一个
真正的鉴赏家的本质所在。

细读《鉴赏家》，小说塑造了两个鲜活人物：四爷季陶民和
果贩叶三。季陶民在当时已是久负盛名的画家，住在大红门
里，他为人旷达超脱、忘情于丹青，而叶三位居社会底层，
热爱生活，以贩卖水果为生。社会地位悬殊的二人没有雅俗
之别，只因画家季陶民作画时喜欢喝酒，喝酒时只用果子做
下酒菜结识。在相处中，两人意趣相投、惺惺相惜，季陶民
欣赏叶三对美纯粹率真的鉴赏，欣赏叶三出自肺腑的不阿谀
谄媚，视他为“真懂画的人”，总对他另眼相看；叶三更是
欣赏四爷的画，四爷画得不满意团掉的，他都捡起收集起来，
四爷死后画价大增，很多慕名前来买画的人，但叶三一幅也
不卖、多少钱都不卖，而是自己死后与四爷的画一起装进棺
材同埋葬。

其实，刚读完这个故事，感动我的是四爷与叶三这两个不
同“生活圈”的人，却像伯牙与子期一样有着共同的喜好，



并再次传颂了一段高山流水觅知音的传奇，但随着再次深读
故事，最吸引我的还是人物叶三，这位能凭借内心本真表达
对喜爱艺术执著的“鉴赏家”。

古往今来，人们对于美的鉴赏和追求，无国度、贵贱、年龄
之分，美好的艺术如同一座座无形的桥梁和纽带，能让惺惺
相惜的心灵彼此通融。如我国的国粹京剧、武术、书法、中
医、围棋等已经都誉满中外；丝绸之路将我国的瓷器、丝绸、
茶叶、农耕等文明产物外输传承。当然，这些被国外人普遍
接受发扬的艺术若无自身魅力，无民众基础，无艺术的民族
性、民间性，也不会被广为流传，更不会被国外人士称赞不
绝。

鉴赏家，顾名思义是对文物、艺术品等的鉴定和欣赏的专家。
那么作为鉴赏家就要求必须具有鉴定和欣赏两个关键环节，
懂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如今，纵观我们身边的一些自诩
鉴赏水平高的青少年，以走不寻常路线为傲，穿破洞衣服、
戴夸张饰品、无厘头纹身全身皆是、暴力色情的动漫无所不
知、嘴里还不停哼哈一些不入流的美……这仅仅是人云亦云
的随波逐流，是没用真心来感受艺术的伪鉴赏，甚至是对美
的歪曲诠释。而叶三，虽然是个卖水果的小贩，但是他对美
的鉴赏，却是发自本心的热爱，值得年轻人尊重和学习。

在这纷杂的社会中，让我们和叶三一样，用本真的眼睛和心
灵去欣赏和发现美，做一名真正的鉴赏者！

读后感参考篇二

《鉴赏家》一文被选人苏教版选修教材《短篇小说选读》之
中，位于“一个完整的世界”这一模块。汪曾祺在《鉴赏家》
中塑造了一个懂得鉴赏的果贩叶三的形象。《现代汉语词典》
中对“鉴赏”一词的解释是“鉴定和欣赏(艺术品、文物
等)”。一位卖水果的能成为“全县第一个鉴赏家”真是匪夷
所思的事情。但是作者在文章的前面花了不少笔墨来铺设这



件事情的合理性。

叶三是个生意人。“他这个卖果子的和别的卖果子的不一样。
”叶三的不同在于他懂得“得天时”，得四时之先。“立春
前后，卖青萝卜”“端午前后，卖枇杷”“夏天卖瓜”“七
八月卖河鲜”“重阳近了，卖梨”……别人还没有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卖了;别人卖的时候，他开始琢磨其他果子了;不
少深居简出的人可以从他卖的果子知道时令。叶三的特别还
在于他知道“守地利”。他在卖果子这门行当可是下了一番
功夫。“他喜欢到处跑”“出去买果子比他卖果子的时间要
多得多”。河北河间府、山东莱阳、福建福州，山南海北的
各地名产，都成了他的“囊中之物”。另外，叶三卖果子
会“讲人和”。收果子时，“和园主打了多年交道，熟得像
是亲家一样了”;卖果子时，“这些人家他走得很熟，看门的
和狗都认识他”。由此可见，掌握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叶
三在果贩中可谓独树一帜，在卖果子的行当中显得游刃有余。
而长期在外收果子并与人打交道的经历使得他开阔了眼界，
增长了见识，丰富了阅历。这也是他能够成为一位鉴赏家的
坚实基础。

叶三卖的果子品种很多。叶三卖的果子涵盖了白杏、蜜桃、
樱桃、金橘……真是应有尽有。叶三卖的果子品相好。“他
卖的果子不用挑，个个都是好的”“他的果子全都从他手里
过过，有疤的、有虫眼的、挤筐、破皮、变色、过小的全都
剔下来，贱价卖给别的果贩”。叶三卖的果子品质好。他的
果子很香，很甜，“都是原装”，都是“树熟”。叶三的品
位还体现在他卖的佛手、香橼等水果具有久远、深厚的文化
内涵和历史底蕴，历代文人将金佛手人诗人画，表达福寿、
吉祥、丰收喜悦之意。“人家买去，配架装盘，书斋清供，
闻香观赏。”叶三卖果子卖出了清幽，卖出了典雅，卖出了
文化气息，确实与人不同。

叶三在与主顾接触时，卖水果从不说价，不势利。叶三在与
季匋民的交往中，评画能切中要害，不谄媚。叶三的真性情



还表现在对两个儿子劝他放弃果子营生的建议毅然回绝，对
知己季匋民的画至死不售。叶三不慕名不图利，爱画以真，
待人以诚。他的真诚、坦率也得到了大画家季匋民的认可和
赏识。

叶三在果子鉴赏上的能力显然是毋庸置疑的。丰厚的阅历让
他能识真伪，辨优劣;较高的品位让他能提眼界，增内涵;率
真的性情让他能直言，有信念。叶三的鉴赏能力是在对生活
中的美的辨析与体悟中形成的。这就能顺其自然地让故事的
中心由叶三赏果迁移到叶三赏画上了。

汪曾祺在写叶三赏画上写得既有序也有趣。先总写叶三是懂
画，能够发自肺腑地欣赏画作。他一去就是半天，在旁出神
地看，连大气都不出。“凡是叶三吸气、惊呼的地方，也正
是季匋民的得意之笔。”然后分两层，第一层写“鉴”，鉴
别。叶三因为在季匀民处看过不少李复堂的画，所以能辨识
真伪，能用花花绿绿的“苏州片”换来李复堂的真品。第二
层写“赏”，欣赏。文中写了叶三欣赏季匋民画作的三个场
景。第一次赏的是“意”，叶三从季匐民画作“紫藤花乱”
中赏出风意。第二处赏的是“趣”，季匐民画的老鼠上灯台
被叶三读出顽皮的情趣。第三处赏的是“识”，季匋民误将
白荷花莲蓬画得大，莲子画得饱满。生活经验丰富的叶三一
下子就看出来了不对，不合生活常识。

那么，汪曾祺为什么要塑造叶三这样一个形象呢?其价值意义
何在?笔者认为，汪曾祺肯定叶三之处，首先在于表现了叶三
的一份孤独。在收果子和卖果子的人生路上，叶三倔强而寂
寞地独行。两个儿子出息了，能体谅他的艰辛，希望他不要
再收果子，却不能真正地理解他。唯有季匀民欣赏他，懂他。
可是，季匋民本身却也是一个疏于与人交游，只顾闷头作画
的人。一个爱作画，一个爱赏画，两个孤独的人惺惺相惜起
来。这也就有了后来叶三收果子只为季匐民，叶三不售季匀
民的画作并在死后将其带人棺材的情节出现。叶三的另一处
熠熠闪光的地方是他安静。周国平说过：“人生最好的境界



是丰富的安静。”叶三卖果子，爱画。他在这样的生活中找
到了安静的位置。面对日本人的高价收购，他只说两个
字“不卖”。叶三用这样的方式摆脱了外界虚名浮利的束缚，
得以安心平静地自处。这不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如何在世间
远离喧闹的方式吗?汪曾祺用温婉的方式告诉我们，可以
有“叶三”这样一种人，有像“叶三”一样的生活方式。另
外，联系作者1982年之前的生活经历，尤其是**时期的经历，
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已对十年动乱的运动厌倦至极，向往宁静
的、素雅的生活。事实上**后，作者就不再涉足政治，过着
有诗意的文人生活，写作、旅游、画画。于是，叶三带着汪
曾祺的影子就这样出现了。1981年的《七里茶坊》、1985年的
《戴车匠》描写的生活情景与《鉴赏家》中也有相似的地方。

这篇小说在艺术表现方面有着独到之处。

第一，小说以散文化的写作方式呈现。《鉴赏家》一文不像
传统的小说，整个故事以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来串接。
它只是择取了主人公叶三的卖果赏画等生活中一些小的片段，
零零散散地对主人公做了交代和描写。舒缓的笔触还原了原
生态的生活细节，让人不沉迷于故事情节，从而引导读者把
阅读的重心放到人物欣赏中去。作者在塑造作为“鉴赏家”
的叶三时笔力分散。无论是开篇写“叶三卖果”，还是后
来“儿子卖布”，再接着写季匐民的轶事，似乎都与叶
三“鉴赏家”的身份没有什么关联。但浓墨写卖果子是为下
文知画垫笔，写儿子卖布精明能干来衬托叶三的踏实朴素，
而在季匀民处用笔则是与叶三互为映衬。这样的写法确实达
到了“形散神聚”的效果。

第二，采用了“点笔面铺”的方法。文章从一处落笔，铺排
开来。汪曾祺在小说中塑造的“鉴赏家”叶三的形象可谓光
鲜夺目。但是，文中的鉴赏家仅仅是叶三一人而已吗?细细品
读，我们会发现，作者其实是从叶三这里落笔，然后写及他
人。可以这样说，季匐民也是“鉴赏家”，因为他会画画，
也懂画，更识人。叶三的两个儿子是“鉴赏家”，他们能赏



布。文中的日本人，买叶三果子的人都是。

汪曾祺通过《鉴赏家》告诉我们：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
是“鉴赏家”，而我们也都可以成为生活中的“鉴赏家”。

读后感参考篇三

叶三只是一个“卖果子”的小贩，可这个小贩明显地异于同
类，他不“开铺子”，不“摆摊”，也“不挑着担子走街串
巷”，他专门“给大宅门送果子”。也许正因为此，叶三才
有缘结识了画家季匋民。叶三“从心里喜欢”季匋民的画，
年岁大了之后，他只为季匋民一人送果子。这样他就有了机
会，零距离地看季匋民作画。时间长了，对季匋民的画也能
说上一二，由此被季匋民视为知己。季匋民常常送一些画给
叶三，叶三将其视为家珍收藏着。季匋民死后，他的画价格
飙升。有个日本人听说叶三收藏了许多季匋民的画，便远道
而来，试图用重金购画，叶三拒绝了。后来叶三死了，他儿
子遵照他生前的遗嘱，把季匋民的画和叶三都装进了棺材，
埋了。

小说的情节没有什么大的波澜，人物也没有什么大喜大悲。
汪曾祺在《小说的散文化》中曾经谈及他的老师沈从文的小说
《长河》：“它没有大起大落，大开大合，没有强烈的戏剧
性，没有高峰，没有悬念，只是平平静静，慢慢地向前流着，
就像这部小说所写的流水一样。”这样的表述，也完全适合
汪曾祺自己的小说。“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鉴赏
家》所显示出来的正是这样的一种自然纯朴的特质。

可苏教版的“教参”却简单地将小说的主旨概括为“对美的
鉴赏”，这种理解，只是停留在对小说表面意义上，并没有
真正意会到小说深层次的意蕴。它缺乏对小说中“美”的内
涵的挖掘，显得极为空洞。仔细研读小说，就不难发现小说
中所展现出来的美是多彩的、丰富的。



汪曾祺在《谈谈风俗画》一文中说：“我对风俗有兴趣，是
因为我觉得它很美。”他以为风俗“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
的挚爱”，“保留一个民族的常绿的童心，并对这种童心加
以圣化”。他还在《〈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一文中
说：“我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作者对
风俗情有独钟，势必会在他的作品中借助于各种不同的方式
表现出来。

小说《鉴赏家》开篇之后大段的内容，写叶三一年四季卖果
子，从“立春”前后的“摔在地下就裂开了”的青萝卜写起，
到“白得像一团雪”的香白杏、“嘴儿以下有一根红线”
的“一线红”的蜜桃，到“红的像珊瑚，白的像玛瑙”的樱
桃，再到“端午”、“夏天”、“重阳”各个节令的不同果
子，最后是“入冬”后的“碧绿生鲜”的檀香橄榄。作者不
厌其烦，如数家珍，或绘其形或描其色或写其味，将不同时
令的果子展示在读者的面前，铺展开来的是小城风物的长长
画卷，令人流连忘返。

这样的风俗美还表现在小说的一些细节描写上。比如，作者
写叶三到季匋民家送果子，一去就是半天。季匋民作画，叶
三先是“磨墨、漂朱膘、研石青石绿、抻纸”，然后就“站
在旁边很入神地看，专心致志，连大气都不出”。年逾五十
的叶三，之所以如此，除了他内心深处喜欢季匋民的画，对
季匋民十分恭敬之外，还有就是小城崇文的古风熏染了他，
致使他在不自觉中，向季匋民执弟子之礼。再如，季匋民作
画送叶三，时常题款为“画与叶三”，以排行称呼，传承的
也是古代之风。还有，季匋民死后，叶三虽然不再卖果子了，
但是“他四季八节，还四处寻觅鲜果，到季匋民坟上供一
供”;而写日本人到叶三家看画，也是入乡随俗，“要了清水
洗了手，焚了一炷香，还先对画轴拜了三拜，然后才展开”，
这一切无不染上浓浓的世风民俗的气息，让人深深感受到一
种远去的久违的美丽。

风俗是一种积淀，是人生活的一个背景。《鉴赏家》中的人



物生活在这样的风俗中，他们的印记也就烙上了鲜明的地方
色彩。虽然小城人的生活不能称之为富有，但他们按照自己
的生存方式，生活得自在有味。比如叶三，他卖果子的“三
不”方式，他“风里雨里，水路旱路”行走四乡，他与园
主“熟得像是亲家一样”，无不透露出他生活中的自由与惬
意。他能从紫藤的乱花中看出风，他能懂得一只小老鼠的顽
皮，无不显示出他对生活的热爱。唯有生活的美，才倍让人
关注生活的细小之处。即使是在他五十以后，只为季匋民一
个人卖果子时，他也乐此不疲。又如叶三的两个儿子，“都
是学布店的”，老大是“店里的头一把算盘”，老二的量布、
撕布成了“布店的招牌”，他们各自顺着自己的特长发展，
成人、成家。

还有画家季匋民，他不愿与那些假名士高谈阔论，便很少应
酬，即使是实在不得不去的亲戚宴请，“也是到一到，喝半
盏茶就道别”;他画画时，习惯于“画两笔，凑着壶嘴喝一大
口，左手拈一片水果，右手执笔接着画”，率性而为，颇有
晋代士人的风采。小说中有一个情节，写叶三给季匋民送来
一大把莲蓬，季匋民很高兴，便画了一幅墨荷，还有好些莲
蓬。画完之后他兴致勃勃地问叶三，画得怎么样。叶三却说
画得不对，画的看上去是白莲花，可画的莲蓬却很大，莲子
又饱满，墨色也深，这又是红莲花的莲子。季匋民听后连忙
又展开“一张八尺生宣”，画了一幅红莲花，还题了一首诗：
“红花莲子白花藕，果贩叶三是我师。惭愧画家少见识，为
君破例著胭脂。”没有伪饰没有谄媚，更没有心机和盘算，
一切出自肺腑，自自然然。

小说中的人物活得真诚而又实在，而这样的真实闪耀出的
是“美”的光彩。

风土连着人情，生活显出人情。淳朴的风俗与自然的生活也
就弥散出浓浓的人情味儿，这样的人情味儿，让人感受到一
种别样的温暖。



比如，“叶三卖果子从不说价。买果子的人家也总不会亏待
他”。尽管叶三卖的果子“得四时之先”，个个“都很大，
都均匀，很香，很甜，很好看”，但他“从不说价”，写尽
了他为人的厚道;而买家的“总不会亏待他”，则是对叶三的
绝对信任。卖与买之间的背后，是沉沉的真和善。

再如，叶三五十岁了，他的两个儿子便商量着养他，不要他
再走宅门卖果子。叶三“生气了”：“嫌我给你们丢人?两位
大布店的‘先生’有一个卖果子的老爹，不好看?”叶三非但
没有领儿子的这份好意，还恶语相向，可儿子却毫不介
意，“连忙解释”：“不是的.，你老人家岁数大了，老在外
面跑，……做儿子的心里不安。”最终儿子“依了”叶三，
为父亲裱了季匋民送他的画，还按照当地的风俗，“讨个吉
利：添福添寿”，为父亲打了一口寿材。父与子之间的冲突
从起因到结果，传达出的都是厚重而温暖的亲情。后来叶三
死了，儿子遵照他的遗嘱，将季匋民的画装在父亲的棺材里
一起埋了。儿子并没有因为季匋民的画价格飙升而动一丝的
其他念想，他们只是恪守着做儿子的准则行事。父亲生前视
画如命，死后让那画与之相伴，唯有如此才能告慰父亲的在
天之灵。儿子对父亲的情感显示出来的大美可捧可掬。

还有，叶三知道季匋民画画离不开水果，就将“最好的水
果”，“首先给季匋民送去”;叶三知道季匋民最佩服李复堂，
便用“苏州片”与人换了四开的李复堂的册页，给季匋民送
去。而季匋民知道叶三喜欢自己的画，便破了自己“从不当
众作画”的规约，特许叶三在他旁边看着;季匋民知道叶三生
活不易，便“送了叶三很多画”，有时还体己地不题上
款，“你可以拿去卖钱，——有上款不好卖”。叶三自然不
会卖季匋民的画，即使是在日本人重金诱惑面前，也是决然
拒绝，他真正践行了生前对季匋民的诺言：“一张也不卖!”
叶三只是一个果贩，没有什么学识，但他对季匋民画的挚爱，
对友人本真的情，更让人感受到一种纯粹的美。

风俗美、生活美、人情美构成了小说别样的味儿，这味儿散



淡而极富有诗意，给人以一种艺术美的享受。

这种艺术美一方面体现在小说特有的语言上。“除了语言，
小说就不存在”，汪曾祺这一散文化小说的理念，在《鉴赏
家》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写叶三家老二买布：“撕布
不用剪子开口，两手的两个指头夹着，借一点巧劲，嗤——
的一声，布就撕到头了。”人物的动作干净利落，表述的语
言也极为精确，没有一丝的泥水，于平常中显出不平常。再
如，写叶三卖果子之余还卖佛手、香橼，“人家买去，配架
装盘，书斋清供，闻香观赏”，寥寥数语，趣味盎然。

另一方面还体现在小说意味深长的“留白”之处。美国著名
作家海明威就小说的创作提出了冰川理论，冰山的八分之一
露在水面，八分之七是在水下。作家所要做到的就是通过描
写那可见的冰山的八分之一，来反映冰山的全部形貌和特质。
汪曾祺也曾说：“中国画讲究‘留白’，‘计白当黑’。小
说也要‘留白’不能写得太满。”比如小说中描写季匋民的
画风：“他的画是大写意，但总是笔意俱到，收拾得很干净，
而且笔致疏朗”，“他画的荷叶不勾筋，荷梗不点刺”。恰
到好处的“空白”不但勾勒出季匋民画的风格，还给读者留
下许多回味的天地。再如小说的结尾：“叶三死了。他的儿
子遵照父亲的遗嘱，把季匋民的画和父亲一起装在棺材里，
埋了。”平淡到了极点，也自然到了极点。埋了的是叶三和
季匋民的画，留下的却是无尽的想象空间。

小说展示给读者的是一片纯美的天地，流连在这样的一片天
地中，让人感知到一个个曾有的鲜活生命的存在，这样的存
在充满着人生的美丽。也许这才是作者写《鉴赏家》的真正
的用意。

读后感参考篇四

我一直讨厌散文，不止是因为考试要考，而且还因为呆板无
趣，看着想让人睡觉，每次看着看着都是迷迷糊糊，让人讨



厌。所以我的书架上什么书都有，就是没有散文集。像什么
朱自清、老舍、巴金等人的散文实在是除了被迫才读几篇，
否则几乎不看，因为这是在太无聊了。

但是，相比之下我认为汪曾祺的散文要比其他人好多了，他
的散文轻松自在，而且总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一丝丝隐秘的
幽默，让人嘴巴一咧，会心一笑。他的手法很有意思，总会
在文中一些微妙的地方加上几句看似文不对题的几句话，却
又在无意间把文章提升到了另一个层次。

有人评价：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
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的
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
瓜果食物，无所不涉；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
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
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在这本书中他的《跑警报》很有意思写出了西南联大在昆明
时逃飞机轰炸时的许多趣事，当预行警报的灯笼挂出，人们
从驿道撤入郊区的深山老林，警报响起后，男生手里提了一
大袋零食在宿舍门口等人，直到女生出来了以后上去“嗨”
一声以后欣然地并肩走出后门带着闲适的心，嘴里啃着零食，
又因为是跑警报所以不能悠哉悠哉的，得带一些危险感，但
还是显得不紧不慢。让人不得不感慨道：“原来跑警报也可
以这样”

又比如说《五味》他用了风趣的笔法写出了全国各地的饮食
习惯以及一些趣闻，比如山西人的酸，四川人的麻辣，无锡
的甜，当然包括全国各地的人都喜欢的臭豆腐。是的，中国
人口味之杂也，敢说堪为世界之冠。

当我仔细回想一下后，也就发现原来《舌尖上的中国》应该
是根据这篇文章改变的吧。我当然也喜欢他的《端午的鸭蛋》
就连上课时也很想知道老师到底是怎样上这节课的。



我比较喜欢的还有《多年父子成兄弟》，一对父子之中并不
需要过多的语言，那无与伦比的“孩子王”给我留下了很深
的印象，在早春的时候带着一大堆孩子在田野上狂
奔，“我”初恋时，父亲在一旁给我出馊主意，这种父亲哪
里能够看见：如此民主而且回去理解孩子，从孩子身上学会
不怕担干系，只是本着同学有难就要两肋插刀的的淳朴精神
而去帮助他们。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
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境
的淡泊和对人情世故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
释然。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作家和他一样幽默自在的散文，自由自在
让人一看上去就可以轻而易举的理解，他并没有苦心去钻研
如何写，同时也不用我们广大的读者去钻研如何读，只是像
饭后的水果让人心里甜滋滋的，只是需要一颗轻松自在的心。

读后感参考篇五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

《史记》，是文学与史学的高度统一，“为史家之绝唱，无
韵之《离骚》”，是史也是诗。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司马迁撰写的我国第一部通
史，为纪传体史书的创始。《史记》全书包括本纪、表、书
世家和列传，其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余字。它的记事，
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今
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
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和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
是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
极其宝贵的贡献。



这了帮助大、中学生和青年朋友学习历史、增长智慧，我们
精心地从《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中，选取了包括述事、
人物、议论、典故在内的二百二十五个章节予以注释、翻译，
然后，再逐一地面对着上述生动绚丽的历史画面，用具有当
代气息的新的观念加以审视，从有利于形成读者大的智慧格
局的角度加以评论。在评论中，我们始终力求能够使数千年
前成功者所运用的.智慧、失败者所提供的教训一一跃然纸
上;力求能够使我们从浸润着司马迁毕生心血的《史记》中所
听到、看到的那些震撼千古的历史声响和景象，能够给读者
朋友们以有益的影响或启迪!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写屈原的一部分，删了《怀沙》。
大概是因为屈原和贾谊都是怀才不遇的文学家，他们的为人
和思想情绪比较接近，贾谊又写了一篇《吊屈原赋》，司马
迁把他们两人合为一篇传。屈原是战国后期伟大的爱国诗人，
是我国古代第一个积极浪漫主义诗人。司马迁在本篇中叙述
了屈原的身世、才干和在楚国担负的职责，以及上官大夫进
谗的过程，使人了解屈原的杰出才能，对屈原留下深刻的印
象。司马迁又分析了《离骚》这部作品，展现了屈原在忠与
奸、公与私、方正与邪曲的斗争中的鲜明立场和敢于抨击昏
庸国君、黑暗政治的斗争精神，显示了屈原丰富的历史知识
和深刻的政治见解，赞杨了屈原高超的艺术素养，突现了屈
原这个政治家、文学家的形象。传记还历叙了屈原被诎以后
楚国一系列的失败，借以说明排斥贤臣的恶果，也见出屈原"
存君兴国"之志的可贵。司马迁的遭遇与屈原十分相似，所以
本篇写得富于激情，令人回肠荡气。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1。为楚怀王左徒2。博闻强志，
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
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
心害其能3。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
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quot;王使屈平为令，
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
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
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4。"离骚"者，犹离忧也。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
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末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
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
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
可谓兼之矣5。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
事6。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
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
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7。自疏濯淖
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
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原既绌8。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人从亲，惠王患之9。乃
令张仪详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
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 10楚怀王贪而信
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
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
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浙，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
遂取楚之汉中地11。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
蓝田12。魏闻之，袭楚至邓13。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
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
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
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
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
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
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14。

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昧15。时秦昭王与楚
婚，欲与怀王会16。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
可信，不如无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
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17。怀
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



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18。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
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
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
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
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

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
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
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
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
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
曰："井渫不食，为我心侧，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 19
王之不明，岂足福哉!令尹子兰闻之20，大怒。卒使上官大夫
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21。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
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22?何故而至此?"屈原曰："
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
"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
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23?何故怀瑾
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
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24?宁赴
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
乎?" 25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26。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
赋见称27。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
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
贾生，为长沙王太傅28。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
悲其志29。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
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
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生死，轻去就，又爽然自失



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