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答苏武书的读后感 苏武传读后感(实用5
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
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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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苏武书的读后感篇一

雪吹过，无尽的草原。

孤独的身影，在风中屹立。坚定的目光，射向家国的'方向。
而唯一的信念，依旧在心中熊熊的燃烧。

千年来，繁华落尽，有几人，晰你心中所念。

月光微稀，零散的落地，漾起一阵清波。我手捧后人为你撰
写的《苏武传》，久久未语。不是无言以对，而是，在沉默
中与你沟通，在无声中悄露真情。我自无言，却以灵魂对话
于你。我的灵魂，在呼唤你，在奔向你，穿过月光，洒向大
地。它急切的想要表达，我晰你。因我懂你，明你，解你。

我懂你，懂你仍忆念妻儿的欢笑。

我明你，明你仍记得长安的烟花。

我解你，解你仍不忘武帝的殷嘱。

心中永驻家国，你是真正的英雄。

岁月无痕，悄然带走了十几年的华光。流彩易逝，你已不再
拥有殿堂上的辉煌。只恨人生多少甘苦事，竟却无人知。如



今的你，只能孤独的行走在茫茫的雪原上，与羊群为伴，以
草毡作食。或许，有人问过你，这值得吗？你不觉得自己可
怜吗？这会不会很可悲呢？可你那坚毅的眼神却将一切怀疑
都否决了。你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尊严是不可侵犯的，国家
是不可背叛的，你这个大汉朝的使节是不会投降于匈奴的。
不管是否已经被人遗忘，不论将来能否再归故土，不畏自己
徘徊在生死之间，你只是要向世人证明，气节永不屈。

古今而来，你是我认定的真正的英雄。任他刀兵，哪怕风雪，
天地间自有我之气节在，此节可支天，可遍地，可壮我雄心，
可驱走阴寒。在凛冽的寒风中，你是一道不可磨灭的光，为
后人指明前进的方向。

是否犹记那一天的清晨，薄薄的雾，若即若离的缠绕在身旁。
武帝的面庞却是清晰的印在自己的脑海，长安子民送行的声
音亦是清晰的传入耳中，定格成画面，绘成一幅不变的图景。
只是，未经意间，便是十数年没见到他们了。为了自己坚守
的信念，为了国家的安定，为了人民的平稳，你与那匈奴单
于斗智斗勇，牧羊于北海，在无限寂寞里的时光中感受无限
时光中的寂寞。呐，难为你了，真的。英雄，从来都不需要
张扬，而你的沉默，成就了你的英雄，即使那些被唤醒的记
忆，会游离于你的心间。

“剑煮酒无味，饮一杯为谁。天有多长，地有多远，你是英
雄就注定无泪无悔。”尚还记得这几句歌词，我想，可以把
它说给你听。因为，雪原中，你便是那真正的英雄！

答苏武书的读后感篇二

有一种爱，不存于男女之间，有别于亲人之间，却比血更浓
艳，却比海枯石烂更加壮美，这种爱是对一片土地的热爱，
是对一种信仰的热爱，是对一个民族的热爱。

有一种气度，倔强不屈，从骨子里渐渐渗透出来，坚毅刚强，



支撑起我们的血肉之躯。

苏武，这个名字对于我们或许并不陌生，从小便知道他的出
现就是代表着爱国主义，却从来不深刻具体地明白他有多么
爱国，然而到了此时此刻才真正体会到他那浓烈的爱国情怀。

在面对敌人的诱惑时，他面不改色；在面对朋友的劝说时，
他不予理睬。在荒芜贫瘠的土地上，他一个人孤独地顽强地
坚持着，战斗着，手中的旌节是他最大的武器，是他最坚毅
的信仰，他默默忍受，静静等待，用无言向敌人展示他最顽
强的抵抗。

这样的骨气，这样的爱国，我想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的，成为流传千古的爱国英雄当之无愧。

当人的生命终结的那一刻，人的一切化为乌有，但苏武不会，
他的生命已成为了永恒，他的精神已成为不朽。

在这波澜壮阔的2008年，大家的爱国情感异常高涨，爱心、
激情、呐喊、助威种种一切都成了我们爱国的表现，各种迹
象告诉我们，我们的爱国情感从来不曾离开，只是在寻找一
个表现的机会。

在将来，甚至是更远的未来，我们的爱会越来越深，亦如镁
酒越陈越香，好好学习，好好工作更是我们更爱祖国的资本
与基础。只有拥有了我们的爱成为不朽，成为永恒，让我们
美好的未来成为我们祖国美好未来的一部分。

爱，并不是一张空头支票，是需要给予，是需要奉献的，对
于祖国的爱更是如此，更需要有骨气去坚持，去保护，去反
抗对祖国构成威胁的人。

因此，让我们保存一颗赤子之心，让爱国成为我们的信仰，
化作我们手中的旌节，即使它绚丽的装饰已不在，已陈旧，



已腐朽，我们都不离不弃！

答苏武书的读后感篇三

虽有战国时期屈原的《离骚》，南唐时期李璟的《浣溪沙》，
北宋时期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西汉时期司马迁的《鸿
门宴》。可我独爱东汉时期班固的《苏武传》。

人生如风，岁月如歌。与清风拂过，歌声远逝，留给我们的
是永恒的思考。在精美的古文中，究竟该怎样欣赏？放下急
切的步伐，细细品味，我们会更加懂得人生的真谛及那不屈
的精神。

挥一挥羊鞭，锦帽貂裘，他将其扔进云霄深处，弄一支秃笔，
矮纸斜行，他镌刻出对大汗

最深切的眷顾。一边是高官厚禄，一边是赤胆忠心，站在忘
却与铭记之间，站在逸豫与忧劳之间，他选择了忘却富贵，
选择了铭记忠心，给人性涂上最浓重的一笔。

苏武“出使匈奴”，“意外变故”，“拒不投降”，“北海
牧羊”的故事被我铭记在心，他那宁死不降卧雪牧羊的爱国
事迹烙印在我心里。

当汉使谋反事败，苏武拒绝折节叛敌；当单于面对这个宁死
不屈，不为富贵所动的铁血男儿也为之欣赏。苏武在死面前
仍旧执着，他举起羊鞭，选择做高山雪莲那执着而圣洁的守
望者。

朔风凛冽，你与冷月为伴，仍旧将“生是大汉人，死是大汉
臣”的高贵铭记在心灵深处。在大漠飞雪，与孤独相伴，你把
“荣华富贵，千金封侯“的许诺忘却的一干二净。地窖冰冷，
他将满口毡毛与荤皮一起咽下，浑身热血沸腾着一个至死不
渝的信念——铭记祖国，精忠报国。



我独爱《苏武传》，是苏武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高尚的爱
国情怀打动了我，是苏武“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的精神打动了我，是苏武为了民族尊严与国家利益
而视死如归打动了我。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使人联想到唐诗宋词，敦煌丝路，戏曲
汉服，文房四宝，四大发明，太极长城，古乐舞城，松竹居
民等等。面对纷繁的文化理念，我独爱《苏武传》，因书中
的苏武给我的不仅仅是敬佩，称赞，更有一种精神领导着我，
释读人生的真谛。

读书，不在于多而在于精；文化内容，不在于五彩斑斓，而
在于细味其蕴意。《苏武传》这篇纪传体值得细品！

答苏武书的读后感篇四

十九年的执着，十九年的追求，十九年的坚守！十九年，天
之苍苍，地之茫茫，芸芸众生又有多少个十九年呢？苏武却
以十九年之久的岁月抒写着一卷民族不屈的丹青。“人生自
苦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指的也就是苏武这样的人吧。

度扬沙，过北疆，驼铃声声歌胡疆；左牵马，右擎旄，忠使
迢迢过沙场。茫茫的贝加尔湖边，有一位持着汉节的长者，
顶着风雪，啃食草皮，牧放羊群。公羊育儿，谁都知道这是
一个笑话，可谁也不会笑，因为他昭显的是民族的尊严，民
族的不屈，民族的气节。

十九个春秋，几度风云变幻，汉朝帝王换代了，南方的人们
也将遗忘了，手握的汉使节杖也褪色了，但这位老人的本色
丝毫不改，他心中的热情依然如火般在熊熊燃烧，温暖了北
方的那片冰雪大地，温暖了他身边的贝加尔湖，也温暖了一
段冰冷的历史。他的执着，张胜不懂，卫律不懂，李陵不懂，
单于也不懂？？许多人都不懂。但他的执着使李陵这些人倍
感羞愧，他的执着使单于深深震撼，他的执着使民族牢牢铭



记，他的执着感动了我们，乃至历史。这是苏武的十九年。

如此，再多的十九年，也是毫无意义的浪费！失落了执着，
失落了追求，失落了坚守，也就失落了生命的价值，黯淡了
人生的光华！浩浩天地，朗朗乾坤，斗转星移，历史没有忘
记苏武，正因为苏武那光辉的十九年。苏武离开了贝加尔湖，
回到他梦里千百遍回望着的家，贝加尔湖失落了一位风雪中
的牧羊人，可这失落换来了苏武的'璀璨，挽回了一部民族节
气的光荣史。让我们挽回那失落的精神吧！挽回苏武般的执
着追求，挽回苏武般的坚持不懈，挽回苏武般的忠贞不渝？？
苏武不只是一位历史名人，还是一座精神丰碑。我们应将他
不朽的崇高品格传承——传承其坚毅，传承其勇敢，传承其
执着？？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畏艰险，坚忍不拔，披荆
斩棘，勇攀高峰。

苏武在艰苦卓绝的十九个岁月里坚守着而没有迷失自我，没
有失落精神；让我们在风华正茂的十九年里给自己立一个坚
定的人生坐标，去收获一个不悔的、光芒璀璨的十九年！

答苏武书的读后感篇五

十年可见春去秋来，百年可证生老病死，千年可叹王朝更替。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时间本来就是匀速的线性运动，但一
个个生动的历史故事给它标出了人文刻度，使时间有了起伏
快慢的节奏和呼吸。在个人时间的长河里，十九年能见证什
么？苏武用十九年的坚守，见证了对大汉的赤子忠心。

苏武，他是一个出使匈奴的汉朝使者。但是不幸的是，他在
匈奴恰逢内乱，他的副手被牵连到内乱之中，而由此被羁留
在匈奴。他绝望过，自杀过，但是当叛臣卫律来劝降时，他
铁骨铮铮，对卫律怒目而斥。卫律恐吓他，他“威武不能
屈”，卫律用金钱诱惑他，他“富贵不能淫”，在威逼利诱
面前毫不动摇，那是因为他对大汉的忠心。



被囚禁在地窖中时，天降雪，苏武没有食物，把毡毛和雪一
并吞下。被迁移到北海上时，因为没有食物，只能掘野鼠，
草籽来吃，就这样坚持了十几年。后来，他曾经的好友李陵
来北海劝降，带来苏武的兄弟、母亲都已去逝，妻子改嫁，
而汉朝天子无情且春秋已高的'消息，家庭的支离破碎虽然让
苏武伤心，却无损他对大汉的忠诚，他依然赤忱不改，拒绝
投降。

他坚守的是忠诚，为的是国家。

看完《苏武传》，我想到我的国家，虽然现在是和平年代，
但国家还等得我们去建设，我要把自己的生命投身于国家建
设的大业中去，学习苏武，用国家需要的方式为国坚守，为
国尽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