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诗经读书心得(大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我给大
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诗经读书心得篇一

相比于唐诗宋词奢华雕砌的韵律和仪仗，诗经里的句子给人
更多的是未经雕琢的真实感与冲击感。就好像唐诗是精雕细
琢的窗棂檐角，满是技巧，仪态万千;而诗经则是一方古朴的
石阶，苍凉的站在那里上千年。从刀耕火种,坎坎伐檀的时代
里走来,沧海桑田,时间的屠刀亦无法磨灭的是属于诗经的最
古老的魅力。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
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初读诗经,便是从这首《蒹
葭》开始的。主人公辗转难寐,夙夜思念追求着自己心爱的姑
娘,此刻,那一方溯洄曲折的河水也好似一座可以通往意中人
的石桥,什么也不能阻挡主人公的脚步了。此情此意,纯朴真
挚,令人不得不为之动容,也让我们从平庸琐屑的世俗之中思
考着现如今我们缺少的那份纯朴的情感,这便是诗经所带给我
的最初的悸动。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
诗歌总集,共计305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诗之风,或泼
辣,或讽刺,或含蓄,或蕴藉,纯朴真挚,生趣盎然;诗之雅,或幽
怨,或铿锵,或清雅,或柔润,言尽意远,激荡心灵;诗之颂,或肃
穆,或雄健,或虔诚,或谦恭,回旋跌宕,意蕴无穷。

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源头之一,《诗经》如同黄河一般,在这



片华夏大地上流转延伸了上千年,不仅浇灌培育了世世代代的
文人墨客,也浸润着数千年来不同阶层之人的心田,在文学史
和文化史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源于歌谣,却又不止于歌谣,因
此,《诗经》被认为是中国古典文学之巅。

诗经读书心得篇二

在我读来，《诗经》里更多的是对于自我思想的表达，更注
重本体的情感抒发，包含着一种小家情怀，它让我随着它的
诉说感受到了与它同样的情感，也让我更愿意去表达，去感
受。

都说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而《诗经》中最多的便是情诗
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对温柔贤淑的美人的思
念，“岂不尔思，畏子不奔”是女子对于爱情的大胆追
求，“士与女，殷其盈兮”是爱恋时成双成对的美好，“士
如归妻，迨冰未泮”是待嫁女子的焦急，“桃之夭夭，灼灼
其华”是新娘的笑靥，“琴瑟在御，莫不静好”是婚后琴瑟
和鸣的和谐景象，“百岁之后，归于其室”是妻子对死去丈
夫的悼念。至此，你会发现，这些诗歌多是女性为主角，而
我刚刚陈列出来的，是我拼凑出的一个古代女性最美好的一
生了，那些离别愁绪，求而不得的坏情绪便没有包含在里面。
在古代，女子在家中，操持着那温馨的小家，她们的情怀，
也就是小家情怀了，所以《诗经》里情诗占了大半，情诗又
大多出自于女子，也就不难理解了。

众多情诗中，让我最敬佩不已的，是身处于现如今开放时代
的我所没有的，那些女子的直接与坦荡。不只是对于爱情的
直接追求，以及内心想法的对外倾诉，还有对于婚姻自由的
据理力争。《行露》中铿锵有力的“虽速我讼，亦女不从”
当真震撼到了我，虽处弱势，也毫不懦弱，不但不懦弱，简
直就是一位自尊自强坚贞不屈的烈女！而现在，每个人都是
自由的个体，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了，却也无形地多了些羁
绊，想得太多，能做敢做的太少。我有时候会自责自己没有



那种无畏的劲头，却也会想着其实平平淡淡的也很好，或许
我会找到那个平衡点吧。

最让我觉得能与当今时代接轨的，是有关大龄青年相亲的一
首诗——《摽有梅》。初读时，我有些惊喜，古代也有大龄
剩女，也有相亲？而且在很直白地“求我庶士”，一派欢乐
场景。但第二遍读来，我注意到了那纷纷坠落的梅子，让我
联想到了《氓》里桑的变化，有些伤感了，想到那些大龄女
子，看到此情此景，大概会敏感一些吧，时光无情，梅子落
了一筐，依然只是孤身一人，在渴望着爱情。从古至今，好
像什么都没有变，仍然有着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情感。

当然，《诗经》里不止这些，还有遭诬陷的臣子，开明的君
主，短暂生命的蜉蝣，思归的戍士……但最让我有代入感的，
便是这些了，在此分享给大家。

诗经读书心得篇三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我们与古人原本相隔于遥远
的光阴两岸，却因为有了诗歌这座跨越古今的桥梁，我们才
得以与古人心意相通。诗歌的美妙，令人无法猜测，看似平
淡的字眼，简单的韵律，却能千变万化，让人回味无穷，咀
嚼出万般韵味，万般情意。

诗词歌赋中，最迷恋的是《诗经》。诗经，这个名字本身，
就渗透着美的凝露。被咀嚼了千年，流淌出来的甘汁还是那
么有味道，无尽回味，透着沁人心脾的诗意。

读过诗经，她有一种古朴诚恳的美，像极了我见过的一种
花——粉簌簌的流苏。我记得张晓风女士说过这样一句
话：“如果要我给那棵花树取一个名字，我就要叫它诗经，
它有一树美丽的四言。”这棵花树就是流苏。流苏与诗经，
诗经与流苏，如果要我给诗经起一个名字我就叫它流苏，它



有满腔纤细的花香。

据说，那些关于诗经的故事，长达六百年之久。六百年，从
西周时期一直到春秋中叶，这一段漫长的过程中，那些还尚
不识文明烟火的古人，就已经懂得如何运用那些优美的文字，
来含蓄、委婉地表达，内心自由奔放的情感。

那时的人们是最淳朴的，天真的，用最平凡的文字诉说内心
的感受。当一个人的身心，在某一个午后，完全进入一种恬
静的状态。那些带有灵动气质的诗句进入心扉，带来“蒹葭
苍苍，白露为霜”的神秘朦胧美，营造“琴瑟在御，莫不静
好”的和谐宁静，送来“谷则异室，死则同穴”的震撼人心
的爱情宣言，画出“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的青涩爱恋。
那是一场灵魂盛宴，是美的潜移默化。

在《诗经》中情感之事总是特别美好，少年的难开之口，少
女的矜持缓步以及艳若桃花的容颜，都弥漫着潮润的雾气与
悸动的氛围。那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心愿，那
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清新，那也是“桃之夭夭，灼
灼其华”的美艳难收。不过是在某个时间有过一面之缘的铭
记，便从此日思夜想困顿不已。这美好的情愫也随着冷黄纸
页与口口传唱而新鲜如昨。

当然，若《诗经》中仅有爱情，纵是最浪漫的诗篇，多了，
也会觉得轻浮。《诗经》中，也不乏战乱流离、忧国忧民的
诗篇。

诗经读书心得篇四

其实印象最深的还是《蒹葭》这首歌。

“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边……”《蒹葭》一开始给人丰
富的想象，很像现在的朦胧诗派，朦胧，不懂什么意思，智
者见智。所以几千年来，每个人对这首诗的理解都不一



样。“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蒹葭》也
是。“任意”是谁?几千年来，人们给出了上千个答案。

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一个捕梦网。“初生牛犊不怕虎”，
我们还有激情。我们想成名成仙，我们仍然有信心一切都不
是问题。这是未来所在，也是人生最好的方向。即使每天斤
斤计较每一个成绩，即使感叹功课，还是有理想的。问大家
以后想做什么，很少有人不写一个字就挠头很久。每个人都
年轻又坚强。人们会追逐自己的梦想。

但是现在，以后还会坚持吗?会不会有人即使路被堵死，路被
打破，也不会放弃追逐梦想?我想到了现在很火的《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终于弯成功了，也是唯一一个坚持
走自己想走的路的人。我不能说坚持下去就能成功。我只能
说，坚持原来的梦想，就能成功。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做自己
想做的事，做出一定的成绩，我感到满足和快乐。我觉得是
成功。我觉得是最理想的职业状态。那么，坚持是成功的必
由之路。

“生活就像一把无情的雕刻刀，改变了我们的外表。

会不会还没开花就枯萎了?我做了一个梦。"

很多年后的歌词我也不想唱得有很深的共鸣。也许我唱啊唱，
会流泪。我这辈子就这一次去。我当时为什么不挣扎?如果我
尝试失败了，我仍然会感到满意。那么，现在是什么?直到现
在都不是一个美好的结局。我真的不想这样。

我对自己说：

那么，请坚持。

每周日下午的诗经课是常真唯一一节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
经典文学课。时隔数年，我与那只有几面之缘的诗经再次相



遇。

那个整天有口无心背诵着四书五经的小孩可不曾想到，今后
的他，会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重新认知他手里的四书五经。
是啊，这把开启传统经典的秘钥熟悉而又陌生，我们以为需
要跋山涉水才能够找到它，其实不然，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它一直就在你身边。

而这把秘钥是协助我们去重新认知那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
里充满了无数道门，每一道门都被牢牢锁住，因此它成为了
我们这一路上唯一且珍贵的工具。

人人都有不同的秘钥，我们这群人的秘钥便是“还原现场”，
将自己移位至这首诗的处境之中，身边的一切事物尽力还原
成这首诗的现场，推开本有的自己的见解，观察和体会处在
这个环境当下的自己是怎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的你则是
诗人，他看到的即是你看到的;他听到的即是你听到的;他闻
到的即是你闻到的;他触摸到的即是你感受到的。

我们已经进行了四节诗经课，但课堂上的状态和氛围依然是
紧张、压抑、犹疑、沉默。老师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问，可我
们总以猜疑和沉默回复，我有时都会受不了自己，但内心又
默默问到：受不了可以，那你倒是解决呀。这时我无言以对。

没错!既然你不想让自己的状态变成这样，不想让课堂的氛围
如此这般，那你倒是用行动去解决呀。

老师不过是让你用这把还原现场的钥匙去打开这首诗的大门。
当门打开了，这首诗也就一丝不挂的呈现在你内心，以至于
完全包裹了你，你就身处其中，其实我与诗只有一门之隔。

当你在还原现场的时候，如同在为这首诗画一幅画。它的每
个细节都会被你观察和体会(珍视)并刻画其上。对这首诗的
还原就如同你向别人介绍院子里的一棵树、一株草、一朵花



是什么样，家里养的鸟叫声如何。

每当老师提问我看到了什么，感觉到了什么，我都觉得自己
的回答可能太片面，不够深度，感觉应该没有那么简单，所
以提前否定了自己的答案，并不敢回答，但事实上你直观的
体会，就是你的答案，这个答案无所谓简单，对这首诗最真
实的感受就是你唯一的答案。

把诗中的每一处细节都看作一粒碎片，将这些碎片拼接起来
的时候，你的这幅“写生”才终于完成。

“于嗟如兮，无与士耽!

士之耽兮，犹可说也;

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每读到这里我不得不佩服古人对阶级社会婚姻生活的经典概
括!看到这样的无奈使我陷入了沉思。于是我的思想不自觉地
在历史长河里流淌，采摘那一个个不同遭遇的生活片段：

看着无边的桑树，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场面。我看到《氓》
里面的女主人公是多么辛勤的妇女，但她这样付出的结局却
是其黄而陨，淇水汤汤，渐车帷裳。于是为这位可怜而又坚
强的女人感动着。她在面对兄弟不知，咥其笑矣却能够勇敢
地面对生活。她的心也许看透了阶级社会丑恶的面孔，也许
她的心理面有着强烈的反抗精神!

白娘子为了报答许仙，她付出了很多很多，本来那么完美的
婚姻却让法海来了搅和。白娘子爱许仙如此的深，于是有了
水漫金山的传说，于是有了白娘子被关在雷峰塔的传言。看
着平静的西湖水，一切都已灰飞烟灭，留下的只是可歌可泣
的反抗压迫的传说。这个传说在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妇女反
对阶级压迫的精神，她们在向历史宣誓：女之耽兮，犹可脱



也!

也许是为了爱，也许是憎恶封建礼教的毒害，《诗经》超越
了时代的界限，它所描述的一个个爱情故事似乎都在后代不
断地发生着。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看到的是刘兰芝婀娜的身影，她
努力地做好她的本分工作，换回的结果却是那深潭的一道道
圆晕。她的命是苦的，但她以死的方式在向世人警告：她也
有爱，也有恨，也有强烈的反抗精神。难道不是吗?她死后化
为鸳鸯都在不日不夜地鸣叫着，那不是在控诉着对阶级社会
的不满嘛，那不是一种强烈的反抗精神嘛!

历史中的妇女们似乎都在重复《氓》中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
我心中的琴弦断了一根，但是不得不佩服中华民族妇女们不
畏压迫、不畏朱颜瘦的精神。我时常在想，即使她们的爱情
化作冰冷的白雪结晶破碎，也会对生活充满着热烈的爱与追
求。

因此有了秋瑾的《提芝龛记》：

莫重男儿薄女儿，平台诗句赐峨眉。吾侪得此添生色，始信
英雄亦英雄。

这是秋瑾反对封建余毒的作品，从中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妇女
们反对阶级压迫的漫长历史过程。

《诗经》让我想起了很多不幸的女人，它的出现似乎暗示妇
女的不幸在不断地延续着，但很幸运的是现代的女权运动在
不断的发展着，我想这是《氓》的作者的心愿吧，这是妇女
们的愿望吧，但我更相信这是坚强的妇女们用泪、用血、乃
至生命换来的!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千古传诵的佳句，让我第一次



认识《诗经》。阅读之后，不禁被它那清新、高雅、和谐、
神秘的气质所吸引，爱不释手。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是恋爱中人的典型心态;“执子之
手，与子偕老。”这是一位厌战思妻士兵的内心独白。“岂
不怀归，是用作歌，将母来谂。”是征人对父母深深的思
念;“谁谓河广，一苇杭之。”是身在卫国的宋国人的思乡之
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含蓄地表达出诗人对某种可望
而不可求的理想的追求。

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
下，耸立着由不同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
上层建筑。”在《诗经》产生的年代，我们的先人在自然条
件相当艰苦的黄河流域以宗法制度为核心建立起一个农业社
会。这个社会为了生存发展，需要强大的集体力量，需要内
部秩序的稳定与和谐，而相应地需要抑制其社会成员的个性
自由和与之相联系的浪漫幻想。正是在这种“生存的社会条
件下”，形成了《诗经》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并且，由于中
国——尤其中原社会的基本特点维持甚久，作为中国文学重
要起点、又被奉为儒家经典的《诗经》，其特色对于后代文
学的影响，也就非常之深远。

《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
《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
是抒情诗。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
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
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
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
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以后的中国诗歌，
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
的主要样式。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
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赋”，用朱熹



《诗集传》的解释，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这包括一般
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大体在《国风》中，除《七月》
等个别例子，用铺排陈述的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
诗，铺陈的场面较多。汉代辞赋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铺陈。
虽然从《诗经》到汉赋还间隔许多环节，但说其原始的因素
源于《诗经》，也未尝不可。“比”，用朱熹的解释，
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
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
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
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
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
《诗经》中用“比”的佳例。“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
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
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
“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
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
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
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总之，《诗经》的语言形式形象生动，丰富多彩，往往
能“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文心雕龙·物色》)。但
雅、颂与国风在语言风格上有所不同。雅、颂多数篇章运用
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比较多。小雅和国风
中，重章叠句运用得比较多，在大雅和颂中则比较少见。国
风中用了很多语气词，如“兮”、“之”、“止”、“思”、
“乎”、“而”、“矣”、“也”等，这些语气词在雅、颂
中也出现过，但不如国风中数量众多，富于变化。国风中对
语气词的驱遣妙用，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达到了
传神的境地。雅、颂与国风在语言上这种不同的特点，反映
了时代社会的变化，也反映出创作主体身份的差异。雅、颂
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出自贵族之手，体现了“雅乐”的威
仪典重，国风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采自民间，更多



地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

《诗经》，呢喃着这两个字，仿佛看到一片青涩的芦苇，像
泛黄的雪绒漫天扑过来。

芦苇青涩，天真，最接近自然，最让人感到亲近。而《诗
经》，诗三百，总结起来，也正是：思无邪。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读完这一段话，仿佛美丽端庄的庄
姜就站在眼前，她有着闭月羞花的容颜，有着“回眸一笑百
媚生，六宫妃黛无颜色”的神韵。这段话，读的似懂非懂的
人会感慨她的楚楚动人，而确切理解每个字词解释的人更会
惊叹古人的艺术水平：柔荑草，蝤蛴蝎、瓠犀虫，讲人的美
貌和大自然联系在一起，这正是最古老淳朴的人，生活在自
然的人对大自然亲近、敬仰的体现啊!此时自然与人，已经融
合在了一起。

在古人的世界里，他们怀着一颗亲近自然的心，去接受自然，
敬畏自然，赞美自然，享受自然。在一句句如“瞻彼淇奥，
绿竹如箦，有匪君子，充耳琇莹，会弁如星”的优美的'诗句
里，他们对自然的真挚之情也可见一斑。比起现在的我们，
自认为能吟上一两句古人的“关关雎鸠”，就认为自己是文
艺青年，在浮躁的社会里用浮躁的心去对待万物，实在是愧
对于这一两句诗后不出于任何目的的热爱自然的真挚之情啊!

《诗经》如芦苇，若想真正了解，必须先有一颗芦苇般的心，
才能真正感受到每一字每一句背后那种最原始，最纯真，最
贴切自然的心。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这三
个古国的文明早已衰落并消失，只有古中国的文明保留了下
来，并得到了发展，在经过长期的历史积后淀形成了今天的
中华文化，因此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在这无边



的中华文化大海中，有一颗金子之重在闪闪发光，不曾黯淡，
那就是——《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经总集。现存的《诗经》共收录诗
歌305篇，包括西周初年都春秋中叶共500余年的名歌和朝庙
乐章，传统上分为风、雅、颂三类。西周到春秋中叶的民风
较为开放，人们一般都用诗歌直白的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情感，
因此从《诗经》中可以窥得当时的民风民情。其中最为人们
所喜欢的是他的爱情诗。

《关雎》是为人们所主旨的一首诗，“窈窕淑女，君子好
逑”，美好的女子是青年的好妻子，为此青年“琴瑟友之”、
“钟鼓乐之”，结果“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辗转反
侧”。这首是描述了一个男子为追求心爱美好的女子使劲浑
身解数，表达了男女之间最为纯洁的爱情。类似表达纯洁爱
情的诗歌还有《静女》、《木瓜》等，当然爱情不都是美好
的，因此也有《氓》这类的怨妇诗。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归，雨雪霏霏。行道迟迟，
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这几句诗出自《采薇》。
男子很早就去戍边守关，边关的军旅生活是艰苦的，性命没
有保障、生活条件差这些都是其次，更为难过的是无边无际
的孤独，在边关没人慰问、没人关心、没有家人的消息，心
是空的!等到终于可以回家时，一切已经物是人非，自己也不
再年轻，心情是沉重的，开头的几句试形容的就是他的心情。
这首诗写出了广大将士戍边的辛酸。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
几句诗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他们都出自《鹿鸣》。《鹿鸣》
是一首燕飨诗，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主人向嘉宾或君主表
达自己的热情和谢意，以及向人示好，暗示自己的忠诚。因
此诗也是一种政治工具。

《诗经》中还有其他主题，在此就比一一举例列举。《诗经》



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历史、社会等方面都有重要
的意义，是中华文化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孔子曾经说
过，“不学诗，无以言”，因此教育部门应该把，《诗经》
中更多的诗歌以各种形式编入教材，让学生们从小学习，让
他们充分了解其中深刻的思想性，提高学生们的思想深度。

早就知道《诗经》是浪漫主义的源头，但是面对那些四个字
一个短句的短段子，我觉得自己是如此的泯灭魅力，干脆把
它扔到一边，结果错过了这么一本有价值的书。

《诗经》是咖啡，那么《诗经是一枚月亮》是咖啡伴侣，越
嚼越好吃，我就打开来享受咖啡。

《诗经是一枚月亮》的作者是沈，一个精致温柔的女人。她
用自己的理解展示了《诗经》中的文字。其中，有一句话给
我印象最深：“桃死，烧其华，子归，宣其室家。”我以
为“跑路”是对的，但这只是一句引语。经过反复考虑，我
知道“桃之死”是最原始的表达方式。这首诗大概是说一个
女人要结婚了，穿上粉红色的婚纱，她很开心。她也认为
《桃夭》应该是一首歌：“桃花开了又开，桃林红了又内外
缠绵;这姑娘要结婚了，夫妻天天开心。”聚焦这
个“桃”，“桃”可以延伸到桃花源，桃花运等等。

在现代社会，许多人幻想有一朵美丽的桃花。但这毕竟是幻
想。有幻想就有失败。有多少女生天真的以为自己可以再来
一朵桃花，然后从此“翱翔”。事实证明，80%的女生都错过
了青春。如果遇到，能保证自己喜欢的人也看上你吗?女生运
气好就会越陷越深，男生运气好就像一场美丽的意外。

人生不是偶像剧，英雄有多耀眼，我们也不是桃花岛上能看
桃花的黄蓉和郭靖。所以，实事求是地说，得知《诗经》里
的女主角幸福，是因为她找到了自己的生活。

再者，《诗经》中描绘的男女主角之间的爱情是纯洁的。的



确，在那个时代，一个不受金钱和地位污染的时代，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是最简单最真诚的。相反，谁能想到，几千年后，
我们都在为生活奔波，疲惫不堪，忘记了当初的目标，迷失
了自己。如果我们都静下心来打开《诗经是一枚月亮》，你
就不会厌倦《诗经》里那些无聊的话。找到自己的心，倾听
自己最真实的声音。

《诗经》是一个月光宝盒，里面有无限的爱和温暖。真的是
月亮，看到了最本质的自己。

一行诗句，无限思考。

诗经读书心得篇五

《诗经》，呢喃着这两个字，仿佛看到一片青涩的芦苇，像
泛黄的雪绒漫天扑过来。

芦苇青涩，天真，最接近自然，最让人感到亲近。而《诗
经》，诗三百，总结起来，也正是：思无邪。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读完这一段话，仿佛美丽端庄的庄
姜就站在眼前，她有着闭月羞花的容颜，有着“回眸一笑百
媚生，六宫妃黛无颜色”的神韵。这段话，读的似懂非懂的
人会感慨她的楚楚动人，而确切理解每个字词解释的人更会
惊叹古人的艺术水平：柔荑草，蝤蛴蝎、瓠犀虫，讲人的美
貌和大自然联系在一起，这正是最古老淳朴的人，生活在自
然的人对大自然亲近、敬仰的体现啊!此时自然与人，已经融
合在了一起。

在古人的世界里，他们怀着一颗亲近自然的心，去接受自然，
敬畏自然，赞美自然，享受自然。在一句句如“瞻彼淇奥，
绿竹如箦，有匪君子，充耳琇莹，会弁如星”的优美的诗句



里，他们对自然的真挚之情也可见一斑。比起现在的我们，
自认为能吟上一两句古人的“关关雎鸠”，就认为自己是文
艺青年，在浮躁的社会里用浮躁的心去对待万物，实在是愧
对于这一两句诗后不出于任何目的的热爱自然的真挚之情啊!

《诗经》如芦苇，若想真正了解，必须先有一颗芦苇般的心，
才能真正感受到每一字每一句背后那种最原始，最纯真，最
贴切自然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