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陶渊明诗文读后感(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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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
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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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渊明诗文读后感篇一

作为文学作品，这首辞的成就很高，历来为人所称颂。北宋
文学家欧阳修曾经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而已！”可见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读《归去来兮辞》，并不能给人一种轻松感，因为在诗人看
似逍遥的背后是一种忧愁和无奈。陶渊明本质上并不是一个
只喜欢游山玩水而不关心世事的纯隐士。由于受儒家的影响，
陶渊明曾对统治阶级抱有幻想，希望通过出仕的途径，来实现
“大济苍生”的宏愿。但作者所处的东晋时期，正是军阀制
度的全盛时期，高门士族垄断了高官要职，庶族寒门则遭到
无理的压抑。陶渊明29岁出仕，在以后的十多年里，他几次
做官，但不过是祭酒、参军一样的小官，不仅济世的抱负无
从施展，而且必须降志辱身地同一些官场人物周旋。这使他
感到十分痛苦和耻辱。因而屡屡辞官回乡。东晋安帝义熙元
年，陶渊明为彭泽县令，上级派督邮（督查属县政绩的官吏）
来县，县里说应当冠带整齐，前往迎见。他叹气说：“我岂
能为五斗米，这要问乡里小儿。”就辞官归隐，他在回家时，
写下这篇文章表明意志。

《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的述志作品，着重表达了作者对黑
暗官场的厌恶与鄙视，赞美了农村美好的自然景物安适的田
园生活，显示了他归隐的决心。诗的开篇，随口而出“归去
来兮”四字，积蓄已久的压抑和不快如决提之水，一发不可
收拾。而诗人归去的理由却仅仅是“田园将芜”这个简单而



平淡的原因。诗人想到“田园将芜”本应回家，但心在官位，
为形体所役而不能自主，这是何等可悲！表明诗人已有归意。
而后一层是之词。诗人已知过去求官为非，今日弃官为是，
好比是入了迷途不远，还来得及回到正道上来，因而感到欣
慰。紧接着，写作者回到田园后的愉快生活。作者乘舟返家
途中既轻松又渴望抵家的心情，和望见家门时欣喜若狂的心
情，这跟在官时“惆怅而独悲”的心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饮酒自遣，这是室中之乐；涉园观景，流连忘返，这是园中
之乐。这是真正的隐者之乐，跟迁者们的闲适心情绝不相同。
以“息交以绝游”进一步表示对当权者和官场生活的鄙
弃。“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描写了农村初春生机
勃勃的景象，触景生情，为结尾是人生观张本。诗的结尾，
抒发诗人“乐天安命”的情怀。

这篇《归去来兮辞》写于陶渊明辞官归田之初，但不是抒写
归田后生活实况，而是他登舟启程之前对归途及归田后的想
象，让读者从中深刻体会到了他结束十三年仕途生活的坚决
与畅快，表明了归隐田园的决心。

陶渊明诗文读后感篇二

读完陶渊明的《饮酒》后，我似乎有所明白他的“悠然”，
读懂了些“他所谓的真意”。

陶渊明到底为何要归隐田园呢？有人说这是无奈，当时的社
会黑暗到极点，入仕做官本是他的根本目标，但几次入仕失
败后，他选择了逃避；更有人说这是他执着这追求人生价值
的表现，因为他无法忍受官场的黑暗，选择了做“本我”，
是高尚理想。

曾有多少骚客名家扬弃鄙视官场，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思
想与人格，但在我看来他的行为有点好笑。何哉？因为他就
是无法忍受官场的黑暗和对人性的摧残，而逃之夭夭于田园
之中，这是消极的表现。他可知：他的才华可谓百年不遇，



倒是的百姓、社会需要他这样淡泊名利的人，可他却选择避
世，不敢直视与黑暗，不干与恶、险作斗争。试想，他若勇
敢的像海燕搏击风浪那样的与黑暗作着永不停息的斗争，发
动革命，唤醒人们的心灵。那东晋不也是历史的一大顶峰吗？
若陶渊明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胸襟；有海燕的“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写吧！”的.勇敢坚
定；由欧阳修的“乐其乐，醉能同其乐”的与民同乐，那一
切就都会改变。

现代的我们应如何？我通过读《读酒》才真正懂得什么
叫“真意”！不是陶渊明的返璞归真，远离世俗，贴近自然，
完全不问世事，而是以天下为己任，以百姓为己任。我忽然
有了莫名的冲动——长大以后当官，进入尔虞我诈的工作岗
位，下基层，为百姓分忧解难，推动农村又好又快的发展，能
“乐其乐”也是一大幸事。

现在有多少人选择当警察，打黑灭黑，与险恶和阻遏社会的
坏人作斗争，有的则选择投身科学创造中去，造福百姓，推
动社会发展……无数的人放弃了灯红酒绿的生活，放弃了隐
逸田园的生活，为了同一个目标——人类的奋发，而奋斗！

陶渊明诗文读后感篇三

“三十不学艺”。我想测试一下记忆力是否严重退化，就决
定背诵一下陶渊的《归去来兮辞》和王勃的《滕王阁序》。
前者完成，略有所思。

一、回归山林有一定经济保障

“僮仆欢迎”、“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
车，或棹孤舟”等说明陶公是一个小地主，可以养得起家仆，
也能收些地租，否则如何生计？这说明，首先，现今，即有
与陶公同类者，所谓市民、文化人、知识分子，连陶公之微
薄保障亦不可求；其二，该保障实不足以令人放弃“昨非”



而拥抱“今是”，陶公心性高洁、高远拔俗之形象未稍有减，
退一步讲，没有保障，该辞依旧可能赋得。

二、经济保障不过聊胜于无

他在《归去来兮辞》小序中说是“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
幼稚盈室，缸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可见一斑。
陶公是穷困潦倒而死的，另有足证。全辞刻画了一个超凡脱
俗的人，一个能坐在椅子上把自己托起来的人，一个违背了
定式和规则的人。其胸襟气韵、人格涵养、淡泊心境完全是
灵魂深处的自由与迥异、纯洁坚定的信念使然。

三、心中幽愤不平激荡

“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善万物之得时，感
吾生之行休。”、“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
为乎遑遑欲何之？”、“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
疑！”等都可以揭示其纵浪大化、逍遥浮世的自由自在背后
蕴含着心酸无奈与焦虑。治国平天下的宏图大志、兼济天下
的道德使命今天都不得不“相违”，满腹诗书与无暇理想只
能相伴自己，终老林泉。这种忧心与屈原相比，肯定略弱，
因为陶与屈毕竟志向有异，且背景不同。但有一点是不变的，
那就是“士”的职责――“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以
仁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人生有限，
而其志不得展，空对日月，怎能不自叹自咿！愈不平，愈显
其真，愈才厚，愈彰其卓。天然雕饰的文字方让人开悟：陶
公的自然之笔来之不易。

四、眼观手应，心灵笔巧

“舟遥遥以轻？，风飘飘而吹衣。”、“引壶觞以自酌，眄
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
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
岫，鸟倦飞而知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



流。”、“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
临清流而赋诗”等都以纯朴自然的语言描画清新素雅的自然
景观和心胸，连读者都觉得留连忘返。“由来意气合，直指
性情真。”这些都揭示了陶公不仅是第一流的思考者和自我
践行者，也是第一流的写者，口心相一、文笔卓然。固然言
为心声，其文字功夫镂刻眼球，清新之风更无来者。

五、定义了诗歌语言的标记

风、晨光、松菊、酒、园、云、鸟、琴书、车、舟、木、泉、
富贵、良辰、天命等都成为陶公之后中国文化诗歌中大成之
作的标记，这些词经其推敲后被默定为中国诗人的标志性语
言，就这个意义而言，其一代文坛领袖，开诗派之先的功劳
又怎能为后世所淡忘。若有异议者，请君读罢东坡《琴诗》
再来辩论吧。“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
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陶渊明诗文读后感篇四

陶渊明是东晋末期著名的文学家，更著名的则是他告别官场、
做了真正的隐士。《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最重要的作品，
是告别官场的宣言，欧阳修评论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
《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

辞是战国后期楚地创造出来的一种形式比较自由的韵文;赋体
起源的时间要早一些，都是散文的滥觞。两汉时期，辞赋不
分，均重文采、讲铺陈、善用典，区别在于辞重韵而抒情，
赋重在咏物说理。《归去来兮辞》是辞赋的结合，既咏物说
理，又抒发情感。全文537字，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
序，阐述入仕和出仕的原因。陶渊明坦陈是为贫而仕，“余
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于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
然有怀，求之靡途”;诸侯、家叔帮忙，“遂见用于小邑”。
最后，“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



辞官归隐的原因是“质性自然”，与官场的污浊格格不入，
在彭泽当县令“八十余日”，“自免去职”。第二部分是正
文的第一、二、三段，写了归途的心情、到家时的心情和在
田园里的心情，洋溢着诗人欣慰无比、怡然自乐的幸福。归
途的心情是立于船头，归心似箭，盼早日到家。到家时的心
情是“乃瞻衡宇，载欣载奔”。意思是，远远地望见简陋屋
门，且喜且奔地飞跑回家。在田园里的心情是“园日涉以成
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意思
是，整天在园中散步而自得其乐，虽然设有门户却常将它关
闭。拄着拐杖随处漫游歇息，不时抬起头来向远处眺望。第
三部分是最后一段，抒发诗人的人生感悟，“富贵非吾愿，
帝乡不可期”;“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意思是，
顺其自然走向生命的尽头，乐天知命还有什么可以犹豫的呢。
这是一种哲学思考，是陶渊明对生存价值和生命意义的终极
追求。

品读《归去来兮辞》，我们深深为陶渊明的自然品格所折服。
做人自然、自然做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很难，难就
难在人有七情六欲，容易为物欲所困和名利所累。陶渊明真
正做到了自然。陶渊明确信，自然是他的血脉、他的生命和
他的全部，只要回归自然，他才会有幸福。这种自然是质性
自然，不是作秀的自然，更不是作伪的.自然，“少无适俗韵，
性本爱丘山”。有了质性自然，陶渊明才会感叹：“久在樊
笼里，复得返自然”，像天上的云，云卷云舒，自由飘荡，
无所系羁;像空中的鸟，飞来飞去，翱翔蓝天，依恋树林。这
种自然是田园风光。田园是最真切的自然，是人类诗意地栖
居的大地。在陶渊明看来，田园代表着宁静、和谐、安详，
代表着温情、善良、真诚，代表着对世俗的拒绝和对权力的
蔑视。田园是他质性自然的载体，是他安身立命的处所。因而
《归去来兮辞》正文一开篇就动人心魄地喊出“归去来兮，
田园将芜胡不归?”真是天籁之音，在历史上的苍穹久久回荡，
深深震撼着士大夫的心胸。这种自然是平淡语言。

陶渊明的诗文几乎找不到怪僻字，用的都是农家语，以致同



时代的文学批评家钟嵘认为不够高雅。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
用语是否高雅，有没有怪僻字，而在于是否有真情，是否是
真情的自然流露。有了真情，田园可以显现为风光，农家日
子可以提升为诗意，简单事物可以唤起美的享受，这正是陶
渊明诗文最大的特色，也是他质性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后
人评价《归去来兮辞》是“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有斧
凿之痕”;评价陶渊明的诗文是“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
见真淳”。

《归去来兮辞》告别了官场生活。“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
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这段话既有悔恨
又有醒悟，富于深刻的哲理。意思是，觉悟到以往的过失已
无法挽回，知道将来的美好还来得及补救，其中今是而昨非，
就是陶渊明彻底否定了甚至是30年的宦海沉浮。

陶渊明28岁才做官，40岁告别官场，实际只有13年时间，但
他在《归园田居》中说：“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这
大概是算上了他少年时就有了入仕做官的愿想。其实，陶渊
明年轻时是很想为官从政的，他自己说的原因是“幼稚盈室，
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也就是在子多且幼、谋
生无术的情况下，不得不外出做官;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他
的“大济苍生”的宏愿和“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志
向。陶渊明也着实做过几次官。他第一次入仕是28岁。《晋
书》记载：“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
归”。意思是，他那时家贫，到江州任祭酒一职，属于州府
的普通办事员，但他不愿仰人鼻息，没过多久就辞职回家了。

据说，不久州里又来召他做主簿，属秘书类的差事，他没去
就辞谢了。第二次入仕是36岁左右，他到荆州府桓玄门下做
属吏，而桓玄当时控制着长江中上游，正伺机篡夺东晋政权。
陶渊明不愿与桓玄同流合污，借故母亲去世，归家居丧，辞
别了官职。第三次入仕是40岁那年，陶渊明远赴京口在刘裕
那里做过建威参军和镇军参军，也是一种文职小官。对于东
晋而言，刘裕与桓玄一样都是篡国谋逆者，陶渊明不满刘裕，



很快就辞了职。半年之后，叔父陶逵介绍任彭泽县令。当
了81天县令，又一次挂印而去，写就了千古名篇《归去来兮
辞》，宣言彻底告别仕宦生涯。这一年他41岁。陶渊明辞官
隐退的表层原因，按《归去来兮辞》的说法是“寻程氏妹丧
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按萧统《陶渊明传》的说法是
“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
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
职”。这也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典故出处，后人对此有疑
问，认为在陶渊明的诗文中得不到印证。然而，这倒比较符
合陶渊明的思想逻辑和性格特征。深层原因，却需从陶渊明
自身和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中寻找。

其一是由于陶渊明的个性，他崇尚自然和追求心灵自由的品
质，与仕宦生活的诸多羁绊不能相容，这应该是主要原因。

其二是东晋士族文人普遍谈玄说理、不拘形役的社会风气，
不能不对陶渊明的人格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而为他辞官
隐退奠定了思想基础，发挥了催化和促进作用。

其三是黑暗的政治现实，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年与南北朝初
期，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一生遭遇乱世，这不仅是他无法
改变的历史现实，而且也为宏图大志的实现设置了无法逾越
的障碍。综合历史与现实、社会与个人的种种因素，终于酿
成了陶渊明辞官退隐的结局。这对陶渊明个人来说，可能是
一杯苦酒，而历史地看，却是一杯精神美酒，为我们酿造
了“隐逸诗宗”的美好诗篇和士大夫超凡脱俗、清高自洁的
光辉形象。

辞官归隐，历史留下了陶渊明，文人墨客多了一种人生选择。
但是，纵观历史，真正选择辞官归隐的，陶渊明之后鲜有所
闻，这使后人只能“高山仰止”，不能“景行行止”。所以，
元人评价：“古今闻人，例善于辞，而克行之者鲜。践其所
言，能始终而不易者，其惟渊明乎?此所以高于千古人也”。
《归去来兮辞》给人们最大的启示是：人生可以有多种选择，



不惟入仕为官一途。

陶渊明诗文读后感篇五

家道的衰落，境况的窘迫，理想的冲击，陶渊明选择了出仕
为官。那时的他激情澎湃，他想在仕宦之途尽现一身的才华，
他想在混乱之局挥洒一腔的赤诚，他更想在生命之巅成就一
生的梦想；那时的他犹如一只羽翼微丰的鸟，带着晨霭扑翅
飞向了心灵天空！

我不愿重温他那段阴雨晦霾的为官生涯，虽然短暂但已让所
有文人为此咏叹千年。我倒愿意想象他决意辞官，书写辞呈
的情形，轩昂的眉宇微皱，严肃的嘴唇紧闭，一双灼灼的眼
睛直射出睿智而又果决的光芒，手中的笔尽情挥洒，心中的
块垒一泄而出，酣畅淋漓！最为我神往的是他快意地扔掉纸
笔，随后扬长而去！！那份洒脱，无羁，直令其余的县令瞠
目结舌。在那个门阀等第森严的社会，为了五斗米而折腰的
人比比皆是，而唯独他却做出如此的骇世之举，也唯有他不
媚权贵守住了精神的纯净。很多人惊叹他的傲岸壮举，却不
能拥有他那般的胆量，更不敢步他的后尘。在我看来他是一
位率真的几近孩童的文人，更是一位孤高的智者。

他看清了世俗的污秽，他洞明了人生的真谛。性质自然，本
爱丘山的他只有回到故土才能获得心灵的自由，才能呵护心
中纯洁的梦想。四十一岁的他归心似箭，敛裳宵逝，载欣载
奔地回家了。家，那个温暖的字眼，多少个夜晚让他魂牵梦
萦；家，这个安全的港湾，多少次疗治了他的创伤；家，这
个熟悉而荒芜的生命终极，令他热泪盈眶。他长长地吁出一
口气，压抑得太久，呼入胸腔的是缕缕的馨香。一丝笑容挂
在他疲惫的脸上，一行老泪洒在他眷恋的故土上。

“童仆欢迎，稚子侯门”多么热烈的场面，“携幼入室，有
酒盈樽”多么温馨的爱意，家人把他这个漂泊游子的褶皱心
灵抚平，心中的激情汹涌，泛红了他的脸颊。环视四周，一



切如旧，只要那松树依然挺立着，只要那丛菊淡然开放着，
一切都够了。每天流憩于这生机盎然的庭院里，有白云为伴，
有飞鸟为友，没有尘世之人搅扰自己的心绪，那样的悠闲自
得，又那样的清高孤立，喜悦从心而生，不用言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