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东坡居士读后感(优秀10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
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东坡居士读后感篇一

曾花费很长时间，终于在一个安静的午后，合上这本书。那
时，心里竟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感动。是，感动。

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对于苏东坡的了解，从一开始的“奥，有这么一个词人。”
到后来“我读过背过他很多的作品。”，而现在的敬佩、敬
仰，以及感叹。

众所周知，苏东坡是豪放的。倘若他不豪放，又怎能写
出“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壮阔意境，又怎
会有“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豪情壮志。

然而苏东坡也有婉约的一面。正如在《水龙吟》中所抒发的
离别之情。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
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
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
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
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这就是苏东坡，也许已成为一个永恒的谜。但是，我们依旧
愿意去尝试着猜透。



正如《苏东坡传》中所说，他似乎是天生的乐天派。即使是
双足深陷的时候，他依旧能唱着小调，邀上三五个知心的朋
友，享受生活的美好。他为妓女提诗，他和和尚趣谈，他为
百姓求雨，他四处游历。苏东坡的诗词良篇里，他即能写出
赤壁赋这样恢弘的文章，也能写出“天涯何处无芳草”这样
富有深远意义的诗句。也许他的仕途多坎坷，命运并没有过
多地垂青，他依然如此的乐观，笑对生活。

苏东坡做官一生，还一直在和同为大文豪的王安石博弈。不
难看出，当时的王安石位高权重。我常常会想，苏东坡竟有
如此大的勇气，才能战胜权力、战胜地位，不惜一次次与人
结仇、不惜遭遇一次次贬官。荣华富贵，安宠荣辱，在他眼
里，不过只是过眼云烟。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我真真切切体
会到了两个字——“崇高”。

东坡已去，留下浩然正气，必将长存。

东坡居士读后感篇二

历史文化名人是怎么煅烧出来的?高温高压还是和风细雨?我
想不同的情况可以造就不同的文化名人。 苏东坡是那种中国
文化史甚至是世界史上即不可遇又不可求的文化伟人。而这
个伟人的人生际遇正是他成为伟人的催化剂。 就像在对《流
放者的土地》的文章的评论一样，对于文化名人的“迫-害”
可能是造就名人(就是像过眼云烟式的名人，而是流传千古的
伟人式的名人!)的熔炉。 在“乌台诗狱”之前，苏东坡的声
誉与成就不可谓不隆!他的诗文、他的书法、他的为官之道、
他的朋友都能使他成为一代大文豪，而且是流芳千古的大文
豪!可是与真正的'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大文豪苏东坡相比确实
有一段距离，而这段距离是给在和平与享受时期的苏东坡四
个四年的时间也争取不来的。而只有乌台诗狱过程中所受的
苦难与非人的折磨、也只有在四年黄州的众叛亲离、也只有
在朋友一个又一个地远离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子虚乌有的罪



名如污水般泼向自己时，在四年孤寂独处的过程中认真地反
思中，在自己把人生的际遇、世界的无常寄托于佛老之际，
自己才能大彻大悟，才能真正地认清了人生间的真面目。 这
四年的黄州生活是孤寂的、是人生的最大的磨难—甚至比乌
台诗狱所受的严刑逼供更加令人不堪! 但是以后人的眼光去
看这件事时，我们作为苏东坡的后人是幸运的。我们有幸不
用去体会那种非人的折磨、不用理会那种苦难强加于一个人
的身上的个人感受，而我们能够轻轻松松地体验到了那种被
忌妒后的宽容、体验到了在大难临头后的无畏、体验对于人
生的无奈、体验对于天地万物的博大胸怀! 这也许只能苏东
坡才能给我们，也只会是苏东坡会给我们!

个人是比较喜欢苏东坡的，可能是我们都姓苏的缘故.

恣意汪洋的文采、率真自信的个性、乐观豁达的气质，这都
是我们对这位大才子的认识。几百年来，其诗词文赋吟诵不
绝，相传至今，我们欣赏苏东坡先生磊落不羁的个性，宏伟
卓越的才情，却每每心痛其政事精明而仕途起伏跌宕，人生
际遇坎坷。苏东坡是中华文明史甚至是世界文明史上不可遇
又不可求的文化伟人，而他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正是他成为
伟人的催化剂。在“乌台诗狱案”之前，苏东坡的声誉已经
如日中天，可以说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不为过。
而在乌台诗狱案过程中所受的苦难与非人的折磨、四年流放
黄州的众叛亲离、朋友的人走茶凉、莫须有罪名的累加，在
这四年孤寂独处的过程中认真地反思，才能大彻大悟，才能
真正地认清了人生的真面目。余秋雨大师与其何其相似，通过
《苏东坡突围》，我们可以感受到被忌妒后的宽容、大难临
头后的无畏、人生蹉跎的无奈、以及对天地万物的博大胸怀!
这也许只能苏东坡才能给我们，也只会是苏东坡会给我们!

东坡先生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在逆境中没有沉沦,仍以天下
为己任,忧国忧民,他那些著名的词篇,散文及书法代表作,大
都是在他被贬黄州的十年中所作，气势磅礴，酣畅淋漓。可
见东坡先生当时并没有怨天尤人,反而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英



雄气概与“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豁达与傲岸。
面对境遇变化时的豁达，既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一种思维
方法。苏轼谪居黄州时，效法陶渊明，躬耕东坡：“昨夜东
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晚年远贬海南，艰苦备尝，
九死一生，而笔下春景仍富有生气与活力：“春牛春杖，无
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由此可见作
者确实做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东坡所作的人生思考超
出凡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汲取了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积
极因素。儒家的入世和有为，引导他热爱生活和人生;道家的
无为非凡是庄子的齐物论，又使他淡泊名利，在逆境中也显
得从容自如;佛家的静达圆通，则启迪他走向圆融和通达。另
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的人生境界达到最高，那就是包容。

苏轼在其词作中表达的关于人生哲理的沉思，无疑体现了一
种深切的人文关怀，能给后人以有益的启示和精神的滋养。
一生起伏跌宕，个性锋芒毕露，言语真情意切，词作大气磅
礴，这样的苏东坡我们受益无穷。

东坡居士读后感篇三

这本书从家庭、生活、政治、书画等角度概况了苏轼一生，
读完第一感受就是苏轼怎么这么好，被一贬再贬，还是很豁
达地面对一切，王安石真的是令人讨厌，还邋里邋遢。

苏轼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一群追随他的粉丝，敬仰他的人品和
才华，穷困潦倒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朋友愿意接济他，他倒是
自得其乐，没官做就做做农民，种种地，到处游玩写写诗提
提词。他是一个心中有国，却没政治的人，职位再低，都尽
可能地救济百姓，他是真的想做事的人。

看他给友人的书信，幽默自嘲，他好像一个体验派，总要搞
点事情，体验瑜伽，体验制酒，体验制墨。他的名气在当时
没有网络的时代竟然能席卷整个大陆甚至外邦。



他在政治道路上是不幸运的，起起落落，被政敌视为眼中钉，
但有很多人懂他，在他就要被害死的时候，与他政见不和的
司马光替他说话，太后也替他说话，这就是他的人格魅力吧。

第一次看他写的书法并不觉得好看，大大小小一点都不规整，
倒是和他的脾性浑然天成，自然洒脱，字是要有灵魂才会像
跳舞的精灵吧。

东坡居士读后感篇四

20xx读完的第一本书，是20xx的遗留了一半的林语堂的《苏
东坡传》。

一定不是因为小时候背了很多他的诗词，所以对他一直抱有
好感。是因为爱慕他骨子里的豪放豁达，洒脱不羁。

过去对苏东坡的印象，停留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的细腻情感，在“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
生”的洒脱，在“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豪迈。

通读全书后，他的形象更立体了一些。

天纵奇才，这点毋庸置疑，在我心中，苏东坡是继李白之后
中国第二位天赋卓绝的诗人。早上刷帖子看到一篇问为什么
写诗很多人学杜甫不学李白，这简直无需提问，因为形制好
模仿，才气难以复制。但是才华不仅仅是老天爷给的灵光一
闪，更是博古通今后智慧的贯通。书中有两处让我震撼于苏
东坡的厚重积累。一为苏东坡起复之后一度负责草拟圣旨，
由他手中所出圣旨不少于七八百道，他用典娴熟，辞藻优美，
一时为人称道。后又一官员任此职，自负也是才华横溢，便
询问草拟处伺候过苏东坡的老仆人，我比之苏轼如何？老仆
答曰，内容可能相去不大，但是苏轼从不用翻书。高下立判。

读到此处不经惭愧，不论自己是否有才气，但是确实还没努



力到，需要去比拼才气的地步吧。

虽然一直从苏东坡的诗词里感受到他是个洒脱的人，可更深
入了解他一点点，就更为他这份乐观豁达感到可爱。贬谪到
黄州就做老农种地，和周围的乡里乡亲做好朋友。贬谪到广
东惠州，这时他也老了，自觉北回无望，却没有沉浸在郁郁
不得的不快乐中，还在给友人的信中写，我已经决定做个惠
州人啦，我没离开过惠州，出生在西蜀不过是梦一场。读到
这里，虽然心酸他的际遇，但是又实在感叹他的可爱。可此
时的宰相章淳读到苏东坡在惠州所作的诗，说看来他在惠州
过得很好？遂又把苏东坡贬谪至海南儋州去了。豁达洒脱的
他永远不是他的敌人想看到的，他们希望苏东坡郁郁不得志
而苦闷，但是一个人可以被拿走所有身外之物。地位，金钱，
被迫与家人分离，充实丰满的内在却永远不会被夺走，伟大
的诗人会着眼于民生，沉浸于自然风光，追寻这万事万物的
哲理。

浪漫洒脱是他的.天性，可是他也有极高的人道主义的精神。
不论他在何处为官，担任多小的官职，他都在尽力改善民生，
想方设法帮助在青苗法的压迫下贫穷的百姓减免债务，设置
古来第一所公立医院，预防饥荒。任京官时候，他又想尽办
法让皇上太后广开言路，力陈王安石排他的弊端。在黄州做
老农时，他发现当地很多穷苦人家有杀婴的做法，特别是女
婴，他看到此心甚痛，虽然此时无圈职在身，他还是想尽办
法组建了一个慈善会，去救济当地穷苦人家，只要不杀婴，
就可以得到一些抚恤金，帮助他们一起抚养孩子。很多传奇
话本子里都有苏东坡为官时候的小故事。如在杭州任上，一
书生家中做折扇生意，却因故积累债务，求得苏东坡帮助，
苏东坡在他折扇上作画题词，让他拿去变卖，苏东坡是当时
备受追捧的诗人，一下子就卖完了，还清了债务。

谈到做官，他绝对是一个有能力有责任心的能吏，谈到艺术，
他又是才思敏捷，书画均佳，谈到哲学，他又参研儒释道三
家，胸中自有丘壑。



越是回顾这本书，回顾他的一生，发现越是喜爱钦佩这个人。
看这本书的过程中也在听曾国藩的家训，也曾暗暗的比较过
二人，其实是没什么可比的。可也会忍不住想，如果他有一
些曾国藩做人的隐忍智慧，会不会有更好的一生呢？可我想
我是多虑了，正因为他的锋利，他才是他，也许他的际遇，
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他。他便中国的大江南北，看遍自然
风光，体会世情冷暖，却还是那个他。

想到他那篇小品文章，长大后再读却觉得充满着大智
慧。“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东坡居士读后感篇五

要说我对苏轼最初的印象，便是那早已流芳百世的诗
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欲把西湖比西
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
中”……这些亲似孩童般的语言，给当时还在牙牙学语的我，
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不禁让人对这位甚是富有情调的大
诗人产生了好感，也带我走向了一个新的天地，为那时的我
打开了一个小小的诗词之门，虽然很小，但也让人流连忘返。
把苏轼说是我对古代诗词的启蒙导师，一点也不为过。但那
时你要是问我，苏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却或许只能
回答，他是一位诗人，是一位诗词写的很好的诗人，没有更
多的了；再后来，也不过是坐倚窗前，靠窗而饮，望着那十
五的圆月，感触良多，挥笔洒墨，大发情感的那一位诗人吧，
因为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对他的印象也不过如此，再无其他
了。

笑看官场沉与浮，豁达之心如清流。

我喜欢苏东坡，更多的不是因为他的诗作，而是他那颗从来
都不加修饰的，质朴无华的，无所畏惧的，这人世间最为纯
净，最为豁达的心。正是那颗心，常常不经思索，感由心发。
当我理解了这颗心时，我才发现苏东坡是如此的独特，如此



的元气淋漓，富有生机，是这世间不可多得的，这样的人，
也难怪不被世人理解，而这样一颗不入浊流，以己为清的心，
又怎不被世人所向往，所敬畏。当我理解了这一颗心，我才
真正理解了苏东坡这一个人，才理解了他的诗句，字字真心
流露，透露出的，又是怎样纯真无畏的本性，那一刻，我释
然了。

在他人生巅峰之时，他曾想隐退官场，想离开那个是非之地。
可他为什么不呢？不只是因为皇太后设政，太平当道，他直
接从常州的团练副使直逼宰相。更是因为他看不惯老百姓受
苦，有天灾却多为人祸。他想为老百姓发声，除去这朝廷上
的不忠之人，除去走狗，更想扶救这天下苍生！这，便是他
留下的理由吧！

为此，他不停用职位之便向年轻的皇帝和皇太后上书直言，
毫不畏避这样的后果。当然，这样的性格虽然让他犹记世间
疾苦，却免不了朝场上的纷争，使他壮途变得更加坎坷。可
我却欣赏他，更加向往这样的心。因为这颗心是自由的，是
不带约束的。虽然知道“祸从口出”，却仍然会去大声宣告，
不害怕那一句话的后果，即使是丢掉性命，也无所畏惧。

在其他人的眼中，他宛如人生悲剧中的主角，大起大落，经
历着常人无法忍受的苦难。可这些对于他来说，又是注定的，
因为他这颗心是壮志的，是有妇人之仁的。他不忍看这世间
的疾苦，却不愿融入纷争，又注定融入纷争。

他虽有最为让人不平的人生，却从未恨过任何人，从没有往
他的心里去过，像一个圣人一般，对每一个人都报以他的真
心。

记得他在晚年被流放的时候。他给人的感觉依然是笑容常面
的，无官一身轻，亦是让他欣喜吧。经常与故友写信，每天
也便是写诗，酿酒。



这等清净，又何乐不为？为何不乐呢？

洗净心灵尘与埃，铸就人生乐与真

我想，这就是乐观的最高境界吧，而现在，斤斤计较，一做
不好便想放弃的我们是否占太多数呢？所以，我佩服苏东坡，
如果是我的话，早就悲叹而死了吧，又怎能坚持到他那个时
候，又怎能有他那样的心态呢？像苏东坡这样乐观的人，古
往今来，又有几人呢？他的乐观，又有谁能做到呢？这样的
乐观，这样的豁达。使他那句句发自肺腑的诗句，都仿佛流
露真心，为后人所铭记。总能让人在白炽之中感受到一股清
泉，洗净人生。所有人在读他的诗时都会流露出最本质的自
己，不无缘故。这或许也是苏轼为后人所喜爱的一大缘故吧。

我忽然明白了，为何苏东坡自己都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
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他从未恨过
任何人，他认为恨一个人，是无能的表现，所以林语堂才会说
“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此生。”

我想，苏东坡生来便是不凡的吧。

生在太平的宋朝，却经历了宋朝最为荒唐的时期，便决定改
变它！他注定是不凡的'，可注定又是不幸的。他有着孩童般
的纯真，他相信这世间必定有美好的一面，只要有人愿去改
变它。所以，他去了。奋不顾身的去了，留下了一丝清影，
与一股清风。

就便是命中注定，历史给了他一颗独一无二，独作清流的一
颗心，更给了他这样一个现实与难题，让他来改变，让他来
创造。这便是在磨练这颗心是否坚强与高尚。

我想，他成功了。纵然，他最后并没有完全成功，但他依旧，
依旧保持着那颗心，那颗洁白的心。



那一个纯洁、朴真、美好的心，让人舒服，让人向往，像那
山中的一股甘泉，沁人心扉，纯洁透明，清澈见底，一览无
余，给予众生。

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能成为天空
中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闪耀照明，可以滋润营养，因而维
持众生万物。这一生，他只是永恒在刹那显现间的一颗微粒，
他究竟是哪一颗微粒，又何关乎重要？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
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这或许就是这位旷古奇
才乐天派的奥秘的一面吧。

而现在疫情之下，在家中的我们，整日呆在家中，谁不是连
声抱怨，却又一筹莫展，我想，或许苏东坡在，就不会如此
吧。身在危难之中的我们，又有谁能拥有如苏东坡这般的心
呢？又有谁能做到苏东坡这般的乐观豁达？或许这也是苏东
坡如此受后人喜爱的另一大原因吧？因为继苏东坡之后，世
间无人能再有这一颗无暇之心！

所以，我佩服苏东坡，敬畏苏东坡。

当他流放荒岛的时候，依然恰然自得，只因他心中便是一波
湖水，毫无波澜。

当我再读起《水调歌头》之时，便越发感触良多了，“明月
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
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
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
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
久，千里共婵娟。”这样的心绪，思念亲人之情，在皎皎明
月之下，婉婉道出，这或许在常人眼中是高明，可在他自己
看来，自己只不过是酒后的自然流露，透露真心罢了。他便
如同这诗中的明月一般凄凉洁白，高处不甚寒，如同朝堂上
孤身一人为百姓伸冤的凄冷，又有谁能够懂得呢？那种孤独，
如明月一般，他也便相信只有明月能够懂得。



这，才是我眼中最为真实的苏东坡，才是我心中所理解的苏
东坡。

东坡居士读后感篇六

近日读了林语堂版的《苏东坡传》，不愧是语言大师，活现
了一个更加真实、鲜活的苏东坡。大师为大师写传，这点很
吸引人。

中国自古以来评价一位文人，首先看的并非是成就的大小，
而是人品道德的好坏，也就是他的人格。一个品格低劣的文
人，即使文字再富有才华，也终归无用。所以，一个人的人
格可以说是他的名气的骨干。

苏东坡所处的时代与现在已有千年之隔，而他的美名依然历
代为人们所称颂，可谓家喻户晓。他之所以如此，我想也与
他的人格魅力不无关系。

苏东坡的人格虽然复杂多面，然而我认为也可以用“浩然之
气”四个字来概括。所谓浩然正气，就是正大刚直之气，也
就是人世间的正气。苏东坡即具有此种“浩然之气”，它致
大致刚，激烈冲动，不可抑制，这种力量若辅以正义和真理，
便在天地之间无所畏惧。

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一天饭后，苏东坡捧着肚子踱步，
问道：“我肚子里藏些什么？”侍儿们分别说，满腹都是文
章，都是识见。唯独他那个聪明美丽的侍妾朝云说：“学士
一肚子不合时宜。”苏东坡捧腹大笑，连胜称是。

“不合时宜”正是苏东坡那坚执性格的体现。

苏东坡坚执的性格集中表现在了他的宦海生涯之中，那是他
性格中最坚硬的一部分，正如暴风雨中的海燕，暴风雨越是
猛烈，他就越是要激越地怒吼，高傲地飞翔。



东坡居士读后感篇七

多少年之后，初到杭州，求学于此。期间与好友漫步于西子
湖畔，走到苏堤的南端，旁边即是苏东坡纪念馆，遂进去参
观。其中有一段引用的林语堂的话深深的吸引了我。话是这
样的：

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
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
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
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
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部……
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
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

看完这番话，很有共鸣。心想多么有意思的人生啊，这不正
是自己想要的人生吗？活的潇洒自在、洒脱率性，做着各种
各样有意思有趣的事情。成人的理性兼具孩童般的心灵，做
着自己想做的事而又不出格。惩恶扬善，有强烈的正义感，
有着知识分子阶层的悲悯情怀和极高的道德修养，不违背自
己的良心。这样的人生，堪称完美！

之后与好友漫步于林木茂盛、郁郁葱葱的苏堤之上，堤上有
六个拱桥，甚是美观。一千年后还能享受到苏东坡提供给我
们如此的雅致的环境，不禁更加感慨他的伟大，对他的崇拜
也剧增，所以那天回去之后就毫不犹豫的把《苏东坡传》给
买了下来。

看完后，确实是本好书，对自己很有启发：人生还可以这样
有趣，原来心灵可以是如此美妙，同时也进一步明白了应当
怎样做人。林语堂先生，这位学贯中西，兼具西方浪漫与东
方雅致的江南才子，以他优美的文笔把这位极为有趣惹人喜
爱的文坛巨匠活生生的展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回味无穷！



下面就简单的说说自己的感悟：

首先，苏东坡是一个读书人，而他对人对事的态度则告诉我
们读书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让自己变得更清高—你们这群凡
夫俗子我才不跟你们玩呢—而是变得更加包容，更加随和，
更加的平易近人，是一种对这个不完美世界的包容，对万事
万物的包容。“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
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苏东坡的这句自我评价可以说是
对此意一个很好的概括！而巧合的是英国著名诗人拉迪亚
德·吉卜林在他那首经典的诗《如果》里面也写到：如果，
你能和百姓打成一片，却拒绝随波逐流；或与王者同行，却
不忘，庶民本色……可见，在这个话题上了东西方思想巧妙
的达到了统一。

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对这个道理苏
东坡可以说是践行的最好的，即使是被贬到偏远落后的地方，
他仍能见到、感到别人即便在天堂也见不到感不到的美。正
如他在《超然台记》中所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
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蓝天、白云、村舍、竹林、小
路、山川、河流、小桥、星辰这些意象哪里都有，在苏轼眼
中只要它们随机的自由组合好在哪都是一幅美景！

想要拥有发现美的眼睛关键要有一颗美妙的心灵，读完苏轼
的文章往往会情不自禁的拍手称妙，写的这么美，这么妙，
惊叹其心灵之如此美妙！所以苏东坡文章的魅力不仅在于文
笔，更在于其心灵的美妙，在于其情感的自然流露，顺乎天
性，刚猛激烈。而想要使自己的心灵优美，最关键的是要有
一颗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一颗心无杂念的孩童般的心灵。
苏轼无疑全都具备了。有了真性情，再加上他那过人的才
华—既有真性情，肚子里又有东西，那他就完美了。而苏轼
是把这两点结合并发挥到极致的。

一颗美妙的心灵还不足以成就苏东坡的成就，他的乐观豁达
的心态也是必不可少的。林语堂对他评价的第一印象是一个



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他一生仕途坎坷，历尽挫折。放在一般
人身上可能就会一蹶不振，但苏东坡终非常人。对他来说生
活是要继续的，遭遇挫折更要乐观的面对生活，更要积极的
去发现这个世界的美。既然官场上不如意，那我就在别的地
方寻找成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过着隐士般逍遥自在的生
活：散步、读书、耕种、酿酒、与好友游山玩水喝到微醺之
后再写出上好的文章……有意思好玩的事情多着呢，生活终
归是精彩的，只要你用心去发掘和经营。

在我看来，正是由于苏东坡有一颗孩童般的心灵，使他对一
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心和想象力，所以心灵才能如此美妙，
成为一个有趣的人，一个真性情的人。乐观豁达的心态，使
他乐观的面对生活，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再加上自身的天分、
过人的才华和极高的道德修养，一个名垂千古总会引起人亲
切敬佩的微笑的苏东坡也就不足为怪了。

东坡居士读后感篇八

2.做翰林学士时，苏东坡常在夜里深锁宫中。有一个极为崇
拜苏东坡的，勤于搜求苏东坡的字，苏东坡每一个短简便条
若由苏东坡的秘书交给他，他就给秘书十斤羊肉。东坡已经
风闻此事。一天，秘书对友人的口信请苏东坡回复，东坡已
经口头回复了。秘书第二次又来请求，苏东坡说：“我不是
已经告诉你了吗?”秘书说：“那人一定要一个书面的答
复。”苏东坡说：“告诉你那位朋友，今天禁屠。”苏东坡
是个很风趣幽默的人。

东坡居士读后感篇九

中国人对苏东坡的喜爱程度，林语堂概括的最为精准，“一
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

《苏东坡传》，是一个才子为另一个才子所作的传记。可以
说，苏东坡是林语堂的偶像，是林语堂的隔代知音，林语堂



对苏东坡的喜爱、欣赏、仰慕，最终凝结成了这部传记名著。
《苏东坡传》以苏东坡成长轨迹为线索，分为童年与青年、
壮年、老练、流放岁月四卷，考据严谨，事例翔实，语言生
动幽默，仿若林语堂穿越了时空，隐身于苏东坡身侧，一一
记录着他的言行起居、喜怒哀乐而成文。同时，这部中国古
代名人传记的写法有别于他，林语堂有心把自己的偶像推介
出国门，作品以英文写就，目标受众是西方读者，后由台湾
学者张振玉译为中文，堪属名著名译，读时别有一番趣味。
林语堂是了解苏东坡的，旅居海外之时，身边相伴的是有关
苏东坡的以及苏东坡著的珍本古籍，一天天的精神交流，一
次次的心灵对话，神交已久，经典传记顺理成章一气呵成。
苏东坡旷达、豪迈、洒脱，林语堂的笔调也是轻快的，即便
是苏东坡跌至仕途低谷，传记的笔触也不曾灰暗。

苏东坡天赋才气。“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士
大夫不能诵东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此语
为当时杂记记述，由此可见东坡才气地位。苏东坡说，做文章
“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
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称最快乐就是写作之
时，“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
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林
语堂也道，杰作之所以成为杰作，必然具有一种我们称之为
发自肺腑的“真纯”，还在于文学所给予读者的快乐上，能
使读者快乐，的确是苏东坡作品的一个特点。东坡创作时自
得其乐，其诗文书画艺术上的卓绝之美也带给我们太多的愉
悦和欢乐。

苏东坡处世旷达。东坡一生的宦海生涯，几遭贬谪，饱经忧
患拂逆，均以坦荡荡之胸怀处之，人性更趋温和厚道，并没
变得尖酸刻薄，古今中外，与其相似之人可以说再难找到第
二个。在贬谪期间，东坡仍开凿湖泊河道、治水筑堤，关心
千里荒旱、流离饿殍。在政治上，他从不站队，对自己的主
张原则始终坚定不移，所以他一生政坛坎坷不达也就不足诧
异了。苏东坡处世“对事不对人”，他会因事发怒，却不会



恨人，听闻自己的仕途克星章被贬谪的消息时，他写信对双
方的亲戚黄实说：“子厚得雷，为之惊叹弥日。海康地虽远，
无甚瘴。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稳。望以此开譬太夫人也。”
此种襟怀，正如他对子由说的：“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
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在我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

苏东坡情深义重。东坡对生命中的四位女性用情至深。初恋
系其堂妹，慈孝温文，因二人同姓联姻无望，至晚年流放在
外，听闻堂妹逝世，东坡“心如刀割”；流放归来途经堂妹
坟茔所在，虽身染重病仍挣扎到坟前致祭，第二天，尚面壁
而卧抽搐哭泣。发妻王弗聪明能干，务实际、明利害，有知
人之明，东坡事事多听从妻子，可惜王弗二十六岁病逝，妻
死后十周年，东坡作词《江城子》悼念，其词凄艳感人：十
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
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
月夜，短松岗。妻亡三年多后，东坡续弦王闰之，闰之系王
弗堂妹，秉性柔和，遇事顺随，一直和丈夫同甘共苦，东坡
誓言生则同室，死则同穴，闰之死，东坡亲写祭文，十年后，
子由将她与东坡合葬。东坡贬谪黄州期间，收朝云为妾，朝
云聪明活泼有生气，是东坡的红颜知己，据传，东坡曾问家
中女人他那便便大腹之中何所有，有说“一肚子墨水”，有说
“一肚子漂亮诗文”，东坡都摇头说“不是”，最后朝云
说“你是一肚子不合时宜”，东坡大呼曰“对！遂大笑。东
坡对弟弟子由的深情也非比寻常，在宦海浮沉的顺逆荣枯过
程中兄弟手足情深，忧伤时相慰藉，患难时相扶助，彼此相
会于梦寐之间，写诗互相寄赠以通音信，因为子由，苏东坡
写出了那首公认最好的中秋词《水调歌头》。

苏东坡幽默达观。东坡一生穷达多变，却容易接受哲学达观
思想的安慰，自谓陶潜是其前身，与自然浑融一体，宁静满
足。被贬黄州期间，曾于雪堂墙上门上写下“警言”：出舆
入辇，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寒热之媒。皓齿蛾眉，伐性之
斧。甘脆肥浓，腐肠之药。后被贬谪到中国本土之外的琼崖



海岛，当地无医无药，他却说：“每念京师无数人丧生于医
师之手，予颇自庆幸。”最能体现其达观人生哲学的，应是
他贬谪到海南的日记：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
之曰：“何时得出此岛也？”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
洲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譬如注水
于地，小草浮其上，一蚁抱草叶求活。已而水干，遇他蚁而
泣曰：“不意尚能相见尔！”小蚁岂知瞬间竟得全哉？思及
此事甚妙。与诸友人小饮后记之。

东坡居士读后感篇十

合上厚厚的《苏东坡传》，心中感慨万端，种种杂绪像被书
页搅动的灰尘萦绕着我，我开始思考人生，思考命运。

纵观苏东坡的一生，是坚持自我的一生。林语堂称她为“大
自然的顽童”，我认为很贴切，儿童最真，率性而为，
而“顽”又带着倔，正是这股率性和倔劲，让他无论在何种
情况下都能拥有一颗快乐、平静的心。他的政治生涯在新党
与旧党斗争、政权的更迭中起起落落，于他是可悲的，他像
是被装在木箱里，抛到海上，随海浪起起伏伏，官场似海，
他的性格决定了必然被抛之于浪尖上，是他的正直、他的直
言、他的调侃讽刺，让政敌们掀起了一浪又一浪。

我想，从来没有人外方贬谪的足迹有遍布这么广的，也从来
没有人在贬谪期间过得这么安然恬淡的，连政敌都嫉妒了。
我觉得除了耳熟能详的儒释道完满融合的原因之外，还有几
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一、是文学的支持，在穷乡僻壤，写作是他的重要内容，有
诗、有词、有信件、有墓志铭、有经典注疏，这时，他写东
西已经没有什么功用目的了，而是完全抒发本心，所以他的
成就才更大。当文学回到了写本心的位置，才有了不朽的价
值。



二、是众多的朋友，苏东坡有很多交往一生的朋友，每到一
个地方，也广交朋友，寻访奇人异士，他对朋友倾心相待，
信任有加，好多引为知己。他像一株散发着特殊气质的君子
兰，吸引着三教九流的朋友，就像他自己说的“我上可以陪
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记得初中看到一句话，
谓之“人不痴，不可与之交”，大概有痴气的人一旦与之相
交，便可长久。这些朋友给予苏东坡极大的神安慰和鼓励。

三、则是情趣广泛，脑中总有这么一个印象。凡是兴趣爱好
广泛的人，总是精神饱满，充满活力，百折不饶。民间有很
多苏东坡的传奇佳话，有很多是关于他的兴趣爱好，像东坡
肉，研制药方，听说曾经还配了制墨秘方，差点把房子烧毁，
这时，他更像一个顽童了。兴趣广了，才有做不完的事，即
使被炒鱿鱼，被架空，生活也可以忙得不亦乐乎。

现代社会，人们的精神生活越来越荒漠化，人们抱怨、烦躁。
也许我们没有那时免费的无限风光可以游览排遣，也没有妙
笔生花的文笔抒写，但可以拥有苏东坡式的心态，坦然达观，
安之若素，不必媚上，不必伪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