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辛弃疾的故事读后感(大全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
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辛弃疾的故事读后感篇一

“满载一船明月，平铺千里秋江。”

――题记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站在边地上吟道。“举头
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曾如此吟咏。古时的月多情而妩
媚。

圆圆的月，扁扁的故乡是李白最美的念想。扁扁的是月，是
故乡，是月的影子。任目光穿越千年去品读故乡。一笔一笔
地勾勒那份熟稔，圈画那份执着，评说那份纯真。你紧皱眉
头。忽然，几滴浊泪从你清明的眼里滑落，打湿了你的青衫。
这月里含着你多少的念想啊。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是李煜最后的感叹。弯弯
的是月，是国家大任，是对命运的质疑与故国之思，是生命
无法承受之轻。随时间沉淀历史去感伤故国。一句一句地吟
咏那份怀念，沉沦那些无邪，采撷那份甜美。你抚着雕栏，
望向如钩月，发出一声低叹。你又突兀的笑了。一切的一切，
何时方能结束？而这声浅笑又饱含着你多少的无奈啊。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是苏子最透彻的见解。一
位哲人说过，“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所以，生活中充斥
着悲伤与离别，然而又交织着欢乐与聚首。你极目远
眺，“转朱阁，低绮户”，你深邃的目光如同一条江水深深



的浸透那轮残月。思索、探寻、追求月里的饱满与充实，虚
无与飘渺。突然，你看到那轮霜月被晨曦吞噬。你笑了。从
此，你怅望西江月，笑看官场沉浮。

然而，孤独的苦，寂寞的楚，失意潦倒的际遇终究

让你万劫不复。

此生此夜长好，明年明月旧处看是你最大的期盼。

年年中秋，你独醉。你醉看秋月，魂断酒香。你渴望与亲朋
好友在这样美好的中秋节里荡桨河上，一起汲暖，一起祝福，
一起赏月。然后“画船听雨眠”。这月里，寄托着你多少的
期许啊。

“今人不见古时月，明月曾经照古人”。

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月儿，感谢你在岁月的长河中缀
连着愁绪，使它们不至于淹没于历史长河中。

“满载一船明月，平铺千里秋江。”余韵悠悠，我心怅然。

辛弃疾的故事读后感篇二

东风仿佛吹开了挂满花灯的千棵树，又如将空中的繁星吹落，
像阵阵星雨。华丽的香车宝马在路上来来往往，各式各样的
醉人香气弥漫着大街。悦耳的音乐之声四处回荡，聆如风萧
和玉壶在空中流光飞舞，热闹的夜晚鱼龙形的彩灯在翻腾。
美人的头上都戴着亮丽的饰物，晶莹多彩的装扮在人群中晃
动。她们面容微笑，阵阵幽香随人而去。穿行在熙熙攘攘的
人群中，苦苦寻觅千百次，猛然回头，那人却独立在寂寞冷
落的灯光稀疏之地。《青玉案·元夕》中所描绘的场景使人
陶醉，而那自甘寂寞、不慕繁华的孤高情怀也久久地回荡在
心中。



第一次接触到这首词，是在小学五年级。当老师在讲解“蓦
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句时，我心中顿时有一
种奇妙的感觉。那种感觉似乎很熟悉，我极力品尝那种孤独，
那种超脱凡尘的孤独。从前两句就可以想到，在元夕的夜晚，
到处绽放着绚丽的烟火，那高挂的灯笼，照耀着大地，那车
水马龙的街道，眼中全是歌舞升平的繁华景象。但是却有一
个身影孤独的漫步在大街着，仿佛这一切都与其无关。当时
的我年纪还小，不能完全体会到词所表达的感情，但我却喜
欢上了这首词。我经常诵读着它，渐渐地，仿佛读懂了什么。

后来，我升入了初中。偶然的机会，我在教材上再一次发现
了这首词。我仔细地阅读着赏析，似乎又被带入了元宵灯会
的场景。但这一次，我明白了，那种孤独并不全是心灵的孤
独，那是一种不慕富贵、不愿贪图安逸和世俗安乐的孤高情
怀。穿越时空，我仿佛看到了那个孤寂的身影。繁华、欢笑，
这些转瞬即逝的东西，所带来的短暂欢乐却是那么吸引人，
想要摆脱是十分不容易的。而她却达到了这种境界。零星的
灯光之下，我对其涌起一阵尊敬之情。

前不久，春节来临。除夕夜，鞭炮声、礼花声此起彼伏，天
空被五彩斑斓的色彩照亮。我离开人群，来到了凄清的河边。
夜风吹拂着，苍茫的夜色扑面而来。我点燃了一根仙女棒，
凝视着那跳跃着的微弱光。远方的礼花声渐渐微弱。此时，
什么都不那么重要了。只有我，只有河，只有仙女棒，只有
黑夜。在那浅浅的微光中，我仿佛又看到了元宵灯会上的那
个身影。她对我淡淡地微笑着，我也对她报以一笑。默默无
语中，彼此什么都明白了。她渐渐化为一缕轻烟，升入天际。
我仍逗留在河边，沉醉在这孤寂的夜色中，感觉自己的肉体
与灵魂都得到了洗涤。直到曙光微，新的一年在清晨的阳光
中到来。

《青玉案·元夕》，这首短短67字的宋词，带给了我无限的
思考与感悟。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其感悟也渐渐深入。在
夜深人静时，我常会在心中默念着这首词，在这个过程中，



会得以自我反省，并使心静人定。不慕繁华、自甘孤寂、不
贪图安逸，若能始终以此自勉，那么你将会淡定、自持，拥
有一个平安而长久的人生。

辛弃疾的故事读后感篇三

“杀贼！杀贼！杀贼！”这是辛弃疾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发
出的喊声，也是究其一生未能完成的梦想。

一代词人辛弃疾，就这样满怀遗憾、心有不甘的离开了他曾
经生活的朝代，撒手人寰。“纵观历史长河，辛弃疾都堪称
是一个特别的存在。辛弃疾的的不同寻常之处，不仅在于他
存词600余首，被称为词中之龙，更是一名能征善战的将军。
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真正意义上的文武双全之才。”

这是《辛弃疾：诗心剑胆北国魂》作者赵林云教授在辛弃疾
诞辰880周年，在辛弃疾的故乡济南举办的“陪诗人一起返
乡——辛弃疾传赏读书”上的开场白。

辛弃疾，能文能武，文武双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很多人
对辛弃疾的印象是一代伟大的词人，也对他的传世名作，譬
如：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
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
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辛弃疾：降生济南府，国破故园殇。

辛弃疾降生于一个动荡的朝代，俗话说：乱世造英雄。父亲



辛文郁在卧牛山秘密练兵的事情被金人发现，后被金人毒箭
所伤，毒发而亡。临终前，用微弱的声音对7岁的辛弃疾
说：“我们虽然身在金国，但都是大宋的子民，我们的家乡
本来属于宋朝领土，因为朝廷羸弱，才落入外族之手。你一
定要好好读书，刻苦练武，研习兵法，将来长大后驱逐金人，
报效自己的国家。”

父亲满怀遗憾和不舍去世之后，母亲也因思念过度，离开了
人世。父母英年早逝，辛弃疾只能随爷爷辛赞一起奔赴安徽
亳州。当时的亳州也在金人的管辖区域，爷爷辛赞任谯县县
令。

从济南历城到安徽徽州，大概有800多里路。爷孙俩在去亳州
的路上，同游祖国大好河山。一路所经之处，凡是有历史名
人故里，爱国名将遗迹，幽静的古战场，爷爷都会一一讲述
给他听。特别是讲到那些著名的古代战争案例，包括战场的
选择、地形地貌和两军对垒的布阵和战术，爷爷辛赞会讲得
更加详细。

长大了做一名军事家，只有那样才能戎马平生，叱咤风云，
做出一番伟大的事业。怀着这样的梦想，辛弃疾爷孙一行来
到了亳州。亳州的学习，奠定了辛弃疾在文学方面的基础，
他的刻苦和努力也终于让他在文坛展露新角。与党怀英齐名
北方，号称“新党”。

然而，一身的文武才能却得不到重用，无奈，从武转文，于是
“词中之龙”辛弃疾，为我们留下了600多首脍炙人口的杰作。
其词，以豪放为主，风格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题材广
阔，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
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
河山的作品。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
老年的辛弃疾，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梦想，是无法实现了，
南宋已经病入膏肓，究其一生，梦难圆！



辛弃疾和陆游共同的遗憾：何日？王师北定中原日。

同样遗憾的还有陆游，临终之际，他写了绝笔诗《示儿》：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辛弃疾和陆游都没有想到的是，此后，南宋的“王师”再也
没有“北定中原”的机会和能力了。《辛弃疾：诗心剑胆北
国魂》向我们展示了能文能武的辛弃疾，生不逢时，一声叹
息！历史长河中，多少遗憾，多少夙愿，只能是梦一场，一
场空！

辛弃疾的故事读后感篇四

一个夏天的夜晚，我去黄沙岭看望词人辛弃疾。我们两个也
算是老同学了，他见了我非常高兴，邀请我一起出来转转。

我们来到了黄沙道，骑着马边走边聊。天色渐渐暗下来，明
月悄悄爬上了树梢，惊飞了栖息在枝头的喜鹊。过了一会儿，
已到亥时，一阵清风刮来，惊动了树上的蝉儿，这些小精灵
便开始不停地鸣叫。我看见辛弃疾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也
学着他的样子吸了一口气，啊，空气中散发出的稻花的香味
令人心旷神怡。远处的山村中，传来人们的说笑声，哦，那
是乡亲们正在谈论着今年丰收的好年景，路边的池塘中，青
蛙也不甘寂寞，“呱呱”地叫个不停，仿佛应和着乡亲们的
谈笑声。

三更的时候，不知从哪儿飘来一片乌云，遮住了皎洁的月光，
刚刚还明亮的夜空一下子就黯淡了下来，只有几颗星星时隐
时现。我看见辛弃疾低头沉思，像在想什么，便问他：“怎
么了？”



他回过神来，脸上露出一丝喜悦之情：“今年又是一个丰收
之年啊！这样，我们明年就有余粮，又可以北上伐金了。”

“嗯，有道理。”我说，“我们可以继续进行抗金大业
了。”

辛弃疾又抬头看了看天边的那朵乌云，说：“不好，可能要
下雨！快走！”

我俩快马加鞭，急切地寻找避雨的地方。不一会儿，几滴雨
落了下来。

“‘六月的天，娃娃的脸’，这句话一点没错！”辛弃疾笑
着说。但说笑归说笑，我们还是怕雨骤然变大，便拼命往前
赶。

“奇怪了，这儿应该有一家茅舍小店啊，怎么找不到呢？”
我问辛弃疾。

“应该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别急，马上就到了。”

果然，山路一转，那曾经熟悉的小桥流水又呈现在眼前，还
有那坐落在土地庙附近的树林旁的小店。

进店之后，辛疾弃问店主人：“可有笔墨？”店家很快拿来
了，我帮他磨好墨，只见他奋笔疾书，写下了《西江月·夜
行黄沙道中》这首词。因为与他同行，我更能深刻地体会到
这首词的妙处。

辛弃疾的故事读后感篇五

皎月东升，月光轻柔似水，举眸凝望，褐栗色的枯枝横斜眼
前，银月娇柔似得隐在那枝后，挽几颗北斗，批几星残云。
林立枝头的乌鹃低头打转，却被那莹莹的月光所惊动，举翅



翔空，飞往那幽幽空山。夏意怡人，清风卷着芙蓉的轻灵前
来迎接。墨色的蝉覆在那老干虬枝上，鸣着夏夜的盎然。

举步前行，踏在那农家石径上，稻花香气扑鼻，茅屋中传来
农民笑意谈论：“今年庄稼收成定是甚好，听这蛙声，却是
在庆祝我们啊！”“是呵，闻着稻花香，听着蛙叫，我算满
足啦！”笑意荡漾，农民是国家根源，之前收粮总是勉强维
持生活，今年算是有个好年了。池里，芙蓉鲜红，碧叶掩影，
那青蛙也是怕羞，躲在不知的深处。蛙声绵延，鸣蝉灵促，
二者同嚷起来，却比那《彩云追月》更有盎然的自然风趣。
此时再饮些清酒，岂不是更妙哉！

踏在那木板桥上，溪流跃石，透着斑斓。夜，更深了。举眼
仰视星空，北斗明莹了许多，亮晶银闪，几颗环绕在月旁，
等着月色明朗了，又会有几人注意，记起它们呢？倒是那清
高的北斗，印在深蓝幕色一侧，越发明耀了。不经意之间，
却落起了几点小雨，细雨斜织，稀疏朦胧。一行青山隐隐轻
斜。也不必再穿那蓑衣了，由着那雨星滑过面颊。在这细雨
青山之中，我却越感清新怡人了。

青林斜交，一干干枝头朝天，粗糙的枝干在月关之下，影起
斑点银星，那丛林深处，又是些什么？谁也不知道。旧时的
旅店隐在林旁，屋上茅草纵横交错，横七竖八地躺在那，旅
店墙壁颜色几乎剥落，红漆掉在那青草立马。旅店里面有着
些许蜘蛛网，上面已经有了许多昆虫残骸。边走边望，小径
尽头又是一座石桥，溪流湍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