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诗经二首蒹葭读后感 诗经的读书
心得体会(模板9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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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
一下吧。

诗经二首蒹葭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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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生动地展示了一名
坚贞不屈的女子誓死捍卫自己爱情的决心；“虽速我狱，亦
不女从。”是一位女性对逼他从婚的贵人的斩钉截铁的答复。

睿智、沉静，是诗人的性格，含蓄，朴素而又精致，是诗的
语言，诗人用诗的形式，抒写的却是他们并不平静的心灵。
对爱的自主追求，对自由的渴望，对正义的崇奉……每一种
感情都是如此的强烈，如此的真切；每一颗心都是如此的善
良，如此的虔诚。

阅读了《诗经》，我看不到古时人们的闭塞，愚昧与保守，



我看到的尽是爱，智慧，自然，希望与阳光。一切美好的词
汇，美好的事物，美好的情感……充溢着每一首诗。那么和
谐，那么执著，那么崇高，那么圣洁，每一首诗都是一首动
听的歌，每一首诗都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每一首诗都拥有一
个美丽而高尚的灵魂。

昔日雄霸天下的帝国已化为云烟；当年国色天香的罗裙已散
入黄土……今天，真正触动我的情感与灵魂的不是几件博物
馆里的文物，而是那些经久不灭的人的故事。一首首清新而
高雅的诗，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我仿佛被带到了遥远
的国度，历史又重新展现在我的眼前：恍恍惚惚，若隐若现，
神秘而悠远……我仿佛听到了来自远古的声音，隐隐约约，
断断续续，仿佛要告诉我什么……也许是历史，也许是故事，
也许是未来，也许是别的什么。

爱，自由，正义，是《诗经》永恒的主题，这也是生命永恒
的主题。闭上眼睛，用心静静地聆听，你可以听得到――那
来自远古的心灵的呼唤。

诗经二首蒹葭读后感篇二

相思之所谓者，望之而不可即，见之而不可求；虽辛劳而求
之，终不可得也。于是幽幽情思，漾漾于文字之间。吾尝闻
弦歌，弦止而余音在耳；今读《蒹葭》，文止而余情不散。

蒹葭者，芦苇也，飘零之物，随风而荡，却止于其根，若飘
若止，若有若无。思绪无限，恍惚飘摇，而牵挂于根。根者，
情也。相思莫不如是。露之为物，瞬息消亡。佛法云：一切
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情之为物，
虚幻而未形。庄子曰：乐出虚，蒸成菌。一理也。霜者，露
所凝也。土气津液从地而生，薄以寒气则结为霜。求佳人而
不可得，于是相思益甚，其情益坚。故曰“未晞”，“未
已”。虽不可得而情不散，故终受其苦。求不得苦，爱别离
苦！此相思之最苦者也！



情所系着，所谓伊人。然在水一方，终不知其所在。贾长江
有诗云：“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夫悦之必求之，故
虽不知其所踪，亦涉水而从之。曰“溯洄”，曰“溯游”，
上下而求索也。且道路险阻弯曲，言求索之艰辛，真可
谓“上穷碧落下黄泉”。然终于“两处茫茫皆不见”，所追
逐者，不过幻影云雾，水月镜花，终不可得。

相思益至，如影在前，伸手触之，却遥不可及。“宛在水中
央”一句，竟如断弦之音，铿锵而悠长。痴人耶？梦境耶？
每读到此，不由喜《蒹葭》选自《诗经国风秦风》，大约
是255年以前产生在秦地的一首民歌。

关于这首诗的内容，历来意见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有下列
三种说法：一是“刺襄公”说。《毛诗序》云：“蒹葭，刺
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今人苏东天在
《诗经》辨义冲阐析说：“‘在水一方’的‘所谓伊人’
（那个贤人），隐喻周王朝礼制。如果逆周礼而治国，那
就‘道阻且长’、‘且脐’、‘且右’，意思是走不通、治
不好的。如果顺从周礼，那就‘宛在水中央’、‘水中低’。
‘水中让”，意思是治国有希望。”二是“招贤”说。姚际
恒的《诗经通论》和方玉润的《诗经原始》都说这是一首招
贤诗，“伊人”即“贤才”：“贤人隐居水滨，而人慕而思
见之。”或谓：“征求逸隐不以其道，隐者避而不见。”三是
“爱情”说。今人蓝菊有、杨任之、樊树云、高亭、吕恢文
等均持“恋歌”说。如自恢文说：“这是一首恋歌，由于所
追求的心上人可望而木可即，诗人陷入烦恼。说河水阻隔，
是含蓄的隐喻。”

由于此诗之本事无从查实，诗中的“伊人”所指亦难征信，
故而以上三说均难以最终定论。在这里，我们姑且先把它当
作一首爱情诗来解读。

《蒹葭》属于秦风。周孝王时，秦之先祖非子受封于秦谷(今
甘肃天水)。平王东迁时，秦襄公因出兵护送有功，又得到了



岐山以西的大片封地。后来秦逐渐东徙，都于雍(今陕西兴
平)。秦地包括现在陕西关中到甘肃东南部一带。秦风共十篇，
大都是东周时代这个区域的`民歌。

诗经二首蒹葭读后感篇三

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也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作为一本包含着众多古代诗歌的典籍，诗经承载着古
代人们对于生活、情感和社会的思考和表达。通过阅读诗经，
我深刻体会到了其中蕴含的智慧和道理，也感受到了古代人
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以下是我对于诗经的阅读心
得体会。

首先，诗经中的诗歌内容丰富多样，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
社会生活及人们的情感体验。诗经中的《国风》展示了各个
国家的风土人情，歌颂了各地的繁荣与美好。《周南》、
《召南》等章节则表达了当时人们对于感情爱情的追求。阅
读诗经，我仿佛置身于古代的社会环境当中，亲眼目睹了那
个时代的风云变幻，感受到了古人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和追求。

其次，诗经中的诗歌语言优美华丽，给人以美的享受。每一
篇诗歌都精炼而含蓄，每一个字都经过深思熟虑。诗经中的
意象丰富多样，既有自然景物的描绘，也有人物形象的塑造。
通过对比、象征等修辞手法的运用，诗经中的诗歌充满了韵
律感和美感，让人读之心生赏析之情。其中，《关雎》中
的“有鸟噪于梁，有女踟于堂”、“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等诗句，让人陶醉其中，令人回味无穷。

第三，诗经处处体现了古代人们对于德行和道义的追求。在
古代社会，道德被视为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基本原则，而古人
通过诗经来呼唤和弘扬道德的重要性。例如，在《小雅·鹤
鸣》这首诗中写道：“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自求鸣于
濯濯之泽。”此篇以鹤来比喻君子，鼓励读者要能够包容他



人并以德行为本，追求高尚的品德。

此外，诗经中也诉说了古代人们对于社会现象、人际关系的
思考。《国风·周南·桃夭》中的“鸥鸟不至，孑孑羽翼”
揭示了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和朋友之间的无常。读者通过这些
诗歌，能够洞察现实的真相并加以理解。在阅读诗经的过程
中，我更深刻地认识到，人性和社会在古今中外都是一脉相
承的，理解古代人们的思考方式和表达方式，有助于更好地
理解当代社会。

总的来说，诗经是一本重要的古代文化遗产，通过阅读诗经，
我们可以感受到古代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了解
古代社会的面貌和人们的情感体验。诗经中的诗歌语言优美
华丽，让人陶醉其中，享受美的享受。此外，诗经也是一本
道德启蒙的读本，通过诗经，我们能够获得一些对于德行和
道义的启示。诗经还通过描写社会现象和人际关系的思考，
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社会。总之，读诗经不仅可以开拓
视野，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还可以提升自己的情感和修养。

诗经二首蒹葭读后感篇四

诗经作为我国古代文学的瑰宝之一，不仅集中了中华民族较
早的诗歌艺术，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阅读诗经时，
往往能够领悟到其中深藏的智慧和情感，也能够感受到其中
蕴含的文化精神，特别是通过对诗经中的摘抄进行学习和剖
析，更能让我们深刻领会其中的思想和美学内涵。

第二段：对诗经摘抄进行分析

诗经中涵盖了丰富的内容，如爱情、生命、自然等等，通过
对其进行摘抄和阅读，不仅能使我们领悟到其中蕴含的文化
精神，还能让我们深入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面貌、人物和情
感。例如“匪风、匪雨，何妇不素鲜”，正是对女性爱美之
情的讴歌；“置我于青春，奉先生之道”，则是对教育和人



生导向的思考；“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曾是以有，将何以
遗”，则是对逝去的时光和生命的感慨。

第三段：学习和借鉴诗经摘抄的重要性

诗经是中华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的摘抄更是集
中了古代文人士们的心得体会和感悟，对我们今天的学习和
生活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我们不仅要从中了解文化传承和
发展的历程，更要在其中寻找到适合自己的思想和原则，指
导自己的行为和人生之路。

第四段：探寻个人的心得和感悟

诗经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精华，每个人看到的都不完全相同，
读后生产的心得和感悟也会各不相同。在我看来，通过阅读
诗经摘抄，我不仅对古代文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也更好地
理解人性和情感的复杂性。在我的人生经历中，诗经摘抄给
了我心理上的启示，让我从心灵深处找到了思考和探寻人生
的真谛。

第五段：总结

在当今的社会，人们对诗歌的需求不再跟过去那样强烈，但
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对于艺术和文化的追求绝不仅仅是
生存和获利，而是对自己生命和精神世界的探索和提升。阅
读诗经摘抄、理解其中的文化精神和道德观念，将有助于我
们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的精髓，进而提高个人的素质
和文化水平。

诗经二首蒹葭读后感篇五

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部分，反映了周代的习俗、风土人
情和人与人之间各种情感的独特表达方式。其中《诗经 蓼莪》
具有特殊的意义。它通过对蓼莪这种草本植物的生命历程的



描述，揭示了人生的真谛和真理，让人类深刻反省自己的存
在和人生的意义。本文将从五个方面分析我对《诗经 蓼莪》
的理解和感悟。

一、 随遇而安的人生哲理

蓼莪是一种长在田野旁、路边的草本植物，生命力极强，无
论受到多么恶劣的环境和自然灾害，仍能顽强生长，可
谓“不屈不挠”。诗中虽然描述了它被人们粗暴地摘下、被
猛兽蹂躏，但依然能把自己的生命舞步，唱响了永难忘怀的
曲调，历经百般风雨，也闪耀着不屈和希望的光芒。这个曲
折且平淡的人生故事，说明了人生需要“随遇而安”，顺应
自然的变化、接纳命运的贡献。改变命运的关键在于把握每
一个看似平凡的机会，全力以赴，从而获得更为美好的诗篇。

二、 生命的坚韧和持续奋斗的意义

诗中还描写了蓼莪经历雨、经历风、经历摧残后仍能成长，
不居于固定的位置，而是继续寻找更加适合自己的成长环境。
它拍动着翅膀，冲破雨幕，啼叫一声，坚守在自己理想的高
峰，为梦想而战斗。从蓼莪的成长历程可以看出，坚韧和持
续奋斗的意义就在于不轻易放弃，即使在压力巨大的情况下，
从容而不失建树。因此，我们也应该让自己的人生充满勇气
和动力，不断突破自己的限制，迈向更为美好的未来。

三、 自我提升和努力实现人生价值

古人云，“白露红莲，所以养心。” 蓼莪通过指导人们并不
屈从恶劣的天气，盼愿希望，少说话成就很多之事示范了如
何增长人类品质的方法。在这个新时代，我们也应该通过自
我提升和努力实现自我价值，培养自己的美德，增加自己的
阅历和知识。从而建立自己的社会地位，全力以赴创造卓越
的人生。



四、 自我超越和持续成长的重要性

蓼莪在生长过程中，始终专注于自我超越和持续成长。即使
在遭受威胁的情况下，它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追求自己的
目标，并不停止成长。蓼莪的成长故事提醒我们，人生的意
义在于不断成长，超越自我，并为社会做出贡献。因此，我
们也应该保持一颗求知的心态，不停止成长与发展，为我们
的人生之路增添色彩。

五、 勇敢面对人生的挑战和压力

蓼莪能够自我成长和汲取新的营养，原因在于它可以勇敢面
对人生的挑战和压力，总是保持乐观的态度。在人生的旅程
中，每个人都会遇到挑战和压力，而勇敢面对这些挑战和压
力是至关重要的。正如蓼莪能够适应不同的环境并在压力下
继续成长一样，人类也应该坚持面对挑战，不断学习和成长，
展现出不同凡响的风采，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

因此，“《诗经 蓼莪》心得体会”已经得出了多个观点，说
明了诗歌的深刻意义。正是这篇诗歌，告诉了我们人生的成
长历程，拓宽了我们的思路和胸怀，引领我们走向人生成功
的新高峰。

诗经二首蒹葭读后感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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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经二首蒹葭读后感篇七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世间有两大遗憾，一为英雄迟暮，二为美人凋零。然而光阴
似箭，即便当年怎样少年意气，临老之时都容易叹息过去岁
月如何。

甚好，我还年轻，尚是美人盛放之时。

然而此之美人却并非指我，而是指那些书卷中写的才子佳人。
而其中《诗经》无疑是佼佼者，以世间灵秀之物叹这天下美
人，即便过了千年，仍能从那灵秀神韵上，感受到美人一颦
一笑之间的气象。也许是因为当世再难寻得如此采天地精华
的美人，以至于每每指腹抚摸过那些流淌的文字时都深深感
到一种难以言说的遗憾，但却又每每遐想那些美人的姿态，
即便在想象之中，也能得到一种无法触碰的赞叹。

于我而言，美人一词便说尽了世间占尽风流者的神态。而美
人一词却又不单单指女子，若广义上讲，男子也可以称为美
人，这倒不是亵渎，而是字形的优雅。比较了一下“男”
和“女”这两个字，突然发现两个字都不怎么好看，反倒写
出了“美”字之后，才真真发现“美”这个字俊俏到了极致，
这个字看起来就像一个人散散站在你面前，颇有一股倜傥风
韵在其中，所以看起来就极为顺眼，其实比较起来，一般字
体带有一撇一捺的大都有这种感觉，所以美人之“美”绝不
是单单的柔美，而是融合各种赏心悦目姿态的集合。所以称
男子为“美人”可能会有些冒犯，但于我而言却只是一种韵



味的表达。

《诗经》中描绘美人的诗句很多，从不同的词语之间便可以
看到古往今来人们对于容貌不凡者的偏爱，但‘美’却并不
仅限于容颜。若“美”只是浮于表面的存在，那么人们当初
也不会雕琢它字形的潇洒。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
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
子于归，宜其家人。”

桃花盛开，如火焰灼灼，宛若姑娘身上的嫁衣，灿烂如朝霞。
艳丽的花色，正如姑娘年轻的容颜，引得旁人赞叹。恭贺的
人们在旁边追跑，孩子们嬉笑。而我则站在远方的桃花树下，
看见那群热闹的送亲者逐渐远去。却在心中叹息。

好一幅难得的“美”色，比起当下的喧哗奢侈，这花瓣与人
们欣喜的神色，才是“美”之骨髓，“美”之精魄，即便千
年之后，也能驻足。

踱着步，向着深处走去，才逐渐明白“美”之一词，并非单
指人，人之气，如画卷点睛之笔。与周身之景相映衬，以气
引导容颜之色，方得颜色之精魄，那样才能匹配得上“美”
之一字。气之养成，也与成长的经历有关，因此世上美之同
音，却因不同的景色不同的经历千差万别。全然不像当下所谓
“美”者，徒有一张面皮，如盲眼之画，无气之引，便千篇
一律。然而世人却又连连拍手，捧得这无魂之“美”高居封
顶之位，明明此等庸俗者，连“美”字边角都未找到。

是了，天下美人便如画卷风景，流动着惬意的神色。然而这
美的点睛之笔，却要凭借气才得精髓。《诗经》中大都有对
美人的描述，但更多的是却不是对美本身的描述，而是对德
义的间接夸奖。无论是世家公子的贵气还是世家女子的高雅，
亦或是将军士兵的勇武，平民的信守承诺，勤劳耕作，都



是“美”这幅画卷中不可缺少的一点。这一幅名为“美”的
盛世图卷，才是无数文人墨客试图模仿的存在。而《诗经》，
只是它其中一个范本罢了。

“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
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汉之广矣，不
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蒌，之子于归，言秣其驹。汉之广矣，不
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便是对佳人的思念，也是唱不断的歌谣，希望河水也能听到
他的相思，将情意送给佳人，让他在河畔驻足的时候，能见
到佳人回眸的一刻。

比起现在喧哗的求爱，不知又要盛景到何处。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
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

层层叠叠的枝叶下，千年前德义之士在此居住，德育百姓。
跟随时间的轨迹，在这片土壤上生存的人们为了感念他的恩
德，将他休憩的甘棠树留下，以作对他的感激。

有君子如玉，世人盛爱。若君子陨世，世人哀悼。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此之德义之景，又怎能说不是“美”的一部分。



在此树下睡上一觉，恍惚间便能见到那些人的欢声笑语。慢
慢睁开眼的时候，便觉得身侧有“哗哗”的水流声趟过，如
同一道名为流逝的溪水从身侧穿过，逐渐将那些景象带向远
处，直到再也不曾看见。

花开有时，花落终叹。

那千年前的盛景，终究是随着花谢掉落在了这片土壤上。

连带着那些美人的身影，也消损在面前，化为一道飞烟，无
影无踪。

行走得远了，又看得许多风景。看那年年花开花落，年年如
此，盛景却依旧令人神往。花间盛景年年有归来之日，人间
盛景归来之日却无期。

然而走得欢快些，看着那些盛景的壮丽，却又失笑自己何须
叹息盛景不在。花开之日无求何人来赏，花败之日无劝何人
去离，此番盛景在此，无论我是否在此处，都将在此盛放，
它既已盛放，又何曾在意败落的时刻。

既然在此处盛放，就先看此处的风景，不需在意它何时凋谢，
花开便是花开，花落即放它花落，不需刻意。

所以，且看且行，无论是花开花落，亦或是花已久落并未盛
开，都是值得让人期待的风景。

“我曾在花树下闲坐，曾在沙漠尽处感受赤阳，曾听吹着喇
叭的人们簇拥着披着红衣的年轻人伸手，看他眉角弯弯覆在
红轿伸出的白皙掌面，曾靠在树上看着那些骄纵意气者快马
踏过，卷起沉沉烟云。曾站在古战场的残骸上，设想那些震
天的呐喊声。”

“虽然我不曾在这一世经历过它，但生命若穿过数次轮回，



我也会在这纷乱的世道中见过它们，或者在那名为前世的梦
里看到过他们，或者，在古人的书籍里，亲临过这些地
方。”

花开所告诉我的故事，便是从这一首又一首的诗歌传达下来。
无论美人如花，亦或是之后凋零，都是一场故事，都是这幅
画卷中的小部分。

这幅，名为美的画卷的一部分。

但看花开，不问花落。

只听一场盛世美景。

且在此处。

诗经二首蒹葭读后感篇八

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也是中国文学史
上的里程碑。作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描绘了一个真
实、多姿多彩的古代社会景象，其中蕴含的深刻思想与情感，
在当今依然发人深省。自从我接触到诗经以来，我对于诗歌
的研究与了解也逐渐加深，以下是我对于诗经的研究心得体
会。

第一段：诗经的历史价值

诗经被称为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颗明珠，这不仅因为它是收
录了大量古代诗歌的总集，更重要的是，它呈现了丰富多样
的社会生活。诗经中的诗歌形式多样，内容广泛，反映了古
代社会各个层面的风貌。从贵族大殷到庶民小民，从宫廷婚
礼到田间劳作，诗经恰如一面古代社会的镜子，将那个时代
的人们的思想、情感和生活方式呈现得淋漓尽致。正是因为



诗经的历史价值，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古代社会，感受
到中华文明的流淌。

第二段：诗经的文学价值

诗经的文学价值不容小觑。它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学的起点，
也是中华文化对世界的贡献之一。首先，诗经的语言简洁、
明快，多用对仗和描写手法，给人以美的享受。比如《郑
风·风雨》中的“匪良人之言，胡为乎遘之？”就以简约明
了的语言道出了一个风雨中的相聚与别离的情感。不仅如此，
诗经中的许多诗歌也常常以借物抒怀的手法，将作者内心的
情感与外物进行巧妙的联系，使得读者能够更深刻地体会到
其中表达的感情。诗经的文学价值，使得它成为后世不可忽
视的文化遗产。

第三段：诗经的人文价值

诗经作为一部歌颂爱情、告慰亡者、劝勉人民的集大成之作，
不仅反映了古代社会的风貌，更启迪了后人对于爱情、亲情、
友情和人生价值的思考。诗经中有很多关于“爱”的歌谣，
它们真实地诠释了古代人民对于爱情的渴望和向往。比如
《邶风·击鼓》中的“击鼓其郊，无以宛之；击鼓其宫，志
言既多。”歌颂了钟情之人对于爱情的追求和执着。除此之
外，诗经中的一些篇章还以哀思慰亡、教诲忠孝为主题，为
后人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正是因为诗经所蕴含的
人文精神，使得它成为后世思考人性与人生的重要典籍。

第四段：诗经的艺术价值

诗经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给后世留下了诸多经典之作。
诗经中的诗歌凭借着奇妙的韵律和美妙的音调，在语言艺术
上达到了巅峰。一首首篇章中的韵律和声调，在引领读者进
入情境的同时，也使得读者能够在美的享受中感受到其中的
情感。比如《周南·关雎》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首句充满了婉转而悠扬的音调，犹如一首抒情的曲子。诗经
的艺术价值，使得它成为音乐创作、曲艺表演等艺术形式的
灵感源泉，为后世的艺术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借鉴。

第五段：诗经的当代意义

诗经虽然诞生于古代，但其所代表的思想和情感，依然具有
深远的当代意义。诗经中的爱情、家国情怀、人生观等主题，
都是当今社会所关注的焦点。通过研究诗经，我们可以重新
审视这些诗歌中所蕴含的智慧和价值，对照当下社会现状，
思考如何将这些古代的智慧引入我们的现代生活之中。同时，
诗经也是培养青少年审美情趣和修养的重要教材，对于推广
中国传统文化，培育文化底蕴有着积极作用。

在我对诗经的学习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了这部古代文学瑰
宝的历史、文学、人文和艺术价值。它不仅丰富了我的知识，
更拓宽了我的视野，激励了我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追
求。诗经的研究不仅使我对于古代社会的了解更加深入，同
时也使我更加热爱诗歌，更加珍视人文情怀。我希望通过自
己的努力，将这份热爱传递给更多的人，并为弘扬中华文化
做出自己的贡献。

诗经二首蒹葭读后感篇九

当一阵风有着跨越千年维度的力量，吹拂到我身边，当有一
句话无比的质朴，却有是在歌颂爱情的伟大，当有一部书带
给我感动，哲思和感慨，那么这部书一定是《诗经》无疑了。

詩经作为第一部诗歌总集，其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多少专家学者苦读诗经，将其中的每字每句都恨不得掰开了
揉碎了碾烂了的去细细品味，字斟句酌之下流露出的是他们
对于先秦文学的执着追求和对于当时百姓生活的不懈研究，
而仅作为一个普通的文科学生，我醉心于诗经的原因很简单
又很纯粹，那就是因为美。



没有人可以否认诗经很美，可如果说将诗经必须成一位描眉
画眼的大家闺秀反倒是不合适了，诗经的美并非是精雕细琢
刻意设计而成的美，它是一种粗糙的不羁和炽热的真挚相互
交织融合，字句的排列组合与重复好似是不经意，可是就是
这样的字句却美的让人心驰神往，就好像一位眉眼极其耐看
的姑娘，说对诗经百读不厌真的也不过分了。

以前虽然十分倾心于诗经，可是阅读却是寥寥草草的阅读，
更多的是不知从哪里看到一两句说到心坎儿里的诗句，便去
找了原诗来读，咂咂嘴品味来品味去就是觉得自己最初看到
的两句最有味道，别的诗句只是普通叙事，于是就这样虽然
不解其意，但是在作文中时常拿出那两句炫耀，实在是牛嚼
牡丹，失了原本该有的味道了。

比如说邶风中击鼓一篇，我只是被那一句死生契阔，与子成
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所惊艳，只以为这是天底下最真实，
最郑重的承诺，只羡慕诗句当中的男子与女子可以‘死生契
阔’，甚至还肤浅的认为，如果有人对我说死生契阔，与子
成说这必然会成为他的加分项。可是我忽略了整个背景下男
子对战争痛苦的责任，女子对爱人热切的思念，忽略了两人
被迫生离，一个不慎就会死别的无奈与绝望。再往深了一琢
磨，那与之死生契阔的何止一个姑娘，分明是一个国一个家，
乱世纷飞战火，我心中一腔孤勇，却没有向前冲的方向，我
心中一腔想要护家国于怀中的柔情，却生生被战火烧的焚身
碎骨，既然我今生不能与家国同相守，那么我便与你立下誓
言，我必与你相守，若你有十年的时间，我便与你相守十年，
若你只剩下最后一天，一天过后我也绝不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