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东坡传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 苏东坡传
读书笔记(实用5篇)

心中有不少心得感悟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
得感悟，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优质的心得感
悟该怎么样去写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
心得感悟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苏东坡传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一

“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
”林语堂在序中这样说道。我经常见到有作家只是为了乐趣
而写文章，但没想到会记录得如此完整却语言婉转自然。在
读过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后，我不仅更加了解了苏东坡，
也对林语堂本人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认识林语堂也是在课堂上听说过其奇闻佚事，他以幽默的文
笔出名。但在《苏东坡传》中我却更看到了林语堂先生的专
注与感性。有人评论道，没有人能像林语堂一样把苏东坡分
析得如此透彻。我也十分赞同这点，对于一个自己崇敬而喜
欢的人，每个人都会对其深入地了解，但能将之记录为文字
并继续影响其他人为之动容的，少之又少。林语堂读懂了苏
东坡的朴实而高尚，读懂了苏东坡的固执而善良，亦读懂了
苏东坡的真性情。或许就是这样，林语堂对自己崇拜的人的
描写中并没有用太过华丽的字词去堆砌，而只是朴素地完成
了这部传记。这样也的确和苏东坡的性格十分相符。

在读《苏东坡传》时，既能读出苏东坡那淡淡的味道，也能
读出林语堂这淡淡的味道。林语堂说过：“我不是把书当小
说写的。”虽然他写的都是事实，但是那事实读来却并不乏
味，通过合理的想象修饰，人物都活起来似的。这些，也正
是我们读者想要的。



读完《苏东坡传》，对两位文学大家，我都更加了解，更加
喜欢了。最朴实的作品就如不加修饰的大自然一般，丰富多
彩。

苏东坡传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二

有无数笔者写过苏东坡，但也仅仅是写过，东坡只是在他们
笔下一闪而过，却从未活过。

而林语堂先生喜欢苏东坡，到了迷恋的程度，他在这本书里
说：“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
是因为我喜欢他。”所以，东坡先生，在他笔下活着。

有谁会不喜欢苏东坡呢，除非他的内心盛不下这么纯粹的人。
苏东坡身上有着人们一生追慕的完美人格，林语堂先生执着
地喜欢着东坡，以致他笔下的东坡有他自己的影子：他们同
样热情、幽默、豁达、真诚，也难免天真，并会为此遭受磨
难。

虽时隔千年，林语堂在写这本传记时，仍无法冷静，他把自
己的生命体验投射到苏东坡的身上，牵动自己的悲喜，也让
这本书里的苏东坡活得更生动、立体。在这本书里，林语堂
是冲动的，富于想象的，他眼里的东坡是一个神奇的综合体：
“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
黎明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
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
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
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
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但是
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整本书里，林语堂先生
勾摹出一个看似熟悉又有很多独特细节的苏东坡，官方简介的
“文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慢慢隐去，从林语堂这里复活
的是一个“造酒师、人道主义者、月夜徘徊者、生性诙谐
者”。这是密友嘴里的苏轼，是老友重逢。



林语堂和他的这本书，想要描述的是一个优雅智慧而又有趣
的人，他活在一个不完美的时代，但葆有着几近完美的人生。
苦难没有让他生活沉重，反倒拓展了他人生的边界，这是林
语堂渴望但无法企及的人生。

苏东坡有一种自然的魅力，让旁人无法抗拒，在平步青云时，
他心无旁骛，绝极诗、文、书、画、词的造诣。纵使后来身
处海南的瘴雨蛮烟中，他仍能胸中自有一片心安故乡。这又
是他更大的魅力。当年面对乌台诗案，东坡被泼了一身的脏
水，携带了二十多口家人来到黄州，生活从花团锦簇变成屋
漏夜雨，凄凄惨惨戚戚。可他芒鞋短褂，亲自动手开鱼池、
找菜种，经营苦难的生活，那些背后设计他的人，期待他落
魄，希望他悲悲切切，他端出的却是一碗“火候足时它自美
的东坡肉”，还有《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
这样的名篇。面对苦难，苏轼说“一蓑烟雨任平生”，生活
赐我以苦难，我报之以哂笑，面对人生低谷时的样子，展示
的就是自己的格局。

苏东坡传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三

读《苏东坡传》是因为我想进一步了解苏东坡；我想了解他，
也是因为我喜欢他，喜欢他“大江东去浪涛尽”的那份豪情
气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那份
淡定从容，还有悉心钻研留下美食“东坡肉”的那份热爱生
活。选读林语堂著的《苏东坡传》，也是想进一步了解这位
文人，看看这位文人如何下笔描写东坡先生的。

作者林语堂是近代著名的学者文人,学贯中西，他在题记中说：
“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
因为我喜欢他。”直言不讳对东坡先生的喜爱，再看文章，
也很佩服作者，尽管喜爱东坡先生，但是以事实为依据，客
观的展现了东坡先生和他的家人朋友、“敌人”和那个时代。

务实——苏东坡一入仕途，丝毫没有文人的恃才傲物和夸夸



其谈，总是务实地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与水灾饥荒战斗，
解救难民；主政杭州时，解决杭州城供水问题，疏浚西湖，
修建苏堤、三潭映月，建立中国第一所公立医院。苏东坡宦
海漩涡中坎坎坷起伏，无论悲喜，无论沉浮，都能怀揣初心，
一路向前。

重情义——苏东坡对待朋友和亲人，感情真挚细腻。东坡一
生有三个妻子和一位暗恋的情人，他的诗词里透射出对每个
人的深情，第一任妻子王弗在他28岁时去世，十年后悼念亡
妻时，写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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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他的第三任妻子朝云在他被
流放在惠州时不幸染病去世，苏东坡写了一首咏梅词来悼念
她，把她比做圣洁的梅花，月下梅花，白衣仙女，隐约朦胧，
绝与尘世俗态不同其格调，痛之深，爱之深。苏东坡的初恋
（也是暗恋的情人）是他的堂妹，因为道德伦理，不能成婚，
闻之堂妹离世的信息后，对墙而泣；即便是到去世前一个月，
还特地为初恋的堂妹写了祭文，祭文注满了他的情思。可见
他如此重情重义。

豁达——对待迫害自己的政敌没有恨，太息而已。章停原是
苏东坡的好友，后来成为政敌，章停得势后，迫害苏东坡，
将他贬到惠州、海南，后章停失势，章停的儿子章授想拜访
苏东坡，探一探苏东坡对他和他父亲和他的态度。苏东坡写
了一封回信，文中毫无愤恨报复之心，尚以己之遭遇可怜仇
敌之境遇，困惫方笔，太息而已，林语堂誉之为“人道主义
精神”的典范。由于仗义执言、乌台诗案，屡受政敌打压、
诬陷被贬，面对逆境，面对挫折，依然是胸怀古今，傲然独
立，这种胸襟和态度没有丰厚的知识、智慧和修养是绝对不
可能达到的。

苏东坡自我评价，“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
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以此共勉。



苏东坡传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四

我读的《苏东坡传》是林语堂先生写的传记。全书按照苏东
坡的人生经历分成四卷：童年与青年、壮年、老练与流放岁
月。作者对苏东坡的生平逸事及所作辞赋进行解读，从而分
析苏东坡的心理性格。

纵观苏东坡一生，只能对其才智赞叹不已：而其言行、诗词、
幽默，无一不是其才智的体现。

苏东坡是幽默的。某次与王安石谈及王之所谓“字源学”时，
引用《诗经》中“鸣鸠在桑，其子七兮”，并父母共九只鸟，
以王安石的方式来向其解释为何“鸠”为“九”、“鸟”二
字合成，实为嘲讽；后某次更戏谑王安石曰“‘波’若
是‘水’之‘皮’，则‘滑’就是‘水’之‘骨’了。”即
使在被贬至缺医少药的海南之后，对朋友僧人参寥的关心，
他仍在回信中说“但若无医药，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
多。”以此来告知朋友不必担忧。

苏东坡是热爱生活的。其余不必说，仅在美食方面，就有轶
事、传说数桩。他自己研究烹饪之法、自己酿酒，更是留下了
“东坡肉”、“东坡壶”以传后世。他在诗词中，也多次提
及美食--“无竹令人俗，无肉使人瘦，不俗又不瘦，竹笋焖
猪肉”、“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蒌蒿满
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
作岭南人”，等等，不一而足。 苏东坡是感情丰富的。他的
《江城子》一词，“十年生死两茫茫”，对其亡妻寄以情思，
与其“大江东去”风格迥异，凄婉哀伤。在朝云因瘟疫早逝
后，他在《朝云墓志铭》和《悼朝云》一诗中，均表达了深
切情爱与伤痛，后来更在《西江月·梅花》一词中，以梅花
象征朝云，既似写花，又似写人。

苏东坡是刚直的。尽管有过数次因诗而被捕、受审，但他仍
然不改犀利词风。好友刘恕罢官出京时，他写诗讽刺“群乌



未可辨雌雄”，后又写“犹诵麦青青”，对官场荣耀表示鄙
夷之意。在某次刚刚被释出狱后，即写诗两首，随后自己也
掷笔笑道“我真是不可救药！”。

作者曾经也这样描述过：“一个高明的政客必然要精通一条
艺术手法：那就是要多说话，但内容必须空洞。”这很好理
解，如果你的存在不会对那些带头人物有所威胁，那你就不
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高明的官员永远不说出什么，但只
要否认。高明的官员必须深有休养，长于说‘无可奉
告’‘阁下听说，诚然不错！’这样便大有前途了。第二条，
他必须讨好朋友。第三条，当特别提防开罪他人。守口如瓶，
低声而斯文，使人高兴的窃窃私语，早晚会积劳成疾，因公
殉职。”作者说这就是朋党之争时政治之中的规则。显然，
苏东坡已一一犯规了，但这并不是他不明白这些“秘诀”，
实是因为他的本性就是如此，他的本性就是做一个堂堂正正
的人。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更何况这些本性是值得
歌颂的。苏东坡就是要做到说话做事都要对得起天地良心。
当朝云产下一个男婴之时，苏东坡也曾写到：“惟愿我儿愚
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也许他知道，这许许多多的灾祸，
全是由于他的才智。但我想，这更是因为他本性中的明辨是
非，实事求是到死都未曾泯灭呀！

虽然后世美誉甚多，但是苏东坡留给我的印象，仍然是多面
的，丰富的，有血有肉的。他不是神，他不是完美的，他也
曾经想要自杀，他也曾经在文字狱中承认莫须有的罪名，他
也因为高调而得罪了不少人，这些政敌们出于利益和妒忌对
他进行了无情的迫害。但他，绝对是一个健康的人。他不偏
激，儒释道在他的身上有着完美的融合。他有儒家的进取，
正义，也有佛道的洒脱出世。他即追求长生不老，健康长寿，
也不放过品尝美味的机会。他有文人的优点，却没有文人的
酸腐和清高之气，反而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更在黄州这个
苦寒之地亲自开垦，做一个躬耕的农夫。

前面提到了的都是我对苏东坡的整体感受，全书共分为四卷，



而卷三“老练”在我看来就是他内心真正的平静。苏东坡在
写诗做赋、当官之余，修行瑜伽、佛教、道教等，与其弟子
由交流，颇有心得。然而，他留有自己的见解，把各家思想
融合并用于自身。

一般的，一个人需要有信仰来支持他的灵魂，有追求来引导
自己的道路，有理论来化解自己的忧愁，有动力来使自己奋
斗。对于东坡这一个两遭贬谪远迁的人，这些使他思想境界
更高的理论更为完备吧。

年轻时，他继承了父亲苏洵的狂放不羁。他写讽刺诗、写诉
状、写奏章劝皇帝改变观念，因而遭受打击。在被贬谪后，
在向南的漫漫长路上，在南方的蛮荒之地，在一个个不眠之
夜，他参悟了生命的真谛。

“出舆入辇，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寒热之媒。

皓齿娥眉，伐性之斧。甘脆肥浓，腐肠之药。”

这三十二字警告，是他写给自己昼夜观看的。“失去人间美
好东西的人，才感觉得到人间的幸福。”在一次次的顿悟中，
“他讽刺的奇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
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
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除去对苏东坡的生平记述，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也极
其富有文学韵味：

西湖的诗情画意，非苏东坡的诗思不足以极其妙；苏东坡的
诗思，非遇西湖的诗情画意不足以尽其才。一个城市，能得
诗人发现其生活上复杂的地方性，并不容易；而诗人能在寥
寥四行诗句中表现此地的精粹、气象、美丽，也颇不简单。

苏东坡能够到处快乐满足，就是因为他持这种幽默的看法。



后来他被贬谪到中国本土之外的琼崖海岛，当地无医无药，
他告诉朋友说：“每念京师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予颇自
庆幸。”

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的，是
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苏东坡今生的浩然之气用尽。人的生活也就是心灵的生活，
这种力量形成人的事业人品，与生命俱来，由生活中之遭遇
而显示其形态。正如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浩
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
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
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苏东坡传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五

可我对苏东坡的了解甚少，直至读了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
传》，才知道苏东坡原来是千古奇人。

苏东坡既是虔诚的哲人，又是仁厚的长者，他始终富有青春
活力。

苏东坡的背后，几度升迁的辛酸只有他自己品尝。

他一生为官，一生清廉，与大政治家王安石斗智斗法。

他热爱生活，在美食方面留下了“东坡肉”“东坡壶”以传
后世。

东坡情感丰富，对其亡妻寄以青丝，在《朝云墓志铭》和
《悼朝云》一诗中表达了自己的伤痛。

苏东坡是刚直的，尽管有过数次因诗而被捕受审，但他仍不



改犀利的词风。

他写诗讽刺“群鸟未可辨雌雄”，后又写“犹诵卖青春”对
官场荣耀表示鄙夷。

他知己无数，兄弟情深，苏东坡又是幸福的。

苏东坡有一身浩然之气，王安石变法出现了种种弊端，苏东
坡写出了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包括他自己的政治哲学，也表
现出他个人的气质与风格，机智学问与大无畏精神。

苏东坡反对变法失败被贬至杭州，他远离了尘世的喧嚣，回
归与清纯与空灵。

他习惯了淡泊，他明白了如何应对困难。

苏东坡具备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超凡脱俗，刚正不阿，坦
坦荡荡，使他任何环境中处之泰然，宠辱不惊。

苏东坡的一生坎坷，但也是豁达的一生。

身处逆境也不觉痛苦，脚踏荆棘也不觉悲凉，始终保持乐观，
像他的诗词一样千载有余情。

细读“大江东去浪淘尽”“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
宜”“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原来这些都是苏东
坡乐观的态度和别样的人生哲理。

他将至情融化为笔端流淌的华彩;

他用豁达凝练成笔上飘洒的旋律;

他用痛楚压抑成意识奔涌的篇章;

人如其文，苏轼是一杯清茶，他将伴我一生。



苦涩中遮不住的淡香溢出翠玉般的碧壶，沁满心田，是“但
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祝愿，也是“料得年年肠断处，
明月夜，短松冈”的.哀思。

这种苦涩的思念被寄予给一杯清茶，被寄托给一轮明月。

淡的相思，浅浅的哀愁无需言语，沉郁便是所有。

苏轼是一江碧水，他将伴我一生。

掩饰不住内心的寂寥，倾诉不尽“高处不胜寒”的苍凉。

是“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孤寂。

在鬓发几百之际，故人不在，源于内心的寂寥。

埋葬，便是所有。

苏轼在他用文字编织的梦幻中遨游，在他用诗堆积的象牙塔
中放纵。

“浮游天地间”“放浪形骸外”是他全部思念的凝结点，是
里程牌，是伴我一生的人生格言。

回首苏轼，我无语。

因为我正在用心和他作超然物外的风流。

阅读苏轼，品位苏轼，我终于明白，一切痛苦只是过眼云烟，
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如茶，伴我一生让我平淡;

苏轼如水，伴我一生让我宁静。



苏轼：我心中的永恒!

在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可谓是几千年来才一出的奇人，他
曾这样评价文坛的巨子：“李白，一个文坛上的流星，在刹
那之间壮观惊人的闪耀之后，而自行燃烧消灭，正与雪莱、
拜伦相似。杜甫则酷似弥尔顿，既是虔敬的哲人，又是仁厚
的长者，学富而文工，以古朴之笔墨，写丰厚之情思。苏东
坡则始终富有青春活力。”“苏东坡虽然饱经忧患拂逆，他
的人性更趋温厚和厚道，并没变得尖酸刻薄。”

纵观苏轼的一生，在才华毕露的背后，几度升迁的辛酸却只
有他独自品尝。

他一生为官，一生清廉，一生都在和大文豪、大政治家王安
石斗智斗法。

至于王安石的变法究竟是对是错，我们暂且不管，但要和当
朝的得宠人物、位高权重的宰相相逆而行，用一颗博大的心
斗那种善于剪除异己，心胸狭窄的小人，在封建的宋朝，也
许真的是需要一番勇气的。

类比苏子由——苏东坡的同胞亲弟，在才华上，可能不及苏
轼的十分之一，更或是百分之一。

但是他一生平平安安，妥妥当当，官职也扶摇直上，最终也
能够安享晚年。

说到底，在于苏轼面对邪恶，面对错误，有敢于提出、敢于
批评的态度。

也许富贵荣华、安宠荣辱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一己的私欲，
这是十分卑微的事情，他的人生，他的奋斗目标是定位在百
姓身上的，他的双眼，更多关注的是他们的愉悦或是疾苦。



只要他认为变法脱离了实际，与救百姓于水火发生了抵触，
他就要反对到底，甚至于在他管辖的州府里，这些所谓的强
国措施他概不搭理。

虽然苏轼的人生道路上有许多的泥泞，可从他的诗篇，他的
文章，以及他的生活见闻中能够发现，他的人生态度是乐观、
是积极向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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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为娼妓提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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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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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林语堂作结时的话说：“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
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
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用我自己的话说就是：苏东
坡已去，其浩然之正气，必当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