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经选读后感(汇总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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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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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经选读后感篇一

大多数民族的文学都有始发站，例如欧洲文学的始发站是
《荷马史诗》，中华民族文学的始发站则是《诗经》。

《荷马史诗》讲故事，是叙事诗。故事的主角是英雄和奥林
匹斯诸神，在一场因为美女海伦而引起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中，
人与神的意志和力量充斥其中。

《诗经》讲感情，是抒情诗。主角从贵族到牢骚满腹的小官
吏，到小清新文艺男女青年，乃至征夫游子，都有机会露脸。

中国人重感情，所以中国文学也是从感情出发的。

感情起点：

“思无邪”不虚伪不掩饰

中华民族是一个纯真质朴、不虚伪的民族，绝不无病呻吟，
也不故作高雅，很接地气。这一点在文学里表现得很充分，
在文学的源头——《诗经》里表现得更为充分，可以说规范
了中国文学不做作的特质。

这个特质是《诗经》的编辑孔子概括的。有人问，《诗经》
有什么特点，请用一句话概括。孔编辑很有信心地告诉
他：“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这句话记载在《论语·子罕》
里，其中的信息量可大了，后面的学者为了解释它，费了老



大的劲，但概括起来无非是艺术上和思想上的。

思想上，没有歪邪之见、纯正。“思”本是个语气助词，没
什么实质意义，但被孔子赋予了“思想”、“念头”的意思。
朱熹说：是要让读《诗经》的人没有邪念。

清朝嘉庆时的学者刘宝楠在《论语正议》里说：“论功颂德，
止僻防邪，大抵归于正。”就是要防止思想歪斜不正，要规
范人回到正道上来。

好的诗，当然要引人走正道，这是属于思想上的见解，但
《诗经》毕竟是文学作品，还要有文艺范，如果从这个角度
解释，该如何呢?宋朝理学家程颐解释得很给力：“思无邪者，
诚也。”就是说，诗歌这玩意，要表现真性情，假不得，做
作不得。

孔子为人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真实，千万别以为他是迂夫
子、道德家，虽然他说郑国的歌曲有点放荡过分，“郑声
淫”，然而，这不影响他将21首郑国的民歌选入《诗经》，
例如郑国的小男女偷偷欢会的场面，并没被孔子删掉，都一
五一十地收入。

编辑是真实的，按照这个标准选出来的诗歌就是真实的，中
国文学沿着这条真实的路径走下去，当然也是真实的。
将“思无邪”朝这个思路理解，更能看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真
实面目。

这部经典真实到将贵族男子的单相思刻画得丝丝入扣，居然
还放在篇首，这就是最有名的《周南·关雎》。对于这首诗
的写作意图，早期的《毛诗序》解释得挺“高大上”的，说
是宣扬“后妃之德”，是贵族夫妇效仿的家庭范本。

不过，从直接的字面压根看不到这种“高大上”的色彩。我
们只看到一个害了单相思的男子，追靓女不得，只好对着河



边的水鸟和河里的水草发呆，接着就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做梦都在延续追靓女的念头，“寤寐求之”，“辗转反侧”。

这还没完，更进入幻想状态，想开音乐派对来讨好心中的女
神，“琴瑟友之”，“钟鼓乐之”。

这个追女神不得的文艺小青年，其害单相思的画面真实得不
能再真实了，孔主编居然把它放在头版头条，而且一放就是
两千多年，后人不敢动它丝毫。

揣测孔子这么安排的意图，说是要促进家庭和睦，标榜淑女
品德。确实如此，但往更深里说，和睦的家庭来自于真挚的
感情，感情上接地气，家庭才和睦。总之，要真实，不能说
教，孔子的高明，就在这里。

人气起点：

从贵族到平民都能露个脸《诗经》之所以真实，是因为它的
基础是真实的，接地气，以广大的社会群体为描述对象。

西周的贵族、牢骚满腹的小官吏、田间采桑的农妇、拿着货
币去集市买丝的城市平民乃至在林场伐木的.奴隶都有机会露
脸，说说自己的心里话，真所谓“饥者歌其事，劳者歌其
事”，“饥者”和“劳者”就涵括了广大的基层群体。

例如为工作奔波的齐国小官吏，那画面简直不是一般的生动，
那心情简直不是一般的深刻，“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
倒之，自公召之”。

这位仁兄似乎一直处于紧急战斗状态，天还没亮就去上班，
慌乱之中，把衣裤都穿颠倒了。为什么狼狈成这样?就是因为
老板催得急。吐槽之中，带着浅浅的喜剧色彩。瞧，多么真
实的工作状态，搁现在，可以拍一部叫做“齐囧”的电影。



八月的时候，蟋蟀在我屋檐下;九月的时候，蟋蟀入了俺家的
门;十月的时候，小蟋蟀钻入我家床底下，“七月在野，八月
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快过年了，农家又关门塞缝熏老鼠……这些是何其丰富而真
实的生活场面啊。

就算是写贵族，也带着浓浓的平民色彩。西周的始祖稷，曾
是尧手下的农业部长，算是大官吏，但在《诗经·大雅·生
民》里，却是一名乡土味颇浓的农业专家形象。这小子是个
弃儿，自小就会种庄稼。种豆子，豆子茂盛;种禾穗，禾穗沉
甸甸，“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

烘托出这位西周始祖形象的，不是辉煌的殿堂，而是一大片
丰收的庄稼，一大片肥沃的田野。《诗经》就是这样的饱满
而实在。

真实性来自于广泛性，西周、东周时期广泛的民众是真实的，
决定了《诗经》是真实的，从而决定了中华文学的源头是真
实的。

《诗经》是真性情的，中华文学也是真性情的。李白为何
成“诗仙”?因为他有真性情，感觉一时彷徨的时候，呼天抢
地，拔剑击柱，千金散尽……性情有多真实，他的诗歌就有
多真实。而人们喜欢的正是这样真性情的才华。

情绪平衡点：

既宣泄情绪又平和心灵

当然，文学光有真性情还不完美，也需要有节制，感情上不
能走极端，表现形式上要含蓄。例如李白的诗，“君不见高
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极其悲凉，可是，在诗
的收尾阶段，还是走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



来”的积极境界。

在表达失望的情绪时，既直白，又含蓄，只说“明朝散发弄
扁舟”，哥我明儿要披散头发坐船浪迹天涯，其实未必是真
的坐船走人，而是放逐自己的情绪。

李白的这种风格，其实就是《诗经》的风格。还是以《关雎》
为例，那位文艺男青年尽管思念心中女神到了难以入眠的地
步，但也不会像少年维特那样一枪把自己解决掉，有深度有
真心的爱情不是一锤子买卖，要拿命去换，而是要有文艺范。

于是就展开美好的想象，“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含
蓄，就是《礼记·经解》里说的“温柔敦厚，诗教也”。尽
管清朝的袁枚怀疑这不是孔子的本意，是汉朝人硬塞进去的，
但确实也道出中国诗歌的特点：温和厚道，不说白了，不说
狠话，含蓄地表达。

《论语·八佾》里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快乐和哀
伤都不过度，这决定中华民族既是一个真性情的民族，也是
一个理智的民族。文学亦然。

所以，中国历代以来的诗歌，既是散发宣泄情绪的，也是稳
定平和心灵的。这个尺度，就体现在“诗经”的“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这几个字里，所以大多数中国古代文化人的人生
空间是有弹性的，经得起挫折，受得了失败，事业可以失败，
人格却不失败。

《诗经》，确实不失为中华文学一个辉煌的起点。

诗经选读后感篇二

2018年5月汾阳市水务局党建书屋落成了，我有幸成为第一批
读者。望着书柜中琳琅满目的图书，我只是犹豫了一下。就
找管理员小董借了一本《四库全书》第一卷。中华民族有



着5000年的灿烂文明，国学经典浩如烟海，要想系统地了解
中国历史文化，《四库全书》是一部很好的工具书籍。

《四库全书》第一卷主要包括：《诗经》、《尚书》、《礼
记》和《周易》，我对《诗经》比较感兴趣，有段文字能代
表了我的心声：“踏上文化寻根之路，淌过三千年滚滚东逝
的历史长河，溯流而上，用深邃的目光洞穿所有书页，屏气
凝神，你听，那一声声一唤唤，古朴无邪，透过千年的尘烟，
悠扬冗长，那是来自远古的呼唤，发自中华文化的最初源
头——《诗经》。”

孔子评论《诗经》时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一语道出了它的精髓。《诗经》语言温柔敦厚、含蓄真诚堪
称中华文化之祖。它见证着中华民族孩童时咿呀学语，质朴
真诚、天真无邪的美好时代。寻觅《诗经》的心灵动感，聆
听数千年的深情歌唱，诗中一木一草都是先古人民的友好伴
侣，歌中一词一句都唱出了人们最美好的向往。

奇葩，忽视了时间空间的界限，开遍了每一个芳草萋萋的角
落。我清晰的记得那日你拉着我的手说“生死契阔，与子成
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而今君子于役，不知其期。但
这又怎能拆散我们，千山万水外，我候，为你归来。纵然等
到白发萧然，我也不会改变翘首的姿态，期盼着你的凯旋，
践行你当初的誓言。

爱，就不离不弃，静静等候，你的归来。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打开诗经的首页，那雎鸠关关的鸣
蹄就迎面扑来。让人心神荡漾，顿时陷入飘杳朦胧含蓄的情
感意境。河水悠悠流动，荇菜浮动摇曳，雎鸠关关，歌声婉
转，悠哉悠哉，令人转辗反侧。“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诗
经中的表白含蓄委婉，从来不做作。但绝不是怯懦，面对真
爱他们哪怕是用一片沙洲，一把水草，或是一弯清泉都要传
达出内心最真实的感情。字字含蓄却句句真实的感情流露感



动着你我在每一个怀梦的青葱岁月，原来爱人可以如此洒脱，
被人爱可以如此真切。没有珠宝万千，广厦千万，只有这悠
悠河水，纤纤水草见证了我们的爱情，可是这已经足够。爱
你，只是一种感觉，当我爱上这种觉的时候，一切外在的光
环都已经无所谓了。我无法拒绝你伸过来的手，因为你已经
越过了我的额心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