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陈情表的读后感 陈情表读后感(实
用7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
才合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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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情表的读后感篇一

《陈情表》对我来说既陌生又熟悉。

说陌生，是因为此前从未阅读过；说熟悉，是因为一读它，
便有某些记忆和联想，与之产生了共鸣。

表，是中国古代臣子向皇帝奏事陈情的一种文体，历来为文
人墨客称颂的有两篇：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
表》。古时才子大多浮沉于宦海，所呈奏表理应不少，为何
只这两篇为众人推崇呢？究其原因，我以为是二者紧扣了中
华民族五千年恒久不变地推崇的两种品格：《出师表》之忠，
《陈情表》之孝。

忠之古义与今义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人们对孝的定
义与理解却大致未改。因而，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陈情
表》无疑是当得起“万表之首”的称号的。

古时许多朝代规定官员要守孝，即双亲逝世，官员必须辞官
归家，着素服守孝三年。明朝时对内阁学士给予“夺情”之
权，即在皇帝允许的情况下，因公事繁忙可不辞官守孝。可
是整个明朝，将其付诸行动者不足十人，士大夫们对孝道之
重视可见一斑。

.



李密所处的时代，孝道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已经被高度弘扬，
可在三国那样一个兵荒马乱、人命如草菅的乱世，李密这种
安于贫穷、辞官不仕、躬亲侍祖的行为就显得独特而令人称
道了。

古代臣僚最看重忠义二字，李密少时仕于蜀汉，再效力于晋，
弃暗投明也好，随波逐流也罢，对饱读经书、熟习古贤之语
的李密来说？忠义不能两全，内心的抑郁和痛苦定是不少的，
可他为照顾祖母，不惜放弃名节，忍辱负重，即便可能前途
尽失也要向皇帝“陈情”。乌鸦反哺，羊羔跪乳，他将血浓
于水的亲情始终摆在最重要的地位上；也因此，他与他的
《陈情表》，在历代文人的赞叹品读下得以升华，成为中国
至孝的化身。

反观现在，物质条件优越，可当人们在重视享受时，孝道与
亲情被丢到了何处？暂不提大批蛀虫般的“啃老族”，只看
敬老院里孤苦无依的老人，低保房里独居的白发，当年他们
将子女抚养成人、教导成才，可时至今日却只能在寂寞和孤
独中走完生命的最后阶段。

当往昔游子们守孝返乡的官道被钢筋水泥覆盖，人心不应失
去它濡养千年的光泽。那些碌碌于红尘的人们，请别丢失了
孝亲的传统美德，让“子欲养而亲不待”成为这个时代普遍
的悲哀。

陈情表的读后感篇二

友情是燃烧孤独的心灵之灯，亲情更能给人长久的抚慰和想
念。从降生到离去，从婴儿到老人，亲情始终伴着你，它是
你一生永远无法摆脱的情感。

读完李密的《陈情表》我感触颇深。李密从小境遇不佳，出
生6个月就死了父亲，4岁时母亲改嫁。他是在祖母刘氏的抚
养下长大成人的。幼时体弱多病，求知好学，博览五经，以



文学见长。李密于祖母感情甚深，孝心可表。祖母有疾，他
痛哭流涕，夜不解衣，侍其左右。膳食、汤药，必亲自口尝
后进献。秦始三年晋武帝下诏征密为太子洗马。诏书累下，
郡县不断催促，这时。李密的祖母已经96岁，年老多病。于
是他向晋武帝上表，陈述自我无法应诏的原因。

在表中，一方面感激朝廷的知遇之恩，一方面又要为病重的
祖母床前尽孝。进退两难，实为忠孝两难。他说道“我是败
亡之过的俘虏，身分卑微低贱，受到朝廷的提拔和委命，哪
里还敢迟疑徘徊，有更高的希求呢”感恩之心，感激之情溢
于言表。于祖母相依为命，在她年高体弱的时候，实在不能
弃她离家远行。在最终，他乞求陛下怜恤苦心，成全其愿，
准允他为祖母养老送终。那样的话，生愿以生命奉献，死后
也要结草图报。忠君之情于一片孝心，令人感动涕零。这种
朴素、深沉、知恩图报的情感，放射出恒久而温情的人性美。

李密是懂得感恩的，他为了报答祖母的养育之恩，而放弃做
官显达的机会；他又为了回报朝廷的知遇之恩，许下了“生
当陨首，死当结草”的报国之心。最终晋武帝为其孝心所感
动，不仅仅同意暂不赴诏，还赏赐奴婢二人，并发给他赡养
祖母的费用。

人，应当常常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感恩是发自内心的。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更
何况父母，亲友为你付出的不仅仅是“一滴水”，而是一片
汪洋大海。而我们又是否察觉到那缕缕银丝，那一丝丝皱纹。
感恩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去报答。

人在一天天老去，我们是否能够像李密那样做到，暂弃某些
机遇而回报亲人的养育之恩。感恩是一种对恩惠心存感激的
表示，是每一位不忘他人恩情的人萦绕心间的情感。学会感
恩，是为了擦亮蒙尘的心灵而不致麻木，学会感恩，是为了
将无以为报的点滴付出永铭于心。



感恩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本性，是一个人不可磨灭的良知，
也是现代社会成功人士健康性格的表现，一个人连感恩都不
知晓的人必定是拥有一颗冷酷绝情的心。在人生的道路上，
随时都会产生令人动容的感恩之事。且不说家庭中的，就是
日常生活中、工作中、学习中所遇之事所遇之人给予的点点
滴滴的关心与帮忙，都值得我们用心去记恩，铭记那无私的
人性之美和不图回报的惠助之恩。感恩不仅仅是为了报恩，
因为有些恩泽是我们无法回报的，有些恩情更不是等量回报
就能一笔还清的，惟有用纯真的心灵去感动去铭刻去永记，
才能真正对得起给你恩惠的人。

人间真情——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感情，都值得我们回味、
留恋，让我们懂得感恩……

陈情表的读后感篇三

笔笔凝泪，字字含情，此之谓“陈情”。恳切的话语中，依
稀不见那单薄羸弱、多疾多难的孩童，可见那眼看孙儿成家
立业独当一面时欣慰的笑容，可见那病榻前的忧心不已和诚
心的祈愿。如此这般源于心灵最完美之处的感恩与善意，如
二月春风，携着隐形的却能化却一切坚冰的力量，任他是帝
王将相还是阴间鬼神。乌鸦尚有反哺之报，羔羊亦怀跪乳之
恩，此不令今人羞乎？《孝经》有云：“孝子之事亲也，居
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
其严。”“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此言可是！

陈情表的读后感篇四

一方面是垂死的祖母，另一方面是愤怒的皇帝。李密陷入两
难境地，不得不用两行苦涩的泪水写下一张《陈情表》。

经常躺在病床上的祖母泪流满面，痛苦地呻吟着。李密只能
忍受眼泪，端药送水，恨不能为祖母分担一些痛苦。他还记
得他年轻时失去了父亲，生母再婚了，瘦弱的祖母为他撑起



了一片天空；他还记得自己年轻多病，九岁不会走路时，祖
母的关心和辛勤劳动；他还记得自己孤独的时候，祖母的关
心和陪伴。

不管怎样，他都不能放弃他的老祖母。然而，朝廷特下诏书，
一次又一次地授予李密显赫的官职。古代读者只想踏上仕途，
谁能当太子洗马却丝毫不动心？但朝廷三授官职，李密却三
次拒绝。县长官似乎比他更着急，三次两次来催促他。他不
怕惹怒皇帝，只是想尽乌鸟私情，让祖母安度晚年。耳边似
乎回忆起皇帝严厉愤怒的敦促，躺在祖母面前，他内心的矛
盾让悲伤紧紧地锁住了他的眉毛，皇帝的责骂让他犹豫不决
地颤抖。他在《陈情表》中吐露心声：“臣欲奉诏奔驰，则
刘病日坚；如果想顺从私情，则告诉不允许。臣之进退，实
在是尴尬。

是孝子还是忠臣？这可能是一个很难做出选择的问题。他在
表中说，蜀国以孝治天下，再次表现出自己的忠诚。只是他
可怜的祖母没有他就无法安度残年，他的心也不愿意放弃奉
养，远离祖母。他别无选择，只能做决定。于是他提出先孝
后仕换取心灵的.宁静。他的孝顺，恐怕会让阴险多疑的君主
也流下感动的泪水，让很多人汗颜！他在功名利禄和亲情之
间选择了后者，这是现代人难以达到的境界。

李密没有留下多少文章，但仅这篇文章《陈情表》就足以让
他在历史的河流中闪耀。并不是说他文采斐然，言辞华丽，
而是他朴实难得的真情感动了大家。

他的真情，也许是我们正在失去的，宝贵的财富……

陈情表的读后感篇五

有些感动，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有些心情，我不知道该如
何诉说。读《陈情表》，给我的'便是这样一种感受。



读第一自然段，他命运如何坎坷，我不同情；读第二自然段，
他选择如何艰难，我不同情；而读到第三、四自然段，我却
无法不为之动容！“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
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致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
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费远。”读到这里，
我知道，作者早已把自己生命与祖母生命融合一体，祖母生
命一点一点消逝，他自己的一部分生命也在一点一点离
开。“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
陛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乌鸟私情，愿乞终养……臣
生当陨首，死当结草。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谨拜表以
闻。”待此，我明白，作者已是在用自己生命换取一次报恩
的机会。

亲情之所以震撼人心，是因为它常始于相依为命，而终于倾
力报恩。《陈情表》，便是最典型地体现了这种伟大的、深
刻的感情。

相濡以沫，不曾相忘于江湖。作文

陈情表的读后感篇六

母亲怀里。弱冠以后进京赶考中进士。回乡做官。而母亲已
年老体衰。一次他犯错，母亲像小时候一样打他。他却跪下
来哭泣。说道：“母亲再也没有以前的.气力了。不久，他的
母亲就去世了。因悲痛很久。，他辞官为母亲守墓。每逢大
雨之夜，总要跑到母亲墓前陪着，害怕母亲孤独。这个故事
出自《二十四孝图》，虽无吞声呜咽之态，而催人泪下。其
孝只，其孝至，其孝坚，其孝专，其孝执。古有李密，今有
孟佩然，他是全国道德模范。他因带着母亲上大学，独自照
顾母亲，她失去了童年的快乐，却毫无怨言。其孝深切，胜
千尺之飞流。醒醒吧。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



陈情表的读后感篇七

从我们呱呱落地之后，我们便沐浴在幸福之中，有父母的疼
爱，有爷爷奶奶的宠爱，有朋友的关爱……然而《陈情表》
中的李密从小便遭遇了诸多不幸，父死母嫁，大小和祖母相
依为命。祖母长期卧病在床，李密端茶匙药从来没有停止过，
面对新朝的优厚待遇，他知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所以他
选择继续的侍奉祖母，报答祖母的养育之恩，从而放弃了高
官厚禄。自古以来，圣人提出“忠孝”为一个做人的基本准
则，对待国家要忠心，对待长辈要尽孝道。所以“忠孝”不
能两全，自古始终是“忠”在前，而李密却选择
了“孝”。“忠”是对一个人的高标准要求：“孝”是做人
的基本准则。李密能以“乌鸦反哺”精神引导自己做一个尽
孝之人，对年老多病的'祖母不离不弃实为可贵。

其实仔细想想，人这一生当中最悲哀的事莫过于“子欲孝而
亲不在”了吧?!李密是幸运的，毕竟在他想一尽孝道的时候，
还有一个祖母可以让他去孝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