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屈原读后感(优质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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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才能够
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
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屈原读后感篇一

偶然间在微信读书app上翻到了历史书籍《屈原贾生列传》，
今天刚巧是端午节，便点开读了读，虽全为文言文，但其中
的主要内容还是可以读懂的。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这部书中的人物，不只
有帝王将相，而且有诸子百家，文人雅士等各个阶层的人物
的，通常司马迁把具有类似人生轨迹的人物放在一起记叙，
屈原和贾谊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

屈原和贾生虽是不同时代的人，但同为才高八斗，又是忠贞
爱国之士，为小人所忌恨，继而遭到诽谤而信而见疑，忠而
被贬，最终被流放，二人在政治上抑郁不得志，但在文学上
都给后人留下经典之作，所以太史公把他们写在一篇之中。

该列传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对屈原的介绍，作者先写他
因才能出众而到楚怀王的信任，他博闻强识，明于治世，娴
于辞令，但正因如此受到上官大夫的嫉妒恨，上官大夫因此
进谗言于楚怀王，楚怀王因此而逐渐疏远屈原，最后将他贬
谪到南方。司马迁在列传中着重描写了投江时的屈原。屈原
在投汨罗江遇见渔夫，渔夫和屈原的一席对话直接有力地为
我们塑造了一个满怀经国之志而又报国无门的屈原。他的满
腔抑郁无人能懂，只能通过诗赋来表情达意，世道既容不下
他正道直行的性格，自己又不愿与世推移，随波逐流，所以
死亡自然是他获得解脱的最好选择。一代英豪就这样被留在



了汨罗江之中，时年六十二岁。

后半部分是对贾生的介绍，作者也同样先写他年少成名，年
十八，就以能诵诗属书于郡中，仅仅一年之内，就官至太中
大夫，又实行一系列改革，因此与旧贵族产生矛盾，最终在
他们进谏之下，以“年少初学，专教擅权，纷乱诸侯”的罪
责而遭贬。

同样，司马迁对被贬之后的贾谊进行了细致的描写。首先些
他的《吊屈原赋》贾谊以屈原自比，吊古伤己，以此来表达
他的抑郁不快之情。除此之外，他的《鵩鸟赋》中，“庚子
日施兮，服集予舍……予去何之，诏予其期"可以看出他独居
于长沙，找不到倾听者，只能向这带来死亡之兆的猫头鹰诉
说，表明了他对前途的迷茫，不知未来是吉是凶，也不知死
亡到来是早还是晚，抱着这样的抑郁心情，他再入宫廷兵虽
得到重用，却因梁王刘胜坠马而死而深感自责，前168年，他
抑郁而终，时年三十三岁。

司马迁将叙事和抒情融为一体，笔端时常流露自己的情感，
正如他自己所说:“……关屈原所自深渊，未当不垂涕，想见
其为人……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表
达了对屈原、贾谊的人格赞美和对其文学成就的肯定，又表
现了对屈原贾谊的无限同情，或许其中还夹杂着司马迁对人
生的思考。

屈原，贾谊的死亡是否有意义，在今天存在着极大的争议，
但无论哪种看法，共同肯定的是他们的爱国情怀。在今天的
中国，我们倡导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无疑是我们爱国之路上的楷模和精神鼓
励。

屈原读后感篇二

拂去历史的粒粒尘埃，走进那漫漫历史长河。拾取这历史沙



滩中的粒粒贝壳。诶，这一颗竟是如此的玲珑剔透，光彩夺
目。原来这是一颗闪光的珍珠。楚人的珍珠，亦是世人的珍
珠，这就是为世人所敬仰的屈子，灵均。

曾几何时，你也是性格之奇特，品性之高雅。你以芰荷为衣，
以芙蓉为裳。"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曾几
何时，你也是学富五车，才华横溢，你"入则与王图议国事，
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曾几何时，你也是忧
国忧民，心怀天下无奈地发出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
多艰"的声声哀叹。曾几何时，你也是忠君爱国，视君为美人。

你博闻强志，娴于辞令，也曾声明显赫，贵为左徒。你推崇
改革，实施美政。可终究还是触及到封建贵族的根本利益，
他们只顾及自己的利益，置百姓民族的利益于身后。他们嫉
贤妒能，视你为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把你粉身碎骨。这
就是你所说的"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吧！而
此时你所朝思暮想的"美人"确还不明白你的良苦用心，不分
善恶，不辨忠奸，察纳雅言。对你是避之唯恐不及。

面对如此打击你并没有气馁，因为你还有"举长矢兮射天狼"
壮志未酬，又怎能说放弃就放弃呢？于是在秦国正准备打击
楚国之时，你便力求合纵抗秦，然而，怒张仪之狡诈，哀楚
王之愚笨。便为张仪的商於六百地所欺骗，从而使齐楚两国
从此断交。致使楚国遭受偷袭，而无一国援救，楚国亦是屡
战屡败，合纵抗秦之术也早已名存实亡了。最后楚王也死于
秦国，你也被不知觉醒的顷襄王所放逐。

面对山河的支离破碎，面对百姓的流离失所，虽然你已清楚
的明白楚国已经病入膏肓，已经烂到骨子里了，但是这泱泱
楚国的命运岂是以你一人之力可以改变的。于是你沉沦了，
你绝望了。那天，你面容憔悴，形容枯槁，独自一人失魂落
魄地走在这汩罗江畔，你深深地感慨道："举世混浊我独清，
众人皆醉我独醒。"有人问：那你为什么不人云亦云，随波逐
流呢？但你任然以"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浩



浩之白而蒙世俗之漫蠖乎？"来维护自己的高洁志向。

你如出水芙蓉，出淤泥而不染，绽放在我心田里；亦如墙角
数枝梅，凌寒独自开，盛开在世人的思想里。你就是楚国的
泪，亦是楚国的魂，你的诗也随汩汩江水流入我的心里，在
我的心里荡起阵阵涟漪。

屈原（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78年），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
治家。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约
公元前340年出生于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楚武王熊通之
子屈瑕的后代。

屈原读后感篇三

读完《屈原》后，屈原的悲伤是我感同身受。

你最终还是来到了汨罗江岸，颜色憔悴，面容枯槁。

你的心在滴血，不平的遭遇，不公平的议论，不同的人生价
值观，你最终选择了与日月争辉，和天地共存。

用尽力气，抹不去你悲伤的回忆。你—屈原，楚怀王的左膀，
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想当年，你是多么的精明强干。你是多么的能言善辩，你又
是多么的明子制乱。现在你却安静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他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
之腹，他们以小人之语旁君子之为，他们以小人之语妒君子
之才，于是你，被疏远了。

在寂寞的风中，你在行走，伴随着夜的精魂。你赋《离骚》，
写下了内心的困苦和悲愤;亦余心之所善兮，谣琢谓余以善淫。
是的，没想到当年大名鼎鼎的楚国大夫，却一败涂地。



风，还是很寂寞，在云中翻过的是月的清波。

你正直前行，你竭尽忠智!但你终日被诽，你心里怎能无怨无
悔呢?

理智是冰冷的慰藉。你最终选择了与汨罗江为伴。这一天你
站在汨罗江口，颜色憔悴，面容枯槁。就连渔夫也能看出你
心中的那股不平之气。当他问你为何出现在此时，你终于道
出了心中的不快：举世浑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你宁愿“赴长流而莽于江鱼腹中”，也不愿以皓皓白云，而
蒙世之温。

这就是你，今大地为之自豪的脊梁。

沉沦的光明中烁烁生辉的只有这汨罗江中一颗不屈的心，一
首不朽的诗。

屈原读后感篇四

空气凝固，风欲起而未能。屈原，你最终还是来到了边。你
脸色憔悴，形容枯槁。面对无理的诽谤、不公的流放、坎坷
的人生，你最终选择了纵身投进的这条大江。

用尽了力气，拂不去悲伤的回忆。你——屈原，楚怀王的左
徒，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相当年，你是多么的精明能
干，你是多么的擅长言辞，又是多么的明于治乱。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你主张抗秦，却遭受到
楚国佞臣们的迫害。他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们以
小人之语谤君子之为，他们以小人之技蔽君子之才。于是，
你渐渐被君王疏远了，被流放了，直至看到你心爱的祖国灭
亡了！



在寂寞的风中，你在行走，伴随着夜的精灵，你赋《离骚》。
没想到当年大名鼎鼎的楚国大夫，却遭到受尽诽谤的后果！

你竭忠尽智，但终日被谤，你的心里又怎能无怨无恨呢？理
智是冰冷的慰藉。你最终选择了汨罗江为长眠之地。这一天，
你出现在汨罗江边。憔悴枯槁的身心，就连渔夫都能看得出
你那沉重的心。

你宁愿赴江流而葬身鱼腹，也不愿蒙受尘世之污浊。

这就是你，华夏大地上坚挺而自豪的脊梁。

你，就在这一年的这一天，纵身一跃，以转瞬即逝的生命，
表达了对楚王的憎；以高尚的情操，表达了对楚国的爱。即
使成为鱼腹中的佳肴，你也要与楚国永在一起，永不分离！

这时，在那一段沉沦历史的长夜中，熠熠生辉的只有这汨罗
江中的一颗不屈的心！

啊，屈原！

屈原读后感篇五

最近，我读了一篇司马迁写的名著——《史记》。其中，我
有一篇记忆深刻的故事：屈原投江。

《屈原投江》这讲的是一位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事。当时，屈
原的国家快灭亡了，于是，爱国的他，便向皇帝传上了他的
几个改革方法。不料，皇上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反而将他
降了职，屈原十分愤怒。过了一段日子，他们的国家国土沦
落，屈原满怀悲愤，投江自尽了。人们非常怀念屈原，他们
怕小鱼吃掉了屈原的尸体，便每天往江里仍粽子，这便成了
现在的端午节，端午节吃粽子也是为了纪念屈原。



读完了这个故事，我很是感动。屈原的这种爱国的精神，难
道不值得我们学习么？故事中，屈原向皇上提出他的改革方
法，昏庸的皇上居然不知采纳，还降了屈原的职，能不让他
愤怒么？尤其是最后国土沦落，这让爱国的他怎么接受得住？
所以，我们应该对这位爱国诗人表示无限的敬佩。

联系现在想一想，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可我们的爱国之
情不能变，我们也不用向屈原一样，我们只要好好学习，回
报祖国，这就是我们爱国的表现。

屈原读后感篇六

我的祖国以快60岁了，我的祖国是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才有
今天的繁荣，在这几千年的历史中有多少人为祖国抛头颅，
但他们依旧微笑有多少人为它洒热血，但他们都觉得值，从
古至今有多少的英雄人物为自己的祖国献出了他们自己年轻
的生命呀!

前段时间我有幸读了《屈原列传》这本书，对流芳百世的屈
原有了个全新的认识。

屈原名平是春秋战国时期楚怀王的左徒，见识广博。但是他
一生中遭遇了两大挫折。读《屈原列传》的时候，我感觉到
吸引和震撼我的以不再是屈原那高尚的品质，而是感慨活在
一个不被人了解的世界，那会是一个多大的悲哀。

屈原为楚国建立了法度，办理外交使楚国的趋势逐渐走向富
强的道路，并一度成为六国联合抗秦的领导，同时他又为祖
国积极培养人才。可是楚国的贵族政治，以日趋没落，楚怀
王及其子，襄王都是昏君，秦国的张仪以重金收买了嫉妒屈
原的大臣及楚怀王的宠妃郑袖，造成一个全面的政治攻势。

事后，屈原便找到楚怀王，要楚怀王听从他的建议，但楚怀
王的宠妃和大臣们百般阻挠，最后没听从屈原的建议。过了



一段时间秦兵大举来袭，最终楚国灭了。

屈原回首再回首，拭泪，最后终于抱起岸边的一块记录楚国
辉煌、中落的历史的江石投入了奔腾不息的滔滔江水。天地
不言，唯有江水呜呼。

“路慢慢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每每读到屈原，想到
屈原，我总是有一种悲叹，一个真正的跋涉者，一个真正坚
持自己的理想和情操的人，他的结局竟是万般无奈的投江，
后人们便流传这样一个习俗，每年的五月初五人们便在屈原
投江的那条河里，撒粽子，为了不让鱼虾吃屈原的尸体，以
后的五月初五变成了今天的端午节。

我读完了这本书以后，我想为什么有那么多高尚的人总是匆
匆的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今天的人也许永远也不会明白的。

从屈原坎坷的一生，我悟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人的一生不
可能一帆风顺，遭遇困难和挫折是正常的，关键是在面对挫
折时，应当拿出勇气和毅力，迎接挑战，直面迎接，战胜自
己，把每一次的挫折，当作前进的踏脚石，最终走向成功，
我相信这个道理一定会使我终身受益的。

屈原读后感篇七

如余秋雨所说，世上所多者为小人，且令人防不胜防，多少
人死在小人“一口一口咬死你”的嘴下。小人从你对他极微
小的利益冲突着眼，越害你越不能不害你，直到你死，小人
绝不会起“留人一条生路”之想。何况屈原比较出众，枪打
出头鸟的规律不会改。

打倒小人的办法只有以毒攻毒，你也去变成小人，看谁做得
更狠、更毒、更下流。这办法在屈原身上没用，“宁溘死以
流亡”也“不忍为此态”，这就只有一条死路了。



再不然，设法不和小人起利益冲突，退出庙堂隐居山野。问
题是屈原就算去国离家，也会“忽观睨夫旧乡”，舍不得走。

所以屈原一定会死。

屈原具有典型的中国文人的性格。这种性格多以悲剧收尾，
至少拥有这种性格的人多不快乐，一片污浊他就偏作莲花，
春有春恨秋有秋愁，隐居山野时会想“不才明主弃，多病故
人疏”，选上当官了又说“忙日苦多闲日少”，流放了他马
上恨“云横秦岭家何在”，离家在外还得“望极天涯不见
家”，就算什么都圆满他还得“一向年光有限身”，怨到人
生太短上头去了。(真不如拉一天板车回家喝大碗茶不识半个
字的好。)他们清高、孤独、敏感，像寄居蟹。他们可以选择
壮烈地死去，却不能承受艰辛屈辱的生活。前者是一种理想
化的民族精神，是梦化诗化的，而后者才是民族生存强大的
基础。试想作为一国最上层最优秀最具希望的知识分子，遇
到打击就缩回去“梅妻鹤子”，要不就“士可杀而不可辱”，
这叫什么事儿呢?从社会角度看，真是自私脆弱的表现。

所以屈原又不该死。

屈原的死，既是一种精神，更是一个错误。

他的形象是美的;芳泽杂糅时，昭质未亏。“且由他，娥眉谣
诼，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

字里行间，手指抚弄那时飞扬的冠带明灭的灯火竖排的书卷
清朗的陈词和浩然的长叹，以及冰冷的江水和黎明前最后的
黑暗，想最后笑一笑的时候已经泪下。

屈原读后感篇八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人。因为楚王整天吃喝玩乐，根本不顾
百姓，屈原实在看不下这一切，便壮着胆子去找楚王，对楚



王说：“大王，您整天吃喝玩乐，对国家大事不闻不问，这
样一旦给别的国家钻了空子，我楚国可是会有灭国之灾的
呀！”“胡说，屈原，你竟敢诅咒我楚国！”楚王大发雷霆
的说。屈原说的话真的应验了，在后来的日子里，楚国真的
遭到了亡国之灾，几十万大军全军覆没。屈原认为自己对国
家毫无用处，便忍着悲痛跳下汩罗江，以报效国家对他的培
养之恩。屈原投江自杀的那天正是农历五月初五，所以，人
们把这天称为端午节。为了纪念屈原，端午节又叫“诗人
节”。

端午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流行于汉、壮、布依、侗、土家
等民族地区。赛龙舟在桂林每三年在漓江赛一次。据说那天
老百姓为了不让汩罗江里的鱼蛟虾蟹去咬屈原的遗体。将粽
子在赛龙舟的时候投下江去，让鱼蛟虾蟹吃饱了，不再去咬
屈原的遗体。所以老人们常说：“吃粽子时，可要想着屈原
的崇高品质啊！”

屈原不仅是我国的爱国诗人，他还是一个为国家着想的伟大
的爱国之人。

屈原读后感篇九

《屈原》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充满激情，诗人对光明，对毁灭
的歇斯底里的狂吼，深深地感染了我。

《屈原》作于五四时期，带有很强且鲜明的时代感，对黑暗
旧社会的强烈憎恶，对革命的强烈期盼。全诗以风、雷、电、
火四个毁灭的象征为革命的代表。用风：哪怕吹不醒这已经
死去的一切，可还能让洞庭湖，让长江，让东海汹涌、与你
一起咆哮，还可以吹走沙石、吹动草木，这是唤醒民族的天
籁；用雷：代表你车轮滚动的声音，带“我”远离这污秽、
阴谋的泥潭，去到那新的、干净的“中国”；用电：撕裂这
压抑、沉郁的黑暗，即便这黑暗如水，尽管这撕裂是抽刀断
水，而电，正是我心中的利剑，能让光明光临这世界，是为



革命吹响号角的先锋；用火：焚尽这一切，在火里得到重生！
在诗中，风、雷、电、火都是破除黑暗的力量，而它们都
是“你”，是宇宙中之伟大者，是毁灭这黑暗的红莲。

在中国的历史上，屈原是一个忠君爱国的诗人，他的诗作备
受佳评，我想郭先生以屈原为题是否是对屈原“愚忠”的一
种质问与怀疑，以彰显革命、除旧的精神，既然楚王不鸟我，
大可以弃之而去，或是自立门户，为何要吊死在一颗树上，
所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干个体
户”。破而后立是全诗的精神，也是诗人的心声与政治目的，
在当时的中国，豺狼当道，只有毁灭这一切才能建立新的世
界，一个崭新光明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