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薇的读后感(通用5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可
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
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采薇的读后感篇一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
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

豌豆我采了又采，即使采完了，又会长出来的，要不是因为
猃犹的缘故，我不会长期镇守在边境地区，而是回到故乡。
这是《采薇》第一章大概的解释。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历史永久，搜集了从
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诗经》大概有300多首，都是
由孔子和君吉甫从民间和皇室上收集并编制而成的。之所以
称为《诗经》是因为汉武帝把诗、书、礼、易、春秋化为五
经的缘故，就是大家所说的四书五经中的五经。

《诗经》的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风，风在诗经里面
包括了15个地方，也就是15国风。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兼
葭》，就是秦风类型；第二部分是雅，分为大雅和小雅，小
雅比较容易懂，而《采薇》就是《小雅鹿鸣之什》里面的，
那么大雅呢？晦涩难懂，需要有很高的文言基础的人才能领
悟；第三部分是颂，颂主要用来赞美国家的或是举行祭祀仪
式上用的。

《采薇》是一首镇守边疆的士兵返乡的诗。讲述的是一个士
兵以采豌豆为开头来抒发相思之情。这首诗经专家考证创作
于西周时期，不过，可惜作者不详，因为先秦时期的作家一



般都是不留名的。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是六年级
语文书中《采薇》的节选，被誉为诗经中写的最有名的诗句
之一。写出了出征和回乡中的景物和情怀。被很多古人引用，
是一段以乐景写哀情，又以哀景写乐情的典范。对比了出征
前的杨柳依依和现在的大雪纷飞，来说明自己离家之久，思
念之深。

经常读诗带给我很多不同的`感受，大概思念家乡和怀念亲人
是我们中国人永不褪色的记忆吧！

采薇的读后感篇二

《采薇》是《诗经》中的名篇，这首诗就是一个戍边的士兵
久历艰苦，在还家的路上又饱受饥寒，痛定思痛后悲伤心情
的真实写照。这首诗描写了周人向往和平稳定的生活环境，
对战争的厌倦。北方游牧民族侵犯周朝，士兵为保家卫国而
出征。出征前“杨柳依依”，惜别之情溢于言表。三年后，
生还归来之时“雨雪霏霏”，战后萧索破败之景顿时跃然纸
上，悲凄之感犹然而生。

从戍边者思乡的悲歌中，感悟个体生命的无能与叹息。在保
家卫国的精神中，感受个体精神境界对于自然生命的超越。
归途中感受个体生命对苦难的体认，《采薇》通过情绪诗意
般的流露和宣泄，提出了一个冷峻的理性思考。

生命的解读

在浩瀚博大永恒的宇宙中，人渺小的不及一粒微尘，人来这
个世界的时候不是自己的选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不是
自己的选择。同样在生存期间，虽然有生存的意识，所谓生
存的权利，但你同样没有生存方式的选择。人类不过是装在
宇宙这个化学试验瓶中的最微小的一个不等于零的分子，瓶



中任何元素的变化，都会影响到人的变化。不管是天灾，还
是人祸，都会使生命的个体陷入困境。

《采薇》中的主人公一场战争将他无辜的卷入。他只有一个
小小的愿望——回家，却难以实现。战争给予他的生存体验
是既痛苦而又兴奋的。在这里作者没有写战争中流淌的鲜血，
残缺的人体，扭曲的面孔，燃烧的战火，堆积的死体。是因
为人在社会主流意识的洗礼中短时间会被蒙蔽，而只是展现
了他来自群体意识的兴奋“维常之花，·君子之车·，四牡
业业，象弭鱼服，”让他体验了从未有过的荣光和威风。同
时也给他带来无限的思家的苦痛。战争结束了，经过了生命
的苦苦挣扎，他还是他，“载饥载饿”。试问战争对他究竟
有什么意义呢？不过是一种经历，一种体验而已。

而这种经历与体验原本就不是他的选择，即使他想选择也选
择不了。任何生物只能是自然的选择，而选择不了自然。

采薇的读后感篇三

鲁迅的《采薇》写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是一篇含意深刻,很
有艺术特色的历史小说。它主要根据《史记·伯夷列传》,并把
《史记》的《周本纪》、《齐世家》、《殷本纪》,《尚书》的
《泰誓》、《武成》,以及蜀汉谯周的《古史考》,汉刘向的
《列士传》,明王三聘的《古今事物考》等书中的有关材料组
织进去,浑然一体,意义翻新。茅盾曾称它“巧妙地化陈腐为
神奇”。又说:“《采薇》无一事无出处;从这样一篇小说就
可以窥见鲁迅的博览。”这说明《采薇》是鲁迅匠心独运的
杰作。

众所周知，鲁迅的历史小说，都具有古今交融，借古讽今的
特点，含义也非常深远，因而在把握它的主题方面，不免常
常意见分歧，《采薇》也不例外。有人认为“《采薇》中借
助了两个不食周粟而终于饿死在首阳山上的迂腐老人的传说，
对现实中的盲目的正统观念者予以嘲笑”。也有人认为《采



薇》“刺了那些如果不及时人情自己思想的糊涂总有一天要
成为可怜而又可鄙的遗老遗少的盲目正统观念这。”有人认
为鲁迅在《采薇》中所要揭发和批判的是“伯夷叔齐的盲目
的正统观念和腐朽的封建道德”。有人认为《采薇》“是撕
下周末周初伯夷，叔齐身上的伪装，对这两个古代隐士的狼
狈相予以心酸嘲讽的历史小说。”如此等等，这些说法。也
许以往诸说都在各自的逻辑线路上读书了《采薇》的某一方
面意蕴。但我觉得他们都偏离了作品的总体构思，是对一些
微不足道的片段做了不甚切合实际的发挥后推衍出的急功近
利的结论。当然，严格来说，对一部作品的任何言说都带有
猜想的性质，而我们所应做的事从作品的总体分析出发。

由于《故事新编》写的是远古的历史题材，主人公的性格，
气质的基本特征与鲁迅本人差别很大，而且在情绪表达上也
已从热情的喊叫转向了深沉的思索，人物塑造更是从主体个
性的灌注转向了客观的描述，因此，读这部作品很容易让
人“超凡脱俗”地漠视作家的存在，沉潜到久远的历史当中
观看古代圣哲们的表演。我觉得《采薇》的深层意蕴与鲁迅
的人生经验密切相关。在我的审美景观中，鲁迅通过伯夷，
叔齐的故事又要的事表达这样的《采薇》的主题：嘲讽伯夷
叔齐恪守“王道”的迂腐性，揭露和批判“王道”的虚伪性。
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笃信王道的夷，齐，结果却
被王道吞噬了，从侧面说明了王道的虚伪性。同时也表达了
在污浊的世界中执着的遵循自己的内心真性，为践行一种人
生理想顽强地活下去是多么地不容易。

鲁迅早在二十年代，针对北洋军阀政府提倡读经，就曾指出
过：历来多少阔人只要读一点记载先王之道的经书，“就可
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能够借
假大义，窃取美名”。“只要几个糊涂透顶的笨牛，真会诚
心诚意的来主张读经”。“况且既然是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
笨牛，则绝无钻营，取巧。献媚的手段可知，一定不会阔气。
”伯夷，叔齐正是这样“糊涂透顶的笨牛”,他们并不理解先
王之道的精髓，却诚心诚意的履行先王之道，自然到处碰壁，



最后落得一个悲剧性的结局。

伯夷，叔齐为忠于先朝而饿死首阳山的故事在中国可说是家
喻户晓，鲁迅则按照自己的理解重塑了两个人物，在他们身
上灌注了新的价值判断，体现了深刻的思想内涵。

鲁迅显然并不认同伯夷，叔齐的为“义”而死，因为他们的.
死既不能改变现状，也不能给人民带来幸福，只留了个祖传
千名的“美名”，他们的实质是逃避主义是其生存方
式，“苟活”是其生活状态。但是大部分人并不象鲁迅看的
那么透彻，毕竟逃避是为了“孝”，“忠”“仁义”是为了
大义，是应该被提倡的，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从未收到过
质疑，他们的死无疑是具有悲剧的英雄主义色彩：为了坚持
自己的信仰，个性生命虽遭到毁灭，精神却得到永生。但是
《采薇》中的伯夷，叔齐，对于信仰的执着却总是透着点滑
稽。因为百姓对于他们死的结论，是“为了自己的贪心，贪
嘴”。“英雄”的死因在百姓的闲谈中消磨的面目全非，他
们之间的感受原来是如此的不相同，他们的价值连妲己舅公
的干女婿“略懂文学”的小丙君都拉拢不到。鲁迅用自己的
怀疑，否定的眼光剥夺了他们神圣的外衣，还远了他们精神
的无价值。于是一向被奉为不可动摇的绝对价值与实际意义
上的无价值长生了强烈的反差，喜剧感产生了。

当时越是执着，虔诚，其实结果越是可笑，荒谬。然而在这
笑声中却透着一丝的凄凉与悲哀。

采薇的读后感篇四

我一直认为，鲁迅小说中有一篇的价值被严重低估，那就是
《故事新编》里的《采薇》。

这种低估与我们几千年来对伯夷叔齐，以及武王伐纣一贯的
意识形态化解读有关。但鲁迅的高明之处在于破除了这种意



识形态的神话，书写了在一个媚俗的社会里个人有所坚持的
痛苦和困境。

鲁迅对武王伐纣的态度是解读这篇小说的钥匙。九一八之后
日本为其侵略行为辩护，说“周和汉都有侵略者的特征，但
中国人都接受了。”鲁迅就反驳说，汉不是侵略者，周似乎
民族也不同了，可以算。但武王伐纣之前就有伯夷叔齐扣马
而谏，非拖开不可;伐纣过程中杀人很多，到了血流漂杵的程
度;周平定天下后把殷顽民迁到洛邑。好一个“吊民伐罪”，
顽民两个字就把一切谎言揭穿了。(以前读过这段，按照大意
录下。目前手头未找到原文。)这也表明在鲁迅看来，武王伐
纣不过是一场被宣传美化了的侵略战争而已。小说里那些私
下里的议论，因为看到商朝的乐器精美才故意散布纣王残暴
的流言为动兵做准备，证明这个小说里对武王伐纣的态度与
那篇反驳日本的杂文相似。

还有一种说法，说《采薇》是借伯夷叔齐的故事讽刺消极反
抗的无力。这种说法也很难成立。鲁迅固然对武王伐纣不以
为然，但也没有对被灭亡了的商朝给以任何的同情。伯夷叔
齐扣马而谏的内容：“老子死了不葬，倒来动兵，说得
上‘孝’吗?臣子想要杀主子，说得上‘仁’ 吗?……” 不
过是对一些众所周知的道理的坚持，而并没有在“你死我活
的斗争中坚定站队”。在武王得天下之后，伯夷叔齐想的也
不是反抗，而仅仅想在不合时宜的时代坚持着自己的立场和
观点，有尊严的生活下去。所以，伯夷叔齐这里不是鲁迅批
判的对象，其中的调侃，更含有鲁迅自嘲的意味。

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伯夷叔齐与常人无异，为了西伯养老
的馅饼变小而心里不是滋味。然而，当他们发现武王是一个
与他们的理想相悖的主子时，离开却没有任何犹豫。鲁迅对
两个人的性格差异也做了些刻画，伯夷不通世故，而叔齐却
懂得一些如何在媚俗者组成的社会环境中保护自己。但在原
则问题上，兄弟二人都是毫不含糊的。



然而，媚俗者组成的社会是无处不在的，伯夷叔齐也是无处
可逃的。那位首阳村的绅士小丙君就是趋炎附势的典型，本
来是依靠与妲己的亲戚关系在商朝做官的人看形势变了转而
投诚，继续舒舒服服的做他的地方绅士。而伯夷叔齐，只能
被当作怪物，连吃一点野菜都被小丙君家里的婢女奚落。当
整个社会都认为伯夷叔齐连野菜都不能吃时，他们只有饿死
的分了。

然而，当他们认为唯一保持尊严的方式是饿死的时候，饿死
本身的尊严也成为笑谈而不被尊重。不但小丙君拒绝为他们
写碑文，而且也流传了一些上天派鹿来喂他们，而他们起了
贪欲想吃鹿肉而让鹿不再来才饿死的留言。这样，他们竭力
维护的尊严终于也被媚俗社会盘剥得一无所有了。

鲁迅在《影的告别》里有一段话，可以作为《采薇》中伯夷
叔齐处境的写照：

“有我所不乐意的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
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
不愿去。

......

呜呼呜呼，我不愿去，我不如仿徨于无地。”

鲁迅对这种“彷徨于无地”的痛苦和困境深有感触。但鲁迅
主张“韧的战斗”，也就是为了自己的坚持，可以相对卑微
地活着。很多对鲁迅诟病的人，说他不满北洋政府却一直在
领着教育部的津贴，在鲁迅看来，就是像阿金姐这样说“野
菜也是周朝的，不吃的话干脆都别吃”的人。鲁迅在《采薇》
中也看透了，在这些人面前坚持自己完整的尊严是徒劳的。
可以委曲求全，但最重要的是绝不与媚俗社会合流，要活着，
而且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



采薇的读后感篇五

《采薇》是《诗经·小雅》中的一篇。从《采薇》的内容看，
当是将士戍役劳还时之作诗中唱出从军将士的艰辛生活和思
归的情怀。下面是本站小编向各位推荐的采薇读后感精选，
希望对各位能有所帮助!

之前并没有读过《采薇》这类的改编神话或历史小故事的文
章，我不喜欢这种文章，好像把原着改了，也没有更多的令
人惊喜之处，反而有点无趣。这次无可奈何，我就去认真的
看了，原来鲁迅还真不是随便写写的，证实了那一句“存在
即合理的”的哲言!

在原着中，史上叔齐和伯夷是商代小国孤竹国的公子，他们
在周武王建立周朝后决定不吃周朝的粮食，于是饿死在首阳
山上。在原着中，作者褒赞着叔齐和伯夷的铮铮骨气和“富
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节气。而在鲁迅的
小说中，采薇中的主人公叔齐和伯夷很明显是以他们为原型，
不过鲁迅把他们用在小说中不是取他们的骨气，而是用他们
的不知变通来讽刺世人。

伯夷和叔齐是商末辽阳孤竹君的大儿子和三儿子，这从他们
的名字可以看出他们的排行。孤竹君死后本来是叔齐当国君，
但叔齐是个讲孝悌的，觉得不应该夺了大哥伯夷的王位，所
以离开了;而伯夷呢，是讲仁的，认为竟然父王要三弟继位一
定要遵守，而如今三弟要让位，他不愿接受也觉得无法解决
所以逃离了。最后两兄弟竟然在流浪途中相遇了，索性结伴
而行，后来被周文王收留了养老。但后来周文王的儿子周武
王要伐纣，伯夷和叔齐觉得不孝不仁，所以据食周粟，避走
首阳山。在这之前，他们两个还专门跑到周武王面前骂他不
孝不仁。

伯夷叔齐两兄弟流落首阳山，无以为食，就薇而食。伯夷叔
齐因采薇达到拒食周粟突显其仁孝的目的，最后又因采薇而



死。因为四海之滨莫非王土，即使野菜也是周武王的，无论
他们逃到哪里，都要食周粟。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才明白
他们一直在逃避和自欺欺人，多么可笑和愚蠢，唯有一死才
能真正地拒食周粟，所以他们饿死了。即使饿死了，还是被
人们嘲笑。因为拿掉那最后稻草的人，就是一个乡绅的丫头
阿金姐，为了开脱自己的责任，就编造了一个谎言，说伯夷
和叔齐因为鹿肉而死的，给他们的死安了一个恶名。

虽然我对叔齐和伯夷最后的死有点怜惜，事实上，他们并没
有做错社么，只是在坚持自己的心而已，最后可以说是为坚
持而丢了性命，可却无辜的被世人抹黑，但是在我们这个时
代来说，他们是真的很不会变通，墨守成规，只能用这么一
句话来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另一方面，处于鲁迅那个时代，在采薇中，叔齐和伯夷是必
须死的，他们必须为他们的固执和盲目守旧而付出代价。这
也是鲁迅像通过文章传递给那个混乱时代的麻木迷茫的人们
的忠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那个时候，中国正处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时期，很多民众因
不识字，不知时势，不问国事，坚守旧时规矩，不能接受新
思想。当然也有很多被八股毒害多年的读书人对新思想抱以
怀疑否定的心态。人们就惯于受老规矩的拘囿，从而形成一
种思维定势，什么都按老规矩办事，而不知根据事物和时代
的发展变化而加以变通。按现代的话说就是不能与时俱进，
这对于一个新的中国的建立是不利的。采薇在警醒世人，开
阔思想这方面有着很大作用。其一，运用白话文，故事短浅，
容易让更多的百姓接受，潜移默化的接受新文化的熏陶。其
二，史上的伯夷和叔齐的故事，读书人很熟悉，鲁迅从另一
个角度评价他们，对比之下，给世人一个思想冲击。因此，
我觉得《采薇》还是挺有现实主义的风格。

我的目光短浅，就只能看到这了，可是我相信鲁迅先生的目
的远远不止这样。但是，仅仅从我看得这些来看，《采薇》



并不是一本无趣或者是我用的文章，只有深入写作的背景才
能了解其中的蕴意深远。突然间，我想起，从前我认为无用
的书，是不是我没理解到它的真正含义，只是浅获表意，却
沾沾自喜。真是很是惭愧!

《采薇》一诗写西周时期一位饱尝服役思家之苦的戍边战士
在归途中所思所想，叙述了他转战边陲的艰苦生活，表达了
他爱国恋家、忧时伤事的感情。

全诗共分六章，前三章以倒叙的方式，回忆了征战的苦况。
这位戍边战士长期远离家室，戎马倥偬。军旅生活是那么艰
苦，驻守地转移不定，王室公事无休无止，战士们无暇休息，
有时还得采薇充饥。对此，难免怨嗟，产生渴望返回故乡之
情，但为了抵御狁的侵扰，为了实现边境早日安定，战士们
坚持下来，恰当地处理了个人忧伤痛苦与保卫疆土的矛盾。

四、五两章笔锋陡转，描写边防将士出征威仪，全篇气势为
之一振。先以自问自答的形式，流露出出征将士们雄纠纠气
昂昂的自豪感。接下来对战车以及弓箭的描写，显示出将士
们装备的精良和高度警惕的精神状态，使主人公的爱国思想
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末章忆昔伤今。“昔我”两句以乐景写哀，“今我”两句以
哀景写乐。然而在九死一生归来之际，庆幸之余，难免痛定
思痛;加之归途艰难，又饥又渴，怎不悲从中来呢!

此诗选自《小雅》，却与《国风》同样运用了重叠的句式与
比兴的手法。如前三章的重章叠句中，以薇的生长过程衬托
离家日久企盼早归之情，异常生动妥贴。第四章以常棣盛开
象征军容之壮、军威之严，新警奇特。末章“昔我”四句，
分别抒写当年出征和此日生还这两种特定时刻的景物和情怀，
言浅意深，情景交融，历来被认为是《诗经》中最有名的诗
句。



《采薇》是《诗经》中的名篇，这首诗就是一个戍边的士兵
久历艰苦，在还家的路上又饱受饥寒，痛定思痛后悲伤心情
的真实写照。这首诗描写了周人向往和平稳定的生活环境，
对战争的厌倦。北方游牧民族侵犯周朝，士兵为保家卫国而
出征。出征前“杨柳依依”，惜别之情溢于言表。三年后，
生还归来之时“雨雪霏霏”，战后萧索破败之景顿时跃然纸
上，悲凄之感犹然而生。

从戍边者思乡的悲歌中，感悟个体生命的无能与叹息。在保
家卫国的精神中，感受个体精神境界对于自然生命的超越。
归途中感受个体生命对苦难的体认，《采薇》通过情绪诗意
般的流露和宣泄，提出了一个冷峻的理性思考。生命的解读。
在浩瀚博大永恒的宇宙中，人渺小的不及一粒微尘，人来这
个世界的时候不是自己的选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不是
自己的选择。同样在生存期间，虽然有生存的意识，所谓生
存的权利，但你同样没有生存方式的选择。人类不过是装在
宇宙这个化学试验瓶中的最微小的一個不等于零的分子，瓶
中任何元素的变化，都会影响到人的变化。不管是天灾，还
是人祸，都会使生命的个体陷入困境。《采薇》中的主人公
一场战争将他无辜的卷入。他只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回家，
却难以实现。战争给予他的生存体验是既痛苦而又兴奋的。
在这里作者没有写战争中流淌的鲜血，残缺的人体，扭曲的
面孔，燃烧的战火，堆积的死体。是因为人在社会主流意识
的洗礼中短时间会被蒙蔽，而只是展现了他来自群体意识的
兴奋“维常之花，·君子之车·，四牡业业，象弭鱼服，”
让他体验了从未有过的荣光和威风。同时也给他带来无限的
思家的苦痛。战争结束了，经过了生命的苦苦挣扎，他还是
他，“载饥载饿”。试问战争对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不过是
一种经历，一种体验而已。而这种经历与体验原本就不是他
的选择，即使他想选择也选择不了。任何生物只能是自然的
选择，而选择不了自然。

这首诗的主题是严肃的。猃狁的凶悍，周家军士严阵以待，
作者以戍役军士的身份描述了以天子之命将帅、遣戍役，守



卫边疆，军旅的严肃威武，生活的紧张艰辛。作者的爱国情
怀是通过对猃狁的仇恨来表现的。更是通过对他们忠于职守
的叙述——“不遑启居”、“不遑启处”、“岂敢定
居”、“岂不日戒”和他们内心极度思乡的强烈对比来表现
的。全诗再衬以动人的自然景物的描写：薇之生，薇之柔，
薇之刚，棠棣花开，依依杨柳，霏霏雨雪，都烘托了军士
们“日戒”的生活，心里却是思归的情愫，这里写的都是将
士们真真实实的思想，忧伤的情调并不降低本篇作为爱国诗
篇的价值，恰恰相反是表现了人们的纯真朴实，合情合理的
思想内容和情感，也正是这种纯正的真实性，赋予了这首诗
强盛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笼罩全篇的情感主调是悲伤的家园之思。这首诗的可贵之处
在于，它作为边塞体裁的鼻祖，内容却没有仅仅停留在爱国
这一片面情怀的抒发，而是真实热烈地表达了戌边从戎的艰
苦与忧愁。

《采薇》主导情致的典型意义，不是抒发遣戍役劝将士的战
斗之情，而是将王朝与蛮族的战争冲突退隐为背景，将从属
于国家军事行动的个人从战场上分离出来，通过归途的追述
集中表现戍卒们久戍难归、忧心如焚的内心世界，从而表现
周人对战争的厌恶和反感。《采薇》，似可称为千古厌战诗
之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