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华颂读后感 清华精神巡礼读后感我心
中的水木清华(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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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
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
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清华颂读后感篇一

这半年来同事们和同学们常常谈到“清华精神”。自己虽然
不是清华人，但是在校服务多年，对这个问题也感到很大的
兴趣。有一回和一位同学谈话，曾经假定清华精神是“服
务”。后来和钱伟长先生谈起，他似乎觉得清华精神是“独
立的、批评的”，例如清华人到一个机关服务，往往喜欢表
示自己的意见，不甘心苟同。我承认钱先生的看法，连带着
他的例子，是有理由的。但是关于“服务”，我还请申说一
下。

提到“服务”，很容易想到青年会。青年会的服务精神有它
的好处和缺点，这里不想讨论。我所假定的清华的服务精神，
跟青年会的不同。为清楚起见，我现在想改为“实干”。清
华毕业生不论旧制新制，在社会的各部门里做中级干部的最
多。顾樵先生十多年前说过这样的话，现在看来大体似乎还
是如此。顾先生说这些中级干部是平实的工作者，他们的贡
献虽然是点滴的，然而总起来看也够重大的。钱先生的看法
是指出他们的不重世故。这正是为了重事，要实干，要认真
的干。青年人讨厌世故，重实干，虽然程度不同，原是一般
的趋向。不过清华跟都市隔得远些，旧制生出洋五年，更跟
中国隔得远些，加上清华学生入学时一般年岁也许小些，因
此这种现象就特别显著。有些人谈清华精神，强调在学时期
的爱清洁守秩序等。乍看这些似乎是小事，可是实在是跟毕
业后服务时期的按部就班的实干精神密切的联系着的。



有人也许觉得这种实干的精神固然很好，不过太强调了这种
精神，有时会使人只见树而不见林。然而这是春秋责备贤者
的话，能够一棵树一棵树的修整着，究竟是对林子有帮助的。

1947年4月21日作。

(原载1947年4月27日《清华周刊》复刊第10期)

拓展：

论不满现状

那一个时代事实上总有许许多多不满现状的人。现代以前，
这些人怎样对付他们的“不满”呢?在老百姓是怨命，怨世道，
怨年头。年头就是时代，世道由于气数，都是机械的必然;主
要的还是命，自己的命不好，才生在这个世道里，这个年头
上，怪谁呢!命也是机械的必然。这可以说是“怨天”，是一
种定命论。命定了吃苦头，只好吃苦头，不吃也得吃。读书
人固然也怨命，可是强调那“时世日非”“人心不古”的慨
叹，好像“人心不古”才“时世日非”的。这可以说是“怨
天”而兼“尤人”，主要的是“尤人”。人心为什么会不古
呢?原故是不行仁政，不施德教，也就是贤者不在位，统治者
不好。这是一种唯心的人治论。可是贤者为什么不在位呢?人
们也只会说“天实为之!”这就又归到定命论了。可是读书人
比老百姓强，他们可以做隐士，啸傲山林，让老百姓养着;固
然没有富贵荣华，却不至于吃着老百姓吃的那些苦头。做隐
士可以说是不和统治者合作，也可以说是扔下不管。所
谓“穷则独善其身”，一般就是这个意思。既然“独善其
身”，自然就管不着别人死活和天下兴亡了。于是老百姓不
满现状而忍下去，读书人不满现状而避开去，结局是维持现
状，让统治者稳坐江山。

但是读书人也要“达则兼善天下”。从前时代这种“达”就是
“得君行道”;真能得君行道，当然要多多少少改变那自己不



满别人也不满的现状。可是所谓别人，还是些读书人;改变现
状要以增加他们的利益为主，老百姓只能沾些光，甚至于只
担个名儿。若是太多照顾到老百姓，分了读书人的`利益，读
书人会得更加不满，起来阻挠改变现状;他们这时候是宁可维
持现状的。宋朝王安石变法，引起了大反动，就是个显明的
例子。有些读书人虽然不能得君行道，可是一辈子憧憬着有
这么一天。到了既穷且老，眼看着不会有这么一天了，他们
也要著书立说，希望后世还可以有那么一天，行他们的道，
改变改变那不满人意的现状。但是后世太渺茫了，自然还是
自己来办的好，那怕只改变一点儿，甚至于只改变自己的地
位，也是好的。况且能够著书立说的究竟不太多;著书立说诚
然渺茫，还是一条出路，连这个也不能，那一腔子不满向哪
儿发泄呢!于是乎有了失志之士或失意之士。这种读书人往往
不择手段，只求达到目的。政府不用他们，他们就去依附权
门，依附地方政权，依附割据政权，甚至于和反叛政府的人
合作;极端的甚至于甘心去做汉奸，像刘豫、张邦昌那些人。
这种失意的人往往只看到自己或自己的一群的富贵荣华，没
有原则，只求改变，甚至于只求破坏他们好在混水里捞鱼。
这种人往往少有才，挑拨离间，诡计多端，可是得依附某种
权力，才能发生作用;他们只能做俗话说的“军师”。统治者
却又讨厌又怕这种人，他们是捣乱鬼!但是可能成为这种人的
似乎越来越多，又杀不尽，于是只好给些闲差，给些干薪，
来绥靖他们，吊着他们的口味。这叫做“养士”，为的正是
维持现状，稳坐江山。

然而老百姓的忍耐性，这里面包括韧性和惰性，虽然很大，
却也有个限度。“狗急跳墙”，何况是人!到了现状坏到怎么
吃苦还是活不下去的时候，人心浮动，也就是情绪高涨，老
百姓本能的不顾一切的起来了，他们要打破现状。他们不知
道怎样改变现状，可是一股子劲先打破了它再说，想着打破
了总有希望些。这种局势，规模小的叫“民变”，大的就
是“造反”。农民是主力，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领导人。在历
史上这种“民变”或“造反”并不少，但是大部分都给暂时
的压下去了，统治阶级的史官往往只轻描淡写的带几句，甚



至于削去不书，所以看来好像天下常常太平似的。然而汉明
两代都是农民打出来的天下，老百姓的力量其实是不可轻视
的。不过汉明两代虽然是老百姓自己打出来的，结局却依然
是一家一姓稳坐江山;而这家人坐了江山，早就失掉了农民的
面目，倒去跟读书人一鼻孔出气。老百姓出了一番力，所得
的似乎不多。是打破了现状，可又复原了现状，改变是很少
的。至于权臣用篡弑，军阀靠武力，夺了政权，换了朝代，
那改变大概是更少了罢。

过去的时代以私人为中心，自己为中心，读书人如此，老百
姓也如此。所以老百姓打出来的天下还是归于一家一姓，落
到读书人的老套里。从前虽然也常说“众擎易举”，“众怒
难犯”，也常说“爱众”，“得众”，然而主要的是“一人
有庆，万众赖之”的，“天与人归”的政治局势，那“众”
其实是“一盘散沙”而已。现在这时代可改变了。不论
叫“群众”，“公众”，“民众”，“大众”，这个“众”
的确已经表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从前固然也潜在着，但是非
常微弱，现在却强大起来，渐渐足以和统治阶级对抗了，而
且还要一天比一天强大。大家在内忧外患里增加了知识和经
验，知道了“团结就是力量”，他们渐渐在扬弃那机械的定
命论，也渐渐在扬弃那唯心的人治论。一方面读书人也渐渐
和统治阶级拆伙，变质为知识阶级。他们已经不能够找到一
个角落去不闻理乱的隐居避世，又不屑做也幸而已经没有地
方去做“军师”。他们又不甘心做那被人“养着”的“士”，
而知识分子又已经太多，事实上也无法“养”着这么大量
的“士”。他们只有凭自己的技能和工作来“养”着自己。
早些年他们还可以暂时躲在所谓象牙塔里。到了现在这年头，
象牙塔下已经变成了十字街，而且这塔已经开始在拆卸了。
于是乎他们恐怕只有走出来，走到人群里。大家一同苦闷在
这活不下去的现状之中。如果这不满人意的现状老不改变，
大家恐怕忍不住要联合起来动手打破它的。重要的是打破之
后改变成什么样子?这真是个空前的危疑震撼的局势，我们得
提高警觉来应付的。



1947年11月3—5日作

(原载1947年《观察》第3卷第18期)

清华颂读后感篇二

创客精神就是坚持不懈、从容面对挫折。大家都知道是谁发
明了电灯吧？没错，就是大名鼎鼎的爱迪生。爱迪生是名副
其实的“发明大王”。他发明的电灯被人们广泛地使用，让
黑夜变得不再黑暗。可你知道在这背后，他付出了多少努力
吗？爱迪生为了发明电灯，废寝忘食，日夜不息，尤其是在
考虑用什么材料做灯泡的灯丝时，他尝试了6000多种材料，
也做了无数次的实验。可在这6000多次实验中，却只有一次
成功。他说：“失败并不可怕，因为它可能意味着下一次成
功。”这就是创客精神。

有些人常常会把创客精神挂在嘴边，却光说不做。真正像爱
迪生、阿基米德这样的.人又有多少？我也是，小时候常把当
一个伟大发明家的梦想说出口，事实上却是“语言的巨人，
行动的矮子”。我很少为这个梦想而努力。记得一次，我想
把手电筒拆开探求其中的原理。我拼尽一切方法，却拆不开
这个手电筒。于是，我开始懊恼。后来，我找到了希望，小
心翼翼地将螺丝拧开。可正当我要打开盖子时，忘了有一个
螺丝没拧开，把盖子弄破了。我自暴自弃，愤怒地把手电筒
砸向地面。此后，我再也没动手做过实验了，直到我学习了
爱迪生和阿基米德的创客精神。

难道我就甘心，就甘心这样半途而废吗？不，我不甘心。既
然我知道了创客精神，那么我必将它牢记心中，为儿时的梦
想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清华颂读后感篇三

早已记不清自己是从何时开始对刘禹锡这位很少有人注意的



诗人产生兴趣的了，只能隐约记得最初读过刘禹锡的诗集后
那种回味无穷、不忍释卷的感觉。

现在，我了解了刘禹锡的生平，再看这些诗歌，又深深地为
他的精神所感染，以至于再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常常把它作
为自己的精神支柱，鼓励自己振作起来。

我所知道的刘禹锡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听我慢慢讲来：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由盛转衰，社会矛盾不断加深，人民生
活越来越苦。到唐德宗的时候，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横征
暴敛已经十分严重了。在这个历史关头，首先挺身而出，进
行改革的是王叔文、王伾、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改革最
先进行的就是废除了臭名卓著的“日进”、“月进”和“宫
市”制度，又减免了许多苛捐杂税。这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
担，同时也得罪了大批忙着捞油水的官员，为变法的失败埋
下了伏笔。变法失败后，刘禹锡从中央外放到地方，仍然关
注民生、胸怀天下，一方面创作了大量的民歌体诗歌，另一
方面政绩卓著，为民请命。翻开《刘禹锡年谱》，我们可以
清楚地看到：大和六年(832)二月，至苏州，时苏州水患成灾，
禹锡奏请救济;开成元年(836年)，在同州刺史任上，同州大
旱，禹锡体贴民情，免开成元年夏季青苗钱并放免旧欠……
后来，苏州人民建了一座“三贤祠”，把他和同在苏州任过
地方官并且为百姓做过许多实事的诗人白居易、韦应物供奉
在一起，可见百姓对他的爱戴。

值得一提的是，这样受百姓爱戴的人，却是并不受皇帝欢迎
的。刘禹锡因为参与变法，得罪了宦官、藩镇、贪官等势力，
被贬在外十年。唐宪宗元和十年(8)被召回朝廷之后，他写了
一首著名的玄都观桃花诗，讽刺唐宪宗用人失当、宠信宦官，
结果再次被贬。后来，宪宗被宦官杀害;又后来，刘禹锡再次
被调回京城，又写了一首《再游玄都观》，说“种桃道士(暗
指唐宪宗)归何处，前度刘郎(作者自指)今又来”。这可不仅
仅是嘴硬。确实挖苦得够狠。古代讲究对皇帝绝对服从，皇



帝即使错了也是对的，你无论多委屈也不能口吐怨言，顶多
顶多来个“怨而不怒”，像《诗经》或屈原的楚辞，香草美
人一番。这小刘倒好，一点面子也不讲，痛痛快快地挖苦上
了。也难怪当时有人说他“刻薄不厚道”。不过从今天来看，
我倒觉得他的所作所为不仅没有什么不厚道的，而且还多多
少少有那么点儿民主意识——老百姓受苦，当官儿的享福?不
对!都是人，凭什么让当官儿的盘剥百姓?改革!变法!我也是
人，皇帝也是人，他错了我为什么不能说呢?挖苦他!如果只
从这一点儿来看，现在很多人还赶不上一千多年前的刘禹锡
民主呢!

刘禹锡与同时代人的不同之处还有他的坚持己见和百折不挠。
王叔文变法失败之后的几十年里，刘禹锡一直都没忘了坚持
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不断努力，想要攀上高位，去实现自己
的政治理想，直到逝世之前写回忆录(《子刘子自传》)，还
忘不了为他早年参加的永贞革新(即王叔文变法)进行辩护和
为王叔文恢复名誉。他一生被贬在外几十年，受尽了挫折，
却始终没有沉沦，到了七旬高龄，还在高歌“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怨不得白居易称之为“诗豪”。

在被贬远州，十分“郁闷”的情况下，刘禹锡也有过“何处
秋风至，萧萧送雁群。朝来入庭树，孤客最先闻”的凄凉与
迷茫，但是很快，这种凄凉就转变成了“自古逢秋悲寂寥，
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的乐
观的斗争精神。这与“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
翁，独钓寒江雪”的柳宗元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刘柳二人是
挚友，同是古文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同是中唐文坛上的耀眼
巨星，同是永贞革新的中坚力量，在变法失败后的表现却形
成了戏剧性的对比。结果柳宗元四十多岁时卒于贬所，而刘
禹锡七十多岁时方卒于礼部尚书(分司东都，实为闲职)任上。

在因为桃花诗事件被贬之后，刘禹锡无疑要遇到更多势力的'
白眼与生活的艰难。若是一般人，也许就会记住这个教训
了——被贬十年后才好不容易有了一次进京升官的机会，却



又祸从口出，再次被贬，以后不得放老实点儿了吗?可是刘禹
锡不是一般人，他一被召回京城，就又写了《再游玄都观》，
继续讽刺挖苦，还在序言中说要“以俟后游”。刘禹锡
之“犟”由此可见一斑。

……

我喜欢刘禹锡的诗，更赞赏他的精神，他的积极进取、百折
不回等精神已经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支持着我永远用
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去面对生活，面对充满希望的明天。

刘禹锡简介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人，中唐
诗人。出仕后，其主张革新，被贬。后复用，至礼部尚书。
《全唐诗》编其诗十二卷。其诗高亢激昂、意气纵横，语言
刚健，笔锋犀利。晚年与白居易酬唱颇多。白居易《刘白唱
和集解》称：“彭城刘梦得，诗之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
当者……如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
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
谓神妙，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之。”他有写时事之作，如
《平齐行》、《城西行》、《平蔡州》等。另外，他感世伤
怀、托物寓情之作甚多，如《养鸷词》、《聚蚊谣》、《读
张曲江集作》、《有獭吟》、《戏赠看花诸君子》、《再游
玄都观》等，都反映他虽受打击而气骨桀骜、毫不屈服的精
神。他的怀古诗语言平易、意境深远。如《金陵怀古》、
《西塞山怀古》、《金陵五题》等，皆为人们传诵，而尤为
后人称道的是他学习民歌的成绩卓著，所作《杨柳枝词》、
《竹枝词》、《浪淘沙》等，都含思宛转，语调清新，有浓
郁的生活气息。他的哲理散文也颇有新意。生平详见《新唐
书》卷一六八。有《刘宾客文集》。



清华颂读后感篇四

最近一场和巴西奥运会结束了，中国女排获得了奥运冠军，
在女排取得奥运冠军的时候我回顾了往昔，细细的回味了女
排精神。

中国女排在奥运会上，展现了可贵的奥林匹克精神，他们值
得我们的尊重，这让我们想起了我们是从1932年那个弱小的
国家一步一步走来的，当时，刘长春只身一人代表中国参加
奥运会，由于战火他并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在奥运会前他
在船上漂泊了21天身心疲惫，才赶上比赛，而他只跑到了小
组第五，他被外国人嘲笑，被世界说为东亚病夫，虽然刘长
春失败了，但是无数的后辈踏着他的路走向了成功，而中国
女排就是其中之一，在女排队员们的眼里奥运精神并不是取
得多少金牌，还是更多的去突破自己，挑战自己的极限，女
排队员们认为：我们从不以成败来论英雄，你可以倒下，你
可以失败，但是这些都必须是在夺冠的路上，这样才是值得
别人尊重的失败。30年来，女排失败过，低谷过，可是从没
有放弃过，可以说女排精神就是奥林匹克精神的缩影。

回味了女排精神，我明白了：就算遇到再大的困难，再深的
低谷，只要努力地去拼搏就能取得成功！

清华颂读后感篇五

在如今这个科技发展，向高层迈步的社会，我们齐奔富裕
的“小康”目标。可是城市的繁杂，让许多人抛弃或遗忘
了“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在大众面前，体现出敬业、刻苦、以逸待劳。
不光这些，还有一定的技术含量，自然态度是放第一位;再其
次为细节。俗话说：细节决定成败。我认为乱干不如不干，
乱干毁坏形象与道德，不干反倒是沉稳。



我的记忆中，工匠是一种低调艺术，它们隐藏自己的光彩，
置身于幕后，显得默默无闻而不染风尘。

美术是人内在的体现，画出的不止是华丽景象，更将心灵的
细节展现清楚。画家在作画时会有情绪波动：他兴奋，狂躁，
平静或悲伤中带着无奈·····都能隐约表达在纸上。美
术为视觉的满足提供一系列条件，高档次的美术更可以引发
视觉冲击。美术是立体艺术与平面艺术，还能在平面内表现
立体。它可以夸张放肆，豪迈且富有想象力。

比如《蒙娜丽莎》的画像，梵高的《向日葵》等全是工匠
的“结晶”，后无来者的骄傲。为什么著名画家一直流传于
世?因为他们有种对人生，对自己，对艺术的执著;他们满怀
希望与热情，哪怕失望亦不会绝望。画家们不光坚持，更重
要的是有一颗开放自由的心。心自由了，看他们作品的人才
不会感觉一潭死水，而是感到胸襟开阔，走入这个世界之外
的境地享受。

我所说“工匠”精神包括：文学家赠予读者的修养品质，心
理的改变和抚慰。作家是文学的“工匠”，他们把每种感情、
思想筑成文坛的殿堂，其中饱含丰富的知识内涵，有这些东
西陪伴，灵魂不再寂寞空虚。所以说作家和文学家是人心
的“工匠”，他们给世人陈述爱和底线。

在这世俗纷扰的年代，许多人一味追求物质与外在，却忽略
追求精神的高贵。无论是文学家还是美术家，灵魂共同存在
着执著和专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