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屈原的读后感悟 屈原离骚读后
感(通用10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感悟，这样我们可以养成良好的总结方法。大家想知道
怎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感悟吗？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
一些优质的心得感悟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屈原的读后感悟篇一

屈原，就是用这样幻想境界，表现了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

他对理想的追求，对爱情的渴望，对自然的钟情，对美人的
思慕……都在诗歌中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但却显得太过
虚拟化，一切都不似是真的，完全的幻想世界。

如果他真的是如此执着，如此坦荡，那为什么又有“投河自
尽”的结束篇？他，绝望了吧——想必，除了在这虚拟的幻
想世界中徜徉，沐浴在他自建的浪漫世界中自我陶醉，他再
无地方释放他自己了。

可怜的人儿啊——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无人理解，无人分
享自己对生活的希望，更是无法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

就这样憋着了，沉默着。沉默是金？在屈原身上，我看到了
否认，他呐喊过的，只是被压抑了；他呐喊过的，不过被淹
没了！最终，他彷徨，他郁闷，就这样，他带着绝望离开人
世。

礼，指责他的庸碌。



屈原的读后感悟篇二

屈原，就是用这样幻想境界，表现了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

他对理想的追求，对爱情的渴望，对自然的钟情，对美人的
思慕……都在诗歌中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但却显得太过
虚拟化，一切都不似是真的，完全的幻想世界。

如果他真的是如此执着，如此坦荡，那为什么又有“投河自
尽”的结束篇？他，绝望了吧——想必，除了在这虚拟的幻
想世界中徜徉，沐浴在他自建的浪漫世界中自我陶醉，他再
无地方释放他自己了。

可怜的人儿啊——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无人理解，无人分
享自己对生活的希望，更是无法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

就这样憋着了，沉默着。沉默是金？在屈原身上，我看到了
否认，他呐喊过的，只是被压抑了；他呐喊过的，不过被淹
没了！最终，他彷徨，他郁闷，就这样，他带着绝望离开人
世。

可怜的人儿，我是多么的同情这位伟大的诗人。他诗中
的“美人”，我读懂了，似乎就是那君主，那破灭了他的梦
的伟大的君主！他多么想得到想要的，多么想把自己的心奉
献给他，可一切的希望都破灭了。他在心中指责，指责君主
的无礼，指责他的庸碌。

可这些都有什么用呢？可怜的人儿最终选择了沉睡，与河共
眠，在那静静思考的河中继续自己的梦境。

屈原的读后感悟篇三

回顾历代王朝的兴衰，总是令人叹息而无奈的.。战国后期，
秦国在诸侯争霸中愈显锋芒，开始吞并六国。在激烈的秦楚



之争中楚国节节败退，步步堪忧。然而楚国之内，楚王昏庸，
吏治腐败，忧患意识淡薄。此时，楚国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面对国家危亡，极力劝谏以拯救摇摇欲坠的楚国，然而哪知
那昏庸的国君“亲小人，远贤臣”，他处处受排挤，脱离了
楚国权力中心，心忧天下却只能心痛无奈地被放逐。他，就
是屈原。

屈原所在的时期是古代社会大变革的战国中后期，此时各诸
侯国的兼并战争十分激烈，而楚国是左右当时局势的两个重
心，“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最初，屈原因出身贵族，又
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
徒、三闾大夫。他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
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
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激烈的秦楚之争中，作为爱国文人，
屈原固然有他不可逃避的历史使命，即尽自己所能保卫国家，
守护家园。他爱楚国，爱楚国的人民，爱得深沉。他屈原的
诗表露着他的一片真诚，他的实际生活也表明他的言行一致。
他在政场上失意了二十几年，颠沛流离，却从来不曾离开他
的祖国。他热爱楚国，热爱楚国的人民，甚至到了最后宁可
溺死在楚国也不离开。屈原的爱国情怀与政治思想在其文学
作品中尤以《离骚》表现得最为突出。

屈原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
绩”，他在乎的是国家的倾覆而不是个人的得失，正因为有
这样强烈的责任感，屈原才不回避斗争，敢于冒着生命危险
屡次直谏。伴君如伴虎，当时的游说之士都要当心“无婴人
主之逆鳞”，而屈原则不然，他正道直行，用他所坚持的标
准来衡量，提出“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直接批
评楚王“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悟”。屈原在《离骚》
中还提到“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馋而t怒”，“余既不难
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他痛斥楚王朝政昏乱，颠倒是
非，高喊“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种事实



高于人情的态度确实大有悖于中庸之道，然而这种至死不渝
的坚定信念正是屈原的可贵之处。

屈原还提出了著名的“美政”思想。《离骚》中提到：“既
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可见“美政”是屈
原的向往，也是他的政治原则。以“美”形容可施于他人的
言行，见《老子》六十二章：“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
人。在《荀子儒效》篇中也有“美政”一词，所谓“儒者在
本朝则美政，在下则美俗”，其意为使其政美。屈原则
以“美政”为一个完整的概念。美与善是通用的，这里不用
善政而用美政，是强调了程度上的区别，美之较善意味着更
高的追求，“美政”便是一种理想的政治。然而，在当时的
社会，“美政”思想极力抨击旧贵族腐败集团，损害了其利
益，屈原便不可避免地遭受了奸臣小人的诬陷，加之，楚王
日渐昏庸，听信谗言，疏远屈原，种种不利导致了屈原被逐
出郢都，流放汉北。

尽管命途多舛，在政治道路上受尽挫折痛苦，他对楚国的热
爱却从不曾减弱半分，重重压抑与无奈终于使他承受不住。
汨罗江边，江面异常平静，他轻拂衣襟，泪湿青衫，投入冰
冷的江水，那么决绝，带着对楚国的赤子之心，与无能为力
的痛楚无奈。他终于是选择了逃离。不，这决不是逃离！他
只是以另一种方式，以死亡，对朝政的腐败昏乱表示无声却
铿锵有力的抗议！

屈原的一生是悲剧的，他怀才不遇，遭人陷害，热爱楚国却
只能眼睁睁看它沦陷。也许这也正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共同命
运。但同时他又是伟大的，他是一位行动者，也许他的离去
并没有带来楚国朝野的醒悟，也没有改变楚国被吞并的命运，
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所表现出来的忠贞与高洁，由古至今，
一直震撼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灵。



屈原的读后感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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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君主写下"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的深情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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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原的读后感悟篇五

这周我们学了屈原的《离骚》的选节。

心里，总觉得很不舒服。

可是，在我们读完，也翻译完课文之后，在老师给我们讲有
关屈原的政治背景的时候，我被他的人格说深深的震撼了!

他刚刚开始，政治上很成功，可是楚怀王听信了小人的谗言，
所以将屈原贬职了。记得老师好像说《离骚》就是他在被贬
时创作的。老师还向我们推荐了他的另一首词(诗?)，叫《渔
父》，打算哪天拜读一下。

在屈原以前，他们这些人都是不讲究效忠于自己的祖国的。
包括很著名的孔子，都会四处云游宣传自己的政治报复。只
有屈原，就算楚怀王不重用他，就算他人都排挤陷害他，他
依旧对楚国忠心耿耿!

还有他的艺术成就。他是浪漫主义的开端，创造了楚辞体(也
就是骚体)，还开创了个人创作(以前像诗经都是没有作者的)。
更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也就出了这么一个屈原吧!!

屈原的读后感悟篇六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浪漫主义诗人的
代表。

屈原又是一名政治家和爱国志士。他爱祖国、爱人民，坚持
真理、宁死不屈，千百年来感动着无数中华儿女。

他两次被流放，一次是因为怀王的愚蠢；一次是因为子兰的
谗言。最主要的是他革新图强；遭受打击，不背叛祖国。一
句留取丹心照汗青流芳千古，成为中华民族的爱国代表。

一个人的行为诠释着他对人生的理解，对生命的看法。屈原
热爱祖国，他不像孙膑、李斯那样跑到别的国家去实现自己
的政治主张与抱负。当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抱负无法施展实现
时，慷慨以死明志。

我为屈原之死惋惜悲叹。志向虽不可移，用生命去替换，代
价太大，过于沉重。有1%的希望，就要用99%的努力去争取，
绝不悲观！绝不等待！决不放弃！

我庆幸自己生长在一个新时代，一个勇于变革的时代，一个
提倡人人平等的时代。尽管生活还有许多不如意，但我不明
白有些人为什么放弃希望，甚至生命。一次与父母的争吵？
一次比赛的胜负？还是看破红尘，甘愿成仙？神仙都难免俗，
何况人乎？对待名利地位，重要的是做到心平气和。

人活着，才有希望，才有未来。让我们一起去拥抱希望！拥
抱未来吧！明天一定会更好！



屈原的读后感悟篇七

我成长在美丽的水电之都————宜昌，这里物产丰富，风
景优美，更有流传千古的`爱国诗人屈原。翻开《经典诵读》，
细细品味，让我感触颇深的就是屈原的《橘颂》。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美丽的江陵地带是橘树的故乡，这里出产的橘子汁儿甜个儿
大，色泽鲜艳。每到秋天来临成片的橘子红灯笼似的挂满枝
头，乐呵呵的向远方的客人打着招呼。偏偏这样可爱的橘子
到了北面就变成又苦又涩的枳实了。这一点在深深热爱故国
乡土的屈原看来，这种"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的秉性，正可
与自己矢志不渝的爱国情志相通。所以在他遭谗被疏、赋闲
郢都期间，即以南国的橘树作为砥砺志节的榜样，深情地写
下了这首咏物名作。"曾枝剡棘，圆果抟兮"。它的层层枝叶
间虽也长有"剡棘"，但那只是为了防范外来的侵害，它所奉
献给世人的是无数甘甜的果实。

橘树这种坚贞不渝的品质正是屈原所推崇和赞美的，"深固难
徙，廓其无求""苏世独立，横而不流"，这使得它能坚定自己
的操守，保持公正无私的品格。屈原一生历经坎坷，被人陷
害流放不得志，但他始终不愿放弃自己的治国理想，极力同
情劳苦大众，揭露统治集团的腐朽，追求法制社会，赞同选
拔贤德人才治理国家。可是他的理想为他带来的只有灾难，
即便如此他仍像一树坚挺的绿橘，立在广袤的天地之间，它
深深扎根于"南国"之土，任凭什么力量也无法使之迁徙。那
凌空而立的意气，"受命不迁"的坚毅神采，顿令读者升起无
限敬意！橘树是可敬的，同时又是俊美可亲的。

橘树的果实滋养着人们，在寒风霜雪中傲然挺立，它的高风
亮节，冬日里的郁郁葱葱，决不肯向凛寒屈服的品德，就像
诗人屈原在风刀霜剑时刻的风骨，他愿与橘树长相为友，面
对严峻的岁月，这更使傲霜斗雪的橘树形象，与遭谗被废、



不改操守的屈原自己叠印在了一起。

诗人用橘树歌颂着人世间的高尚品质，愿为劳苦大众战斗不
息的决心和斗志，这都深深地感染着我。清晨，捧读经典，
我仿佛就是一朵小而白的橘花，芬芳了青春，愿结出甜蜜的
果实。愿我与经典同成长，愿我们都徜徉在国学精粹中，拥
有一颗高尚的灵魂。

屈原的读后感悟篇八

端午节已过去好几天了，可我一直还沉浸在屈原的楚辞中，
赞叹他的文才，敬佩他的人格。在当今社会为正义直言那柬
的人还有几何?自古以来忠言逆耳，想在官场上青云直上，就
得阿谀奉承唯命是从，赶上改朝换代看风使舵才能明哲保身。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为了理想和正义而终身求索的有几人?金钱物质美女的诱惑，
使多少有志之士随波逐流而同流合污，不禁哀叹当官难啊，
难的是不丢人格不做糊涂官，在那尔诈我虞的官场又有多少
人不是违背了自己的誓言而苟且偷生?《离骚》是屈原的代表
作，创作于楚怀王时期屈原遭谗被疏之时，是楚辞影响最大
的作品〈楚辞》的代表作家屈原、宋玉、唐勒等人都是战国
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2年)楚国人，他们作品的语
言和内容都具有浓厚的楚地特色，因此被称为《楚辞》。

关于「离骚」一词的含义众说纷纭，通行的说法大致有两种：

一是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中的解释：「离骚者，犹离忧也。」离，是遭受的意思。离
骚就是遭受忧愁。

二是东汉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中的说法：「离，别
也。骚，愁也。」将「离骚」解释为别愁。



二说都说得通，也都点出《离骚》即诗人抒写愁怨之作。

《离骚》在诗歌艺术表现手法上有很大开创，其中之一就是
比兴手法的发展。比兴手法在《诗经》中还是单纯的触物起
兴，而在《离骚》中则形成了一个寄寓深远，绵邈优美的
「香草美人」审美意象群。

《离骚》是一篇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的高度艺术性的抒
情杰作，它奠定了中国诗歌史上浪漫主义传统的基石，被后
世视为浪漫主义的源头。受楚地巫文化传统的影响，屈原凭
借其自由奔放的想象力，以其波诡云谲、变化莫测的神来之
笔，将神话传说中的云龙凤鸟、神女天帝，自然界中的香草
佳木与现世人间的坎坷际遇糅合错综在一起，在幻想与现实
的水乳交融中，创造了一个奇伟瑰丽，迷离缤纷，高远玄邈
的艺术世界。

浪漫幻境中的求索既是屈原内心冲突、苦闷的象征，也是他
坚贞执着的顽强人格的展现。对国家真挚深沉的爱和对自我
高洁人格的坚持，使屈原始终坚守理想，生死以之，最终以
死殉志。而由其心血凝成的《离骚》，也因此塑造了一个光
照千古的不朽人格，千百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精神和人
格的形成。

六朝时人刘勰曾有「不有屈原，岂见《离骚》」的评论，如
其所言，《离骚》最震撼人心的就是诗人屈原自我崇高人格
的充分展现，这是屈原之前的诗作中所没有的。

透过《离骚》，我们看到的是诗人披兰佩蕙，芳洁清峻的美
好形象和刚直不阿，忠贞执着的伟大人格。面对现实的污浊
险恶，屈原清醒地认识到前途的艰险和命运的多舛，但他不
愿屈心抑志，宁愿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九死而未悔。诗人
将自然界和神话传说中的花鸟草树随手拈来，妙笔点染，赋
予其不同凡响的象征意义，如用佩饰兰蕙表现自己的高洁志
趣，用香草美人象征明君，用善鸟芳草代表贤臣，而与之对



立的萧艾恶禽则象征谗佞小人，由此大大增强了诗歌的艺术
表现力，使全诗都充溢着精采绝艳、绚烂芬芳的审美意境，
散发着迷人的艺术魅力。

这种用「香草美人」托物寄兴的象征手法，对后世的诗歌创
作可谓泽被深远，形成了文学史上独特的屈骚美学意象和审
美模式。

屈原一心要兴国图强，实现美政，但却蒙冤被谮，眼看自己
被楚王疏远，排挤出政治舞台，满腔的爱国抱负即将化为泡
影，心中充满了无比的忧愁、悲苦和愤慨，「发愤以抒情」，
于是便有了《离骚》这篇震古烁今的不朽诗篇。

屈原的读后感悟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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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原的读后感悟篇十

屈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革命家。读屈原的爱国故事，大
家的感悟是什么呢?来看看本站小编精心为你整理屈原爱国故
事读后感，希望你喜欢。

战国时代，称雄的秦、楚、齐、燕、赵、韩、魏七国，争城
夺地，互相杀伐，连年不断混战。

那时，楚国的大诗人屈原，正当青年，为楚环王的左徒官。
他见百姓受到战争灾难，十分痛心。



屈原立志报国为民，劝怀王任用贤能，爱护百姓，很得怀王
的信任。

那时西方的秦国最强大，时常攻击六国。因此，屈原亲自到
各国去联络，要用联合的力量对付秦国。

怀王十一年，屈原的外交成功了。楚、齐、燕、赵、韩、魏
六国君王齐集楚国的京城郢都，结成联盟，怀王成了联盟的
领袖。

联盟的力量，制止了强秦的扩张。屈原更加得到了怀王的重
用，很多内政、外交大事，都凭屈原作主。

因而，楚国以公子子兰为首的一班贵族，对屈原非常嫉妒和
忌恨，常在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说他夺断专权，根本不
把怀王放在眼里。挑拨的人多了，怀王对屈原渐渐不满起来。

第二天，怀王摆下酒席，招待张仪。席间讨论起秦楚友好，
屈原猛烈反对，与子兰、靳尚进行了激烈争论。他认为：'放
弃了六国联盟，就给秦国以可乘之机，这是楚国生死存亡的
事情呵!

他痛斥张仪、子兰、靳尚，走到怀王面前大声说：'大王，不
能相信呀!张仪是秦国派来拆散联盟、孤立楚国的，万万相信
不得……'。

怀王想起郑袖所说，果然屈原竭力反对秦楚和好;又贪图秦国
的土地。不禁怒道：'难道楚国的六百里土地抵不上你一双白
璧!'就叫武士把他拉出宫门。

屈原痛心极了，站在宫门外面不忍离开，盼着怀王能醒悟过
来，改变主意，以免给国家带来灾难。

他从午站到晚看见张仪、子兰、靳尚等人欢欢喜喜，高高兴



兴走出宫门，才绝了望。他叹着气喃喃地说：'楚国啊，你又
要受难啦……' 屈原回到家中，闷闷不乐，想到亲手结成的
联盟一经破坏，楚国就保不住眼前的兴旺，不禁顿脚长叹。

秦王立刻改变了攻齐的计划，索性联合齐国，分两路迎击楚
军。

楚军挡不住两国的夹攻，连打几个败仗，屈?阵亡，秦兵占领
了楚的汉中地方。

消息传到汉北，把屈原急坏了。他愤怒、叹气，最后决定赶
回郢都，设法去抵抗秦国。

子兰、靳尚听见屈原回来了，连忙来报告王后郑袖。他们都
怕屈原再回郢都，让他留在怀王面前，日久总是大患。

怀王下了一道命令：任屈原为三闾大夫，不必进宫，立刻赴
任。他派子兰把命令送给屈原。

子兰见了屈原，奸笑着向他道喜，传达了怀王的命令。屈原
却呆了，他仰天长叹：'大王，你再不能糊涂哟，楚国的江山，
楚国的百姓，全在你的身上哟!' 女媭怕他再惹祸殃，劝他赶
快离开郢都去上任。屈原说：'你是替我担心，我是替楚国担
心呢!'但是寻思无计，只得准备上任去。

屈原走了，楚国满朝文武都投入郑袖、子兰一-党，联盟不久
又散了。从怀王二十七年起，秦国连连对楚国发动战争。

楚国国势一天不如一天，失掉了对抗秦兵的力量。怀王三十
年，秦国占领了楚国北部的八座城池。

怀王正在愁闷，忽然接到秦王的来信，请他到秦国武关地方，
商谈秦楚永世友好的办法。怀王左思右想，决不下主意：要
不去，只怕秦军向南进攻;要去呢，又怕秦国心怀叵测。



子兰首先劝怀王：'秦王愿意和好，这机会可失不得。'靳尚
也说：'走一遭儿，至少有几年太平。

怀王回到后宫，又听了郑袖一番劝行的话，这才打定了主意，
马上写了回信，同意去武关会谈。

准备了几天，他和靳尚带了五百人马动身，才离郢都，途中
只见有一匹马飞一般奔来。

奔到跟前，马上的人跳下，伏在车前，大声恸哭。怀王一看，
原来是三闾大夫屈原，他听到了怀王要去武关的消息，连夜
飞马而来。

只听他悲声说道：'大王啊!秦国如虎口，这危险冒不得哟!你
要想想楚国的祖宗和百姓，不能单听小人的说话哟!' 十多年
不见，屈原憔悴了。怀王见了他，想起这十多年来国势，一
天天走下坡，心里也涌起了一阵感伤。

他正在沈思，靳尚站出来狠狠地对屈原说：'今天是大王出门
的好日子，三闾大夫说这些丧气话什么意思?' 屈原气得嘴唇
发抖，颤声说道：'上官大夫!你是楚国人，也该替楚国想想，
不能把大王送进虎口啊!' 靳尚大怒，迭声叫让开。屈原攀住
了车辕不肯放手。靳尚令人把屈原推倒在地，扬鞭催马，簇
拥着怀王走了。

屈原爬起来，一边追，一边叫。靳尚只怕怀王心里动摇，加
快一鞭，那车飞一般去了。

屈原喘着气站住了，眼睁睁望着向西而去的人马，等到不见
了影子，还呆呆立在那儿。

不到半个月，靳尚只剩下一人一马逃回郢都。果不出屈原所
料，怀王和五百人马一到武关，就被秦国扣留，已经送往咸
阳。



恶耗传遍了全国。郑袖为了安定人心，立太子熊横为顷襄王;
自己掌握国政;任命子兰做管理全国-军政的令尹。

屈原拚死赶到郢都，要求顷襄王恢复六国联盟，用强大的实
力，向秦国讨回怀王。

子兰等人是劝怀王去秦国的，怕怀王回来问罪，又怕得罪秦
国。因此不但不听屈原主张，而且立刻驱逐他出都。不许他
再回郢都。

这班人赶走了屈原后，醉生梦死一般地过日子，过了三年忽
然接到怀王的死讯。

原来，怀王到了咸阳，秦王就大会群臣，然后接见怀王，要
他当面立下割让黔中地方的文书。怀王愤怒已极，一口拒绝
了。

秦国就把他扣押起来。关了一年多，看守渐渐松了，怀王就
把看守人灌醉，换了服装逃出咸阳。

走了几天，到了赵国地界，怀王说明情由，请求救援，但是
赵国人恨他屡次破坏联盟，不许进城。

怀王懊恼地向南走，想投奔魏国去。才到半路，秦兵已经追
到，把他捉住了。

怀王重新被押回咸阳，气得吐血，生了一年多病，在顷襄王
三年时死了。

秦国把这副无用的枯骨送还楚国。怀王的灵柩到达郢都的时
候，楚国百姓个个感到奇耻大辱，沿路都有人失声痛哭。

这事件把屈原的心击碎了，他本来把复兴楚国的希望寄托在
怀王的醒悟上，现在觉得什么都完了。他在怀王灵柩面前哭



昏了过去。

他要求顷襄王趁各国都在怨恨秦国的机会，设法联络，一同
对付秦国。顷襄王全不听他。

她立刻叫顷襄王革掉屈原的三闾大夫职位，叫人押送，流放
到江南去，永远不准过江。。

屈原被押回家，见了女媭，长叹一声：'我吃苦受屈都不要紧，
只恨他们把国家断送了!'他把这个家，托女媭搬回故乡去。

又设了灵位，祭奠怀王。他念着招魂的长诗，怀念着当年兴
旺的楚国。

屈原到了流放的陵阳地方，日夜心烦意乱。他知道楚国定有
灾难：'但是我怎能为了逃避灾难，离开出生的地方，到处乱
撞呢?' 屈原考虑了几天，觉得楚国一片黑暗，闷得气也难喘，
因此决定出国去走一遭儿。

走了几天，到了楚国的边境，他又踌躇起来。

他的马悲哀地嘶叫着，马夫也回头望着楚国叹气。屈原不禁
激动地说：'对，我们是楚国人、楚国马，死也要死在楚国的
土地上!' 他回到陵阳住了九年，既没有回郢都的希望，又听
到楚国的局面越来越坏。每个传来的消息都使他坐立不安。

他想起怀王是因为拒绝割让黔中才死在秦国的，决意到这块
地方去看看，来到黔中郡溆浦地方住了下来。爱国的火焰在
他心里燃烧，可自己又无能为力。他只能每天在山边湖旁踱
着。

满腹的忧愁愤恨，他都写成了诗篇。他越来越老了，但是复
兴楚国的希望，却一天也没有熄灭过。



顷襄王二十一年，一个睛天霹雳般的消息把他击昏了：秦将
白起进攻楚国，占领郢都，楚国的宗庙和陵墓都被毁了。

楚国要亡了!他决定回到郢都去死在出生的土地上。他头也不
梳，脸也不洗，昏昏沉沉的走了几天，到了汩罗江边。他在
清澈的江水里看见了自己的满头白发，心里像波浪一样翻腾
起来。

联盟给小人破坏了，楚国受到了危险，百姓遭到了灾殃。屈
原在江边踱着。他怀念郢都，怀念百姓，憎恨敌人，憎恨奸
邪，决心用自己的生命去警告卖国的小人，激发全国百姓的
爱国赤忱。

这里的土地没被秦兵践踏过，是干净的。他解下衣服，包着
江边的石头，用带子紧紧缚在自己身上。奋力向江心一跳。
爱国诗人带了楚国的干净石块，很快沉了下去。这天是五月
五日。

屈原死后，百姓敬重他，哀悼他。因为他是和危害楚国的小
人奋斗到死的，所以到了他的忌日，百姓们就挂起昌蒲剑，
喝着雄黄酒。预防奸邪的侵害。

百姓相信爱国诗人是不会死的，每年五月五日，他们摇着龙
船，到处去寻觅诗人。他的爱国精神，已经在中国人民心中
生了根。

对呀!爱国诗人是不会死的!屈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屈原一生都奉献在改革上。屈原从小就怀着振兴楚国的远大
志向。他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塾馆教育，饱览当时能够搜
集到的诗书。

楚怀王十一年，屈原由文学侍臣晋升为左徒。这职务相当高，
仅次于楚国最高行政长官令尹，相当于后来的副宰相。这时



候，屈原才22岁。

屈原在楚国政坛的崛起，他的一系列政治主张的提出，在楚
宫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老百姓拍手叫好，却引起了贵族
势力的一片恐慌。因为屈原的政治主张特别是改革主张，跟
楚国早年的改革家吴起有许多共同之处，对旧贵族势力显然
不利，对楚国内部的亲秦派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两股势
力的代表人物是令尹子椒、现后郑袖、上官大夫靳尚和稍后
的公子子兰。他们结成死党，在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用
恶语中伤屈原。

怀王虽然对屈原十分赏识，但他性格中的另一面却表现为孤
傲自大，头脑简单，无一定主见。怀王经不起郑袖、靳尚一
伙的挑唆，一气之下疏远了屈原，撤掉屈原左徒职务，任命
他掌管王族三性事务，不让他参与国家大事。 从此屈原郁郁
而行。

可以说屈原的一生都是个悲剧。他一生“正道直行，竭忠尽
智”，为何“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呢?他百思不得其解。他
把满腔愤怒化为诗歌。著《离骚》、《天问》、《九歌》、
《九章》等作品20多篇，抒发了他热爱祖国、同情人民、向
往光明、憎恨黑暗的炽热感情。这些诗作如今万古流芳。

屈原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中国文学史》评价屈原是“中国
有史以来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 从此屈原郁郁而行，他
的一系列主张的提出，无一定主见，跟楚国早年的改革家吴
起有许多共同之处。屈原一生都奉献在改革上。这时候、辞
章瑰丽的作品堪称世界文学殿堂的精品。他的理想和事业永
远为后人所惋惜，遭到更沉重的打击，眼见亲秦派已经得势，
不让他参与国家大事，对旧贵族势力显然不利，他绝无回天
之力，他创造的“楚辞”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行
廉志洁的人品被誉为后世楷模，他成功了，却引起了贵族势
力的一片恐慌。



可以说屈原的一生都是个悲剧。他忧国忧民，深知楚国大势
已去。屈原从小就怀着振兴楚国的远大志向，一个正义毁于
邪恶的悲剧。郭沫若评价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一个
爱国者的悲剧，任命他掌管王族三性事务，于当年五月初月
怀石投汩罗江而死。怀王经不起郑袖。他把满腔愤怒化为诗
歌，拼死揭露了那批祸国殃民的亲秦派的罪行。这职务相当
高。这些诗作如今万古流芳。这两股势力的代表人物是令尹
子椒，对楚国内部的亲秦派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举国默哀
致祭的机会。他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塾馆教育，竭忠尽
智”。

屈原在楚国政坛的崛起，终年62岁?他百思不得其解。他被流
放了，他失败了，饱览当时能够搜集到的诗书。近代学者梁
启超首推屈原为“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与“诗经”并
称“风骚”二体，只好以身殉国这是个谬论啊，但他性格中
的另一面却表现为孤傲自大、憎恨黑暗的炽热感情，“尤其
是有异彩的一等明星”，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