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书心得诗经 诗经读书心得(实
用13篇)

在工作心得中，我们可以详细记录下工作中的困难与挑战，
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经验。接下来是一些写作学习心得的
范例，一起来看看吧。

读书心得诗经篇一

读起来让民气酸心寒的故事.幼年时粗莽无知,却豪情洋溢,一
见钟情就敢约婚,这样的果敢在其时的封建社会实属少见,在
家长制度下,除非是心里真挚的情绪太剧烈,不然有几个体敢
跟实际抗衡!然而汉子对女人的爱随着女人的老迈色衰也随着
消磨殆尽.善良且认真任者不会再现出来,然则眼神里没了那
抹炽烈,两个体都心知肚明,只是开不开诚布公的题目;亦有局
部卑劣如"氓"者,不爱了便是不爱了,不会再多给你一丝恻
隐."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行说也。"与汉子的
寡情相对的是,大局部女人骨子里都是向往稳定的`,不管他方
是不是眼角已有皱纹,可能开始发福,不如年青时灵活,都市选
择不去粉碎这份宁静,到底把最优美的岁月共享给了这个体,
把最真挚的答应允许给了这个体,把最发自心里的情感交付给
了这个体.最让我激动的仍旧最后一段,假使是在饱受"氓"的
摧残以后,"我"依然会记得他对"我"好的时辰."总角之宴，言
笑晏晏",我们幼年的时辰,我们的欢乐,我们的快乐.既然你违
背誓言还不知反思,我也就算了吧!不知道诗歌的作者最后做
出了什么选择,假使在如今,离异是不行制止的,然则在其时,
女休男是没有先例的真是悲剧,只愿自后的我们肯定要以史为
鉴!

读书心得诗经篇二

读书是一种极大的乐趣，它不仅蕴含着丰富的知识，更能够
启迪我们的思维，让我们从中汲取智慧的营养。而在我最近



的读书中，诗经大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诗经·大雅》
是中国古代的一部重要的诗歌作品，其中富含了丰富的人生
智慧和审美体验。通过阅读并深入理解这些诗歌，我进一步
领悟到了人生的真谛和美好。

二、感悟人生

在诗经大雅中，有很多篇章表达了人们对于人生的思考和感
悟。比如《大雅·文王》中写道：“薄言目行，至公无
媒。”这一句表达了文王的事业追求和高尚品格。通过这样
的描述，我们看到了一位伟大的领导者应有的气质和理念。
诗经大雅中蕴含的这种对于人生的思考和体验，不仅让我了
解了历史上伟人的风采，更提醒着我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追
求和修养。

三、品味古典之美

诗经大雅的古典美是我在阅读中最为吸引的一点。在现代社
会中，我们多是追求新潮和时尚，却很少关注到传统文化的
魅力。而通过阅读大雅，我意识到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美
好。这里的诗句，句句妙言，每一个字都能够引起我从内心
深处的共鸣。这种古典之美，仿佛让我穿越时空，走进了那
个古老而神奇的天地中。

四、研读雅颂，修养人生

诗经大雅中的一些雅颂，如《大雅·荡》和《大雅·生民》
等，带给了我极大的启发和精神滋养。这些颂诗中渗透着作
者深深的爱国和报国之情。读到这些诗句时，我内心深处似
乎也激起了一股爱国之潮，感受到了一个人对于他的家园和
世界的责任。通过研读这些雅颂，我也逐渐懂得了为人民服
务和奉献的重要性，以及做人的高尚境界和理想。

五、读书，成为更好的自己



通过阅读诗经大雅，我深刻体验到了读书的重要性。读书不
仅仅是为了获取知识，更是为了培养一个人的素养和修养。
诗经大雅中的文化和历史信息，让我更好地了解了中华民族
的传统文化，并从中汲取了宝贵的人生经验和智慧。读书不
仅培养了我的思维能力和想象力，同时也塑造了我独立的意
识和个性。通过不断地读书，我相信自己能够变得更有见识、
更有思想，成为更好的自己。

总结：

诗经大雅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既是一部文学作品，又
是一本人生智慧的宝典。通过阅读诗经大雅，我认识到了古
代文化的伟大和传承的重要性。在这个不断变化和快节奏的
时代，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传统文化并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
用古代的智慧指导现代的思考。读书是一种乐趣，更是一种
修行，让我们在阅读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心灵的营养和意义。
在未来的读书中，我将继续深入研读古代文化，汲取智慧的
养分，成为更好的自己。

读书心得诗经篇三

其实印象最深的还是《蒹葭》这首歌。

“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边……”《蒹葭》一开始给人丰
富的想象，很像现在的朦胧诗派，朦胧，不懂什么意思，智
者见智。所以几千年来，每个人对这首诗的理解都不一
样。“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蒹葭》也
是。“任意”是谁？几千年来，人们给出了上千个答案。

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一个捕梦网。“初生牛犊不怕虎”，
我们还有激情。我们想成名成仙，我们仍然有信心一切都不
是问题。这是未来所在，也是人生最好的方向。即使每天斤
斤计较每一个成绩，即使感叹功课，还是有理想的。问大家
以后想做什么，很少有人不写一个字就挠头很久。每个人都



年轻又坚强。人们会追逐自己的梦想。

但是现在，以后还会坚持吗？会不会有人即使路被堵死，路
被打破，也不会放弃追逐梦想？我想到了现在很火的《那些
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终于弯成功了，也是唯一一个
坚持走自己想走的路的人。我不能说坚持下去就能成功。我
只能说，坚持原来的梦想，就能成功。成功的定义是什么？
做自己想做的事，做出一定的成绩，我感到满足和快乐。我
觉得是成功。我觉得是最理想的职业状态。那么，坚持是成
功的必由之路。

“生活就像一把无情的雕刻刀，改变了我们的外表。

会不会还没开花就枯萎了？我做了一个梦。"

很多年后的歌词我也不想唱得有很深的共鸣。也许我唱啊唱，
会流泪。我这辈子就这一次去。我当时为什么不挣扎？如果
我尝试失败了，我仍然会感到满意。那么，现在是什么？直
到现在都不是一个美好的结局。我真的不想这样。

我对自己说：

那么，请坚持。

读书心得诗经篇四

在一个雨雪纷飞的日子，戍卒终于踏上了归途。这本来是一
件令人兴奋的''事，然而我们在这里看不到一丝欢愉，只感
到一片悲凉。长久的戍边生活在戍卒心中留下了难以弥合的
精神创伤，他是怀着一颗破碎的心走向故乡的。他忧伤地想
起：“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当年我离开家乡的时候，
正是春天，柳丝低拂；而今天呢？“今我来思，雨雪霏
霏”——今天我重返故乡，却是雪花漫天飞舞的冬天了。在
这里，诗人没有直接倾诉内心的感情，而是以春天随风飘拂



的柳丝来渲染昔日上路时的依依不惜之情，用大雪纷飞来表
现今日返家路途的艰难和内心的悲苦，让那一股缠绵的、深
邃的、飘忽的情思，从风景画面中自然流出，含蓄深远，味
之无尽。

这四句是诗经中情景交融的名句。“依依”、“霏霏”这两
组叠词，不但把柳枝的婀娜姿态、大雪的飞舞飘扬描绘得十
分具体生动，而且非常形象地揭示了这个戍卒的内心世界。

“杨柳依依”表现他春天出征时对故乡、亲人恋恋不舍的心
情。“雨雪霏霏”使我们联想到他在征程中经受的许多磨难，
并衬托出他在返家时满怀哀伤悲愤心情。

读了《采薇》，想到诗歌中士兵们有家不能归，战争让多少
人流离失所，让多少家庭家破人亡。我很庆幸，庆幸自己能
生活在和平年代。可以专心学习，可以享受家庭带给我的温
暖。我希望世界上从此没有战争，永远充满着和平。

读书心得诗经篇五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执子之
手，与子偕老”……在课本上，我第一次接触到了《诗经》，
就被《诗经》表达的那种和谐、那种执着、那份淳朴、那份
圣洁所吸引了。于是带着好奇，又一次翻开了这本经典著作，
细细品味。

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就像一条深沉的河流，
随着时间不断向前奔涌，而其中流淌着的，是她在千年的历
史长河中沉淀下来的质朴和安然。在这条河流中，蔓延着的
不是桃花红、杏花白、香风玉露、姹紫嫣红，而是一片清新
的草色。

曾有痴情的男子一边唱着：“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
人，在水一方”一边思念着自己心爱的人。我想，在那个秋



日的清晨、在那河畔摇曳着的蒹葭，一定盈满着男子温柔而
又细腻的思念。逆流而上、顺流而下，只要心中还保留着那
份强烈的感情，道路漫长难行又怎样?崎岖难攀又怎样?坎坷
回旋又有何妨?这就是草色的爱情。诗中的蒹葭定然不如热情
似火的玫瑰来的娇艳，但它所包含着的情感，却更加质朴和
真实。

曾有戍边征战的士兵，在回家的途中低吟着“采薇采薇，薇
亦柔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思念着自己的家乡。将士在
归途中，看见一片衰败的薇菜，不由想起自己离家时，家中
庭院前那充满生机之景，这就是草色的思念。在岁月的流逝
中，思念着自己的家乡，却只能在心中默默描摹着家中的境
况，是哀，是大哀!每当读到此处，总感到一丝草色的忧伤在
心上流淌，像是一片濡湿的泪迹。

草色在《诗经》的纸间弥漫，有忧愁、有欢乐、有离别……
这是千年前的人们最质朴无华的情感。阅读《诗经》，总能
感受到一种超脱于世俗的安然惬意。而这，正是《诗经》的
魅力之所在!

读书心得诗经篇六

诗经大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也是一本博大精深的读书
经典。通过阅读诗经大雅，我不仅增加了对古代文化的了解，
还获得了一些重要的读书心得和体会。

首先，读诗经大雅让我深刻理解到古代文化的独特魅力。诗
经大雅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当时人们
的情感、思想和生活方式。例如，《大雅·荡》中的“于以
采薇，亦集采薇，于以为文，维薇之故”表达了古代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通过阅读这些内容，我感受到了古人的深
情和华丽，也为古代文化的丰富多样而惊叹不已。

其次，读诗经大雅让我受益匪浅，尤其是对于修养提升方面。



诗经大雅中的许多篇章都表达了对道德伦理的思考和追求。
例如，《大雅·阳春》中的“心之忧矣，或维其股，或维其
舆，或维其马”反映了古人对道德、品格的关注。诗经大雅
告诫我们不仅要注重物质生活，更要修身养性，注重品德修
养。这一点深深地触动了我，使我意识到读书不仅是为了学
到知识，更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人格和修养。

此外，读诗经大雅也让我体验到了古代诗人的情感与境界。
诗经大雅以其简洁明了的语言，抒发了古代人们真挚而深沉
的感情。例如，《大雅·韩奏》中的“我心匪石，不可转也。
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表达了古人对真爱的坚持和执着。这
些诗句给予了我很大的触动，让我感受到了古代诗人的艰辛
和智慧，也让我对生活中的情感更加珍视。

除此之外，读诗经大雅也让我更加深入地理解了语言和修辞
手法的巧妙运用。诗经大雅中有很多使用了古代修辞手法和
表达技巧的诗句，例如修辞手法中的夸张和比喻等。”比如
说，《大雅·伐柯》中的“念来其如矢，思维其如虺。贸弓
逝将，言将不可停。”运用了夸张的手法表达了作者的迫切
心情和意愿。通过学习这些诗句，我加深了对语言之美的理
解，并且在写作和表达能力上也有了一定的提升。

最后，读诗经大雅让我更加珍视古代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诗
经大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部分，它承载了古代人们的智慧
和情感。通过阅读诗经大雅，我体验到了文化传承的深厚，
也明白了继承和发展文化的重要性。作为现代人，我们应该
珍视古代文化，并且为其传承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

总之，读诗经大雅是一次难得的文化体验和成长之旅。通过
阅读，我深刻地感受到了古代文化的独特魅力，从中受益匪
浅，领悟到了重要的修养提升方面，并且体验到了诗人的情
感与境界。此外，我还更加深入地理解了语言和修辞手法的
运用，并对古代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读
诗经大雅让我收获颇丰，也为我的人生之旅增添了许多珍贵



的体验和智慧。

读书心得诗经篇七

《诗经》这两个字，仿佛呢喃出了一片青涩的芦苇，就像泛
黄的雪绒般飘飞而来。

不同于任何其他文学作品，《诗经》以其自然、亲切的风格
一直吸引着读者。其中的“思无邪”，正是反映了其自然、
朴实的风格。芦苇的青涩、纯朴和自然之美就像《诗经》的
写作风格一样，是最接近自然，最让人感受亲近的。

在《诗经》中，有这样一句话：“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
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读
完这句话，仿佛美丽端庄的庄姜就立即出现在心中。她有着
闭月羞花的容颜，有着“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妃黛无颜
色”的神韵。读出字句背后的含义，会惊叹这句话的深刻与
巧妙。《诗经》将柔荑草、蝤蛴蝎、瓠犀虫等自然元素融入
人物描写之中，展现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景象。

又如，“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这句话如此妙曼，令人赞叹不已。被这淇水浅湾处
的浩荡绿竹所吸引。绿竹挺拔不倒，强烈的.象征着有道之君。
与玉石的切磋琢磨类比，突显出君子形象的磨砺和锤炼。人
与自然相融合，引发了最古老最朴实的自然之情。

在古人的世界中，他们以最亲近自然的心态去接受自然，敬
畏自然，赞美自然，享受自然。在《诗经》中，我们可以看
到他们对自然深挚的爱戴。读出这些秀丽的诗句，我们油然
而生对自然的热爱。相较于今天的社会，我们过于追求浮夸、
功利，可能就会忘记内心对于自然最真实的感受。

《诗经》就像青涩的芦苇，要真正把它理解与领略必须拥有
一颗芦苇般的心，才能真正感受到每一字每一句背后那种最



确切的自然之美。

读书心得诗经篇八

和现在的国学热潮无关。小时候上古汉语课最头疼。

讨厌无聊的老师，讨厌听不懂的文言文，讨厌岳阳楼。我心
理很强。越是当老师，越是干脆不背，让老师踹出教室。

我喜欢诗歌，但我不喜欢的是。

人到中年，就开始看以前看腻了的作品。我清楚的记得我是
怎么因为无聊学会这些经典作品的。

我如何喜欢《诗经》？

原因很奇怪，不是因为百家讲坛，也不是跟风，也不是像大
部分同学一样只是为了完成作业，而是在离开学校很多年后，
有幸来到了《诗经》作品产生的地方，真的在那里生活了一
段时间，才真正体会到古典作品的可爱之处。

中原，我的家乡。

在我读过的所有经典作品中，这本是我最喜欢的。

原因是这本书包含了后来中国文学作品中丢失的质朴自然，
以及与乡土和谐的联系。像很多年轻读者喜欢的那样，里面
有优美的爱情诗。这些风中的诗，比起风雅和赞美，更多的
是人性的美和真。《诗经》和《离骚》的区别就是和文人阶
层的区别。

《诗经》中也有对现实的不满和暴露，但它是一种朴素的、
真挚的、发自内心的悲伤，而不是《离骚》中的哀民生。



读书心得诗经篇九

《诗经。考槃》是隐逸诗的奠基人，赞美士大夫是其重要内
容。

从古至今，文人往往分为两种极端，一种选择进入政坛，另
一种则是在职场失意后隐居山林，专注于书画艺术的创作，
有些人因此成为卓越的大师，如李时珍、曹雪芹等，他们一
生只做了一件事情。但这种极端选择并非因为他们四肢不勤，
五谷不分，而是由于对兴趣和热情所追求的纯粹追求。

现代学者可以选择更多中间的岗位，如经商、参军、自由职
业等，这是时代的进步。但是传统学者仍然倾向于选择极端，
用他们毕生的激情去追求和创造。因此，他们中的佼佼者不
断攀登着人类某一领域的绝顶，成为不朽的大师，到现在依
然是值得尊敬和学习的榜样。

内敛的修养和外在的`成就是一个人选择生活方式的根本标准。
然而，自立为善固然重要，但言辞和行为的内涵却不能只停
留在表面。所以，传统学者更加追求深刻的思考和内涵，不
是为了达到自己的职业目标，而是为了能达到自己内心最渴
望的那种状态。

“至善有德，立功次之，言第二”这句话旨在暗示人们内圣
外王，德行上要自我完善，而对于公共条件，人们需要从立
身开始，做一些实际的事情，不断学习和进步，最终走向成
功。

诗经是中国最古老的诗集之一，由春秋时期编写而成，共305
篇，主要以四字诗形式创作，采用讽喻、举例、比较的手法，
优美生动地描绘中国古代的风俗和民情。

诗经中代表古代人的思想、价值观和世界观，体现了纯粹爱、
过人智慧、积极的生活态度、现实的满足以及未来的憧憬，



使得它在现代时空中依然能够发光发热。

读《诗经》可以让我们安静纯粹：它的语言和思想都很简单，
没有现代人的浮躁和躁动，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其中的纯粹，
摆脱烦躁的情绪。

读《诗经》可以使我们踏实用心：它教会我们如何脚踏实地
地走每一步，关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珍惜现在，为实现
目标坚持不懈地努力。

阅读《诗经》可以带你回到最初的源头。这部东方圣经是记
录着农业文明最古老辉煌的作品之一。在《诗经》中，我们
可以看到人们生活在离造物主最近的地方。门前的元夜和山
石，都是作者最原始的作品之一。人们用恭敬的心态听着大
自然的年轻和古老声音，对此充满感激。这样的人们远离了
充满欲望和扩音器的现代生活，这正是现代人所缺乏的。

读书心得诗经篇十

最美不过诗经。

相比于唐诗宋词奢华雕砌的韵律和仪仗，诗经里的句子给人
更多的是未经雕琢的真实感与冲击感。就好像唐诗是精雕细
琢的窗棂檐角，满是技巧，仪态万千;而诗经则是一方古朴的
石阶，苍凉的站在那里上千年。从刀耕火种，坎坎伐檀的时
代里走来，沧海桑田，时间的屠刀亦无法磨灭的是属于诗经
的最古老的魅力。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
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初读诗经，便是从这首
《蒹葭》开始的。主人公辗转难寐，夙夜思念追求着自己心
爱的姑娘，此刻，那一方溯洄曲折的河水也好似一座可以通
往意中人的石桥，什么也不能阻挡主人公的`脚步了。此情此
意，纯朴真挚，令人不得不为之动容，也让我们从平庸琐屑



的世俗之中思考着现如今我们缺少的那份纯朴的情感，这便
是诗经所带给我的最初的悸动。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
诗歌总集，共计305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诗之风，或
泼辣，或讽刺，或含蓄，或蕴藉，纯朴真挚，生趣盎然;诗之
雅，或幽怨，或铿锵，或清雅，或柔润，言尽意远，激荡心
灵;诗之颂，或肃穆，或雄健，或虔诚，或谦恭，回旋跌宕，
意蕴无穷。

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源头之一，《诗经》如同黄河一般，在
这片华夏大地上流转延伸了上千年，不仅浇灌培育了世世代
代的文人墨客，也浸润着数千年来不同阶层之人的心田，在
文学史和文化史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源于歌谣，却又不止于
歌谣，因此，《诗经》被认为是中国古典文学之巅。

你，还在吗?

读《诗经》，使人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获得宁静，让人感受
着来自华夏古老大地上的无穷魅力，“最美不过诗经”，而
那些泛滥的“文学”，亦不过尔尔。惟愿我中华的优秀传统
文化得以传承，源远流长，故仿诗经一首，聊以记之。

《凯风》——凯风自南，吹吾棘心。琼瑰睍睆，古韵长慉。
吾自黽勉，待君栖迟。

读书心得诗经篇十一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千古传诵的佳句，让我第一次
认识《诗经》。阅读之后，不禁被它那清新、高雅、和谐、
神秘的气质所吸引，爱不释手。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是恋爱中人的典型心态;“执子之
手，与子偕老。”这是一位厌战思妻士兵的内心独白。“岂



不怀归，是用作歌，将母来谂。”是征人对父母深深的思
念;“谁谓河广，一苇杭之。”是身在卫国的宋国人的思乡之
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含蓄地表达出诗人对某种可望
而不可求的理想的追求。

“淡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生动地展示了一名
坚贞不屈的女子誓死捍卫自己爱情的决心;“虽速我狱，亦不
女从。”是一位女性对逼他从婚的贵人的斩钉截铁的答复。

“勿剪勿拜，召伯所说。”是人民爱屋及乌，对有德政的召
伯的遗迹的珍重;“民之罔极，职凉善背。”是诗人对昏庸腐
败的统治的博大、崇高、深沉的忧患。“硕鼠硕鼠，无食我
黍。”是人民不堪剥削压榨，忍无可忍，幻想投奔“乐土”
的诗。

睿智、沉静，是诗人的性格，含蓄，朴素而又精致，是诗的
语言，诗人用诗的形式，抒写的却是他们并不平静的心灵。
对爱的自主追求，对自由的渴望，对正义的崇奉……每一种
感情都是如此的强烈，如此的真切;每一颗心都是如此的善良，
如此的虔诚。

阅读《诗经》，我看不到古时人们的闭塞，愚昧与保守，我
看到的尽是爱，智慧，自然，希望与阳光。一切美好的词汇，
美好的事物，美好的情感……充溢着每一首诗。那么和谐，
那么执著，那么崇高，那么圣洁，每一首诗都是一首动听的
歌，每一首诗都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每一首诗都拥有一个美
丽而高尚的灵魂。

昔日雄霸天下的帝国已化为云烟;当年国色天香的罗裙已散入
黄土……今天，真正触动我的情感与灵魂的不是几件博物馆
里的文物，而是那些经久不灭的人的故事。一首首清新而高
雅的诗，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我仿佛被带到了遥远的
国度，历史又重新展现在我的眼前：恍恍惚惚，若隐若现，
神秘而悠远……我仿佛听到了来自远古的声音，隐隐约约，



断断续续，仿佛要告诉我什么……也许是历史，也许是故事，
也许是未来，也许是别的什么。

爱，自由，正义，是《诗经》永恒的主题，这也是生命永恒
的主题。闭上眼睛，用心静静地聆听，你可以听得到——那
来自远古的心灵的呼唤。

《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
《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
是抒情诗。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
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
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
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
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以后的中国诗歌，
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
的主要样式。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
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赋”，用朱熹
《诗集传》的解释，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这包括一般
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大体在《国风》中，除《七月》
等个别例子，用铺排陈述的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
诗，铺陈的场面较多。汉代辞赋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铺陈。
虽然从《诗经》到汉赋还间隔许多环节，但说其原始的因素
源于《诗经》，也未尝不可。“比”，用朱熹的解释，
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
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
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
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
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
《诗经》中用“比”的佳例。“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
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
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
“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



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
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
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总之，《诗经》的语言形式形象生动，丰富多彩，往往
能“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文心雕龙·物色》)。但
雅、颂与国风在语言风格上有所不同。雅、颂多数篇章运用
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比较多。小雅和国风
中，重章叠句运用得比较多，在大雅和颂中则比较少见。国
风中用了很多语气词，如“兮”、“之”、“止”、“思”、
“乎”、“而”、“矣”、“也”等，这些语气词在雅、颂
中也出现过，但不如国风中数量众多，富于变化。国风中对
语气词的驱遣妙用，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达到了
传神的境地。雅、颂与国风在语言上这种不同的特点，反映
了时代社会的变化，也反映出创作主体身份的差异。雅、颂
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出自贵族之手，体现了“雅乐”的威
仪典重，国风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采自民间，更多
地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

“于嗟如兮，无与士耽!

士之耽兮，犹可说也;

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每读到这里我不得不佩服古人对阶级社会婚姻生活的经典概
括!看到这样的无奈使我陷入了沉思。于是我的思想不自觉地
在历史长河里流淌，采摘那一个个不同遭遇的生活片段：

看着无边的桑树，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场面。我看到《氓》
里面的女主人公是多么辛勤的妇女，但她这样付出的结局却
是其黄而陨，淇水汤汤，渐车帷裳。于是为这位可怜而又坚



强的女人感动着。她在面对兄弟不知，咥其笑矣却能够勇敢
地面对生活。她的心也许看透了阶级社会丑恶的面孔，也许
她的心理面有着强烈的反抗精神!

白娘子为了报答许仙，她付出了很多很多，本来那么完美的
婚姻却让法海来了搅和。白娘子爱许仙如此的深，于是有了
水漫金山的传说，于是有了白娘子被关在雷峰塔的传言。看
着平静的西湖水，一切都已灰飞烟灭，留下的只是可歌可泣
的反抗压迫的传说。这个传说在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妇女反
对阶级压迫的精神，她们在向历史宣誓：女之耽兮，犹可脱
也!

也许是为了爱，也许是憎恶封建礼教的毒害，《诗经》超越
了时代的界限，它所描述的一个个爱情故事似乎都在后代不
断地发生着。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看到的是刘兰芝婀娜的身影，她
努力地做好她的本分工作，换回的结果却是那深潭的一道道
圆晕。她的命是苦的，但她以死的方式在向世人警告：她也
有爱，也有恨，也有强烈的反抗精神。难道不是吗?她死后化
为鸳鸯都在不日不夜地鸣叫着，那不是在控诉着对阶级社会
的不满嘛，那不是一种强烈的反抗精神嘛!

历史中的妇女们似乎都在重复《氓》中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
我心中的琴弦断了一根，但是不得不佩服中华民族妇女们不
畏压迫、不畏朱颜瘦的精神。我时常在想，即使她们的爱情
化作冰冷的白雪结晶破碎，也会对生活充满着热烈的爱与追
求。

因此有了秋瑾的《提芝龛记》：

莫重男儿薄女儿，平台诗句赐峨眉。吾侪得此添生色，始信
英雄亦英雄。



这是秋瑾反对封建余毒的作品，从中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妇女
们反对阶级压迫的漫长历史过程。

《诗经》让我想起了很多不幸的女人，它的出现似乎暗示妇
女的不幸在不断地延续着，但很幸运的是现代的女权运动在
不断的发展着，我想这是《氓》的作者的心愿吧，这是妇女
们的愿望吧，但我更相信这是坚强的妇女们用泪、用血、乃
至生命换来的!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千古传诵的佳句，让我第一次
认识《诗经》。阅读之后，不禁被它那清新、高雅、和谐、
神秘的气质所吸引，爱不释手。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是恋爱中人的典型心态;“执子之
手，与子偕老。”这是一位厌战思妻士兵的内心独白。“岂
不怀归，是用作歌，将母来谂。”是征人对父母深深的思
念;“谁谓河广，一苇杭之。”是身在卫国的宋国人的思乡之
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含蓄地表达出诗人对某种可望
而不可求的理想的追求。

对《诗经》按照音乐来分，可以得出百姓之音，朝廷之音王
几之乐，宗庙之音三种，是为风雅颂。

按照作法去分析，就可以得出赋比兴。赋即直抒其事，加以
铺陈。比即类比，一种物物类似关系，可以看出明显的性质
与结构关联。兴即一物引起另一物的说明，有类似但不直接，
暗含一种物我关系。

风雅颂赋比兴是为诗六义。

其实赋对于汉赋的影响已经不在需要多讲，比和兴却是异常
艰难的，不仅仅影响文人的创作方式，这背后又是整个的对
世界的思考和观察角度的影响。我们试着初步展现这个轮廓。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没有任何准备，
乍然看到繁茂的桃花，然后才想起新嫁娘的出嫁，这是兴。
但是，新嫁娘一定和桃花有某种联系，不然为什么写了桃花，
没写别的，这里面逻辑上暗含着比，但这样的联系又是那么
地难以琢磨，因此，后来人对它的思考几乎全是如何建构桃
树与新嫁娘之间的联系，从宇宙论的角度，从桃树的特点与
新嫁娘的特点的角度，等等。

和现在的国学热潮无关。小时候上古汉语课最头疼。

讨厌无聊的老师，讨厌听不懂的文言文，讨厌岳阳楼。我心
理很强。越是当老师，越是干脆不背，让老师踹出教室。

我喜欢诗歌，但我不喜欢的是。

人到中年，就开始看以前看腻了的作品。我清楚的记得我是
怎么因为无聊学会这些经典作品的。

我如何喜欢《诗经》?

原因很奇怪，不是因为百家讲坛，也不是跟风，也不是像大
部分同学一样只是为了完成作业，而是在离开学校很多年后，
有幸来到了《诗经》作品产生的地方，真的在那里生活了一
段时间，才真正体会到古典作品的可爱之处。

中原，我的家乡。

在我读过的所有经典作品中，这本是我最喜欢的。

原因是这本书包含了后来中国文学作品中丢失的质朴自然，
以及与乡土和谐的联系。像很多年轻读者喜欢的那样，里面
有优美的爱情诗。这些风中的诗，比起风雅和赞美，更多的
是人性的美和真。《诗经》和《离骚》的区别就是和文人阶
层的区别。



《诗经》中也有对现实的不满和暴露，但它是一种朴素的、
真挚的、发自内心的悲伤，而不是《离骚》中的哀民生。

读书心得诗经篇十二

对《诗经》按照音乐来分，可以得出百姓之音，朝廷之音王
幾之乐，宗庙之音三种，是为风雅颂。

按照作法去分析，就可以得出赋比兴。赋即直抒其事，加以
铺陈。比即类比，一种物物类似关系，可以看出明显的性质
与结构关联。兴即一物引起另一物的说明，有类似但不直接，
暗含一种物我关系。

风雅颂赋比兴是为诗六义。

其实赋对于汉赋的影响已经不在需要多讲，比和兴却是异常
艰难的，不仅仅影响文人的创作方式，这背后又是整个的对
世界的思考和观察角度的影响。我们试着初步展现这个轮廓。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没有任何准备，
乍然看到繁茂的桃花，然后才想起新嫁娘的出嫁，这是兴。
但是，新嫁娘一定和桃花有某种联系，不然为什么写了桃花，
没写别的，这里面逻辑上暗含着比，但这样的联系又是那么
地难以琢磨，因此，后来人对它的思考几乎全是如何建构桃
树与新嫁娘之间的联系，从宇宙论的角度，从桃树的特点与
新嫁娘的特点的角度，等等。

读书心得诗经篇十三

对《诗经》按照音乐来分，可以得出百姓之音，朝廷之音王
幾之乐，宗庙之音三种，是为风雅颂。

按照作法去分析，就可以得出赋比兴。赋即直抒其事，加以



铺陈。比即类比，一种物物类似关系，可以看出明显的性质
与结构关联。兴即一物引起另一物的说明，有类似但不直接，
暗含一种物我关系。

风雅颂赋比兴是为诗六义。

其实赋对于汉赋的影响已经不在需要多讲，比和兴却是异常
艰难的，不仅仅影响文人的创作方式，这背后又是整个的对
世界的思考和观察角度的影响。我们试着初步展现这个轮廓。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没有任何准备，
乍然看到繁茂的桃花，然后才想起新嫁娘的出嫁，这是兴。
但是，新嫁娘一定和桃花有某种联系，不然为什么写了桃花，
没写别的，这里面逻辑上暗含着比，但这样的联系又是那么
地难以琢磨，因此，后来人对它的思考几乎全是如何建构桃
树与新嫁娘之间的联系，从宇宙论的`角度，从桃树的特点与
新嫁娘的特点的角度，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