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辈的视角读后感(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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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
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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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辈的视角读后感篇一

《我与父辈》是阎连科锥心泣血之作，作者的父辈均已归于
黄土，呕心沥血的文字是回首父辈一生沉淀下来的思维之光，
亲情之暖....在我看来，天底下再催人泪下的祭文都是生者
对死者的忏悔书，是生者宽慰自己的写给内心的信，十万字、
百万字都抵不过父辈健在的时候的一通电话、一顿晚餐。写
这本书时，作者说创造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哎，死后
祭文，于死者，实在是说不出有多少实实在在可受用的地方。
父辈，成了追忆，死亡要带走的东西，谁也无法挽留，一纸
追思写满思念成疾后千千万万的悔恨。

《我与父辈》记述了我的父亲、大伯、四叔的一生，讲述了
北方穷苦农民“受活”的一生。其中关于亲情、关于死亡、
关于命运、关于生活的思考使我屡被触动。“好好过日子”
成了最大的命题横铺在面前，父辈的心酸、耻辱、无奈和悲
怆都随着一堵完整的墙的破损残缺到訇然倒塌而逝去了，留
下的是在我们身上延长的血脉与对“好日子”的向往，对下
一辈的无限期许与最后一推时的殷殷笃盼。

“好好过日子”，朴素的话近乎真理，生活从来都是不容易
的，又有谁可以平安顺遂一生呢？所以，不要妄图去玩生活。
好好过日子，熬日子，挨日子，走到生命尽头，就可以平静
地等待死亡来把我们召唤去，赤裸裸结束这一遭也许就是走
的最好的人生路。



作者笔下的父辈的一生，无疑是厚重而充满悲剧意味的，但
是父亲、大伯、四叔的形象难道不是同时代千千万万中国这
片黄土地上的父辈的缩影吗？他们的悲怆是中国农民式的悲
怆，他们的凄凉是所有父辈的凄凉。他们对于生活的思考，
对生老病死的洞悉，对家庭的原始锲约精神，对子女的严厉
与宽容......是所有父辈们一生的共同写照，当然，也包括
我的父辈，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已过花甲之年，到了人生的后半程了，岁月正以摧
枯拉朽之势侵蚀他的精力与体力，于他，死亡或许并不是一
个遥远的词汇了。

我遇佛必拜，必求父母健康，若能祈求到多一天的安稳日子，
便是福祉，但是知道神的庇护也是虚渺，因为，谁也无法抵
御自然的法则，死亡来了，谁也无处藏匿。

不知道父亲（当然还有两鬓斑白的'母亲）有没有设想过大限
之日，我想，凡是渐入暮年的人多多少少都会去设想吧，这
该是一种怎样惶恐不安的心情呀！母亲向来胆小，死了的动
物都不忍卒视，不敢想象母亲终日一个人时，偶然想到这两
个字时，头脑里曾掀起过怎样的风暴，内心经历了多少煎熬。
无奈，从求学到工作，鲜少有时间好好陪伴他们。

释卷良久，虽然知道我的父辈和作者的父辈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难免情绪被文字感染到，久久难过、自责、思念。

电话还是打不通，心里头更加冷冷清清、凄凄惶惶。

庆幸父母还活着，希望一切都还来得及。

父辈的视角读后感篇二

——《我与父辈》读后感



张冬烨

不知道有多久没有读过纸质的图书了，长时间快节奏的工作
与生活，让我在精神食粮的获取上也开始依赖"快餐":网络图
书、qq空间、微信朋友圈……近日，孩子的语文老师布置了一
项作业：家长与孩子共读阎连科的《我与父辈》，并写出读
后感。当儿子拿回这个通知时，我甚感困惑。

其实我和作者是同乡，作者描写的嵩县这个地方，离我并不
遥远。我的家乡在洛阳，是离作者家乡最近的大城市，也是
书中描绘"父亲和周围的农民们去一趟就像生命中的远足一
样"的地方。儿子也去洛阳玩过几次，但在读这本书之前，他
无法想像，距离这个繁华都市百里开外，曾有过那样贫困的
生活。我问儿子，假如我们家也在田湖，过着那样的生活会
怎样？他竟有些兴奋地回答："那好啊！我天天生活在大山里，
你跟爸爸忙于生计，就没时间管我了。我可以肆无忌惮地玩
游戏了。"我有些愕然，也觉得好笑："难道没人管你，你就
可以无所顾忌地玩游戏吗？就是有手机，也不一定有信号啊。
"这回轮到儿子愣住了，做出了沉思状。

对本书的作者阎连科，我也并不陌生。九年前，他还是原第
二炮兵部队的作家，我是中央电视台军事节目的记者。有一
天我去采访阎连科，当时，他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和严重的颈
椎强直正在接受治疗，已经无法端坐了，只能半倚着斜靠在
床上跟我们交谈。采访的很多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而他的
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能坐着写东西是一件多么幸
福的事情，现在这样子每天只能写两千字。"

当年阎连科在国内已是知名作家，却仍笔耕不辍，并为每天
只能写两千字而惋惜，真的令我震撼。但是，我对他的这席
话并没有感同身受的理解，就如同这次我不理解语文老师的
做法一样。

然而，当这本书捧在手里时，我便深深被吸引了。作者文风



质朴，把对父辈的怀念、对故乡的情感娓娓道来，仿佛一气
呵成，却又发人深思。它一下子把我带入到20世纪那个到处
是贫穷的年代，也让我认识了生活在穷乡僻壤里的父亲、大
伯和四叔，了解了他们平淡而艰辛的一生。文章中多次讲到
了父辈对子女那深深的爱和情感寄托："他们自做了父亲那一
日、那一时的开始，就刻骨铭心地懂得，他们最大、最庄严
的职责，就是要给儿子准备盖几间房子，要给女儿准备一套
陪嫁，要目睹着儿女们婚配成家，有志立业。这就是父亲的
事业，是父亲活着的主要人生目的之一，也是他觉得必须尽
力活在人世的一种实在。"

这是作者对中国式父辈的精辟归纳与总结。不仅千千万万的
农民如此，城市里又何尝不是呢？因为有等待子女上大学、
工作、娶妻生子这些希冀和梦想支撑着，父母穷尽了一生，
为子女付出了一切。

然而，又有多少孩子能理解父母的这份情感与坚守呢？

看到儿子也开始读这本书，而且说老师要求与家长沟通，于
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我榨了两杯新鲜果汁，拉儿子盘
坐在舒适的沙发上，跟他聊起今天的幸福生活，聊起《我与
父辈》，聊起我们当年的日子。尽管我家住在令阎连科全村
人都艳羡的大城市，但家境并不富裕，那时家里唯一的电器
只有灯泡。记得当时我一直梦想家里能有台电视机，而妈妈
正计划买洗衣机。看着她满面愁容地算来数去，刚上小学五
年级的我哀求说："买电视吧，我来当咱家的洗衣机！"妈妈
先是一愣，继而湿润了眼眶。第二天放学，当我和妹妹看到
家中添置的黑白电视机时，不禁欢呼雀跃。后来，妈妈并没
舍得让我当洗衣机，她依然常常为我们洗衣服到深夜。而电
视机带来的收获和乐趣，让我和妹妹至今难以忘怀。

孩子的父亲家在农村，上初中时，因为交不起五块钱的学费
辍学了。开学的前几天，他每天趴在窗台上，默默地看着同
学们背着书包走进学校。后来，是老师拿出当月工资给他交



上学费，他才有机会重返校园，聆听那久违的上课铃声。为
了不辜负老师的期望，他发奋读书，终于考上了军校，成长
为共和国的一名军官。

儿子的话也引起了我的思考。这些时日，我正因为跟青春期
的儿子无法沟通而烦恼着，手边还放了一本刚刚网购的《如
何说，孩子才肯学》。我常常训斥儿子：为什么现在家庭条
件这么优越，各种学习工具应有尽有，你却更愿意把大把的
时间留给游戏。不知道成为作家的阎连科是否有过青春期的
叛逆，但我知道他的父亲，是断然没有听说过"判逆"这个词
汇的。他的一生，都在用无声的话语和行动，教会孩子怎么
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父亲的勤劳和忍耐，给他的子女们树
立着人生的榜样；母亲的节俭、贤能和终日不停歇的忙碌，
让我们兄弟姐妹过早地感受到了一种人生的艰辛和生命的世
俗而美好。这成了我一生的巨大财富，也是我写作时用之不
竭的情感的库房。"

此时，我才懂得了几年前采访阎连科时他为一天只能写两千
字而苦恼的那番话，也才理解了老师布置这次特殊作业的良
苦用心。

感谢老师，让我改变了以往强势的说教式教育，学会了用一
种新的方式跟儿子沟通与交流；

感谢老师，让我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
精神的传承。

我不知道若干年后，儿子会不会也拉着他儿子盘坐在沙发上，
因为孩子贪玩不爱学习的事情跟他说起这本书。但我会保存好
《我与父辈》，继续给孙子讲述里面的故事，不管爱听不爱
听，我都会告诉他：苦难是人生最大的精神财富，父母是孩
子永远的老师。

无迹方知流光短，有梦不觉人生寒。父辈的梦想在我们，我



们的梦想在未来。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的传承，周而复始，
我们才一代胜过一代，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才会一步步
变为现实。

这便是我读了《我与父辈》之后最大的感受。

父辈的视角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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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博生

26路军驻宁都时总指挥部旧址

赵振霞（中）与董振堂之子董用威（右）和夫人，在华北军
区烈

士陵园赵博生雕像前

1931年，父亲以26路军参谋长的身份秘密加入中国共产
党——

他不再是个孤身奋斗的“志士”了

赵振霞

【新民晚报·推荐】父亲牺牲时年仅36岁，而我自出生后就
没有见过他。然而，不少老红军和江西宁都老乡至今还记得
他，称赞他的英勇无畏。虽然他离开我已经78年了，但是，
我对他的思念，一刻也没有停息。

父亲牺牲我才2岁

我出生在1931年2月22日，是赵博生的独女。1933年1月8日，



时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的父亲，在江西宁都黄狮
渡战役中英勇牺牲了，此时的我，还不足2岁。更悲惨的是，
自我生下来后，就没有见过亲生父亲！

父亲牺牲的消息是怎样传到老家的，我已经一无所知了，而
我对幼年时期还留有些许印象的，只剩下两件事：一是夜里，
母亲蔡云霞总在黑暗中不停地哭泣，二是家里经常烧纸，后
来才知道这是在父亲的忌日或清明节，家人在祭奠我父亲。
没过几年，母亲也在忧伤和贫困中去世了，我由爷爷、奶奶
带大。

父亲原名赵思溥，1897年9月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20
岁成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第6期毕业生，随后在北洋军阀的
皖系、直系、奉系军队中任职。1924年他转入冯玉祥的西北
军，历任团副、参谋处长、旅长等职。正是在这里，父亲遇
到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刘伯坚同志。

1926年，共产党员刘伯坚在西北军担任总政治部副部
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大部分中共党员被迫离开这支部
队，但少数共产党员仍留下来秘密开展工作。刘伯坚创作了
《革命精神歌》在部队中教唱：

先锋！先锋！

热血沸腾，先烈为平等牺牲，作人类解放救星。

侧耳远听，宇宙充满饥饿声，警醒先锋，个人自由全牺牲。

我死国生，我死犹荣，身虽死精神长生，成功成仁，实现大
同。

首页- 红史- 红潮人物

1930年10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发生的中原大战



结束后，冯玉祥的残部被蒋介石收编为第26路军，父亲担任
参谋长。1931年1月，蒋介石命令第26路军从山东开赴江西，
参加对红军中央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

一年做了两件大事

1931年，受命调防到江西的父亲做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当年10月，还戴着国民政府第26路军参谋长头衔的父亲，秘
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派往江西“剿共”前线到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走的
是一条作为一名盼望着国家变好、富强的正直军人的必由之
路。

对红军中央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失败后，1931年7月，父
亲率部参加第三次“围剿”，进驻宁都，但两个月后，第三次
“围剿”便告失败。第26路军收到驻守宁都的命令，而其他
国民党军先后撤出，这使第26路军处于中央根据地军民的包
围之中，也让并非蒋介石嫡系的第26路军内部矛盾趋于尖锐。
而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给第26路军官兵留下了深刻
印象。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反蒋高潮，大多来自北
方地区的第26路军官兵要求回北方抗日救国，不料遭到蒋介
石的拒绝。

部队开进江西后的一天下午，父亲在办公桌上发现一封写
有“赵博生亲启”的信件。信是军中处于秘密活动中的中共
特别支部写给他的，信中讲述了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局势、
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全国高涨的革命形势及第26路军的处境。
一口气将信读完，父亲陷入了沉思。但他未动声色，直到一
个星期后，才叫来了在军内总指挥部任译电主任的罗亚平。
在这之前，父亲曾试探过罗亚平，觉得他应该是军中秘密的



共产党员。这封信的出现，让他更确定，它是罗亚平利用工
作之便放在他办公桌上的。

与罗亚平的谈话，让父亲终于找到了光明。第26路军73旅旅
部参谋、中共特别支部书记刘振亚上报中央后，1931年10月，
经中共中央批准，父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现在最大
的满足是自己不再是个孤身奋斗的„志士‟了，终于可以实现
我久存矢志的革命理想了。” 父亲当时说道。

父亲入党后，率部准备起义便提到了议事日程。

促使父亲等人领导的“宁都起义”在1931年12月14日爆发，
直接原因是蒋介石已准备清除第26路军中的共产党员，情况
十分危急。

12月初，隐蔽在第26路军中的共产党员及起义计划被发现，
国民党南昌行营命令立即逮捕共产党员刘振亚、袁汉澄、王
铭五等人。12月9日，蒋介石专门送去清除手令。在此紧要关
头，刘振亚等人立即与父亲商定，并与红军取得联系，决定
趁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和第27师师长高树勋不在部队的时
机，果断起义。

在父亲的争取下，第73旅旅长董振堂、第74旅旅长季振同、
第74旅1团团长黄中岳支持起义。14日，父亲和3位将领派
第74旅和第73旅直属队控制了要害部门，父亲宴请全军团以
上军官，趁机逮捕了所有反对起义的军官，并把代总指挥、
第25师师长李松昆的师部包围缴械，为起义扫除了障碍。除
驻扎在城北的1个团因路远未能参加外，第26路军全军1个军
直、2个师直、6个旅直、11个整团，共1.7万余人，携2万多
件武器全部加入了红军。

起义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季
振同任红五军团总指挥，肖劲光任政治委员，刘伯坚任政治
部主任。红五军团下辖3个军：董振堂任军团副总指挥兼第13



军军长，何长工为政委；父亲任军团参谋长兼第14军军长，
黄火青为政委；黄中岳任15军军长，左权为政委。在发表了
《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后，第二天起义部队就开进
了中央苏区。

距敌百米指挥作战

1932年12月14日是宁都起义一周年纪念日，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临时中央政府召开纪念大会，为表彰我父亲和董振堂在宁
都起义和反“围剿”作战中作出的贡献，中央政府给他们颁
发了红旗勋章。没想到，父亲接过勋章还不到一个月，就血
洒疆场，壮烈牺牲了。

1933年初，国民党军集中４个师的兵力分两路向江西资溪、
金溪、南城苏区进犯。孙毅将军是这样追忆我父亲的最后时
光的：

“1933年初，赵博生奉命率领红五军团的３个团扼守长员庙
一带山脉，任务是钳制敌人，配合主力在黄狮渡一线与敌人
决战。接受任务以后，赵博生带领干部战士亲临前线察看地
形，缜密地研究与部署战斗。”“在坚守阵地的战斗中，敌
人集中火力向我两翼阵地轮番发起冲锋。我守军战士子弹打
光了，赵博生就指挥战士们用石块猛击敌人，用写有„百战百
胜‟字样的斗笠装上鹅卵石回击敌人。在最危急的时刻，赵博
生亲自带领由军官组成的最后突击队，向敌人发起猛烈的反
冲锋。赵博生距离敌人只有百米左右，他一边指挥，一边回
击敌人，不幸右额中弹，当即倒地。”“敌人被打退了，阵
地守住了，主力部队在红五军团的配合下，取得了全部歼灭
敌人6个团的重大胜利。但是红五军团杰出的指挥员赵博生，
因弹片深嵌脑部，抢救无效，光荣牺牲了，年仅36岁。”

1月8日父亲牺牲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当即致电红
五军团吊唁父亲。1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会下令，将宁都县改名为博生县，将父亲安葬在他生前领导



起义的地方，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后来，又在红都瑞
金叶坪的广场建造了博生堡，朱德总司令亲笔题写“博生
堡”三个大字。1962年，叶剑英元帅作诗一首，缅怀昔日战
友：“宁都霹雳响天晴，赤旗高擎赵博生，虎穴坚持神圣业，
几人鲜血染红星。”

宁都老乡难忘英雄

自出生后，我一直在盐山县东慈庄老家生活，度过了20年艰
难的岁月。1952年春天，毛泽东主席托人询问县领导：赵博
生是否还有后人？得知爷爷和我都在，毛主席邀请我爷爷到
北京去了一趟，并让河北省领导负责，让我到当时的河北省
省会保定读书。于是，一字不识的我来到了河北干部子弟学
校。

我跟着爷爷到过北京中南海，见过周恩来总理。我还用刚学
会的一些字给毛主席写过一封信，告诉他我已经上学了。后
来听老师说，毛主席给我回信了，嘱咐我继承烈士的遗志，
好好学习。

1953年秋天，我得了肺结核。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病。经过
手术，我被切除了一侧乳房和3根肋骨。后来，我再也没有踏
进校门。

我跟父亲离得最近的一次，是在1975年。那年清明前后，我
跟我的四叔以及一个表叔前往江西宁都祭拜我的父亲，记得
当时是受宁都县领导的邀请，我父亲的墓地重新修缮后就要
落成了。到达后第一站就是父亲的牺牲处，我一到那儿便嚎
啕大哭，从未谋面的父女俩终于“见面”了，想到父母早逝，
40多年里我连父亲的面都没见过，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
在落成仪式现场，我见到了不少老红军及老乡，他们都见过
我父亲，亲切地跟我说他当时是多么英勇，宁都好多人都知
道他。仪式结束后，我从墓地捧了一把土带回家，算是让父
亲魂归故里。



父亲离开我已经78年了，我对他的思念，一刻也没有停息。

（王亦君 整理）生平简介

赵博生（1897-1933）河北省黄骅县人，中共党员。1917年毕
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冬转入冯玉祥的西北军，参
加过北伐战争。其间受共产党人刘伯坚等影响，倾向革
命。1931年任国民党军第26路军参谋长。

九一八事变后，他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同时，与在第26路军中的中共特别支部取得联系。同年10月，
中共中央批准其入党。12月14日，他和董振堂、季振同等率
部在宁都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他
先后任红五军团13军军长、军团参谋长、军团副总指挥，率
部参加赣州、漳州和南雄水口等战役。1933年初，国民党军
集中兵力向江西资溪、金溪、南城苏区进犯，赵博生率红五
军团3个团据守长员庙一带山脉，出色地完成了钳制任务。1
月8日，赵博生在江西宁都黄狮渡战役中壮烈牺牲。

作者简历

赵振霞 赵博生烈士之女，1931年2月出生。1952年，经毛主
席关心，从河北沧县东慈庄老家到保定读书，一年多后因病
辍学，1956年与辽沈战役的退役老兵孟兆荣结婚，育有一子
两女。

赵博生 红色特种兵的两个先驱之一

一年做了两件大事

1931年，受命调防到江西的父亲做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当年10月，还戴着国民政府第26路军参谋长头衔的父亲，秘
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派往江西“剿共”前线到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走的
是一条作为一名盼望着国家变好、富强的正直军人的必由之
路。

对红军中央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失败后，1931年7月，父
亲率部参加第三次“围剿”，进驻宁都，但两个月后，第三次
“围剿”便告失败。第26路军收到驻守宁都的命令，而其他
国民党军先后撤出，这使第26路军处于中央根据地军民的包
围之中，也让并非蒋介石嫡系的第26路军内部矛盾趋于尖锐。
而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给第26路军官兵留下了深刻
印象。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反蒋高潮，大多来自北
方地区的第26路军官兵要求回北方抗日救国，不料遭到蒋介
石的拒绝。

部队开进江西后的一天下午，父亲在办公桌上发现一封写
有“赵博生亲启”的信件。信是军中处于秘密活动中的中共
特别支部写给他的，信中讲述了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局势、
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全国高涨的革命形势及第26路军的处境。
一口气将信读完，父亲陷入了沉思。但他未动声色，直到一
个星期后，才叫来了在军内总指挥部任译电主任的罗亚平。
在这之前，父亲曾试探过罗亚平，觉得他应该是军中秘密的
共产党员。这封信的出现，让他更确定，它是罗亚平利用工
作之便放在他办公桌上的。

与罗亚平的谈话，让父亲终于找到了光明。第26路军73旅旅
部参谋、中共特别支部书记刘振亚上报中央后，1931年10月，
经中共中央批准，父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现在最大
的满足是自己不再是个孤身奋斗的"志士"了，终于可以实现
我久存矢志的革命理想了。” 父亲当时说道。

父亲入党后，率部准备起义便提到了议事日程。



促使父亲等人领导的“宁都起义”在1931年12月14日爆发，
直接原因是蒋介石已准备清除第26路军中的共产党员，情况
十分危急。

12月初，隐蔽在第26路军中的共产党员及起义计划被发现，
国民党南昌行营命令立即逮捕共产党员刘振亚、袁汉澄、王
铭五等人。12月9日，蒋介石专门送去清除手令。在此紧要关
头，刘振亚等人立即与父亲商定，并与红军取得联系，决定
趁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和第27师师长高树勋不在部队的时
机，果断起义。

在父亲的争取下，第73旅旅长董振堂、第74旅旅长季振同、
第74旅1团团长黄中岳支持起义。14日，父亲和3位将领派
第74旅和第73旅直属队控制了要害部门，父亲宴请全军团以
上军官，趁机逮捕了所有反对起义的军官，并把代总指挥、
第25师师长李松昆的师部包围缴械，为起义扫除了障碍。除
驻扎在城北的1个团因路远未能参加外，第26路军全军1个军
直、2个师直、6个旅直、11个整团，共1.7万余人，携2万多
件武器全部加入了红军。

起义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季
振同任红五军团总指挥，肖劲光任政治委员，刘伯坚任政治
部主任。红五军团下辖3个军：董振堂任军团副总指挥兼第13
军军长，何长工为政委；父亲任军团参谋长兼第14军军长，
黄火青为政委；黄中岳任15军军长，左权为政委。在发表了
《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后，第二天起义部队就开进
了中央苏区。

距敌百米指挥作战

1932年12月14日是宁都起义一周年纪念日，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临时中央政府召开纪念大会，为表彰我父亲和董振堂在宁
都起义和反“围剿”作战中作出的贡献，中央政府给他们颁
发了红旗勋章。没想到，父亲接过勋章还不到一个月，就血



洒疆场，壮烈牺牲了。

1933年初，国民党军集中4个师的兵力分两路向江西资溪、金
溪、南城苏区进犯。孙毅将军是这样追忆我父亲的最后时光
的：

“1933年初，赵博生奉命率领红五军团的3个团扼守长员庙一
带山脉，任务是钳制敌人，配合主力在黄狮渡一线与敌人决
战。接受任务以后，赵博生带领干部战士亲临前线察看地形，
缜密地研究与部署战斗。”“在坚守阵地的战斗中，敌人集
中火力向我两翼阵地轮番发起冲锋。我守军战士子弹打光了，
赵博生就指挥战士们用石块猛击敌人，用写有"百战百胜"字
样的斗笠装上鹅卵石回击敌人。在最危急的时刻，赵博生亲
自带领由军官组成的最后突击队，向敌人发起猛烈的反冲锋。
赵博生距离敌人只有百米左右，他一边指挥，一边回击敌人，
不幸右额中弹，当即倒地。”“敌人被打退了，阵地守住了，
主力部队在红五军团的配合下，取得了全部歼灭敌人6个团的
重大胜利。但是红五军团杰出的指挥员赵博生，因弹片深嵌
脑部，抢救无效，光荣牺牲了，年仅36岁。”

1月8日父亲牺牲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当即致电红
五军团吊唁父亲。1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会下令，将宁都县改名为博生县，将父亲安葬在他生前领导
起义的地方，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后来，又在红都瑞
金叶坪的广场建造了博生堡，朱德总司令亲笔题写“博生
堡”三个大字。1962年，叶剑英元帅作诗一首，缅怀昔日战
友：“宁都霹雳响天晴，赤旗高擎赵博生，虎穴坚持神圣业，
几人鲜血染红星。”

宁都老乡难忘英雄

自出生后，我一直在盐山县东慈庄老家生活，度过了20年艰
难的岁月。1952年春天，毛泽东主席托人询问县领导：赵博
生是否还有后人？得知爷爷和我都在，毛主席邀请我爷爷到



北京去了一趟，并让河北省领导负责，让我到当时的河北省
省会保定读书。于是，一字不识的我来到了河北干部子弟学
校。

我跟着爷爷到过北京中南海，见过周恩来总理。我还用刚学
会的一些字给毛主席写过一封信，告诉他我已经上学了。后
来听老师说，毛主席给我回信了，嘱咐我继承烈士的遗志，
好好学习。

1953年秋天，我得了肺结核。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病。经过
手术，我被切除了一侧乳房和3根肋骨。后来，我再也没有踏
进校门。

我跟父亲离得最近的一次，是在1975年。那年清明前后，我
跟我的四叔以及一个表叔前往江西宁都祭拜我的父亲，记得
当时是受宁都县领导的邀请，我父亲的墓地重新修缮后就要
落成了。到达后第一站就是父亲的牺牲处，我一到那儿便嚎
啕大哭，从未谋面的父女俩终于“见面”了，想到父母早逝，
40多年里我连父亲的面都没见过，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
在落成仪式现场，我见到了不少老红军及老乡，他们都见过
我父亲，亲切地跟我说他当时是多么英勇，宁都好多人都知
道他。仪式结束后，我从墓地捧了一把土带回家，算是让父
亲魂归故里。

父亲离开我已经78年了，我对他的思念，一刻也没有停息。
（王亦君 整理）

父辈的视角读后感篇四

一个人的成长，最重要的需求不是物质的吃穿和花费，不是
精神上大起大落的恩爱和慈悲，而是物质和精神混合在一起
的那种细雨无声的温情与滋润，读后感。正如需要成长的草
和树一样，缺光少雨当然不可以，可暴雨暴日的轮流与交替，
似乎不缺水，不缺光，但最终迎来的却是不成材的疯生和疯



长。而只有那种细雨无声的滋润和给养，只有那种光线充足
却非暴晒暴烫的阳光和灼目的明亮，才可以让草成草，树成
树，让人的心灵成为未来充满善与温情的一颗心。

《我与父辈》是一本真诚的书。

阎连科写《我的父辈》，据说写作过程对他而言不仅痛苦，
也是一次深刻忏悔。他几乎每写一章都会落泪。正因为如此，
我们才可以放心地与作者进行心灵的沟通与对话，才能让我
们跟着他的笔触去感动和感恩。“二姐说：‘连科，念高中，
姐不去了。还是你去吧。’”，读到这里，是一种既酸又暖
的感动。“父亲和大伯商量事，多半不在屋子里，而是弟兄
两个坐在院子的屋檐下。至亲无语，挚情少言。”这样的细
节描写，让我读了感同身受。而这样的细节描写在书中数不
胜数。

《我与父辈》是一本真心的书。

不得不承认，眼下是一个比较物质的年代，一方面，经济的
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但人们的幸福指数并没有随
着gdp平行上升，文学的价值在于暗示和提醒，白岩松说，不
幸和灾难都在提醒我们幸福的所在。与过去相比，与父辈们
年轻的时代相比，我们已经足够的幸运了，我们没有经历过
吃不饱饭、上不起学，没有经历过战争，没有经历过家里的
自留地里种起来的菜连自己都不够吃，没有经历过辛苦劳作
一年年终结算下来还会“超支”的窘境，可我们的父辈们都
经历了。在过去的年代里，我们的父辈们，“他留恋人生，
是因为他受尽了苦难；因为他受尽了苦难，他才加倍地体味
到了生的意义和生中的细微的欢乐”，“而那一年的春节，
父亲吸掉的烟叶，却比任何一个春节都多，似乎他想把他一
生要吸的烟都在春节吸掉一样”。在父辈们的生命里，曾经，
生存如此艰难，读后感《读后感》。尽管这样，他们的内心
却没有迷惘，就像四叔说的，“要好好过日子”。



蓦然回首时，作者感叹道：“终于就在某一瞬间里，明白了
父辈们在他们的一生里，所有的辛苦和努力，所有的不幸和
温暖，原来都是为了活着和活着中的柴米与油盐、生老与病
死；是为了柴米油盐中的甘甘苦苦与生老病死中的挣扎与苦
痛。”而与父辈们相比，我们又有多少理由去埋怨自己所处
的环境和背负的压力呢？生活总是一步步地走向宽裕，一口
气总吃不成一个胖子的。而这时候，偶尔的怠慢和空虚，只
能是我自己的事，责任全在自己。

关于人生和命运的诠释和比较：

人生是基础，命运是多与基础无关或相关的升华或跌落；人
生是积累，命运是多与积累有关、无关的延展或突变；人生
是可测的深刻，而命运是不可估量的深邃；人生有许多悲剧，
可也常常有喜剧，而命运则常常是悲剧，似乎永远是悲剧；
人生是喜悦，而命运则是眼泪；若人生是眼泪，那么，命运
则一定是悲而无声的哭泣；若人生是哭泣，那么，命运一定
是没有眼泪的仰天长啸；若人生是仰天长啸，那么，命运一
定是长啸前突然来到的死亡。一句话，命运就是人生不可预
测的悲喜剧的前奏或是尾声，是人生中顿足的忏悔和无奈.日
子vs生活(写四叔的那一段)

城里人把“日子”叫“生活”，农村人把“生活”叫“日
子”

对日子而言，生活是一种向往和未来。日子是一种被踱在宽
广山野而又冥顽不化的荒石。

生活要小心翼翼的精心呵护，而日子却是大手大脚，随心所
欲。若干年以前，对姑姑那种城里人的生活很向往，确并没
有想到这种叫做生活的日子是需要精心呵护，因为生活很脆
弱。日子一切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天一天经历着，而生
活的幸福和神秘，却像一本我已经知道它在哪儿却无法拿在
手里打开来的书。就像富士康的十三跳们，他们都来自于农



村，都在一天一天过着属于自己的日子眼争争地看着生活在
向他们炫耀。知道生活在哪儿却怎么也抓不着，荒石受到了
挑战，于是，日子也就不知深浅地向着生活挺进，可改变竟
然是这么难，一个角色的转换如一个企业转型般复杂、多难！
就这样，这些日子们倦在生活的圈子里过着属于自己的日子。
苦闷、焦虑、压抑长期纠结着脆弱的心灵，最终造就了富士
康前仆后继的十三跳，也是他们短暂的人生中最完美的最后
一跳，这就叫做命运！

所以，是日子的就好好过日子，该生活的就精心生活。

文中有这样一段：

“安葬父亲的时候，我的大伯在坟上规划坟地位置时，把他
们叔伯弟兄四个的安息之地划出了四个方框以后，最后指着
我父亲坟下的一片地说，将来，发科(阎连科哥哥)和连科就
埋在这儿吧。”作家平淡地写出来的句子，让人读起来却有
惊心动魄之感，几个生命的归宿就这么被宣布了。但是作家
当真地思考这句话的时候，他似乎不能不想到这样的问
题:“我将来以怎样的方式去见父亲？将来在地下，我与父亲
将继续如何地相处？”这些问题是作家决意写这本书的出发
点，因为，必须先清理生前“我与父辈”的关系，才能讨论
死后的“我与父辈”。

父辈的视角读后感篇五

而立之年，翻看阎连科老师的这本《我与父辈》，虽说不一
定读透，但终究有一些思考。

父亲也是兄弟四人，和阎老师一样，我失去了大爷和三大爷，
不一样的是，我现在只有30岁。所以，对于死亡，我也许认
识的没有那么深刻。

书的第一部分是一个大的背景，在第一部分中，我弟两件事



印象十分深刻，一是为了和同桌洋娃娃比拼成绩，我特别盼
望下一次能超过他，然而没有下一次了，取而代之的是背诵
毛主席诗词，而到了恢复考试之时，我却没有了当年的热情，
一个大时代下的小人物就这样走向了另一条路（也许），另
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从红楼梦开始更爱看书。对书
的渴望，也正体现出了无论在任何时候书籍都是良药。人生
在世，读书时根本，你命里即使有称宰做王的运数，没有了
文化也就没了久远的江山可坐。

剩下的几部分分别写了我与父亲、大伯、四叔的漫长对话，
以及我做一个旁观者和参与者对父辈们的观察和思考。

父亲勤勉善良，隐忍克己，为了这个家操碎了心，我的成长
伴随着的也是父亲的操劳与背后不为人知的心酸。四叔似乎
和我一样，不断地往返于城市和农村，逃离又归来。

大伯视我如子，在我心里他是个“伟人”，孩子在部队自杀，
大伯没有追究，想到的却是如果追究，那么势必会处分更多
人，他们也是农民的儿子，为了让大哥顺利成家，大伯带着
一家辛苦劳动。也许为了家人更好，他染上了赌博，走上了
不归路。而又因为无法克制自己，寻短见，而那句“不赌
了”满满都是泪点，人有时候是光辉的，但光辉的人并非没
有弱点。

我们该明白我们的角色不光是自己儿女的父亲和母亲，不光
是妻子的丈夫，丈夫的妻子，不光要为自己的事业、贪念努
力和钻营。我们还应该把我们欲望中的努力拿出那么一丁点
儿给他们，把我们十个指头中的二十八节指骨分出一节来，
让他们使用和抚摸，应该让他们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他们这
一生是确确凿凿生过儿女，养过儿女，有着儿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