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自由在高处读后感(精选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
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
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自由在高处读后感篇一

熊培云的《自由在高处》，初读之后，感觉是各种观点在脑
海里交织，最大的感受还是生活是要经历的，然后才是感悟。
这本书的主要线索，就是生活自由与思想自由，以及个体如
何超拔于一个不尽人意的时代之上，收复我们与生俱来的身
心自由，盘活我们已经拥有的自由。

相较十六世纪法国早期民主主义思想家拉波哀西抨击的“自
愿奴役”而言，在一个正经受着新旧交替的国家，不自由的
状态并非人们自愿，而在于适应与沿袭，得过且过。至于如
何走出这种日常的甚至为许多人所不自知的奴役状态，既有
赖于个人的勇气，也关系到个人对时代与自由的理解，以及
时代本身的演变。

“有一种鸟是永远也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片羽翼上都沾满
了自由的光辉！”这是《肖申克的救赎》中的经典台词，用
来做本书的标题再合适不过。一直以来，熊培云先生致力于
推动社会多元化建设，倡导左右携手，共为民生谋福祉，用
社会的进步来推动国家的进步，这些主张，正融入集体意识，
正成为当下最亮色、最理性的声音。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自
由，无自由则无边界，则必然失去责任与担当，最终不是与
世沉浮，就是失去自己。当一代代人接续这份无奈时，民族
的命运就永远无法被改变，而超越宿命就只能遥遥无期。

“相信我们的国家，比我们想象的自由”是《自由在高处》



一书后记的题目，熊培云在后记中也阐明了自己的信
念：“相信没有人能剥夺你的自由，相信‘you the freedom’
（你即自由）；相信时代在变，相信中国正在朝着一个自由而
开阔的道路上走，没有谁能改变这个大趋势。与此同时，相
信人类会有一个好的前途，毕竟，人不只是爱自己，还爱自
救，没有谁不希望过上美好的生活。这既是一切共识的基础，
也是我信心之来源。”

自由在高处，这是一个仰望的方向，也是一个需要通过我们
努力才能企及的方向，但是我们，总向着那个方向努力，向
着高处攀登。让我们一起，为实现这样的理想努力。

自由在高处读后感篇二

熊培云的《自由在高处》，初读之后，感觉是各种观点在脑
海里交织，最大的感受还是生活是要经历的，然后才是感悟。

这本书旨在从个体角度探讨身处转型期的人们如何超越逆境，
盘活自由，拓展生存，积极生活。看了这本书之后，觉得一
个人的知识储备是很必要的，但除了知识的累积之外，更重
要的还是思维方式的培养。不同的时期人会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是两年前的我读这本书，肯定会觉得熊培云不错，观点
很新颖、独到，文化素养高，是本好书。但现在看这本书，
更多的不是对其观点的认同或反对，就像那句话，“一千个
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的观点都是不同的，在
不触及法律、道德的层面上，观点是可以千差万别的。正如
胡适所说，感谢自己生活在了一个可以容忍的国家，允许多
种观点的存在。陈虻有这样一句话：“不要在生活中寻找你
要的东西，而是努力感受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有时感
觉到了自己知识的局限性，生活观点的浅薄，读了这本书，
感到了一个永远不停止思考的人，才是真正自由的人。

现在的读书，更多的让我感受到的，并不是一定要从书中获



取到某种知识，如果一本书，读完之后能够“砰”的一下敲
响你心里的某些东西，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学，有很多
种方式，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获取到知识，但是“思”，
就只能靠自己了。现在，越来越觉得思考的重要性了，也许，
这是我近期读书最大的感悟了吧！

自由在高处读后感篇三

如果你跟我一样，经常感到绝望，不妨看看熊培云的书。这
并不是说，熊培云的书是精神，更不是说，他的书是骗人钱
财的所谓“心灵鸡汤”，他不会递给你一粒催眠药片，告诉
你吃下去继续睡，你就不会痛苦。相反，他只是告诉你：看
吧，那个铁屋子不是已经千疮百孔了吗？虽然它现在还很坚
固，但是它毕竟在一点点消解，只要持之以恒地坚持，我们
总会有逃脱牢笼的一天。熊培云的书总是让人认清现实之余，
却不至于太痛苦，反而让人看到希望。他说，如果我们放开
视界，就会欣喜地发现，这个铁板一块的社会，其实已经在
进步了。

100年前，中国还有凌迟，50年前，中国还在喊万岁，40年前，
中国还在破四旧，30年前，中国还不许跳舞，20年前，中国
还在争论姓社姓资，15年前，中国还没有普及互联网，10年
前，中国还有收容遣送条例，5年前，中国还没有物权法，两
年前，中国还没有微博，一年前，中国还没有通过城乡居民
选举同票同权……社会终究是在进步。我们需要做的，只是
点点滴滴的累积之功，每个人尽一份力——不是为国家，不
是为别人，而是为自己尽一份力，我们的社会就会向善发展，
“上世纪做不完的事情，可以这个世纪来做，那些一天永远
做不完的事，可以用一生来做。”

《自由在高处》一书是《重新发现社会》的续篇或重要的补
充，着力厘清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旨在从个体角度探讨身处
转型期的人们如何超越逆境，盘活自由，拓展生存，积极生
活。这本书的主要线索，就是生活自由与思想自由，以及个



体如何超拔于一个不尽人意的时代之上，收复我们与生俱来
的身心自由，盘活我们已经拥有的自由。

相较十六世纪法国早期民主主义思想家拉波哀西抨击的“自
愿奴役”而言，在一个正经受着新旧交替的国家，不自由的
状态并非人们自愿，而在于适应与沿袭，得过且过。至于如
何走出这种日常的甚至为许多人所不自知的奴役状态，既有
赖于个人的勇气，也关系到个人对时代与自由的理解，以及
时代本身的演变。

“有一种鸟是永远也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片羽翼上都沾满
了自由的光辉１这是《肖申克的救赎》中的经典台词，用来
做本书的标题再合适不过。一直以来，熊培云先生致力于推
动社会多元化建设，倡导左右携手，共为民生谋福祉，用社
会的进步来推动国家的进步，这些主张，正融入集体意识，
正成为当下最亮色、最理性的声音。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自
由，无自由则无边界，则必然失去责任与担当，最终不是与
世沉浮，就是失去自己。当一代代人接续这份无奈时，民族
的命运就永远无法被改变，而超越宿命就只能遥遥无期。

“相信我们的国家，比我们想象的自由”是《自由在高处》
一书后记的题目，熊培云在后记中也阐明了自己的信
念：“相信没有人能剥夺你的自由，相信‘you、the、freedom’
（你即自由）；相信时代在变，相信中国正在朝着一个自由而
开阔的道路上走，没有谁能改变这个大趋势。与此同时，相
信人类会有一个好的前途，毕竟，人不只是爱自己，还爱自
救，没有谁不希望过上美好的生活。这既是一切共识的基础，
也是我信心之来源。”

自由在高处，这是一个仰望的方向，也是一个需要通过我们
努力才能企及的方向，但是我们，总向着那个方向努力，向
着高处攀登。让我们一起，为实现这样的理想努力。



自由在高处读后感篇四

在书中，很多章节都与学生有关系"为情侣求饶"、"被误读的
《死亡笔记》"等等，作者是十分不愿意看到学生被各种莫须
有的政策所约束，因而呼吁社会、学校给年轻人更多的自由
和空间。我觉得作者的想法是无可厚非的，但在一定程度上，
还是有争议的，学校是社会所嘱托，肩负着培育祖国栋梁的
责任，因而对于潜在的危险还是要防患于未然的。学习本就
是一件严肃的事情，特别是一些工科院校，没有严谨的态度，
很难做成应有的成绩，学校要求着学士服照相时，注意形象
这个事情，我自认为自己是能理解的。

《窃听风暴》是作者用以举例的一部电影，在观看这部电影
时，我就一直为当时东德的人们所压抑，个人每年平均
买2、3双鞋，读3、2本书，每年有6743名学生以全优成绩毕
业，所有你的事情，都会被人监听着，每年有多少人因为被
怀疑与西德有往来而自杀，他们一定会沉默，然后会仔细记
录你的姓名。这是为了国家安全。死去的人才是为了国家安
全，也是为了幸福。我们所说的自杀，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他们不能忍受自己那样活着却没有流血，没有热情，他们只
能选择死亡。死亡才是唯一的希望。人类已经穿过无尽黑暗
的二十世纪极权主义制度所带来的战争，走到了今天。即使
是再黑暗的年月，人性的光芒也没有熄灭。即使在最黑暗的
核心地带，也依旧存在着光明的种子。因为人性是如此顽强。
也许现实的残酷性远比这种希望来的强大，但是对希望的信
念是如此重要，唯有如此，美好的事物才不会毁灭。作者正
是要借这部电影向我们说明这样一个道理：自由就是对人性
抱有一种期待和希望，就是相信天堂不在别处，它就在我们
的心里。200多年前，在分裂的德意志，孤独的哲学家康德就
说过，自由的本质就是道德，就是一种发自人类心灵底部而
不必依赖于外部的自我约束。无论外在的必然性有怎样的压
迫，都不会绝对扼杀这种人对自己的约束。这正是人的尊严
和价值之所在。



自由在高处读后感篇五

初读题目，所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自由需要人们去争取，而
不是措手可得。但通过对全书的阅读，发现内容要比自己所
想象的自由丰富得多。＂生活自由，思想自由＂、＂超越逆
境，盘活生活，拓展生存，积极生活＂、＂社会先于国家，
自由先于平等，人生先于自由＂，这些论断都能引发我的深
思，到底自由是什么？怎么样才算是自由？人为什么要自由？
以及作者所提出的自由就是真的自由吗？本书总共分为三个
部分，而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前两部分了，其中第一个部分
讲述的是各种各样关于人们追求自由的小故事，以及如何辩
证得去看待自由；第二部分则是在教我们如何获得使获取自
由及怎样追求自由。

自由是每个人都在一直追寻的东西，但是由于法律，道德以
及国家体制的约束，使人们无法真正的去享受到自己的自由。
作者的见解便为＂youthefreedom＂，即＂你即你自由＂。于是，
脑海中一直有一个词语在闪动着，这个词语就是＂随心＂。

我们生活在祖国这个大家庭中，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自由的，
觉得我可以每天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比如：我可以看电视，
我可以打篮球，我可以旅游，我可以拍照。但是这是真正的
自由吗？细细回想一下：当在网上发表评论时，是不是每个
人都要考虑一下发表评论所造成的影响；当情侣们在大街上
拥吻的时候，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别人异样的目光；当高考考
生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是不是在考虑以后就业的情况及工
作的待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还算是自由的吗？网
络评论自己的观点，就会受到别人的抨击；情侣们在大街上
打情骂俏会被看成是没有教养；而大学所学的专业大多数也
并不是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包括作者在文中所说的看电影
要哭，不哭就是混蛋。其实，生活是可以选择的。面包就像
我们的基本生活保障，而玫瑰则像是我们在基本生活保障基
础上的更高物质和精神追求。面包和玫瑰都要有，倘若没有，
我们也不应该失望或是一味的绝望。生活中的我们有很多无



能为力的地方，如果大的环境我们如果改变不了，那么每个
人生活的小环境我们还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只要积极得面对
着生活，我们还是自由的。而这种自由能否在国家真正的实
现，就要看国家是否能以开放战胜封闭了。

在一个国家当中，如果国家是自由的，那么未必其中的每个
个体都是自由的。但是相反，如果国家中的每个个体自由了，
那么整个国家也就自由了。《守住良心的＂一厘米主权＂》
提出废除死刑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能用语言，能用情感教化，
为什么一定要开枪呢？当法律和良知发生冲突时，良知才是
最高的行为准则。法律是死的，但是事情本身是活的，如果
每个人都能在法律的范围内自由得处理事情，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或许，效果会更好一些。作者在《人是什么单位》中
提出了人是时间的单位，时间是人一生的资本，而如何利用
这资本就是个体本身的问题了。有些人一生不断奋斗，不断
实现自我价值，而有些人却在虚度光阴，反反复复过着同样
的生活，时间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在有限
的时间内创造自己幸福的生活。《条件即逆境》中说明了美
好事物不见得会让我们幸福，金鱼想要一个不需要自己寻找
食物的环境而被困在了鱼缸中，人们想要方便快捷的生活发
明了汽车而需要给汽车加油。当我们为了自由获得某种条件
的时候，反而恰恰被这种条件束缚了。如果用真正的自由来
与如今社会的自由作以比较，那么目前的社会可能就是处于
一种胡乱，盲目，无秩序的状态下了，这个时候就需要自救。
如果每个人都能学会自救，那么这个社会也就实现了真正意
义上的自由。

《自由在高处》这本书在很多地方那个都给了我心灵的震撼，
都能够引起我心灵的共鸣。曾经对自由的看法与本书中对自
由的看法显得实在是渺小，同时也暴漏出了我三观中的不足
之处。这本书教会了我很多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同
时也激发了我自己对于自由的理解，那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
随心＂。或许，这本书只是拓宽了我们看待自由的视野，让
我们更清楚的认识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同时我们也不



应该受本书中所提到的'自由的束缚，真正的自由，还需要我
们自己去寻找，去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