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活着心得(精选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
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
看吧。

读活着心得篇一

《活着》是余华在1992年成书的，曾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如
今已名扬海内外，是余华唯一一部兼有现实主义文学和先锋
特征的作品。

我曾在几年前看过由《活着》改编的一部电视剧。当时还小，
只是看热闹并不能理解故事中人物的感受。在这个暑假，我
有重现看了一遍《活着》这部小说，感触很深。

故事主要是讲述了一个关于名为福贵的一个人的生活。我不
知道该怎样去评价福贵这个人，说他不幸，他却度过了最为
漫长而黑暗的一夜，乐观而坚强地活着;说他幸运，他又亲手
埋葬了自己所有的亲人，只剩一头比他年纪还大的病牛陪伴
着。

他叫徐福贵，曾经是个阔少爷。他的祖父白手起家，从养鸡
开始，使鸡变成了鹅，鹅变成了羊，羊变成了牛，于是家境
变富裕了，拥有两百亩地。但到了他爹这一代便开始衰败，
他爹挥霍奢侈掉了一半土地，到了孙子，也就是徐福贵成了
彻底的败家子。吃，喝，嫖，赌，无一不做，也只会如此。
终于把其余的土地也赌输给别人了。从此，家庭地位一落千
仗，全家都贫穷了起来。他爹也就被气死了。从此，他和母
亲，妻子，女儿三人相依为命，过着与往日大相径庭的自力
更生的农家生活。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被国民党抓壮丁进了部队，在那两年的
时间里，他目睹了战争的残酷，也体验了身边战友离去时另
人伤心的友情，但是，两年后，他依然活了下来，他的命运
还在继续。

回到家后，他的母亲已经死了。他开始与妻子儿女一起过安
稳日子。但祸不单行，他儿子出意外夭折了。他是多么伤心
啊!他又一次受到打击。但这就是他的命运，他还要活着!在
好不容易把又聋又哑的女儿嫁到了一个好心的人家后，没过
多少幸福日子，女儿也因难产死了，仅仅把徐家的根留下了，
一条苦命的根。他老伴不久也伤心地走了，接着，最不能让
人接受的是，他的孙子，最后一个亲人，也意外地死了。命
运是如此的捉弄福贵!他的命好悲苦!但是，他依旧活着，否
则，作者又怎么能听他讲述自己。

就是那段艰苦的日子，中国政局不稳，苦了老百姓的安稳生
活。但是，人间的情义是每时每刻都存在着的。这种情不管
是深是浅但确定的是一定是真情!伟大的亲情，爱情和友情交
织在这个故事里，文字叙述的突兀感一直压迫着人的心灵，
使人欲罢不能。文字间流露出的感情像小溪般，流淌在读者
的心田。没有大喜大悲的跌宕，但当你看到福贵的儿子与孙
子都是懂事且孝顺时你总会发自内心的愉悦，看到凤霞找到
了一个厚道本分的丈夫二喜时，你总会为之而喜;但同样，当
你看到那些可爱的子孙和孝顺的女婿一一离去时，又会有种
揪心的离别的痛楚。终于，当福贵唯一的孙子也有些死亡的
征兆时，你会在心底小心的呼喊：“不要，别再让苦根死掉
了!”但，接下来的文字已无法改变，唯一的苦根也死了。

但有些东西依旧活着，比如那头即将被人宰杀死的老牛，为
人类辛勤劳苦一辈子，最终逃脱不了被贪婪的人吃掉的命运。
但它遇到了福贵，他在众人的嘲笑和不解下买下了它。也许
它不会死了，至少不会死在人类残忍的刀子下。它最后会在
活着的状态下死去，归于尘土，像人类一样。



当我读完的时候，心里也曾这样想过，如果我像他一样经历
这样的事情，我会不会像他一样坚强的活下来，即使放下自
己曾经大少爷的身份、面子。幸好我们没有经历这些事情，
而我们是作为一个读者，在闲暇的时间来品读这些，来体会
生活。这样想来，我们都是幸运的生活，读完它后，才会觉
得活着也并不容易，有太多的快乐忧伤泪水与欢笑，只是在
看你是否能够承受的来，或许当你真正处在这种处境的时候
才能理解福贵当时的感受吧。

拿余华在作品中的一句话送给你们：“生活就是人生的田地，
每一个被播种的苦难都会长成为一个希望，他们就是我们的
双手。不管身上承受着什么，不管脖子上套着什么，不管肩
上负载着什么”。人的一生，漫长而艰难，你并不知道会遇
到什么。但是能活着就是好的，活着需要勇气，是勇气让你
面对所有的风雨，并且告诉自己，没有放弃生命的权力。要
相信，没有到不了的明天。若非死别，绝不生离。我们还年
轻，我们有活力，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坚强地走过自己的一生。

读活着心得篇二

几易居住的地方，《活着》这本书始终带在我身边。至于原
因，我想一本书之于一个人的意义，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的。

《活着》是一部小说，有十二万多字。书名叫做《活着》可
它却实实在在地写着关于死亡的故事。主人公徐福贵，年轻
时的他不学无术游手好闲，在赌场上心旌摇动体味快感——
然而这一切都在一场彻底的赌中，如海市蜃楼般轰然倒塌了，
徐福贵在一夜之间由阔少爷变成一文不名的穷光蛋，而他的
父亲，在亲手处理掉所有的田产之后，也死于由老宅迁到茅
屋的当天。这次家庭的重大变故就成了福贵人生的一次分水
岭。之前的他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心灵荒芜、对家人也是
冷酷无情。而经历重重苦难后的他开始关心女儿凤霞，也开
始关心妻子家珍因辛劳而倍受损坏的身体。甚至也开始自食
其力挑起生活重担。



然而命运的捉弄并没有因为他从迷途走上正路而就此打住。
厄运的阴影一直追随他的脚步，残暴地夺走他至亲的生命，
毫不同情。此后的日子里，他唯一的儿子在给县长女人生产
时输血，因血被抽空而死;妻子家珍的了软骨病再无奈的凄然
中死去;女儿凤霞生产时大出血惨死;女婿二喜被被水泥板压
死;剩下唯一的亲人苦根因饿后贪食，竟被撑死;他先后亲手
埋葬了自己的儿子、妻子、女儿，外孙。最后陪在年迈的福
贵身边的，是一头同样叫做福贵的老黄牛。然而这是他的命
运，我想一个人在挑足他应挑的担子之前，上天是不会让他
的生命提前逃离的。

这是一种极致的人生经历，因为我们无法想象命运会对一个
人如此残忍。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命运是多么的难以捉
摸，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会伸出无形的手将你我抛入深渊。当
然现实往往是这样的当好运光顾，我们常常手舞足蹈，顾盼
生辉。当厄运降临，我们用血泪控诉，我们撕心裂肺的尖叫，
我们愤怒地咒骂命运。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完全听命于命运的
人，或者你只是一个爱思考的人，你肯定追问过一个人究竟
和自己的命运可以怎样的相处。比如《活着》当中福贵在一
连串的厄运降临，儿子、妻子、女儿甚至外孙在他生命中相
继离开他却在生活中磨练出来的无边无际的忍耐，包容着一
切，以致再大的苦难来临，福贵也能将它消解于自己的忍耐
之中。最终，福贵真是达到了与孤单的生活相依为命的地步。

所有这一切，都指向“忍耐”二字，它是一种柔韧的品质，
时刻保卫着内心免遭苦难这种生活暴力的破坏。《圣经》说，
“爱是恒久忍耐”，这话也可以理解为，恒久的忍耐可以产
生爱(当然也产生勇气)，福贵就是这样的人，苦难加上忍耐，
塑造了他宽广、坚韧、温婉的性格，他的生存，对福贵而言，
苦难已经消失于无形，他的内心有的只是面对生活时的超然
和平静。《活着》的最后，也让我们相信了福贵与那头老牛
相依为命，是幸福的，那是经过漫长的苦难之后换来的片刻
的宁静。你也许会问，小说《活着》传达的对命运的忍耐是
不是屈从命运，任由命运摆布。其实不是，很多时候，厄运



之手并不强大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奋起抗争，扼住命运的
咽喉，可是有的时候命运不只是只跟我们开玩笑，他面目狰
狞强大到无可抗拒，比如说死亡，比如说福贵所面对的。这
时我们需要的就是心灵的忍耐，就像千钧一发，让一根头发
去承受三万斤的重量，它没有断，因为忍耐绝望时不存在的。
所以活着的意义在于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死为了
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所以福贵在命运一次次地致命
打几下坚韧地活着，最后走向了平静地幸福。

和自己的命运做朋友，用智慧和坚忍享受命运的安排，我想
这也是小说《活着》想告诉我们的吧。我也相信当一个人想
通了自己和命运的关系时，他的真正人生也就开始了!

读活着心得篇三

全书以主人公福贵对自己一生的叙述为主线。福贵曾是个富
家子弟，年少时只顾贪玩享乐，嗜赌成性，败光了所有家产，
父亲也因此而死。剩下福贵，妻子家珍还有母亲及一双儿女：
凤霞与有庆，过上了潦倒艰苦的生活。为给母亲治病，富贵
到城里请郎中，不幸被国民党拉去做壮丁。这一离家便是近
两年，回家时，母亲已告别人世，凤霞成了哑巴。原以为从
此可以平淡生活，然而悲剧才刚刚开始。有庆在体育方面刚
表现出过人的天赋，却为救县长的妻子失血过多而死;凤霞刚
与二喜成婚，幸福美满，因生孩子时失血过多而死;家珍二喜、
外孙苦根一个个都弃他先去。年老的福贵与一头取名叫福贵
的老牛相依为命，无忧无虑、无依无靠。

寒假大红大紫的《哪吒》，一句“我命由我不由天”令多少
人潸然泪下。可读完《活着》，我却觉得在命运面前，人类
是如此渺小又可悲。

凤霞的生病、有庆的死亡、二喜的离去……几乎所有事情都
不在人的掌握范围之内。在可控范围之内的，许是福贵仍身
为富家子弟时的所为——也可以这么说，福贵的一生都在为



年少时的挥霍付出代价。时间是最伟大的治愈师，他的伤口
在时间中慢慢愈合，勇于对他人讲述自己坎坷的一生。而福
贵对自己一生平淡的叙述，更是一种对过去的释怀，只有真
正地放下，才会勇敢地面对从前。命运一次又一次地对他开
了玩笑，他的神经在这一次次的过程中早就麻木，而这一次
放下，何尝不是一次涅槃重生，一次自我救赎?在福贵的一生
之中，他没有理想与追求，甚至没有像祥子买下一辆车那样
小小的梦想。仅是为生存而生存，为活着而活着。最后只剩
他一人之时，他依旧没有产生轻生的念头——就当是不负降
生在这个世界的幸运。

我深深地被这本书的情节所吸引，更被它的时代背景所吸引。
《活着》虽是一本小说，可社会变革也是其中的一条暗线。
被国民党拉去做壮丁后“村里开始搞土地改革了，共产党没
收了他的田产，分给了以前的佃户。”几年后，“人民公社
成立了，我家五亩地全划到了人民公社名下，开始吃食堂了。
”接着，“大跃进”时代开始，“队长让两个年轻人去买煮
钢铁的锅”，炼钢的热潮掀起了。后来，“_”开始又结束，
实行包产到户了。

这一部新中国成立后的变革史，更是新中国的成长史。_来，
我们经历了生产关系的变化、人民公社化的失误、“_”的动
荡……_后的今天，我们在探索中不断前进，航天事业的不断
发展，港珠澳大桥的通车，5g技术的发展，我们用了_的时间，
实现了从刚建立时的一穷二白到一个大国的伟大飞跃!

_来，有多少建设者与科学家们齐心奋进，中华才得以复
兴?“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有祖国”，钱学森毅然放弃优
越的国外生活条件，回国助以新中国核武器的发展;袁隆平苦
心研究，只为种植出造福全中国的“杂交水稻”;南仁东几乎
耗尽一生建设中国“天眼”，只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发展助上
一臂之力。他们仅仅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吗?不，他们不仅为理
想而活，更是为心中的报国之志而活!



时光流逝，岁月流转。_的时间已在历史的车轮中消逝，_后
的今天，这盛世如你我所愿。我愿可以不负使命，在自己实
现更高的人生价值的同时，为祖国的发展推波助澜。这或许
是新时代的青年们，活着的崇高使命与意义。

读活着心得篇四

寒假期间，花了两个星期读完了余华的《活着》。《活着》
其实很简单，它只是讲述了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做的事——
活着，或者说更好的活着。

《活着》却又很复杂，它将人们放置在了一个充满苦难的时
代里，将“活着”最宝贵的信念，完全地剖析在人们面前:以
回忆的姿态，去深刻地体会“活着”，艰辛，本然，宁静。
就如林荫下的福贵，牵着老牛，念叨着亡故妻儿的名字，依
旧充满感情，仿佛他们从不曾远去。

文章的主人公福贵，一生坎坷波折。当所有的亲人都先他而
去，亲情的美好被死亡无情的撕碎，他以一种超乎想象的坚
毅与执著活着，没有被厄运打垮，扼住了生存的咽喉。

读过《活着》,看到福贵的亲人一个个死于病痛和意外，生死
别离剜割着福贵的心，福贵依旧没有放弃，由纨绔子弟变成
了有坚定信念的人。由主人公的信念引发了我对生命的思考，
对活着的感悟。

文中的活着，决不是无目的地延续生命，而是为了心中的信
念，将活着演绎为生命的升华，去战胜一切失败，痛苦，永
不放弃希望。

为了活着而活着。

当一个人在经历过生死困境，认识到生命的不易，当活着成
为一种信念，而非只是想着自己的功名和后人的褒贬时，人



们也许就会像福贵那样：独自一人却不孤寂，因为他能从自
然中所有有生命的东西身上找到生命的活力，活着的快乐;也
许就可以做到，对于自己的过往，那生与死的别离处之泰然，
因为活着已成为心中最坚定的信念，看透活着的真谛，不会
因生死别离而有所动摇;也许就可以做到夕阳西下，与老牛相
依的淡泊、宁静。

回到现实中来吧，文中福贵的时代早已过去，福贵的生活方
式早已不适合现在的社会，我们不可能像他那样活着。我们
应该做到保持本心，认清自己的目标，用尽全力去做真正有
益于自己和他人的事，创造自己的价值。在一切困境面前，
像福贵一样，永不放弃，为了活着而活着。

林荫下，一个瘦小的老人和一头老牛，朝着太阳，渐得渐远。

读活着心得篇五

我很抱歉，做了一个不算忠实的读者。我以极度不单纯的动
机，抱着能让我哭的怎样要死要活的'态度，来“审判”这本
书。因为他们都说这是一本关于人生，关于苦难，关于悲剧
的书。

关于人生。我对此并没有任何异议。“少年去游荡，中年想
掘藏，老年做和尚”。少年时没有羁绊，便随心所欲，恣意
妄为。此时“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中年时家道
中落，经历生死，在欲望和现实的沟壑中挣扎，有了值得牵
挂和在意的人。此时“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老年时“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所牵挂之人都做了生
命中的过客，最后只能归于寂寥。

关于苦难。我只想说每一部小说都是用文字建立起来的第二
世界，这个世界可以属于书中的人物，也可以属于把思想浸
在书里的读者，我在余华先生的这个世界里站成了一颗没有
悲欢姿态的树，但主人公福贵从未真正平静的苦难生活，让



我不安分起来，最终我并没有在这个世界站成永恒。

被欺骗而不自知，输光家产，气死父亲的福贵，被国民党抓
去当壮丁历经生死而归来的福贵。因患软骨病而死的妻子家
珍，因生产时大出血而死的女儿凤霞，因献血过多而死的小
儿子有庆，被水泥板夹死的女婿二喜，吃豆撑死的小孙子苦
根。走着走着就，家就散了。一场场来势汹涌的暴风雨，冲
走了他所有的家人。垂暮之年，身侧有的只不过是一头老黄
牛。谁也不知道，这灾祸卷走得到底是谁啊!看似可笑的情节，
却有最真实的感情以及最苦难的生活。我说的苦难是指生活，
而不是人生。因为人生太大，不能妄断。

关于悲剧。在把兵荒马乱的万千思绪安抚在一页白纸之后，
骤然而起的“感同福贵之身受的悲痛”又骤然而落。木心说
过：如果顿悟不置于渐悟中，顿悟之后恐有顿迷来。是啊，
悲痛不在己身，感同身受只不过是所谓的悲悯，片刻而已。

白纸上仅仅是一张人物关系导图而已，红笔划掉死者人名之
后，却显得尤为悲壮。如若真不算上那头老牛，福贵就真真
正正的是一个人了。按道理它不该不算啊，!这样，我又安下
心来，雄赳赳，气昂昂的为接下来的文字铺平道路。对于接
下来所写出的一切，理由十足逻辑到位，便都可顺利出现了。

我也不管我是否真会读书，是否真的品到本书真味。但于千
千万万字中，我只看到一句话福贵对“我”说的，“我全身
都是越来越硬，只有一个地方越来越软”。所谓悲剧，想来
也乏然无味，仅此而已。

我有对于悲剧有异议，是因为我觉得他“惨而不悲，就不为
悲剧”。

后来我就懂了，读书的意义是读书本身。悟你所读到的东西
就够了，活着的意义便也是或者本身，不为外物，不被外人
悟。



他们认为福贵在与于命运负隅抵抗，最终被命运屈打成招。
呼到：好一个悲剧。其实《活着》讲述的只是一个人和他的
命运之间的友情。余华说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
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他们
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士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又一起化作雨水
和泥土。

世间的悲剧本没有那么多，换一种温柔得说法，就是：所有
得悲剧都不完全。人心敏锐精明，将悲剧解说的精通，生要
揪出所有苦难，可却丝毫未察觉那总处在向阳面的美好。活
着的悲剧大抵也不过如此了。要知道，面具既可伪装，亦可
美装。所以，有的面具是不可以撕掉的，撕了就有点较真的
意味了。和人间不值得硬碰硬，就太不值得了。

余华先生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大笔墨铺叙。让我们知道，原
来福贵苦苦的一生有甜甜的家珍啊!她说，“我不累”。她说，
“我也不想要什么福分，只求每年都能给你做一双新鞋。”
她说，“福贵，我不想死，我想每天都能看到你们。”若他
在生命的尽头，回想曾拥有一双乖巧孝顺的好儿女，定是含
着笑的。这么说来，悲剧其实是用来自我评价的，用它来评
价他人，这样就显得太单薄了。

故事的开始，福贵好好活着，活得光亮且油腻。故事的结尾，
福贵好好活着，活得清楚且明白。这时候你便可以说他活
得“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