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许三观卖血记读书感悟(实用5篇)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
得感悟，通过写心得感悟，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那
么心得感悟怎么写才恰当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心得感悟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许三观卖血记读书感悟篇一

许三观，一个平凡之极的丝厂送茧工人，在那个动乱的岁月
里，为了一个个理由，而这些理由的根源就是为了他的家庭
能够存活下去，一次一次不得不去卖血来维持生计。当他的
非亲生儿子得了肝炎去上海治病，他竟一路卖血，在短短一
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卖了四次血。在大冬天一个50多岁的老头
用碗舀着河里冰凉的水一口气喝了八碗，卖了血后在避风的
墙角晒太阳依旧瑟瑟发抖的镜头让我心酸不已。

在这一场场卖血场景的背后，我看到的是一个凡人作为父亲
的义无反顾而承担的巨大责任。他用这最原始最根本的生存
方式——卖血，在苦难中顽强的生存。他用卖血来抵抗生命
中的苦难，丈量苦难的长度和强度，我从他的身上看到了眼
泪，温情，坚强和不服输的精神。面对苦难和悲剧性的.命运，
活着比死去更需要勇气。在这里余华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
问题，苦难和不幸无处不在，直面苦难才是最合适的解决方
式，要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

如果说滚雪球层层积累的主题仿佛命运由缓至疾的敲门声，
预示着某种出人意料的重大问题的逼近，那么，钟摆式的往
复则意昧着一种宁静、祥和、忍耐和达观的人生态度，这就
是活着。在众多苦难面前，许三观始终有一种幸福感。在胜
利饭店“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酒要温一温”成为了他卖
血人最大的满足与幸福。



感叹自己这辈子还是生活在好时代，没有经历粮食极其缺乏
的荒年，没有饿到只能喝粥的地步，生活无论是环境还是条
件都大大的进步，但也阻止不了对他的精神的欣赏，欣赏那
直面苦难的担当，欣赏那种亲人间团康的氛围，欣赏那简单
的快乐，是实实在在。一顿猪肝配黄酒的饱足感，几张几十
块钱的富裕感，那就是满足与快乐，可以追逐的充实的满足、
快乐。而现在，我们这代人的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一种是
毫无念想的虚废，一种急功近利的索求，但相同的是我们已
经没有人在意奋斗，当担，跨越苦难的意义，而是金钱的万
能性，在金钱中生长，在金钱中灭亡。

许三观卖血记读书感悟篇二

从《活着》到《许三观卖血记》，余华的作品带给我的从来
都不是震撼，他的文字三言两语，总是很简单，每个字眼都
显得特别朴实，但把它们堆砌在一起，却能给人一种无法言
语的压抑感。这种感觉我无法精准的描述，就像夏日里的空
气，一动不动的闷在那里，挥之不去。
《许三观卖血记》是余华1995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采用
的是一种客观的叙事方式，没有细腻的心理活动，也没有细
致的刻画所处时代的生活困苦，而是采用第三方视角，简洁
平缓的语气讲述了一个平凡小人物，丝厂送茧工许三观在社
会生活面前的选择，挣扎和担当，整篇下来除了历史背景的
难过和无奈，更给人温情和希望。
许三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无知，认为卖血可以使身子
骨更结实，卖血前要喝八大碗水；他好面子，卖完血后要装
作熟客般“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黄酒温一温”；他顾家，
对妻子许玉兰是真的疼惜，对儿子更是疼爱，对家庭更有一
份担当。
他是一个矛盾体，正因如此，才塑造了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
的人。
他一生卖过十二次血。
第一次是出于好奇，跟着跟龙和阿方去卖血，并用卖血的钱
添置了家具，迎娶“油条西施”许玉兰。



第二次是卖血赔钱给被一乐打伤了的方铁匠的儿子，一乐并
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第三次，一半是为了报复许玉兰（或者说是寻求一种平等），
一半是为了补偿暗恋对象林芬芳。
第四次是大饥荒时期，为了能让家人吃上一顿好的，卖血去
胜利饭店吃面条。
第五次是因为下乡当知青的一乐生病了。
第六次卖血是二乐所在生产队的大队长来了，为了给二乐拍
马屁，卖血大设宴席。不久之后，二乐背着病重的一乐回来，
为了救一乐，许三观一个上午借了63块钱，他一边要许玉兰
护送一乐去上海，一边再次找李血头卖血，可李血头不理他。
他只好拼死一搏，设计好路线，在六个地点上岸，一路卖血
去上海，这一路下来几乎要来他的命。
第七次在林浦；第八次隔了三天在白林；第九次隔了四天在
松林，卖完就晕倒了，卖了400ml血的钱，在医院抢救输
了700ml，白买了两次；第十次，和来喜来顺在黄店卖；第十
一次在长宁……赶到上海，一乐在恢复中。
最后他想自私一回，却被告知，他太老了，血没人要了，伤
心的哭了起来。
他的每一次卖血，几乎都是为了家人能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活
下去，卖血是在生活困顿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得救命稻草。即
使是最后一次发现血没人要时，更多考虑的是万一家里有急
用他没办法筹钱。
最后还好是一个圆满结局，身体健康，老伴犹在，儿子幸福，
让那个荒谬的年代，荒谬的一代人，有了色彩。
人生而渺小，人生而伟大。

许三观卖血记读书感悟篇三

昨天读了一天《许三观卖血记》，没有读完，今天早上刚读
完。本想昨晚熬夜就把它读完了，还是熬不过眼睛的酸涩。



读余华写的书总是有种忐忑的心情，总是害怕在下一个情景
他会让某个人死去。当读到这本书的最后，我纠结的心才一
下子松了下来，是为这种结局而高兴，却又高兴不起来，因
为主人公所经历的那些苦难也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在这个
许三观身上我看到了一种责任，他从来不推卸，他要用卖血
换来的钱来肩负起这种责任。他为和他上过床的邻居卖过血，
他为老婆卖过血，他为全家的糊口卖过血，他为不是自己的
亲儿子卖过血，他为这个非亲生的儿子隔三天又卖一次血，
隔了五天又卖一次血，以至休克差点死去。他可以牺牲自己
的生命，去捍卫对儿子的父爱！当他最后想为自己卖一次血
的时候，医院嫌他太老，已不再喜欢要他的血。

他只想吃一盘炒猪肝，喝二两黄酒，酒要温一温的。这是他
吃到的最奢侈也最幸福最快乐的一顿饭。随着时间的走过，
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完成了自己承受的责任，他是幸福的，
这幸福里有太多的苦，可他还是幸福的，因为这幸福里有太
多太多的苦。

在读完这本书之前，心情很忐忑，总是害怕在下一个情景主
人公会死去，在我合上书本的那一刻，我深深的感到许三观
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大好人。温饱、房子、女人、传宗接代，
这便是一个男人终其一生所要追求和完成的目标吗？这便是
像许三观这样的男人一生所谓的最完整也是最完美的生活轨
迹吗？也许是许三观的命吧，他一共卖了11次血，有好几次
都差一点把他自己的命给丢了，但他每一次卖血都是为了别
人。

在饥荒年份许三观为了能让孩子和老婆吃上一碗阳春面，就
去卖了血，但是那种狭隘的爱又让他不舍得用卖血钱买一碗
阳春面给一乐吃，三观觉得卖血钱给别人的孩子吃心疼得慌，
这是一个典型的小市民心理。但是当一乐离家出走，深夜不
归时，他那朴实的爱又让他去寻找一乐并用自己卖血的钱给
他买了阳春面。



孩子们大了，三观老了，白了头发掉了牙，他已经十一年没
有卖血了。三观的人生说不出来是一种什么味道。三观终于
想为自己卖一次血了，他想吃一盘炒猪肝喝二两黄酒，新来
的血头说三观的血“死血比活血多”，任三观怎么说都不买
他的血。到了医院，医生说他的血只能卖给油漆匠漆家具，
可对于他来说卖血已成为他度过生活难关的唯一办法，无法
卖血让他感到自己的人生走到了尽头，他坐着，哭了。三观
心里面的滋味我一时还不是很清楚，但我觉得是三观没有了
依靠，他的血血头不要了，家里遇到天大的事情都是自己卖
血硬挺过来的，如今他的血没人要了，他的心里是悲？是叹？
是伤……纵观全书，三观从结婚到婚后各个难关都是靠着卖
血的钱来完成的，还有一点就是看《许三观卖血记》的时候，
我总怕他得艾滋病，中间觉得许三观几次都要死了，心里面
悬着的那根线一直被作者牵着。

是的，许三观的一生可以说是传奇的一生，经历了那么多次
的卖血都可以让他享有花甲，这也实在是他的命。他的人生
取向就是为了——安慰生活，宁愿卖血。他只是按照一种习
惯了的生存方式盲目地生活，面对生活中不时从天而降的灾
难，没有避让、选择；对自己的艰难处境，没有抱怨、抗争，
更没有企盼和希望，只是靠本能在生活的泥沼中扑腾。他没
有思考过灾难缘何而来，没有思考过灾难背后深层的社会现
状，对灾难只剩下无奈的屈从和麻木。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
期，卖血被认为是一种缺乏尊严的行为，但是许三观的每一
次卖血，都是他的生命和别人的生命融合的过程，所以你能
感觉到他身边的人，他圈子里的人，都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这才是生活，这才是有感情的生活。

许三观卖血记读书感悟篇四

我们平时应该加强读书，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的知识深似
海，它们一直在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因此养成一个良好的阅
读习惯能够不断的为自己充电。我们一起来写写关于读书的



心得吧。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许三观卖血记读书心得”，
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小说是以刻画人物为中心，通过细节以及环境描写来反映社
会生活的一种文体。没错，《许三观卖血记》便是当时社会
的简单缩影。

这个社会里，苦难与温情共存，黑暗与友爱交替。小说的描
写，让我重回到了那个社会，去见他卖血之后憔悴的面容，
去体会卖血背后的心酸与喜悦，去体会悲悯之情与人性光辉。

这本书描绘了许三观从二十岁左右到将近六十岁所经历的社
会变化。书中的文字就似一条绳子，把我们拉回那个时代，
当时生活可是真苦。包含着历史那段沉重的记忆，天灾人祸
所导致的大饥荒和一次文化精神的大浩劫。1958年的人民公
社、大跃进和全民大炼钢铁运动被概括的淋漓尽致。

“三个孩子喝完了玉米粥，都伸长了舌头舔起来了碗，舌头
像巴掌似的把碗拍的噼啪响。”和许三观的抱怨“这苦日子
什么时候才能过完?小崽子苦得都忘记什么是甜，吃了甜都想
不起来这就是糖。”不难想象，人们当时的生活是多么的艰
苦，物质生活是多么的匮乏。为了改变这现状，他又一次的
走上了卖血的道路。

许三观，一个普通的市民形象，是家中的顶梁柱，承担着养
家糊口的责任。他靠着卖血度过了一个个难关，战胜了命运
强加给他命运的枷锁。确实他这11次的卖血不都是因为生活。
第一次是因为好奇，证明自己身体结实，同时也掌握了一些
卖血的方法与技巧 ，这为他以后的卖血埋下了伏笔。从此他
与卖血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整体上表现出人性美与善良。当
他得知自己最喜欢的一乐不是他的儿子时，很愤怒，自己给
何小勇白白养了九年的儿子，当了九年的王八自己却不知道。
当一乐打了别人，要求赔钱时，他想把一乐送走，可小勇就
是不认，许三观出于无奈又去买血，且继续养着一乐。在大



饥荒时，他又次买血，可是当他带领家人去饭店吃饭时，把
一乐自己丢了下来，说，我卖血的钱可不能花在你身上，你
又不是我儿子。但当一乐长大后，去农村插队，得了肺炎，
二乐背着病重的一乐回来时，为了救一乐，他设计好路线，
在六个地方登岸，“一路卖着血带一乐去上海治病”，这连
续六次的卖血几乎要了许三观的命其中就有一次，因失血过
多而导致昏迷。四十年后，当许三观一家不再缺钱的时候，
他想起了卖血，当他的血不再要时，他哭了“四十年来，每
次家里有灾祸，他都是靠卖血度过的，以后没人要他的血了，
家里有灾祸了该怎么办呢?”

除了许三观，我最欣赏许玉兰，许玉兰在家里其实也是不可
缺少的一个角色，少了她，家就少了一份温暖。她是婚前很
会花钱人，当然是花别人的钱，但是婚后却是一个勤俭持家
的贤妻良母，虽然她也会坐在自己门槛上哭天抢地骂许三观。
但她真的很会过日子。她会把许三观的新手套攒在一起给孩
子织毛衣，他会大声地对菜贩砍价还不顾菜贩的脸色淡定地
挑选每一颗菜，她还会在荒年来临之前就每个月积攒一些粮
食，她会在最后许三观只想吃炒猪肝喝黄酒的时候大骂几个
儿子的不孝顺，挽回丈夫的尊严。总之，许玉兰是个好妻子
也是一个好母亲，尽管在结婚时她犯了禁忌，但是也磨灭不
了她为了这个家而付出的青春与快乐。

许三观在生活的压迫下一路走过来的，路上有心酸有快乐，
也因为这些心酸和快乐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生道路。当然
还有千千万万个像许三观一样的家庭正在人生路上不断的前
行着。

这是一份历史，试图唤起更多人的记忆。

故事诉说着那个年代人们生活的情形，那么艰难，可是他们
依然挣扎着坚持着。我一度以为过不去了，可是后来希望又
来了。



方铁匠过来抄家的时候，大饥荒一家人饿得面黄肌瘦的时候，
一乐重病的时候…那么多艰难的日子，一家人也这样挺过来
了。

忽然想起，许三观和他儿子的名字有个美妙的组合，或许这
就是暗示。

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是许三观用嘴给全家人炒菜的时候。大
饥荒，一家人喝的粥越来越稀，为了减少体力消耗只能躺在
床上。许玉兰在他生日这天特地煮了放糖的粥，孩子们却忘
记了甜的味道。他心疼孩子，于是在带他们在想象中做饭。
说实话，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感觉又好笑又感动，他们都在
不停吞口水抢菜吃，我也是。

许三观在故事中掉了很多次眼泪，他的女人也是。一直不认
为掉眼泪是什么可耻的事情，谁都会有感情，谁都需要宣泄。
当他家徒四壁，当他思念死去的爷爷和四叔，当他想起阿方
和根龙，当他认为一乐死去了，当他的血再也卖不出去…这
个男子汉一把又一把的眼泪，可是后来所有的困难都能过去
不是么，他们总是说，好日子会来的，只是时间问题。

眼泪只是一个情感的出口，所需要的，依然是泪水背后的那
一种坚强，是泪水过后的那一份信仰和坚持。

这一份即兴的流水账，姑且把它叫做，读后感吧。

《许三观卖血记》讲述的同样是一个普通人“活着”的故事，
相对于《活着》而言，这篇小说留下了更大的叙述空间，它
着重表现人物的人性内涵，而不仅仅仅是命运对人物的压迫。

《许三观卖血记》从某种好处上说仍然承续了《活着》的基
本主题——生命的受难本质。所不同的是，《活着》里的福
贵应对一次次无情的死亡打击仍然要顽强地活下来;而《许三
观卖血记》里的许三观应对一次次生活的难关用鲜血开始了



漫长的救赎。

对许三观来说，他对付世界的唯一方式就是“卖血”，但每
一次卖血在余华笔下却又有着不同的人生内涵。余华许三观
卖血记读后感。血在中国人的生存观念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血与生命几乎处于等同地位，本质上，血是“生命之源”，
但许三观恰恰以对“生命”的出卖完成了对于生命的拯救和
尊重。

许三观共有十二次卖血经历，除了开始和结尾的两次外，在
剩余的十次卖血过程中，有七次是为了一乐，一次是为了二
乐，一次是为了私情，一次是为了全家，其卖血的结果，也
都基本上到达了许三观的预期效果。

他的血越卖越淡，但他的生命力却越来越强盛，他的血是为
家庭、为子女、为妻子而卖的，他的生命自然在他们身上得
到了延续。小说的关键在于，许三观先后用七次卖血来拯救
一乐，但一乐并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妻子与别人的私生子。

在中国这个十分传统的国家里，妻子的背叛使丈夫丧失了男
人做人的尊严，在道德观念的驱使下，许三观决心用自己的
鲜血供养“别人的儿子”，显然需要经受身体和心理的双重
考验，承受内心的巨大煎熬。

许三观的卖血行为不仅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商业行为，他的血
也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商品的血”，卖血与施爱的过程超越
了父与子的伦理范畴。在这种伦理冲突中，许三观仍选取了
为一乐卖血，足以体现了伦理温情的力量。

许三观卖血记读书感悟篇五

自从完整的看了余华先生的《活着》之后，系统就时时推荐
这本书，虽然一直在书架里，但最近才开始认真地读起它，



中间由于未解锁原因暂停了三五天，说实话这个书名自己不
太喜欢，因为乍一看，会让人失掉想要读它的心，觉得故事
应该是有些惨痛的!

但怎么说呢，凡事都有利有弊，仅仅一个书名也不例外，的
确也是因为题目就是如此直截了当，才不至于让你对于故事
情节和结尾太过失望。

记得故事刚开始时，许三观还是个青年，那时候他完全没有
想到接下来的这几十年的人生都要和卖血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果知道如此，我想他一定不会有第一次去卖血时的骄傲感
和兴奋。

一开始听说只有卖血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许三观也觉得
不可思议，但是只是过了不多时间，他就决定他要成为那样
被人称为真英雄的人的其中一个，所以他毅然开始了他的卖
血生涯，没想到的是这样的事情居然还要走后门才能有机会，
果然这个世界上没有容易的事儿，无论做什么都要付出代价，
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

好在他的第一次是值得的，他有了钱，并且用这些钱娶了媳
妇儿，这必须得说说许三观的生活观了，哪怕他是个粗人，
但是他有目标、有实现目标的魄力，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和胆
识娶到了全镇最漂亮的油条西施，即使那个时候油条西施有
了心上人，但是许三观谁服了老丈人，所以他成功了。

生活当然充满重重挑战，拮据并不是最严重的，省吃俭用、
拼命攒钱十来年才能置办齐全一个家的所有家当，可想而知
其中的不易，好在有三个儿子跟在_后面他才会有使不完的劲
儿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辈子还不清的就是他们的养
育之恩，但是当他知道自己养了九年的大儿子居然是别人的
私生子的时候，他不出意外的崩溃了，这是人之常情。

人的愤怒是不分年龄大小的，哪怕他只是个不到十岁的孩子，



他把对让他出丑的男人女人的恨意加在了孩子身上，但是令
我意外的是如此不堪的事情发生，他对待妻子的态度着实算
不上恶劣，只是整日发牢骚，挂在嘴边的埋怨永远都不会太
让人痛心，可见十年来他跟妻子是有感情的，在那种苦日子
下培养出来的共苦的情感就像是她是自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样，人才不会去过分的怪罪自己呢。

当一乐打人出事之后，许三观当然是很正常的表现，要他去
找自己的亲爹拿钱，但是当发展到最后，债主把家里都搬空
之后，他时隔很久之后去卖了血，不禁有些心疼这个偶尔会
骂脏话的男人，一个家，一个两人拼命维持了十年才算得上
过得去的家，一夜之间被搬空了，我想更加空落落的是他的
心，所以他不在乎一乐是不是自己的而已，他只在乎要把家
里的东西拿回来，我想可能有太多的人不理解这样的做法了，
你会说：“管他呢，反正不是你的儿子，东西没了也没关系，
反正不是因为你”，但是一个男人、一家之主的担当就是如
此，有担当的人只会考虑想不想做，不会去考虑应不应该的
问题。

原来感情并不一定都是靠血缘来维系的，一乐知恩图报，在
他心里，他永远认定许三观是他的亲爹，哪怕从妈妈口里证
实了事情的真相，他还是有自己的想法，知道该做什么，当
然这爷俩最后是各种感人肺腑的宣布，之后他们就是亲父子。

生活就是这样，逐渐好起来之后，儿女就要各奔东西了，这
是每个人长大都必须经历的过程，任谁都无法逃避，为了让
孩子们成长的更好，父母宁愿少见他们几分钟，就是希望学
成归来能够更好的更加长久的在一起。可惜一乐得了肝炎，
二乐工作没着落，许三观开始疯狂卖血，他要救大儿子的命，
要挽救二儿子的前途，接连一个月卖了四次血，在去上海的
路上差点命丧黄泉，好在他坚持了下来，一家人其乐融融地
生活在了一起。

但是当家里生活已经不需要他靠卖血来维持的时候，许三



观——一个将近六十的老人，居然要再卖一次血，因为是第
一次真正自己想去卖血，几十年了，他为了妻子，为了孩子，
为了生活，但是从来没有为自己过，所以他想实现这个愿望，
可是当有人告诉他因为太老了不能再卖血的时候他居然绕着
大街边走边哭，因为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我想可
能是他内心深处无比畏惧死亡的到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