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生活着读后感(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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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
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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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活着读后感篇一

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他的力量不上来自于
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
的责任，去忍受显示给与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作
为一部作品，《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
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互相感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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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又一起化作雨水和
泥土。

福贵,这个曾经风光一时的富家少爷因为年轻时无所顾忌的胡
闹和为所欲为毁掉了自己和家人一生的幸福。他终于在贫困
中觉悟,也许那并不算迟。可厄运的阴影一直追随着他的脚步,
残暴地夺走每一个与他有缘的人的生命,毫不同情。他的父母
在家境败落后相继死去,伤痛还未平复,与自己同甘共苦的妻
也离他而去。最后,连他唯一的孙也没有逃过死神的魔掌,只
剩下他一个人孤独地活着。

福贵亲手埋葬了六个至亲至的人。不知是命运对他的特别眷
顾或是另一种惩罚,他活了下来。在历经了那么多另人难以想
象的苦难之后,他学会了忍受,忍受生活的重压。他只是很单
纯地为了活着而活着。

正如一条颠簸在大海中的航船，始终会在浪尖与谷地起伏一
样，前行在写作之路上的作家们的创作状态无疑不可能稳定



如一。余华也不例外。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在1995年前
后，也就是在那篇《活着》的创作前期，余华的文学创作进
入了一个很微妙的时期。

首先，我们跨越对经过和原因的猜测和臆断，把目光直接投
向1997年，我们会发现余华在那一年做出的一个对中国先锋
文坛不啻为一个噩耗的决定：放弃先锋试验。然后我们再回
眸身后。这时候就会发现，那实际上在1995年就已经是注定
的事情了。这一年，另外两个著名的年轻作家苏童，莫言也
作出了类似的决定。余华的告别先锋小说的宣言是："我现在
是一个关注现实的作家"而这时恰恰是他继《活着》之后，另
外一个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杀青不久。那么就让我们
稍微关注一下这后一部被作者声称为"关注现实"的作品。实
际上，它与余华早期作品之间相当明显的变化。或者说，我
们会惊异地发现这篇文章与余华早期的《在细雨中呼喊》完
全是两种样子。

那么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1995年，就会发现余华的唯一兼有
现实主义文学和先锋小说特征的作品，就是那篇轰动一时的
《活着》。这样说来，《活着》应该是余华创作的一个过渡。

从这个角度说，《活着》是作者在自己进行先锋性文本创新
枯竭的时候，寻求出来的一条出路。不过作者自己恐怕不同
意这样的观点。从作品本身看，尤其是在作品的前半部分流
露出来的很大的随意性可以看出，《活着》不是一部在构思
完全成熟后才开始创作的作品。余华有可能象孩子信手涂鸦
一般写下一个开头。

大学生活着读后感篇二

他是一个出身良好的富家子弟，但却因为赌博，而输光了祖
上留下的一百多亩地，把祖祖辈辈住的大房子也抵了出去。
他的父亲因为儿子的不争气，气得病重，最后因为从村口的
粪缸上掉下来而摔死。自此，他从一个富贵人家的少爷变成



了一个要从别人手中租田的佃户；他开始有悔改之意，便想
踏踏实实地用自己的双手养活一家人。

他的母亲也老了，最后病重。他的妻子拿了几块银圆让他去
城里请郎中。可郎中没请成，却被一个国民党的小小的连长
逼去拉了大炮，成了一个没天都不知自己能否见到明天太阳
的炮兵。

炮兵的生活是艰苦的，他们的粮食都要争抢着吃。好在认识
了两个朋友，生活也就不会太过乏味。

他们这一连的炮兵从不打仗，却也每天有成批成批的人死去。
好不容易他和他的另一个朋友春生捱到了全国解放，他领了
共产党团长给的盘缠，踏上了归家的旅途。

他回家了。在这两年玩命似的时间里，他无时无刻不想着这
个小茅房。他看见了他的女儿、他的儿子，还有他日思夜想
的妻子。当天晚上他夜不成眠，搂着妻子在门口看着星星想
了一整夜：我回来了。

悲惨的生活从此开始。

他的母亲在他离开的两个多月以后就死了，现在他要和妻子
一起养活两个孩子。可是他的儿子徐有庆毕竟要读书，家里
的口粮就成了问题。他的女儿徐凤霞因为小时发高烧，留了
后遗症，从此变成了聋哑，不然到了出嫁的年龄不会没人来
提亲。因此，他和妻子商量把女儿送人。

他的妻子虽然不舍，却也被生活逼迫，把女儿送给一个老夫
妇那里干活。他的女儿偷偷跑回来了，可他送女儿回城里，
就快到时，他却忽然心疼他的女儿了：他的女儿很懂事，他
不舍得送人。于是，便背着女儿回家。当晚，他告诉他妻子：
"就是全家都饿死，也不送凤霞回去。"



他们一家靠者微薄的收入，艰难地生活着。虽然贫穷，但他
始终不抛弃人性中最使人温暖的那一面。

可是，噩耗却紧接着传来。他的妻子得了当时无法医治的软
骨病，渐渐地干不动活，又变得走不动路，最后连一根针都
拿不牢了。他的妻子本以为她会先行离开家人。但没有想到
的是，他们的儿子才10岁，小小年纪便魂归西天。

他们村的县长的妻子因为生孩子时大出血，急需输血。但却
没人的血型对得上。碰巧，他的儿子的血型正好相同，于是，
医生便开始抽血。本来现在未成年人是不允许献血的，且献
血的血量有一定的限制。可是当时的医生是极度不负责任的，
可以说是根本没有道德。这血一抽上就停不下来了。他可怜
的儿子徐有庆就这么被活活地抽干血，死了。

埋了他儿子，他始终不敢告诉他妻子。但最后他的妻子还是
知道了，哭得伤心欲绝。时间是治愈心病的最好良药，渐渐
的，想起他们的儿子也只是悲伤一下了。他们便开始烦恼怎
么才能找个好婆家，把他们的女儿嫁出去。终于，在同村村
民的帮助下，他的女儿凤霞嫁了个好丈夫。女儿虽然是个聋
哑，但他的女婿仍是十分疼爱他的女儿。不久，他的女儿就
怀孕了。

这本事一件喜事，可似乎到了他们家就成了丧事。他的女儿
分娩时，却也因为大出血，而永远离去。

女儿生了一个男孩。他的妻子看着她的外孙这么可怜，刚出
生就没了妈，便给这个男婴起名为"苦根".

真的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啊，他的妻子原以为自己快要死了，
却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女双双在自己前面死去。不久以后，她
也撒手人间。

他的女婿自从他女儿死后，就把苦根当命看。他的女婿是个



搬运工，天天上工都背着苦根。好了，等到苦根会说话、会
自己走路、自己玩的时候，苦根的父亲也丢下他命归西天了：
他的女婿是被两跨水泥板活活压死的，整个人被压得扁平，
成了一摊肉酱！

他就承担起了养育小外孙的责任。

苦根一天天长大，也渐渐懂事，会帮他外公做一些田里的活
了。这自然让他十分高兴。可天不尽人意，苦根有一次发高
烧了，他却浑然不知，等到烧得厉害了，才知道，他的外孙
生病了。当时家里多穷，跟本没钱买药。听说姜汤可以治感
冒、发高烧，他便去弄了碗姜汤来。可有觉得这样太苦太辣，
就又向村里人借了一点糖。本来要还，别人知道他家的处境，
可怜他，也就叫他算了。

外孙喝了姜汤自然好了许多。他就为自己原来外孙生病了都
不知道而感到内疚。于是煮了一大晚豆子放在桌上，还放了
点盐。他可怜的小外孙，就因为这么一碗豆子，而活活被撑
死！

自此，这么一个贫困的家庭就破裂成如此，全家就只有他一
个人还活着。

于是他买了一只原本要宰杀了的老牛做伴。"两个老家伙"就
这么过着平凡的生活……

如果有人遇到了如此的人生待遇，想必他一定是不愿在回首。
可这位老人却依旧如此详细得同作者娓娓道来，仿佛在活了
这么一段人生。

且不说这个，许多人，遇到一点生活的挫折就喊"活不下去
了"，更何况是老人遇到的这种艰难：亲手埋葬了自己所有的
亲人。可老人依旧活下去了，而且活得充实、快乐。所以我
们遇到的所有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我们不可能要做一只胆



怯的蜗牛。

想必，这就是作者余华所要告诉我们的人生道理。如同书
名——《活着》。

要知道，活着，就是在创造生活。

大学生活着读后感篇三

如果说活着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存在，那除了生命还有什么是
我们存在过的意义呢?我们活着享受自己的生命，我们把生命
过得像那么一回事，用自己的方式定义生命！

如果身边的人一个一个先离开我们，在出乎意料的时候。那
么，在他们离开后我们用什么去永远的记住，是否一个人死
去后就真的没有了，那些离开的我们爱着的人我们是不是该
代替他们更好的活着。活着如果过得孤独，那么是否还要选
择活下去。也许现在的我们轻视的生命，是那些挣扎在生死
线的人所奢望的未来。不知道从何时起只有死亡才能唤起人
性，才能唤起敬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人们用生命去抗
议，挽回自己的权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生命成为附属
品，只为证明愚蠢无知的爱情！

在看完小说《活着》之后，我才稍微明白生命的厚度。主人
公福贵在曾经是个不管世事的公子哥，年轻的他败掉了家中
的田产和房子，气死自己的父亲。那是的他和现在的许多人
一样对生命没有任何定义，直至生活落没，母亲因得病没钱
医治而死，儿子为县长老婆献血而死，老婆因生活贫苦病死，
就叫女儿也因生孩子而死，女儿为他留下的唯一外孙也因为
饥饿而吃豆子给撑死啦！人一生最痛苦的，我想莫过于陪伴
你的亲人一个一个的离开消失，而你只能目送着他们一个一
个离开。仿佛在福贵的心中，他的家人并没有真正的离开，
他们把生的意义交托在福贵手上。每次看到福贵一人在田间
伴着老牛耕作，嘴里还念着“家珍、凤霞、有庆”的时候，



眼眶总会涌出泪水，中国式的活着不是咆哮，不是挣扎，而
是默默忍受。

这个曾经的阔少因为年轻的无所顾忌和为所欲为毁掉了自己
和家人的幸福，又在而后的岁月，用自己的双手亲手埋葬了
六位亲人。这到底是老天对他的眷顾还是惩罚。而他自己总
在床头放上十元钱，村里的人都知道那是给替他收尸的人的，
他们也知道福贵在要和他的亲人葬在一起的。活着的背面其
实就是死亡，就算最后留下的只有福贵一人，对于死亡他没
有恐惧，也没有期待。他只是准备着。

生命正如吃饭睡觉一般平常，如果没有出生的喜悦，没有死
亡的痛苦，也许生命真如凡事一样平常。正因为人们敬畏生
命，才害怕生命终结。

来源：网络整理免责声明：本文仅限学习分享，如产生版权
问题，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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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活着读后感篇四

周日晚上，我花了3个多小时，一口气读了一本爸爸的小
说——《活着》。

合上书以后，我有一种很难受的感觉，想哭却哭不出，说他
们可怜但好像又不可怜。

余华是在一位名叫福贵的老人身上，用第一人称叙述其看似
悲惨的一生。地主家儿子福贵好嫖、赌，花光了家里所有的
钱，在还债路上又被抓去当兵，误当成了国民党。几年战争
后，死里逃生，逃出来回到家，发现父亲已经死了。接下来
女儿因发烧耽误医治也变成哑巴了，原本好好的一个家变得
支离破碎。随着时间的推移，女儿风霞、老婆家珍、女婿二



喜、还有外孙苦根也相继遭遇不幸，这一大家子最后就剩福
贵一个人了，最终跟老牛相依偎。

以多数人的想法看来，他最后的命运一定不是疯就是自杀。
可福贵依然乐观地活着，因为他想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也是
全书的亮点所在——活着就有希望。

这本书的作者是余华，本应是余华在讲述福贵的故事，应该
使用第三人称，可作者采用第一人称，让人觉得更加真切，
更加理解书中的我，在历经世间沧桑和磨难之后的坦然。

家人一个接一个相继去世，富贵被一次次的打击，这里面，
不仅有活着的真正道理，还有对世界的乐观态度。

他没有抱怨、仇恨，而是认认真真地过好每一天。抱着乐观
的态度活着，这才是“活着”的真理。

活着本身就很艰难，延读生命就得艰难地活着，正因为异常
艰难，活着才具有深刻的含义。没有比活着更美好的事了，
也没有比活着更艰难的事了。

活着，就够了。转载请注明

大学生活着读后感篇五

第一次接触《活着》这本小说，是在今年暑假。那时我看完
书，百感交集，顿时觉得余华过于残忍，他就这么让故事中
的人物一个个死去，只剩福贵一人。我读《活着》，思考
了“何为活着”“为谁而活”“活得幸福”“活出色彩”四
个问题。下面就依次道来。

何为活着

福贵原本是个富家少爷，后因嫖赌输光家当，面对亲人的不



离不弃，他顿时悔悟。然而造化弄人，他的妻子得病而死，
儿子被害致死，女儿难产身亡，女婿事故死亡，最后孙子也
不幸夭亡。这悲剧接二连三地发生，独留命大的福贵一人活
着。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人啊，从你拥有生命的那刻
起，你就必须活下去，去承担生命赋予的责任，为了活着而
活着。

为谁而活

看完《活着》，我明白人生最痛苦的事莫过于看着亲人一个
个离“我”而去，“我”却束手无策，徒留自己孤零零地活
着。我不知道如果我是福贵，我会不会选择继续活着。我经
常思考，人为什么活着?但我总不能得到答案，借用书上的话：
“人应该为活着本身而活着，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
所活着。”

当今社会，有太多的人一生只为追名逐利，为了钱与权，他
们不惜互相残杀，不择手段；也有太多人怨天尤人，埋怨命
运的不公，对人生不抱希望，选择了断生命。而我认为：生
命是值得珍惜的，人必须明白为谁而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
下都要为“活着本身而活着”。

活得幸福

何为幸福?对《活着》中的福贵而言，一家人开开心心地生活，
哪怕天天粗茶淡饭，也是幸福。从前的我总是认为家庭物质
富裕，譬如住上豪宅、开上名车，饭桌上即使没有山珍海味，
也得有鱼肉鸡鸭才有幸福可言。读完《活着》想想，觉得自
己以前的想法实在过于肤浅。

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我才发现自己一直被幸福包拥着。每
天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围着圆桌吃饭，何尝不是幸福?课后同学



们一起谈笑风生，又何尝不是幸福?原来，我一直拥有幸福，
活得很幸福啊。

活出色彩

一个人活着，应该活出生命的价值。《活着》中福贵面对家
庭的变故，选择贫困潦倒地过完一生。这样的小说结局是我
倍感惋惜的。当我们面对挫折，只要一线生机尚存，我们都
不应言败，而要重拾斗志，与命运坎坷抗争。

活着就是一切，活着就是任务，活着无需理由，因为活着本
身就是一种理由。记住为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而坚强活着，
活得幸福，活出色彩！

来源：网络整理免责声明：本文仅限学习分享，如产生版权
问题，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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