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活着读后感 活着读后感精彩(模
板10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当我们想要好好写
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这里我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
了解一下吧。

活着读后感篇一

主人公名为徐富贵，是一个地主家的阔少爷，但因为沉迷赌
博输光了家产，气死了父亲，他自己也沦为佃户，与妻子家
珍及一儿一女艰难度日；战争爆发后，富贵不明不白地被抓
去当了壮丁，幸运的是他在枪林弹雨中活了下来，回到了家
乡；解放后没有过上几天安生日子便又开始了大跃进，生活
虽艰难却也能够维持，可却不料儿子有庆意外早夭，富贵与
家珍悲痛欲绝；到了六十年代，那个时期开始了，富贵的战
友春生被批斗，女儿凤霞找到了好婆家却因产后大出血惨死。
在电影的最后，富贵与家珍都已年老，与女婿和外孙一齐活
了下来。

从技术层面来说，电影改变了小说中客观冷峻的叙事视角，
以一种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视角对故事进行了二次架构，这
就使得电影更显温情，小说中始终冰冷低沉的格调也有所缓
和。同时，电影取景并非单调沉闷的，反而色彩艳丽富有生
机，这也使整个电影多了一丝乐观向上的基调，而色彩运用
的另一个作用是在杯具发生时用艳丽的色彩来反衬生命的惨
白无力，使得情节更有张力。电影中的配乐也可圈可点，贯
穿全剧的只有一段简单的二胡，是喜是悲全都是一首曲，每
到抒情处就会由远及近地悠悠地想起，无尽的意味在这一首
曲中体现的淋漓尽致，悲的时候凄凉至极，喜的时候却也是
笑中带泪，令人感受到命运自带的酸涩情绪，不可谓不高明。



虽然经受了种。种不幸与痛苦，却还能坐下吃饭聊天。对于
那里的富贵来说，活着是充满期望的。他在结尾与外孙对话，
“鸡长大就变成了鹅，鹅长大就变成了羊，羊长大就变成了
牛，牛长大了馒头（富贵外孙）就长大了，就过上好日子
了”这句给人以温暖的期望。在那里结局也在必须程度上构
建了新的主旨，即只要坚韧地活着，不被无常的命运击倒，
不因生活的痛苦而自暴自弃，就必须会看见活下去的期望。
电影的处理在我看来十分精妙，我并不认为在这部电影中完
全还原小说中的主题是能够实现的，影视与文学之间有巨大
的代购，即使情节能够生硬复制，内涵也是无法完整传达的。

等等，但这并不是其根本目的，这一时间段中突出表现的仍
是以富贵为代表的有些麻木的普通人在应对巨大社会事件时
的生活及心理状态。首先富贵等人其实并不是完全相信那个
时期的，起码在潜意识里对于那个时期的一些信条和一些做
法是不赞成的，他并不觉得保有自己的皮影是个错误，也不
觉得春生和镇长有什么过错以至于被定为走资派，这种认知
基于最基本的人性，是无意识，无自觉的。但这种天性里无
意识的认知很快就被理性打败，他虽然不能理解，但也不愿
与政府乃至社会对抗，他仍是随大流的，因此他烧了皮影，
用心地服从上级指示，按“那个时期式”的生存方式生活。
其次，富贵虽身处那个时期中，但思想并没有被社会大环境
所异化，仍保存着善良与关怀这些朴实的天性。他是个本本
分分的小人物，几十年的生活塑造了他自成的世界观、人生
观与价值观，这也是为什么在年轻学生闹革命，打倒春生、
镇长以及王医生的时候，富贵及家珍仍能出于人性的善意来
理解与帮忙他们。当春生有自尽。

活着读后感篇二

众所周知，《活着》是一本记录中国人所经历的苦难，歌颂
中国人顽强不屈精神的小说，今天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本经
典书籍。



余华创作《活着》的灵感来自美国民歌“老黑奴”，这首歌
曲记录了老黑奴所经历的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但
他仍然顽强乐观的对待这个世界，余华因为这首歌而写下了
《活着》，即使歌曲里所属的时代、国家和文化和《活着》
里的完全不同，但这样也无法抵挡，他们作为一个人的共通
之处。

主人公福贵，是个不折不扣的败家子，生活极其堕落嚣张，
长年混迹于赌场。之后的一场变故，让他的生活发生了大反
转，因为被赌场下套，他们家的家产全被赌场骗取，福贵的
亲爹也被他活活气死。这场变故如一瓢冷水将福贵浇醒，他
穿上粗布麻衣，想要好好生活，但之后的生活并没有按照常
理出牌。没过多久，福贵的母亲病了，福贵拿着家里仅有的
两个银元去城里请医生，却被军队抓去当壮丁，这一去就是
两年，最后死里逃生回到家乡，此时母亲已经去世，女儿也
因生病变成哑巴。他们经历了那个时代所能经历的所有苦难。
儿子因为献血而亡，女儿难产而死，妻子也在不久后因病去
世，女婿也因意外而死，就连外孙也因为吃豆子被撑死
了……最后只有福贵和家里的一头老黄牛相依为命。

读过《活着》的人，都无不感慨福贵这一生，实在是太惨了，
但是福贵却在这一次次苦难中顽强地活了下来，他在每一次
可以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选择了活下来。

人为什么活着呢？人就为活着本身而活着！在面对无常的命
运时，我们接纳它、感受它、理解它。我们在生活中一次次
被压垮，在谷底中一次次咬牙站起来，活着本身就是一个壮
举，我们本就应该因为生命本身而活着，在我们的生命里成
为自己的英雄。

最后分享一首汪国真的《热爱生命》给大家：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

既然钟情于玫瑰，就勇敢地吐露真诚。

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

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

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

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活着读后感篇三

《活着》的主人公福贵是地主家出身，年轻时是个浪荡公子，
经常去城里的一家妓院吃喝嫖赌，并且，由于他的丈人是城
里一家米行的老板，他竟经常要一个妓女背着他上街，每次
从丈人的米行经过，"都要揪住妓女的头发，让她停下，脱帽
向丈人敬礼：‘近来无恙？"，然后便"嘻嘻笑着过去了"，其
品行之放荡堕落可见一斑。之后他中了别人的套，把家里包
括田地、房产的全部家产输了个精光，于是全家一夜间从大
地主沦为了穷人，福贵的父亲郁闷而故。这个打击如当头棒
喝，亦如一瓢冷水，使福贵清醒过来，决定重新做人。从此，
他成了租种过去属于他家的田地的佃户，穿上了粗布衣服，
拿起了农具，开始了他一生的农民生涯。

福贵的一生经历了中国历史的变迁、社会的动荡，如解放后
的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制度、大炼钢铁、三年自然灾害等等，
都经过男主人公的眼睛和亲身经历得到了必须程度的生动的
再现。而在此期间，福贵也经历了与每个亲人、朋友的悲欢
离合：为了让儿子有庆上学，他把女儿送给了别人，不久后
女儿跑了回来，全家重又团圆；县长的老婆生孩子需要输血，



结果儿子被一不负职责的大夫抽血过量致死，之后发现县长
竟是福贵在国民党军队时的小战友春生——春生在之后的中
经不住迫害，悬梁自尽；几年后，凤霞嫁了个好女婿，可不
久死于产后大出血；两个孩子去后，妻子家珍也撒手人寰，
只剩下他和女婿二喜、外孙苦根祖孙三代相依为命；几年后，
二喜在一次事故中惨死，福贵便把外孙接到了乡下和他一齐
生活；可是好日子没几年，小苦根也在一次意外中失去了幼
小的生命。最终，福贵买了一头要被宰杀的老水牛，也给它
取名叫"福贵"，一个人平静地生活下去。

一过10年，“两个老不死的”———徐福贵和老牛福
贵———居然都没有死，他们活着。福贵赶着福贵去犁田，
在吆喝福贵的时候嘴里也喊着所有死去亲人的名字，好像他
们也都是些驾着轭正在埋头犁田的牛。

看了这样的人生经历，我不禁感到了一种震撼，我感到一种
莫名的沉重，也感到了主人公与命运抗争时不屈中透着的一
种伟大的平凡——福贵文化水平不高，也不懂得革命的大道
理，可是他对生活的挚着、对亲人朋友的爱给了他无穷的力
量，而他自始至终也只可是是一个平凡的芸芸众生之一，但
作为一个人，他是伟大的。

生命中其实是没有幸福或者不幸的，生命只是活着，静静地
活着，有一丝孤零零的意味。

生活就是人生的田地，每一个被播种的苦难都会成长为一个
期望。他们就是我们自我的驭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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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着读后感篇四

寒假中，我读了《活着》此书。当我初次看到“活着”二字
时，心中充满了疑惑。活着是什么？是享尽荣华富贵？是一
事无成？还是遭人欺凌？这些都不是。于是我带着满腹疑问



翻开了书。

在那个黄昏，老人福贵，向作者余华讲述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带有些许无奈，又带有些许悔意。老人的一生是坎坷的，他
年轻是只知道吃喝赌嫖，因此，他家从大户人家变成了穷困
的农民，不知哪修来的福气，他找了一个温柔贤惠的妻子，
就在他悔改后却又被抓去做了壮丁，被放回来后，他本想默
默的度过晚年，可他命运坎坷，本该经历的几代同堂，却变
成了福贵眼睁睁的看着他仅有的六位亲人相继离世，只留他
孤单一人在世上独活。

合上这蓝皮书，强忍住眼泪，我心久久不能平静。福贵的一
生是一个奇迹，一个所有人都不愿经历的传奇。在那乱世中，
福贵经历了文化革命、自然灾害和生活打击。这么多困难，
这么多平常人经历不了的困难，福贵一个人挺了下来！其实，
福贵就是那个时代穷苦人民的缩影。

我懂了，我懂“活着”二字了深度了！面对死亡，最痛苦的，
不是死去的人，而是活下来的生者。他们的肩上不仅多了责
任，而且少了一个替他分担痛苦的人。但是，如果生者不肯
接受现实，死者又怎能安息？所以，死者不能复生，生者要
坚强的面对现实，像福贵一样生活下去。这样，死者才会欣
慰。

“少年去流浪，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福贵的歌声又
一次想起在我耳旁。

活着读后感篇五

人为什么而活着？或是因为家庭，或是因为社会，或是因为
责任。而福贵眼中，活着是为了活着。福贵一次次丧失了生
活的目标，白发人送黑发人，他成了家庭的支柱。老年的他
终于能过一点安稳幸福的日子，却一次次丧失了亲人，最后
是与一头老牛相依。活着再也没了希望，只是单纯地为活着



而活着。

无论我们出生在哪里，生在怎样的环境，有着怎样的条件，
我们都是为活着而打拼，为活着而承担各种责任和压力。在
睡不着的深夜里我们也沉思过：自己为什么活着？每个人都
生活都会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可能不是很大，也可能不是
很小，无论大小，这个目标支撑着我们努力活下去，它是我
们奋斗的力量来源。与其说生活的目标支撑着我们活下去，
不如说寻找下一个新的目标是我们活下去的目的。

生活中有的人因为一两次失意而丧气，自甘堕落，失去自信
甚至妄想自杀。这样的人太多太多，试图以死来实现人生的
人，并没有真正体会到生活的真谛。死亡是每个人生命中不
可避免的一个结局，它让我们感激生命的获得。向死而生，
让我们拥有一份好好活着的感动，从容面对生命的不可预知，
更加热爱生命。

为了活着而活着的人生，简单又明了。生命的唯一性告诉我
们要尊重每一个生命，珍惜活着的时光、拥有的一切。用笑
代替哭，为了心中的目标，为了生活的信仰，在死亡的伴随
下努力活着。

活着读后感篇六

我得为余华的《活着》写一篇读后感。有哪本书比《活着》
更有意义，能更好地有感而发呢？是《青春之歌》，是《兄
弟》还是《冷山》？《活着》，一个悲惨的故事。虽然不会
像看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时哭得稀里哗啦的，但看
《活着》会让我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一种不肤浅的感觉，
一种看了让人深感悲凉凄惨的感觉。这书看过很久了，但余
华那淡淡的文字，平凡的故事，还是令我难忘：一个小村，
一座小城。还有主人公福贵。

这故事讲述了福贵的一生。他是地主的儿子，娶了城里一个



有钱人的女儿，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每天都进城里的赌馆
赌钱。赚得不多，输了的不少。终于有一天赌光了家业一贫
如洗。一次福贵爸上茅厕时死了。也许这是报应，他是地主，
是败家子。地主位置被一个以前经常借钱给福贵赌博的人坐
了。一贫如洗的福贵因为为救母病去城里抓药，没想到半路
上被国民党部队拉去当兵。在战场上九死一生，当他幸运归
家时，女儿却已经成了哑巴，母亲死了，家里一穷二白。福
贵的儿子意外身亡；后来女儿好不容易嫁了出去却因产后失
血过多而亡；妻子中年病死；女婿二喜做工时被板车压死了；
外孙子吃豆子时死了。福贵老了，故事结束了。

福贵经历了人生最大的痛苦，当他看着亲人离自己而去时，
心底那时就像在被刀割般地痛，割得很深，痛在全身，鲜血
都流出来了……但他却奇迹般地挺了过来，依然乐观豁达地
面对人生。到风烛残年之时，依然牵着一头老牛做伴过日子。

他没有因为亲人的离去而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活着是为了
让死去的人安心。其实福贵并不知道什么是活着，他只知道
人活着就是这样，经历一下酸甜苦辣，有钱就赌一赌，没钱
就种。种田。活着就是这么简单。

人活着为了什么？人活着不为什么，只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
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而世上却有成千上万的人始终不明白，他们总以为活着只是
为了幸福，只为了爱情，只为了养家，只为了金钱，只为了
做官，只为了别人。当他们达不到目的时就跑去结束自己的
生命。

有些人觉得自己的命不好，自己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对自
己前途不怀有任何希望，于是他们也选择了在这个世界上消
失。

亦有些人，在碰到丁点儿大的困难时，选择了后退，后来他



们觉得退缩也不是解决方法时，于是他们也与世界说了声再
见，然后挥手而去了。

小时候，我曾想过自杀。自杀，现在一想，咳！一个惊心动
魄的词语！

那是小学时，我的数学糟透了，每天都要被数学老师罚留堂。
我写的作文在语文老师的眼里永远都是次等货。那段日子真
令我活得心惊胆战的，每天都期待着可爱的老师们不要当着
全班五十多位同学的面对我一个人实行鞭策，但老师们还是
这样做了。我没了面子，没了自信心，没了立足之地，没了
表现自己的机会，没了一切。世界没有了任何色彩。但我还
有一条生命，活生生的。我想结束她，结束了她我就可以逃
开一切。但当我站在家里阳台向下望时，当我一步一步爬上
长城时，我突然发觉，我并不想死。若我想死，我早就可以
跨出阳台上的栏杆一跃而下，在长城上可以将扶紧栏杆的两
手松开，往后一躺……那是多么触目惊心哪！我不想死了。

活着读后感篇七

一个从小在富贵中的少爷，一个不把别人放在眼中的风流人
物——福贵，他因为好赌被骗去了家财父亲也被气死了，但
他却因祸得福--后绞幸的活了下来，他的老婆家珍一直陪伴
在他身边慢慢的用爱和自己的信念感化他，-终福贵终于被感
化了，但是为时以晚，害得自己的家人受到苦日子。

当我读到家珍死去，这是我看到的所有生离死别中-宁静的一
段，也是-真切的一段，家珍没有怨言，是那样慈祥那样平静，
我看到她无邪的纯洁的心灵，她仿佛在净化着一些"丑恶"的
事物。福贵的女儿儿子相继死去，-终连女婿也惨死在了钢板
下面，苦根也因为家中的贫穷-终被饿死了。看到福贵的亲人
相继死去我的心情也触动了，留下了泪水。但是福贵也是可
怜的上帝对他如此不公平，让他的亲人死去，只让自己潦倒
的一个走向生命的尽头，也许这是他的"素命"吧！



亲人的相继离去使福贵变得不在是很新痛了，是他渐渐明白
了，亲人一只活在自己的心中，要让自己好好的活下去，他
买的老牛也是给予自己的自我安慰。

我对福贵的精神是十分赞赏的，他坚定的信念，背负着祖先
留下的一句话，让自己活下去。生老病死，我们都得一样一
样地过，生命只不过是个过程罢了。我只是希望能按自已的
意愿选择一个方式，真实清醒并发自内心的去实现它的价值，
让自己的路走的更长更远。

活着读后感篇八

几个月前，我们公司为了丰富员工的业余生活，给我们订了
一批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与《活着》相遇了。

起初看得很详细，后来都不忍心深读下去。不由一声叹息：
命运何曾放过谁啊！人只要活着，就有希望。人只要活着就
是一种胜利。没有比活着更好的事，也没有比活着更难的事！

生不可选，死不该选，惟有硬着头皮活着！我们之所以勇敢、
坚强的去坚持，那是因为我们心中强大的信仰，是因为那些
一次次温暖你、爱你的人。唯有努力，唯有强大，才不负活
着。

活着读后感篇九

前段时间读了余华的活着。我感到一种荒凉的压力。正像小
说中余华用一种苍凉的笔调，用全知者的心态，默默还原悲
剧。我面对这个能够看到自己过去模样的老人，用着看似平
淡的乐观回顾自己的一生。

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以外的任何事物
所活着。



小说里福贵的所有亲人，母亲，儿子，女儿一个个离他去，
最终只剩福贵一人以及一头老牛。在空旷的世间相依为命，
一人一牛，同样的年老，同样孤独，同样活着。

这部小说带给人们的不应该是生活的态度，更应该意识到文
中的他不过是千万劳苦大众的一个缩影，从古至今遭受任何
磨难人坚持不懈的所有人民。

好好活着，是中国人最朴实的愿望，只有好好活着，才有实
现其他愿望的一切根源。

希望我在重新读这本书的时候，能够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去看
待这个世界，不仅仅局限于人们所认识到的事物。希望大家
都能去读读这本书。

活着读后感篇十

含着眼泪看完这本书。三年前同学给我推荐这本书，我一直
等他借给我看，他不舍得，后来，我也没有去买，也不太喜
欢看电子书。同学没有给我透露过任何内容，我总以为这本
书会蕴藏着很多的大道理。看完这本书，我仿佛看到了爷爷
奶奶她们的过去，好像亲眼看着她们经历过的无助与绝望。
奶奶说，我有一个伯伯，走丢了就再也没有回来了，比我爸
爸大两岁，我还有一个叔叔，病死了，八几年的时候病死的，
奶奶说叔叔特别聪明。

小时候，不喜欢听奶奶讲过去的故事，因为总也听不懂，也
不理解她们那个年代的人到底经历了些什么。现在，能懂了，
却不愿意再去听奶奶讲那些故事了，不想去揭奶奶的伤疤，
那一个年代的人，都活的比我们坚强，比我们更精彩的活着。

我看的不是小说，不是一个故事，是一本在还原那个年代的
日记，那么真实。我会把这个书跟我的爸妈分享，善待老人，
善待我的爷爷奶奶，他们比我们想象的更坚强，活着，要好



好的活着，除了生死，其他的事都是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