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余华活着心得体会(优秀5篇)
我们得到了一些心得体会以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体会，这样能够给人努力向前的动力。那么我们写心得
体会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
心得体会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
朋友。

读余华活着心得体会篇一

当我第一遍读完合上书本之后的一天里，一位黝黑弯背脊的
老人，一头年迈行动迟缓的老牛在夕阳下耕作的画面愈加清
晰，色彩暗淡而又光芒四射；当我第二遍读完后，我仿佛看
见孔老夫子站在历史长河边，缓慢地捋着白发胡须，不急不
慢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福贵的一生，以旁人的视角，他是可怜的，他的爹因为他的
年轻肆意妄为，赌博嫖妓，输掉了全部家产而病死。他的母
亲积劳成疾而去，而他自己被国民党抓去当了壮丁，伤号被
视为动物扔在土地上，哀声遍野，清晨变成了死尸，最后被
解放军给了盘缠才活着回了家。然而，命运却没有饶过他，
一双儿女、妻子先后离去，女婿死于工伤，外孙死于他的疏
忽。旁人视角的我看着哭成了泪人，“我是有时候想想伤心，
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亲手埋
的”“苦根死后第二年，我买牛的钱凑够了，看看自己还得
活几年，我觉得牛还是要买的。牛是半个人，它能替我干活，
闲下来时我也有个伴，心里闷了就和它说说话，牵着它去水
边吃草，就跟着个孩子似的”
福贵心里是苦的，但是他贵在知道看透生死，经历过生死战
场的人可能心境会很不同吧，当他接受身边人的离去，也踏
实的觉得以后不用担心他们了。他是安心的，是超然的。
小说里的第三人称这样描述着:“可是我再也没遇到过一个像
福贵这样令我难忘的人了，对自己的经历如此清楚，又能如
此精彩地讲述自己。他是那种能够看到自己过去模样的人，



他可以准确地看到自己年轻时走路的姿态，甚至可以看到自
己是如何衰老的。福贵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喜欢回想过去，
喜欢讲述自己，似乎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一次一次地重度此
生了。”
对处在生命尽头的老人来说，未来很短，过去很长，唯有一
遍一遍的回忆才能把现在的每分每秒过得有意义吧。他是勇
于揭开伤疤的人，清晰准确的戳中自己内心深处的痛点。痛，
才会让他知道自己是活着，七情六欲的活着，而不是木讷、
搪塞过去的活着。

读余华活着心得体会篇二

这篇文章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朴实的农民福贵的一生。经
历了出生时的富贵到因为自己好赌导致家道中落，最后妻子
孩子孙子先后离开自己后，依然乐观地面对这个世界。

我很佩服主人公在身份大起大落时坦然面对的态度，被抓壮
丁时仍然不放弃回家的希望，在亲人依次离世时，依然不放
弃生活的信念。

我感动于她的妻子，典型的封建社会贤妻良母，认定一人，
便追随终老。无论此人有多么不堪，无论落魄前对她有多么
暴力，她始终坚信，自己的丈夫就是天，既然结为夫妻就该
同气连枝。她是富商的千金，从小就有良好的家教。她培养
出了懂得感恩、天生乐观、对人友善、孝顺父母的一双好儿
女，她在夫家没落后，依旧带着刚出生的儿子回到自己家中，
即使做着这辈子都没有做过的苦活，她也从不抱怨。身份切
换自如，没有半点矫情。同时，她还有对别人的善良，当队
长想要回家熬一碗米粥时，她愿意将自己从父亲那里讨要过
来的米分一点给他。当校长来后来因为被批斗来道歉的时候，
她释然了，并且原谅了他，他宽恕了他，认为儿子的死也不
能全怪到校长的身上。



另外一个让我触动的角色是他的女儿，从小便很乖，家道落
败后没有一点小姐的架子。可谓，看过繁华，也能享受苦难，
这种心态很大程度上也承袭她的母亲。当七八岁因病聋哑后，
不吵不闹，依然坚强的生活，唯有更加孝顺父母。当知道父
母要将她送人的时候，没有半点埋怨。在自己送人后，半夜
偷偷回家，家人再次要将她送走时，也没有半点吵闹，全然
接受家人安排的命运。当弟弟死了，妈妈生病后，毅然扛起
家里的重担。当看到别人家的姑娘出嫁时，她很羡慕，但没
有半点越矩的行为。当知道有人看上她时，没有半点对对方
的挑剔。当嫁入人妇时，依旧保持内心的纯良，帮助邻居扫
地、织毛衣，乐于分享，最后赢得了所有人的称赞。虽然结
完婚，但她知道父母只有她一个女人，所以隔三差五回到家
里陪父母，甚至带着丈夫一起。跟有爱的人生活在一起，自
己也会变得更加有爱。所以，他们一家越来越有爱，当你全
身心投入进去，感受大家的爱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也会
越来越有爱。可惜的是，最后因为生孩子，大出血去世了。

弟弟也是个懂事的孩子，无比善良。全书中最让人印象深刻
的是他，喜欢羊。即使家里的羊被没收了，他也坚持天天三
顿送草。知道校长的老婆需要输血，他就去献血，以致最后
丧命。

主人公受儿子的影响，最后孤单一人的时候，也会买了一只
牛，买了那只十几年的老牛，因为不忍心老牛即将被宰。

一辈子在主人公家干苦力的那个人也值得感动，虽然最后沦
落为叫花子，还愿意回来看看以前的主人。内心完全没有愤
怒，毕竟旧社会，做了一辈子苦力的人，需要由主人家养老
的。并且他在主人公提出要照顾他时，为了不拖累他们，自
行离开了。后来又回来一次，拿了一条丝巾带给小姐。

主人公的女婿也值得尊重。他虽然是偏头，但是待人一篇真
诚，属于实干派。第一次到主人公家里就观察他家里的需求，
第二次便带人过来给主人公家里修整房子。结婚时，更是采



纳岳父的意见，不惜举债大办婚礼，让妻子有个最轰动的仪
式。他们婚后相敬如宾，恩爱有加。在妻子想回娘家时，他
只会默默支持。他的妻子是不幸的，但是嫁给他后是幸福的。
妻子在生孩子大出血时，他二话不说，只让医生保大人。甚
至当孩子出生时，他还说了句，我只要保大的，怎么小的出
来了？最后妻子走了，岳母也走了，他就自己一人带着孩子
干活，也不给岳父添麻烦。在被水泥板夹到，即将死亡的最
后一刻，他喊的是儿子的名字。因为他知道，他死了后，孩
子就只能靠年迈的岳父照顾了，他心疼孩子，更心疼岳父。

现实生活的无情和残忍，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宽广；而活着，
纵使要承担更多难以承受的痛苦，我们依然要坚忍、顽强。
这或许就是生命的力量。

读余华活着心得体会篇三

余华的《活着》讲述的是充满人生苦难的经历，主人公在大
跃进，文化大革命等背景下，经历了家人的生离死别与个人
的生活轨迹，最后所有的亲人朋友都离开了，剩下他与一头
老牛相伴后半生的故事。

这部作品由原本富贵的主人公徐福贵而引起的一系列故事。
对妻子家珍的爱护，在被抓去当苦丁时的依依不舍，对年老
的家珍患病不离不弃，体现了夫妻间的深厚感情。接着是对
一双儿女的离世讲述，命运总是如此的不公平，儿子因为献
血被抽血过度死了，女儿是个哑巴，后来好不容易嫁为人妇
了，却因生孩子而死在手术台上，留下外孙与女婿作伴，外
孙还没长大，女婿就出意外死去了，跟着自己生活不久后，
外孙因吃豆子吃死了。最后留下了自己孤苦伶仃的一个人。
中间发生了美好的故事也是穿梭在故事情节中的，当他给人
们带来一点喜悦后，就再发生了一次次命运的拉扯。人到底
是为什么而活着呢，或许不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是为了活着
之外的事物吧。



所以我们人活着，应该在能欢笑的时候就开怀大笑，因为你
不知道命运什么时候又会再次跟你开玩笑。当你面临苦难时，
也不要轻言放弃，苦日子会到来，但不会长久，生命中出现
的一个个艰难的小插曲，只是它应该出现的部分，客串了一
回，只要你有直面苦难的勇气，风雨过后必是彩虹。

读余华活着心得体会篇四

?活着》这部小说所讲述的，是一个荒诞却又真实的故事。

另外，小说的结局——富贵和老牛一齐生活，似乎也暗示着
一种消极的观点：人和动物的生命价值是一样的，并没有什
么区别，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仅仅是一种活着的状态而已。然
而我认为上述观点并不完全准确，主人公的生命如此悲惨，
但他从未放弃，一向坚持活下去，无论或者是多么辛苦。所
以我认为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的，是这样一个道理：活着虽然
充满了苦难，但路还得走下去。

余华在书中写道：“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
自于进攻，而失去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人们的职责。”职
责，是活着的意义，也许生命有些事你无法预料，无法改变，
可是更多的是需要你去负责，去担当。所以不论活着多么痛
苦，你都要活下去，为了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活着这件事
本身也是你的职责。

读余华活着心得体会篇五

《活着》，一部余华写就的小说，一部仅有200页的小说，一
部反映时代变迁、折射人生悲喜离合的小说。
不记得何时读过余华的这部《活着》。最近的一次，偶然间
听一位年轻的女孩在说起自己最喜欢看的书时，提到这本小
说，居然为其中的人物满含热泪。于是再次到书市上买下这本
《活着》。第一次利用周末时间，仅仅用了3个小时把整本书



读完，期间因为激动流泪而暂停几次。第二次利用3个晚上时
间再次品读，依然泪流满面，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活着》成书于90年代初，主要讲述的是主人公福贵一生的
经历，时期经历了解放前、解放后打土豪分田地、大锅饭、
三年困难时期、包产到户、文革时期一直到文革后的一系列
时期，家庭从优越到贫穷，到家人一个个因为意外或者疾病
而远离他，最后剩下福贵一个人和一头牛的经历。
读余华的《活着》，让我沉浸其中，随着福贵喜怒哀乐，忘
掉自己所在的现实生活，深入其中。读到福贵年轻时的浪荡
不羁，对怀孕的家珍拳打脚踢时，真恨不得揍他一顿，教训
一下。败家之后，看到他的狼狈样子，甚至有点拍手称快，
真是活该！只是苦了他的家人。没读到后面的章节时，是怀
着一种感叹同情的心情，读到后来解放时期，因赌博而霸占
福贵房产的地主被执行死刑时又稍感庆幸，人生真的很奇妙，
“塞翁失马，焉知福祸”。
人有时在拥有的时候不知道珍惜，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记起
她的好，比如福贵对家珍。福贵败家前赌博嫖娼、辱骂丈人、
打骂妻子，可以说是一个无恶不作的纨绔子弟。败家后，老
丈人将家珍接走，失去家珍的福贵才明白家珍对她及整个家
庭的重要性，当家珍带着有庆回到破烂的家中时，他才明白
家珍对他的爱，才真正的疼爱自己的女人，开始相依为命的
生活。
书中最让我伤心，流泪最多的是有庆和凤霞的死，用福贵的
话说，他的两个孩子都跟生孩子有关，一个是为了别人生孩
子，一个是自己生孩子。有庆为县长夫人献血遭到无良医生
的过分抽血，小小的身躯最后因失血而死，在那个物质极端
贫乏的年代，可以想象有庆是多么的瘦小，最后的时间他又
是多么的无助！在那个血资源匮乏的年代，让人看到了人性
的险恶、人心的恶毒甚至对权力莫名的阿谀。当福贵得知有
庆是为春生的女人而死时，他不再追究，而是默默的将孩子
的尸体背回，悄悄的埋葬，这期间的寸步难行和心痛心碎让
人无法不悲伤。作为母亲，尽管福贵极力隐藏着悲伤，但仍
然母子连心而猜到有庆的离开，她趴到有庆的坟上，用手抚
摸着土就如同抚摸着自己的孩子。“有庆不会在这条路上跑



来了。”伤心绝望可见。有庆爱他的小羊，为小羊来回奔波
的拔草，其实是一个弱小孩子对生活的热爱。
凤霞终于找到一个喜爱她、宠溺她的男人，却因难产而死，
家珍再次失去子女的痛苦可想而知，当二喜和福贵将凤霞背
回时，家珍睁大眼睛看着凤霞，抚摸着凤霞，一个母亲承受
了生活给她的巨大打击。几个月后家珍也去了，二喜和苦根
也因意外和贫穷而死。对于看小说的我们来说，这无疑是一
个人一生的悲剧了。
看小说之前看了作者的自序，作者余华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悲
剧的人生，而是通过一个悲喜的人生折射人活着的目的，以
及人在面对这些悲欢离合时的乐观态度和人对于苦难的承受
能力。
他说“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
何事物而活着。”这句带有哲理的思考我仍旧是说不明白，
写不明白。
相对而言，我比较认同的是在外人看来，福贵的一生是悲情
的，是不幸的，是值得同情的。但对于福贵而言，虽然面对
家人的先他而去，但在整个与家人相处的过程中他感受到了
幸福，在苦难中透着温馨和快乐，比如在耕作的过程中，有
凤霞陪着，没有凤霞，是不习惯的。也正如家珍临终前说的，
她有福贵，做母亲有子女，并且子女都很孝顺，这一生足矣。
苏轼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人
的一生总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沟沟坎坎，不如意事常八九，
总归或早或晚的面对生死离别之事，用“超然”一词对待世
界，对接人生总是好的。人面对苦难，面对不如意，面对悲
伤的能力往往超乎自己的想象，在外人看来的不可逾越，自
己却能慢慢的走出痛苦和不幸（当然需要时间和足够强大的
心理），因为人终究是要活着.......
现实生活的无情和残忍，远比我们想象的宽广；而活着纵使
要担当更多难以承受的苦难和痛苦，我们依然选择坚强和隐
忍。这或许就是活着的真正目的吧。
"这部作品的题目叫《活着》，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
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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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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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