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在人间读书心得(模板7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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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间读书心得篇一

我们匍匐于某种外在强加的道德与价值标准之下，边受着它
的逼迫，事突上心里也清楚见对自己的压迫，一边却又不断
地扭曲自己，不疑自己，终于人间失格。

《人间失格》有它的特殊性，它不能反映一个时代更不能反
映大多数人，只是太宰浴自我手剖后的医疗报告表，所以不
凭对号入座，而且不可避免地具有夸大的成分。然而，这样
一部作品竟然在文学史上如此重要，同时也深入n。鲁风说：
精神的癖，让像太宰一样的人容不得半点伤害他活在自己的
世界里，卑微而自由。他想打破什么却又没有万向，他的澜
普在于他用心看着漆黑的世界，虽然太宰治，被称为无赖派
文学大师，这本《人间失格》也是一本饱受争议的破灭2木，
但我却想把二无颖”二字转换为无奈”，深深叹是这个独一
无二的人，何为太师?力伟大众人?用者共回只是做了一些别
人没有做的事，所以还不她把他叫做独一无二的人，太串治
的一生充病传奇，五次自末，四度殉情未遂。

读这书书的第一遍，我的心情是压抑的，硬说太军治颓废消
极，是非常不公平的，他其实是很可爱，很温柔的人。不知
道别人怎样，反正我从这位“厌世者”写下的文章中，看到
了对美的追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人间失
格》之于我的意义，也可能和别人不同。然而这位小人太宰
治先生对世界和自己的爱却是不容置疑的，现实中有的人把
吃饭看成重要的事儿，宁可饿顿，也绝不将就吃口。有些人
把感情当成神圣的事儿，宁可孤独终老，也绝不将就找个人



结婚。有些人把生命的体验当成至高无上，既然不能忠于自
我去生活，不如在虚空中沉沦。或许，这就是泊在我们中间
那些人间失格者”的.逻辑，而我们很早就会被教育到，如果
秉承这样的态度去生活，在现实的生活中你将毫无立足之地。

我们应该学会从容生活的不美，宽容自己的言不由衷，抛弃
发于自我的生活理想，我们才能够过得更好。希望和悲剧只
存在在你的书中，而不是你的身边。

在人间读书心得篇二

留在我眼中《人间失格》可能是唯一一本，对于我来说，如
果你看不懂，或者是刚看过之后对此嗤之以鼻的人，说实话，
我是羡慕你的。

或许你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有多少人曾经抱着这本书在深夜
里哭泣，一次又一次指着封面的太宰治告诉自己“不要极
端”、“不要抑郁”、“不要像这个人”一样的说教。你们
可能会对此嘲笑、讽刺、讥讽，甚至很讨厌这样的人。但是，
我只想说如果你不曾跌落尘埃里，你们又怎么会了解那种被
世界击倒在地的绝望。

《人间失格》是主人公叶藏在看到自己年轻的时候三张照片
的感想为开头，中间是叶藏的三篇手记，分别介绍了叶藏的
幼年、青年和壮年时代的经历。描写了主人公叶藏为了逃避
现实不断沉沦、经历自我放逐，嗜酒、自杀，用药物麻痹自
己，终于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的'悲剧。

其实，读完《人间失格》我一瞬间的反应是不知道为什么有
一种被救赎的快乐。那时的我才知道原来世界上不仅仅只有
我自己有那么消极的想法。我并不认为读书一定要从中学到
什么才是好书。我反而认为在一本书中能从作者的笔锋中看
懂自己，这才是读书尤为重要的。



所以我们需要感谢太宰治，感谢一个和自己抗争了一生的人，
用最后的勇气，为所有在未来或许将投入这漫长战争中的后
来者们，留下了这样一首挽歌。

在人间读书心得篇三

继《童年》后，我又读了高尔基的《在人间》。

《在人间》讲述阿廖沙从1878年到1884年来到“人间”后的
苦难历程。此时，阿廖沙已从狭小的家庭走向了社会，一方
面，阿廖沙了解并加深了对下层人民的认识，另一方面，阿
廖沙开接触各类书籍和知识，让他加深了对社会的认识，也
初步形成了激进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阿廖沙十二、三岁就离开了外祖母，从此，成为一个失学儿
童，他到外祖母的妹妹家干活，此时，还是少年的他，要承
担起搞卫生、照顾小孩等等保姆所干工作，东家只要有丁点
不满意，就会对他严厉责打。此后，阿廖沙还从事了七种职
业，幼小的他尝尽了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但就是在这样恶劣
的环境下，阿廖沙接触到各类书籍，并像饥饿的人面对牛奶
面包一样，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类知识。

相比于阿廖沙，我们在良好的环境下学习，父母们对我们宠
爱有加，家务我们平时顶多象征性的做一点，我们更不用像
阿廖沙那样去外面赚钱养活自己，我们从没有经历过阿廖沙
那样的磨难，所以我们应该倍加珍惜这样的优越环境，好好
生活，好好学习!

这本书说高尔基为了生活而要在鞋店、东家的房子里和轮船
上工作。除了他的外祖母、外祖父、玛尔戈皇后这些有文化、
有教养的人以外，在周遭的都是那些低俗、爱吵架、背地里
说人坏话的小市民。



见识的浅薄，生活圈子的狭小让高尔基周围的人都不懂书籍
的好处，总在抑制他看书的欲望。而他就像不屈的小草一样，
坚持看书，也有如荷花，不受污泥的沾染。

《在人间》是一本不同的小说，不是描写贵族舞会似的生活，
而是一本贫民贴心的读物。跟着主人公去经历底层社会的种
种。在无法抗拒的压力下，人们似乎只能选择堕落。每人都
有各自的生活经，懂得怎样去敷衍与游戏。在肮脏的环境与
低俗的思想里，在狭隘的天地与无聊乏味的日子里，调情与
荡似乎成了大家唯一有趣的嗜好。"大家都相互欺骗着，这里
面没有爱，大家都只是胡闹而已。"爱情已经完全扭曲为一种
简单的肉体上的依存，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大家不都过的很
正常吗?谁叫社会所需要的只是他们能够提供简单的劳力而已。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名字叫《在人间》。真本书是著名的作
家高尔基写的一本自传体说，这本小说记述了高尔基在人间
时的悲惨经历。

这本书主要讲了：在高尔基11岁时，母亲不幸病故，随后，
外祖父也破产了，高尔基无法再过寄人篱下的生活，被迫走
向社会，独立谋生。在这期间，高尔基曾经在鞋店里当过伙
计，在轮船上当过洗碗工人，还在别人家里当过小佣人……
在人间的时候，高尔基受尽屈辱、饱尝辛酸。但未经风雨，
怎见彩虹!高尔基最终成为了著名的作家!

幼年丧父，11岁丧母。这对于我们来说，将会留下巨大的心
灵创伤，但是高尔基却用他那刚强的精神征服了悲惨的命
运!11岁，这个年龄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个美好的年龄，但是，
高尔基却已经开始自食其力，所以，我们要懂得珍惜现在幸
福、美好、快乐的生活。



在人间读书心得篇四

读名著，发感想。自古至今名著一直是一种文化的延续，不
同时期的大家都对名著有所解读。然而我们写的读书笔记可
能达不到那么高的境界，但是可以从名著中吸取到一些自己
受用的东西就好了，这也是名著传递给我们的思想。

《在人间》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小说描
述的是主人公阿廖沙1871年到1884年的生活。这段时期为了
生活，他与外祖母摘野果出卖糊口，当过绘图师的学徒，在
一艘船上当过洗碗工，当过圣像作坊徒工。在人生的道路上，
他历尽坎坷，与社会底层形形色色的人们打交道，他有机会
阅读大量书籍。每人都有各自的生活经，懂得怎样去敷衍与
游戏。在肮脏的环境与低俗的思想里，在狭隘的天地与无聊
乏味的日子里，调情与似乎成了大家唯一有趣的嗜好。"大家
都相互欺骗着，这里面没有爱，大家都只是胡闹而已。"爱情
已经完全扭曲为一种简单的肉体上的依存，但这又有什么关
系，大家不都过的很正常吗?谁叫社会所需要的只是他们能够
提供简单的劳力而已。

就在看不到希望的地方，分明有一双犀利的双眼，探寻着智
慧的光芒。那就是主人公渴望出路与改变的双眼。他生活在
他们中间，独立着，总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去揣测生活的意义。
他的思想被书引领着，生活在另一个广阔而自由的天地。书
中的世界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也常使他苦恼，外祖母美好的
心灵与玛戈尔王后高尚的情操成为日后回忆的主角。

对书籍的酷爱，开启了愚昧的头脑。一个用书籍填补思想贫
瘠的人，反抗着周围的种种不协调。主人公，厌恶了身边的
丑陋与粗俗，向往一种纯洁，美好的生活。"我必须寻求一种
新的好的生活，不然我就会毁灭。"带着一种更高的追求，走
上了去学校求学的道路。

书籍，始终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让人有所追求，给人崇高



的信仰。何时何地最好都别忘了读书。

在人间读书心得篇五

从小像个小丑一样舍去自己、用怪诞的行为与言语向他人献
媚一般地搞笑、在他们的笑声中綦切地找到自己的价值一样，
重复着无意义行为的叶藏。

十分自卑，同时又十分自大;他自卑到以为自己一旦揭开丑角
的面具就会被这世界抛弃，却又自大到对那随时可能抛弃自
己的世界嗤之以鼻。

一个人从充满希望到绝望再到捡回希望最后回归绝望的一生

叶藏的悲剧来源于他过于感性敏感的性格和那个讨厌的时代，
即便在世界的恶意与身为异类的压力交织出的悲剧中，叶藏
也努力地尝试过融入这个世界，他的的确确想过好好地活着。

我们在某种时段都当过叶藏。

所以要学会保护自己呀，可以看透，但是不要亲身经历，不
要对人有太多期待，就算深处地狱，也要自己走出一条道。
至于手中的牌，自己去争取。

不要丧失自我，时刻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不是成为别人的
附庸，也不要对人有期待

在人间读书心得篇六

故事是由三张照片引起的，上面留下的是“大庭叶藏”幼年，
青年，壮年的人生痕迹。自然，也暗藏着作者的前半生。



他出生在日本东北部的一个世家中，从小胆小，怯懦，对世
间的一切都十分不解，天真的外表下本该是欢笑与游戏，可
他自己却自行戴上了耍宝搞笑的面具，透过外表下窥探心灵，
却发现他只是为了讨好这个将要摧毁他的世界。

他在家之时，做的几乎为违心之举。过年时，家父要为孩子
们采购礼物，便让孩子们写下自己的心愿单。他并无所求，
准确的说是没有自己的思想，于是父亲对着他问想不想要舞
狮，他莫不作答。可是当别人都睡去时，又偷偷往心愿单上
写下“舞狮”二字。他的灵魂无欲无求，写下那二字只是为
讨父亲欢心。他具备了那个年纪不该拥有的“欺诈”的人格。

而后，便开启了枯燥的校园生活，还是一样的耍宝，一样的
逗乐众人，一样的讨好这个世界。这是出现了一个“竹一”
看透了他这所谓的“意外的搞笑”。使他感到大事不妙，便
想着避开他。可也许是上天开了个玩笑，使他们越相互避又
相互靠近。对他来说“竹一”是“知己”亦或是“天
敌”。“竹一”的预言也几次改变他的人生。

“女生一定很容易迷恋上你”。“竹一”的预言断定了我生
活的走向，“殉情”，“自我放逐”，“酗酒”，“自杀”，
“药物麻痹”，无一种堕落不是由女生而起，当然其中最多
的还是他自己对于生的无知，对死的无望，对世间的迷茫。
人格一点点的支离破碎，以酒精及药物来麻痹痛苦现实中的
人生。他所丧失的是人的“天性”“本能”，一天天苟活于
世，人格早已失去，他所透支的，只不过是残缺的生命。

最后，他被“亲人”送往一个没有女人的地方（他自己所要
求的）——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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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间读书心得篇七

把每个明天当做世界末日，从现在起迈出第一步。

——题记。

“他曾在夏天在单件和服中穿上毛衣，只为搞笑；也行因为
怕父亲扫兴而在半夜潜入客厅在父亲的本子上写上‘狮子’
二字，只为不让父亲因自己而扫兴……”这一切的最终目的
不过是为掩盖自己的忧郁和敏感，伪装成纯真无邪的乐天派，
塑造成一个滑稽逗乐的怪人。他对这个世界太过畏惧，认为
世人比狮子、鳄鱼甚至恐龙都要可怕。他曾说过“面对世人，
我总是怕到发抖”他太过敏感，太过小心翼翼，以至于最后
被送进了疯人院。面对世人，他总是怕到发抖，而面对这个
世界，他又何尝不是呢。

也许有人会认为太宰治不过是因五次自杀而出名的作家而已，
或认为他的作品中传递的是使人愈来愈消极的负能量，可当
你真正去品味他的作品时，才会发觉他以细腻的笔触写出了
他的一生，一个使自己绝望的人生。当自己读过他的三五本
书后才发现他的作品并不是以“罪”“恶”“罚”为主题创
作，反而是以“爱”与“善”为主题创作。他写每本书的`目
的都不是为让读者致郁自杀，而是使读者反省其身、自我救
赎，不落到与自己相同的下场。

“不要抗拒改变，这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事情，就是所
有的事情都在反复的变，反复的过程很容易让人变得低落和
沮丧，然而你再低落和沮丧，人生还是会被各种各样的事情



的改变所包围着，就像是站在一台你没办法控制的跑步机上，
时间、速度都不是你所能控制的，那我就选择跑的更从容一
点，尽我所能的在这个被动的人生里争取一些主动，所以我
很讨厌‘抗拒’这个词，很消极、很脆弱、很被动，如果我
不能改变世界，好歹让我改变自己，遵从自己的选择。”在
我眼中，《人间失格》或许就是在阐述这样一个道理。

当世人知道书中的叶藏被送入疯人院时，书外太宰治的生命
也止于了他的第五次自杀，我想这或许便是最精彩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