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余华活着心得体会(实用5篇)
在平日里，心中难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会写一篇心得
体会，从而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思想。那么我们写心得体会要
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余华活着心得体会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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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着”是一种力量，一种可以忍受困难，战胜挫折，
让我们变得勇敢的力量。

   ——题记

   《活着》这本书中的福贵让我产生了很大的触动，他的
一生是那么坎坷，他的父亲在他赌博赔光家产的时候离世，
这无疑是一种双重打击。他的母亲在他被抓去当壮丁的时候



离世，他的儿子因为血被抽干离世，他的外孙吃豆子离
世……最后，只剩下他与一头老黄牛为伴。这种.种看起来是
那么不可能同时发生，可全都真实地发生在了他的身上。

   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谈话。读《活着》，我
好像身临其境一般，走进了福贵的人生。他生活在“全民大
炼钢铁”“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贫困时代，吃不上好饭好吃，
为了供儿子上学，曾把女儿送给别人。我不禁扪心自问，现
在的我，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如果还不努力
学习，怎么对得起那些劳苦百姓呢?在打仗时，老全被子弹打
中，可见战争是多么残酷啊，你永远不知道死亡在何时何地
等着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和运动”给福贵带来了无
情的打击，但他仍然没有屈服，默默忍受着这一切。我认为，
他是坚强的，是无谓的。

   《活着》像一支古老的歌谣，在向我们讲述着一个生命
的脆弱与顽强、欢喜与哀伤的真相，让我们懂得卑微生命中
蕴含着细微的如金子般的光芒，让我们懂得人性的温情能一
步步把无边的苦难变成继续前进的力量。

   其实，自己的生活别人难懂，别人的生活也不必刻意去
懂。在这个时代中，我们要好好活着无需惧怕死亡和时代的
局限，只需真实的活在当下。

   在最后，“老牛与牛渐渐远去，炊烟在农舍的屋顶袅袅
升起，女人吆喝孩子的声音此起彼伏”，这体现了一种平静，
惬意而又自然的乡村生活。此时的福贵与这头老牛一样，只
有一个简单的目的——活着。

   在空闲时，我还是喜欢看书。看的书很杂，除了课本书
籍之外，名著小说都看，不刻意拘束于单一的形式。而一般
只是略读。而当看到《活着》这本书时，最多想到的还是葛
优演的电影，关于徐福贵跌宕的人生。



   司马迁说有的人活着比泰山重，有的人活着比鹅毛轻；
雷锋说，活着是为了让别人生活得更好；
保尔柯察金说为了人民的解放而活。但对于徐福贵而言活着
的理念在于：“人只要活着，穷也不怕。”他觉得人活着的
意义并非只是富贵，更应该懂得生活，学会劳作，为一家人
而活着。那样即使日子过的又苦又累，心里却踏实了。妄想
可以尝试把家从小鸡变成鹅，鹅变成羊，羊变成牛，使自己
穷苦的家变得重新发达起来。而在他被抓入伍，受恩回家的
那一刻，足见他活着的意义只是为了家人，对家庭的牵挂便
成了他活着的理由。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他选择留下，或死
于战场，或者高官厚禄。但像他这种无文化无社会主义理想
的旧社会底层人民群众而言是终究不会选择留下的。当解放
了以后，他看到占他家地的龙二被枪毙，家珍的话使他明白：
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就不在乎什么福分了！

   书看完了，觉得异常压抑！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也许
无所谓活着，尘世的苦难，活着的人总得承受，在命运面前，
只有忍耐，忍耐孤独，忍耐不幸，甚至是死亡。《活着》并
不是要告诉我们应该怎样活着，只是在陈述活着这样一个事
实，套用徐福贵夫妇对春生的话来说：活着，好好活着，我
们只能等待被时间和命运遗弃，而没有权利抛弃生命。在命
运面前，也许不能不感叹人类的无力！改变不了活着的事实，
就改变活着的态度吧！只要活着，总有希望，态度也许至少
可以是可以改变活着的状态，或者好，或者差，只是在生命
的镜头至少可以告诉自己，我们活过，也曾努力过。而不会
被2012这样的“世界末日”感到惶惶不安，尊重生命，热爱
生活，拥抱未来！才是当代学生的基本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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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一场故事，一世遭遇，成就了《活着》。富贵的苦
难，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从一个富家少爷，沦落到
贫苦农民;他气死他爹，输光财产;他的儿女死了，妻子死了，



女婿死了，外孙也死了，可他却还活着，孤零零的活着。

当福贵看到赌的倾家荡产的龙二被毙掉的那一刻，庆幸的是
福贵，后怕的也是福贵。他庆幸，是因为被毙掉的人不是自
己。他后怕，是因为被毙掉的人本该是自己。命运是未卜的，
生命是脆弱的。败家子的自己气死了爹，他知道，自己害死
了一个生命;当被抓去拉大炮的自己回来没有看到娘的最后一
眼，他明白，生命原来如此脆弱;当他的家人一个个死去的时
候，他懂得，活着不易，活着有多好!

种地的艰辛，让他体会到活着的不易;公社的磨难，让他感受
到活着的美好。活着就幸福，再艰难，只要活着那也是幸福;
死亡是痛苦的，再好的墓葬，那也是痛苦。当富贵的家人一
个个离自己而去的时候，有痛苦，但更多的是珍惜，珍惜自
己现在还具有的生命，他知道，活着有多好。

余华《活着》的自序：“作为一个词‘活着’在我们中国的
语言里充满了力量，他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
于攻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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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个关键
词时“忍受”。可见余华笔下的富贵面对生命的苦难与绝望
只是忍受，没有反抗，更不用说蔑视。也许有人不怕死，但
他一定不想死;也许有人想要死，但他一定不愿意死。生命对
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笔财富，比金钱还重要的财富。一个
人富贵，他想维持富贵，一个人贫穷，他在抱怨贫穷，但没
有一个人会把这些和活着联系在一起，因为活着跟它们不在
一个地位上，活着最重要。

活着余华读书心得200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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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本书，我哭了好几次，泪水打湿了一大片枕巾。第一
个让我流泪的地方是有庆给他老师输血时被活活抽死的地方。
多么懂事、可爱的小孩，每天上学前、放学后都去割草放羊，
羊就是他的另一半，而且还那么孝顺好学！这不仅让我想起
了我的童年生活。我的童年也是和羊一块长大的。那么是什
么原因造成有庆被活活愁死的悲剧呢？我想可能是这个社会
现实造成的吧！作为当时的医生，能救活县长夫人是能得到
好多好处的，而救不活却可能招来祸患！而一个平常农家孩
子的命能值几个钱？臭死了大不了赔几个钱！

在他们看来有庆的命就像一只羊、一头猪，用得上已经很好
了！这不仅有让我想起了几年前看的一篇报道。同坐一辆车
的农民和工程师一块出车祸死亡，工程时被补偿了几十万，
而农民却只有5000！难道工程师的命是命，农民的命就不是
命了吗？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距？为什么要分等级？为什
么法律上写着平等公平，而一边又做出违背自己诺言的事？
我并不是崇洋媚外的人，可在许多方面我们的确应该向西方
国家学习！

而现实生活中，受到打击挫折如工作不顺利、高考落榜、爱
人趋势等而选择死亡的有多少人！他们不知道或者才是勇气、
才是胜利！他们的命不只属于他们自己，还有父母等等！他
们在这个世上还有未尽完的责任与义务！福贵亲手埋葬了六
个至亲至爱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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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有那样一句话：

生活就是人生的田地，每一个被播种的苦难都会长成为一个
希望，他们就是我们的双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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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或者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煎熬！但不管怎样，生命只有
一次，生命是宝贵的！我们要像富贵一样，不管发生什么，
都要坚强的―――活着！

余华活着心得体会篇四

，他背负着一家人活着的希望。他失去了一切，唯有活着的`
意志无法被剥夺。

他，为了活着而活着。

这是斗争与生存的故事，作者用朴实无华的笔墨，写出了当
时中国社会中农民阶级不同时期的生活经历，打造出福贵这
么一个看似幸运而又可伶的人。

正如余华所说的：

“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以外的任何事
而活着”。

余华活着心得体会篇五

人应该怎样活着?在老师的推荐下，我在暑假阅读了余华创作的
《活着》，那质朴的语言和近乎光怪陆离的情节让我为之折
服，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如听惊雷，如沐春风。

小说的讲述扣人心弦，让人为之动容。全文以作者与一位名
叫富贵的老人的聊天展开，当作者和老人见面时，这位老人
早已年近八旬，夕阳的余晖照在老人黝黑的脸上，似乎每一
条皱纹都充满着沧桑与故事，他将自己的过去向作者娓娓道
来。老人年轻时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他的生命本该大富
大贵，然而他却不思进取，凭着父母辛苦打拼来的财产肆意



挥霍，俨然是因为执挎子弟，并且在不久之后输光了家中的
所有财产。他父亲在死前为他做了最后一件事;把祖屋和地契
卖了，替他还债。终于，福贵在无尽的忏悔中彻底醒悟了，
他开始尝试着做农活，虽然一家人的生活饥寒交迫，但也非
常踏实。

千万不要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作者以如此平淡的
结尾收场，那他就不是余华了。或许是年老的缘故吧，福贵
的母亲因经受不住苦难的折磨，在与命运的抗争中撒手人寰;
紧接着，他的妻子也得了软骨病，追随他的母亲去了天堂;而
他的儿子则在唯他人输血时因失血过多而死亡;女儿在生下一
个男孩“苦根”后，便一睡不醒。看到这里，我真的很无奈，
很痛惜，而福贵却仍然在与狰狞大笑的命运抗争着，从未放
弃。但是死神并未眷顾他，反而令他家唯一的血脉苦根在吃
东西时噎死了。

整本书以戏剧性的一幕收尾了，只留下读者仍在原地呆呆地
站着，回想刚刚所受的心灵洗礼，内心不尽感慨万千。“以
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作者如是说道，是的，
是一本充满血和泪的书，通过中国农民的生活去告诉人们只
要用自己的勇气和活着的决心来承受巨大的苦难，一切都会
迎刃而解，就像“千钧一发”，用一根头发承受三万斤的重
量也不会断。其实，绝望是不存在的，我本不信，但在看完
这本书后，我不得不说确实如此。

福贵的生活方式值得我们学习，时间的漫长与短暂，时间的
动荡与宁静，在他的一生中非常明显地体现着，但他用学会
了适应。也许，他的一生悲苦地让人感到窄若手掌，可是他
的一生却又十分顽强，宽若大地。这是个矛盾的问题，福贵
在命运面前看似弱不禁风，实则顽强抵抗，用苦难安慰疲惫
至极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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