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悲惨世界读后感(通用7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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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悲惨世界读后感篇一

在忙碌的工作中抽出时间，终于把《活着》这本书看完了。
刚开始，我以为是余华自己用第一人称的方式进入主题，讲
述活着的义意。心里怀疑这本书的可看性。带着复杂的心情，
我随着余华走入这本书。

余华在此书中讲述了，地主少爷---福贵嗜赌成性，终于赌光
家业，变成了一贫如洗的人。父亲一气之下去世了。妻离子
散，整个家都衰败了。为了生活，福贵开始了艰难的起步，
为生活而努力。

两年后，妻子带着年幼的儿子回来了。我为文中的福贵高兴，
我以为，他的命运会好转了。没想到，命运如此艰难，岁月
不饶人，母亲也由于年老，一病不起。为了生病的母亲，福
贵前去城里求医，没想到半路上被国民党抓了壮丁，等他好
不容易终于回到了家，女儿已经因为生病而成了一个永远也
无法开口再讲话的人，母亲也因病在两年前去世了。

然面这些灾难还只是开头，我为文中的主角们抓了一把汗。
心情也随着书的情节动荡起伏。福贵，命运真是不福也不贵
啊。一次又一次战乱和动荡，这个家庭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
新中国成立，在大跃进运动中，福贵的妻子家珍得了软骨病，
生活举步为艰。当饥饿来临时，邻居们为争抢剩余的发了霉
的红薯大打出手，福贵的儿子有庆，为救县长的老婆产后大
出血，踊跃献血，忙乱中被抽多了血，献出了年幼纯真的生



命。然而，真正的悲剧从此才开始渐次上演，每看几页，都
有我眼泪湿润的感觉，坏运气总是降临到福贵的头上，在小
说的最后，悲剧和失败越来越多，眼泪和痛哭几乎成了家常
便饭。

随着女儿凤霞的出嫁，孕育，我以为他们从此可以结束悲惨
的命运了。但接下来，我不禁有点责怪余华，为什么要把人
家写得这么悲惨。

女儿因生产而死，妻子也跟着病死了。女婿二喜做工时被板
车压死了，外孙子吃豆子吃多了也死了。死亡一个个的接着
来，最后，只留下了福贵。最后，福贵老了，故事也就结束
了。但年老的福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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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的最后似乎没有忘记又留下的讲述者自己在慢慢降临下来
的夜幕中说的一句令人回味的话，“我知道黄昏正在转瞬即
逝，黑夜从天而降了。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
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
黑夜来临。”

活着在一般理解上是一个过程，但是，活着本质上其实是一
种静止的状态。我猜测着，余华想不是想告诉读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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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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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好像一面镜子，可以照出社会的疏漏，同样也可以照
出我们自己身上的缺点。从这方面讲，它也很有教化的意义。
强烈推荐这本书，我认为此书适合再读。



悲惨世界读后感篇二

“人的幸福要等到最后，在他生前和葬礼前，无人有权说他
幸福”--出自余华的短篇小说《活着》的自序。我很喜爱这
本书，正因每当读这本书时，我就会觉得自己所面临的一切
困难其实都不算什么，人总是这样，如果他没有体会到真正
的痛苦，他会天真的以为他所面临的是天大的困难，因此便
忧郁困惑，一筹莫展。读了这本书便给了我莫大的勇气去追
求我想要的幸福。

“幸福是什么?”这是一个人从生到死都在追求的东西，也是
一个人人生价值的所在，但往往还是有很多人找不到他们想
要的幸福。而我就以读了《活着》这本书后的感悟来浅谈我对
“幸福”的一些看法吧!

活着，是为了什么而活?还是单纯的为了活着而活着?活着，
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基本的潜质，简单的两个字却充满了对
生命的渴望和对幸福的追求，但往往现实却给了我们太多的
苦难、无聊和平庸。而我们只能一点一点的去忍受，去担负
起生命赋予我们的职责，在经过一次又一次地披荆斩棘后才
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朵幸福之花。正正因得来不易，因此
才更加渴望和珍惜。

主人公叫“福贵”，一个在现代人看来略显俗气的名字，但
是却代表了那个年代天下父母亲对子女的殷切期望。但什么
是福?什么是贵?也许他们并不知晓，他们既单纯得可爱，也
愚昧到可悲。于是一个个杯具就此诞生，出生在富贵家庭的
福贵并没有那么像父母所期望的那样富贵，他的人生还是发
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到最后才知道好好地活着才是老百姓真
正的福贵。想来也是警醒我们每个人：这天你所拥有的如果
不发奋抓紧，明天也许就不是你的了。要珍惜眼前，活在当
下。

福贵的一生可谓当时底层社会的一个缩影，劳苦大众对于生



活的磨难只有坚忍，而没有力量去改变他。赌光家财，气死
老父，他的人生从平坦大道走向了死胡同，但最可贵的是他
乘着自己年轻气盛，以狂妄不羁的性格得到了他这一生中最
爱的女生—家珍。他的幸福大门为家珍而开，也从未关过。

宽容、善良是开启幸福之门的钥匙。福贵的儿子有庆是为了
救他战友春生的老婆才不幸死去的，一开始家珍不肯原谅春
生，但大家经历了提心吊胆的后，命运悲苦的他们还是重归
于好，因此遭遇不幸却依然懂得宽容的福贵仍然是幸福的，
他用宽容和忘却来清除痛苦，让内心有更多的空间来容纳幸
福。

也许我们所看到的，福贵的一生除了苦难还是苦难，但我坚
信任何人都会被他这种坚强所打动，从而来坚强地应对自己
的人生。也许福贵的一生窄如手掌，但也许能宽若天地。

幸福只是内心对生命流转的一种感受和领悟，而这种感觉不
在于它的长短，但只要我们感受到了它的存在，珍惜它的存
在就已经获得了幸福。

在贫苦的边缘，幸福仍然能够光顾，在光鲜的背后，幸福也
许仍然味同嚼蜡。是否幸福，不在于你所处的环境，而在于
你所营造的心境，是否幸福，不在于你拥有了什么，而是在
于你内心感觉到了什么。做事遵循于本心，幸福就能够很简
单，幸福的内心才是成就我们幸福人生的主体。

用心追求幸福是没有错的，但我们在匆忙赶路的时候，却忘
记了祝福。此刻的我们似乎都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一向在忙，
一向在往前赶，以为拼命赶路的我们会在某个终点获得幸福。
于是在这种不能停止的追求当中，我们深感疲惫，却一向不
曾追到我们希冀中的幸福。生命本就是一个过程，如果我们
只是匆匆忙忙、平平庸庸的追求幸福，然而却忘却了生命中
的点点滴滴，那么我们是否幸福，都早已没有了感觉。因此
当你不停向前奔跑的时候，适当慢下来，欣赏沿途的景和人，



也许你会收获不一样的东西。

生活中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同样生活中也不缺
少幸福，只是缺少感知幸福的心灵。就让我们放飞心灵，感
悟幸福吧!

悲惨世界读后感篇三

这本书看完了，这确实是一本不需要书签的书，对于想养成
读书习惯的人来说，十分推荐这本书，读起来很流畅。

一本书一共有五篇自序，这还是第一次见。在日本自序中，
余华谈到了时间创造了一切，创造了生离死别，创造了酸甜
苦辣，并引用了贺知章的一首诗：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
客从何处来。

对于某些事情的认识，确实只有亲身经历过才懂。就像对于
读完上面这首诗的感受，初中和现在相差深远。而现在当我
读完《活着》的这本书时，感触并不是很深，并没有觉得这
本书写的有多么好，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对于上一两代
人所遭受的苦难没有切身体会的原因吧。

读完之后大概有以下几点感触：富贵最大的幸运就是取了家
珍这么好的妻子，这一点甚至改变了自己之前的择偶观;凤霞
因为生病变成哑巴真的是太可惜了，但是她第一次就相亲成
功我感觉还是比较意外的;有庆一定是一个超级可爱的孩子，
如果当时能给他一只狗狗陪他玩，简直就是天堂般的生活了，
毕竟绵羊和人类的互动还是很少的，感触最深的就是富贵夸
他跑步得第一名的时候，仅有的一次表扬，内心真得比有庆
本人还要激动，这可能和自己的生活经历有关系吧;凤霞因为
难产而去世，二喜因为工地事故而去世，苦根因为吃豆子而
去世，这样类似的事情回老家时也听长辈提起过，那个年代



这样的事情确实。

只有回老家时，才能听到长辈讲述他们年轻时的苦难，表情
状态大都相似，脸上的皱纹快乐的游动着，和富贵一样，精
彩的讲述着自己。

悲惨世界读后感篇四

“活着就是要修练自已的灵魂，在死去的一刹那能够无怨无
悔，能够为社会有所贡献”稻盛和夫所讲的道理，简单明白。
但就是这些简单的道理，在作者的人生道路上发挥出了巨大
的作用。

稻盛和夫认为，成功的人生应该是：本着不违反人类基本普
世伦理、利他主义的简单原则，以像对待恋人般对待工作，
有着强烈到遍布全身的渴望，凡事高标准、严要求，追求卓
越，精益求精，大胆思考，小心准备，不轻言放弃，以百分
百的认真身体力行，凭着一股傻劲儿去迎接困难和挑战，珍
惜和把握每一个现在，持续地积累蓄势，最终化腐朽为神奇，
化平凡为非凡。

简单，也是我信奉的处事原则。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不
给别人带来麻烦”成为我的基本人生准则。这个准则对我的
影响，可以说利弊参半。

“不给别人带来麻烦”，让我时时处处考虑他人感受，能够
设身处地为他人考虑，换位思考，不给他人带来相处上的不
适。但同是这一点，也让我常常做事思前想后，因为太多的
顾虑而错失良机甚至止步不前。现在想来，其实我仍没有做到
“简单”。

为他人着想是应该提倡的，“予人玫瑰，手有余香”，也符
合和谐的本质;但事事瞻前顾后，考虑太多，就背离了简单的
本质。其实，本着遵规守法、利他利己、和谐共赢的原则，



每天踏踏实实去努力，每天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每天比
前一天前进一点点，日积跬步，终致千里。

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缺乏努力拼搏、奋斗的精神，但又有
多少人能够做到坚持呢?坚持，是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
同时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

就拿每天坚持跑步这件事情来说，说它简单是因为你只要穿
好运动服出去就可以了，没有人会阻止你;说它困难是因为真
的很难做到每天如此，几十年如一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
做不到。

成功是很简单的，而简单却是不容易坚持的，不容易做到的。
稻盛和夫如此推崇简单，因为简单里面，孕育着成功。

悲惨世界读后感篇五

“这辈子想起来就这样过来了，过得平平常常，我爹指望我
光宗耀祖他算是看错人了，我啊就这样的命。年轻的时候靠
祖上留下的钱风光了一阵子到头来命都差点丢了。做人还是
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
样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
个死去我还活着。”

——余华《活着》

《活着》是一篇读来让人感到沉重的小说，那种翻开书页的
不忍，那种合上书本后的隐隐不快，我很想知道一个人需要
怎样的信念和意志力，才能支撑他在遭遇到一连串的打击后
还能顽强的活下去。家道中落的悲哀，失去双亲的痛楚，白
发人送黑发人的打击，终于的落单与那头老牛，孤苦伶仃的
日子里，回首曾经，他需要多大的勇气。“以笑的方式哭，
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福贵是生者的赞誉或是悲哀，之于
他我更多的是同情却又不得不为他的淡然而心生丝丝敬



意——他用平静的面容掩饰着他内心的波涛汹涌。他用他的
一生告诉我：平淡是福，活着真好。

是呀活着真好，更何况是活在幸福当中。一直以来我都是个
平凡的女孩，平凡的家世，平凡的样貌，平凡的日子波澜不
惊，也曾幻想过不平凡，也曾希望自己的日子能过的轰轰烈
烈，然而父母告诉我，平凡点好，平凡了就会淡然，就会宠
辱不惊学会独立学会坚强;老师说平凡好，平凡了就能一心一
意的读书，平凡了才能在一派浮躁中沉淀、成长;朋友亦说，
平凡好平凡了就能每天都开心得没心没肺。平凡好吗?我对着
镜子问那满镜的平凡，镜子里的朦胧玻璃后的水银说，平凡
好，平凡自己成就了别人是一种幸福。

于是某天，在那窄窄的阁楼，我在散发微微霉气的书架上寻
觅的时候，那本薄薄的小书兀自闯入我的镜片，泛黄的书页，
向我倾诉着它的不简单，那个叫做余华的人，用一种近乎冰
冷的笔调娓娓叙说一些其实正常却也不正常的故事，福贵于
是闯进了我的生活，情绪在那娓娓叙说的过程中起了涟漪，
《活着》就是这样，用一种渗透的表现手法完成的一次对生
命意义的哲学追问。纵使余华不是一个擅于煽情的作家，然
而与平常之处的发掘，那漫不经心的笔触却直击读者的心灵。

人之处总是单纯得像杯白开水，那时候的自己不知道什么是
平凡什么是轰烈，那时的自己做任何事情都没有强烈的目的，
也许是一时的好奇也许是一时的氛围让自己有了瞬时的冲动。
于是，那个时候的自己总与“半途而废”相伴，也总会为了
搭几块积木而拒绝吃饭——这一切，全看兴趣的大小。在现
在看来小时候的行为是那么的脆弱，因为背后支撑这一行为
的唯有兴趣，全没有什么“崇高的信仰”抑或“理想”。然
而那个时候的自己也从不会迷茫不会对自己的生命感慨万千，
于是，那时的生命也是最有韧性的——活着，仅仅是为了活
着。

很多时候，远离亲人远离朋友的日子里，感觉幸福一下子远



行，孤独与寂寞，伤心与难过，许许多多的想法在夜深人静
的时候袭来，有过快乐的忧伤，也有忧伤的绝望，扬起的嘴
角，是那么的倔强，没有泪水没有过多的话语，只有心痛。
一个人的坚强，那种超负荷的难捱只有自己才能体会。然而
所有的悲观在遭遇到福贵时变得一文不值，所有的失落在遇
上福贵时变成了有幸。我不是不快乐，而是还没有适应快乐。
所以如果有幸我要自己承担安慰有时候捉襟见肘，自己不坚
强也要打着坚强，还没有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我没有资格难
过，我还可以把快乐写得源远流长。

好好享受每一天的点滴，好好活着，为了自己也为了关心自
己的人，为了这更长更远的明天好好活着。

悲惨世界读后感篇六

看到有一本《活着》，就囫囵吞枣的读了一遍，刚看完，很
压抑，然后，很久，才释然。。。

主人公福贵，从一个有钱的爱赌爱嫖的二流子，到孤苦伶仃
的一个人，经历了破落、贫穷、战争，一步一步，失去了儿
子、女儿、妻子、女婿、外孙，只有一头很老的牛陪伴余生。
。。

在悲剧的人生中，他学会了珍惜，珍惜自己的妻子，妻子做
的一双鞋，最饿时老丈人省下的一小袋米，学会了宽恕，宽
恕间接害死了自己儿子的战友。。。独自一人活着。。。

这本书不同于张爱玲的《小艾》，小艾经历了一系列悲惨的
遭遇，最后的结局还是给人一些希望的，看完以后，积聚的
压抑在结尾处有一些释放，而《活着》看完很沉重，感觉呼
吸困难，看着生命之手一次又一次给予希望，又一次一次的
剥夺一个人身上的珍宝，却无力反抗。。。

也许只有懂得了爱，懂得了你所拥有的珍宝，在失去时，你



才有勇气去面对一个人的寂寥。。。

毕竟，回忆是一个人的历史缩影。

悲惨世界读后感篇七

第一次接触余华的《活着》应该是大二下学期，那是我刚接
触文学作品，刚开始是当做小说阅读，慢慢的，我才真正意
识到，为什么这个叫做文学作品，可以放在图书馆，而不是
像路边厚厚的小说，只能供人翻阅，上不了大雅之堂。

确实，看完这本书，让我从新思考人生。读到书中福贵悲惨
的故事，我也情不自禁会流泪。主人翁的故事是一个悲剧结
尾，看似离奇，稀有，却映照出现实生活中很多执迷不悟人
的命运。

福贵是幸运的，一出生就有一个好爹，不缺吃不缺穿，家庭
富裕，有钱有女人，人人追捧。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
罗绸缎，可是幸运永远是短暂的，尤其是这种幸运不是自己
争取而来的时候。

福贵是悲惨的，先是豪赌输掉家业，随后爹被气死，娘病死，
随后几年，儿子献血死了、老婆软骨病死了、女儿大出血死
了、女婿泥块压死了，甚至连唯一的外孙子也是因为饿的太
狠，撑死了。所有死法几乎都让福贵一个人遇到了，到头来，
孤独一人，与一头年迈老牛相依为命。

听起来是一个悲惨的故事，我甚至怀疑作者心里阴暗，为什
么把故事写的如此悲惨，命运如此残酷，竟在主人翁福贵年
迈，已经反省之后，唯一外孙还是死了。让我感叹人生不易，
世事难料，福不双降祸不单行，一步错，步步错。

但可怜之人，必有可悲之处，福贵的悲惨终究还是从年少的
纨绔败家开始，从气死他爹这个大逆不道的行为开始，就注



定他人生的命运之悲惨。时间不会倒流，有些事情注定不可
改变，虽然，福贵之后醒悟过来，可为时已晚，唯一的财产
已经被抵押，自己又没有本事，只能任人摆布。

福贵的错，如果只是由他自己来承担，倒还没什么，可，事
实往往是，祸及家人，老婆、孩子、甚至孩子的孩子，都陷
入深深的厄运。即使到最后福贵极力挽回，为保护家人做了
很多牺牲，可已经有心无力，再也回不去，大好光阴已经失
去，只能听从命运安排。

这或许是主人翁的悲哀，也或许是那个时代的悲伤。福贵作
为一个男人，始终没能尽一个男人最大的能量去保护家人，
始终让我耿耿于怀。

但，福贵也是幸运和幸福的，福贵身边的人没有一个因为他
的败家和纨绔而离开他，仍然不离不弃，他的老婆家珍，甚
至在福贵落魄的时候，坚决抛弃富裕的家庭生活，回到他的
身边，为他生儿育女。福贵也没有让家珍失望，努力改变，
勉强过上了几年幸福生活，可谓也经历了人间稀有的真情和
温情。

直到故事结尾，福贵已经年近迟暮，仍然乐观积极。尝尽人
家富庶，也尝尽人家悲惨，福贵一生可谓大起大落，家人一
个个随之而去的打击，让他彻底意识到人生无非就是为了平
平淡淡的活着，已经没有任何牵挂。

正像文章所写：“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
尚。”

人生不过是下山上山，平平淡淡才是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