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余华活着深刻阅读心得(优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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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
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余华活着深刻阅读心得篇一

“活着”这两个字眼对常人来说平凡得很，但是对于《活着》
这本书中的主人公“富贵”而言，却意义深刻。

富贵原本是个富家子弟，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无
忧生活。他不把父母当回事，对妻子的辛苦劳累不屑一顾。
最可恶的是他那吃、喝、嫖、赌的陋习，挥霍光了老一辈留
下的所有家产。他的父亲也被他气死了。可是这时忏悔已经
来不及了。从此，他只能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饱受着为生
计而奔波的劳累、苦楚。他怎么也没想到命运会一次又一次
地捉弄他，让他的心灵遭受一次次与亲人离别的痛苦，最后
只剩下了他一个孤家寡人苟活于世。

生活形成的巨大反差，使福贵努力地重新生活，这位历经沧
桑和磨难的老人将苦难消解于自己的忍耐和平静之中，坚强
地挺了过来。

生活本身就是一位好老师。是生活渐渐让游手好闲、薄情寡
义的富贵变成了一个任劳任怨、百折不挠的家里的顶梁柱。
如果没有经历后面的变故，他可能一辈子也无法体会到活着
是多么美好和幸运。

在每个人生活的道路上，每一段都是那么刻骨铭心，每一次
都让人大汗淋漓，生容易，活不易。人生的道路，就像波浪
形曲线高高低低、起起伏伏。虽然走起来非常辛苦，但是它
却通向我们人生幸福的道路。只有攀过那危峰兀立的高峰，
越过那一条条一望无际的山谷，才能真正体会到活着的意义。



让我们以积极乐观、自强不息的态度面对生活，走好每一段
生活的旅程!

余华《活着》读后感12

我总认为人世间最悲痛的事莫过于亲人对你的不理解，当看完
《活着》你会明白，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是看着身边一个个亲
人慢慢的死去，直到只留下你孤单的一个人。当身边的人一
个一个都离你而去的时候你才明白什么叫痛苦。

当生活在80年代的我们还在为物质上的需求挑三捡四时，我
们从来不明白上一代人为了生存而挣扎的情形;当我们还在抱
怨命运的不公时，是不是也应当想想这世上更苦难的人，与
他们相比，我们是不是更应当感到幸运呢!

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当一次次邪恶的观念充斥着我们的大脑时，我们是不是应当
冷静的思考一下人生的意义呢!

活着，就要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第一件事，千万别为自我
找什么借口，因为“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
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余华《活着》读后感13

“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
物所活着。”--《活着》

余华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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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忍受与苦难造就了活着。

看书过程中对作者文笔无比佩服，用第一人称讲述他在田间
遇到的这个叫福贵的老人的一生。却又恨他，恨作者一次次
给我们一点点美好，一点点希望，却更把我们推向更大的深
渊。

第一次大哭是有庆突如其来的死亡，那个早上还迷迷瞪瞪就
跑去给羊割草，中午放学又光脚跑三四十里地回家割草，急
急忙忙扒了饭回学校的有庆就这样，被抽血死去。怎么能让
人接受呢?等看到凤霞有了美好的家庭，却又因为生孩子大出
血而死。好不容易生下的苦根，却又因吃豆子而死。骗我的，
生活还是这样狗屎。

我无法再像一开始那样批判福贵，将他不幸的开始归结于自
作自受。鲁迅先生说人与人的悲欢并不相通，这个世界上也
从未有过“感同身受”这回事。没有经历过，其所言所行都
十分苍白而无力。

如果有人问我如果你是福贵，你能挺过这么多苦难，继续活
着吗?我想我是不能的，但是如果我真的成了福贵，可能也是
这样活着。

我以前也总觉得为了活着而活着没有意义。有一段时间心理
上出现了很强的抑郁情绪，其实什么也没有发生，却感觉自
己在泥潭里。在深渊，在低谷，甚至对生活失望，对人际交
往无感，其实活着就是活着没有任何意义。我的经历跟福贵
相比不值一提。

现在我只想好好的活着，有意义的活着。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余华《活着》读后感14



“人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并不是为了其他任何事情活
着。”余华如此写道，我感到有些寒冷，虽然我找不到任何
理由来反驳这句话。

一般来说，人睡着年龄的增长拥有的一切逐渐增多。作者在
这篇杰作里表达于此相反的观点，人在童年的时候是拥有一
切，然后慢慢的失去一切，最后老无所依地死去。如此去讲
述一个人的一生未免过于残酷，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拥有富贵，
有一个“上辈子嗷了一生”才有的好老婆。然后所有的一切
一点点的离他而去，作者作为这个故事的上帝是否无动于衷，
还是说从一开始一切便已失控。不管如何我看到有庆那样死
去的时候心里格外难受。金庸说他在写某些情节的时候会痛
苦，余华也会为了主角而哭吗?在这个过程中是否如作者所
说“是深感幸福”?不想讨论意义之类的，但只是为了把“一
个故事讲得如此之好”是否能够让人接受，不过最有趣的是
主角的名字居然叫做“富贵”。

萨特的存在主义认为存在就是一切，那么这么小说这这一观
点的最好注脚了。但萨特还说过“人的全部意义在于行动”
为何在这个故事里却是如此的无力?我们无法将其归结为时代，
不然这本书就右倾得太厉害。我只能说余华同志隐藏得太好，
作为一个纯粹的讲述者，他无可挑剔，能够将语言运用得如
此本土化，不做第二人想。全篇没有看到作家跳出来评论，
只是为了故事而故事。不管怎样，我愿意给这本小说以极高
的评价，我没有看过余华其他的`作品，但这部《活着》无疑
已有了名著的水准。

余华《活着》读后感15

如果我们有更多选择，就不会有这么多咄咄逼人的欲望。可
是我们只能沿着这条狭窄的小道，麻木地走过去。不得不说，
这也是一种可悲。

我也懂得做人应当进取乐观的处世至理，读余华的小说《活



着》，我的人生观却没有异常大的改变。要说收获，则无非
是在感叹之余，再一次被提醒：人应当知足。

我认为之所以有一部分人像我一样没事胡思乱想，无非是因
为人的软弱，因为人的不懂得知足，总是想要得更多。

《圣经》中提到：天然人的生命是十分软弱的，人的体内人
的成分使人易怒，冲动，不能自制。这一点我是相信的。人
的软弱，使人应对困境时往往无力支撑自我走向新生，使自
我陷于泥潭而不能自拔，使自我明知善恶却无胆反抗。人若
敢地在黑暗的旷野独自唱着歌走路，在烈日炙烤的峭壁无声
地攀爬，在无桥无船甚至无人的野渡泅过冰冷的河面，充分
显示自我的勇气与智慧，那么在现实的世界里，人的日子会
有更合理的安排。

但同时，人又不懂知足。追求太多总是难以得到满足的。未
经沧桑的人总是容易在现实的捆绑中藉着心灵的不满足幻想
着换个环境，一味认为物质的困境使自我忙于无意义的奔波，
无暇顾及精神享受。于是，在不如意的现实边缘，痛苦地理
解一袭又袭虚无的冲击。却不曾想到，若真有一天，你活在
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中，过着看人脸色甚至随时可能遭人
毒打，随时可能朝不夕保的日子，你还会为以往的生活尽不
如意吗或许那时，更多的便只剩下懊恼和追悔了吧。

生活从来都不容易。读了《活着》，我想，理解现实，努力
成长，好好活着，活着，活着。

余华活着深刻阅读心得篇二

第一次读完《活着》这本书，我只觉得压抑充斥了自我的整
个心灵。同时也觉得余华太过残忍，让故事中的人物一个又
一个的死去，却惟独剩下主人公孤独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在我
生病的那段日子。于是那本《活着》被我一气之下压在了书
堆底下，因为我厌恶于华，厌恶他的残酷。



第二次看《活着》，是在今年的四月。那是个黑色的四月，
在我满怀憧憬着自我的幸福未来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噩梦彻
底打碎了我所有的梦。我没有办法理解那样残酷的一个事实。
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崩溃了。不清楚，自我流掉了多少泪。我
开始自暴自弃，甚至有了万念惧灰的地步，我深深感受到了
活着的艰辛，活着的痛苦。＂我该为谁而活，我为什么要活
着。＂那几天我想的仅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于是我开始发泄，
开始焚烧我所有以往喜欢的东西。因为我想烧掉过去，烧掉
病痛。

我又看到了那本《活着》，鲜红的封面深深地刺激着我。我
留下了这唯一的一本，开始重新去体味活着的含义。我总认
为人生最大的悲哀的莫过于地静静地等待着死亡的那一刻，
可当我再读《活着》，我才明白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是你眼睁
睁看着身边的一个个亲人慢慢死去，你却毫无办法，直到只
留下你孤单的一个人！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哀。

活着，就要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千万别为自我
找什么借口，因为＂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
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在艰难中活着，在活着中享受艰
难！

余华活着深刻阅读心得篇三

第一篇:余华活着深刻阅读心得2021年

人生难以一帆风顺，定会跌宕起伏。这起伏，可能对生命的
旅途无关痛痒，诸如作业被批，小考失利;亦可能改变你的人
生轨迹，诸如高考、从业……
但是，无论大喜，亦或大悲，只有活着，你才能感知这一切，
才有机会去细品人间甘甜,才能去遍尝人间疾苦。
书中，春生，书里一个自杀而不是为外界因素而死亡的人，
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灰冷的印象。被拉去当兵，他没想过自



杀;为了抢一两个大饼而鼻青脸肿，他没想过自杀;一次次逃
走又被抓回，他亦没想过自杀。他知道，战争终究会结束，
即便周围一片黑暗，在那遥远的地方，仍有一丝微茫光明。
他熬过了战争，终选择了自杀。或许，是从县长位置跌落又
为万人所指，身心饱受摧残，或许，是十年_，心中的光明比
战争的结束来得更遥遥无期，无论怎样，他都选择了结束自
己的生命，都不会看到_被_、胜利降临眼前了。正如普希金在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中所说“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
过去……”是的，一切好的、坏的、乐的、悲的，只要我们
都还活着，这一切的一切都会被时间的长河，冲散到天涯。
本书的主人公，福贵，给人的，则是一种渡尽劫波仍积极向
上的人生色彩。他家道中落，一个地主家的公子哥儿沦为无
家可归，亲人都离他而去，甚至和他相依为命的外孙苦根也
死了。前路凄苦，他为什么要活着?人生黯淡，为什么还
要“熬”剩下的一天天呢?为什么还要苟延残喘地活在这个令
你身心俱疲的世界上呢?看完《活着》以后，这个问题曾一直
一直在困扰着我，无解。苦根死后，他，没有随着已故的亲
人，一起奔赴那虚妄远方，而是天天和老牛一起，孤苦伶仃
活在世上，独尝世态炎凉。
生命是享受一切的基础，是创造有意义人生的前提。福贵向
往着以后的日子，对将来的未知充满憧憬，经历诸多磨难，
不屈不挠，即便在他亲人都离他远去剩下孤零零的自己，即
便只剩下一头和他一样苍老的牛。他坚定地、坚定地要活下
去，希望这头牛会成为他人生旅途中的最后一位伴侣，在他
心里，还有一片没有被那种磨难所涂黑的大光明。福贵渡尽
劫波依然仰起头来微笑的顽强，永远不会被困难_的坚韧，对
生存对生命的难以描述的的渴求，给我心灵的震撼。
活着，真是一件幸福的事。只有活着，才有机会斟酌悲喜;只
有活着，才有资格评点成败;只有活着，才有心境品味荣辱;
只有活着，才有精力参悟生死……
有生命，才能享受这一切。活着，真好。

第二篇:余华活着深刻阅读心得2021年



周日晚上，我花了3个多小时，一口气读了一本爸爸的小
说——《活着》。
合上书以后，我有一种很难受的感觉，想哭却哭不出，说他
们可怜但好像又不可怜。
余华是在一位名叫福贵的老人身上，用第一人称叙述其看似
悲惨的一生。地主家儿子福贵好嫖、赌，花光了家里所有的
钱，在还债路上又被抓去当兵，误当成了国民党。几年战争
后，死里逃生，逃出来回到家，发现父亲已经死了。接下来
女儿因发烧耽误医治也变成哑巴了，原本好好的一个家变得
支离破碎。随着时间的推移，女儿风霞、老婆家珍、女婿二
喜、还有外孙苦根也相继遭遇不幸，这一大家子最后就剩福
贵一个人了，最终跟老牛相依偎。
以多数人的想法看来，他最后的命运一定不是疯就是自杀。
可福贵依然乐观地活着，因为他想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也是
全书的亮点所在——活着就有希望。
这本书的作者是余华，本应是余华在讲述福贵的故事，应该
使用第三人称，可作者采用第一人称，让人觉得更加真切，
更加理解书中的我，在历经世间沧桑和磨难之后的坦然。
家人一个接一个相继去世，富贵被一次次的打击，这里面，
不仅有活着的真正道理，还有对世界的乐观态度。
他没有抱怨、仇恨，而是认认真真地过好每一天。抱着乐观
的态度活着，这才是“活着”的真理。
活着本身就很艰难，延读生命就得艰难地活着，正因为异常
艰难，活着才具有深刻的含义。没有比活着更美好的事了，
也没有比活着更艰难的事了。
活着，就够了。

第三篇:余华活着深刻阅读心得2021年

《活着》是一本有生命、有感染力的书。我深深记得初读
《活着》的感受，从初始的悠然到其后的凝重，翻动书页的
手指愈渐迟疑，我感到心中似乎有一种隐秘的期待——呼唤
着一个转折，一个让主角福贵走向幸福的转折，然而，我失
望了，作者是那么的残忍与吝啬，我几乎是一路心痛地读到



最终。当我满心酸楚地合上书页，猛然望见封面一袭鲜血般
的暗红：刺目一如长长伤口上的血淋淋，却又宛如生命勃勃
的涌动……我的泪直直地落下来了。
从一个少爷吃喝玩乐到最终败坏家业，沦落到为糊口而下地，
他挚爱的亲人一个一个地逝去——老母病死、幼子因抽血猝
死、妻子得病先他而去、聋哑女儿凤霞难产而终、女婿被钢
板所夹意外惨死，只留下一个小小的孙子苦根，竟也在那个
饥饿的年代里，活活噎死。他布满老茧的粗糙的黝黑的手掩
埋了所有的亲人与泪水，最终只孑然一身与牛相依。他以笑
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这应是一个杯具吧。然而
他淡淡地讲述着，没有大悲大恸，这个被厄运磨砺了一生的
人居然嘿嘿地笑着。
这种生命的韧性似乎讲述着人生绝望的不存在。福贵的人生，
仿佛是一株盘剥的冬笋——一层层褪去人生的虚华、一层层
撕扯掉人生幸福的依靠，一层层摧毁着人的坚强。可到最终，
白嫩嫩的，却剩下一个人最柔软、最纯净的人的秉性，只剩
下人生存在的的理由——活着，为了活着而活着。活着，执
着地活着——已成为一个能描述福贵的形容，也是对福贵的
的肯定与颂赞。

余华活着深刻阅读心得篇四

体验是一种在感受之后的书写，主要用来记录你的思想和感
受。它是一种在阅读和学习实践之后的感觉写作。以下是为
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第一篇:余华《活着》深刻阅读心得和收获2021年

《活着》是一本有生命、有感染力的书。我深深记得初读
《活着》的感受，从初始的悠然到其后的凝重，翻动书页的
手指愈渐迟疑，我感到心中似乎有一种隐秘的期待——呼唤
着一个转折，一个让主角福贵走向幸福的转折，然而，我失



望了，作者是那么的残忍与吝啬，我几乎是一路心痛地读到
最终。当我满心酸楚地合上书页，猛然望见封面一袭鲜血般
的暗红：刺目一如长长伤口上的血淋淋，却又宛如生命勃勃
的涌动……我的泪直直地落下来了。

从一个少爷吃喝嫖赌到最终败坏家业，沦落到为糊口而下地，
他挚爱的亲人一个一个地逝去——老母病死、幼子因抽血猝
死、妻子得病先他而去、聋哑女儿凤霞难产而终、女婿被钢
板所夹意外惨死，只留下一个小小的孙子苦根，竟也在那个
饥饿的年代里，活活噎死。他布满老茧的粗糙的黝黑的手掩
埋了所有的亲人与泪水，最终只孑然一身与牛相依。他以笑
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这应是一个杯具吧。然而
他淡淡地讲述着，没有大悲大恸，这个被厄运磨砺了一生的
人居然嘿嘿地笑着。

这种生命的韧性似乎讲述着人生绝望的不存在。福贵的人生，
仿佛是一株盘剥的冬笋——一层层褪去人生的虚华、一层层
撕扯掉人生幸福的依靠，一层层摧毁着人的坚强。可到最终，
白嫩嫩的，却剩下一个人最柔软、最纯净的人的秉性，只剩
下人生存在的的理由——活着，为了活着而活着。活着，执
着地活着——已成为一个能描述福贵的形容，也是对福贵的
的肯定与颂赞。

第二篇:余华《活着》深刻阅读心得和收获2021年

给出一段书中的文字，大家欣赏下：

老人和牛渐渐远去，我听到老人粗哑的令人感动的嗓音在远
处传来，他的歌声在空旷的傍晚像风一样飘扬，老人唱道：

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

炊烟在农舍的屋顶袅袅升起，在霞光四射的空中分散后消隐
了。



女人吆喝孩子的声音此起彼伏，一个男人挑着粪桶从我跟前
走过，扁担吱呀吱呀一路响了过去。慢慢地，田野趋向了宁
静，四周出现了模糊，霞光逐渐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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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篇:余华《活着》深刻阅读心得和收获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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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来自《活着》这本经典作品里的话。从这
简单的两句话里，我似乎读到了一个有着倔强、麻木性格的
人内心的无奈。

透过这两句话，我能感受到这个人对生活的希望一点点被时
间和现实所剥夺，他是一个满是伤痕的人。在面对现实这个
怪物面前，他无疑是懦弱的败将，但在一次次跌倒、爬起、
再跌倒、再挣扎的中，他变得比最初更加成熟，他也更加清
楚自己所拥有的的一切都会是过往云烟，包括虚名、钱财、
甚至是刻苦铭心的爱情、血浓于水的亲情、两肋插刀的友情。
也许这样很残酷，也许这只是福贵的绝望、也许这只是那个
时代产物，但是这却深深地扎进了读者的心，让读者看到生
活这两字之于福贵来说就是一种习惯而已，只要这世界能给
他一片生存的空间、一口空气、一滴水，他便就可以这样苟
且地活下去。他不为任何人、任何事，只想顶着这副皮囊任
现实的鞭子抽打，尽管鲜红的血液止不住地从血管流出，他
也不想去理，更不想睁开眼睛一瞥。

“可是我再也没遇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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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老人在
乡间实在难以遇上，也许是困苦的生活损坏了他们的记忆，



面对往事他们通常显得木讷，常常以不知所措的微笑搪塞过
去。他们对自己的经历缺乏热情，仿佛是道听途说般地只记
得零星几点，即便是这零星几点也都是自身之外的记忆，用
一、两句话表达了他们所认为的一切。”好像身边的老人看
上去也是这样的平静，对于生命旅程中的一切他们都变现得
很平淡，即使是轰轰烈烈的爱情、举世无双的功成名就、动
人心魄的豪言壮语也不能勾起内心的一丝涟漪。也许在偏理
性的人眼里，这是长大的标志、这是思想成熟的标志。可这
样一个对喜怒哀乐都没有知觉的人不应该很可怕吗?可这样一
个被岁月剥脱了激情的人的生活不应该很单调吗?可这样一个
把生活当做习惯的人不应该很可怜吗?他之于生活就像是一块
寒冰，而生活之于他就像是多点了的一道菜，吃不吃都无所
谓，只是到收银台时会多拿一点的钱。

余华在《活着》这本书里，用了一生的时间让主人公福贵一
点点沉沦。年少的福贵只是养尊处优、无所事事，对这个社
会还是存在一点点期待。可当他的家族破产，他被强制安排
到军队里，他的母亲和爱人一点点远离他的生活，他的儿子
和女儿被现实折磨得满是伤痕时，他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何要
活下去，他不知道为何这一切的不幸都是发生在周围最亲最
爱的人身上而不是自己，要知道他们都是没有一点罪恶的人
呀，错的人是他，该被上帝带走的人也是他。

在庸俗的人眼里，死亡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可在余华的眼
里，的痛苦不是拿走这个人的生命，而是折磨他，让他在无
尽的悔恨、无尽的悲伤中苟且地活着。在《活着》这一本小
说中，余华就这样给福贵安排一场悲剧接着一场的悲剧，他
要让这个不珍惜生活的人被生活蹂躏到连哭都难。他要福贵
看着一幕幕亲人死亡的惨象，他要让福贵明白在现实面前他
是多么无能无力，他要让福贵连在睡觉时都被这样的噩梦惊
醒。在小说的结局，余华还安排了一个更加残忍的剧情，他
连福贵生活中的希望也给剥夺了。苦根是福贵在这世上最后
的亲人，是福贵对未来的一种期盼，但作者却滑稽地安排了
他的死亡。苦根，他是纯洁的，似乎和这个世界无怨无仇，



可最后被安排撑死了。余华彻彻底底地毁掉了这个叫福贵的
人，对他的可怜是让他继续苟且活着。到最后的最后，福贵
仅剩下年老的自己和一头老牛。

除了余华的《活着》，还有很多类似的作品，那些作者都在
用手中的笔写下生活的可怕、战争岁月的艰难。在看《活着》
这本小说和电影时，我感到很压抑。我想任何一个人在看着
一幕幕死亡场景时，都会觉得心在一点点被撕扯，都会感到
有一种侵入五脏六腑的寒冷，甚至会害怕自己也成为了现实
版的福贵吧！福贵的悲剧并不是特殊的，在看了巴金的《寒
夜》之后我便更是这样觉得，巴金以一家四口的在战火纷飞
的破裂来反映主题，给人的感觉很亲近，表现得也很自然。
汪文宣和曾树生相遇在寒夜的薄雾中，他们的离别、各自的
结局也在这样一个寒夜。汪文宣和曾树生曾经对生活充满着
期待，他们的理想是办一所学校，可以在教堂里把自己的知
识传递给一个个渴望学习的青年，可在战争年代这样的生活
就是妄想，那黑暗的时代嫉妒他们身上的光，所以它便露出
獠牙嚼碎了这样的梦想，而《活着》也是这样在把幸福毁灭
给我们看。

余华是成功的！他笔下的福贵生动了演绎了一场生命的悲歌，
现实摧毁人性的好戏。同时他也惊醒了一些把活着视为习惯
的人，他提醒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要倔强地、有意义地活
下去。

余华活着深刻阅读心得篇五

在生离死别面前，离去的人不用担心世间事，而生者却只能
被迫来承受这一切——在这冰冷的人世间继续努力活着，带
着失去悲痛和对明天的希望。

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总是给底层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迫使



他们去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这部小说的主人公福贵正是这
样一个可悲的底层百姓，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几万万
人的缩影，命运之神似乎从未眷顾他，可以说世间的苦难都
让他经历了，他的传奇人生令人叹服。

福贵最初是一个典型的二世祖，每日进出赌场，挥霍家里的
积蓄，家中那贤惠漂亮的好妻子家珍怎么劝都没用，福贵依
旧吃喝嫖赌，最终不仅输光了家产，还气死了爹，妻子连同
肚子里的孩子也被娘家接走了，只剩下他和年老的娘、年幼
的女儿凤霞相依为命。这时的福贵才第一次体会到了生活的
艰辛，所幸家珍在产下儿子有庆后，又回到了他身边。读后
感·但上天还是不愿放过他，福贵在为病重的母亲抓药的途
中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后被解放军所俘虏，回到家乡他才知
道母亲已经去世，妻子家珍辛辛苦苦带大了一双儿女，但女
儿不幸聋哑，儿子虽机灵活泼，后来也因为县长夫人输血而
意外死去。

“少时锦衣玉食不知愁，待到中年尝世间酸苦，老年无人与
我度余生。”在这本书中最让我感慨的不止是主人公经历的
种种悲惨，更因为他经历了这么多，却依然卑微地活下来，
他所承担的已远远超出普通人能够想象的范围，在一次次打
击之下他都顽强的活了下来，带着失去亲人的悲痛和对未来
活下去的希望。

生命如此脆弱，人生饱经沧桑，但永远也不要失去活下去的
希望。即使到最后，无亲无故，只剩自己一人孤苦伶仃萧索
悲凉，也要咬紧牙关，带着打不倒的意志，活下去。

因为活着，就有希望!

余华《活着》看书心得9

小说开篇便写了两位老福贵——男主人公和一头老牛，由主
人公的叙述来追忆往事，揭开了故事的序幕：



书看完了，可每每想到福贵所遭遇的这些事情，我都会眼泛
泪光，即便过了许久，那种为之惋惜，为之怜悯，为之悲切
的情感也挥之不去。

上天可真是眷顾他——打仗的时候让他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
土地革命的时候他已不再是地主了;一个个亲人死去唯他活
着……他似乎是最幸运的人，但却是最可怜的人!

小说最后写福贵和老牛渐渐远去，那沧桑的背影，与夕阳的
余晖、无垠的田野，已融为了一幅画，福贵的背驼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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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