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培根随笔读书笔记(精选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
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
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培根随笔读书笔记篇一

培根的散文由17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经验主义哲
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撰写。这本书分为几篇文章，如关于求
知、关于美、关于善、关于真理、关于健康、关于家庭、关
于友谊等等。

在《论求知》中，培根说道：“人的天性犹如野生的花草，
求知学习好比修剪移栽。”可见求知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在
我们的一生中是相当重要的。

在《论友谊》一书中，培根说：“如果你把幸福告诉一个朋
友，你会得到两种幸福；如果你把悲伤倾诉给一个朋友，你
的悲伤会减半。”这表明朋友是我们身边不可或缺的角色，
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

在这数十篇随笔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论美》。这是一
篇关于“美”的经典之作，语言简洁，内涵深刻，充满哲理。
“美”本身是个很广泛的问题，本文着重论述人应该怎样对
待外在美和内在美的问题。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
所以，不要抱怨自己外在的缺陷，只有内在的美才是永恒的
美。

美德比美丽更重要。只有把美的外表与美德结合起来，美才
能真正发光。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形式之美胜过色彩之



美，行为之美胜过形式之美。”身体是一个人的整体形象，
身体形状。颜色指的是面部特征，主要是面部，这是局部的。
行为之美是指举手和脚的动作和态度。它是后天习得的，是
内在美的反映，是三者中最高的。

如今，有些人只注重外表的美丽，而忽略了内在，他们虽然
具有美貌，却由于缺乏优美的修养而不配得到赞美。所以一
个打扮并不华贵却端庄严肃而有美德的人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因此，要把美的外表与美的.美德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每个
人才能散发出真正的光彩。

第一次是课间时在一个同学的书桌上见到这本书的。那是一
本老书了。虽被书主人保护的整洁，但仍掩饰不了岁月的痕
迹。那让我在恍惚之间，感受到了历史的不可触及。我不禁
对它产生了兴趣，却碍于礼貌没把它捧起。

所以一天下午，我终于买了培根回家。每晚睡觉前读一本，
但只读一本。因为美味是罕见的。当我读完一整本书时，我
对培根和他的思想有了一些了解。

培根经历丰富，智慧过人，每篇文章也都有独到之见。他从
不简单化地评判是非，面对问题总能站在一个凡人无法攀登
的高度，客观的审视和理解。他的《论逆境》、《论时机》、
《论友谊》等文章说理透彻、老练锐利、耐人寻味。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死亡。生与死是自然的轮回，没有人能避
免。然而，在培根的文章中，死亡达到了哲学的顶峰。我对
死亡也有了新的理解。说实话，死亡真的不是一件好事。关
于它的大部分文字都是灰色的、哭泣的和悲伤的。但说真的，
当一个人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愿望，感谢大自然给了他生命和
死前的生命时间，并且理解了这个世界，死亡就什么都不是
了。培根说得很好：“一颗意志坚定的心，一颗向善的心，
将远离死亡的悲伤。”



也许连培根都不敢说：我一点也不怕死。但我相信，他尊重
死亡如同尊重生命。如果把人生的历程看作赛道，死亡看成
终点，又会有怎样的理解呢？人生本就短暂，何必将短暂的
时光浪费在害怕与担心中呢？好好珍惜现在，短暂的时光应
该属于快乐。

死亡并不大，激情的生活和平静的心态之间并不矛盾。

我感谢生死，感谢自然，感谢《培根随笔》。

培根随笔读书笔记篇二

很多人都喜欢这个伟大的哲学家——培根，但我却不！！我
讨厌这个站在贵族立场与男权视角的培根，我讨厌这个工于
心计、老于世故的培根，我讨厌这个拥有着功利主义思想、
深谙于官场运作的培根！

不过，前两天读了《培根随笔》后，我才发现了另一个与我
想法完全不同的培根。我看到他对哲学的执着，对政治的热
衷，对生活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与对困难决不轻言放弃、
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态度。

我恍然明白："噢！原来还有这样一个培根！"

在这数十篇随笔中，《论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避开
这文章中写的都是美、德兼备的男性帝王不说，这则是一篇
关于"美"的经典之作。它着重论述人应该怎样对待外在美和
内在美的问题展开评述。"善犹如宝石，以镶嵌自然为美；而
善附于美者无疑最美，不过这美者倒不必相貌俊秀，只须气
度端庄，仪态宜人。"不错，形体之美要胜于颜色之美，而优
雅行为之美又胜于形体之美。因此我想，人的外表固然重要，
但如果没有内涵，光有外表，只是一个躯壳，行尸走肉，又
怎么能算得上是美丽呢？所以，人是因为可爱而美丽，而不
是因为美丽而可爱。



读完这书后，我忽然想起，人是没有十全十美的，而且每个
人的理想与信念不同，当然，所追求的事物和追逐的梦想也
各不相同，不可把自己的喜好强加在别人身上，也不能依照
自己的喜好来评判他人。况且人是有两面的`嘛！应多看看别
人的优点，吸取精华之处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为将来漫漫人
生路打下坚实的基础。

培根随笔读书笔记篇三

培根写道：“如果问：在人生中最重要的才能是什么?那么回
答是：第一、无所畏惧;第二、无所畏惧;第三、还是无所畏
惧。”我觉得，在我们小学教师身上，似乎缺少这种无所畏
惧的精神。我们怕的东西太多，工作中好容易产生了一点新
思想，比如一个教学改革方案，“怕”就来了，怕领导批评
指责，怕同行评头品足，怕学生纪律不稳，怕家长议论纷纷
怕考试一塌糊涂……总之，怕出娄于。我们总是以为自己这
也不行、那也不行。别人称赞我们的“谦虚”，其实上是我
们的自卑。教育的'现代化需要有勇气的教育工作者，我们小
学教师很应该有一点勇气。

如果以为自己不行，便只好去迷信权威。《培根随笔录》中
就有不少这方面的论述。我们小学教师有时就喜欢迷信别入、
否定自己，常常心悦诚服地让别人替我们去思想。所以，我
们小学教师很缺少点个性。有许多人，教了十几年、二十几
年、或更长时间的书，竟没有一点日己独特的教学风格，真
有点枉做教师一场。而只有小学教师都发挥了主动性、创造
性，才会有小学教育的观代化。

缺少创新，就意昧着因循守旧。正如培根所说：“既成的习
惯，即使并不优良也会因习惯而使人适应。而新事物，即使
更优良也会因不习惯而受到非议。”我们小学教师做工作似
乎有点过于讲究有根据，对新事物不那么敏感，工作以不
出“事”为上乘。这就使我们失去了最可宝贵的东西——思
考和开拓创新。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议论：“现在的学生比



过去的学生差远了。”“这些新教师哪像我们参加工作的时
候。”而一旦都符合了“过去”的样子，大家便相安无事了，
苏霍姆林斯基是一位颇有影响的苏联教育家。在我国，还没
有出现这样的教育家。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我们教师
缺乏勇气、自信和开拓创新不够，实在是主观方面的重要原
因。

教育改革，不能不研究故师，而研究教师就不能讳言我们自
己的弱点。如果我们对教师的研究取得重大学术成果，那么
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无疑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培根随笔录》尽管不是专门谈教育的书，但对教育工作者
却极有帮助。

培根随笔读书笔记篇四

《论嫉妒》中，我也领会不少。彼此越了解，嫉妒心将占据
越高。人可以允许一个陌生人的发迹，却绝不能容下让身边
人的种种上升的趋势。一个循序渐进地高升的人也不会招来
嫉妒。因为这种人的提升被看作是正当的。

嫉妒使我们对人类灵魂造成伤害，更有着精神上的堕落。它
使人不能保持清醒，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嫉妒的对象，结果都
是对本身做出低劣的判断。没有人能真正看清楚他嫉妒的事
物，嫉妒会蒙蔽思想，击倒宽容，排除心灵宁静的.任何可能，
一致最终心灵枯萎。我们知道，无论哪里，嫉妒一旦发挥作
用，判断力就会粗糙，变得一文不值。不论大脑怎样运转，
嫉妒仍是它的一种超负荷，因此，必须辨识它并且与之战斗，
用我们唯一的方法：坦诚的面对自我，剖析自己，保持判断
力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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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随笔读书笔记篇五

这两天开始读女儿买来的《培根随笔全集》，越读越为培根
先生的智慧所折服。培根是英国十七世纪著名思想家，政治
家和经验主义哲学家。他是一位诗人，他的语言有一种甜美
而庄严的节奏。

他拥有高度的阅历、丰富的想象、有力的机智、透彻的智慧。
我所读的版本是蒲隆先生翻译的。蒲隆先生是比较早的在咱
们山东大学取得硕士学位的，是著名翻译家。我比较了一下
网上的其他翻译版本，感觉蒲隆先生的译本语言更加精炼和
充满哲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