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只有一个人读后感(大全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
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只有一个人读后感篇一

周国平先生的《只有一个人生》散文集，在我的书架上已有
近十年了，是我经常翻阅的书之一。每次读后总有如沐春风
之感。

周先生是学哲学的，而且是研究尼采方面的专家，他分
析“义”与“利”的见解有其独到之处。自小父母就和所有
传统的国人一样，强调“君子重义，小人重利”，但苍海桑
田，时代变迁，世风日下，“义”字已少有人提起，求利也
非小人专利，而视之做人理所当然的追求，工人日日加班，
一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是常有的事。“用商业精神取代人
生智慧，结果就使自己的人生成了一种企业，使人际关系成
了一个市潮。

在哲学家的眼中，“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义’
要求人献身抽象的社会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
利益，两者都无视人的心灵生活。”“这二者，前者教人奉
献，后者诱人占有，都脱不开计较。但人生的真价值是超乎
义务和权利之外的。”在“义”和“利”之外，还有一
种“情”，“它主张率性而行，适情而止，每个人都保持自
己的真性情，你不是你所信奉的教义，也不是你所占有的物
品，你之为你仅在于你的真实‘自我’。生命的意义不在奉
献或占有，而在创造，创造就是人的真性情的积极展开，是
人在实现其本质力量时所获得的情感上的满足。”也就是说
创造不同于奉献：奉献是完成“责任”，而创造是实现“自
我”。



“义”是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利”是一种功利的人生态
度，而“情”则是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王尔德说：“人生
因为有美，所以最后一定是悲剧。”重情轻利者，接人待物
有一种闲适不为物役的淡泊情怀，所体会到的辛酸和悲哀更
为逐利之辈所想象不到。

近五六年我要求自己每周爬山一次，并且一直在坚持。我喜
爱在大自然中的感觉，而且犹爱未经人工雕凿的天然美，大
自然可触发人的各种想象力和诗意，也可提高人的悟性。佛
教中有云：“法性遍满虚空，法身充满宇宙”，如江门公坑
寺的天成禅寺门联所书：“天开境界，成大慈悲”，也就是
这个道理。周先生说“人与人的碰撞只能触发生活的精明，
人与自然的交流才能开启生命的智慧”，大自然正是如此无
私的在帮助着人们。

在西方，有“寻找灵魂的现代人”，在我们的时代，我发现
有很多为心灵寻找家园的'人，因为，电视、牌桌、甚至旅游
等都不能填补精神的空虚。“野蛮的符咒尚未挣脱，文明的
压抑接踵而至。”权贵贪欲的膨胀使腐败丛生，金钱力量的
崛起导致精神的平庸，所以民间有言嘲笑其“穷得只剩下钱。
”哲人和思想家在呼唤着性灵、爱心和寻找净化之道；“文
明与野蛮的决斗犹未见分晓，超越与沉沦的对峙已拉开序幕。
”物质上的贫富是有目共睹的，但精神上不也有着两极分化
吗?只要能守住心中的圣地，认识到清贫与寂寞是心灵高贵者
的必然命运，就能坦然的面对社会、人生。

生活中，人的追求各不相同。肖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
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
西。”我体会是没得到时渴望得到，得到后则感觉不过如此
而失去追求的快乐只剩下空虚。人生态度，除
重“名”“利”“义”“情”之外，还有一块“净土”，它
不受“名”“利”的污染，也不为求“义”和“情”所操纵，
它能冷静、安详的用无限的慈悲心对待世间的一切，那就是
一颗佛心，它帮助困惑的人们找到心灵的家园，那就是觉者



的淡泊中的追求。

只有一个人读后感篇二

只有一个人生读后感，只有一次的人生要珍惜，下面是小编
带来的只有一个人生读后感，欢迎阅读!

周国平先生的《只有一个人生》散文集，在我的书架上已有
近十年了，是我经常翻阅的书之一。

每次读后总有如沐春风之感。

周先生是学哲学的，而且是研究尼采方面的专家，他分
析“义”与“利”的见解有其独到之处。

自小父母就和所有传统的国人一样，强调“君子重义，小人
重利”，但苍海桑田，时代变迁，世风日下，“义”字已少
有人提起，求利也非小人专利，而视之做人理所当然的追求，
工人日日加班，一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是常有的事。

“用商业精神取代人生智慧，结果就使自己的人生成了一种
企业，使人际关系成了一个市潮。

在哲学家的眼中，“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

‘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社会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
的物质利益，两者都无视人的心灵生活。”“这二者，前者
教人奉献，后者诱人占有，都脱不开计较。

但人生的真价值是超乎义务和权利之外的。”在“义”
和“利”之外，还有一种“情”，“它主张率性而行，适情
而止，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你不是你所信奉的教义，
也不是你所占有的物品，你之为你仅在于你的真实‘自我’。



生命的意义不在奉献或占有，而在创造，创造就是人的真性
情的积极展开，是人在实现其本质力量时所获得的情感上的
满足。”也就是说创造不同于奉献：奉献是完成“责任”，
而创造是实现“自我”。

“义”是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利”是一种功利的人生态
度，而“情”则是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

王尔德说：“人生因为有美，所以最后一定是悲剧。”重情
轻利者，接人待物有一种闲适不为物役的淡泊情怀，所体会
到的辛酸和悲哀更为逐利之辈所想象不到。

近五六年我要求自己每周爬山一次，并且一直在坚持。

我喜爱在大自然中的感觉，而且犹爱未经人工雕凿的天然美，
大自然可触发人的各种想象力和诗意，也可提高人的悟性。

佛教中有云：“法性遍满虚空，法身充满宇宙”，如江门公
坑寺的天成禅寺门联所书：“天开境界，成大慈悲”，也就
是这个道理。

周先生说“人与人的碰撞只能触发生活的精明，人与自然的
交流才能开启生命的智慧”，大自然正是如此无私的在帮助
着人们。

在西方，有“寻找灵魂的现代人”，在我们的时代，我发现
有很多为心灵寻找家园的人，因为，电视、牌桌、甚至旅游
等都不能填补精神的空虚。

“野蛮的符咒尚未挣脱，文明的压抑接踵而至。”权贵贪欲
的膨胀使腐`丛生，金钱力量的崛起导致精神的平庸，所以民
间有言嘲笑其“穷得只剩下钱。”哲人和思想家在呼唤着性
灵、爱心和寻找净化之道;“文明与野蛮的决斗犹未见分晓，
超越与沉沦的对峙已拉开序幕。”物质上的贫富是有目共睹



的，但精神上不也有着两极分化吗?只要能守住心中的圣地，
认识到清贫与寂寞是心灵高贵者的必然命运，就能坦然的面
对社会、人生。

生活中，人的追求各不相同。

肖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
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我体会是没得到时渴望得到，
得到后则感觉不过如此而失去追求的快乐只剩下空虚。

人生态度，除重“名”“利”“义”“情”之外，还有一
块“净土”，它不受“名”“利”的污染，也不为求“义”和
“情”所操纵，它能冷静、安详的用无限的慈悲心对待世间
的一切，那就是一颗佛心，它帮助困惑的人们找到心灵的家
园，那就是觉者的淡泊中的追求。

阅读周国平先生的《只有一个人生》，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情。

我用了一周时间，从头到尾浏览了这本书，感觉一篇篇短文
似乎毫无联系，又觉得好像存在着一些必然的关联，似乎懂
得了些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懂。

我带着困惑静下心来开始细读，一行一行，一篇篇，一边阅
读，一边勾划、圈点、批注、点评，10天工夫，这本书又让
我品读完了，看着书上自己勾划圈点的句段，读着自己批注
点评的话语，觉得懂得了很多东西，但是，想要提笔用文字
表达时，又深深地感到迷惑不解。

无奈之下，我又开始精读，一边阅读勾划圈点出来的内容，
一边思考品味细读时的批注、点评。

读着，品着，心里渐渐亮堂了，思维开始活跃了，智慧的闸
门被彻底打开，瞬间，思想与情感的激流奔涌而出。



于是，我情不自禁地写下这个题目，想表达我读完周国平先生
《只有一个人生》后之真实的感悟与收获。

生命这样宝贵，人生这么美好，我们该怎样去对待呢?周国平
先生说：“每个人只有一个人生，她是一个对我们从一而终
的女子。

我们不妨尽自己的力量引导她，充实她，但是，不管她终于
成个什么样子，我们好歹得爱她。”

回味周国平先生这本书中所蕴含的哲理，细细品读他的这句
话，我由衷地想说：“人生就是一场伟大的爱恋!”

我读完《只有一个人生》的感悟和收获有三点：

一是要活出真性情，做自己心灵的朋友。

周国平先生说，要想“活得真诚、独特、潇洒，首先要活得
自在”。

希腊哲人说，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

这些话都表明了一个观点，就是一个人要活出自己的个性，
活出真实的自己。

要活出个性、活出自己，就要在名利面前，不爱慕虚荣，不
失志变节;在权贵面前，不低三下四，不摧眉折腰;在得失面
前，既不沾沾自喜，也不唉声叹气，不顿足捶胸;在成败面前，
既不骄傲自满，也不自暴自弃，不垂头丧气……始终能保持
一种大喜不过望、大悲不绝望的宠辱不惊的个性，始终拥有
一种乐观豁达、阳光自信的心态，始终怀着一种“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宁静处世的胸襟。

周国平先生在书中十分推崇明代“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中



郎袁宏道自然飘逸、潇洒脱俗、不拘格套的个性。

袁中郎，他想学“凡间仙，世中佛，无律度的孔子”，因而，
他说自己“出则为湖魔，入则为诗魔，遇佳友则为谈魔”。

周国平先生也许欣赏的就是袁中郎这种自由自在、不受世俗
约束的个性和他“依照自己的真性情痛快地活，又抱着宿命
的态度坦然地死”的生死观吧。

这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东晋的陶潜陶渊明，他也应该算得
上是个活出真性情的人。

他在《饮酒二十首(其五)》中写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
马喧。

为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可以看出他入世的个性心态，
即使身处闹市也能做到超凡脱俗、心静气定、安然自在地过
远离尘世、归于自然的生活。

而在《归园田居(其三)》中，又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
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又是他出世之后归隐田园，
那种自食其力、不辞辛苦、闲适恬静生活的真实写照。



中郎也好，陶潜也罢，他们之所以都能极有个性的释然决然
地放下功名利禄，寄情山水田园，是因为他们能克制欲望，
能静心面对自己所遭受的不公与冷遇，能坚守住自己的灵魂，
乐观豁达地面对孤独与寂寞，他们能真正成为自己心灵最忠
实的朋友，一人独居时，自己与自己对话，与朋友知己相逢
时，用真情与他们交心，亲近自然山水时，能跟万事万物私
语。

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守护神。”
中郎、陶潜的个性就是他们的守护神，所以，他们始终能活
出真性情，活出自由快乐，活出真实的自我，也正因为他们
能坚守自己的灵魂，做自己心灵的朋友，时时陪伴自我、勉
励自我、创造自我，最终，他们都成为了独特的自己。

二是要品味真幸福，做自己生活的主人。

什么是幸福?有人说，拥有家产上百亿;有人说，拥有高贵显
赫权位;有人说，事业上获得成功;有人说，身边有贤妻孝
子……这些说法似乎对，又好像不全对。

读完周国平先生的《只有一个人生》之后，你就会明白，真
正的幸福就是拥有健康——身体无疾病、心理状态良好、社
会适应能力强。

一个人想品味生活的幸福，就要真正做自己生活的主人。

首先，要坚持锻炼身体，永葆身体健康，精力充沛。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热爱运动，充分合理的'利用时间，每天
锻炼一小时，让自己幸福工作50年，健康生活一辈子。

要亲近自然，经常投身大自然，呼吸新鲜空气，看山看水，
看花草树木，看飞鸟虫鱼，听水声风声鸟鸣声。



健康就是让自己获得轻松愉悦、自由快活，健康就是要敢于
向自身懒惰的生活习惯开火，向危害身心健康的病魔挑战，
就是超越生命极限，创造生命奇迹，为幸福生活打好底色。

其次，要拥有豁达乐观的心态。

尽管现实生活中，有喜乐，亦有悲苦;有成功，亦有失败;有
相聚，亦有分离;有荣耀，亦有耻辱;有热闹，亦有孤独……
凡此种种，都是每个人会遇到的情绪和境况。

但是，一个人如果能永远保持一颗童心，那么，他就会无忧
无虑，无欲无求。

不论是名利地位面前，还是功劳荣誉面前，他也不会斤斤计
较，更不会耿耿于怀。

因此，遭受不幸时，他能冷静坦然面对;遇到危险时，他能泰
然处之;获得成功时，他谦虚谨慎。

生活得简单就是一种幸福。

一个人有童心而不幼稚，有梦想，爱生活，但无贪欲，他有
自己的金钱观、是非观、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这样的
人，他的生活是简单的，也是最幸福的。

再次，要做个“有所为必有所不为”的人。

孟子说：“有所为必有所不为。”意思是说，人要审时度势，
决定取舍，选择重要的事情去做，而不做或暂时不做某些事
情。

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把所有事都能做完做好，
这就有一个前提，每个人首先要正确认识自己，既要认识自
己的才华、能力、志向，又要认识自己的长处和不足，还要



认识自己的兴趣爱好与特长，只有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拥有
什么，才能决定该做什么。

自己能做什么，喜欢做什么。

这样才能真正凭借自己的条件和实力，让自己优秀，让自己
成长，让自己成功。

由于对自己有了认识，做事就有了目标，主见，就会在做事
过程中不盲从、不攀比、不空想、不妄为，就会脚踏实地去
做事，就会在优秀中体会满足，成长中享受快乐，成功中体
验幸福。

三是要珍爱生命，做自己美好人生的创造者。

生命是人活着最基本的价值。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每个人只有一条命。

这也许就是周国平先生为什么说“只有一个人生”的缘由吧。

周国平先生说得好，对于自己的生命，我们当知珍惜，对于
别人的生命，我们当知关爱。

热爱生命是幸福之本，同情生命是道德之本，敬畏生命是信
仰之本。

一要做个有责任心的人。

人活在世上仅仅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还不行，要知道自己的责
任是什么，还要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并以坚定的信念，顽强
的毅力，负责的态度去认真努力地去做这些事情，这就是人
生的责任。

歌德说：“责任就是对自己要求去做的事情有一种爱。”我



们在现实生活中充当着许多角色，负责的事情自然也很多.首
先要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父母子女负责,既要教育和抚养子
女健康幸福地成长,又要怀着感恩的心孝敬和赡养父母安度晚
年。

其次,要热爱自己的事业,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为所有与自己工
作相关联的人负责,这其实就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生命是用来享受的，也是用来热爱和创造的，而对自己生命
的负责就是一种享受生命和用生命去创造的过程。

二要热爱生命，更要敬畏和热爱自然。

人，栖息在大地上，来自泥土，也归于泥土，大地是人的永
恒家园。

也就是说，大自然是人类之母，大自然是伟大而神圣的。

周国平先生告诉我们，作为自然之子，在自然的规定范围内，
可以占聪明才智，可制作，可创造，也可以尽情享受自然的
恩赐与给予，但人只能顺应自然、不能征服和支配自然，无
论人类创造出怎样伟大的文明，自然永远比人类伟大。

这些富有哲理的话语，既让我明白了自然是生命之源，也让
我懂得，人不热爱自然就是不热爱自己生命，要热爱自己的
生命，就应该从热爱自然与敬畏自然开始。

周国平先生在敬畏生命与自然方面，不仅是思想的先哲，而
且也是行为的导师。

他不论是旧地重游庐山，还是南极探险，在他看来，不是为
了寄情山水风光，浪费体力与时光，而是一次亲近自然、感
悟生命和净化心灵之旅，因而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在他眼里心
里都是有生命、有情感、有灵性的朋友，他可以尽情的跟它



们对话，交流情感，表达思想。

周国平先生本书的“第四辑”的每一篇文章，都流露出了他
热爱生命、热爱自然、敬畏自然的深厚感情。

而如何对待自己的生命，面对生命中的种种境遇如何去经营
自己美好的人生呢?周国平先生也送给了许多锦囊妙计。

独处是一种能力。

人必须学会倾听自己的心声，自己与自己交流，这样才能形
成一个较有深度的内心世界。

只有这样，你才能摆脱生活中一切无聊、孤独、寂寞。

交往要有限度。

人与人之间应当保持一定距离，这是每个人的自我的必要的
生存空间。

诚信和友善是与人交往的必备素质，但是，谨慎选择与明辨
是非是与人深交必不可少的能力。

面对金钱，要知道，钱对穷人很重要。

但也要明白，快乐与金钱关系不大。

人生最可怕的不是钱，而是贪欲，贪欲才是万恶之源。

所以，一定要做钱的主人，不做钱的奴隶。

钱是考验一个人素质的试金石，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采
取正当手段，发财也是光荣的。

……



书中有太多太多富有哲理和充满生命力的话语，值得我们细
细品味。

一个人的生命在大自然面前虽说是渺小的，但是，生命对自
己来说又是极其宝贵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整个世界。

因此，我们也应该像周国平先生一样热爱生命、热爱自然，
珍惜生命的每一分钟，去创造自己人生的精彩与幸福。

人生其实就是一场伟大的爱恋。

如果你对人生献出的虚伪、自私、无情……那么，人生也会
回报你以痛苦、无奈、绝情，甚至是灾难;如果你对人生献出
的是爱心、真诚、友善……那么，人生也会回报你以快乐、
成功、幸福。

只有一个人生!这是最明白的道理，也是最简单的事实。

最后请记住：你献给人生多少爱，人生就会为你绽放多少精
彩，就会回报给你多少幸福。

周国平先生的《只有一个人生》散文集，在我的书架上已有
近十年了，是我经常翻阅的书之一。

每次读后总有如沐春风之感。

周先生是学哲学的，而且是研究尼采方面的专家，他分
析“义”与“利”的见解有其独到之处。

自小父母就和所有传统的国人一样，强调“君子重义，小人
重利”，但苍海桑田，时代变迁，世风日下，“义”字已少
有人提起，求利也非小人专利，而视之做人理所当然的追求，
工人日日加班，一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是常有的事。

“用商业精神取代人生智慧，结果就使自己的人生成了一种



企业，使人际关系成了一个市潮。

在哲学家的眼中，“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

‘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社会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
的物质利益，两者都无视人的心灵生活。”“这二者，前者
教人奉献，后者诱人占有，都脱不开计较。

但人生的真价值是超乎义务和权利之外的。”在“义”
和“利”之外，还有一种“情”，“它主张率性而行，适情
而止，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你不是你所信奉的教义，
也不是你所占有的物品，你之为你仅在于你的真实‘自我’。

生命的意义不在奉献或占有，而在创造，创造就是人的真性
情的积极展开，是人在实现其本质力量时所获得的情感上的
满足。”也就是说创造不同于奉献：奉献是完成“责任”，
而创造是实现“自我”。

“义”是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利”是一种功利的人生态
度，而“情”则是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

王尔德说：“人生因为有美，所以最后一定是悲剧。”重情
轻利者，接人待物有一种闲适不为物役的淡泊情怀，所体会
到的辛酸和悲哀更为逐利之辈所想象不到。

近五六年我要求自己每周爬山一次，并且一直在坚持。

我喜爱在大自然中的感觉，而且犹爱未经人工雕凿的天然美，
大自然可触发人的各种想象力和诗意，也可提高人的悟性。

佛教中有云：“法性遍满虚空，法身充满宇宙”，如江门公
坑寺的天成禅寺门联所书：“天开境界，成大慈悲”，也就
是这个道理。



周先生说“人与人的碰撞只能触发生活的精明，人与自然的
交流才能开启生命的智慧”，大自然正是如此无私的在帮助
着人们。

在西方，有“寻找灵魂的现代人”，在我们的时代，我发现
有很多为心灵寻找家园的人，因为，电视、牌桌、甚至旅游
等都不能填补精神的空虚。

“野蛮的符咒尚未挣脱，文明的压抑接踵而至。”权贵贪欲
的膨胀使腐`丛生，金钱力量的崛起导致精神的平庸，所以民
间有言嘲笑其 “穷得只剩下钱。”哲人和思想家在呼唤着性
灵、爱心和寻找净化之道;“文明与野蛮的决斗犹未见分晓，
超越与沉沦的对峙已拉开序幕。”物质上的贫富是有目共睹
的，但精神上不也有着两极分化吗?只要能守住心中的圣地，
认识到清贫与寂寞是心灵高贵者的必然命运，就能坦然的面
对社会、人生。

生活中，人的追求各不相同。

肖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
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我体会是没得到时渴望得到，
得到后则感觉不过如此而失去追求的快乐只剩下空虚。

人生态度，除重“名”“利”“义”“情”之外，还有一
块“净土”，它不受“名”“利”的污染，也不为求“义”
和 “情”所操纵，它能冷静、安详的用无限的慈悲心对待世
间的一切，那就是一颗佛心，它帮助困惑的人们找到心灵的
家园，那就是觉者的淡泊中的追求。

只有一个人读后感篇三

今天，有幸读到著名散文家周国平的经典散文《只有一个人
生》，虽然仅仅读了十几页，但是感悟真切！他的经典散文



包括四卷，《只有一个人生》属于生命感悟卷。本文情理并
茂、哲理和诗情交融著称，适合不同年龄、性别、职业的读
者细细品读。

每个人都只有一个人生！因此，每个人的基调不同，有些人
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的有滋有味，非常充实；有些人
却在浑浑噩噩混日子，正如“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
特”。那么，如何充分地享受人生、创造人生，活得踏实而
优雅，活得精彩而有品位，活出真实的自我，活出自己的真
性情呢？这就是本文所要揭示的主题。

一个人在衡量任何事物时，看中的是他们在自己生活中的意
义，而不是它们能够给自己带来多少实际利益，这样一种生
活态度就是真性情。我们成人的可悲之处，就在于失去了孩
子时期曾经拥有的这样的真性情！有真性情的人，与人相处
唯求情感的沟通，与物相触独钟情趣的品味。在世人匆忙逐
利而又为利所逐的时代，他待人接物有一种闲适之情。

“不以成败论英雄！”读了文中《成功的真谛》之后，我对
成功的概念理解更加透彻。成功不是衡量人生价值的最高标
准，比成功更加重要的是，一个人要拥有内在的丰富，有自
己的真性情和真兴趣，有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这样，你
才会在任何情况下都感到充实和踏实。一个人活在世上，必
须有自己爱好的事情，这爱好完全出于他的真性情，而不是
为了某种如金钱、名声之类的外在的利益。把自己真正喜欢
做的事情做好，尽量做得完美，让自己满意，这才是成功的
真谛。如此感到的喜悦才是不掺杂功利考虑的纯粹的成功之
喜悦！我们每个人在小时候，都是有真性情的，希望成年的
我们，不要丢掉它，不要丢掉自己真正的爱好！

《读者》2008年第18期中，《身边的优雅》一文值得我们仔
细品味。文中，作者一天一连见到了三个人：已到暮年的剪
纸老人，在江堤上练习水墨字的已患癌症的老耿、以边卖水
果为生，边练习写诗的老人。他们都是有着真性情的人，他



们的人生是优雅的人生！他们虽然都是极其普通的平凡人，
也有着常人的苦恼、窘迫与无奈，但是他们都选择了站在精
神的高度上，把世俗的日子过得更加有品位！这种精神的确
令人惊叹！

愿我们追随他们的脚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做真性情的人，
过有品位、更加优雅的人生！

只有一个人读后感篇四

儿时很爱看小说，喜欢那些虚构故事里驰骋风云、传奇冒险
的人生，似乎读一本精彩小说也就放肆经历了一段奇幻的人
生旅程；长大了却慢慢喜欢看些随笔、散文、杂谈等内容，
觉得读长篇小说比较费力，人物角色多框架大，那些高于生
活的艺术创作离现实生活颇有距离，难能抚慰心灵，豁达心
胸。于是在一个属于成年人特有的失意时刻，伴着淅沥沥的
春雨，一本安放在家中书橱上很久的书：周国平散文经典
《只有一个人生》被我翻开，这个意外之举却给了我很多的
温暖和开导。

书的作者是周国平，1945年7月15日生于上海，1981年进入中
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至今。其散文擅长于用文学的
形式谈哲学，诸如生命的意义、死亡、自我、灵魂与超越等，
探索现代人精神生活中的普遍困惑，重视观照心灵的历程与
磨难，寓哲理于常情中，深入浅出，平易之中多见理趣。他
的作品以其文采和哲思赢得了无数读者的青睐，无论是花季
少年还是耄耋老人，都能从他的文字中获得智与美的启迪。

翻阅这本书，能够体味到周先生在现代纷繁芜杂的社会中，
可以如闲云野鹤一样对话自己的人生。在周先生眼里，人生
的百味杂陈，酸甜苦辣都值得品味，我们“只有一个人生”，
虚度了，就没了，没地方借去。尽管大家都如此忙碌，如此
世故，似乎谈人生成了奢望。人们说“生容易，活容易，生
活不容易。”



周先生却说“命运是不可改变的，可改变的只是我们对人生
的态度”，“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有所为必有所不为。人与
人之间的巨大区别就在所为、所不为的不同取向。”“我们
看见利益，却看不见真理；看见万物，却看不见美；看见世
界，却看不见信仰；我们的日子是满的，心却是空
的。”“我走在自己的路上。成功与失败、幸福与苦难都已
经降为非常次要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这条路本身。”像这的
精彩语段和语句，在周国平的文章中可以随性采集。

青年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仍处于至关重要的塑形期，物欲横
流的社会浮躁气息却总是见缝插针地侵蚀着刚从象牙塔里学
成走出的年轻人。当你初入社会的“大染缸”，在传统意义
教育的大背景下，学校与老师所曾赋予你的价值取向这
副“铠甲”却好像仍然挡不住社会丛林中的“明枪暗箭”，
你曾苦学的答题技巧却还是解不了复杂社会给你出的种种难
题，这个难题也许关乎于利与义、是与非的哪种抉择；也许
关于金钱或理想、冷漠或正义的何种守护，当你曾点点堆积
的价值取向与现实的很多矛盾相互碰撞时，你是否仍能顺利
解得到正确的答案；是否仍能保持平和、不忘初心；是否仍
然能一如既往不计名利且努力如常。在这个时候也许你需要
一个倾听者、需要一个智者、需要一个过来人听你的迷茫为
你答疑解惑。那么请翻开周国平先生这本书吧，他会走出书
的封面与你对话，像你人生旅途中的老师听你心事、答你困
惑，帮你塑造一种超脱但却积极的人生态度，伴你渡过难关，
陪你走过漫长岁月却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周国平先生在整本书中所传达的一个信念即是：人的一生是
唯一的、是独特的，只有成为自己人生的主宰者，撇去尘世
中的利欲浮尘才能真正成就自己。你的身体尽可能在世界上
奔波，你的心情尽可能在红尘中起伏，关键在于你的精神却
拥有一个宁静的核心，有了这个核心你才能成为奔波身体与
起伏心情的主人。

一个人只要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生活



方式，一切外界的诱惑与热闹就扰乱不了他的心。我们固然
仍有自己的追求，但不会再把成功与失败看成唯一标准，不
会再将金钱与权利作为人生的最终追求，你会用一种“但行
好事，莫问前程”的心态去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用一种豁
达心态在浮沉人世间竭尽所能去做真实、真诚、真心的自己。

愿你我都在这个唯一的人生里，且行且珍惜。用真性情淡然
花开花落、云卷云舒，风雨人生路却保持一颗淡泊的心，在
认识这个世界的同时最重要的是了解自己、接纳自己；愿你
我成熟却不世故，依然永葆一颗童心，绝不丢掉对这个世界
的好奇与善意；愿你我成功却不虚荣，依旧一颗平常心，勤
勉却勇敢、努力更务实，若是美好叫作幸运，若是糟糕叫作
经历；愿你我不惧不避平凡，却依然在平凡人生中发光发热，
做那个精彩的自己。

只有一个人读后感篇五

《只有一个人生》，书名就传达着哲理。女性，情感的载体，
与理性的哲理，颇有水火不相容的感觉。读起来，便不忍丢
下。丢下，也不想拿起。读它，需要凝神静气，从眼中进去
的是文字，从心里流出的是感悟。

书中第十一辑“未知死焉知生”回答了我所有关于生死的疑
惑。庆幸觅得一个知音。

为何我们避讳谈及这个话题？世上所有的苦难，都可以用逃
避、忍耐、甚至用死来解脱。唯独死是既躲避不掉，又无解
脱之路，除了接受，别无选择。也许，正是这种无奈，使得
大多数人宁愿对死保持沉默。其二，我们对于自己活着这件
事实在太习惯了，而对于死却感到非常陌生。陌生得不认识
它了。

为何我们惧怕死？我们死后不复存在，不能感觉到痛苦，不
应感到可怕。但死的可怕，恰恰在于死后的虚无，在于我们



将不复存在，一个独特自我的绝对寂灭，永远的寂灭。

面对死亡，不是哲人的我们，不回避，也不用寻找它的理由。
只要认真思考过死亡，不管是否获得使自己满意的结果，我
们都好像是把人生的边界勘察了一番，看到了人生的全景与
限度。如此我们就会形成一种豁达的胸怀，在沉浮人世的同
时，也能跳出来加以审视。我们固然仍有自己的追求，但不
会把成功和失败看得太重要。我们清楚一切幸福和苦难的相
对性质，因而快乐时不会忘形痛苦时也不致失态。

此刻，邀请读字的你，轻拂去弥散周身消极情绪的薄雾，是
否能和作者，还有我，一起清晰可见“向死而在”的场景？
立足于死亡而珍惜生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独一无二的价
值。

对死的思考尽管徒劳，对于生的价值并非没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