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真生活读后感(优秀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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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带来的
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天真生活读后感篇一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所谓的醉，就是糊
涂。人生难得糊涂，看淡荣辱得失、懂得取舍利弊，这种处
世的态度才能享受天真生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古有唐朝诗人李白“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告诉我们名利都是身外之物，过于计较只会徒增累赘和烦恼。
今有季羡林先生，这本《天真生活》带我们走进他的精神世
界，感受平凡生活的幸福。

在我看来季羡林先生这一生并不平凡，虽然出生在一个普通
的农民家庭，凭借自己的努力学习最终考入了最高学府清华
大学。在这之前就自学英文和德文，我们后来也看到老先生
翻译的许多外国著作和论文。在清华大学里获得德国交换生
的资格，也就有了后来的留德十年。并不是他不想回国，而
是经历了战争。不仅在《留德十年中》有些记录，在这本书
中也有，可见这十年对季先生的影响至深。更令人震惊的是，
他在德国经历了爱情。在出国前季先生已经在包办的婚姻下
有了妻女，在德国遇到的这段感情，他最终因为对家庭的责
任放弃了。不得不说，人生有太多意外和惊喜是我们不能掌
控的。爱情也好，其他的也罢，能坦然的接受命运的安排，
不属于你的就不要强求。

我们每个人自从有了生命后，就一刻不得停歇，即使在睡觉
的时候，身体也是活动的。人活着就是一刻不停在运动，我
们的所见所闻，所说所看，所想所思，所遇见的所有人事物，



都成了组成人生不可缺少的部分。如果能通过散文的方式记
录下来，每个人都是一本人生巨著。读季先生的散文，其实
也是对照自己。看他谈成功、谈容忍、谈素质、谈撒谎、谈
迁就、谈孝、谈礼貌、谈出国。又想和他论压力、论恐惧、
论朋友、论包装，谁不想和这样一个有内涵的老先生谈天说
地呢。

平淡也不是指庸庸碌碌，它是一种胸怀，也是一种境界，更
是对人生的态度，正确的面对成功与失败，人人都有不可避
免的欲望和奋斗的目标，而在挫折中能找回心里平衡才最重
要。即使没有惊涛骇浪，没有狂风暴雨，没有浓墨重彩，也
要在发现平凡中的美，看尽人世繁华，最终回归天真生活。

不是第一次看季羡林先生的作品了，听一位近百岁的老先生
娓娓道来，就像听自己的爷爷讲他过去的故事。生活就是由
无数碎片组合而成，我们曾经忽略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都烙印在时光的尘埃里，一点一滴组成一条链子，将我们牢
牢地与过去连在一起。人生不是一个行走的影子，即使是短
促的蜡烛，熄灭了也会留下痕迹。

天真生活读后感篇二

“天真”一词在现代词语演变过程中似乎近于无知幼稚缺心
眼智力低下的意思了，职场乃至朋友圈“天真”的评价近乎
于骂人了。在读季羡林先生的散文集《天真生活》之前特意
去查了词典“天真”：两重意思一是心地单纯，性情直率；
没有做作和虚伪；二是头脑简单，容易被假象迷惑。本书中
的天真，就是保持人的天然本性，把人带入放松和自由的状
态。天真生活，这是一种多么睿智而舒适的生活状态啊，本
真纯粹，质朴率性。

之前在不同的书刊杂志上拜读过季先生很多篇散文了，深为
季先生淳朴恬淡、真实自然且睿智率真的文风所震撼，季先
生是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



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季羡林先生是一位严谨的
学者，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精通多种文字，特别是吐火
罗文，是世界上少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国学大
师、学界泰斗、国宝季羡林先生的散文读起来顺畅自然，绝
无高深莫测艰涩难懂的语言和道理，不论是忆往昔求学时光
师长故友还是记当前生活趣事探讨人生哲理，季先生的那
种“真”贯穿始终，这是了悟人间万象、洞悉世间百态、体
悟世故人情后仍然保有的那份本真纯粹，是“丰富的单纯”，
“睿智的天真”。

至始至终的以真为原则，追求并践行天真生活的季先生在文
章的字里行间指导我们：人生中，真正获得大自在的人，都
是越过成熟抵达天真的人。季先生走过了漫长的岁月，他的
鸿篇巨作为我们留下了知识财富，也留下了精神财富。知世
故而不世故，不违背自我，该看淡时看淡，该坚守时坚守，
永不放弃天真的生活，在纷繁复杂的充满规则的人世间拥有
自由奔放的灵魂，风雨不惧，宠辱不惊！季先生看似简单平
易，本色朴素的文字却内涵深蕴，细细品味会体悟到先生的
温煦恬淡、了悟达观，那是深厚的文学素养和炙热的人文情
怀炼就的有趣、有情、有韵、有味的文化宝石。

季先生一生谦虚谨慎，几度推辞荣誉和桂冠，文中再三申明
不是天才、不是名师高徒，只是凡人一位。但我读过他的散
文后觉得他的修炼可谓是当代“真人”。“真人”是道家的
最高人格形象，好比儒家所说的圣人，佛家所说的觉者
（佛）。《上古天真论》中“天真”的说法，真人就是保
持“天真”之人。真人者，体洞虚无，与道合真，同於自然，
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通。季先生是一得大自在的世
纪鸿儒！

得大自在，不过天真！这也将是我人生自我修炼路上的座右
铭。



天真生活读后感篇三

作者：莫茉。从前看书我全凭兴趣，专挑喜欢的看，并不在
乎作者或者内容，狗血、八卦、恶趣味无所不看，后来年纪
大了精力有限，时间宝贵，功利心也重，就看些对工作有用
的，再再后来，发现如果看书也走了弯路，学到的东西也只
会是皮毛而已。

前不久才看完一本季羡林大师的散文集，因为太入迷，这次
又发现了一本新的，《天真生活》，惊叹于大师的智慧，特
别是大师在1999年的文字，二十一年后的今天读起来，都仍
然很受触动，受益匪浅。

全书收录了大师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生感悟，共分为
五个部分：包括与其完满不如自在，胸有丘壑眼存山河，历
遍山河热爱生活，岁月绵长时光难再，无雨也无晴看清也看
轻等五大主题。

根据主题进行了仔细得筛选分类，再加上大师朴实无华的文
字娓娓道来得叙述，条理分明得描写，可以说每一篇都是经
典佳篇，每一篇都发人深省，同时升华了主题。

并如推荐描述的那样，季羡林大师的一生都在不断地思索着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并以身践行着天真生活，并把他的思想
通过文字的形式传达给大家：天真不是幼稚，不是愚笨。天
真是一种成熟的超越，是了悟人间万相后面对世事的一种智
慧抉择。是知世故而不世故，是不违背自我。只有达到了这
个层次，才能豁达地观视世界，游戏人间。

所以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天真生活》，真的特别贴切，直抒
胸臆。

我为什么会觉得这像是一本“预言书”呢？如果我在1999年
大师写作这些名篇散文的时候，阅读到这样的文字，肯定会



无法理解，毕竟那时候的自己还是个小孩子，不会去思考这
么多，而时隔二十多年，我再看大师写得关于东西方摩擦，
一方兴起、一方衰落时，关于西方的“征服自然”和“物竞
天择，适者生存”，对比东方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再来
回顾过往，真的觉得大师就是预言家，他看见了世界遇到的
各种摩擦引起的巨大变化，他在二十多年前就指出来，我们
应该如何去避免问题的发生，或者说怎样解决问题，可那时
候的我们没有话语权，可时至今日却已经有所不同了，我们
可以为了这个世界做出改变，也是为了我们能够更好得活着，
这篇文章写于1999年3月29日，《关于人的素质的几点思考》
之中。

大师从当前面临的形式讲起，也是社会巨大变革的时代，再
说到人的本性或者本能就是尽可能多得获取利益，寻求发展，
可人不同于动植物的地方是，人会克制自己的欲望，再讲到
道德问题，人们总有克制不住自己欲望的时候，会有道德、
有法律、有舆论压力来让我们规避风险，以及最后的修养与
实践问题，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和世界一起共谋发展。

东方文明正在崛起，“天人合一”，它不是封建迷信，它是
指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不想说保护
自然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就像疫情期间，天更蓝了，水更清
了，小动物都出来自由活动了，自然没有人类也会自动休养
生息，我们是在拯救我们自己。

还有关于《容忍》的散文，诚如大师所说，我们的脾气越来
越大，修养却越来越差，对于万物的容人之心抵不过有仇必
报、锱铢必较，以及对成功的渴望也发展成了畸形的状态，
可是究竟什么是成功，怎样才能成功，却又陷入了迷茫之中。

这本《天真生活》可以告诉你，何为成功，成功的三个条件，
可以说是居家旅行必备读物了，感觉大师的智慧是无穷无尽
的，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阅读的好书。



天真生活读后感篇四

你长大以后，想做什么？有人回答：“小孩！”我们希望孩
子快快长大，却又不希望他长大。就像《三十而已》剧中，
顾佳希望这个世界能够对自己的孩子宽容一点。因为，各种
滋味她已经饱尝。为了帮儿子讨回公道，她可以怒揍伤害儿
子的恶毒家长；为了做好一个完美人妻，她时刻盯着孩子的
未来，和老公的健康；为了老公的事业，她可以陪客户连喝
三大杯白酒。无论什么时候，顾佳永远都能carry全场。但是，
她的优秀却是来自心酸童年。

童真，一旦错过就无法弥补。顾佳在14岁的时候，就失去了
妈妈。稚嫩的她不知道如何与父亲沟通，自己就学着坚强长
大。原以为她的独立担当都是浑然天成，但其实是饱经沧桑
的成熟。原以为她努力健身，是为自己健康，但其实是怕给
别人添麻烦。一个人的原生家庭，影响着他的性格、为人处
世、看世界的眼光和对这个世界的态度。顾佳所走的每一步
都得付出代价。除了无微不至地做好人妻、人母，在外打拼
她还总放心不下父亲。哪怕是做梦也会经常梦到家人，直到
电话那头报平安才安心。缺失原生家庭的安全感，她就一个
人活成了千军万马。

老舍在《我的母亲》中写道：人，即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
亲便可以多少还有些孩子气。哪怕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母
亲也可以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有安全感的人，
有足够的理由保持天真。在窦靖童参加《幻乐之城》的时候，
何炅问她为什么来这个节目，她说：“我妈叫我来的！”不
了解窦靖童的人，会觉得她非常叛逆。实际上她活得率真、
洒脱。她说自己永远不会成为所谓的大人，她的成长更多的
是一种改变、磨合，但永远不失去小孩的那一面。

什么是童真？童真是一种天然的状态。知世故而不世故，不
需要妥协世俗而变得圆滑又实际。同样被剥夺童年的迈克
尔·杰克逊，余生全部都用来偿还这段缺失的时光。十岁时，



他的作品便登顶美国公告牌排行榜，从此过上连成年人都难
以适应的喧嚣生活。他的童年没有圣诞节，没有生日会，没
有童年那种正常的欢乐。因为，所有的时间都被换成辛苦工
作、挣扎、财富和名声。“这种交换的代价太大了，我可不
想再过一遍。”他厌倦了不公、计谋、谎言。“我被胁迫，
必须反抗，能不能有个人发发慈悲，我真的承受不住了。”
他的这种焦虑，只能通过自己的作品排解。他的每一首歌曲，
每一支舞蹈，每一节诗歌的绝佳灵感，往往都来源于孩子们
的天真与纯洁。“在孩子们的脸上我可以感受到上帝的气息，
我希望可以永远与孩子们在一起。面对社会的复杂，生活的
琐碎，工作的压力，每个成年人都心力交瘁，哪怕是童话里
虚幻的美好也是一剂良药。

就像傅首尔说的：我不会告诉孩子，童话都是假的。因为，
在童话里，努力的人都会得到幸福；被继母虐待的女孩，可
以遇见王子；连根木棍都没有的男孩，能够战胜巨人；逝去
的亲人会变成星星，对我们眨眼。如果有一天，在这个世界
上，再也没有人关心你了。你难过时，还有天上的云为你落
泪；你沮丧时，还有路边的花为你加油。我们的人生不需要
这些吗？成年人的世界很残酷，需要童话里的美好来抚慰。

当得知《猫和老鼠》的导演吉恩·戴奇逝世，无数粉丝泪目，
因为他就是80、90、00后童年回忆背后的那个男人。儿时的
快乐就是这么简单，儿时的烦恼就是一瞬间，儿时的世界就
是那么单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成年人也喜欢看动画
片，吸引他们的是那种简单的快乐。因为，成熟的尽头是天
真。

天真生活读后感篇五

《天真生活》是季羡林散文精选集，至纯至真至情，一本书
尽享大师的智慧精华。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包括与其完满不
如自在，胸有丘壑眼存山河，历遍山河热爱生活，岁月绵长
时光难再，无雨也无晴看清也看轻等五大主题。



请原谅我的孤陋寡闻，季羡林的书是近来有幸才读到。一次
偶然的机会让我了解到季老是我国的大学者，著有许多散文
集。从《心安即是归处》《我爱天下一切狗》到《天真生活》
越来越喜欢季老的书了，书中带着些许烟火气息，不做作，
接地气，读起来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天真生活》中每篇收录的文章结尾都会附着季老写文章的
时间，有的文字比我的年龄都要大许多，读来将会细细品味
自已未出身年代的文化场景。印像最深的就是季老留德的那
十一年，在烽火战乱时代，季老一人在国外求学。

在那个年代能出国留学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季老这种有着
真材实学本领的人，另一种就是官二代或家里有钱的纨顾子
弟。很多官二代或家里有钱的纨顾子弟出去留学并不是学真
知识回国为国解忧，则说好听点的是出国去镀金，回来为谋
一官半职为自已保饭碗。

文中季老说自已为什么一定要出国去留学呢？只是不想让那
些有假学问的中国人出趟国回来就以为自已有多牛逼能任意
摆架子欺压有学识本领而未出国的文化人，这种人季老看不
惯，我也看不惯。

最近大家都知道与中国对立的美国开始疯狂的采取一些不理
智的手段，在美国留学生在任何没通知情况下赶出国。有的
人为一张美国绿卡不惜出卖中国科学领域最宝贵的东西，这
样的人真不配做中国人。

美国绿卡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为一张美国绿卡不惜成为叛国
贼，真的值得吗？现代有的中国人为利益蒙蔽双眼，分不清
利与敝，只做对小已有利的事而忘记国家的利益。

我是佩服季老这样有学识的人，时刻不忘国家的利益与自已
息息相关。在德留学期间，他选修自已的喜欢的梵文课，而
每科无论是口试还是论文他都认真努力准备着，因为他深知



出国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已而是自已的祖国。

当时季老没有考虑自身是否喜欢，只是觉得学会吐火罗文回
国后对祖国必有大的帮助。

如此爱国之人值得被人尊敬与爱戴，回国后几经反转回到北
京经人介绍在北大仅做了一周的副教授就被破格提拔为正教
受兼系主任。在季老的一生中遇到很多贵人与值得自已尊敬
的人，而他从来不喜欢去拜访他们，只是心里对他们感恩有
加，也是后来这些贵人相继离开后让季老莫感悲痛，感叹出
不完美才是人生。

这本散文集值得细细品读每字每句，道尽季老人生感悟与经
历，可以让晚辈们多学学季老这种爱国与勤奋努力学习的精
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