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着读后感(模板6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
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
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
有所帮助。

活着读后感篇一

当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一个个地离福贵而去，当
他身边只剩下一头老牛，当他孤独而又痛彻心扉地哭在一个
个坟头，他的内心该有多么无助寂寞。他是多么想要随他们
而去。可是，他没有。他只是活着，活着。看着每天的太阳
升起又缓缓落下，看着田地里的人们一次次经过，在他内心
小小的平地上活着，活着。

父母死时懊悔遗憾，儿子死时失去理智，女儿死时心如冰般
寒冷，女婿和外孙死时却也淡淡麻木了。是啊，一次次打击
使得他心如死灰，却也令他看淡了一切。我竟在读书时默默
祈祷着，不要再有人离去了、不要再打击他了、不要留他一
人，可是结果却也不如人意。这也不禁让我思考那一次次打
击，思考那当时的现实，思考中国过去几十年中的一切的一
切。

改革初期生活贫困，全部在中国社会的几十年前涌现。那时，
有多少人因生活贫困而饿死；有多少人因看不到明天的曙光
而失去生活的信心？却也有很多人活了下来，活着，活着，
活着……他们一定是抱有强烈信念，正如食指所言：“相信
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
命”才使得自己在迷茫的昨天坚持前行。

而当今社会，仍有许多人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乔任梁因抑郁



自杀深深刺痛了人们的心灵。感觉瞬间，一个鲜活的生命就
已逝去，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安详的笑容，也是一个强烈的冲
击。他的死也让很多人伤透了心。有些人也因承受不住压力
而选择自杀，可是，他们有没有想过自己活着有没有意义呢？
有，它有意义。活着，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那些已
逝世的人，替他们延续生命。

有些人活着，却已经死了；有些人死了，却依然活着。既然
活着又何必忧愁，又何必叹息，又何必因不知未来而迷茫？
活着，就要活在当下，让自己的活着有价值！

老人和牛的背影渐渐远去，也让我的思绪随之飘向了远方。
尽管岁月给了他磨难与打击。尽管他的一生坎坷曲折，可他
仍不屈不挠地在他一辈子呆在的那片土地上活着、活着……
沉重却又充满阳光。

活着读后感篇二

今天我翻开了杂志《读者》，看到引人注目的大标题——人
靠什么活着，便把文章读完。看完文章后，我的心久久不能
平静。

这篇文章主要讲了：一个贫穷的鞋匠和他太太收养了一个小
孩，这个小孩本是天使，他从近年发生的三件事中，知道了
上帝所问的问题的答案，明白上帝已经宽恕他了。

其实人世间的爱很多，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小
男孩为了拯救有生命危险的叔叔，拿着一美元去买“上帝”。
他的这种行为感动了一个老头子。老头子卖给了他“上帝”。
其实这个老头子是一个富翁，于是他请来专业医生治疗小男
孩的叔叔，使他叔叔康复了。

是小男孩对他叔叔的爱，感动了一位富有的老头子，才让他
叔叔康复。爱可以让死神望而却步，可以增进彼此的友谊，



可以缩短彼此间的距离。曾听过一句歌词“只要人人都献出
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世界能变得如此生动、
美丽、精彩，是因为爱，因为爱是人间的春风，是生命的源
泉，是象征幸福的花朵，因为爱无处不在。也因为文中鞋匠
及他太太对孩子的爱，令他们家逐渐富裕，也令本是天使的.
小孩得到了上帝的宽恕。

无论你身处何地，你都不要感到悲观，因为爱无处不在。你
要永远记住，人靠“爱”活着。

活着读后感篇三

捧读《活着》的机缘说来惭愧，竟是从网上浏览到“中国作
家余华是20xx年诺贝尔文学奖最大热门之一”而慕名买的。

《活着》是一本“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态
度”的书，我利用一个周末读完了它。那是一次艰难、痛苦
的阅读过程，除了一早起来读到凌晨那种伤神耗力外，更紧
要的是置身书中描述的境遇，感觉自己快被那一连串的灾难
压得喘不过气来，甚至在读完后，情不自禁地感叹“活着真
好”。既是对当下的宽慰，也是对此书的由衷评价。

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
所活着。这本是非常简浅的道理和非常实用的宽慰剂。任何
一个人都是赤裸裸地来，然后赤裸裸地去，期间的唯一的标
志就是活着。此书用重复的死亡将故事推向高潮：儿子因与
县长夫人血型相同，为救县长夫人抽血过多而亡；女儿凤霞
与队长介绍的城里的偏头二喜喜结良缘，产下一男婴后，因
大出血死在手术台上；而凤霞死后三个月家珍也相继去世；
二喜是搬运工，因吊车出了差错，被两排水泥板夹死；外孙
苦根便随福贵回到乡下，生活十分艰难，就连豆子都很难吃
上，福贵心疼便给苦根煮豆吃，不料苦根却因吃豆子撑
死……只剩得老了的福贵伴随着一头老牛在阳光下回忆。



一个人只有经历磨难，才会变得强大和成熟。当然，阅读磨
难也能令人增益。这是一部沉重的现实主义作品。我们时常
听老人讲起那个年代的故事，物质特别匮乏，以菜根、树皮
裹腹，甚至生了孩子养不起，不得不考虑将自己的骨肉送人。
通读此书，能让人对苦难有更深的理解。书中那一个个灾难
读来让人窒息，仿佛梦中被人束住手脚或掉进深渊般痛苦无
助，放下书本那一刻就像梦醒时分，一切变得庆幸而释然。

没什么比活着更好，在一切灾难面前唯有活着最为真实，当
人对生活有了这等感悟，一切就变得淡定多了。书中用大量
的笔墨描述了人对世间的留恋，正如作者在日文版自序中所
说，“时间无须通知我们就可以改变一切。”通读此书，能
让人对活着有更坚韧的力量——我们任何人都没必要患得患
失。

活着读后感篇四

我非常喜欢余华先生的一部书《活着》。“人是为活着本身
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这是
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

书中的主人公徐福贵可谓是个富二代。整日流连烟花柳巷，
烟酒赌博，鱼龙混杂之地，荒废学业，在大好的青春年华，
却将大把时间浪费在这些事情上。就这样，一步错，步步错，
原本坐拥几百亩地的地主家的儿子变成了穷得叮当响的贫农。
我想，本该是努力拼搏的时候，却将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了无
用的事情上，最终落得这样的下场，也是自作孽不可活。之
后，父亲病死，母亲去世，福贵必须一个人担起肩膀上的责
任的时候，福贵才真正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恨这，恨那，
最恨的是他自己。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下，福贵的后半生在
曲折、艰难、痛苦的长河中无声挣扎。儿子有庆被抽血抽到
失血过多而死，妻子家珍也因此病故，女儿凤霞难产而亡，
女婿二喜被两排水泥板夹死，孙子苦根被豆子噎死。所有的
亲人全是福贵一个人送的葬，亲手埋的。读到这里，我忍不



住眼泪就流了出来，如果我是福贵的'话，一定忍受不了自己
亲眼看着最亲的人一个个死去，人生最大的苦难与不幸莫过
于此了。

福贵的后半生极其跌宕起伏，痛苦艰难。有言到，生命有裂
缝，阳光才照得进来。福贵的一生也绝不是没有一件幸福的
事，他的人生是不幸的，但也是幸运的。他曾有一个贤惠的
妻子，一群懂事的孩子。

福贵的故事就像传奇一般。他经历了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化
运动，但他依旧好好地活了下来，去忍受生命赋予的责任，
去忍受现实给予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活着》讲述的故事，余华先生在自序中写到：“这是一个
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
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
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他们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
路上，死去时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

美国民歌《老黑奴》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
都先他而去，但他依旧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
的话。福贵和这首民歌中的老黑奴，两个命运截然不同的人，
但却在精神上产生了共鸣。书中开头时写道：“老人黝黑的
脸在阳光里笑的十分生动，脸上的皱纹欢乐地游动着。”我想
《活着》这本书打动我的不仅只有故事情节了，而是福贵身
上的精神。无论在面对怎样的坎坷，在失意过后又重新振作，
这种面对困难乐观的人生态度。这个时候我，不再认为这是
一具行尸走肉了，福贵是在有血有肉的真正的活着。

我想我应该去学习怎样对待人生中的苦难，也应该学会对世
界的乐观态度。读完这本书后，我明白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
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活着才能
充满力量，活着就是生活的希望。“作为一个人，要是不经
过人世上的悲欢离合，不跟生活打过交手仗，就不可能真正



懂得人生的意义。”

有岛武郎有句话：“上人生的旅路罢，前路很远，也很晴。
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面前才有路。”

所以，从现在开始，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
地方上。认真的人改变自己，坚持的人才能改变命运。

活着读后感篇五

古今中外的书中，福贵可以算是最惨的主人公之一了。作者
在书中创造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中有一个人名叫福贵。他
年少富贵，吃喝玩乐，五毒俱全。在他的挥霍之下，祖业终
落于他人之手。福贵一家成了贫农。这之后，父母先后亡故。
妻子得了软骨病，郁郁而终。儿子被抽血抽死，女儿难产而
亡，女婿在工地事故中惨死。唯独剩下的外孙，长到能帮自
己忙的年纪，却因为吃豆子撑死。冥冥中，仿佛有一只大手
把福贵身边的人一个个夺走，最终，福贵的亲人都死去了，
偌大天地之间，只余他孑然一身。这样凄惨的命运，就像是
被精心设计的一个局，一场实验。一场“生”之于“死”的
实验，一场由一个人的人生所组成的实验。这场实验中，生
与死密集出现，正面交锋。作者用这样一场极致的人生实验
来观察极端境况下生命存在的反应。在这场实验中，福贵所
遭遇的种种，都是对自身存在的反复确认，是直击生命本质
的暴力叩问。

这更是一种追问，一种自古有之的追问，追问着生命存在的
本质如何——生命本身是什么？为了什么而生存？生命的意
义在哪里？······而书中福贵的命运呈现就是对这种
叩问的回答。回答本身——福贵的存在就是对“存在意义”
本身的解构和消解，对荒诞命运的讽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
对生存意义的反叛。在福贵人生满目荒诞的黑色和鲜血淋漓
的红色中，生存意义的伪装被撕开，生命的真相被赤裸裸地
袒露。而得出这个结论的过程，便是不断否定的过程。举个



不恰当的比喻，他好像一个“舍生取义”的侠客，一刀刀砍
下了别人给出的一个个答案，从而突出答案本身。为财富而
活着？他最终一贫如洗；为爱情而活着？他和妻子更多的是
患难与共的亲情；为家人而活着？亲人们接连死去，他仍然
生活；为理念而活？福贵历旧社会而入新社会，经历种种却
没有信仰，只有活下去的念头（甚至不能说渴
望）······。作者为我们抛出了一个个答案，紧接着
又亲自否定了它们。

在否定了种种答案之后，答案本身并未凸显，反而由模糊变
为一片虚无。作者仿佛忘了给出答案，但这种对生活图景的
描写本身也许就是答案。福贵曾大富大贵，最终一贫如洗；
曾被倒履相迎，前呼后拥，最终身边只剩一头叫福贵的老
牛——只有自己和自己为伴。在遭遇了亲人的逝去，人生的
大起大落，在经历这常人难以遭受的厄运之后，他仍然像之
前的福贵一样活着，外在的喜悲、贫富在变，但他的生命的
内在本质、生活的事实并未改变，好似一颗锤不扁，砸不烂，
炒不爆的‘铜豌豆’。他的经历仿佛在昭示着：生命存在本
身就是在不断遭遇。将一切的“所谓意义”剥离之后，生命
还是生命，活着就是活着。这是一种现象，如同太阳东升西
落，月亮阴晴圆缺一样的现象。

正因如此，我在取本篇读后感的题目时，一直在纠结“活
着”要不要加书名号，但最终决定不加。因为在这里，“活
着”不代表一个书名，而是一种事实，一种自然的、存在着
的事实。小说的结尾，福贵仍然活着，他不害怕死亡，但也
不迎接它。黄昏中，福贵和福贵一步步踱回家去，田野趋向
宁静，光亮四散而去。第二天，太阳会照常升起，福贵和福
贵也许会再次踏着晨曦而来，也许不会，但这都不重要。因
为无论哪一种结局都是“自然”的结局。生命的意义是主观
的，常因人而异，但生命是自为的。活着本身就是不断遭遇，
遭遇组成了内容。

从这个角度讲，作者并未否定“爱情”、“信



念”·······这些存在的意义，因为在这个世界中，
并不只有福贵在活着；因为，这是支撑生存的一种理由；因
为，无论一个人为了怎样的理由而活着，只要活着，这种理
由就有意义。

因为，活着就是活着，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活着读后感篇六

在一个无所事事的下午，我翻出来一本积了一层厚灰的书，
打算消遣一下。书名挺文艺，印刷土了点，作者照片亦忧郁
深沉，名字普通到我现在都记不住，只知道介绍上写：

“xx，作家，19xx年生于xx，妇科大夫，前麦肯锡合伙人"

下面又加一条：“古器物爱好者"。

喔，这个人很牛啊，我想。作家可以爱好古器物，妇科大夫
怎么会跑去做麦肯锡合伙人？

在一个更加无所事事的晚上，我读完了这本书，打破了我对
文学和笔法的世界观。

真正好的文学体系，不是诗歌，不是传记，不是散文，不是
小说，而是随笔。真正好的写作笔法，不是华丽，不是阴郁，
不是精致，不是煽情，而是简·畅。

冯唐（我去翻了翻书）的笔法，也正是如此。李敬泽写的序，
笔法和他如出一辙。李敬泽说“冯唐的小说不是现实不是梦
想，也不是梦想照见现实或现实侵蚀梦想。"我读了冯唐的随
笔集，直觉的思想的浪潮汹涌澎湃，带着清新的海风扑面而
来，把我淋了个透心凉。

我再看看，发现冯唐不太像情绪激动的人，他的文字嬉笑怒



骂散逸不羁，但你就是知道这种酣畅淋漓的文字后面不是个
易激动的人。他的文字很少失去控制，再挥洒浩荡敢怒敢骂
还是失不去控制，永远在冷静的逗号与句号之间徘徊，让人
畅快让人大笑，让人看不清这种平易近人的幽默文字后人是
怎样。

唯一一篇激动的文章在第一卷，小猪大道。

冯唐写着写着就激动了，他写了他妈妈，写了那个年代，写
了很多往事，灰蒙蒙的，有点忧伤。逗号和句号没变，但文
字已然失去控制，他写“我眼圈红了",我在文章外差点哭出
来。

原来文字可以这么简单，想什么说什么，只用逗号句号，我
也要学冯唐，不矫情不做作不装忧郁，人有多简单文字有多
简单，酣畅淋漓一气呵成，大气磅礴得像幅泼墨山水。

我要记住两字真言，“简·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