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周国平读后感(模板9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
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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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国平读后感篇一

《妞妞》仍然是语文老师介绍给我的，那是在我读完《明朝
那些事儿》后和老师的一次谈话中得知的，当时我说我喜欢
中国女作家的书，我总觉得译本失去了原有的味儿，而外国
名著再有名，我也没有能力读原著，其次，女人的心思比男
人细腻，而我作为一个女性读者，女人的书自然合我的胃口，
老师说周国平比女人的心思还细腻。现在，我表示认同。

2011年8月23日新都桂湖大街上，中午由于午饭的事我和强哥
发生争吵，为了避免难堪，我走进一家小书店平缓心情，然
后就看见了《妞妞》，我毅然决然的掏了身上所剩不多的钱
买了下来。之所以提到买书的过程，因为在后来失恋的那段
日子里一直是妞妞陪伴着我，让我对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
高提出了质疑，《妞妞》告诉我，没有任何东西比我还活着，
还存在于天地之间更应该感到幸福。妞妞喜欢说：我学会了，
我愿意和妞妞一起咒骂，骂的是什么？骂一切该骂的。

《妞妞》后记里周国平提到了和雨儿的离异及现在的女儿啾
啾，于是我托姐姐在卓越网买下了《妞妞》的姊妹篇《宝贝
宝贝》。

读《妞妞》是沉痛惋惜的，读《宝贝宝贝》是愉悦欣喜的。
啾啾是幸运的，拥有着妞妞没有的健康，有着常人的体质。



然而，如若没有妞妞，啾啾的幸运便不会对比的如此鲜明，
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幸运的，只是身边少了如妞妞一样的参
照，读后感《周国平妞妞、宝贝宝贝读后感》。

写到这儿，我有必要大概介绍下这两本书：《妞妞》是周国
平为先天患有癌症，只活了一岁半便重新回到天堂的女儿妞
妞写的书，书中记录了妞妞一岁半生命的璀璨，同时也有大
量的篇幅记录了与妻子雨儿关于妞妞、生命等的谈话，另外
更有很多对人生思考的哲学。当然，这一切都围绕着那可爱
至极、可怜至极的妞妞。《宝贝宝贝》是周国平为其与红的
女儿啾啾写的书，书中分类呈现啾啾从出生以来的各类生活
趣事，将啾啾鲜活的展现了出来，书中关于人生等高层次的
哲学问题谈论的相对少一些，第三任妻子红也主要是以啾啾
妈妈的身份出现在书中。

啾啾的幸运不仅仅相对于妞妞，啾啾的健康也不仅仅是相对
于妞妞。啾啾有着一对开明的父母，有着很多孩子没有的健
康心理。昨天我说了一句话：早上七八点起来学习，我会觉
得你很认真，早上五六点起来学习，我会觉得你很可怜。我
的这个观点会招来很多人的唾骂，可是我依旧觉得不应该过
快节奏的生活，那样的高压只会让其成为生活的傀儡，享受
生活更无从谈起。同时生活必定得用有意义的事来充实着，
所以我也鄙视整天游手好闲的人，我想说的就是生活也需要
一个度，当然这仅仅是我的观点。巧的是，和周国平不谋而
合了。

两本书连着读下来，将妞妞与啾啾对比起来，我想说的依旧
是没有什么比我还活着更重要。苟活，是可耻的，殉节，是
伟大的。可是有些特定情境下，我认为苟活并不一定就耻于
殉节，活着，是一种战略性的眼光，没有了资本，谈何贡献？
所以，那段失恋的日子里，我始终将《妞妞》背在包里，我
始终将健康放在首位，惭愧的是身体依旧出了些小状况，不
过在妞妞的陪伴里，我挺了过来。挺了过来后的日子里啾啾
开始陪我，啾啾的可爱，周国平在对孩子教育上表现出来的



文人的淡泊指引着我，我想在接下来考研或考公务员这条艰
苦的路上这样的心态将使我轻松许多，对结果也会看淡很多。

所以，最后，我感谢老师介绍给我这本书，感谢周国平写下
这两本书，感谢家里长辈培养了我读书的习惯。同时，我也
号召大家读书，书中的黄金屋、颜如玉只有爱书之人才会发
现。

周国平读后感篇二

但这所说的善于自我省察的人又不同于那种沉浸在过去无法
自拔的人，需要边回忆、边思考，要有所想法，要有所侧重。
后者只是单纯的终日沉浸在对昨日的苦恼中，颇有厌世、懈
怠之意，而自我省察是积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发展自身需
要的。

化用一句禅语说，“我们经历的是生活，可又不是生活。”
这样的生活应该就不是形而上学所能圈定的了。生活，就是
我们每天所经历的日子，但我们经历生活不是每天数着过去
的天数，而是品味每天所经历的人和事，回味生活中所遭遇
的情与难。同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道理一样，我们每天所经历的
点点滴滴一定也不是为了遭遇而遭遇的，定是有所目的，而
有智者善于发现这些点滴背后蕴含的'深意来塑造自身。

同时，如同小时候所的那种每个人都有一颗要寻找的魔法石
的故事一样，要用心，要专心，还要坚持。省察也是一样的，
要想善于运用生活中的“魔法”，就要先持之以恒，要有信
念地去寻找发现它。不然，未经省察的人生就没有意义，或
者说，你没有发现它的价值。

周国平读后感篇三

在报刊上零星读过周国平的散文，喜欢他的博学和深刻，知



道他是一个热爱写作的当代哲学家，著名的尼采研究者。此
外还知道他是一个慈爱的父亲，一个至情至性的男人。

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收到了一位远方的朋友邮寄来的两本书
《周国平散文精选》《周国平人文演讲录》，后一本书比砖
头还厚，所以我选择先看第一本。本书按时间顺序选编了周
国平1983年至1998年的散文作品，那时他在40岁到55岁之间，
从不惑到知天命的年龄。这些文章都是他用心灵的笔写出来
的，是其最有代表性的散文。

周国平在《自序》中说：“我给自己(的写作)建立一个标准：
一篇文章，即使不发表我也要写;否则就不写。总之，尽量只
写自己真正想写、写的时候愉快、写完自己看了喜欢的东西。
这样的'东西一旦发表出来，也一定会有喜欢它的人，即使发
表不出来也没有什么。”

周国平在《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中谈到读书时说：“读到
精彩处，往往情不自禁地要喊出声来：这是我的思想，这正
是我想说的，被他偷去了!有时候真是难以分清，哪是作者的
本意，哪是自己的混入和添加。沉睡的感受唤醒了，失落的
记忆找回了，朦胧的思绪清晰了。”这正是我读《周国平散
文精选》时的感觉。

周国平读后感篇四

他的散文融合了生活和哲学。有他的散文而引发的对人生的
思考虽然深刻，但是不干涩。前几日看了几页《苏菲的世
界》，虽然把哲学放在了有丰富情节的故事之中，但终究是有
“你是谁?”，“世界从何而来?”的`基本哲学命题，需要集
中的思考，也许也有一些对思想的压力，这样的思考是有味
道的。但是在周国平的散文中，借生活事件和寻常的命题而
思考一下人与自然、孤独也未尝不是一种轻松的思考体验。
既有一种思考的快乐，又不至于有思想的压力，在我看来，
这也是他的一个成功之处。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思想，与社会的现象相违背。《何
必名校》便是如此的一篇，记得陈丹青有篇《教育的现实和
现实的教育》，主题显然一致。但是陈丹青是借中美教育之
差异而同批中国教育体制，也许是因为此文作序的需要，而
《何必名校》则是通过自己小时候经历的描述来表达一下自
己的看法。周国平散文，甚至包括今日在看的随笔集《人与
永恒》，都是从自身出发，通常用第一人称(我在摘抄中有一
段评论)，更具主体性，而少一些排他性。也许有对现实的坦
然。

也许他的散文的出色之处在于从普通的命题出发，表达了自
己的思想，而带动了我的思考。

周国平读后感篇五

这一句就道破了人生中很多事物的好处与精髓所在。人从出
生时的懵懂无知，一路磕磕碰碰地走到此刻，若没有自我反
省在其中，哪里能够真正的成长起来，没有人一出世就懂得
了所有自己立人、做人处事的道理。自我省察是积累，点点
滴滴地发展。

时常回头看看，回想自己走过的昨日，“三省吾身”；思考
自己心中的追求，什么样的人生是自己所想要的，所满意的，
苏格拉底说：“追求好的生活远过于生活。”；寻求一种进
步，从过去的“千篇一律”中爬出来，开启自己的下一个
新“纪元”；总结以前的经验，才能让自己逐渐摆脱昨日略带
“晦气”的影子，焕发这天的蓬勃朝气……自我省察就是去
探索人生的好处，过一个有好处的人生。

但这所说的善于自我省察的人又不一样于那种沉浸在过去无
法自拔的人，需要边回忆、边思考，要有所想法，要有所侧
重。后者只是单纯的终日沉浸在对昨日的苦恼中，颇有厌世、
懈怠之意，而自我省察是用心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发展自身
需要的。



化用一句禅语说，“我们经历的是生活，可又不是生活。”
这样的生活就应就不是形而上学所能圈定的了。生活，就是
我们每一天所经历的日子，但我们经历生活不是每一天数着
过去的天数，而是品味每一天所经历的人和事，回味生活中
所遭遇的情与难。同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
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道理一样，我们每一天
所经历的点点滴滴必须也不是为了遭遇而遭遇的，定是有所
目的，而有智者善于发现这些点滴背后蕴含的深意来塑造自
身。

同时，如同小时候所的那种每个人都有一颗要寻找的魔法石
的故事一样，要用心，要专心，还要坚持。省察也是一样的，
要想善于运用生活中的“魔法”，就要先持之以恒，要有信
念地去寻找发现它。不然，未经省察的人生就没有好处，或
者说，你没有发现它的价值。

周国平读后感篇六

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有自己的任务和位置。如果不细心叩问自
己的心灵，如何能发现社会早已为自己预留的位置?对于我们，
人生的大半都是未知，都需要探索;可是如果在迈出探索的步
伐之前，连自己的目的地都不清楚;或是在行进途中渐渐迷失
了方向，那又有什么资格口称自己是在探索人生呢?前进的`
步伐一刻也不能停下，了望的目光更是一刻也不能松懈。周
国平用他的散文教给我们把握出世入世的度：即不能不问世
事，那是不可能且自私的;也不能沉浸于俗世，迷失了自我。

如果把攀登人生的高峰类比于登山，那么最佳的状态应该是：
肉体在不懈的攀登，步步为营，深陷崇山的掩映之中，灵魂
则跳出山外，以旁观者的清澈目光为前进指明方向，永远不
迷失。这显然是神仙的境界，凡人想要达到无疑是奢谈。我
们只有退而求其次，在每次出发之前先问问自己够不够坚定;
定期停下来修整，总结过去并展望未来，看看自己的路线是
否偏移。“认识你自己”，这是指导精神生活的圣经。



我希望自己能够秉持这圣经，不忘审视自己。学习的范畴，
不只是我们现在体会到的那么浅薄，我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
明白更多。

周国平读后感篇七

好久不读书，或者说好久没有安安静静、认认真真地读完过
一本书。终于，我把周国平的《安静》读完了，并且还想再
读一遍。读过周国平的《守望的距离》和《各自的朝圣路》，
但我更喜欢《安静》。

序言中，周国平表示了对世俗名利的拒绝。他说：“我不是
一个脱俗到了拒绝名声的人，但是，比名声更重要的是，我
需要回到我自己。”一个意识到必需找回自己的作家，当然
值得期待和尊敬。

周国平是中国社科院的哲学教授，又是一位作家。他的文字
中，充满了哲理的思考。《安静》里既有读书笔记、游记，
又有讲演稿、随感录等，看似杂芜却是一片纯静。

作者通过《安静》给我们讲述人生的真谛，讲爱与关怀，讲
他对社会、对生活的种种思考。所展现的人生体验与读者所
关切的世间感悟，没有一个安字和静字，却给读者构筑了一
个宁静的世界。

周国平说：“我对一切太喧嚣的事业和一切太张扬的感情都
心存怀疑。太热闹的生活始终有一个危险，就是被热闹所占
有，渐渐误以为热闹就是生活，热闹之外别无生活，最后真
的`只剩下了热闹，没有了生活。”现实的确太热闹，我们早
已习惯了在现实中奔忙，从不曾拥有这样一份安静和从容。
人们的行为往往受利益驱动，对物质的欲望高于一切。连学
术界这样本应成为净土的地方也变成了名利场。要远离人群
中的欢乐和疯狂，远离灯红酒绿的确不易。可见，安静多么
珍贵，守得住安静又是多么的不易。



周国平是一位崇尚简单生活而又牢牢守望内心田园的人。摆
脱外界虚名浮利的诱惑，身居闹市而不为所扰，内心平静，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安静。有内在精神世界的饱满，才是丰
富笃实的人生。

大宁静产生了大孤独，大孤独又催生了大智慧。智慧和从容
又让周国平完成了一种内在的超越和突破。

这本集哲学与文学于一身，融理性与感性于一体的散文集，
是那么质实，让我在安静中品味人生。

周国平读后感篇八

读书的人是幸福的——时而像纯真的孩子，在清风里与星星
一起唱着歌；时而是年轻的追逐，在风雨中实践着生命的激
情；时而是慈爱的目光，在悲天悯人中抚慰受伤的心灵。

那么，读过周国平散文的人，更是幸福的——《丰富的安静》
告诉我们，在这喧嚣的时代里，“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
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界虚名浮利的诱惑。丰富，是
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宝藏。”《在义与利之外》周国
平将“情”作为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主张率性而行，适情
而止，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走进一座圣殿》启迪
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凡此种种，周国平的散文透示的
是哲学的思考、人生的哲学。这样一个充满智慧，勤于思考
人生的作家，他一直都在探索人生中的困惑，关注人类精神
生活，在执著和超脱之间，他给现代社会忙忙碌碌、熙熙攘
攘的人群打开一扇认识自己的窗户。

灯红酒绿、迷离都市，作为一名新松江人，当初远离亲人的
惆怅，远离家乡的孤独，常常伴随夕阳下的斜影越拉越长。
好像是文中《都市里的外乡人》一样，豪华的商场和娱乐场
所，迷失了我对松江的认识；千万灯火，唯独没有我的温暖
之家。但是，“都市最美的时刻，是在白昼和夜生活的喧嚣



都沉寂了下去的时候”。当那一条条沧桑的古道石桥映入眼
帘时，似乎又有几分似曾相识。当置身于那一条条朴素弄堂
胡同，品味那一缕缕槐树飘香、流水绕城时，一切都承载着
对故乡的思念和理想的坚定。在这样的思念与坚定中，我选
择了自己的人生——中心医院是我梦想的起点，医疗工作是
我价值的实现。然而，工作就像海面，时而平静如镜，令人
流连，时而波澜起伏，暗流涌动。我也曾迷茫、彷徨，理想
和现实真的是这么大的差距吗？这就是我离开家乡所追寻的
人生吗？周国平用文字告诉我“一味执著和一味悲观一样，
同智慧相去甚远。悲观的危险是对人生持厌弃的态度，执著
的危险则是对人生持占有的态度。”患得患失，则无法凌驾
于福祸成败；操之过急，则容易在追求中迷失了自己。真实
的人生就是一种既包容又超越身外遭遇的丰富的人生阅历和
体验。

后来有人问我，每天上班要奔波于松江新城和老城，累吗？
的确，医院的工作非常辛苦，为了方便松江的百姓就医，我
和我的同事们天天都至少提前半个小时上班。医生的伟大，
是救死扶伤的宗旨；医生的伟大，是默默付出的坚持。但是，
换一个角度来看，这岂不是成功的风景吗？如周国平所说，
成功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事做的尽善尽美，让自己满意，不
要去管别人怎么说”。既然选择了成为一名医务工作者，那
么，就去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最好，让病人少一点病痛的
折磨，多一份关怀的温暖。何况每日清晨鸟语花香，与爱人
相伴而出；每天黄昏日影横斜，调皮儿子翘首相盼。幸福美
事几何哉！

工作中作为医者，乐于奉献；在生活中作为市民，乐在松江。
周国平在《人生贵在行胸臆》中引用袁中郎的一段：“山水
朋友不相凑，一败兴也。朋友忙，相聚不久，二败兴也。游
非及时，或花落山枯，三败兴也。”与之相反，身在松江，
此地山美水美人美。周末三五好友，结伴而出，或是辰山植
物园踏青觅花，或是泰晤士小镇欣赏异域风情，或是小昆山
乡村品读风土人情，抑或是程十发纪念馆感受文化内涵。松



江这方水土，孕育了多少文明古迹啊，今天依然青春勃发。
一城两貌既是发展的风景，更是历史的见证。

用头脑思考的人是智者，用心灵思考的人是诗人，用行动思
考的人是圣徒。行走在松江，思考着人生，贡献了青春，一
步一步朝着医者的目标进发，“我们也就算得上是圣人了”。

周国平读后感篇九

周国平说：新年伊始，我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愿望。我希望在
离城市很远的地方有一间自己的屋子，里面只摆几件必要的
家具，绝对不安电话，除了少数很亲密又很知趣的朋友外，
也不给人留地址，我要在那里重新学会过简单的生活。

周国平的话，道出了我的心声，也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

虽然，这种陶渊明式的世外桃源，对自己而言不太容易实现。
但却可以随心所欲的大小变通。譬如，现在正值大年初二，
就可以放弃回自己的安乐小家，强烈要求在娘家多值班几天。
利用春节的几天大假，过一个简单安静的生活。这几天里，
就干脆放弃和朋友一起喝酒聚会，放弃一起去豪情的唱歌，
也放弃自己最近最喜欢的呱呱读书，就这样专心陪伴最亲爱
的妈妈，和妈妈说说话聊聊天，陪妈妈看看电视做做家务。
待妈妈休息时，自己还可以静下心，弥补前段没写的读书感
想。何乐而不为。

这会儿，初二晚上九点。白天孩子都回娘家，人的大聚会，
整整热闹了一天。现在妈妈躺床上休息了。我也可以欢欢喜
喜写读书感想了。妈妈家好安静啊！真好。

我本来就属于不喜热闹的人。有时虽然处在热闹的人群中，
但人在心不在，思想却不知游离在何方？心远地自偏，喜欢
安安静静做好本职的工作，喜欢做自己想做的事，闲暇时光
去欣赏自己想欣赏的人和事。从不喜欢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也不喜欢把人和事复杂化。喜欢简单的做人，喜欢专一认真
的做事和生活。

此刻，手捧着浓浓的咖啡，呆呆的望着妈妈家的天花板，自
己和自己的心灵对话，也认真读着自己灵魂的这本书，更寻
求着心情的宁静。这时候看起来自己很寂寞，但，其实不！
这简单的生活，即使算是寂寞，那么，这种寂寞的感觉，真
好。

突然想起一首歌：寂寞使我如此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