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着读后感总结(汇总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读后感
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
后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
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活着读后感总结篇一

今天我们班的同学们观看了电影《活着》，看完了我们心里
都有很多感慨！

电影是根据余华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小说我没有读过，据
说很沉重，不过通过这部电影已足以感受心头之重。

活着，再苦再难也要活着，因为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在泪水
中我们也有庆幸。

福贵的命运，是时代的命运，也是一部分人的命运。一个败
家的子弟，看着家道中落，在穷困潦倒中生存，由富有变为
贫穷，母亲的去世，巡演皮影戏被抓服役，参加内战，意外
地失去自己的儿子，女儿的死，都是那么惨痛，原本幸福的
家庭，在家人极力的维持中，命运和社会给他们开着一个又
一个残酷的玩笑。看得出来，生活没有丝毫动情，要给他一
个完好的感觉。福贵居然坚强的活了下来，晚年与妻子为伴，
想这种可怕的生活。一个人的生命竟是如此的脆弱，生活又
是如此的无奈。深深思考，人为什么活着，真是一个要自己
必须回答的问题。

看完这个电影，我们会明白自己是多么幸福，我们不再需要
太多，我们活着不仅为自己，还为了爱着我们的人和我们爱
着的人！



活着读后感总结篇二

看完【活着别太累】以后，突然觉得自己的思想成熟、开放
很多。面对很多事态都可以坦然而纵容的面对了。

最重要的是我知道了，微笑的过是一生，伤心的过又是一生。
我们何尝不选择快乐一点过呢？那些烦恼琐碎的事情，偶尔
要先通通忘掉，待自己心情稳定了再一一处理。

我学会了冷静看事物体态。每一件事都有两面一性一，我们
要看最好的一面，结果却想着最坏的一面，这样不管结果是
好是坏，对我们的伤害最少，起码心里有个底。

我还学会了淡忘。

人生中难免会有伤心事，这时候我们要把一切忘掉，把它锁
起来。渐渐地，你就会忘记曾经有那么一件事，你就会忘记
曾经有那么一个人伤害过你。

把一切都淡忘，让它随风而去，不染尘埃。

但有的时候，当我们的心需要发泄的时候，就要大哭一场。
就放心的哭吧！没有人会笑你，没有人会怪你。哭完后就忘
掉，因为，眼泪流干了，只剩下笑容。

笑一笑，是人生；哭一场，是人生。那就哭够了以后一直笑
吧！笑到了生命的终结，因为你已经没有眼泪了。

活着读后感总结篇三

读罢《活着》，脑海中回荡着福贵的口中唱着的“少年去游
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这样简单的几句话，唱出
了他的一生。那声音随风飘远，一会儿就消失了，就如同福
贵也和数千万的中国农民一样活着，他的身影淹没在茫茫人



海中，一会儿也不见了。

作者余华以平凡的农民作为小说的第一视角，没有浮夸绚丽
的词藻，没有惺惺作态的假象，没有故作深沉的态度，以最
朴素自然的语言向读者描述了一个中国农民的一生，告诉读
者人是，而不是为活着以外的理由而活。

在旁观者的眼中看来，福贵的一生是充满痛苦的。年少时期
的他因为好赌而败光了家产，父亲郁郁而终，甚至连他的妻
子也曾离开过他。他还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当兵，连他母亲的
最后一面也没见到。

中年的福贵更是经历了丧妻之痛、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心酸。
到了老年的他失去了所有的家人，孑然一身，只有一头老黄
牛为伴。老了的福贵却并不觉得自己的一生有多么悲惨，他
看到了痛苦之外的欢乐。他的妻子始终对他坚贞如一，一双
儿女乖巧听话，勤劳肯干。

他躲过了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在土地改革中得到了珍贵的
五亩田地，熬过了七年自然灾害，在战争中保全了性命。的
确，福贵活在最动荡不安的年代，承受了一生的苦难，但他
依然没有抱怨，为活着而活。

活到了现在，我也曾扪心自问“我为什么而活？”是为了金
钱地位，还是为爱、为责任。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快
速发展，许多人却迷失信仰。一些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来到繁
华的大城市求学后，沉醉于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早已忘记
了最初的青云之志。

当我们不知道该为什么而活时，往往会在现实中迷失自己。
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是为了金钱地位而活，没有承受苦难的
能力，遇到一点挫折就自暴自弃，更没有乐观地对待世界。

并不是所有人活着都能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像马云创立阿



里巴巴，乔布斯发明苹果电脑。属于大多数人的只有平凡，
我们都是另一个福贵，但这平凡的生活也有跌宕起伏。我们
所能做的并不是一味的抵抗命运，抱怨痛苦，而是承受。只
有承受住了万斤的重压，才能在艰难的命运中活出精彩。

《活着》只是告诉我们，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十年是
如何熬过来的，还告诉我们在绝望和痛苦的重压下也依然可
以生活，而非仅仅是生存。

活着读后感总结篇四

我只能说，《活着》是一部令人震撼的作品，他对人性的挖
掘，对活着的价值的挖掘，是我从以前任何一部作品中所未
曾读到的。

《活着》是一部悲剧小说，与《雷雨》有异曲同工之妙，所
不同的是，曹禺的戏剧包含着激情矛盾与冲突，而余华的笔
触温软细腻，有的地方还有不少诙谐的调侃，可前面的诙谐
却为后面的悲哀埋下了伏笔，而前后极大的反差更是加重了
悲剧的效果。这个发生在上个世纪40-70年代的故事，就这样
一波三折地为余华娓娓道来，让我哭着读完它，等到故事结
束，发现书页早被泪水打湿，湿了又干，书页就皱皱巴巴的，
这多像故事本身啊，有喜有悲，然而悲去悲来，生活就紧缩
几分，缩到后来，只剩下福贵一个人，独自地活着，为了活
着而活着。

小说中找不到任何华丽的语言，充满着乡土特色的朴实的语
言把人很温柔地拉回上个世纪的一幕幕场景，你仿佛就能看
到那片田地，那间小院，那头黄牛，而那些人，就活生生地
站在你的面前——福贵、家珍、凤霞、有庆、二喜、苦
根……夕阳里，有一个老人流着汗，汗水从他皱褶的胸膛起
伏地流下来，那是年老的福贵在讲着他一生的故事，从与家
珍的相遇、成亲，到他败光家产、被抓充军、亲眼看着一双
儿女长大又亲手埋葬他们，妻子、女婿、外孙相继离去……



这是他从一个富家少年到一个几经打击的潦倒的老农民的一
生。在《活着》里，每个人都有他对生活的热爱与义不容辞，
他们是那样的纯洁善良，有庆常让我联想到《雷雨》里的周
冲，周冲对“海”“天”“船”的幻想是这烦躁夏夜的一个
春梦，而有庆对生活的依赖感曾来自他的羊，那样单纯美好
的一个孩子，为了救别人，自己死掉了。在后来，凤霞因为
生苦根难产也死了，那天晚上福贵坐在凤霞家的灶间欲哭无
泪，想着自己的一双儿女就这么去了，可家珍还在家里等着
他回去告诉她孩子是男是女呢……看到这里，早已泣不成声。

小说中始终未出场的一个重要人物——命运，始终都在摆布
着场上的人儿们，让他们经历生活的凄风苦雨，悲欢离合，
仿佛在暗中窥探着这出好戏，用无形的线牵扯着每个人的一
举一动。看到文章的结尾，垂暮之年的福贵沐浴着金色的夕
阳驱着那头黄牛“福贵”耕着土地，那么的气定神闲，从容
的令人无法适从，好像是勘破了生死，把一切都看透了，我
想，岁月于他，只是云淡风轻的一串声音吧，伴随着赶牛的
声声吆喝去了远方，消融在一种人性的光辉里。而那种所谓
时光断裂的声音，竟成了如锥子般可在我们心底的永远的回
声。七堇年（《被窝是青春的坟墓》一书作者曾说：“年华
里，我们失却的是一种心情。”可是，我相信这种心情是不
会消逝的，而是以它特定的方式，这样刻骨铭心地篡改着我
们的青春。

看，在这个充满爱与被爱、伤害与被伤害的世界里，生命对
我们是吝啬的，因为他总是让我们失望：可是生命又是这么
慷慨，我们必须尊严地过下去，就如同生命本身，尊重我们
的存在。

《活着》的结尾如此写道：“我知道黄昏正在转瞬即逝，黑
夜从天而降了，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
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在召唤着她们的孩子，土地召唤着黑
夜来临。”



活着读后感总结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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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身就是一件需要活着一生去思索的事。

想了很久如何开这个头，是分别从福贵的家人一个个说起，
还是说就活着说活着的意义。后来想到余华一开始写的时候，
是第三人称，后来改成了第一人称的叙述，他解释，福贵的
讲述里不需要别人的看法，只需要他自己的感受，所以他讲
述的是生活。如果用第三人称来叙述，如果有了旁人的看法，
那么福贵在读者的眼里就会是一个苦难中的幸存者。

第一次看这本书，我现在仅有的回忆，是我在高三时在寝室
里，晚上开着台灯一口气看完的。

只记得哭得稀里哗啦，如今再细想却想不起书中的内容了。
大概是前段时间和朋友聊天发现，大家对生活有些彷徨，于
是提出看一遍《活着》。

这一次，一开始便被余华所写的各个版本的序所吸引。他很
真实，就像他的作品一般真实，而这种真实，就像一开始见
到黑色的封面上，简单而醒目的标题与作者名字，直逼你眼
前。

正如余华自己所说，在中国，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
生活和幸存就是一枚分币的两面，他们之间轻微的分界在于
方向的不同。对《活着》而言，生活是一个人对自己经历的
感受，而幸存往往是旁观者对别人经历的看法。

福贵在树下对我断断续续的讲述，像极了我们也坐下酷暑的
树荫下，扇着扇子听着福贵以一种仿佛没有情绪，甚至讲着
讲着还会咧嘴笑起来的样子在讲述书中的故事。这也许就是
代入感，沉浸情境的感觉。



他的家人都是那么的真实。他老爹在落魄前蹲在茅坑上与最
后从茅坑上掉下来断了气的对比；福贵进城为母亲寻药被抓
去一去不复返时，老母亲一直在病床前念叨着“福贵不会再
去赌的。”的无奈心疼；有庆天天跑着去割草，跑着去上学，
跑着去献血，失血过多而死；凤霞发烧成了哑巴，因家庭贫
瘠被送去给城里人，最后因生产而死；他的妻子家珍拖着生
病的身子，熬过病痛，却不幸看到自己的骨肉有庆和凤霞的
离世；二喜保大不保小还是失去了凤霞；苦根生病了最后撑
死在床上。

我书看完已过去半个月了。回想上述的细节时，我并不觉得
这是剧本戏剧性的安排，这宛如就是生活中，村子里福贵的
亲人，就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个个悲惨地离去。

这不是幸存，这就是生活。福贵不是幸存者，他只是这个家
庭中的仅剩的生活者罢了。就像是一位诗人所表达的：人类
无法忍受太多的真实。海明威《老人与海》中，老人与海一
次次的斗争，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也许我们
可以看到福贵买了一头即将被宰的老牛，一同生活，被赋予
了与自己一样的名字，听着福贵的有关自己一生的念叨。

苏轼所言：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不论是哪个时代，哪
一个人，都经历着获得与失去；都体验着聚与散的感受；都
饱尝着甜与苦的滋味。我们无法主宰生活的无常，但我们起
码可以决定自己对生活的态度。

小时候我常常听大人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好人短命坏
人活十年类似的话，有对逆境下成功逆袭的肯定，也有对一
些向真向善的人的不幸生活的惋惜。其实我们远比自己想象
的要坚强。

今天饭桌上，家族里一位伯伯说，这次肺炎情况比2003年的
非典严重多了等等的话，然后婶婶就说，现在会觉得当年经
历的没有那么严重，但其实当年挺过来也是一段很难的日子。



是呀，我们总是在面临困境时，用放大镜观察，放大恐惧，
战战兢兢踌躇着；在回首困境时，眯着眼无意识降低经历过
来的难度。你看，亲人离你而去时，你最后不也适应了；恋
人告别你而去后，经历一段沉沦期后，你依旧习惯了单身的
生活节奏；工作上一道道的坎坷让你大把大把掉头发，熬成
黑眼圈，躲在被窝里委屈地哭红了眼后，还不是最后出色做
出决定，辞职开启新工作生活或者圆满完成任务……。

我们从来不是靠比惨来赢得生活的。每个人内心最深处都一
处柔软之地，藏着曾经受伤的伤疤。我们接受受伤的自己，
也接受治疗伤疤时的自己，更接受伤疤痊愈后的自己。面对
无常，请相信自己，有时看似改变，其实无需改变，就足以
与命运中的生活搏斗。

福贵赌博输了家产活下来了，目睹一位位亲人的离世依旧坚
强的活着；家珍靠着一位妇女的勤劳与智慧，将家里安排得
妥当；凤霞承担起家里一部分生活压力，乖巧又善解人意；
有庆有着这个年龄该有的孩子的天真，也有着他家庭赋予他
的懂事与担当，让人心疼时又觉得心疼。

我总觉得，大家都没有想那么多。大概这就是为了活着本身
在活着。书中的人也好，生活的每个人也罢，都是在为这活
着在忙碌的活着，只是有时从没想过这个关于活着本身的问
题而已。

生活足够艰辛与曲折。人生就像一场拼图游戏，我们没拼到
最后，都不知道自己会拼出什么图案来。

最后，看了余华不同版本的序，喜欢上了他笔下文字的风格。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一个愤怒和冷漠的作家。”、“一
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只有内心才会真实地告诉
他，他的自私，他的高尚是多么突出。内心让他真实地了解
自己，一旦了解了自己也就了解了世界。”



余华自称自己的作品都是源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他
沉湎于想象只追踪，又被现实紧紧控制，明确感受着自我的
分裂，却没办法使自己变得纯粹。

然后我果断了决定下一本还是看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