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活着小说的段落 活着小说读后
感(汇总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活着小说的段落篇一

?活着》是一部读来让人感到沉重的小说，那种翻开书页的不
忍，那种合上书后的隐隐不快，我很想知道一个需要怎样的
信念和意志力，才能支撑他在遭遇到一连串的打击后还能顽
强地活下去。家道中落的悲哀，失去双亲的痛楚。白发人送
黑发人的打击。终于的落单与那头老牛，孤苦伶仃的日子里，
回首曾经，他需要多大的勇气。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
随下活着。福贵是生者的赞誉或是悲哀，之于他我更多的同
情却又不得不为他的淡然而新生丝丝敬意。他用平静的面容
掩饰着他内心的波涛汹涌。他用他的一生告诉我：平淡是福，
活着真好。

以前喜欢阅读但很少写读后感，这次不是不想写而是看过读
友们写的感觉自己更加词穷，写不出内涵。人为何而活着?有
人认为是为了爱活着，有人认为是因思考而活着，也有人认
为因为责任而活着，而富贵却说：“人，是为了活着而活着。
”

年少时的富贵，因贪图享乐不能自拔，最终从一个富家少爷
沦落一贫如洗的贫困人家，可当他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时候，
又被命运开了玩笑，给母亲抓药的时候又被当壮丁抓走，苟
且偷生只为一个单纯的信念——一定要活着回家，富裕时已
经辜负了亲人，而这次一定不能再辜负吧。终于活着回家，
看到一双儿女，虽然爹娘已经去世，女儿因病不能变成哑巴，
但一家人能在一起就是的幸福。可生活就是如此，明天和意



外你永远不知道谁先到来。当一切都在自我满足的幸福之中
时，有庆好好的就那么走了，当看到这里的时候连自己都不
相信就这样走了，原本要杀人的富贵因为对方是当初过命的
兄弟而非县长的时候就这么原谅了，可他原谅不了自己。

偷偷的把有庆埋了，擦干眼泪偷偷的回家，最后家珍还是知
道了，善良的女人也接受这样的事实。日子波澜不惊的继续，
原本以为苦难就此结束虽然清贫但可以好好生活的时候，凤
霞走了，家珍走了，二喜(女婿)走了，最后甚至连五岁的外
甥苦根也走了，有些接受不了这样的情节，可最后又被富贵
的开朗所感染着，赶着那头叫做“富贵”的老牛，乐呵呵的
面对属于自己的生活。也许富贵觉得他不是单纯的一个人活
着，而是所有人再他一个人身上活着，活着看生活一天天变
得更加美好。

为了活着而活着的人生，简单明了，如果自己是富贵或许做
不到如此活着，但更庆幸不是富贵，可以为活着而更美好的
努力着。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对于自己来说，活着就是不辜
负自己的所有角色，努力踏实的笑对生活，做想做的自己，
好好活着。

活着小说的段落篇二

近期，在同学的介绍下品阅了余华作品集中的《活着》与
《在细雨中呼喊》，其中，活着，以其独特的朴素，给予我
良多感触。

活着，是一个无法华丽，简单但饱含深刻韵味的词，活着，
究竟为谁?

在作家余华笔下，主人公福贵经历了众多的苦难：独子有庆
捐血过多致死，女儿凤霞难产而去，妻子家珍病逝，女婿二
喜意外摔死，连唯一的小外孙也因过度饥饿被豆子撑死，从



此，只剩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活着，没有爱情，没有亲情，更
没有友情。最后，福贵买了头老牛，给它起了个名字，给周
围农民的牛分别起了妻子，儿子和女儿女婿的名字，他说，
这样，福贵就不是孤零零的了，活着，还是要活着。

也许，是乐观与对生命的责任在支撑他做好生命的每一步吧，
他说，能活着，就是一种幸运。

活着，看似简单，看似理所当然，但其中韵味，能深得之人
又有几多?

活着，虽然朴实简单，但它赋予了生命一种责任，一种在于
世的担当。因为活着，所以我们积极去实现生命存在的意义，
同时也得忍受并且接受不同的命运，或苦难或幸福，都是活
着的一部分。在爱与痛的交织中，在冰与火的缠绵中，我们
始终都应坚强地活着。因为活着，生活就还没有走到尽头，
就还有希望。活着之于人，是重要的，是根本的。

现实中也有不少人经历着富贵的“苦难”，类似的是。他们
也曾经坚强的活着，不同的是，他们曾经在心理上崩溃过，
也曾想过放弃，但最后，希望的稻草，给予他们为生命运行
的气息二努力对抗的勇气，重新用坚韧诠释活着的美丽。生
命中有太多美好的爱，在我们活着的过程中轻轻伴随。当死
神让我们最后一次回眸人生时，平静而从容地呐喊出心中的
那一缕缕不凡和坚持----活着。

活着，也就有了盼头，活着，也就该珍惜，因为，活着就是
人生最大的幸运。

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周国平说：一个人要对自己整个人生的目的有明确而坚定的
认识，清楚地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活着，这是一件极难的事。



因为极难，所以，更想知道答案。因此，在看到余华的小说
《活着》时，便急迫地读完。

这部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法，用一种冷静、平常的笔
调，娓娓叙说福贵老人并不平常的一生。

在福贵还是一个阔少时，他夜以继日地吃喝嫖赌，终于在一
夜之间由阔少爷变成一名不文的穷光蛋，而他的父亲，在亲
手处理掉所有的田产之后，死于由老宅迁入茅屋的当天。破
败前的福贵不懂得伤心，破败后的福贵却没有资格伤心了，
因为他成了佃户，佃种着曾经属于自己的五亩田地。此后的
日子，他经历了战争，被抓丁到战场而死里逃生;经历了自然
灾害年，饱受饥饿的折磨而侥幸活命。他亲手埋葬了自己的
儿子、女儿、妻子、女婿和年仅七岁的外孙苦根。他身边的
人一个个死去，而他却活着，与那头同样叫做福贵的老
牛“幸运”地活着。

在旁人眼中，福贵的一生是苦熬的一生;可是对于福贵自己，
我觉得他更多的是感受到了幸福(余华语)。

“坐在我对面的这位老人，用这样的语气谈论着十多年前死
去的妻子，使我内心涌上一股难言的温情，仿佛是一片青草
在风中摇曳，我看到宁静在遥远处波动。”——小说中的描
述。

作者余华说：“《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命运之间的友情，
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视，他
们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活着》讲述了眼泪的丰富和宽
广;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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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活着。”

他解释：“活着”，作为一个词语，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
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
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



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忍受，成为生命之予生活的一种状态，是活着的一个必需条
件，但忍受，需要力量的支撑、爱的牵引，如果在忍受之中
看不到希望，感受不到幸福，那么，这种活着的方式也是不
能忍受的。

读过《安妮日记》这本书，书的主人，年仅十三岁的犹太少
女安妮·弗兰克，为逃避纳粹的迫害，同家人一起，躲避在
几间密室里，忍受着名副其实暗无天日的日子，在那种牢狱
一样的环境与低沉、紧张的气氛中，仍然坚持读书、记日记，
她在日记中写道：“只要我还活着，能看到这阳光，这无云
的天空——只要这一切还在——我就不可能不幸福。”她能
忍受的力量，来源于她心中的光明。

沈从文先生的笔下、《边城》中的老船夫，“使他在日头升
起时，感到生活的力量，当日头落下时，又不至于思量与日
头同时死去的，是那个伴在他身旁的女孩子，他唯一的亲
人——翠翠”，他能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的力量，
来源于他肩上的责任与心中的爱。

而我们，生活在真实社会中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在忍受呢?忍
受生命的艰难与痛楚，忍受生活的琐碎与平庸，忍受不可推
卸的责任与义务，并在忍受的过程中，明了活着的理由，在
忍受的过程中，让生命变得有意义。

很欣赏余华说的一段话：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
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
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
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在这种心态的使然下，他写出了这部小说《活着》，他感到
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我赞同!



余华的《活着》这本书是通过别人介绍才知道的，当时的朋
友对我说这样的书的催泪性很强烈，我一直不大相信，我想
可能这样的书一般都是为了骗取不太理智的读者的眼泪而使
得他们浪费自己的感情和金钱的，所以，我也就一直没有心
情看这本书，直到前天自己百无聊赖的时候突然想，我到要
看看这个让无数人或者叹服或者痛斥的书到底有多大的魅力。

作者在此书中讲述了，地主少爷富贵嗜赌成性，终于赌光了
家业一贫如洗，穷困之中富贵的富贵因为母亲生病前去求医，
没想到半路上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等他再回到家，女儿
已经成了哑巴，母亲也病了，家里一点吃的也没有。命运就
是这样的作弄人，这样的令人无法琢磨，令人尴尬的无奈着，
痛苦着。一次又一次战乱和动荡，这个家庭在生存线上苦苦
挣扎。新中国成立，在大跃进运动中，饥荒饿得福贵的妻子
家珍驼了背。邻居们为争抢剩余的发了霉的红薯大打出手，
福贵的儿子为救学校校长的老婆产后大出血，踊跃献血，忙
乱中被抽多了血，死了……然而，真正的悲剧从此才开始渐
次上演，每看几页，都有我眼泪湿润的感觉，坏运气总是降
临到福贵的头上，在小说的最后，悲剧和失败越来越多，眼
泪和痛哭几乎成了家常便饭。

我真的不想继续我的痛苦，我真的不想再折磨自己，想自己
也算是个“久经考验”的读书不少的人了，怎么在这个时候
会为了一个并不关乎自己任何前途命运的一本书而“浪费”
自己的感情，我当时真的在心里痛斥大骂这个余华，为什么
一定要把人家弄那么悲惨，仗着自己有点才华就那么肆意的
折腾读者的感情，真是太没人道了，不过，倔强的自己还是
顽强的把这本上看完了，另一个心思却不得不叹服作者的文
学艺术造化，我不得不承认，这本书是我看过的书中最有艺
术价值的书之一，我也因此想到了美国短篇小说作家艾米
丽·卡特对中国著名作家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的评价，
艾米丽对《活着》的语言、情节，娓娓道来的叙述方法，简
朴优美，未曾雕饰的魅力及小说中关于生、死、命运的内涵
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艾米丽写道：“如果现在要读一些东



西，显然你应该读一些永恒的东西。《活着》就是这样一流
的作品”。

余华在书中说“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
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人们的责任。”忍受，忍
受生活赋予的快乐和痛苦、幸福和不幸、悲伤和高兴以及兴
奋和无奈等等……哪怕生命里难得的温情将被一次次死亡撕
扯得粉碎，也要坚强的忍受，这个就是书的本意内涵吗?如果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我还是可以接受的，这个是我猜测的一
种。

“老人和牛渐渐远去，我听到老人粗哑的令人感动的嗓音在
远处传来，他的歌声在空旷的傍晚像风一样飘扬，老人唱道：

少年去游荡，

中年去掘藏，

老年做和尚。”

活着小说的段落篇三

《活着》，一部余华写就的小说，一部仅有200页的小说，一
部反映时代变迁、折射人生悲喜离合的小说。
不记得何时读过余华的这部《活着》。最近的一次，偶然间
听一位年轻的女孩在说起自己最喜欢看的书时，提到这本小
说，居然为其中的人物满含热泪。于是再次到书市上买下这本
《活着》。第一次利用周末时间，仅仅用了3个小时把整本书
读完，期间因为激动流泪而暂停几次。第二次利用3个晚上时
间再次品读，依然泪流满面，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活着》成书于90年代初，主要讲述的是主人公福贵一生的
经历，时期经历了解放前、解放后打土豪分田地、大锅饭、
三年困难时期、包产到户、文革时期一直到文革后的一系列



时期，家庭从优越到贫穷，到家人一个个因为意外或者疾病
而远离他，最后剩下福贵一个人和一头牛的经历。
读余华的《活着》，让我沉浸其中，随着福贵喜怒哀乐，忘
掉自己所在的现实生活，深入其中。读到福贵年轻时的浪荡
不羁，对怀孕的家珍拳打脚踢时，真恨不得揍他一顿，教训
一下。败家之后，看到他的狼狈样子，甚至有点拍手称快，
真是活该！只是苦了他的家人。没读到后面的章节时，是怀
着一种感叹同情的心情，读到后来解放时期，因赌博而霸占
福贵房产的地主被执行死刑时又稍感庆幸，人生真的很奇妙，
“塞翁失马，焉知福祸”。
人有时在拥有的时候不知道珍惜，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记起
她的好，比如福贵对家珍。福贵败家前赌博嫖娼、辱骂丈人、
打骂妻子，可以说是一个无恶不作的纨绔子弟。败家后，老
丈人将家珍接走，失去家珍的福贵才明白家珍对她及整个家
庭的重要性，当家珍带着有庆回到破烂的家中时，他才明白
家珍对他的爱，才真正的疼爱自己的女人，开始相依为命的
生活。
书中最让我伤心，流泪最多的是有庆和凤霞的死，用福贵的
话说，他的两个孩子都跟生孩子有关，一个是为了别人生孩
子，一个是自己生孩子。有庆为县长夫人献血遭到无良医生
的过分抽血，小小的身躯最后因失血而死，在那个物质极端
贫乏的年代，可以想象有庆是多么的瘦小，最后的时间他又
是多么的无助！在那个血资源匮乏的年代，让人看到了人性
的险恶、人心的恶毒甚至对权力莫名的阿谀。当福贵得知有
庆是为春生的女人而死时，他不再追究，而是默默的将孩子
的尸体背回，悄悄的埋葬，这期间的寸步难行和心痛心碎让
人无法不悲伤。作为母亲，尽管福贵极力隐藏着悲伤，但仍
然母子连心而猜到有庆的离开，她趴到有庆的坟上，用手抚
摸着土就如同抚摸着自己的孩子。“有庆不会在这条路上跑
来了。”伤心绝望可见。有庆爱他的小羊，为小羊来回奔波
的拔草，其实是一个弱小孩子对生活的热爱。
凤霞终于找到一个喜爱她、宠溺她的男人，却因难产而死，
家珍再次失去子女的痛苦可想而知，当二喜和福贵将凤霞背
回时，家珍睁大眼睛看着凤霞，抚摸着凤霞，一个母亲承受



了生活给她的巨大打击。几个月后家珍也去了，二喜和苦根
也因意外和贫穷而死。对于看小说的我们来说，这无疑是一
个人一生的悲剧了。
看小说之前看了作者的自序，作者余华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悲
剧的人生，而是通过一个悲喜的人生折射人活着的目的，以
及人在面对这些悲欢离合时的乐观态度和人对于苦难的承受
能力。
他说“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
何事物而活着。”这句带有哲理的思考我仍旧是说不明白，
写不明白。
相对而言，我比较认同的是在外人看来，福贵的一生是悲情
的，是不幸的，是值得同情的。但对于福贵而言，虽然面对
家人的先他而去，但在整个与家人相处的过程中他感受到了
幸福，在苦难中透着温馨和快乐，比如在耕作的过程中，有
凤霞陪着，没有凤霞，是不习惯的。也正如家珍临终前说的，
她有福贵，做母亲有子女，并且子女都很孝顺，这一生足矣。
苏轼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人
的一生总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沟沟坎坎，不如意事常八九，
总归或早或晚的面对生死离别之事，用“超然”一词对待世
界，对接人生总是好的。人面对苦难，面对不如意，面对悲
伤的能力往往超乎自己的想象，在外人看来的不可逾越，自
己却能慢慢的走出痛苦和不幸（当然需要时间和足够强大的
心理），因为人终究是要活着.......
现实生活的无情和残忍，远比我们想象的宽广；而活着纵使
要担当更多难以承受的苦难和痛苦，我们依然选择坚强和隐
忍。这或许就是活着的真正目的吧。
"这部作品的题目叫《活着》，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
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
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
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作为一部作
品，《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命运之间的友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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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着小说的段落篇四

那天晚上，我突然心血来潮，打开了封尘了几年的钢琴盖，
翻开了布满灰尘的钢琴谱，抚摸着黑白琴键，弹着几首十分
简单的小曲，感受到了一种时间的重量。这种感觉似曾相识，
在那天早上，妈妈买回了余华的《活着》。因为老师说这是
一本很值得一看的小说，我很高兴，迫不及待的想一睹为快。
故事比较短，我比较快地就读完了，而后，感觉很惆怅。

薄薄一本小说，却因为承载的死亡、苦痛，显得那么沉重。
从中，我们见证了主人公福贵七个亲人离去的残酷过程：是
父亲、母亲的忧郁而死，是儿子有庆的抽血致死，是女儿凤
霞的出血而死，是妻子家珍的积劳而死，待我们所有人都以
为幸福将至，苦难远去时，从天而降的二喜的意外死亡和随
后苦根的活活撑死，几乎让读者情不自禁地目瞪口呆！小说
中，个人的生命就像一根根芦苇，冲散，在了时间的长河中，
渐渐湮没。死亡，真是简单不过的事，就像一把把锋利的尖
刀，将生命拦腰截断。而亲眼目睹这一切的福贵，内心该有
多么痛苦呀！

他，在我看来：从平凡抵达到了伟大。他，太普通，既非一
个饱读诗书、吟风弄月的人，也非一个天生异秉、特立独行
的奇人。他，只是因为经历的多，是那些经历呀，磨炼了他
的人格，是那些经历呀，锻造了他的高尚，只因额头被打上
了岁月的烙印，使他明白了世间的真理，依旧快乐的生活着。
如同作家余华爱听的那首美国民歌中历尽苦难，却依旧选择
淡然乐观的老黑奴。

老人对生命的坦然，也感染了我。想到都市中的男男女女，
心中欲望无穷无尽；他们富有着，却像少年的福贵一样，精
神空虚，对生活依旧是抱怨，依旧是不能平息；现在的孩子
们，那些整日泡在蜜罐里，整日不知天高地厚，要这要那的
小皇帝小公主。



总在疑惑着：在长长的一生中，为什么欢乐总是乍现就凋落，
走的最急的总是最美的时光？老人与田里的牛，会用沉默，
给你最好的答案。

活着小说的段落篇五

如果让我去一座孤岛上只能带一本书那我将选择余华的《活
着》。如余华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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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讲述了富贵一生悲惨的经历。青年时富贵风流倜傥，
每天吃喝嫖赌，无所不做，他那时的活着是为了高兴，为了
享受这花花世界。中年时期富贵家道中落窘迫不堪，经常吃
不饱穿不暖，但是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他那时的活着是为
了家人。老年时期富贵，家人一个个离他而去，最后只剩下
一个老黄牛，但他并没有失去生的希望，仍旧坚强地活了下
去。
我们终此一生最后的结果就是自己去寻找活着的意义，没有
人去陪着你。但只要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就活不下去了吗？不，
我们可以自己去创造意义，如你静静的去看一本书，在一个
安静的午后在咖啡馆喝一杯咖啡去放空你自己，去郊区呼吸
呼吸新鲜的空气。或许这些看起来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对我
们来说却能让我们得要一种很舒服的感觉。或许在这个嘈杂
的世界，我们每天过着九九六的生活，但是我们要在这平淡
的生活中找到意义所在，这就是《活着》告诉我们的道理。
（王海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