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小说读后感(模板7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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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小说读后感篇一

路遥把《人生》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写得很客观。

女主刘巧珍是与众不同的，她面对高加林的背叛表现出了强
大的隐忍，虽然她的内心并不是那么云淡风清，但她不给自
己太长的痛苦时间，她答应了马拴的求婚，且速战速决，立
马完婚，用一种虽不能使自己心动但还踏实的生活去置换内
心的痛苦。

当高加林弄虚作假的事情败露，被退回农村后，巧珍怕他适
应不了田里的劳动又千方百计为他争取去学校当老师的机会。

可能连巧珍自己也很难说清楚吧，因为爱，本来就是一笔糊
涂账！

但无疑巧珍是个性的，当初她是不顾家人的反对别人的看法
毅然的大胆的去爱高加林的。她又是逆来顺受的，当高加林
委婉说出了自己想法，她知道这就是变相的提出分手时，她
又毅然决然的离开了他。不管她内心是多么的不愿意，她都
咬着牙低着头强迫自己去接受“命运”的安排。

与高加林分手后，巧珍以闪婚的方式嫁给了马拴，不是因为
一眼定终身，而是看多少眼都不是加林的样子。她是在用与
马拴的结合推翻自己以前的“不切实际”，试图用一种踏实
但没有或者说眼下没有多少温度的生活去置换内心的向光感。



德顺爷爷说，巧珍是块金子。她善良朴实美丽温柔，诚心诚
意，敢作敢当，本分的没有半点浪花，她与那片土地接洽得
严丝合缝，没有半点违和。她就是那个时代那片土地上好姑
娘的代言。

我却觉得巧珍在某些方面像《乱世佳人》中的郝思嘉，她从
心底里热爱生活。还有点像北方旷野里那只咬断伤腿而逃生
的狼，她对自己够狠！

在巧珍的感情被踩的乱七八糟的时候，马拴又向巧珍求婚了。
他明知道巧珍爱的是高加林，他却还是要娶她，这大概就是
传说中的“只要我爱”吧。

其实，马拴是有慧眼的，他早已认定巧珍是一个诺言感很强
的人，嫁给了他，就会对他的感情负责，不管她内心的深处
是不是一直驱不走高加林，她都会尽到一个妻子的本分。

能够永久保鲜的爱情，中奖率太低了，找一个自己所爱的人
去长相守，就已经不错。

再说高加林，无疑他是有才华的，也有热情有干劲有成绩，
他想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他想在适合他的空间施展自己的
才能，应该说他是一个理想青年。

但是，不同的时代，对同一件事情的判定可能不同。在那个
城乡界限分明的时代，农民的儿子，地里刨食是本分，想土
猪拱白菜，接近白菜地就很难。

但任何时代都有像马占胜这种弄臣，他们很会弄事。他把高
加林弄到县里当了记者。于是高加林才华横溢的稿子通过黄
亚萍甜美的声音传遍了整个县城，高加林因此有了更大
的“非分之想”，也有了新的爱情，伴随而来的还有他改变
的初心。



黄亚萍因为高加林而离开了克南，高加林因为黄亚萍而离开
了巧珍，克南妈妈因为自己的儿子受了委屈而揭发了高加林，
高加林因为被揭发而被退回到农村，离开了黄亚萍也失去了
巧珍，好似多米诺骨牌，哗啦啦倒了一片，让人瞬间傻眼。

正如孩子们见到高加林时所唱的民歌，高加林“罪”有应得。
巧英和她娘起初有去找他出出气，去落井下石的想法，但最
终还是在巧珍的劝说下包容了他。

朴实的故乡人，当同乡做了无厘头的事情时，大家会对他指
手画脚，可当同乡落难时，大家又会伸出长满老茧的大手把
他拉起。这大概就是艾青“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的原因吧。

路漫漫，人们总在不停的续写人生。有人说高加林后来会娶
巧玲，因为他俩都去了小学当老师；有人说高加林不会当老
师了，因为伤心，也因为是巧珍为他争取的，他曾那么深的
伤过巧珍的心；有人说高加林不会在农村安于现状，他会找
机会再崛起。有人说高加林虽然和巧珍没能走到一起，但他
俩会永远“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也有人说，也许开
始的日子里他们都把对方放在心里，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心里的东西会被别的感情给代替；还有人说，巧珍会一往情
深，但高加林难说，他毕竟曾经为了一己私利把巧珍决绝的
推开过，信誉指数不高了。

至于以后将会发生什么，我们当然可以发挥想象力展开去猜，
但必须要看的，一是社会的大背景大环境允许什么，二是人
们自身的变化。

不管时代如何变迁，抱朴守拙，弃恶扬善的初心不变。

人生小说读后感篇二

其实早就想写卞老师的小说的书评了，但是到今天才写。有
两个原因，一方面自从我发现了卞老师的博客后，疯魔般一



口气读完了他所有的小说，自己觉得这种如牛饮水的阅读方
式，简直是最作者的不尊重！必须重新品读；另一方面，就
《你把人生施舍谁》来讲，我根本就只看懂一半！或者连一
半都没有！(我到底还是把自己没文化的一面暴露了出来。)

首先提出几个我看了几遍都没弄懂的问题：第一，文中有四
个女人，作者为什么要为左小倩和江建芳安排这样的关系，
把这对母女放在"魔鬼"和"天使"的位置上?精神病院的云又是
怎么回事?她不是也被人误解为精神病人吗?那为什么她当了
精神病院护士，而不是精神病人?第二，关于顾坚失去自尊这
回事，作者为什么要花很多的笔墨来写他们的夫妻生活，写
顾坚的"小弟弟"?是不是没有自尊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顾坚
的幼稚?第三，是不是左小倩死去的丈夫的经历使她对顾坚从
满愧疚?她是不是怕顾坚会自杀?但是最终的打击不是她给顾
坚的吗?第四，最后，让我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大家会把
顾坚当成是神经病?是不是他们觉得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好人?
因为他们自己不会这么做，所以就感觉不会有人会这么
做?(我一边写这个评，一边和室友纠结这个问题，结果我觉
得我也快成精神病了==)

前几天，一位朋友在网上看到我转发的卞老师的围脖，"上午
刚读完小说选刊选载的赵本夫老师的短篇小说《临界》，主
人公四毛一直坚持做好事反被人耻辱，心理承受到了临界点，
最后去做了坏事。这和我前几年发在天津文学上的一个中篇
小说《你把人生献给谁》的立意一样，想帮人，可处处得到
的是误解，最后进了精神病院。"只这样一段话，朋友就扔下
这样一句话"说明心智还不成熟。"，我很惊讶，就问他"你怎
么知道！文中描述的主人公就是一个心理幼稚的人！"后来很
长一段时间内，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朋友年纪也不小了，
他一眼就能判断主人公的问题所在，我却看不出来?这是不是
表明我也和顾坚一样?顾坚内心幼稚的表现有这样几个：首先，
他看见熟人会脸红，会不好意思。这点我和他太像啦！说出
来可能你们不会相信，我曾经花了相当长的时间研究应该怎
么和别人打招呼。比如我在8米外见到一个熟人，我是不是要



在8米处就打招呼?太远了怕他听不见，还是等走近了再打招
呼好了。但是这样问题又来了，我是不是在这8米的距离内要
朝熟人微笑呢?但是真心的微笑是保持不了这么长时间的，除
非我是飞人，如果一直笑就会显得很假，很僵，那就微笑一
下吧。但是这样又不对了，笑是笑完了，可招呼还没打，在
剩下的6米的距离中，我是该朝着熟人看呢，还是该低头或是
要特地把头撇向旁边呢?这。也太尴尬了吧。好不容易熬过了
尴尬的时候，在1-2米处打了个招呼，这还不算完，在1-2到
擦肩的这段距离我又该以什么样的表情示人?这个问题我纠结
了很久，只能先放下，现在又提起了，于是我又不知道明天
该怎么和别人打招了。

扯远了，回到顾坚的幼稚。第二，"顾坚从小就特别喜欢昆虫。
"，这一段是整个小说中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段文字，因为它
充满了童话的梦幻感。顾坚幼稚的可爱，没错就是可爱，尤
其是在卞老师的笔下(在这里拍一下马屁嘿嘿)像一个不谙世
事的小孩，整天就带着瓶子去捉昆虫，不用考虑柴米油盐，
他是那样的鲜活、充满生命力，我仿佛正看着顾坚跳跃、捕
捉的动作，阳光穿透顾坚因抬手形成的夹角，形成失焦般的
一连串光圈，小虫子、露水都被染成了金色，美极了！我非
常喜欢顾坚，换句话说，如果我是当初的王洁，我也会选择
他。

第三，顾坚捡到了钱以后，在王洁面前表现的活脱脱就是一
个孩子！当时我恨不得也冲进小说里，捏顾坚的脸，再揉揉
他的头发，两个人商量该怎么用才对得起这钱！以上，我用
自己的经历体会了顾坚的幼稚。

最后就用前几天的见闻来结尾吧。刘家琨先生在微博上说道：
"出差回来刚进大门，不认识的小保安蹦蹦跳跳跑过来敬礼招
呼，帮这帮那，我想起来只因为冬天里曾经顺口问过他一句
穿着制服冷不冷。你拿人家当人看，人家就拿你当人物看。"
很多人就评论说"老师商业思维重了。""刘老师心里有优越感，
才会这样。"等等，结果刘只能再发了一条"我其实是因为受



宠若惊感动了一下，结果招来意外的理解和骂声，更表明这
个社会善意太少。"其实是一样的，刘家琨老师因为保安的热
情而感到受宠若惊，他觉得平时保安不会态度好到这样子；
刘家琨老师因为这点事就感动，是网友感到不解，这么平常
的事有什么好感动的?！就是因为善意减少了，使原本很正常
的行为也变得如同精神病一样！

人生小说读后感篇三

美国诗人罗伯特说：“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
声叹息把往事回顾，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
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人生其实就是不断的选择与取舍。路遥通过平凡的人物，真
实的人性，告诉我们：梦想的取舍，缘分的离散，都不是我
们所能强求的，人生应该接受命运但不卑怯。愿我们在面临
每一次选择时，都能拥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也愿我们在每
一次选择时也都能无悔！

贯穿《人生》，我们可以看到高加林无论是事业上还是感情
上都伴随着悲剧，伴随最终撕心裂肺的失去。我自身感触颇
多，跟随本心，我最大的感触则为他爱情道路的不坚守，艰
难困苦与欢声笑语并存着。高加林是农民的儿子，但他有理
想，也有抱负，高考的落榜使他受到了一次打击，他内心是
多么的苦闷啊！而他教师的职业被高明楼的儿子三星给无理
的顶替了之后，这个赋有才华的年轻人又一次遭到了打击，
我能体会到他那时的痛苦与心碎，他是那么的热爱这个职业，
而如今却被他人所取代。无可奈何，他回到了村里，开始了
地道的农民生活。在他人生的低潮期，一个可爱、活泼而且
善良的女孩巧珍走入了他的内心世界。他们两人开始相爱，
初恋是美丽的，也是激情澎湃的，但是好景不长，他们之间
面临着父母的责难和乡亲的议论，可慰的是，他们坚持了下
来，这样一段纠结的时光飞快逝去，高加林在他人的帮助下
当上了县里的通讯干事，一个有头有脸的，风风光光的“记



者”，成为城里引人瞩目的人。事实上，他的确很出色，他
辛勤、朴实，他勇敢、自信，他热爱生活，有着远大的理想
和抱负。他凭着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在城里大显身手。黄亚
萍在认清自己的内心之后，开始狂热的追求高加林。高加林
在一番思索中，倾斜了天平。与巧珍相比，黄亚萍无疑是一
位现代女性，她开朗活泼，却又任性专横，但她与高加林有
很多相似之处，他最终接受了黄亚萍的爱，拒绝了巧珍。令
人伤感的是，在巧珍被拒绝了之后，她并没有任何怨言，只
是担心高加林，但泪水却一刻不停的涌出眼眶。这种无私的
爱感动了我，也仅仅是感动，我无话可说。退一步来说，就
算高加林拒绝的是黄亚萍，可他的心也不会就此甘于平静，
不会去想更广阔的天空。我不懂他为何放弃了那个那么爱他
的女子，或许在他的心目中自己的前途才是最重要的吧。

人生亦是这样，变幻莫测，将人玩弄于股掌之中，高加林与
黄亚萍的幸福没有维持多久，高加林进城背后的事被人告发，
他们的爱情也像空中的蒲公英，随风飘散，各自东西。而在
这时高加林才发现自己深爱的人是巧珍，他也为此悔不当初。
悲剧便是如此，你未曾珍惜的到最后却是深爱的，烙印在心
中一辈子的。他要面对的是再一次回到生他养他的那一片土
地，他的所有的理想和抱负如同过眼云烟难以挽留了。他减
少了曾经的狂热，冷静的反省自己，接受了村中顺德老人的
一席话语，而后一下子扑到在黄土地上。

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个人都会面对许多个岔路口，或悲或喜，
或酸或甜。在这样的旅途中，我们经历了许多许多，同样也
失去了很多，人生就是这样一场玩笑。但是有时我又会去想，
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没有人想象笑话一样度过一生，然而人
生永远不会是一帆风顺，它充满了挑战，充满了困难。没有
笔直的人生，更没有缺少岔道的人生，而关键就在于我们自
己如何去选择，去面对。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年轻
的时候。请守护我们的内心，守护本真，做真自我，才不会



惧怕“步步惊心”，不惧怕做出过的选择、在做的选择、将
做的选择。

人生小说读后感篇四

礼学是自古及今一切关于礼的学术活动的总称，是以礼为研
究对象的一个专门的学术。从内容方面看，礼学跟中国传统
的哲学、宗教、政治、道德等学术互相交叉，互相渗透，同
时又相对独立，具有独特的基本范畴和自成的体系。对中国
传统的经学或儒学而言，礼学是它们的核心组成部分，但是
从历史的实际情况看，礼学又不完全局限于经学或儒学。

看到过一个关于礼的视频，是一所聋哑学校的校歌。我被深
深的震撼了。

说到礼是雅，礼是净，礼是静，礼是敬。

礼学是自古及今一切关于礼的学术活动的总称，是以礼为研
究对象的一个专门的学术。从内容方面看，礼学跟中国传统
的哲学、宗教、政治、道德等学术互相交叉，互相渗透，同
时又相对独立，具有独特的基本范畴和自成的体系。对中国
传统的经学或儒学而言，礼学是它们的核心组成部分，但是
从历史的实际情况看，礼学又不完全局限于经学或儒学。

在我们古代，三皇的时候行道，五帝的时候就行德，这真是
一代不如一代。三王的时候，像周文王、周武王，这三王的
时候，行仁。到五霸的时代，春秋战国的时代，行义。义以
后这是讲礼，礼是礼上往来，前面三种只有往没有来，义是
义务，义务就不能讲报酬。但是礼呢，礼是讲报酬的，这礼
上往来，礼是最低的一级；就是真心起用，这是最低的一个
层次，还要求报酬，这是最低的一个层次。这个层次守不住
的话，那就完全是妄心起用，真心全部丧失掉了，全部迷失
掉了。礼记打开第一篇曲礼，第一句话说，曲礼曰无不敬，
失去了恭敬心，就失去了礼，就失去了真心起用的最低的一



个限度，这怎么得了，全迷了，礼没有是全迷；礼还有的时
候，还有那么一线光明存在。所以儒家著重在礼敬。

人生小说读后感篇五

美德好比宝石，它在朴素背景的衬托下反而更华丽。同样，
一个打扮并不华贵却端庄严肃而有美德者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美貌的人，未必也具有内在的.美，因为造物似乎是吝啬的，
他给了此就不再予彼。所以许多美男子徒有其表却不是真正
的男子汉，他们过于追求形体之美而忽略了内心的修养。但
这不可绝对而论，因为奥古斯都、菲斯帕芗、菲力普王、爱
德华四世、阿尔西巴底斯、伊斯梅尔等，都既是大丈夫，又
是美男子。就形貌而言，自然之美要胜于服饰之美，而优雅
行为之美又胜于单纯仪容之美。

最高的美是画家所无法表现的，因为它并非人力所能创造。
这是一种奇妙的美。曾经有两位画家——阿皮雷斯和丢勒滑
稽地认为，可以按照几何比例，或者通过摄取不同人身上最
美的特点，用画合成一张最完美的人像。其实像这样画出来
的美人，恐怕只表现了画家本人的某种偏爱。美是很难制定
规范的（正如同音乐一样），创造它的常常是机遇，而不是
公式。有许多脸型，就它的部分看并不优美，但作为整体却
非常动人。

有些老人也会显得很可爱，因为他们的作风优雅而练达。有
一句拉丁谚语说：“四季之美尽在晚秋。”而尽管有的年轻
人少年俊秀，却由于缺乏优美的举止和修养而不配得到赞美。

美犹如盛夏的水果，是容易腐败而难保持的。世上有许多美
人，他们有过放荡的青春，却迎受着愧悔的晚年。因此，应
该把美的形貌与美的德行结合起来。这样，美才会放射出灿
烂的光辉。



人生小说读后感篇六

多平凡的经历，多普通的人生，多真实的人性，多简单的故
事，就这样被写成一本书，它今天换来我的.热泪盈眶，但不
久后，故事将渐渐从我脑海里消失，因为它太平常，就像每
天发生在我们身旁的事。就算故事忘了，领悟与道理却留在
心中，或许这就是这本书的魅力所在。

我们在生命中有很多经历，心动过，热情过，包容过，得到
过，失去过，背叛过，承诺过，离别过，悲哀过，快乐
过……一切的高低起伏，一切的轰轰烈烈，到头来都只是再
平凡不过的一生。

我们常抱怨自己得不到幸福，却没真正尝试去琢磨幸福的意
义。得到一个人，我们都在挑剔对方的缺点与不足；失去一
个人，我们才想起对方的美好。嫌弃，就像是很多人的天性，
看见什么都会先发现其不足；而珍惜，却需要被学习，从错
过与失去中学习。

所谓错过，无须惋惜，因为你不知道如果自己得到了，懂不
懂珍惜与感激。

所谓选择，没有对错，每一条道路都可能遇到属于自己的机
会。人生的道路，不像那条已建好的马路，我们必须靠自己
一步一步地去行走，去奔跑，去经营，才能创出属于自己的
康庄大道。

我们一生，即平凡又平淡，但我们有能力，把平淡的人生过
得精彩，让自己老去的时候，多一点怀念，少一点遗憾。

人生小说读后感篇七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



人年轻的时候。”

在这个世界上，我生活了十几年了，我常常思考，人生是什
么呢？我们应当怎样度过自己的人生呢？读《人生》这本书，
我找到想要的答案。

路遥在序中说道，“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
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
个人生活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
也可以影响一生。

《人生》中的高加林就是这样的典型，他高中毕业后回村教
书，然而好景不长，教师职位被高明楼的儿子挤掉了，不得
不回到农村种田，忍受着精神的折磨。这时深爱他的善良的
刘巧珍用她那甜蜜的爱情抚慰了高加林的伤痛，就这样，两
人的恋情一直持续着，直到有一天，高加林通过走后门到县
城参加了工作，因为奢侈生活带来的虚荣心，他抛弃了不识
字的刘巧珍却和家境富裕的高中同学黄亚萍恋爱。遭受到失
恋的打击后的巧珍和一个老实的庄稼人马栓结了婚，与此同
时，高加林和黄亚萍正处于一种罗曼蒂克式的热恋之中。终
于，高加林走后门参加工作的事被揭发，回到了农村，他和
黄亚萍的恋情也随之结束……高加林只是在花花世界逛了一
圈，最终他又回到了生他养他黄土地，但是他失去了亲爱的
刘巧珍，他走错了事业和个人生活的岔道口。

刘巧珍，善良的女子，她淳朴，她虽然没有文化，但是她有
一颗像金子般的心，她的善良之心让每一个人赞叹，她对爱
情的执着让每一个人感动，她在失恋后的振作和坚强让每一
个人敬佩……用刘巧珍的精神品质去踏踏实实的走好人生路
上的每一步，我想着是这每一个人都需要的。

高加林的失败给我们每一个人敲响了警钟，一味地追求安逸
和享乐而忘了自己的真实面目是错误的，轻浮带来的后果是
惨重的。走人生之路最重要的就是本分、诚实、珍惜。高加



林不应忘记自己的农民身份，他不应该为了“体面”而辜负
了巧珍，他不该为了自己所谓的理想而走后门，找关系。只
有本分、诚实、珍惜，我们才能在人生的岔道口中找准方向。

还有热心善良的老光棍德顺老汉，他用自己的一片爱心感化
别人，用自己的生活阅历教导别人，用自己的能力帮助别
人……德顺老汉将他的毕生都献给了黄土地，先给了他爱的
人们。珍惜并奉献，感恩并回报，这也是打开人生之门的一
把金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