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人生由我读后感(优质9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
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
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人生由我读后感篇一

《淡定的人生不寂寞》，这本书共有七篇。分别讲述了生死
之爱、平淡流年、琐事中的爱、无望之爱、幸福的秘密小径、
缘起缘灭和宁静的心灵。作者有一只流畅又优美的笔，使得
全书从头至尾没有刻意煽情，只是淡淡讲述着，却使读者情
不自禁被深深打动，进而掩卷思索人生。

这是一本讲述爱和智慧的床头小书、这是一本讲述收获的书。
人的心理是非常复杂的，寂寞、悲伤、愤怒、失望、抑郁、
痛苦等等心态时常会出现，我们可以尝试着慢慢地去接受它
们，这些情感也都是自己的一部分，以旁观者的角度观察自
己悲观时候的状态，平静淡然的去分析去反思。宠辱不惊，
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外云卷云疏。而我们人生在
世，谁都难免被寂寞所困，不在寂寞中消亡，就在寂寞中爆
发。若能够学会走出寂寞，把生活调节得有滋有味，那你一
定会是个幸福的人。然而，所谓的寂寞不能太久，否则就成
了多愁善感。偶尔的寂寞会是一剂清醒剂，让你真实地面对
喧嚣的尘世。当一个人把寂寞当作人生预约的美丽，怀着淡
定从容的心态去面对，也就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寂寞了。

真正的幸福没有一种特定的模式，只能是一种相对的概念。
对于大众而言，觉不会有事先安排的道路，更不会有上天赐
予的幸福。所有幸福的产生，皆在于我们不懈追求的价值的
不断实现。鼓起生命的风帆，勇敢地迎接命运的挑战。对我
来说幸福很简单，早起时伸个懒腰，刷牙时看到白的牙齿，



上班的路上能及时赶上公交，洗澡时能有足够多的热水，睡
觉时有暖和的被子，这些已经很幸福。

淡定与从容是一种智慧。佛祖拈花的手指，曾经打动了无数
人的心，却只有迦叶使者，绽开会心的一笑，笑得那么自然、
那么恰到好处，让人领悟到什么是真正的大彻大悟、超凡脱
俗。佛法所说的四大皆空，其实并不是真的不存在，它只是
告诉人们一个道理，要学会放下、活在当下。如果能守住属
于自己的一份平淡的生活，你就是一个幸福的人。“执子之
手，与子偕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跟自己相爱的人一同
分享生活中的幸福是一种恩赐，也是一件最快乐的事情。

我们究竟要什么?我们在人生路上跌跌撞撞地走，找寻着生理
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马斯洛
的这个需求层次理论，花了大篇幅来说明，生存需要虽然是
基础，但是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当实现了这个，那么就会上
升到更高的需求。所谓的“安全需要”、“社会需
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都是爱的变种。有时
阅世越久，却越丧失爱的能力，这便是可怕的看破红尘。好
在，佛经言，戒生定，定生慧。我们需要，先放下心灵的重
担，看淡一切。淡定，让我们的心灵静下来，像那个思考者，
什么也不做，只是思索人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让我
能在现在繁杂的工作中找到一丝慰藉，让我从客户的交流中
找到淡定的重要性，这样一本恰到好处的读物，很平易，很
浅显，然而很真实。静静读下去，说不好在什么时候，当你
注目哪个故事时，你心底那根生锈的弦，就被悄悄拨动了。

《淡定的人生不寂寞》是一部风靡全国滋润亿万心灵的暖心
之作!此书曾经激励和抚慰了全球亿万心灵，被誉为“华人世
界第一心灵抚慰书”。寂寞的心灵需要温暖!仁者乐山山如画，
智者乐水水无涯。从从容容一杯酒，平平淡淡一杯茶。时间
不经意地溜走，一天24小时，你有多少留给自己?停下来，品
味寂寞，享受淡定!一盏灯，一片昏黄;一简书，一杯淡茶。
守着那一份淡定，品读属于自己的寂寞。保持淡定，才能欣



赏到最美丽的风景!保持淡定人生，人生从此不再寂寞。我如
真能如此，该有多好!

人生由我读后感篇二

最近，我读了《人生的开关》。

故事是这样的：小时候我家里很穷，就去砍柴。张叔让我替
他把收到的柴过磅计数。大毛让我给他多记一点，钱分我一
半。后来，我并没有理他。

我们做人要诚实，不要昧心多拿一些你想要的东西，遇到诱
惑要放弃。我情不自禁想起一件往事。

老师让我们课代表在各课上把一些违反纪律同学的名字在本
子上，交给老师，老师就会处罚他们。一次美术课，小依让
我登名。于是，我就等了几个，其中，有小何的。下课后，
小何因为不想被老师处罚，就偷偷拿了一百块钱走过来，对
我说：“小张，我给你一百元，你把我的名字擦掉好吗？”
哇，一百元，对于我来说可不是什么小数目。但想了想，对
小何说：“对不起，我做不到。”于是，我并没有理会小何。

钱，不可以使一个人幸福，诚实和道德在人的一生中，是很
有分量的。如果让我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给我钱的话，我一
定不会去做。

人生由我读后感篇三

《凝眸人生》第一集共376个篇章，语言朴实生动，感人至深。
他以个人经历为引子、以人生感悟为主线、以为人处世为典
故，生动阐述了人生的哲理，犹如一剂醒世良药，启迪着读
者。虽是现代文学作品，但不经意间会被文中引经据典的警
句所吸引，每读一篇，都有更上层楼、穷千里目之感。心境
不觉开阔，胸襟更是豁达了。



我以“苦”“乐”“悟”“淡”四个字，浅谈我的读后感，
可能不够深刻，难达郭老之意。

苦，指人从降生以来，便要受人间的各种挫折与磨难。其实
唯有苦方能体会人生之味。在每个人的意识中，享乐才是人
之生活根本，苦是意外，是上帝对一个人的不公或是惩罚。
没有几人遇到坎坷人生之路不抱怨的。

乐，乐和苦形成鲜明对比。一个人享乐成了习惯，那么对苦
会极度敏感，如温室里的花朵，从不受冷雨暴风侵袭，是很
难承受哪怕一丁点的挫折与打击的。享乐是人之向往，过于
享乐并非好事。

悟，不是每个人都能受用这个字，其含义不像“苦”“乐”
能让人直观体现感受，对于每个人，如性情不够敏锐、思维
不够细腻、情感不够丰富，是很难体会悟的真谛。悟非语言
所能描述，而是一种心之感受和思之会悟。

淡，一个人在经历了人生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生死离别、
尔虞我诈的丰富磨练后，对于有悟性的人来说是一笔财富，
通过悟会看淡一些事。淡，并非不在乎，而是淡然处之，在
经历沧海桑田后，遇到什么事都会理性对待。

尾语：当我读完这本书，不仅是我完成对此书作者（郭老先
生）“希望读者于茶余饭后浏览之中，钩沉对人生的幽思，
抑或锲取片言只语，则足堪欣慰”的使命，更是对自己灵魂
的一次洗礼。思想会随之回归于最初的纯真，并找回原有的
朴实。对待人或事，甚至一草一木，既要怀着敬畏之心，也
要保持怜惜之情。尊重每一个生命的存在，看淡每一件事情
的发生。

郭老先生带着一种使命，思之，悟之，编著《凝眸人生》，
让更多的人从中受到启发，是其性情温润如玉，胸怀博爱如
海之使然。我读《凝眸人生》所受到的恩泽，想必此刻您读



来也同感身受。

人生由我读后感篇四

幸福源于心态。蔡老师说：人生当追求幸福，幸福是一种心
态。你的生活是否幸福，并不取决于你的生活水平，反而更
取决于你的心态。懂得知足，知足常乐；学会感恩，感恩开
心。这样的人才真正幸福。

记得一位心理学家也说：”我们每个人都随身携带着一种看
不见的法宝，它的一面写着’积极心态’，而另一面写着’
消极心态”。积极心态可以使你学到处世的智慧和做人的道
理，积极良好的心态能保证眼下心情好，如果我们能保证每
天心情好，我们就会获得很好的生命质量，体验别人体验不
到的靓丽生活和幸福。消极心态则会使你一生被困苦与不幸
缠身。谁不想获得永久的’幸福？谁不想活得轻轻松松？谁
不想待人接物左右逢源？谁不想快快乐乐地过一生？而这一
切都需要我们培养积极的生活态度！

我们深知社会和人生都是复杂多变的。什么事情、什么人都
可能遇到。因此我们面对事情应该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蔡
礼旭老师在三十八讲中说”人的一生，岂能尽如人意，但求
无愧我心。我理解的心–生活中用心，对父母有孝心，别让
老人太操心，兄弟手足亲情常关心，夫妻相伴有爱心，与朋
友有真心，为人如竹骨嶙节高要虚心，人生的路上永往直前
须充满信心…如果在生活中，我们看待任何事情都能抱以这
样的心态，知恩图报、施恩不图报，这样就会增加很多人生
的乐趣，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烦恼。蔡老师在书中还说：”处
事当中应该用哪些态度去面对，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一定时时刻刻要尽力去把事做好，不能邀功，不能自以为是。
另外，就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我想这是一种正确的处理
事情的态度。

如果每天只要收获的时候，那我们已经把时间耗在患得患失



之中，如果能力都耗掉了，怎么能全心全意好好把事做好呢？
所以只问耕耘者，我们只要尽心尽力把对的种子种下去，时
节因缘成熟，自然水到渠成。所以这样的心态才能让我们的
心时时处于能够应对事情的状态，所以，一种处事的方法就
是一种心态。好的心态，必会收获更多的幸福感。正是因为
这样的心态，所以我的幸福如花：我的幸福是常回家家看看，
给予母亲多一点的床边陪伴，勤勤快快做家务，忙中抽闲不
忘揉揉父亲那不再挺拔且患有病痛的肩；我的幸福是夫妻恩
爱，教孩子独立生存、懂得感恩；我的幸福是替姊妹分担生
活的困难，共享浓浓的亲情。

教师的幸福离不开务实的工作心态。蔡老师在二十四讲《慎
思》关系社会安定的三种职业中说：所有家长都担心，当教
师无德。说到底，教师工作是一种人格教育，而人格教育其
实就是一种心态的影响，而绝不是一种知识的传递，不论在
课堂上说的天花乱坠，在大会发言上信誓旦旦，慷慨激昂，
教师能够真正影响学生的，领导能够真正影响教师的，其实
就是一种心态，一种最本真的心态，如：表情、动作、身体
姿态、语言声调、细小的工作中以身作则，无法掩饰，无从
装假，有时不良的心态欲盖弥彰，但无形中又增添了虚伪的
成分。

人生由我读后感篇五

这是一本幸福人生的哲学入门书，我读了一半，反复回头看，
边读边后悔，后悔怎么不早早读这本书。悔之晚矣，悔之晚
矣！翻开封面，才知道这本书是中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外语系王晋华教授翻译的。王教授是著名翻译家，硕士生导
师，长期从事英美文学研究与翻译工作。

作者叔本华是德国著名哲学家。他在书中讲到人们命运最根
本的差别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类：

1.一个人的自身，即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属于人的个性的东西，



包括人的健康，力量，外貌，脾性，道德品格，智力和所受
的教育。

2.一个人所拥有的身外之物：财产以及其他的各种占有物。

3.一个人在他人心目中的地位：这可以理解为，一个人在他
周围人眼中所呈现的样子，或者更确切地说，别人是如何看
他的。别人的看法主要体现在对他所持有的荣誉，职位和名
望方面的看法。

显然一个人的自身最重要，现实中我们却往往迷失在身外之
物中。我本人就有切身体会，我们从自身得到的幸福远大于
从外界获得的幸福。与其羡慕别人，不如好好做自己，爱自
己。可悲的是，现实中许多人具有奋不顾身的献身精神，为
了功名利禄，不惜一切，不珍惜自己的身体，不惜以身试法，
甚至是珍贵的生命也可以不要。正如书中所写，历代的智者
总是讲着同样的事情，而构成历代社会绝大多数的愚人们也
是做着一样的事情，做着与智者们恰为相反的事情，而且，
这种情形仍将持续下去。正如伏尔泰所说的：“在我们离世
时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仍然像我们刚到来时一样的愚蠢和邪
恶。”

最高级的，最为丰富和持久的快乐是那些精神思想上的快乐。
尽管年轻时我们对这一点缺乏足够的认识：心理上的愉悦主
要是来自精神思想的力量。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我
们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身，取决于我们的个性，
而命运或运气则往往只是用来指我们的拥有物，或是指我们
的荣誉。这一意义上的命运是可以得到改进的，可要是我们
的内在丰富的话，我们也就不会太去要求好运了。

一个恬静快乐的性情，健康的体魄，乐观的心态，清晰、活
跃的智力，能够洞察事场的头脑，温和、节制有度的意欲，
由此带来的良心上的安宁——所有这些品质都是职位和财富
无法给予，无法替代的。一个人的自身，在他独处时所陪伴



他的东西，别人谁也不能给予也不能夺走的东西，显然对他
有着至为重要的意义，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他所拥有的财富和
他在世人眼中的形象。一个精神丰富的人在独处时，可以沉
浸在自己的思想和想象中而自得其乐；可对于一个毫无想象
力的笨蛋来说，不断的社交、宴会、看戏、远游以及各种娱
乐活动，都无法排遣掉他的无聊。一个善良、脾性温和的人
在困境中也能感到快乐，而一个贪婪、生性邪恶和嫉妒的人，
即使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也会常常郁郁不乐的。对于一
个常能从自己卓越个性和非凡头脑中得到愉悦的人来说，那
些普通大众所追求的快乐和消遣大部分都是多余的，在他看
来，甚至是麻烦和累赘。为此，贺拉斯在谈到自己时说：象
牙，大理石，图画，雕像，紫衣，银盆，很多人视它们为必
不可少，但有的人却不为这些东西烦心。

苏格拉底看到街市上摆着售卖的各种各样奢侈品时，禁不住
大声说道：“世界上我不需要的物品可真不少啊！”

亚里士多德说，幸福看起来就在于有闲暇。苏格拉底称赞闲
暇是一个人最美好的拥有物。

叔本华在书中所讲的哲学道理，我反复读，已不知多少遍，
日后还要细品。王晋华教授翻译得好，我感觉到中西文化的
交融。推荐大家有时间也读一下，开卷有益。

叔本华在书中也有种族歧视，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歧视，这个
我不认同。人类之所以为高级动物，我认为恰恰是高级在不
歧视同类，不歧视下层劳动人民，互相尊重、包容。

人生由我读后感篇六

《平凡人生》，实际写了他与母亲如何度过艰难而又平凡的
一生：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处世态度以及对待亲朋好友的
真实感情，向人们诠释了，”人该怎么样活着”。它真是一
本，如何做人的，活生生的教课书。正是他健康的心态，让



人觉得他不象是一位七十岁的老人。正因为他对周围人的真
情，让人对他充满感激之情。更是他心胸开阔，脚踏实地的
处世方式，让人感到他平凡人生中的不凡。他与母亲的互敬
互帮，以及他对母亲无微不至的关心，常常让我们感动乃至
嫉妒。

另一面，我作为李家的儿媳妇，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重要位
置。如何当好儿媳，妻子，母亲，弟媳等等这些角色，在这
个大家庭中处理好各种关系，达到家和万事兴的目的。我认
为，要做到这些，还是要有奉献精神的。

再一方面，这本书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让我清楚的知道自己
该如何做人，作事，处人。古人曾说，做一件好事并不难，
难得是一辈子都做好事。一个人要想在别人心目中树立起良
好的形象，那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到的，那是需要你通过长
期的语言，行为，(.)修养，文化素质，工作能力等方面的综
合因素的表现来完成的。因此，任何一点杂质和疏漏都会让
你的人格大打折扣，书中所反映的父亲，在这方面为我们做
出了榜样。

最后，我看完这本书后，我想对所有的青中年人说，善待你
们的父母吧，不管他是你们的亲生父母，还是公公婆婆，岳
父岳母，毕竟他们是你爱的那个人的亲生父母，要象对待自
己父母亲一样对待他们。要知道，多年以后你也会得到儿女
们的善待；我也想对所有的老人说，善待你们的孩子吧，不
管他是你们的亲生子女，还是儿媳妇和女婿。

生活是万花筒，世界是多彩的，无论怎样的社会，如何发展。
作为人最根本的品质不能丢，这就是：诚实，善良，勤恳，
健康。

人生由我读后感篇七

当又一条小溪汇入我知识的海洋后，我如释重负般地舒了口



气。翻开《感悟人生》这本书的扉页开始阅读，到合上书的
那一刻，我始终以自己最大的热情、以自己的心灵去汲取书
中的每一滴甘露。这本书从季羡林老先生千万字的著作中筛
选出这位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东方文化大师的想法及成长
经历。这不仅是季老先生的感悟，也是我们的导师对年轻人
的教诲，它让我们学会了怎样去奋斗、探索，怎样追求理想
与目标，也使我们看待生活、事物的眼光变得更加深邃。书
中，看似是先生在教育我们，但更多流露出的是他对下一代
的关心与鼓励。他把自己成长、学习的全部经验无私地奉献
给了每一位读使读者获益非浅。

读完这本书，老人的声容笑貌好像浮现在我眼前，他的金玉
之言，将永久地刻在读者的心田，催人猛醒，激人奋进；读
完这本书，犹如品尝醇美的甘露，自有滋味在其中，“世纪
老人”非凡的人生经历，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对我感悟最深的、启迪最大的是季老先生对人生的态度。他
一共写了３篇“论人生”，每一篇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
观察点洞察着人生的意义与美好。先生提出了“不完满才是
人生”，还有他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一句评价：“如果人生
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
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从这些朴实、简洁的话语中，
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先生的气质与人品。他体会到了人生的真
谛，更要告诉我们对待人生要有不懈的努力与强烈的责任感。

要想使人生变得有意义，就要有目标，想要达到这个目标，
必须经过无数代人的共同努力。如接力赛，每一代人都有自
己的一段路程要跑。又如一条链子，是由许多环组成的，每
一环从本身来看，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体，但没有这
许许多多的个体，链子也就无法组成。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我们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
责任，而且是绝非可有可无的。这就是人生意义与价值的体
现。季老先生虽已到耄耋之年，但正是由于老人的使命感和



责任感，使他仍然笔耕不辍，他想把更多的“财富”留给下
一代，让我们看到了老一辈的无私和博大，也从中《感悟人
生》领悟了很多道理。

人生由我读后感篇八

人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于我来说，人生不过就是从生到
死的一出出舞台剧，我们尽心尽力的扮好每一个属于自己的
角色，直到幕布拉下，我们的人生也便渐渐落幕。生无疑是
给人们带来了喜悦和希望，而死，却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悲伤
和痛苦。或许死并不是那么哀伤，或许我们在这里拉下幕布
的同时，那里又展开了新的演出。在这过程中，充满了欢乐、
忧愁、悲哀、成功和失败。关于这个话题，我们永远也交不
出一个完美的答案来。

人生就像是一条蜿蜒泥泞的小路，困难无时不刻的在发生，
却不知何时才能走到尽头。人生就像是一本未完待续的书，
我们期待着接下来的剧情，但是却要等到生命尽头才知它的
结局。人生更像是一个谜，直至生命终结，才可揭开寻思已
久的答案。在此之前，无论是何人，都无法遇见到。于是，
痛苦的过着人生还不如快乐地过，活着就要活出属于自己的
价值。

但人生不过只是一个简单的对生活的概括，它是由一个个剧
情组合而成。亲情、爱情、友情这三种感情占据了其中重要
的位置；书中的”论友谊“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朋友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世上最令人愉快的必
定是友谊。对于一个情绪低落的人来说，朋友的一句鼓励，
一句肯定，比所有的良药都来得有用。一句话说的好：”得
不到友谊的人将是终身可怜的孤独者。没有友情的社会则只
是一片繁华的沙漠。“是的，朋友使我们的周围丰富起来，
如果没了友谊，那我们的生活一定是平淡无奇的，有如沙漠
一般。



友情是积累的，相对于亲情的温暖，爱情的甜蜜，朋友之间
的温馨或许更容易让我们感受到愉快。培根说：”“如果你
把快乐告诉一个朋友，你将得到两个快乐，而如果你把忧愁
向一个朋友倾诉，你将被分掉一半的忧愁。”这句话体现了
友谊的真正价值，把你的快乐分享给朋友，你会更快乐；把
你的忧愁倾诉给朋友，你或许会豁然开朗。千金难买真友谊，
你曾经认为一个人是你的朋友，那么这个人就永远都是。真
正的朋友，是永远存在的！

《论人生》，论得是对人生的认识；论得是建立人生所需要
的根基。它让我们感悟到：人生并不只是从生到死，人生中
有思想、有精神、有伙伴、有感情。它足以成为我们人生道
路上的一种精神粮食。

人生由我读后感篇九

哲学，高中时学了一点点理论，到底是该如何定义，恐怕要
对不起老师了。当年的老师是个魁梧的老师，很有激情的，
印象中，他总是用两只熊掌一样的手在头顶上比划，“哲学
嘛……”，人在教室四周走动，小数点也在教室横飞。一上
课就很忘我的老师，是个好老师，只可惜，我的智商实在不
高，无法理解老师的许多话。记忆中，高二时，我还当了一
年的政治课代表。这门学科我没有任何特色，至今不明白班
主任的用意。是拿掉我的英语课代表的职务于心不忍，还是
有别的激励的意思？不清楚，班主任没找我谈一句话，我那
时一直在黑暗中想，老师为什么只照顾到急于在英语学科上
要进步的同学她呢？老师有没有想到我的感受？后来，也在
一直假设，要是老师那时找我们多谈谈心，也许……学生时
代的我多么渴望老师给予的言或行的鼓励啊。而今，我当老
师了，我当然知道孩子们在心智上需要什么。于是我毫不吝
啬，该付出的绝不占有着。“生命是丰富的，但对每个人来
说，都只能活在当下。”

今天读了第十三章，《教育与自我》，收获颇丰。



主要内容是：

教育是风格的培养：教育的三阶段 1、浪漫期——小学阶段；
2、精密期——初中高中的6年；3、展望期——上了大学以后。
教育就是自我的要求。

人生四大领域：群体、自我、自然界、超越界

教育与自我生命的发展：自我认识、自我定位、自我成长、
自我超越

我认为值得回味的语录现在供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常说教育是“自我教育”，就是因为它需要受教育者的
配合……教育是一个需要靠自己去承担的责任。

小孩子在尚未准备好接受现实世界之前，必须先以这些浪漫
题材所提供的故事情节作为他所相信的世界，然后再慢慢成
长，接受真实的挑战。若是忽略此一阶段的需求，幼小的心
灵将会受到伤害。

如果在中学阶段没有好好努力，那么这一生在知识的领域中，
恐怕必须放弃许多权利了。

“很多人不快乐，就是因为找不到人生的意义。然而，人生
的意义又是什么？一个人在念中学的时候，人生的意义是要
考大学；念大学的时候，人生的意义则是要顺利毕业或继续
深造。这样的意义一直往后推延，最后总是要碰到结束，而
在这个关卡上，不能在以一个具体的东西作为意义了（如赚
到多少钱、当到什么官）。这个意义是一个人在生命过程中
无法达成的，因此不能向外探求，只能内向寻找，也就是一
种对自己的要求，要求自己达成一种最高的、圆满的境
界。”



与别人相处的时候，如果发现别人的意见和我们不同，不但
不要生气，反而要借这个机会反省。

所谓“最好总是要碰到结束”那就是死亡吧。一个人一生中
会完成一件件有意义的事，难道当他死了后，他所做的一切
就都没意义了么？生命究竟有没有意义？你既然问了，那就
一定有意义。很少人能达到圆满的境界，但生命的意义不就
是在追求圆满的过程中么！只有人才会有这样的提问，才会
有这样的终极思考，动物不会，这就是动物与人最根本的区
别。

“一个人的生命内涵由他所选择的价值所构成，如果无法回
答：‘人生中什么最重要’？代表你根本不了解自己。”

从古到今，人们都会用“盛世”和“乱世”来形容当时的社
会面貌和历史状况，其实不管是盛世还是乱世，都是“俗
世”。在现实世界里，人们通常用利益来衡量一切，并学习
各种求生的本领来适应社会，以致不被社会所淘汰，这样是
符合达尔文的“进化论”的。然而人们会忽视一些人之所以
被称之为“人”的那些精神价值，信仰、真诚、尊严、正直、
忠诚、率真、爱情……这些东西本来人人都有，可是人们在
追逐名利的时候或多或少的把他们丢失了、遗忘了，遗忘和
丢失的不是这些东西而是他自己，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更
不知道人是什么。有些人一生都在追逐一样东西却始终追不
到，就像狗总喜欢咬自己的尾巴，却总是咬不到，我们只看
到那只狗拼命地在转圈，却始终跳不出那个圈子。

记得很多年以前，我就职于一家建筑单位，在这家公司里有
很多和我年纪相仿的同事，大家都很谈得来，既是同事又成
了朋友。那段日子过得很快乐。后来由于企业不景气而裁员，
我也不得不离开那了。本来每天朝夕相处在身边的同事一下
子就没有了，心里非常的失落，总希望他们有空时来看看我，
大家聚聚，回忆以前开心的日子，我也非常期待每次的聚会。
可是很奇怪，每次聚会结束后，心里失落得感受比没聚会时



还要厉害，有点举足无错的样子，后来对于聚会，我既是期
待又是担忧，矛盾极了。

后来，我渐渐地养成了看书的习惯，从散文、诗词、到孔孟
之道、经典著作等等，虽然看的书不多，却能在阅读中感受
到无比的快乐和精神上的愉悦，每看完一本书就像经历一次
旅程，在旅程中感怀历史、感悟人生、感知生命，感激这些
文字给你带来无穷的快乐。晓风残月，青灯黄卷，丝丝秋雨，
手捧香茗，此情此景，岂不快哉!朋友，向外探求；读书，由
内而发，两者兼顾，相得益彰。

活在当下，珍惜高峰经验——是一种能够让人在一刹那之间
觉得无所缺憾、一切美好圆满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