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启超读后感(大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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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
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
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梁启超读后感篇一

提倡百善孝为先的中国，从蒙学的《朱子家训》，《颜氏家
训》，一直到清末的《曾国藩家训》，任何一篇关于教导自
己子女立身、处世、做学问的文章，都有一副神色严峻的教
训面孔，板着，端着，让孩子和家人觉得惧怕。

有此印象，对于写这类文章的父亲们，便都有了一种固定的
认识。甚至读《傅雷家书》时，也羡慕傅聪有如此博学多才，
循循善诱，同时又严格要求孩子的父亲。

而近日，读得一本旧书――《梁启超家书》，忽然发现，梁
任公教育孩子是如此的不同。

写《少年中国说》的梁任公（启超）曾经这样说：故今日之
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
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
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
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参加戊戌变法之前之后，曾经想着君主立宪，而后又支持民
主宪政的梁任公，在一生之中思想多变，兴趣多变，唯有对
他儿女的拳拳爱意从未改变，为了少年中国梦，梁任公仁慈
地呵护着子女，精心培育着子女，引导着子女按照他们自己
的意愿发展，梁启超的9个儿女，人人成才，且各有所长，当
年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中竟然有两人是他的孩子：建筑学



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此外有才女梁思顺，图书馆学
家梁思庄，毕业于西点军校任十九路军校官早年病逝的梁思
忠，研究经济学的梁思达，参加革命的梁思懿和梁思宁，已
经第三个成为院士的火箭专家梁思礼。

家书按照时间顺序展开，第一篇便可看见梁启超指导时年十
九岁的女儿梁思顺学习行政法、经济学、财政学、国际法，
等等，因思若吾爱女在侧，当能令我忘他事……汝求学不可
太急……，接下来便是给思成思永的若缘怠荒所致，则是自
暴自弃，非吾家子弟矣。

随着儿女们的成长，梁任公说：人生之旅历甚长，所争决不
在一年半月，往不克因此着急失望，找精神上之萎（上草头
下畏至于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
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

紧接着，梁任公便开始教导做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与
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学问是生活，生活是学问人之生
也，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则安之若命。将来成就如何，
现在想它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有不
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去做，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
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

此书选择的大部分是梁任公给子女谈为学和做人的书信，后
附三篇演讲和谈话录，其实也是总结了梁任公认为为学做人
的思想――所谓三达德――即为智、仁、勇。

一如梁任公说的：养足你的根本智慧，体验出你的人格人生
观，保护好你的自由意志。少年中国，中国少年，皆在于此。

梁启超读后感篇二

常言道：儿行千里母担忧。嘘寒问暖之语或许没有常挂嘴边，
但在只言片语中流露出来，关爱流于点滴。



梁先生的家书中，他有时扮演慈父角色，为子女人生之路的
规划起引导作用；有时候似乎也是位慈母，对子女诸多宠溺，
宠溺之间不乏告诫，慎言慎行，人贵自立，人贵自省，人贵
自知；有时候宛如兄长，呵护之情溢于言表；有时候又好似
孩童，对子女们撒娇。撒欢、逗笑、关爱、或宽言鼓励，或
敞开心扉，梁先生的真性情，很难想像到他是一个生活在思
想禁锢，长辫宽袍，三寸金莲的封建时代，思想穿越百年灰
色中国，以身作则，做年轻人人格的典范，也让我们读到了
别样的梁启超。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爱国之心长存，当取外国之
知识报国，当取外国之思想报国，当取爱国之先进报国。梁
先生希望子女不管在国外多有成就，也一定要回到自己的祖
国，报效国家，即使这个国家还在经历苦难的成长，即使这
个国家还是沉睡的狮子，吾之国，吾之家，以吾赤诚之心相
报。他还希望子女于苦难中磨练成才，当自强。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治学之路不可不严谨，“汝求学
不可太急”，“若缘怠荒所致，则是自暴自弃，非吾家子弟
矣”关怀之中透着严厉。精于术业，也许生活中会少些乐趣，
但是知识和专业不仅仅是在书本上和课堂上，交友取益，读
书取益，生活中亦有颇多可学习的地方。

当孩子求学治学碰壁时不断的鼓励和劝慰，知识不是死的，
不是几门考试、几张卷子，几本文凭，学问也是灵活的，不
拘泥于眼前的小磨难和小挫折，不消沉，不堕落，不灰心。
一个人若是在束缚的环境中消磨意气，那么在困苦懊丧的环
境中也一定会消磨志气。

哲子女之道，似双手托着奋起的雏鹰，自由飞翔，偶有训诫，
皆语重心长，一代大家，“智、德、仁”的典范。



梁启超读后感篇三

昨日从书架上拿出一本老严以前买的书《梁启超家书》，随
手翻了几页，却被梁启超那种对孩子的有温度有深度的爱所
深深吸引，拜读之后，感慨颇多。梁启超先生，作为“百科
全书式的文化巨人”，名满天下，然而作为一位父亲，他是
那么的可亲，可敬，他时而称呼他的孩子们为“宝贝，乖
乖”，撒娇卖萌，尽情挥洒他的爱与思念，时而认真地和他
的子女们谈论家国天下，谈论民族大义，进行道德培养，而
他自己，也活成了子女们心中的精神楷模。

很多时候，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读到一本好书，你并不能理解
和体会其中的好处，或者理解地很肤浅，不明其深意。然而
当我们经历了世事，经过了岁月的洗礼，再碰到一本好书，
你会觉得，这书中的道理，为什么我知道的那么晚，而如今
读来，是如此熨帖我心。我们经常和知娴谈论一些事情，但
是年少的她，当然不能完全理解我们的想法。我喜欢在读到
好的文章和书的时候，在三人都闲暇的时候拿来读一下，而
往往和我产生共鸣的只有老严，我知道，她还太小。

我希望我能在知娴的每个人生阶段都能陪伴她的左右，在她
遇到的每一个抉择时，我都能给她力量，给她我最中肯的参
考意见。这应该是每一个母亲的心理。然而我是一个忧患意
识很强的人，我知道，很多弯路需要她自己走，很多挫折她
会躲避不及，而我，也不确定能陪她走到哪里。因此我希望，
我能在读到好书的时候，替她记下一笔，写点我的感受，在
我遇到挫折的时候把我的反思写下来，记在这里，现在她未
必懂，将来或许她可以翻出来看看，等我们可以对某件事情
产生共情的时候，让我们来共同回忆一下，探讨一下。或许，
这也会是我对她的爱的纪念和传递。

今天，读《梁启超家书》，真的如书中所说，每一封信里，
都透露着父亲浓浓的爱意，其情之真，其爱之切，几十年后
读来，尤能被其强大的磁场一击命中并被深深吸引。我也萌



生了想给知娴写信的冲动。我是那个时时监督她学习，管理
她生活的执行者，在现实生活中，经常矛盾不断，相爱相杀。
我反思在作为朋友方面，我共情的能力太小，在她那里，我
只是一个母亲，尚做不到真正的朋友的角色，我希望我能学到
《梁启超家书》精髓的万分之一，好好反思自己。孩子真正
和我们朝夕相处只有短短三四年的光景了，我希望我也可以
在我们的相处和离别中学会写信，传递我那滚烫的爱女之心，
虽然不能像梁启超先生那样照亮子女的道路，也希望能给她
的人生路增添一份温暖和自信。

摘抄我喜欢的梁启超先生的家书的精彩部分如下：

1）人之生也，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你
们都知道我是感情最强烈的人，但经过若干时候之后，总能
拿出理性来镇住它，所以我不致受感情牵动，糟蹋我的身子，
妨害我的事业。这一点你们虽然不容易学到，但不可不努力
学学――梁启超致梁思成书（背景：林徽因父亲亡故，梁启
超先生写信给梁思成，劝解林徽因鼓起勇气，发挥天才，完
成学业，不要沉迷于伤痛。）

2）思成来信问有用无用之别，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唐
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z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
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
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我也
并不是要人人都做李、杜，不做姚、宋。要之，要各人自审
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
人才经济莫过于此。思成所当自策励者，惧不能为我国美术
界作李、杜耳。如其能之，则开元、天宝间时局之小小安危，
算什么呢？你还是要保持这两三年来的态度，埋头埋脑做去
便对了。

你觉得自己天才不能副你的理想，又觉得这几年专做呆板功
夫，生怕变成画匠。你有这种感觉，便是你的学问在这时期
内将发生进步的特征，我听见倒欢喜极了。中国先辈们屡说要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两三年来蛰居于一个学校的图
案室之小天地中，许多潜伏的机能如何便会发育出来，即如
此次你到波士顿一趟，遍发生许多刺激，去去波士顿算什么，
比起欧洲来真是“河伯”之于“海若”，若和自然界的崇高
伟丽之美相比，更不及万分一了。然而令你触发者已经如此，
将来你学成之后，常常找机会转变自己的环境，扩大自己的
眼界和胸次，到那时候或者天才会爆发出来，今尚非其时也。
今在学校中只有把应学的规矩，尽量学足，不惟如此，将来
到欧洲回中国，所有未学的规矩也还须补学，这种工作乃为
一生历程所必须经过的，而且有天才的人绝不会因此而阻抑
他的天才，你千万别要对此而生厌倦，一厌倦即退步矣。我
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
成就如何，现在想他作甚？着急他作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
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的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
如此则可以无人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
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

这段读来太爱，摘抄了一大段，梁思成这样的大师，在青年
时期也有迷茫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局方寸之内，经年累月学
基础画工，出游波士顿一次，感知外面的世界很广阔，不免
对自己当时的境地感到怀疑。而梁启超先生这一段书信真是
句句精妙，把自己高湛的眼光，开阔的胸怀，切身的体会，
传递给自己的儿子。梁思成，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和
建筑师，被誉为中国近代建筑之父，著有《中国建筑史》。
而他的成长离不开这样一位视野宽广，格局宏达的父亲的密
切影响。

转到目前的知娴的学习，我们经常形容十年寒窗，随着年级
的提高，学习强度也越来越大，在面对如今的社会环境，网
络，游戏，闲书，对他们的诱惑越来越多。诱惑越大，对于
学习的疲倦感也越来越强。但是我依然认为，十年寒窗，仍
然是需要分秒必争的。“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我们可以
不用想我们将来会面临什么样的抉择，但是现在的每一分的
学习都是有用的，不管是主科语数英，还是史地生，你学进



去的每一点知识，都会积聚在你的精神内核中，你学的每一
段历史，都是我们的前生，你了解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的
地球，你学到的每一分生物知识，都是我们人类和生物界的
循环和繁衍，这些点点滴滴，都会帮助你的精神内核在某一
刻达到质变，你会变的更加睿智，更加丰富，从而更加宽广。
今天的每一分耕耘，都会使你将来成为一个更加自信、得体、
美好的自己。

3）关于思成学业，我有点意见。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愿意
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
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为多用点功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
门之故，把生活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
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再者，一个人想要交友取
益，或读书取益，也要方面稍多，才有接谈交换，或开卷引
进的机会。这种境界，固然关系人格修养之全部，但学业上
之熏染陶熔，影响亦非小。因为我们做学问的人，学业便占
却全生活之主要部分。学业内容之充实扩大，与生命内容之
充实扩大成正比。这些话许久要和你讲，因为你没毕业以前，
要注重你的专门，不愿你分心，现在机会到了，不能不慎重
和你说。

梁启超先生给子女的家书里，随处可见真知灼见，真是让人
爱不释手，我们虽然没有在自己的生活里遇见这样的长辈，
但是读读他的信，他们的很多生活细节，包括上学，择业，
交友等很多方面的思考跃然纸上。如果我们能读进去，有思
考，益处会很多。这也是他们留给几十年后的我们的一笔可
贵的财富。

我们的人生在历史长河中渺小如尘埃，然而对于每一个个体
来讲，所历的每一段光景都是鲜活而厚重的，需要我们常做
思考、调整，我们需要不断地跳脱开，审视自己的内心。正
如梁启超先生所言：“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
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



梁启超读后感篇四

梁启超家学渊源极深，对于这个长子，在劝学上用的功夫着
实不少。梁思成写信，问做学问有用无用，梁启超以唐朝的
诗人李白、杜甫和名相姚崇、宋璟为例，告诉梁思成“为中
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
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我也并不是要
人人都做李杜，不做姚、宋，要之，要个人自审其性之所近
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
过于此。”人人各有所长，做学问的人与做官的人，只要都
竭尽全力发光发热，给社会做点贡献，就都是有用的。而对
于梁思成这种看起来急于求成的心态，梁启超也给予了驳斥，
他在信里写道“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
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
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
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
有多少贡献。”梁启超把准了年轻人做学问心态的症结，那
就是短时间内急于有所收获，长期来看可以作为安身立命的
资本，他语重心长的告诫，或许可以让梁思成幡然醒悟，沉
下心做自己的学问。

在梁启超看来，在学校中求学，最重要的是学规矩，“今在
学校中只有把应学的规矩，尽量学足，不惟如此，将来到欧
洲回中国，所有未学的规矩也还须补学，这种工作乃为一生
历程所必须经过的，而且有天才的人绝不会因此而阻抑他的
天才，你千万别要对此而生厌倦，一厌倦即退步矣。”当然，
这里的规矩并不只是学校的规则，而是做学问的基本方法，
务求循规蹈矩，而不是投机取巧。“能巧之人，习熟规矩后，
乃愈益其巧耳。不能巧者，依着规矩可以无大过。”因此，
做学问不怕出不了彩，怕的是基础不牢、根基不稳，花拳绣
腿、弄巧成拙。梁启超还讲，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
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有的知识要一天
一天慢慢积累，像是炖一锅好汤，有的知识则要集中精力解
决几个主要问题，像是爆炒一盘好菜。这种精准把握学习火



候，懂得快慢结合的方法，对于今天的我们学习研究都是很
有益处的。

梁启超在给梁思成的信中，详细描述了为徐志摩证婚的情形，
徐志摩的妻子才与前夫离婚就迅速跟徐志摩结婚，他本来不
想去，无奈胡适之、张彭春两位朋友苦苦求情，但他也毫不
客气，不留一点情面，“我在礼堂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
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一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
之婚礼矣。”在他看来，“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
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
真是可怜。”发此感慨，一是表达他对徐志摩结婚一事的抗
议，二是告诫自己的孩子，不要如此冲动，自投苦恼。彼时，
梁思成与林徽因同在美国，梁启超在信中也频频叮咛二人互
相照顾，在林徽因的父亲林觉民被袭逝世后，他赶紧给梁思
成去信，“徽因造此惨痛，唯一的伴侣、惟一的安慰，就只
靠你，你要自己镇静着，才能安慰他”，而在金钱方面，他
从来都是大度的，在询问梁思成的预算时，会特意提醒，将
林徽因的一并计算在内。可见，他对儿子感情生活的重视和
殷殷期待。

在梁启超的观念中，“人需等到生计完全自立后，再实行创
造新家庭”，他本来也不是一个“催婚”的人。林徽因的父
亲出现变故之后，梁启超更多地为林徽因着想，便想着让自
己的儿子把责任承担起来，甚至提出了让儿子换一个更容易
谋生的专业，成婚之后，也能负担起一家老小，“但现在的
情形，思成结婚后不能不迎养徽因之母，立刻便须自立门户，
这便困难多了。我从前希望他学都市设计，只怕缓不济急，
他毕业后转学建筑工程，何如？”其对林家的情谊可见一斑，
梁思成听从了他的建议，研习建筑学，回国后在东北大学创
立了我国第一个建筑系。

梁启超自认为是一个“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生活内容
异常丰富，这让他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在他看来，
人要有多种趣味，要烂漫向荣，“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



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
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他很喜欢这种生活状态，便要
求孩子们把自己的生活丰富起来。

对于梁思成，梁启超有些担忧，“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
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
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在学
问上，他建议梁思成对于文学、人文科学，要“多用点工
夫”。在社交上，他也建议梁思成，交友取益，也要方面稍
多，这样才能交换更多的知识和生活阅历，拓展自己的视野。
梁启超认为，如果梁思成守着太专的学问，“将来也会和我
相对词竭，不能领着我的教训，你全生活中本来应享的乐趣，
也削减不少了。”意思是，你自己的学识和生活不够丰富，
连你老爸谈话的节奏都跟不上了。梁启超生怕梁思成会变成
钻进一门学问的呆子，“我希望你回来见我时，还我一个三
四年前活泼有春气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像上面这样亲切风趣的语言在他的文字中并不鲜见，他催促
梁思成“你看了这信，意见如何，无论校课如何忙迫，是必
要回我一封稍长的信，令我安心。”他十分珍视与子女互动，
甚至会嗔怪在欧洲旅行的梁思成，“你来信终是太少了，老
人爱怜儿女，在养病中以得你们的信为最大乐事，你在旅行
中尤盼将所历者随时告我（明信片也好）”，读起来颇有些
可怜祈求的意味，却是一个父亲对子女最深切的牵挂，最随
意却最浓情的表达。只可惜，这样一个有趣的父亲，被北京
协和医院“孟浪”的医生错误地割掉了一颗肾，这便是轰动
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大度的梁启超还公开
为协和医院辩护，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
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此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不到三年，与世长辞。

梁启超的家书虽然不是浸透生活的散文诗，却充满了诗一样
的父子柔情，虽然不是韵律整齐的歌曲，却如酒后哼出的小
调，百转千回、别有风味。我读完之后，都有一种赶紧提笔



给自己女儿写封信的冲动了，哈哈。

梁启超读后感篇五

梁启超一生有两个夫人，李慧仙和王桂荃。梁启超共有有9个
子女：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
思礼，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
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后
来都成为杰出的人才。

梁思顺（令娴），长女，诗词研究专家。

梁思成，长子，著名建筑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
首届院士（人文组）；其妻为林徽因。

梁思永，次子，著名考古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
首届院士（人文组）。

梁思忠，三子，因病早殇。

梁思庄，次女，著名图书馆学家。

梁思达，四子，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

梁思懿，三女，从事社会活动。

梁思宁，四女，投奔新四军参加中国革命。

梁思礼，五子，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
科学院院士。

梁启超的九个孩子之所以个个能成才，与梁启超的言传身教，
耳提面命息息相关，梁启超在给子女的信中字字珠玑，饱蘸
慈父之爱和人生指导。梁启超对孩子们的爱是发自肺腑，情



真意切。这样的表达在家书中随处可见，身为父亲，梁启超
当然希望他们个个成才。但在孩子们的健康和学习中间他毫
不犹豫选择前者，他说：“汝必须顺承我意，若因欲速以致
病，是大不孝也。汝需知汝乃吾之命根，吾断不许汝病
也。”我在孩子的教育也是一直抱有这个观念，“身健则心
灵，心灵则易悟。”学好习的前提是有个健康的身体。身心
健康，是我教育孩子的初心，在一路前行中，不忘初心。

“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很喜欢
梁任公的这句话，自己喜欢的，就想去做，而且能做的更好。

他不仅是位慈父也是位严父。他关爱呵护子女，也对其严格
要求。他教育孩子们对生活保持积极进取的态度。忧伤憔悴
是最容易消磨人的意志。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
才有前途，事业可言。自己要天天满带正能量，去影响孩子，
让孩子有个积极向上的好心态。

处忧患最是人生之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梁启超
深知读古籍的重要性，要孩子们读论语，孟子，左传，战国
策，荀子。温习暗诵，务能略举其词。尤于其中修身之文句，
细加玩味，可益神智，且助文采也，益善。这些国学之所以
能流传下来，必是经典所在，在哪个年代都适用，孩子马上
上初中，古文会学很多，适当引导孩子多读。

梁启超对思成说：“做学问不要专于一门，我怕你因所学太
专业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
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根源，做学问要保持无所谓的精神。

曾国藩说：”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
想他作甚？着急他坐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
懦自馁，尽自己能力去做，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
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梁启超一生学问
得力专在此一点，盼望孩子们都能应用这点精神。种种道理
就是这样，在”润物细无声“的书信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



子们。

梁启超就像一位勤恳的园丁，辛勤耕耘，浇灌心血，最终收
获丰硕果实，子女个个成才，故梁启超的为父之道和家风家
教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民国时期，梁任公能有这样的教育意识和教育理念和他自己
的自身修养有很大关系，好一个”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是
要告诫我们，不要只想着收获，而忘记了耕耘。人人都想有
好的成就，但如果我们仅仅憧憬美好未来，而不肯努力耕耘
当下，这必然只能是空想。自己教育孩子就要做好自己，以
身做则，给孩子做个好榜样，孩子自然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