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泥活读后感(优秀9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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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活读后感篇一

一个时代的饥荒，总会给人民生存带来巨大的压力。

傅贵是那个时代不幸的.大多数中国人的缩影。它有一种无法
贴墙的混乱，却需要他经历无尽的逃避和失落，为了活着一
次次失去自己的底线。

他一路跑来似乎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活着！看着他过着猪
狗不如的逃亡生活，不顾一切的跑回家，他的形象让人看着
可笑又可悲。

生命之所以无穷无尽，延续千年，是因为有人能用牙活下来，
活几十年。

永不停息的生命就是，即使生命如此脆弱，经历了那么多沧
桑，也要承受！

即使到了最后，当生活回到原来那个没有亲人，没有理由的
个体，也要带着田间的麦秆，带着不屈不挠的意志生活。

泥活读后感篇二

特别喜欢《活着》中的一句话，“生的终止不过是一场死亡，
死亡的意义不过在于重生或永眠。死亡不是失去生命，而是
走出时间。”



这个世上根本没有什么感同身受，所以，我也无法真正体会
福贵眼睁睁的看着亲人一个个离去的痛苦。一个桀骜不驯，
嗜赌成性的富二代，仿佛从他输掉家中那一百亩地起，悲剧
就开始了。经历四次时代变迁，对于福贵来说，活着就是一
场场磨难，满目疮痍，失无所失。好好活着成了他活着的意
义。

回忆起儿子有庆他说：“他望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
再也看不到儿子赤脚跑回来，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洒满了盐。
”，是啊，曾经最熟悉的路，成了最无声的悲凉。

时间教会了福贵很多，而他同时也失去了宝贵的青春。现在
不知悔改，将来后悔莫及！

小说最温情的地方，就在于那头叫“福贵”的老牛。在市集
上被福贵买下来，这头老牛像极了自己，所以取了和自己一
样的名字。这是福贵第一次可以主动决定自己的人生。到老
了，有它陪着。他曾对老牛说“今天有庆，二喜耕了一亩，
家珍，凤霞耕了也有七八分田，苦根还小都耕了半亩。你嘛，
耕了多少我就不说了，说出来你会觉得我是要羞你。话还得
说回来，你年纪大了，能耕这么些田也是尽心尽力了，”累
了的时候还可以坐在田坎边，发发呆，看看那时的自己，以
及仿佛没有失去的亲人。

文末他欣慰的说：“亲人们先我而去，让我最后能了无牵挂
的死去。”，这时的福贵仿佛比任何时候都坚强、淡然。

于无声中听惊雷，于无色中看繁花。经历确实是一个人最宝
贵的财富。看尽人世百态，尝遍世间冷暖，好好活着，勇敢
的活下去，做一个太阳一样的人，温暖而又充满希望！

泥活读后感篇三

“我也不想要什么福分，只求每年都给你做一双新鞋。”



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许这就是家珍所认定的幸福。两
年前看完《活着》，很多细节都已经模糊了，可是家珍的这
句话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直到现在依然如此清晰。只
有经历过分离之苦的人才知家人团聚的真实可贵吧。

直到看到家珍的话，我突然感到茫然，曾经执着着的梦想也
开始变得模糊。难道真的是我错了吗？我开始回忆过去的点
滴：每天早晨母亲比闹钟还准时的morning call，在自修课上
和同桌狂吃零食，傍晚一家人围在桌前吃饭，热气给父亲的
眼镜片蒙上一层白雾……我发现自己拥有的太多，也正因为
自己拥有，才觉得它们似乎是可有可无的。

几天后，好友一脸喜悦地告诉我，她父亲出院了。看着她脸
上洋溢着的笑容，我更坚定了：

原来这就是我所追求的幸福。

泥活读后感篇四

1、我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
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
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

（正如短片中的老人，哪怕家人都先离他而去，可是他依然
对这个世界抱着善意与美好。用爱打动了两位城市主人公的
心。）

2、福贵的一生，苦难的一生。福贵一生面对了七次亲人的去
世，最后只剩余自己和老黄牛相依为命。其中有生命中的意
外，也有生老病死的必然。

3、有庆的死

有庆意外的死亡藏着让人憎恶的必然。整个过程中，他们不



是医生和护士在抽血，而是上位者与弄权者无情残忍地吸血。
有庆明明多次表现出了不正常的症状，然而医院里的人全都
视而不见，他们眼里只有“县长的女人”，自然地，一个十
三岁孩子生命的凋零在他们眼中，只是一场闹剧，正如那个
没怎么当回事的医生，也只骂了一声抽血的“你真是胡闹”，
就又跑回去救县长的女人了。

4、生活而不是幸存？大多数人从旁观者的角度看福贵，都觉
得福贵是幸存的。但作者用第一人称，也就是福贵自己来讲
述他的经历，这时的他不再是别人眼里苦难的幸存者，而是
富有经历的拥有者。

6、命运无常，制造无尽苦难。福贵觉得的幸福，可能就是父
母全力相助，妻子不离不弃，孩子孝顺懂事吧。

7、正是那点点滴滴的温情缓解了苦难。福贵，在温情中默默
地受难。作家的悲悯情怀，也在活着中体现。温情，使文章
不再充满苦难与死亡的寒凉，缓和了那种无奈与压抑，让我
们能在阅读过程中能够“以笑的方式哭”，不至于太绝望。
人是为人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其他事物而活着。

泥活读后感篇五

这是一本读后令人五味杂陈的书，故事既有云雾缭绕的仙气
又有充满人间的烟火。作者用抽丝剥茧的手法，带人思考在
新旧社会更替下人的命运多舛，人在受制于外在不幸下是如
何反射出的抗争毅力。

主人公与牛的对话开启了一段不堪回眸的往事。人如其名
有“福”也有“贵”的福贵生在福中不知福，上有富父下有
家奴无论是家产还是生活，足足一个富二代。人生如意喜相
逢，在门当户对下娶了陈记米行的千金家珍为妻。这样一个
强大的背景，本应该向上又努力，却偏偏这位后生是位名副
其实的败家子，“人性的堕落”四个字在他“老人家”手里



展现的一览无余，在他手上败了家产又被人扫地出门，死了
双亲又赶上一个不争气的年代，最后被堂堂国军顺手牵羊成
为壮丁。一上战场那种屁滚尿流的吓场容不得他继续回忆过
去的福贵，与恐慌为伴的他任由命运安排，千辛万苦后至终
只留了一口气回到了家。

过后作者又略带讽刺地把场景一转，镜头转向全国人民分土
地打土豪时节，如此欢天喜地大时代，那个分得福贵“大别
墅”的龙二却被判了刑吃上了子弹，在吃之前与福贵面面相
觑，来了一句惊天地泣鬼神的话“福贵啊！我是替你死啊”，
这是哪门对哪门啊，福贵老兄败家还败出祝福来了。无奈啊！
这可能就是人生吧！

作者那高铁般速度的笔风带我们简单领略了那个浮夸风之下
的怪事，现在想想除了愚昧别无它有。还好这只是书里的一
种文学对比，用开水炼钢铁（好像历史上真有那么一会事）
这样奇葩的伪科学社员还做的不亦乐乎，如果真用这种做法
并继续下去的话，那只能一声呜呼！

另一方面不得不提一下作者用胆大包天的'口吻潮了一下人们
生存的生态，凤霞发一下高烧就变聋哑了，读起来真是想对
当时社会一阵唾骂，区区一点高烧就这样毁了我们祖国未来
的花朵。更生气的在后面，那个有庆在一位“无厘头”的领
导教唆下，为了忠于领导的号召献血而失去了自己宝贵的生
命------。这一段读的我毛骨悚然，导致我对停在马路边那
献血车产生了几分莫名的恐惧。本书越接近尾声，这个家庭
越令人痛心，一家人本来很不幸了，结果更不幸是除了福贵
以外全都死了，如此悲观的结束留给读者的只有思绪千万，
啊！可能这就是文学吧。

有人说人生是喜剧，有吃有喝有房有车，生活在改革春风吹
满地的大好季节，《活着》告诉我们人生不一定是喜剧，更
可能是悲剧。稍微思考一下世界文学名著如《原罪》、莎士
比亚的《哈姆雷特》都是以悲剧而著名。我想余华的《活着》



也应属于这一类型。活着真的很好，这可能是对繁荣昌盛的
年景之赞美，也可能是对生在不测与动荡年代里人类一种无
惧生存之毅力的礼赞。

泥活读后感篇六

生活是一种本能，与环境无关。即使世界让你绝望，让你沮
丧，你仍然必须顽强地生活。这是生活的本能，也是对生活
最真实的信念。

在读《活着》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曾经认为主人公真的太了。
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但读完后，我意识到生活可能只是为
了生活。这是一种生存本能和对生命的尊重。当你失去一切
时，你会发现你仍然拥有你的生命，你的生命仍在继续，你
的生命不能被别人夺走。

在阅读的同时，我为福贵的悲惨生活哭泣。同时，我也认为
对我们来说，生活比福贵简单得多。我们无法亲身体验福贵
的痛苦。生活很简单。如果你想追求如何生活，生活可能会
变得奢侈。

生活是有尊严的，我们应该尊重生活，即使面对更多的痛苦，
我们也应该努力继续生活。这就是生活真正打动我的地方。

人们活着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生活外的任何东西而活。
正如余华所说：生活充满了我们中国语言的力量。它的力量
不是来自呐喊，而是来自忍耐，来忍受生活给我们的责任，
来忍受现实给我们的快乐和痛苦，无聊和平庸，所以忍受痛
苦创造了生活。

《活着》描述了人们承受苦难的能力，以及他们对世界灾难
的乐观态度。他让我真正知道——生活本身是困难的，而继
续生活则更困难。



活着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活着以外的任何东西。

泥活读后感篇七

待繁花都凋谢，待落叶都归根，待生命都坚韧的活着！

富贵的一生经历无数，他的生命在风中死死的摇曳，寄托着
家珍（妻子），有庆（儿子），凤霞（女儿），二喜（女婿）
的生命，苦苦煎熬的活着。开始还有家珍陪着他，陪他一起
承受生活的铁锤狠狠的砟在心口的痛，那种痛，蔓延至肺，
连呼吸都觉的困难，缓缓的吞噬了全身，只能笑都哭了的去
静静的接受。到最后家珍也走了，只剩他一个人孤苦的活着！

有庆的死是最让人心痛的，一个十岁左右单纯的男孩，为了
两头羊，在睡不醒的年龄早早的起来割草喂羊。为了不想去
学校，又怕父亲打，总是找理由逃脱。不愿意穿鞋，宁愿在
下雪天也光着脚丫的孩子。这样单纯，没有期望，但只要活
着就可以很安心的小生命，还是不被允许，最终被夺走了生
命。生命无情的残酷，总是一次又一次让我们感到不知所措，
最终学会的只是无奈的接受！

富贵的泪，哭的不能再哭了，每一个最亲的人离开，都会让
这个大汉子掉泪。哭的痛不欲生。家珍死后唯一说的就是，
下辈子我们还要是夫妻。说完，富贵就哭了。这个女人，放
弃了娘家舒适的生活，宁愿跟着他，和他一起走在尘土飞扬
的道路上，死后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

富贵一直没有绝望，也不允许他绝望。他，一个人在黑夜中
抖落杜鹃啼血的叹息，召唤着他们的归来！

活着，就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
任何事情而活着！



泥活读后感篇八

索性在网上找了点，想从里面找点东西，去开导我，却发现
上面的字是那么苍白无力，我是谁的副本。或许是每个人的
经历都有所不同，所以体会才不会那么容易产生共鸣吧。

有人说过程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的一生，会有好多东西值
得珍惜。爱情，亲情，友情······一切让我们感到幸
福的东西。可同样是这些东西让我们感到难过，感到生命的
无奈。即使幸福与难过都一样值得珍惜，到了生命最后的最
后，你合眼的那一霎那，脑海中闪过的是什么？是爱还是恨，
是满足还是遗憾。

泥活读后感篇九

早年就听弟弟说了读过此书，还大概与我分享了下内容，只
是我并未在意，粗略知道了大概，也许人会越活越通透吧，
从前忙得只为生计，奔波劳累，头脑简单，遇事碰壁之后才
觉疼，不多想，爱依赖，没主见，碰壁多了才醒悟，人需三
思而后行。

很久以前就常常会胡思乱想，感概人生百味，遗憾无从说起，
总也徘徊在开头难以续言，就算试写一篇文章，都要反复校
对，生怕出错，而就在意识完全游离于密密麻麻的文字间时，
时间也悄无声息地溜走，等完成时已经是凌晨五六点了，天
啦，竟然不知不觉花了一个通宵的时间写作了。

进而联想到那些优秀的编剧、作家等，真心不容易，每一本
书、故事的作者；电视剧、电影的编剧等，他们都是用心创
作出来的作品是多么地值得珍惜和细细品味。曾经我是看书
不到两三页就会如同被催眠般的，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已经
睡着了，从来都看不完一整本书，或者直接翻到最后几页就
看完了；真的是每一个年龄阶段看待事物都会发生改变；如
今的我看电视电影也好，从不过于期待结果，而是细细品味



过程；台词和人物神态某一细节都不放过，特别看书也是字
字句句细读，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然而收获也是从量变到
质变的过程转换。

人生就像电视剧，自编自导自演的一部长篇小说剧，意识也
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想象空间越来越大，时不时地收拾起记
忆的碎片整理放映，就好像自己独坐私人影院，细细回味着
自己是主角的这部剧。这次闲于家中，书架上的《活着》这
本书诱我细读起来......

《活着》这本书中的主角人物福贵的一生是尝尽了人间烟火，
由衣食无忧的“阔少爷”彻底变成了“穷酸样”！而这一切
就是福贵本人一手造成，所以万千悔意不得不有所悟，反思
反思再反思，一切都得从零开始，苦字迎面来，看清开始认，
这就是命。当福贵身边的朋友，家人，上至父母，下至儿女，
再有爱妻，乃至女婿，外孙都一个一个意外地离去时，那种
撕心裂肺的痛……也许人最伤心的时候是心碎到泪水已随时
光流逝而熬干，哭也没有眼泪了，替而代之的是笑，其实那
是心在滴血以笑的形式展现罢了。

福贵最后就是一个还“活着”的孤家寡人，牵着一头老牛如
同自己般连起个名字也叫福贵。遇到作者他能坦然面对，足
够清晰详细地面对作家余华讲述自己的一生，从不避讳，才
有了《活着》名作问世，真是感人感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