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着读后感高中(精选7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活着读后感高中篇一

许是余华残忍冰冷的语调碰撞到内心深处的脆弱，才令读者
的心难以平静，久久震撼。

从解放到文革的漫长岁月中，人们安然接受着福祸相依，不
测风云的宿命，什么都愿舍弃，但盼望活着的念力和力量使
他们顽强，这并不是被现实荡涤而变得麻木。

作者余华认为：我更关心的是人们的欲望，欲望比性格更能
代表一个人的价值。而小说中的主人公富贵用平淡冷静的语
气陈述了自己坎坷悲痛的一生，作者说他显得木讷，“常常
以不知所措的微笑搪塞过去”。细细思考，有什么能像老人
富贵一样以悲惨的遭遇来诠释活着的勇气——即使命运荆棘
丛生，我依然面对生活，走完这一生的历程。

有时觉得余华太过残忍，以最为简单平淡的笔调书写着人物
的遭遇，仿佛那些不幸死去的人就该黯然消逝，那些悲惨的
命运就是他们的宿命，之后的他们还要若无其事的活下去。
但是作者若以同情而又悲悯的主线贯穿全文，那么我就无法
体会到？活着？的真正意义。就像红楼梦黛玉在宝玉新婚当
晚香消玉殒的故事，升华为一种凄美而又忧伤的意境；像那
一棵开花的树，等来的是凋零的心，一种遗憾的感伤让我们
难以忘怀她的等待。

小说的主人公富贵先是一个纨绔子弟，作为财主的儿子，不



学无术，最终所有家产被他败光，而恰恰是贫困让他发生改
变，体会到妻子家珍的善良，懂得家的幸福，所以他努力生
活。被迫入伍后，他日夜思念的是家，经历过生死搏斗后第
一时间赶到家中，也许这份念想才使得富贵在硝烟炮火之中
紧抓活着的希望。富贵的儿子有庆因献血而导致死亡，护士
却早已落荒而逃。我沉浸在有庆献血的情景当中，悲愤油然
而生，憎恨那些藐视弱小生命的人，他们为救势力（县长的
妻子）不惜牺牲十几岁小孩的生命。

余华并没有从表面的字里行间进行笔诛墨伐，而是通过读者
的感受及思想对社会的现实进行了一种无声的谴责，这正是
小说写作的高明之处，以一种无声胜有声的格调把自己的思
想解读给读者，然后引起人们的深思。

女儿凤霞，妻子家珍，女婿相继死去。留下了孙子苦根与富
贵朝夕相伴，由于贫困使得苦根越发懂事，当其他小孩嘻戏
在田野里，河畔上，三岁的苦根已经帮富贵割稻子，小小的
身影晃动在稻田间，富贵满眼是幸福！是疼惜！

小说中苦根的死让人觉得荒诞而又现实，生活太苦，苦根从
来没有吃饱过，乡亲送的豌豆对他来说是极好的东西，生病
的苦根因吃的太急太都被活活胀死。类似的是电影1942的情
景，老东家在逃亡的过程中，迫不得已把女儿卖进了腐朽之
地，因吃的太饱难以下蹲的抽泣。

活着和1942皆处于悲剧的时代，多少人因饥荒而被剥夺生命，
留给现实的只有悲凉。富贵并没有悲凉，他只是对自己的经
历缺乏热情，“仿佛是道听途说般地只记得零星几点”，他
对作者陈述记忆时的冷静并不是没有痛苦和恐惧，而是当经
历了撕心裂肺的生死离别后，已经使得所有事情的变幻都变
得自然而然，绝望也已经升华到坦然淡然的地步。

喜欢这本书的人大概也看过被改编的电视剧富贵，两者的结
局大相径庭，小说中“老人和牛渐渐远去。老人唱到：少年



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富贵和老牛相伴，读
懂生活，平静地走下去。而富贵结局是苦根和富贵迎接来了
新生活，新的希望。我想那编剧和读者都有一种悲天悯人的
感想，希望命运留给富贵最后的希翼陪他迎接到曙光。然而
此时却违背了作者这本？活着？的意义：即使命运蹉跎，我
依然努力的走下去。

最喜欢结尾这段话：“我知道黄昏正在瞬间即逝，黑夜从天
而降了。我看到广阔的土地和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
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降临。
”我总是这样理解它的含义——黄昏过后是黑夜，即使有暴
风雨的来临，但我依然能体会到生命存在的价值，它带来的
是安抚，让我坦然面对生活，勇往直前的走下去。

活着读后感高中篇二

丰子恺先生的文章读来雅致极高，虽然他的散文都是生活中
平淡家常的琐碎事物，但在丰子恺先生笔下这种简单平淡的
生活似乎成了一种风格，一种令人向往的淳朴雅趣的简单平
淡生活。他的文章里有一种境界——“闲看庭前花开花落，
漫随天外云卷云舒。”小学课本里最早读到的，是丰子恺先
生的《白鹅》——他的散文里面带着纯与真，读来时又倍感
亲切，文章里又带着一点人生哲思，韵味无穷。

他的水墨画简单的几笔就能勾勒出一个意境，朱光潜曾评价
他的画：“他的画极为家常，造境着笔都不求奇特古怪，却
于平实中寓深永之致。”这也是到现在，大众读者们都颇为
喜欢丰子恺先生的文章和字画的原因，在这里仿佛我们回归
到人生最初的纯与真，在这里从寻常事物中发现最有趣味的
人生哲学。

这本书整理了丰子恺先生以往的经典短篇散文和他的小画，
集合成书。我很喜欢他文字里的简单淳朴，仿佛在和你讲他
过去的故事，平易有趣又富有哲味。合上书却倒过来一想，



生活本就简单平淡，在丰子恺先生的笔下最妙趣横生，我却
成天嚷嚷着无聊想要过有趣的日子，其实生活中的“有趣”
并不是只在丰子恺先生的笔下，而是同他一样有豁达开朗的
心。带着这样的一颗单纯的童心去生活，发现生活中有趣的
琐碎小事，发现人生中的哲理。丰子恺先生有一句话，大家
都熟知的一句生活哲言：“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你若
恨，生活哪里都可恨。

你若感恩，处处可感恩。你若成长，事事可成长。不是世界
选择了你，是你选择了这个世界。既然无处可躲，不如傻乐。
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净土，不如静心。既然
没有如愿，不如释然。”若能拥有这样的胸怀去过柴米油盐
酱醋茶的生活，你的生活中又何处不开花，何处不充满诗意
呢，活着这回事，本来就是单纯。

“我们虽然由儿童变成大人，然而我们这心灵是始终一贯的
心灵，即依然是儿时的心灵，只不过经过许久的压抑，所有
的怒放的、炙热的感情的萌芽，屡屡被磨折，不敢再发生罢
了。这种感情的根，依旧深深地伏在做大人好的我们的心灵
中。这就是‘人生的苦闷’根源。”倘若我们怀着一颗赤子
之心去成长，也会像丰子恺先生那样豁然开朗吧!书中还收录
了丰子恺的美学讨论，你都可以发现丰子恺先生那怡然自得、
宠辱不惊的心性。这在他的中国水墨画里，也是一个很好的
体现。他的中国画无人不爱，在微博上都一直经久不衰。简
单的毛笔线条，水墨的色彩深浅层次，便勾画出无穷的意境，
简单的画里却蕴含着大大的世界，蕴含着人生的哲理。又带
着一种淡淡的愁，让人静心下来想起过去的田园生活。

“这个世界不是有钱人的世界，也不是无钱人的世界，它是
有心人的世界。”有心何处都是境界。再小的琐事里都能发
现生活的哲理。《生机》中水仙花遭遇了旱灾，水灾和冻灾，
却联想到人生，只要生机不灭，不管遭遇什么样的挫折和困
难，你都会有见到阳光的那一天，国家民族亦是如此。透过
一株水仙花的成长便能有如此广阔的眼界，又何尝不是心境



呢?《吃瓜子》都能有这么多的趣闻，又何尝不是生活的闲情
雅致呢!《从孩子得到的启示》里与小孩子的问答都能窥见人
生的哲理，撤去世间的因果关系的网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身的
实质。丰子恺大师可以说是有心生活之人，才会有这么多细
致的发现和感悟，自然也就是人生的最高境界——闲看庭前
花开花落，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这本丰子恺的经典名篇集更适合珍藏，这些散文里的哲理适
合在你这个时候拿出来看一看，就会豁然开朗，或许这就是
丰子恺先生散文的魅力之处，他用一颗单纯的童心把生活过
得如此透彻，简单生活，平淡是真，活着本来就是一件单纯
的事。

活着读后感高中篇三

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每个人都背负着不小的压力，
就连朝气蓬勃的中学生也被考学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每个
人都在忙碌着，甚至抱怨着。

我也曾经抱怨生活，抱怨自己玩耍的时间不如别人多，抱怨
别人有的东西我没有，抱怨学习压力大。但我读完《活着》
之后，我发现生活并没有那么糟。我仅仅是因为一些小事抱
怨，而故事的主人公福贵经历了种种磨难却仍没有对生活失
去信心，坚强的活着。

福贵曾是一位富家子弟，整天游手好闲，最终因为赌博输掉
了祖上几代人的心血，成为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后又因
去城里请郎中遇到了军的连长被抓去充兵，在炮火与硝烟中
死里逃生，诱因解放军的开明政策得以重返家乡。但回乡后
他发现自己的娘已经永远的离开了自己，女儿又因感冒永远
失去了声音和听觉。尽管这样，福贵仍选择与家人继续生活。
几年后，福贵的儿子因给自己的校长献血而死掉，老婆又一
病不起生活陷入了困境，好在不久后自己的女儿凤霞嫁了人，
无论是在经济还是精神上都得到了一定安慰。然而好景不长，



凤霞有因难产死在了医院，富贵的老婆终于忍不住悲痛永远
的离开了富贵。不久后自己的女婿又因水泥板倒塌死于非命。
就只剩下逐渐老去的福贵与小孙子相依为命，谁知不久后小
孙子因吃了太多的豆子也离开了他。坚强的福贵尽管命运再
三捉弄他他仍然选择了坚强的活下去!

正如《西雅图时报》所说：这是一次残忍的阅读。我无数次
的感叹福贵命运的悲惨，而他自己却勇敢坚强的面对了这一
切，令我既佩服又感动。

想想看，我的生活其实十分美好我有一个和谐美好的家庭，
我的家人和我都十分健康。并且我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生活，
我不用担心自己的吃穿。比起福贵，我没有任何理由来抱怨
生活。

一个人在遇到困难是不应该总想着抱怨，而应多想想解决办
法克服困难，并永远保留一个信念：坚强的活着!

活着读后感高中篇四

平凡，但不平庸。

活着或死亡都是年轻生命难以驾驭的题目，这薄薄的一本书
却花费了我好长时间，这让我更加切身体会的读懂了这本书
的含义。

《活着》从一个旁听者的角度导出了一个普通人平凡但又曲
折的一生。主人公福贵生活在那个纷乱有特殊的时代。经历
了战争。杀伐以及一系列动荡的的生活，经历了家庭的幸福
到衰落，身边的人陆续的死去。在他们的一生中，不知失去
的多少东西，失去金钱，失去亲人，最后只剩下一头头瘦骨
嶙又险些被人宰割的老牛与他为伴。

最让人心痛的莫过于福贵的儿子抽血过多死了，那么天真的



一个孩子，遇上了一个“医术高明”的医生，为了救县长的
老婆，没想到那县长还是跟他一起饱受战难的春生。人生最
大的痛苦莫过于此了吧，你总会面对到一些不想接受的现实。

这个世界确实不公平，有人可以享尽荣华富贵，而有的人却
只能像福贵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挥洒着汗血过完一生，面
对这样的不公，憎恨逃避都是徒劳，甚至我也不知道到底该
怎么做，我只能面对现实，或者依靠努力打破现实，但不管
怎样，我始终希望自己能对世界友好，因为你很难改变世界，
但世界改变你却易如反掌。

回到书本，福贵做到了不被世界改变，就算经历什么大起大
落，他总是能无动于衷，依照着自己的意愿进行下一步的打
算。

活着容易，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不容易。

活着读后感高中篇五

如何让自己过上悲惨生活，「去比较」，会觉得好像全世界
都过的比自己好。

不。

倾听了一些故事，尤其今天看完《活着》，又不是一个人承
受着生命不可承受之重，每个人心里都有苦在受着，突然觉
得安慰不少。

我一直哭，一直哭，哭自己没有新鞋子穿，直到发现有一天，
有的人，他没有脚。

风光浪荡了一时的福贵，苦了却一世。活着，为了活着而活
着。活得艰难且坚强。作者却把至亲的死描述的很淡然，人
应该最忍受不住的便是至亲的突然离去吧。好像等你刚看到



希望放心去忙活，一转身回来，人就没了。

福贵这一世看着自己的父母离去，儿女离去，女婿离去，最
后到相依为命的小外孙也离去。没有悲叹命运不公，反而他
释然了，毕竟，”鸡养大了变成鹅，鹅养大了变成羊，羊大
了又变成牛。” 活着，还是有希望。

与老牛”福贵”的相依为命，以及他嘴里吆喝的”有庆””
二喜””家珍””凤霞“”苦根”这些耕了几分几亩地的”
牛”，都是他的希望吧。

死了的人都想活回来，活着的人就更应该好好活着。

活着读后感高中篇六

一、“活着”的深意

“活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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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聊与平庸。

福贵,这个曾经风光一时的富家少爷因为年轻时无所顾忌的胡
闹和为所欲为毁掉了自己和家人一生的幸福。他终于在贫困
中觉悟,也许那并不算迟。可厄运的阴影一直追随着他的脚步,
残暴地夺走每一个与他有缘的人的生命,毫不同情。他的父母
在家境败落后相继死去,丧失子女的伤痛还未平复,与自己同
甘共苦的妻也离他而去。最后,连他唯一的孙子也没有逃过死
神的魔掌,只剩下他一个人孤独地活着。

福贵亲手埋葬了六个至亲的人。不知是命运对他的特别眷顾
或是另一种惩罚,他活了下来。在历经了那么多另人难以想象
的苦难之后,他学会了忍受,忍受生活的重压。他只是很单纯
地为了活着而活着。



记得有那样一句话：

生活就是人生的田地,每一个被播种的苦难都会长成为一个希
望,他们就是我们的双手。不管身上承受着什么,不管脖子上
套着什么,不管肩上负载着什么。

犹记得两年前看《活着》时的感受——心痛。

“有庆不会在这条路上跑来了。”

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
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洒满了盐。

为了救县长的女人,有庆可以说是被害死了。看到这里我流泪
了,尽管怀疑故事的真实性,却始终感到沉重。因为当时社会
复杂的人际关系,有庆送掉了年轻的生命。我一直无法释怀,
眼前总是浮现出一个瘦小的男孩举着鞋,朝我跑来.他分明是
笑着,我却看到了他眼底的悲哀。

二、简单的幸福

“我也不想要什么福分,只求每年都给你做一双新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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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ningca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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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着读后感高中篇七

这部小说大约是在7月开始阅读，那段时间手头上的工作也比
较集中，只能抽空看-早上没睡醒的地铁，午休时….我印象
最深的，是一次在晚上10点左右，从虹桥足球站回徐汇区，
在地铁上本来已经疲惫不堪，拿出包里的电子书时，正好讲
到有庆每天都要去人民公社看曾经是他家的羊，心里一下开
出了小花：“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人啊，原来羊也可以做宠
物。”

《活着》的结尾令我难忘，唯一活着的老人福贵给他的老牛
也取名叫福贵。叙述者看着老人和老牛在暮色苍茫中慢慢消
失，留下他独自一人：

“我知道黄昏正在转瞬即逝。黑夜从天而降了。我看到广阔
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
着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来临”。

这本小说之所以能让我感动，很大一部分不在于主人公富贵
的命运多舛，而是在于他在描述这段命运时的平静，让人惊
诧的平静，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才能做到平静的描述至亲
一个接着一个离自己而去，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我想那就
是忍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