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人生读后感(通用7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当我们想要好好写
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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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读后感篇一

这是一个关于重新开始的故事。关于爱、勇敢与成长。

你们觉得，人生，能用一纸清单来规划吗？

布里特玛丽，一个超级无趣的63岁的女人。她从未出过远门，
每天6点准时吃饭，打扫一定要用菲克新牌的小苏打，每天都
要列一张清单，不允许有任何的波澜。但是，一个让她50多
年都没有取下过左手无名戒指的人——肯特，却出轨了。她
开始害怕，自己死掉的时候，就像新闻上那些老人一样，没
有人注意到。于是她来到了博格，找到了一份工作。博格是
一座足球小镇。这里有一群野孩子，一群小混混，一个酒鬼
和一个盲人。这些人，这些事，让她的生活开始脱离了正轨。

弗雷德里克·巴克曼是这本小说的作者。他十分擅长用细致
入微的文字，把这个人物的一切都扎根在你的心中，控制你
哭，控制你笑，仿佛有一种魔力。比如说，这一段：“推购
物车的总是肯特。布里特玛丽会走在他的身旁，扶住购物车
的一角。并非为了掰直车子指引方向，而是因为喜欢抓着肯
特也正抓着的东西。正因如此，无论去哪里，他们基本都会
在一起。”读完这一段，很真实，但是也让人很心疼：为了
别人而活呀，也许自己看来很快乐，但是却迷失了真正的自
己。

《清单人生》这本书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在于一切未知的



东西。我们不需要为了别人而活，也不需要笼罩在别人的阴
影下面。每个人的心中都得有一个信仰吧。为它而活吧！像
布里特玛丽一样，尽管已经63岁，也要重新开始，一路驶向
人生的远方。也许，会在一个转角处遇见更好的风景，或是
直接抵达自己的心之所向。没有人可以指挥你——只有你，
紧握着生活的方向盘，嘴角咧开。就算你已经老了，踩下油
门，向前吧。

人生读后感篇二

读完这本书以后，我才真正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善有善报恶有
恶报。

每个人的一生中或多或少的`都会犯下错误，无论你是无意的
还是有心的，这个错误所带来的后果都需要你自己来承担。

即使书中的高加林，为了利益抛弃了纯朴的农村姑娘刘巧珍，
为了高官厚禄不惜一切走后门，可我们依然不能否认高加林
有着极好的工作态度，较高的文化素养以及丰富的情绪感受。
他踩着罪恶，迅速地登上了人生的新巅峰，但现实终究毫不
留情地将他摔在地上，危急时刻农民的纯朴与安慰却又像一
层软软的鹅绒垫子将他接住，不至于让他粉身碎骨，对世界
失去所有希望。这像极了我们与父母，小时候，顽皮的我们
让父母操碎了心，恨不得马上离开父亲的管束，母亲的唠叨；
长大后，出去闯荡了才发现，生活有多么不易，一腔热血惨
遭社会的冷水泼洒后，狼狈地回到乡下，父母却温和的笑着，
轻抚你的脑袋，告诉你还有他们会支持你，让你重燃一腔热
火。

高加林的一生，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爱情上都是大起大落。
面对纯真善良的刘巧珍与饱读诗书的黄亚萍，他难以抉择，
他喜欢刘巧珍的单纯可爱不娇作，却又渴望着黄亚萍这样的
先进思想与他畅谈。



可俗话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在利益与爱情面前，高加林
选择了前者。但最后，利益前程丢了。当高加林昧着良心选
择黄亚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不会再偏爱他了。

做事，凭着良心，追随本心，一步一个脚印，才能走得远。
愿再次相见时，你依旧是少年

人生读后感篇三

离人远了，离神就近了。

“孤独之所以为人生的重要体验，不仅是因为唯有在孤独中，
人才能与自己的灵魂相遇，而且是因为唯有在孤独中，人的
灵魂才能与上帝、与神秘、与宇宙的无限之谜相遇”封底这
句话吸引着我去阅读它。

在此前一段时间里，我尝试了很多努力与自己的灵魂相遇，
却未曾想过与上帝、与神秘、与宇宙的无限相遇，所以后半
句太吸引我了。

翻看近来发的一些图片，常透着一丝孤独感，不过并没有因
此而苦恼，反而觉得舒适自在。阅读周国平这本关于“孤
独”的书，发现它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灵魂永远只能独行，
离人远了，离神就近了，人生可能因孤独而丰盛起来。

本书共六章，周国平分别从生命、独处、爱情、人生、生活、
灵魂角度分享了生活的感悟。

现代社会，充满着喧嚣与浮躁，人们的生活愈来愈复杂。得
到了许多物质享受，却并不幸福，拥有了许多便利，却并不
自由。

而“真正有智慧的人不会通过外界的满足来让自己快乐，而
是会向自己的内心寻求。”世界愈喧嚣，我心愈宁静，内心



的满足往往也只能向内求。

内心空虚的人往往害怕孤独，他们千方百计地寻找各种外物
来掩饰，然而愈追求物欲，愈感到空虚，因为他们不明白，
灵魂的独处才是治愈内心空虚的良药。

近来在收拾旧物，断舍离掉一些不是生活中的必需品，活得
简单才能活得自由，过简朴的生活，以便不为物役，保持精
神的自由。一个人把许多精力给了物质，就没有什么闲心来
照看自己的生命和心灵了。

人生读后感篇四

对于人生，哲学的思维，是可以带领我们的生活走向更加光
明的地方；对于哲学，人生的路程是修行和体会的过程。两
者在我看来，密不可分。

本书作者傅佩荣，哲学系教授。最早开始认识这位学者，是
在网上看到他在上海图书馆的一次讲座《活出入道的生命智
慧》。记得当时他曾为一位观众解释庄子的一句话：化无用
之用为大用。在我看来晦涩难懂的古话，教授却能很简单的
举例说明把它解释的很清楚明了，至今记忆深刻。如果我们
只把我们认为有用的东西留下，把其他认为没有用的东西丢
掉，那么这个唯一有用的东西也会变得很无用。被人认为无
用的东西，反而是很宽泛的，能带给我们喜悦的，虽不被人
们重视却能成为大用的。虽然解释的话语只是寥寥几句，让
我着实非常佩服。不愧是被哲学家称赞为：一个优秀的哲学
教师的本事不在于让学生接受他的见解，看到他多么的有本
事，而是让学生们收到他的思想熏陶，是思想始终处于活跃
的状态。

在本书中，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谈到了儒家的风格，价值观。
提到儒家，我们的第一惯性思维肯定是会联系到孔孟。孔子
是没有什么著作的，一般是他的学生去把他的话语整理出来，



找出其中一贯的思想。但孔子一直觉得没有人理解他懂他。
直到第五代孟子的出现，在写著作的时候才算是最贴近孔子
的中心思想，加以自己的发挥，将其名为“仁政”。只有上
面行仁政，老百姓的生活才能安乐。而孔孟的核心思想，即
人文主义，人与人适当的关系。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
人”。就是人可以弘扬理想，却不是靠这里想来弘扬人。可
见我们的生活中必须要保持着始终的理想。并且是自愿有这
样的理想，并且很自觉地冲着这个理想而去努力学习，生活。
发自内心的去做一些为了理想的奋斗，这样才有意义。

在本书中，也解释到了人并不是本性善，而是本性向善等理
论。正如善与恶，其实都是价值上的概念，而任何价值的呈
现，都是自由选择的前提。所以在我们特别小的时候，我们
是没有办法评价理性的思维做出选择。对于这点，性本善就
无法达到。等我们长大以后，可以自由选择的时候，我们会
面临着善和恶两扇大门的选择，所以在我们做事情时候，很
可能会至善，也可能是变恶。到此能看的出本善这一点是无
法得到验证的。但是不管多么凶恶的人，他都会有善良的一
面存在心底这是我们不可否认的。人无完人，同样的，也没
有完全恶的人。

由此可见，哲学一个看起来枯燥无味的话题，需要充满活力，
思维跳跃有趣，才能将这些无味难懂的文字化做我们生活中
的指引。而让人产生兴趣就需要对凡事保持好奇的态度。哲
学就是培养智慧，发现真理，然后来验证真理的过程。这些
理论都结合了很多实际，浅显易懂，但却能从中捉摸出一些
人生的大道理供我们参考，同时也能感受到很多作者的思维。

读过这本书后，我想我能更好的为自己的人生做一些规划和
设计。把这些哲学的思维，更加实际化的运用到平日生活中。
让自己做一个很充实，有理想，有底蕴的青年，更加深刻的
去体会哲学的思维。

以上便是我的读书感想。



人生读后感篇五

人，生于天地之间，必然会仰望天空，脚踏大地；必然会看
天、看地、看人类自己。又因为人类是理性的动物，所以面
对天、地、人必然会产生惊奇和疑惑，于是思考产生了，哲
学就开始了。

周国平先生说：“哲学是对整个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问题的思
考。”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关键词：整个、根本、
思考，两大范围：世界和人生。对世界的思考，就是世界观。
对人生的思考就是人生观。

傅佩荣先生说：“哲学作为一门学问，原来只是一种生活态
度，就是保持好奇的天性，探询一切事物的真相。这种态度
被称为‘爱智’。自从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人生是不值
得活的。许多人开始觉醒，并且思考自己的人生应该何去何
从。的确，哲学脱离人生，将是空洞的；人生缺少哲学，将
是盲目的。方东美先生说：哲学不能烘面包，但是能使面包
增加甜味。换言之，哲学不能当饭吃，但是能使人知道吃饭
是为什么。”

人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生死。可是这个问题不好解决，连孔子
都说“未知生，焉知死？”所以我们要退而求其次，思考：
如何才能让自己更好的成长，更好的为社会发光、发热？我
们应该就像一棵树，默默生长，努力舒展自己的枝与叶，同
时尽可能的奉献一点绿荫和清洁的空气。如此甚好，如此足
矣！

人生读后感篇六

季羡林谈人生，是季羡林（季羡林：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
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
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谈人生问题的短文的汇集，
是他在望九之年发出的人生感悟。耄耋之年，正是人生的一



个极为特殊的阶段。世事沧桑，从这样一位智识老人口中道
来的人生感悟，如陈年佳酿，沁人心脾。令人爱不释手的是，
季羡林的人生感悟，是以十分简洁、通俗的百姓语言娓娓道
出的，通篇难以找到时下一些教科书式的人生哲学教材中充
斥着的概念和说教。

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季羡林赞成张载“民胞物与”的
世界观，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点。把自
然界看作是人类的伙伴，对自然界的利用要使用和平的手段，
而不是强制的手段。也就是说，是利用自然，不是征服自然。
否则，人类会受到大自然的报复或惩罚。

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季羡林提出：“能为国家、为人民、
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的本性的，就是有道德的人。能够百
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他就是一个
及格的好人。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道德水平越高。百
分之百，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绝无仅有。反之，
为自己着想而不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坏。” 对待一切
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二字箴言：
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
忍者，相互容忍也。

在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上，季羡林的化解
之法是，惟有消灭私心，“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正是基于这种人生观，季羡林对人生具体境遇的态度，无论
是对人生的不完满、世态炎凉，还是对爱情、老年等等的论
述，都显得豁达、宽容、乐观和实用。人生在世，每个人都
应该认识和实现自己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个意义和价值基
于平实的真理。季羡林的人生哲学也许不是无懈可击的，但
却是平实而真挚、引人向善、切实可行的。

人民大道被丛丛的树叶所簇拥着，连滤过的阳光也是绿色的。



在天一书店的路上，远远看见两位老人在行乞，记得很久以
前他们也在，穿着朴素而破旧的衣服，脸庞干洁，微黄却不
失笑容，我都会在他们的塑料碗上放上一些硬币，我不用理
会他们是否骗我，一位活了近半个世纪的人心中早已形成了
自己的尊严，他们会出来行乞一定有他们自己的苦衷，我会
尽我所能来帮助他们。

虽然我没遇见过，但我对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深恶痛绝，也许
是出自本能，他们拥有双手却不努力工作，拥有头脑却不努
力思考，拥有双脚却不脚踏实地，这种人更应该被指责，相
比于那两位老人，早已步入垂暮之年，生活自理已成难事，
行乞只是一种不得已的手段，他们理应被我们所尊重，去帮
助。

我们一些人常抱怨自己的人生。环境时，却挤得出时间去几
趟kfc，逛几次ktv，从他们身上我看不出什么好得到的，我想
他们才应该被指责，被批评。

但我常常只听过乞丐被鄙视，却从未听说他们这类人被鄙视
的。

这真是奇怪啊？

人生读后感篇七

在当今这个社会，仍然存在着不公。有些人因贫穷而自卑，
有些人因富裕而趾高气扬，只有少数人贫穷又自信，只有少
数人富裕又高尚，在这少数富裕又高尚的人中，就包括被舅
舅称为“小哥白尼”的本田润一。

众所周知，哥白尼是提出日新说的伟大天文学家，但本田润
一怎么会和哥白尼扯上关系呢，这都要从某一天说起。

那天，小哥白尼俯视着东京银座的街道，心中突然冒出一个



想法，他的想法让舅舅吃了一惊，因为他独立思考很多看似
简单的事儿，由此被称为“小哥白尼”。

小哥白尼在中学的一段时间里，经历了一些足以改变他一生
的事，比如下雪那天，小哥白尼不经意之间违背了和朋友许
下的誓言，他原本以为朋友们会很记仇，或者会与他绝交，
于是小哥白尼听从舅舅的话，给朋友写信表示歉意，才发现
朋友们根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众多使小哥白尼困惑的问题，一一被舅舅在笔记本中解答，
小哥白尼也慢慢体会到了人性的复杂和社会不公之处。

“我们拥有决定自己言行的力量，因此会犯错，我们拥有决
定自己言行的力量，因此能从错误中重新站起来。”这是小
哥白尼舅舅在笔记本上鼓励他的一句话。

我觉得小哥白尼的舅舅不像他舅舅，更像是他的人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