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活着余华读后感(模板9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
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
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活着余华读后感篇一

看完余华的小说《活着》，像是读了一部中国近代简史。作
者从一个普通人的经历，描写了民国、国共内战、土改、大
跃进、自然灾害、文革、包产到户……近半个世纪发生在中
国大地上的故事。这本书让我们了解了这半个世纪，普通中
国人生活的现状是什么样，特别是农村的生活情况。

作者通篇没有大数据和大场面的描写，没有华丽的辞藻，而
是通过一个个小故事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状况。读来却能触动
人的心灵，感人肺腑，使人过目难忘。

读完《活着》之后，我感触最深的有三点：

一、做人勿贪。主人公福贵，是地主家的少爷。家里有一百
多亩地，在村里的富裕程度可见一般。不幸的是，他染上了
赌博的恶习。他最初赌博的时候，或许想法很简单，想把家
里的一百多亩地通过赌博变成二百多亩。人只要一贪婪，心
态就变了。心态一变，道德、法律、廉耻、爱情、友情、亲
情都不顾了。所以佛家讲的三恶“贪、嗔、痴”中把贪列在
首位。

二、洁身自好。就是各种鸡汤里说的自律，佛家所说的各种
戒，儒家所说的修身。主人公福贵赌博输得倾家荡产回到家
里之后，长工叫他少爷。他说“别叫我少爷，叫我畜牲”。
后来他爹被气死了，最令我震撼的是那句话“我把我爹气死



了，却让我娘、家珍（我的老婆）、凤霞（我的女儿）跟着
我活受罪”。看到这句话，我才懂得了黄赌毒对一个家庭的
破坏力有多大。恶的事情，永远不能去尝试。

三、坚强。主人公福贵在年轻的时候，他的爹被他自己气死
了。他被抓壮丁的时候，他的娘因为生病而有疾而终。战争
结束后，好不容易全家团聚了，他的老婆家珍却得了重病。
他的儿子有庆，小学还没有毕业，由于一次医疗事故失去了
生命。他的女儿凤霞在生孩子的时候，失血过多而命赴黄泉。
他的女婿二喜卒于一起意外的工程事故。后来唯一陪伴他的
外孙苦根在七岁时不幸夭折。福贵所受到的不幸和打击接踵
而至，用他自己的话说“想哭都没有了眼泪”。也许这些岁
月他是说熬过来的，但没有一颗坚强的心是无法好好地活着
的。

人的一生少有一帆风顺的，谁没有经历过许多磨难、挫折与
困苦？但与《活着》中的福贵经历的这些苦难相比，我们所
受的那点苦与痛算什么？所以相比之下，我们算是幸运的。
只有活着，才能感受到幸福。

活着余华读后感篇二

一个小村，一座小城。还有主人公福贵。

这部小说的确让我感到沉重，我觉得《活着》是一部超越个
体情感而站在人类关怀的高度进行的创作。人的一生都不会
风平浪静，会经历无数坎坷风雨，但人就是要默默得为了活
着而忍受。这个看似荒唐的理由却充满了对生命价值的肯定
和人文价值的关怀，任何理由都不是人放弃生命的理由和借
口，这个简单却又充满思辩色彩的`道理被余华用小说的形式
进行了活生生地诠释。

“老人和牛渐渐远去，我听到老人粗哑的令人感动的嗓音在
远处传来，他的歌声在空旷的傍晚像风一样飘扬，老人唱道：



少年去游荡，中年去掘藏，老年做和尚。”书的最终似乎没
有忘记又留下讲述者自我在慢慢降临下来的夜幕中说的一句
令人回味的话，“我明白黄昏正在转瞬即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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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就是人生的田地，每一个被播种的苦难都会成长为一个期望。
他们就是我们自我的驭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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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艰难中活着，在活着中享受艰难！

活着余华读后感篇三

活着，很难。

求死，也不简单。

”要埋有庆了，我又舍不得。我坐在爹娘的坟前，把儿子抱
着不肯松手，我让他的脸贴在我脖子上，有庆的`脸像是冻坏
了，冷冰冰地压在我脖子上。夜里的风把头顶的树叶吹得哗
啦哗啦响，有庆的身体也被露水打湿了。我一遍遍想着他中
午上学时跑去的情形，书包在他背后一甩一甩的。想到有庆
再不会说话，再不会拿着鞋子跑去，我心里是一阵阵酸疼，
疼得我都哭不出来。我那么坐着，眼看着天要亮了，不埋不
行了，我就脱下衣服，把袖管撕下来蒙住他的眼睛，用衣服
把他包上，放到了坑里。“余华的故事和他的笔调一样的冰
冷，冷得让人感觉不到了悲伤。

活着余华读后感篇四

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所活
着，这是《活着》这本书中的中文版自序所提到的一句话。
我并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但在看完《活着》这本书之后，却
对它有了很深的感触。



老人吆喝起来：“二喜，有庆，不要偷懒，家珍，凤霞耕的
好，苦根也行啊。”其实这里只有一头牛，叫福贵。可谁也
不知道，这个名字却包含了老人的一生。

在他年少时，是远近闻名的阔少爷，有着一个还算美满的家
庭。但是他爹因为得知他赌钱输掉了所有家产后气死在粪缸
上。他娘没过多久也随他爹去了。女儿凤霞得了疾病，变成
了哑巴。儿子有庆给他们学校的校长——县长的女人献血，
却被医生无情的抽干了他的鲜血以保住那个女人的命，他唯
一的儿子死在了那个医院。人民公社成立以后，他唯一的哑
巴女儿终于找到了男人，一个偏头，叫万二喜。没过多久，
她的女儿因为生孩子时失血过多也死在了那个医院。随之，
他的媳妇家珍也平静的死了。只留下他的孙子苦根和他的女
婿双喜和他相依为命。后来，女婿在做工时被水泥板压死，
唯一的一个孙子也因为在吃豆子时撑死。只剩下他和那头老
黄牛。

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

人为什么要活着？

在读完余华的这本书后，我想我知道了答案。

为了活着而活着。即使你回顾你这一生，发现自己只是一个
过客，没有留下什么，也没有带走什么，但你也要活着，至
少你经历过。

文档为doc格式

活着余华读后感篇五

今天刚刚读完余华的书《活着》，可以说《活着》带给我的
不仅仅是感动、激动和悲伤，而是震撼和感叹。感叹主人公
富贵的命运的坎坷，震撼人的生存能力，当生活一次次苦难



要打垮富贵时，他又顽强地站了起来，好好地活着。

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开始，让“我”遇到了一位开朗乐观
的老人富贵，富贵给“我”讲了他的故事。虽然之前我已经
知道《活着》是个悲剧，但看到富贵在喊他的牛“富贵”干
活时，为了让牛不偷懒，他还故意喊着其他牛的名字，来激
励他的牛。我不免还觉得《活着》还有些好笑。看到后面才
发现富贵喊另外牛的名字，都是他死去的亲人的名字。

富贵的回忆最初他和父亲是两个败家子，父亲败掉了100多亩
地，而到他这又赌掉了剩下的100多亩地。读到这里，我甚至
觉得这么一个地主家的大少爷，一点不值得可怜，这也不算
什么悲剧，尤其是他打自己怀孕的妻子时，我感到愤慨。可
随着往下看，父亲被富贵气死了，母亲生病富贵去城里找医
生，结果被抓去当了民党，九死一生回到家。母亲死了，女
儿哑了，我就有些同情富贵了。当霸占富贵家产的龙二被枪
毙时，我有感叹世事的变化无常，富贵这个地主少爷因为把
家产败光了，反倒捡了一条命，还以为富贵的命也不错吗，
尽管日子很苦很艰难，但一家相互搀扶和关心，我甚至觉得
他们比家里有钱时更幸福。可当富贵家中唯一健康能干的儿
子有庆，为给县长的夫人输血而死，富贵背着儿子瞒着病重
的妻子埋了，而没瞒几天，妻子也知道，我无法再看下去了。
稳定了好长时间才让自己止住眼泪。可再往下看，还有更悲
哀的事情，多病的妻子去世，聋哑的女儿凤霞有一个疼爱她
的丈夫，却在生孩子时死掉了，女婿二喜又被砸死了，相依
为命的外孙因为吃豆子又撑死了。这人间的一幕幕悲剧怎么
全发生在富贵的身上，而老年的他却如此的乐观。

我觉得用什么语言来形容这个故事，都苍白无力似的，而作
者用《活着》这两个字，再恰当不过了，是啊，富贵他还活
着，苦难也没有把他击垮，这就够了。现在人们活在这个时
代，生活是富裕了，不会像富贵他们天天为吃不饱、穿不暖
而发愁，可精神生活却感到空虚和失落了，有些人没了生活
的目标，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了？富贵告诉我们，活着就



有意义，活着就是最美好的事。

真希望现在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珍惜自己现在所拥有
的一切，珍惜自己的生命，活着就是财富，活着就是意义，
活着就是幸福！不要总是纠结在“我为什么而活”、“我为
谁而活”的问题上，记住活着就好，没有什么理由让你放弃
活着。好好活着吧！

文档为doc格式

活着余华读后感篇六

有这样一位老人，他的一生相当坎坷，多种不幸都降临到他
的头上。年轻时由于战乱几乎失去了所有的亲人，一条腿还
因此落下了残疾；中年时，妻子也因病离开了他；不久，和
他相依为命的儿子又丧生于车祸。但是老人一直矍铄、爽朗
而又随和。别人感到疑惑：“您经受了那么多苦难和不幸，
可是为什么看不出有伤痛的样子？”老人将一片树叶举到询
问的人的眼前。“你瞧，它像什么?”这个时候正是深秋，这
片叶子已经枯了一半了，而另一半也开始慢慢发黄，甚至还
有许多被虫蛀的洞。“你能说它不像一颗心吗?或者说就是一
颗心?”老人自言自语。这是真的，是十分像心脏的形
状。“再看看它上面都有些什么?”老人将树叶更近地向他凑
凑。那上面有许多大小不等的孔洞，就像天空里的星月一样。

老人收回树叶，放到了掌中，用那厚重而舒缓的声音
说：“它在春风中绽出，阳光中长大。从冰雪消融到寒冷的
秋末，它走过了自己的一生。这期间，它经受了虫咬石击，
以致千疮百孔，可是它并没有凋零。它之所以享尽天年，完
全是因为对阳光、泥土、雨露充满了热爱，对自己的生命充
满了热爱，相比之下，那些打击又算得了什么呢?”

余华在《活着》一书中提到“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不
是为了除活着以外的一切事物而活着。”作为一部影响几代



人的文学作品，的确发人深省，耐人寻味。在新中国成立前
后的特殊阶段，时代特征突出，时代气息浓厚，活着是一分
痛苦也是一分快乐。书中主人公福贵的人生便是整个社会的
缩影，他的身上折射了整个底层民众的兴衰祸福。

人为何而活着？人是为了思考而活着？人因自爱而活着？人
为承担责任而活着？其实人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生物源自
于基因的需求就是生存，而万物不可能永生，所以说基因为
了自己的延续就必须繁衍。人最基础的目的就是生存与繁衍，
而生存又高于繁衍，所以说人活着就是为了活着。人的成长
就是探索事物发展规律和对抗本能的过程，所以说舍生取义
才会显的'如此高尚。但是如果有可行的选择的话，基本上所
有人都不会选择舍生取义，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基因突变的和
用死亡来逃避现实情况存在。

回到这本书，一个普通人“福贵”的一生。早年玩物丧志，
家道中落，妻子背离，父亲惨死。年少的福贵因贪图享乐而
活着，一步一步走向生活的陷阱，不得自拔，最终落得苟活
之地。而立时的福贵，家境清贫却自得，生活艰苦而自乐，
在一切渐入佳境之时，迫入壮丁，背井离乡，烽火连月，苟
且偷安。这时的福贵为了重回故乡而活着，在拂尘间摸爬滚
打，在硝烟里破茧重生。中年时的福贵，白发人送黑发人，
丧子的悲哀贯彻了整个家庭，这时的福贵必须为了支撑家庭
而活着，作为唯一的男人，是家的希望。老年的福贵，终于
有一点安稳的幸福，却造化弄人，丧女，丧婿，丧妻，再丧
孙，活着便是与一头黄牛相依相随。活着了无牵挂，活着仅
仅是为了活着而活着，通篇都是一个“惨”字。

但是无论山河如何变迁，时代以何种速度继续更替，生存对
于人的价值却始终如一。我们生来就为活着，为了活着而打
拼，为了活着而承受生活各方面的有形与无形的压力。在夜
深人静，愁思万千的时候，我们何尝没有盘问自己：活着的
意义在哪里？生存的价值在哪里？形形色色的人生小则为了
家庭，为了金钱，为了事业，大则为了社会，为了国家，为



了和平。每个人活着都有一个目标，都有一股推动自己进步
的力量。但在某种程度上看来，与其说是目标支持着生存，
不如说是为了活着而不断地找寻目标。

生活是一个又一个的小目标串联起来的有机整体，这些目标
的一个又一个地现实，则是人生的终极大目标。而这些目标
的实现归根结底是为了活着。联系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教
父”里的人生观，第一步要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第二步要全
力照顾好家人，第三步要尽力帮助善良的人，第四步为族群
发声，第五步为国家争荣誉。先物质后精神，满足自己的物
质需求，再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其实就是为了更好的活着。

我们太常见因为人生中的一个小目标一两次失败而灰心丧气
的人，他们失意，他们堕落，他们失去自信，有的甚至失去
活着的勇气。但凡是这样轻生或者只是有轻生念头的人，他
们都还没有完全看透目标与活着的本质联系。而这样选择死
亡逃避现实的人太多太多，他们嘴上追求活着的意义，追求
生存的价值，愿以死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这样的行为的
确令人肃然起敬。而这样的人生，却没能体会到生活的真谛。
以死的方式来实现价值并不是一个好的途径。

活着余华读后感篇七

活着，就要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千万别为自我
找什么借口，因为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
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活着》的主人公福贵，经历了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的岁
月；经历了人一生中的大喜与大悲。他死了爹娘，也丧了儿
女。说他可怜，也是，也不是。至少，他，还活着。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金钱？为了名利？
不！只是为了活着！如果人死了，那还讲什么金钱，什么名
利啊！你来了，并没有带来什么，那你走了，也不能带去什



么。你是清清白白来的，就得清清白白地走。任何人都是一
样。所以，活着只是为了活着。

虽福贵失去了一双儿女，还没有了温柔贤惠的妻子家珍，但
他还是得活着。从人性的角度上看，他确实很可怜。但是生
活总是这么艰辛、残酷和神秘莫测。活着的确很难，他饱受
着岁月的风吹雨打，但，他还活着！

在生活中，福贵他几乎一无所有。在别人眼中看来，他也只
是一个疯疯癫癫的糟老头子。可是他至少还有一样失去了就
再也得不到了的无价之宝，那就是——生命！

活着余华读后感篇八

合上《活着》的时候，落日酡红的脸蛋恰好沾上了地平线，
那一片黄土便愈发迷蒙，让我仿佛看到了福贵与牛。福贵蹲
靠在光秃秃的树干下，一杆烟袋冒着丝缕白烟，老牛许是倦
了，耷拉着脑袋，不知在思索还是睡着了。阳光扫过略有雾
气的黄土地，将镂刻的剪影慢慢投射过来，印在了我的心上。

福贵的爹是掉下粪缸死的，或许还要更早。在福贵败光了家
产后，福贵的爹便已经没有了奔头，生的念头没有了，人也
就算死了，不管他是否还是如常吃饭、睡觉、蹲粪缸，行尸
走肉与死有什么分别呢？这让我想起了春生。春生的死又何
尝不是如此呢？到底他们是没有看透，有什么能比活着更美
好呢？老子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龙二设下赌
局骗光了福贵的家产，可下场呢？龙二死前说了一句：福贵，
我是替你去死啊。是福是祸，当真难以定论。

家珍应该说是福贵的福星了。婚礼上他们常说：你是否愿意
无论是顺境或逆境、富裕或贫穷、健康或疾病、快乐或忧愁，
都毫无保留的爱他，对他忠诚？家珍从来没有接到这样的提
问，却成为了“我愿意”这三个字忠实的践行者。家珍的心
栓在整个家上，拴住有庆和凤霞的身上，直到有庆和凤霞全



都走了，她也便跟着去了。

有庆死于抽血过多，凤霞死于生孩子。有庆这个善良的孩子，
却死于他的善良，让人唏嘘不已；凤霞为了一个生命的诞生
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让人愈发感受到生命的可贵。两个人
都死于医院，这让福贵对医院产生了深深的恐惧。那种白发
人送黑发人的痛苦，也暗暗锻磨了福贵的生存意志。

二喜放不下的或许只剩苦根了。凤霞死后，他所有的生存意
念都放在了儿子身上。可造化弄人，他还是死了。临死前那
把胸膛都喊破的苦根，像极了另一个版本的《呐喊》，只不
过这个呐喊的主题是活着。

苦根也死了，整个家庭唯一的香火死于穷苦。因为穷苦，他
连豆子都很少吃，结果一次性吃了很多豆子，撑死了。所有
的亲人都死去了，只剩下孤零零的福贵。

不，还有一头同样年迈的老牛。

夕阳渐渐沉下了地平线，福贵起身，牵着老黄牛渐渐走远。
我不敢猛然合上书本，怕把最后一抹生命夹死。扉页的“活
着”二字愈来愈显眼，我却突然想起了《红楼梦》，想起了
那句：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活着余华读后感篇九

在寒假里，我有幸阅读了大作家余华所写的小说——《活
着》，尤觉人生是艰难而又曲折的。

这部小说以一个老人的回忆拉开了故事的序幕，讲述的是主
人公富贵的生活故事。富贵由一个放荡不羁的富家少爷变成
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的家庭也由幸福美满变得支离破
碎，这些有关过去50年中国历史中福贵复杂而又悲伤的经历，
奠定了他在晚年落寞生活图景下的孤独。在周围环境都发生



了变化的情况下，活下去的意志是福贵身上唯一没有被剥夺
的东西。因此，我想借这个机会，谈谈在生活中应有向阳而
生的精神的`重要性。

歌德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在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
谈人生。没错，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会布满无穷无尽的挫折。
就拿这本书的作者来说，作为医生之子，余华放弃了牙医的
职业而投身于写作之中。在这期间，他经历了事业的低谷期，
也曾因没有写作思路在深夜里沉思，可余华并没有轻易地放
弃他的写作梦，而是坚持每天阅读优美文章，甚至投进现实
生活中，去寻找写作的对象，也正是因为余华的努力，这才
成就了“中国的《约伯书》”——《活着》。

然而，在生活中也有许多与余华截然相反的人。他们知难而
退，在面对生活中的艰难险阻时选择了躲避，继而越来越多
的人选择了自杀，跳楼、割腕等悲剧日益增多，从而反映的
不正是那种无法直面困难时的恐惧和无助吗？世间的事情都
是如此，解决困难的最好办法就是勇于直面困难，在面对困
难时积极乐观，保持自信，勇敢地与困难作斗争！

以上种种事例，无不说明了在生活中有向阳而生的精神的重
要性。

因此，我觉得向阳而生的精神不仅应该体现在人的行动上，
更应该深入人类思维的深处。这意义有两个方面：第一，可
以使人树立正确的三观，勇于面对困难；第二，可以令人增
强心理素养，在遭受挫折时不轻易颓废，沦陷。

阳光总在风雨后，没有人可以轻易地成功，只有拼到最后的
人，才可以笑到最后，希望从我们00后开始，大家能对“向
阳而生”有更深刻的认识和思考，让真正的“向阳而生”具
体地融入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