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傅雷家书读后感段落(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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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
读后感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傅雷家书读后感段落篇一

“亲爱的孩子，您走后第二天，就想写信，怕您嫌烦，也就
罢了。可是没一天不想着您，每天清早六七点钟就醒，翻来
覆去的睡不着，也说不出为什么。好像克利斯朵夫的母亲独
自守在家里，想起孩子童年一幕幕的形象一样，我与您妈妈
老是想着您二三岁到六七岁间的小故事。”

前面的语句摘自《傅雷家书》，是傅雷老师写给他儿子傅聪
的。从上面的语句，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傅雷的爱子情深。对
于长大的儿子，希望他茁壮成长，向外发展，但又不忍孩子
远离身边。其实家长都是这样的，从八月怀胎到十月分娩，
家长辛辛苦苦，一步步将儿女哺育成人，为的就是希望子女
才有所用，以后不至于露宿街头。而，儿女成才之际，亦是
离开屋檐独飞之时。作为父母，既为他们而高兴，也为此伤
心难过。毕竟是骨肉之情。作为我们应该体会、理解父母的
苦心，让父母看到他们想看的一幕——我们快快乐乐的生活，
也算是报答了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

二、傅雷对儿子的鼓励

“以演奏而论，我觉得大体很好，一气呵成，精神饱满，细
腻的地方非常细腻，tonecolour变化的确很多。我们听了都很
高兴，很感动。好孩子，我真该夸奖您几句才好。回想一九
五一年四月刚从昆明回沪的时期，您真是从低洼中到了半山
腰了。希望您从此注意整个的修养，将来一定能攀蹬峰



顶。”

这是傅雷老师，听过儿子傅聪的录音后，对儿子所讲评的。
这里面包括了，傅老师对儿子的录音，精细的分析，以及客
观的赞赏。并且在后面提到了对儿子的希望。这是家长对孩
子的教育方法。既要体现出自己对孩子的肯定，让其有努力
拼搏的决心，以及会成功的信心。另一方面，也提出了自己
的希望，给孩子指明了前进的路线，发展的方向。而我们当
子女的，也应在父母指引的道路上，吸取父母的经验，取长
补短发展自己的新道路。

三、傅雷的嘱咐

“在公共团体中，赶任务而妨碍正常学习是免不了的，这一
点我早料到。一切只有您自己用坚定的意志与立场，向领导
婉转而有力的去争取。否则出国的准备又能做到多少
呢？——特别是乐力方面，我一直放心不下。从今以后，处
处都要靠您个人的毅力、信念和意志——实践的意志。”

千叮咛万嘱咐，父母心放不住。儿子面临社会千变万化，如
何应对，作为父母百感交集。用自己走过的经验，提醒儿子
少走怨路，多踏捷径。这是天下父母的想法。孩子，是父母
生命的延续，是父母心中托起太阳的希望。父母走的弯路，
不希望孩子重蹈覆辙，希望他们能比自己“更上一层楼”。
青春期的我们，应该放下逆反的心理，听从父母的教训，理
解父母的苦心。其实，这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好，为了我们以
后的生活更加轻松、快乐。

四、母亲的关心

“望您把全部精力放在研究学问上，多用理智，少用感情，
当然那是要靠您坚强的信心，克制一切的烦恼，不是件容易
的事，但是非克服不可。对于您的感情问题，我向来不参加
任何意见，觉得您各方面都在进步，您是聪明人，自会觉悟



的。我既是您妈妈，我们是体戚相关的骨肉，不得不要唠叨
几句，加以规劝。”

要说还是母亲的心细，父亲在儿子前途上，用心良苦，而母
亲在最细微的地方——儿子的感情问题着手，给儿子一明确
的道路方向。告诉他如何处理自己的感情和事业的问题，让
儿子明白着重点是那里。我们也应接受傅雷妻子的教训，我
们应该明白自己的重点，明白自己的任务以及道路与方向，
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把握住方向的分寸。这
样有助于我们成功。

五、傅雷爱子心切

“孩子，我谑待了您，我永远对不起您，我永远补赎不了这
种罪过！这些念头整整一天没离开过我的头脑，只是不敢向
您妈妈说，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宁！真的，
巴尔扎克说得好：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

离别之时，父亲傅雷自责对儿子的管教严格，手段“残忍”。
竟然成了自己的错误。哎，其实这是爱子情深啊！“少时不
努力，老大徒伤悲”！傅雷老师在儿子幼时，严加管教、一
丝不苟，“残忍地虐待”了儿子傅聪。听来笑话，哪里有父
亲虐待自己的亲生骨肉的呢？俗话说得好，棍棒底下出孝子，
而傅雷老师用的是严父底下出才子。平时，父母对我们实
行“暴力”的时候，我们应该抱有理解的态度，我们要体谅
父母的心急如焚。因为他们这么做是对我们好，也是恨铁不
成钢。毕竟父母们都抱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愿望啊！

傅雷家书读后感段落篇二

一、真的，巴尔扎克说得好：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

二、在公共团体中，赶任务而妨碍学习是免不了的。这一点
我早预料到。一切只有你自己用坚定的意志和立场向领导婉



转而有力地去争取。

三、自己责备自己而没有行动表现，我是最不赞成的！只有
事实才能证明你的心意，只有行动才能表明你的心迹。

四、辛酸的眼泪是培养你心灵的酒浆。

五、得失成败尽量置之度外，只求竭尽所能，无愧于心。

六、人一辈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浮沉。惟有庸碌的人生活
才如一潭死水；或者要有极高的修养，方能豁然无累，真正
解脱。

七、太阳太强烈，会把五谷晒焦；雨水太猛，也会淹死庄稼。

八、一个人惟有敢于正视现实，正视错误。用理智分析彻底
感悟；终不至于被回忆侵蚀。

九、最折磨人的不是脑力劳动，也不是体力劳动。而是操心。

十、多思考人生问题、宇宙问题。把个人看得渺小一些。那
么自然会减少患得患失之心。结果身心反而会舒坦，工作反
而会顺利。

十一、人寿有限，精力也有限，要从长远着眼，马拉松才会
跑得好。

十二、中国哲学的思想，佛教的思想，都是要人能控制感情，
而不是让感情控制。

十三、假如你能掀动听众的感情，使他们如醉如痴，哭笑无
常。而你自己屹如泰山，像调度千军万马一样的大将军一样
不动声色。那才是你最大的成功，才是到了艺术与人生最高
的境界。



十四、一个人没有灵性，光谈理论，其不成为现代学究、当
世腐儒、八股专家也鲜矣！为学最重要的是“通”，“通”
才能不拘泥、不迂腐、不酸、不八股；“通”才能培养气节、
胸襟、目光。“通”才能成为“大”，不大不博，便有坐井
观天的危险。

十五、艺术家与行政工作，总是不两立的！

十六、世界上最纯洁的欢乐，莫过于欣赏艺术

十七、永远保持赤子之心，到老你也不会落伍。永远能够与
普天下的赤子之心相接相契相抱！

十八、有矛盾正是生机蓬勃的象征。

十九、惟有肉体禁止，精神的活动才最圆满：这是千古不变
的定律。

二十、只要是先进经验，苏联的要学，别的西欧资本主义国
家的也要学。（50年代怀有如此“反动”的思想，相当不易）

二十一、我们一辈子的追求，有史以来有多少世代的人追求
的无非是完美。但完美永远是追求不到的，因为人的理想、
幻想永无止境。所谓完美像水中花、镜中月，始终可望不可
及。

二十二、一个人对人民的服务不一定要站在大会上讲演或是
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随时随地地点点滴滴的`把自己知
道的、想到的告诉人家，无形中就是替国家播种、施肥、垦
殖。

二十三、一个人要做一件事，事前必须考虑周详。尤其是改
弦易辙，丢开老路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理智做一个天平。
把老路和新路放在两盘里精密地称过。



二十四、孩子，可怕的敌人不一定是面目狰狞的，和颜悦色、
一腔热血的友情，有时也会耽误你许许多多宝贵的光阴。

二十五、现在我深信这是一个魔障。凡是一天到晚闹技巧的，
就是艺术工匠而不是艺术家艺术是目的，技巧是手段。老是
注意手段的人，必然会忘了目的。

二十六、生性并不“薄情”的人，在行动上做得跟“薄情”
一样，是最冤枉的、犯不着的。正如一个并不调皮的人耍调
皮，而结果反而吃亏，一个道理。

二十七、汉魏人的胸怀更近原始，味道浓，苍茫一片，千载
之下，犹令人缅怀不已。

二十八、艺术特别需要苦思冥想，老在人堆里。会缺少反省
的机会；思想、感觉、感情，也不能好好地整理、归纳。

二十九、而且究竟像太白那样的天纵之才不多，共鸣的人也
少。所谓曲高和寡也！同时，积雪的高峰也会令人有“琼楼
玉宇，高处不胜寒”之感，平常人也不敢随便瞻仰。

三十、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动物，偶尔流露一下不是可耻的事。

三十一、高潮不过分使你紧张，低潮不过分使你颓废。

三十二、艺术不但不能限于感性认识，还不能限于理性认识，
必须要进行第三部的感情深入。

三十三、艺术家最需要的，除了理智以外，还有一个“爱”
字。

三十四、一切伟大的艺术家必须兼有独特的个性与普遍的人
间性。

三十五、事情主观上故盼望必成，客观方面仍需有万一不成



的思想准备。

三十六、经历一次磨折，一定要在思想上提高一步。以后在
作风上也要改善一步，这样才不冤枉。一个人吃苦碰钉子都
不要紧，只要吸取教训，所谓人生或社会的教育就是这么回
事。

三十七、感性认识固然是初步印象，是大概的认识；理性认
识是深入一步，了解到本质。

傅雷家书读后感段落篇三

“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
种罪过！这些念头整整一天没离开过我的头脑，只是不敢向
你妈妈说，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宁！真的，
巴尔扎克说得好：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

评析：离别之时，父亲傅雷自责对儿子的管教严格，手
段“残忍”，竟然成了自己的错误。哎，其实这是爱子情深
啊！“少时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傅雷老师在儿子幼时，
严加管教、一丝不苟，“残忍地虐待”了儿子傅聪。听来笑
话，哪里有父亲虐待自己的亲生骨肉的呢？俗话说得好，棍
棒底下出孝子，而傅雷老师用的是严父底下出才子。平时，
父母对我们实行“暴力”的时候，我们应该抱有理解的态度，
我们要体谅父母的心急如焚。因为他们这么做是对我们好，
也是恨铁不成钢。毕竟父母们都抱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
愿望啊！

“以演奏而论，我觉得大体很好，一气呵成，精神饱满，细
腻的地方非常细腻，变化的确很多。我们听了都很高兴，很
感动。好孩子，我真该夸奖你几句才好。回想一九五一年四
月刚从昆明回沪的时期，你真是从低洼中到了半山腰了。希
望你从此注意整个的修养，将来一定能攀蹬峰顶。”



评析：这是傅雷老师，听过儿子傅聪的录音后，对儿子所讲
评的。这里面包括了，傅老师对儿子的录音，精细的分析，
以及客观的赞赏。并且在后面提到了对儿子的希望。这是家
长对孩子的教育方法。既要体现出自己对孩子的肯定，让其
有努力拼搏的决心，以及会成功的信心。另一方面，也提出
了自己的希望，给孩子指明了前进的路线，发展的方向。而
我们当子女的，也应在父母指引的道路上，吸取父母的经验，
取长补短发展自己的新道路。

“在公共团体中，赶任务而妨碍正常学习是免不了的，这一
点我早料到。一切只有你自己用坚定的意志和立场，向领导
婉转而有力的去争取。否则出国的准备又能做到多少
呢？——特别是乐力方面，我一直放心不下。从今以后，处
处都要靠你个人的毅力、信念与意志——实践的意志。”

评析：千叮咛万嘱咐，父母心放不住。儿子面临社会千变万
化，如何应对，作为父母百感交集。用自己走过的经验，提
醒儿子少走怨路，多踏捷径。这是天下父母的想法。孩子，
是父母生命的延续，是父母心中托起太阳的希望。父母走的
弯路，不希望孩子重蹈覆辙，希望他们能比自己“更上一层
楼”。青春期的我们，应该放下逆反的心理，听从父母的教
训，理解父母的苦心。其实，这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好，为了
我们以后的生活更加轻松、快乐。

傅雷家书读后感段落篇四

1、关于裴辽士和李斯特，很有感想，只是今天眼睛脑子都已
不大行，不写了。我每次听裴辽士，总感到他比特皮西更男
性，更雄强，更健康，应当是创作我们中国音乐的好范本。
据罗曼罗兰的看法，法国史上真正的天才罗曼罗兰在此对天
才另有一个定义，大约是指天生的像潮水般涌出来的才能，
而非后天刻苦用功来的。作曲家只有皮才和他两个人。

2、孤独的感觉，彼此差不多，只是程度不同，次数多少有异



而已。我们并未离乡别并，生活也稳定，比绝大多数人都过
得好；无奈人总是思想大多，不免常受空虚感的侵 袭。唯一
的安慰是骨肉之间推心置腹，所以不论你来信多么稀少，我
总尽量多给你写信，但愿能消解一些你的苦闷与寂寞。只是
心愿是一件事，写信的心情是另一件事：往往极想提笔而精
神不平静，提不起笔来；或是勉强写了，写得十分枯燥，好
像说话的声音口吻僵得很，自己听了也不痛快。

3、聪一定跟你提起过，他在一个月之内跟我们通过三次电话，
是多么高兴的事，每次我们都谈二十分钟！你可以想像得到
妈妈听到“聪”的声音时，是怎样强忍住眼泪的。你现在自
己当妈妈了，一定更可以体会到做母亲的对流浪在外已经八
年的孩子的爱，是多么深切！聪一定也告诉你，他在香港演
奏时，我们的几位老朋友对他照拂得如何无微不至，她们几
乎是看着他出世的，聪叫她们两位“好好姆妈”，她们把他
当作亲生儿子一般，她们从五月五日起给我们写了这些感情
洋溢的信，我们看了不由得热泪盈眶，没有什么比母爱更美
更伟大的了，可惜我没有时间把她们的信翻译几段给你看，
信中详细描绘了她们做了什么菜给聪吃，又怎么样在演奏会
前后悉心的照顾聪。这次演奏会可真叫人气闷。

4、“理财”，若作为“生财”解，固是一件难事，作为“不
亏空而略有储蓄”解，却也容易做到。只要有意志，有决心，
不跟自己妥协，有狠心压制自己的fancy[一时的爱好]！老话
说得好：开源不如节流。我们的欲望无穷，所谓“欲壑难
填”，若一手来一手去，有多少用多少，即使日进斗金也不
会觉得宽裕的。既然要保持清白，保持人格独立，又要养家
活口，防旦夕祸福，更只有自己紧缩，将“出口”的关口牢
牢把住。“人口”操在人家手中，你不能也不愿奴颜婢膝的
乞求；“出口”却完全操诸我手，由我作主。你该记得中国
古代的所谓清流，有做骨的人，都是自甘澹泊的清贫之士。
清贫二字为何连在一起，值得我们深思。我的理解是，清则
贫，亦维贫而后能清！我不是要你“贫”，仅仅是约制自己
的欲望，做到量人为出，不能说要求大高吧！这些道理你全



明白，毋须我咯嘟，问题是在于实践。你在艺术上想得到，
做得到，所以成功；倘在人生大小事务上也能说能行，只要
及到你艺术方面的一半，你的生活烦虑也就十分中去了八分。
古往今来，艺术家多半不会生活，这不是他们的光荣，而是
他们的失败。失败的原因并非真的对现实生活太笨拙，而是
不去注意，不下决心。因为我所谓“会生活”不是指发财剥
削人或是啬刻，做守财奴，而是指生活有条理，收支相抵而
略有剩余。要做到这两点，只消把对付艺术的注意力和决心
拿出一小部分来应用一下就绰乎有余了！

5、照片则是给我们另一种兴奋，虎着脸的神气最像你。大概
照相机离得太近了，孩于看见那怪东西对准着他，不免有些
惊恐，有些提防。可惜带笑的两张都模糊了（神态也最不像
你），下回拍动作，光圈要放大到f. 2 或f. 3.5，时间用1/100
或1/150 秒。若用闪光（即flash）则用f. 11，时间1/100
或1/150 秒。望着你弹琴的一张最好玩，最美；应当把你们
俩作为恃写放大，左手的空白完全不要；放大要五或六英寸
才看得清，因原片实在太小了。另外一张不知坐的是椅子是
车子？地下一张装中国画（谁的？）的玻璃框，我们猜来猜
去猜不出是怎么回事，望说明！

6、相形之下，我却是愈来愈不行了。也说不出是退步呢，还
是本来能力有限，以前对自己的缺点不像现在这样感觉清楚。
越是对原作体会深刻，越是欣赏原文的美妙，越觉得心长力
绌，越觉得译文远远的传达不出原作的神韵。返工的次数愈
来愈多，时间也花得愈来愈多，结果却总是不满意。时时刻
刻看到自己的limit[局限]，运用脑子的limit[局限]，措辞造
句的limit[局限]，先天的limit [局限]--例如句子的转弯抹角
太生硬，色彩单调，说理强而描绘弱，处处都和我性格的缺
陷与偏差有关。自然，我并不因此灰心，照样“知其不可为
而为之”，不过要心情愉快也很难了。工作有成绩才是最大
的快乐：这一点你我都一样。



7、任何艺术品都有一部分含蓄的东西，在文学上叫做言有尽
而意无穷，西方人所谓between lines（弦外之音] 。作者不
可能把心中的感受写尽，他给人的启示往往有些 还出乎他自
己的意想之外。绘画雕塑戏剧等等，都有此潜在的境界。不
过音乐所表现的最是飘忽，最是空灵，最难捉摸，最难肯定，
弦外之音似乎比别的艺术更丰富，更神秘，因此一般人也就
懒于探索，甚至根本感觉不到有什么弦外之音。其实真正的
演奏家应当努力去体会这个潜在的境界（即淮南子所谓“听
无音之音者聪”，无音之音不是指这个潜藏的意境又是指什
么呢？）而把它表现出来，虽然他的体会不一定都正确。能
否体会与民族性无关。从哪一角度去体会，能体会作品中哪
一些隐藏的东西，则多半取决于各个民族的性格及其文化传
统。甲民族所体会的和乙民族所体会的，既有正确不正确的
分别，也有种类的不同，程度深浅的不同。我猜想你和岳父
的默契在于彼此都是东方人，感受事物的方式不无共同之处，
看待事物的角度也往往相似。

8、人不知而不温是人生最高修养，自非一时所能达到。对批
评家的话我过去并非不加保留，只是增加了我的警惕。即是
人言藉藉，自当格外反躬自省，多征求真正内行而寿意的师
友的意见。你的自我批评精神，我完全信得过；可是艺术家
有时会钻牛角尖而自以为走的是独创而正确的路。要避免这
一点，需要经常保持冷静和客观的态度。所谓艺术上
的il1usion[幻觉]，有时会蒙蔽一个人到几年之久的。至于批
评界的黑幕，我近三年译巴尔扎克的《幻灭》，得到不少知
识。一世纪前尚且如此，何况今日！二月号《音乐与音乐家》
杂志上有一篇karayan[卡拉扬]的访问记，说他对于批评只认
为是某先生的`意见，如此而已。他对所钦佩的学者，则自会
倾听，或者竟自动去请教。这个态度大致与你相仿。

9、弄chamber music[室内乐]的确不容易。personality[个
性]要能匹配，谁也不受谁的outshine[掩盖而黯然无光]，是
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先大家意见一致， 并不等于感受一致，



光是intellectual understanding[理性的了解]是不够的；就
算感受一致了，感受的深度也未必一致。在这种情形之下，
当然不会有什么last degree conviction[坚强的信念]了。就
算有了这种坚强的信念，各人口吻的强弱还可能有差别：到
了台上难免一个迁就另一个，或者一个压倒另一个，或者一
个满头大汗的勉强跟着另一个。当然，谈到这些己是上乘，
有些duet sonata[二重奏奏鸣曲]的演奏者，这些trouble[困
难]根本就没感觉到。记得kentner[肯特纳]和你岳父灌
的franck，beethoven[法朗克，贝多芬]，简直受不了。听
说kentnter[肯特纳]的音乐记忆力好得不可恩议，可是记忆
究竟跟艺术不相干：否则电子计算机可以成为第一流的音乐
演奏家了。

11、你谈到中国民族能“化”的特点，以及其他关于艺术方
面的感想，我都彻底明白，那也是我的想法。多少年来常对
妈妈说：越研究西方文化，越感到中国文化之美，而且更适
合我的个性。我最早爱上中国画，也是在二十一二岁在巴黎
卢佛宫钻研西洋画的时候开始的。这些问题以后再和你长谈。
妙的是你每次这一类的议论都和我的不谋而合，信中有些活
就像是我写的。不知是你从小受的影响太深了呢，还是你我
二人中国人的根一样深？大概这个根是主要原因。

12、你父性特别强是像你妈，不过还是得节制些，第一勿妨
碍你的日常工作，第二勿宠坏了凌霄。--小孩儿经常有人跟
他玩，成了习惯，就非时时刻刻抓住你不可，不但苦了弥拉，
而且对孩子也不好。耐得住寂寞是人生一大武器，而耐寂寞
也要自幼训练的！疼孩子固然要紧，养成纪律同样要紧；几
个月大的时候不注意，到两三岁时再收紧，大人小儿都要痛
苦的。你的心绪我完全能体会。你说的不错，知子莫若父，
因为父母子女的性情脾气总很相像，我不是常说你是我的一
面镜子吗？且不说你我的感觉一样敏锐，便是变化无常的情
绪，忽而高潮忽而低潮，忽而兴奋若狂，忽而消沉丧气等等
的艺术家气质，你我也相差无几。不幸这些遗传（或者说后



天的感染）对你的实际生活弊多利少。凡是有利于艺术的，
往往不利于生活；因为艺术家两脚踏在地下，头脑却在天上，
这种姿态当然不适应现实的世界。我们常常觉得弥拉总算不
容易了，你切勿用性情脾气去衡量弥拉。你得随时提醒自己，
你的苦闷没有理由发泄在第三者身上。况且她的童年也并不
幸福，你们俩正该同病相怜才对。我一辈子没有做到克己的
功夫，你要能比我成绩强，收效早，那我和妈妈不知要多么
快活呢！

13、莫扎特的fantasy in b min[b 小调幻想曲]记得五三年前
就跟你提过。罗曼罗兰极推崇此作，认为他的痛苦的经历都
在这作品中流露了，流露的深度便是韦白与贝多芬也未必超
过。罗曼罗兰的两本名着：（1）muscians of the past[《古代音
乐家》]，（2）muscians of today[《今代音乐家》]英文中均有译
本，不妨买来细读。其中论莫扎特贝辽士特皮西各篇非常精
彩。名家的音乐论着，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的了解以往的大
师，也可以纠正我们大主观的看法。我觉得艺术家不但需要
在本门艺术中勤修苦练，也得博览群书，也得常常
作meditation[冥思默想]，防止自己的偏向和钻牛角尖。感情
强烈的人不怕别的，就怕不够客观；防止之道在于多多借鉴，
从别人的镜子里检验自己的看法和感受。其次磁带录音机为
你学习的必需品，一一也是另一面自己的镜子。我过去常常
提醒你理财之道，就是要你能有购买此种必需品的财
力，kabos[卡波斯]太太那儿是否还去？十二月轮空，有没有
利用机会去请教她？学问上艺术上的师友必须经常接触，交
流。只顾关着门练琴也有流弊。

15、近一个多月妈妈常梦见你，有时在指挥，有时在
弹concerto[协奏曲]。也梦见弥拉和凌霄在我们家里。她每
次醒来又喜欢又伤感。昨晚她说现在觉得睡眠是桩乐事，可
以让自己化为两个人，过两种生活：每夜入睡前都有一个希
望--不仅能与骨肉团聚，也能和一二十年隔绝的亲友会面。
我也常梦见你，你琴上的音乐在梦中非常清楚。



16、近几月老是研究巴尔扎克，他的一部分哲学味特别浓的
小说，在西方公认为极重要，我却花了很大的劲才勉强读完，
也花了很大的耐性读了几部研究这些作品的论着。总觉得神
秘气息玄学气息不容易接受，至多是了解而已，谈不上欣赏
和共鸣。中国人不是不讲形而上学，但不象西方人抽象，而
往往用诗化的意境把形而上学的理论说得很空灵，真正的意
义固然不易捉摸，却不至于橡西方形而上学那么枯燥，也没
那种刻舟求剑的宗教味儿叫人厌烦。西方人对万有的本原，
无论如何要归结到一个神，所谓god[神，上帝]，似乎除
了god[神，上帝]，不能解释宇宙，不能说明人生，所以非肯
定一个造物主不可。好在谁也提不出证明god[神，上帝]是没
有的，只好由他们去说；可是他们的正面论证也牵强得很，
没有说服力。他们首先肯定人生必有意义，灵魂必然不死，
从此推论下去，就归纳出一个有计划有意志的神！可是为什
么人生必有意义呢？灵魂必然不死呢？他们认为这是不辩自
明之理，我认为欧洲人比我们更骄傲，更狂妄，
更ambitious[野心勃勃] ，把人这个生物看做天下第一，所
以千方百计要造出一套哲学和形而上学来，证明这个“人为
万物之灵”的看法，访佛我们真是负有神的使命，执行神的
意志一般。在我个人看来，这都是vanity[虚荣心] 作祟。东
方的哲学家玄学家要比他们谦虚得多。除了程朱一派理学
家dogmatic[武断]很厉害之外，别人就是讲什么阴阳太极，
也不像西方人讲god[神]那么绝对，凿凿有据，咄咄逼人，也
许骨子里我们多少是怀疑派，接受不了大强的insist[坚持]，
太过分的certainty[肯定]。

傅雷家书读后感段落篇五

《傅雷家书》经历了三十几年出版过程，不断增加书信，调
整内容，变换出版社，从三联到辽宁教育再到译林，从一本
十几万字的小册子变为一本傅家大书。下面小编为大家分享
摘抄《傅雷家书》精彩片段，欢迎大家参考借鉴。



"亲爱的孩子，你走后第二天，就想写信，怕你嫌烦，也就罢
了。可是没一天不想着你， 每天清早六七点钟就醒，翻来覆
去的睡不着，也说不出为什么。好像克利斯朵夫的母亲独自
守在家里，想起孩子童年一幕幕的形象一样，我和你妈妈老
是想着你二三岁到六七岁间的小故事。"

从上面语句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傅雷的爱子情深--对于长大
的儿子，希望他茁壮成长，向外发展，但又不忍孩子远离身
边。家长都是这样，从十月怀胎到一朝分娩，辛辛苦苦一步
步将儿女哺育成人，为的就是希望子女成才有所用，以后不
至于露宿街头。然而，儿女成才之际，亦是离开屋檐独飞之
时。作为父母，既为他们而高兴，也为此伤心难过，毕竟是
骨肉之情。

"以演奏而论，我觉得大体很好，一气呵成，精神饱满，细腻
的地方非常细腻，音色变化的确很多。我们听了都很高兴，
很感动。好孩子，我真该夸奖你几句才好。回想一一年四月
刚从昆明回沪的时期，你真是从低洼中到了半山腰了。希望
你从此注意整个的修养，将来一定能攀登峰顶。"

这是傅雷老师，听过儿子傅聪的录音后，对儿子所讲评的。
这里面包括了，傅老师对儿子的录音，精细的分析，以及客
观的赞赏。并且在后面提到了对儿子的希望。这是家长对孩
子的教育方法。既要体现出自己对孩子的肯定，让其有努力
拼搏的决心，以及会成功的信心。另一方面，也提出了自己
的希望，给孩子指明了前进的路线，发展的方向。而我们当
子女的，也应在父母指引的道路上，吸取父母的经验，取长
补短发展自己的新道路。

"在公共团体中，赶任务而妨碍正常学习是免不了的，这一点
我早料到。一切只有你自己用坚定的意志和立场，向领导婉
转而有力的去争取。否则出国的准备又能做到多少呢?--特别
是乐理方面，我一直放心不下。从今以后，处处都要靠你个
人的毅力、信念与意志--实践的意志。"



千叮咛万嘱咐，父母心放不住。儿子面临社会千变万化，如
何应对，作为父母百感交集。用自己走过的经验，提醒儿子
少走弯路，多踏捷径。这是天下父母的想法。孩子，是父母
生命的延续，是父母心中托起太阳的希望。父母走的弯路，
不希望孩子重蹈覆辙，希望他们能比自己"更上一层楼"。

"望你把全部精力放在研究学问上，多用理智，少用感情，当
然那是要靠你坚强的信心，克制一切的烦恼，不是件容易的
事，但是非克服不可。对于你的感情问题，我向来不掺加任
何意见，觉得你各方面都在进步，你是聪明人，自会觉悟的。
我既是你妈妈，我们是休戚相关的骨肉，不得不要唠叨几句，
加以规劝。"

还是母亲的心细，父亲在儿子前途上，用心良苦，而母亲在
最细微的地方--儿子的感情问题着手，给儿子一明确的道路
方向。告诉他如何处理自己的感情与事业的问题，让儿子明
白着重点是哪里。

"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
罪过!这些念头整整一天没离开过我的头脑，只是不敢向你妈
妈说，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宁!真的，巴尔
扎克说得好: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

离别之时，父亲傅雷自责对儿子的管教严格，手段"残忍"。
竟然成了自己的错误。其实这是爱子情深啊!"少壮不努力，
老大徒伤悲"!傅雷老师在儿子幼时，严加管教、一丝不苟，"
残忍地虐待"了儿子傅聪。哪里有父亲虐待自己的亲生骨肉的
呢?傅雷老师只是想"严父之下出才子"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