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礼赞读后感 细胞生命的礼赞读后
感(实用5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读
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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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礼赞读后感篇一

这本书吸引我的地方是作者对生命，社会的新奇思考，其中
最主要探讨的是人的社会性和自然发展的'趋势。比起作者的
思考，我更加欣赏本书的文风，因为这本书像是一本散文集，
作者像是随笔一样写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非凡思考，奔放不
羁，无论是想法还是文风。

作者是生物学家又是散文家，有些地方写得有些不易理解，
在这里我就讲一篇我认为有意思的片段，当然里面也蕴涵着
非凡的思考。《一个诚恳的建议》篇，他讽刺用计算机找朋
友的方法，用寄生在白蚁消化道的一种原生生物和白蚁互相
赖以生存的例子作为论据，但是看起来这例子和要说的事风
牛马不相及。作者在文中提了一句“有一种潜在的力量，驱
使几种生物凑在一起，”这种潜在的力量就是自然的力量，
那这些生物都有可能被创出来。书名叫《细胞生命的礼赞》，
可能在此有些体现。

最后我说说他的文风，也很吸引我。他的文章就像在和老朋
友聊天一样，平淡而有风趣。

《细胞生命的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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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礼赞读后感篇二

我这几天刚读完这本“细胞生命的礼赞”。感慨颇深，整本
书都是对于生命的赞歌，赞颂地球生命的坚韧，赞颂万物的
生机，庆幸人的存在的幸运，感谢人体自我平衡、自我调节
的功能。甚至在讲到病和死的在的幸运，感谢人体自我平衡、
自我调节的功能甚至在讲到病和死的时候，托马斯博士也能
以他独特的学识和魅力，把阳光洒满这些阴暗的领域。这种
为了科学研究而无私奉献的精神不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吗！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身体是由许许多多的细胞组成的，这些
生命细胞种类繁多，有各种各样的功能。正是这些细胞的相
互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我们的身体的各项机能之间的平衡，
才使得身体能够正常的工作。

这些细胞都是由细胞卵，细胞核等组成的。细胞核里的大
量dna也许是在细胞的祖先融合和原始生物在共生中联合起来
的年月里，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们这儿的。我们的基因组是
从大自然所有方面来的形形色色指令的结集，为应付形形色
色的意外情况编码而成。这只是我的猜测而已，至于到底是
什么原因，只能等待大家去发现了。



细胞中有一种特别的种类，它的组成与人体细胞相似，但由
于自身充满了毒性，而被认定为危害人类生命的异类，它就
是我们所熟知的病毒。病毒，原先被看作是一心一意制造疾
病和死亡的主儿，现在却渐渐现出活动基因的样子。随着我
们人类的不断进化，病毒也在不断进化，而且从未停止。这
种过程是很漫长的、遥无尽期的生物牌局，唯有胜者才能留
在桌边继续玩下去，但玩的规则似乎渐趋灵活了。病毒似乎
是为了推动我们人类的发展而存在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
病毒的存在就有意义了。

说完了病毒再来谈一谈微生物吧，据估计，我们真正认识的
微生物，很可能只是地球上微生物的一小部分，因为它们中
的大多数不能单独培养。它们在密集的、相互依赖的群体中
共同生活，彼此营养和维持着对方的生存环境，通过一个复
杂的化学信号系统调整着不同种间数量的平衡。细菌就是其
中一种，它无处不在。细菌不像病毒那样危害人的生命，但
也会引起一些小病，例如：腹泻、眼疾等。因此，家长们、
老师们，从小就教育孩子，饭前要洗手。由于细菌的存在，
我们人体的免疫力才不断增强，身体才会更健康。

文中还谈到了人们＂对于外激素的恐惧＂这一话题，其实我
觉得任何东西只要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必定有其存在的理由，
我们不需要过分担心。这里有个简单的例子：鱼类用化学信
号来识别同一种内的个体成员，也用来宣告某些个体地位的
变化。作为地方首领的鲶鱼有一种特别的气味，而一旦它失
去了这一地位，它就会有不同的气味，所有的鲶鱼都会识别
它地位的丧失。美洲t鱼可以一下子识别出它新近的敌手刚刚
游过的一片水域，它可以从鱼群中把那个敌手和其他所有的
鱼区别开来。受过良好训练的猎犬可以准确无误地跟踪一个
穿鞋的人的足迹，即使那个人穿过留下了无数其他人的脚印
的开阔地，只要事先让狗闻一下这人的衣物就行。这种方法
在pol。ice追踪罪犯时十分有效。

此外，这本书中也涉及了自然科学、社会、人类的语言等等，



这本书里的文章，从题目看来显得很驳杂，但实际上却有着
共同的主调。总的来说，文章的主题只有一个―通过交流与
合作来达到生命的和谐。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
了赢得读者的青睐，同时也是为了让读者真正理解生命的含
义。

我之所以喜欢读这本书，不仅是因为它的.内容丰富多彩，更
多的是因为它所带给我的启迪和趣味。我相信生命是多姿多
彩的，如果我们能忘掉分歧，携起手来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我们的生命将会散发出耀眼的光芒。我感谢作者给我的启迪，
让我懂得了生命的真谛；更感谢一直默默无闻，孕育我们的
大自然。

生命礼赞读后感篇三

《细胞生命的礼赞》是戏称自己是个“生物学观察员”的刘
易斯·托马斯的一本手记，包含了一个医学家、生物学家关
于生命、人生、伦理、社会乃至整个地球的思考。

书中的观点使我焕然一新。“人们把群居性昆虫和人类社会
做了很多类比，这是不奇怪的。然而，这种种类比是错误的，
或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总以为蚂蚁、蜜蜂这些低级动物，
没有思想，也没有自我，而人类才是最伟大的生物，但事实
也许不是这样。细心观察的人会发现，它们有很像人的一部
分。“它们培植真菌，喂养蚜虫作家畜，把军队投入战争，
动用化学喷剂还惊扰和迷惑敌人，捕捉奴隶。组织蚁属使用
童工，抱着幼体像梭子一样往返窜动，纺出线来把树叶缝合
在一起，供它们的真菌园使用。它们不停地交换信息。它们
什么都干。就差看电视了。”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我们常常
会忘记自己也是由动物发展而来的，而自认为比动物层次高
出许多，带着一种不可一世的姿态看待动物，殊不知，人造
蜘蛛丝依然比不上天然蜘蛛丝，防毒面具的构想是从猪那里
借鉴而来。



所以我们这个美丽的地球，美丽的世界，其实也是那么多的
细胞建造的，包括有思想的人、思想或许不那么多的动物和
没有思想的那么多其他的生物，和谐地凝成一个巨大的圆球，
共同生活。

所以这细胞生命值得礼赞！

生命礼赞读后感篇四

这本书吸引我的地方是作者对生命，社会的新奇思考，其中
最主要探讨的是人的社会性和自然发展的'趋势。比起作者的
思考，我更加欣赏本书的文风，因为这本书像是一本散文集，
作者像是随笔一样写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非凡思考，奔放不
羁，无论是想法还是文风。

作者是生物学家又是散文家，有些地方写得有些不易理解，
在这里我就讲一篇我认为有意思的片段，当然里面也蕴涵着
非凡的思考。《一个诚恳的建议》篇，他讽刺用计算机找朋
友的方法，用寄生在白蚁消化道的一种原生生物和白蚁互相
赖以生存的例子作为论据，但是看起来这例子和要说的事风
牛马不相及。作者在文中提了一句“有一种潜在的力量，驱
使几种生物凑在一起，”这种潜在的力量就是自然的力量，
那这些生物都有可能被创出来。书名叫《细胞生命的礼赞》，
可能在此有些体现。

最后我说说他的文风，也很吸引我。他的文章就像在和老朋
友聊天一样，平淡而有风趣。

生命礼赞读后感篇五

第一次读到这本小书，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刘易斯・
托马斯博士的这本《细胞生命的礼赞》的小册子给我的思想
造成了强大的冲击。这本书是一个医学家、生物学家关于生
命、人生、社会乃至宇宙的思考。我崇拜于托马斯博士的博



大而深邃的思想，他认为人类自然界实质就是由一个个大大
小小的生态系统构成的，大到宇宙、人类社会，小到蚂蚁群
体、细胞。他的生态学思想和方法，在行政管理学方面具有
重大的比较研究意义。

其实，从生态学的角度看，任何国家的行政体制和行政管理，
都是一个有机生态系统或是有生命的行政组织系统，都是一
定文化环境的产物，在这个系统当中，输入各种的环境反馈
的信息，并通过整合这些信息作出决策输出。

托马斯在《细胞生命的礼赞》一书中提到“人们把群居性昆
虫和人类社会做了很多类比，这是不奇怪的。然而，这种种
类比是错误的，或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群居性昆虫的行为具
有先天的指令性决定的，它们与人类的区别在于人类社会的
经验和知识可以不断地积累和传播，然而昆虫没有学习和领
悟的能力，因此，它们无法根据经验发展社会传统的能力。
但是，群居性动物和人类社会的统一性要远比多样性让我们
感到惊讶。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往往忘记了我们也是由动物
发展而来的，动物性使我们社会的原始积累，这是我们不能
逃避的事实。托马斯认为地球上黑压压的人类，从太空往下
看，其实跟一个蚁群或者一个蜂窝差不多，但是人们大多时
候不相信这类说法，因为人类自认为比动物层次高出许多，
常常是带着一种近乎高傲的不可一世的姿态看待动物。在自
然界，群居性强的动物习惯于群体生活也只能适应群体生活，
像蚂蚁群，它们只有在一起分工合作才能生存下去。群居性
的动物往往倾向于专心地做一件特别的事，通常对他们的个
头来说是件庞大的工程，它们用遗传的指令和遗传的驱动力
不停地干，用它来做群体的住房和保护所。人类社会何尝不
是这样呢？在大地上建造高耸入云的小区高楼，配置物管保
护他们，群居在一起使得他们感到安全。人类生活也是需要
群居的，我们吃的米要靠农民种植，穿的衣物要靠裁缝，用
的生活用品要靠不同的商人提供，现代化的分工合作更加使
得人类社会是需要群居性生活的，其中一个环节出错了就好
像生物链断开了一段那样使得人类社会这个系统崩溃。



人类为了过群居性的生活，往往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建立各种
各样不同的机构和组织，还要建立复杂的制度来保证我们的
群居生活。政府就是这样产生的，人类社会的运作要靠一个
高效运作的控制中心和指挥中心，这就是政府的本意。政府
的存在就是为了让人类更好地过好群居性生活。人类生活的
必需品的提供，需要政府在协调，各行各业的规范要靠政府
去制定不同的指标和制度来确保。政府就是这样一个人类为
了保护他们的权利建立起来的机构和组织。

然而，区分人类是群居性的动物，还是散居性的动物，并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分工合作让人们必须群居，
人们更加倾向于群居在大城市，因为那里提供丰富的生活资
源，而不愿意生活在僻远的地区。所以，人类是社会性的动
物即群居性动物。但是，另外一方面，研究人类社会我们又
不难发现，在生活需求上人类要求群居合作使生活变得更好，
精神上有时有要求独立生活，有迫切的独立的意愿，需要有
私人空间。比如，私人住宅和私人财产一样神圣不可侵犯，
人们在假期喜欢远离人群和喧嚣的城市生活，去到安静的郊
区过独立的生活。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类既是群居性生物，又是
散居性的动物，具有两面性。人类的群居性和散居性需求反
映在政府上则表现为：一方面，群居性要求政府提供公共物
品的，公共设施，各种各样的制度规章保护人类的群居生活；
另一方面，散居性要求政府不得干涉个人的权利，要保证人
类的自主性发展。

在《作为生命的社会》一文中，托马斯详细讲解了蚂蚁的群
居生活，提到作为一个集体性的社会，能够像个生物一样的
进行活动。政府也是这样的一个组织，可以被看做是一个有
生命的系统，能够像生物一样具有生命。政府既然是一个生
命系统，所以政府也是跟生命体一样是具有寿命的。但是在
现实生活中，由于“长期活着”这样一个长期的习惯而让政
府过于安逸，看不到灭亡的挑战，认为政府会理所当然的一



直存在下去。造成的结果就是政府，已经忘记了自己存在的
意义，托马斯・布朗说道：“活着这一长期的习惯使我们不
愿死亡。”当下，这习惯成了政府的常态。由于长期的存在，
让政府安逸过久，相信这些机构能永存，而不愿接受来自任
何社会组织和其它机构的挑战或者介入。这样一来，事情就
变得糟糕了，没有任何个人和组织可以约束得了政府的权利
泛滥，政府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为了保护人类更好地生活的
初衷，就会被政府抛之脑后了。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可以对
生物系统进行比较研究，从而为改善政府做出一点建议。生
物界中的蚁群可以被看做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系统。蚁群的
合作是通过它们的有趣而高效的通信系统完成的：蚂蚁通过
互相之间不断地接触，它们能告知蚁群们关于外部世界的情
况。我们如果仔细观察蚂蚁，会发现长长的蚂蚁队伍里，每
两个小蚂蚁见面都会“碰碰头”，那是它们在进行信息沟通。
正是这些通信系统的作用，让蚁群迅速地获知信息。所以，
当暴风雨来临前，它们会有效地组织搬家。人类社会也是如
此，政府也是一个系统，如果没有很好地与市民们以及外部
的环境进行信息沟通的话，政府就会困死在自身的系统里面。

托马斯在《自治》一文中，谈到我们身体内部有一整套自治
体系，进行着一系列的复杂的，协调的，奇巧无比的操作，
我们身体内部的细胞生来就带有全套的指令，一点也不需要
我们的帮助，我们不需要学任何事情，一切都在他们的自治
当中，运行得如此的顺畅。如果没有这种自治，而这一切都
需要我们自己去控制的话，将会变得一团糟。关于我身上其
他的部件，我有同样的感觉，不管它们干什么，没有我的干
预，它们会更加幸运。

所以政府应该充分利用社会组织和社会机构的自治作用，大
力发展智库、npo、ngo等社会组织，如果一切都需要政府来管
的话，一切将会变得一团糟，政府没有那个能力去管理所有
的事务，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或机构有这个能力。

总之，读托马斯的《细胞生命的礼赞》，通过对比研究生态



学，可以给予行政管理学很多有益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