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写在人生边上读后感(优秀7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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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在人生边上读后感篇一

我第一次读到钱钟书先生的文章，是在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
发行的《文学杂志》上——那是由朱光潜先生主编的。如
无“七?七”国变，这刊物恐怕要算有新文学运动以来一颗最
丰硕最甘美的果实了。其后又在几种西文杂志上读过他的少
量英文作品。再有，即本书是已。读钱先生的散文，无疑地
要把他归于后一派，因其风格是彻头彻尾的“西方化”。更
有几个特长应该提出：第一，他有极似苏东坡、徐志摩两人
充沛的文章气势;第二，他有王安石、龚自珍和培根(bacon)
的老到洗练、挺拔波峭的文风。至于引经据典，翻空出奇以
渲染文章的色泽，犹其余事。武断地说：钱先生一支笔诚足
以震撼今后的文坛，而于当前“才难”的情形下，他真称得
起一支生力军了。

钱先生于西学造诣极深，因而文字风格近之，此自不成问题。
但我们不要忘记，他是着名国学大师基博先生的哲嗣，而钱
穆先生之从弟也。夫“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
箕”，家学渊源，自然不同凡响。因而我们能体会到他之所
以能有驾驭本国文字的力量，使之矫然不群;却又俨然絜矩，
实由国学基础深厚所致。“根深”则“叶茂”，诚不诬也。

曾在清华读书的师友每向我谈及，钱钟书很狂傲，非常自大。
则知非狂傲固不能有那种磊砢不平的气势，所以我说他像王
荆公、龚定庵，也并非无根之谈了。



因而我联想到往时听燕大吴兴华先生谈，想要走新文学这条
路，不念西洋原着，不读中国古书，只看看现代新文学作品，
恐怕是徒劳。然则“五四”时期一班前辈的论调，把旧的一
笔抹杀，似乎近于偏激。真要使新文学的前途更灿烂更夷旷，
非疏浚古的泉源，发掘旧的宝藏，吸收先哲的遗产，再加上
新的土壤和肥料——科学化的缜密构思，世界先进思想的洗
礼，是不会有希望的。只呫哔于线装书，固然贻人以“穷年
没世，不免为陋儒”之讥;若但斤斤于西文，而无统驭本国文
字能力，其结果亦难免“事倍功半”，斯为半个洋人而已。
至于读了鲁迅杂文便想作骂人文章，读几本茅盾、老舍的小
说就想描写现实的黑暗，或唱两句徐志摩、朱湘的诗，看两
出曹禺的戏，也就妄拟于诗人编剧者之林，则将不仅见笑于
一二人而已矣。

写在人生边上读后感篇二

钱钟书先生有一本书叫《写在人生边上》，今天突然翻到了，
看了一眼，题目就打动了我，我自己何尝又不是站在了人生
的边上，我说过一句话：如果心里的阴霾得不到解脱，那么
就永远无法获得坦承与自由。这只为给自己一点自信，忘掉
从前，划掉过去，可岁月刻在脑海的印记是永远也抹不掉了，
不只是自己无法忘记，自己身旁的人都会帮你保存这份记忆，
时间是无情的，它促使你犯错，也会帮你记住这个错，所以
我想把自己关在像钱先生写的那扇窗子里。

“又是春天，窗子可以常开了。春天从窗外进来，人在屋子
里坐不住，就从门里出去。不过屋子外的春天太贱了！到处
是阳光，不像射破屋里阴深的那样明亮；到处是给太阳晒得
懒洋洋的风，不像搅动屋里沉闷的那样有生气。就是鸟语，
也似乎琐碎而单薄，需要屋里的寂静来做衬托。我们因此明
白，春天是该镶嵌在窗子里看的，好比画配了框子。”我在
逃避春天的`到来，确切的说是害怕春天的到来，我宁愿镇静
的关在窗子后面，一个人孤独的坐着，寂静的思考，不愿参
与世界的复杂，不会理会时间的改变带来的欢喜和哀愁，不



去欲求更多的奢华，去享受自己喜欢的，乐意的，也许别人
认为很不可思议的，也许我就是这样，站在窗子边上，仿
佛..站在了人生的边上..“假使窗外的人声物态太嘈杂了，
关了窗好让灵魂自由地去探胜，安静地默想。”

向钱看，向厚看，男人的忠诚是因为背叛的筹码太低，女人
的坚贞是因为受到的诱惑太少.

终有一天，我会被你们遗忘，因为我不再英勇无比；终有一
天，我会懂得爱的真谛，因为那时我不再拥有挥霍的资本；
终有一天，你们会为我而哭泣，因为我带给了你们快乐，但
那太短太短。短的让人心痛。生活真特么好玩，因为生活老
他妈玩我！

写在人生边上读后感篇三

不同的人对待任何事物总有不同的看法。因此，有人乐观地
看待人生；有人悲观地面对人生，而我们应该乐观地看待人
生，面对人生的一切。

一看《写在人生边上》这个书名就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是你
只要看看这本书的序就能懂一点，家事人生是一本大书，那
末，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这本书真大！
一时不易有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我们每
个人对待自己的人生又能读懂多少？能在边上写上一些，算
是不错了。

人生不可能完全是快乐的，也不可能完全是痛苦的。我们的
人生都是有苦有乐，只是我们如何去看待？乐观的人对待一
切事物都会感觉是快乐的，而悲观的人对待一切事物都会觉
得是痛苦的。即使我们不能完全乐观地对待一切，但我们可
以在困难时苦中作乐。这样我们就可以感觉到自己的人生。

《写在人生边上》与其称之为书，倒不如说是钱钟书先生一



生的感悟。如先生所言，我目前所经历的生活既不是特别快
乐，也不是很痛苦，只能算是平平淡淡吧。对，平平淡淡才
是真，有哪个人可以辉煌一世？又有哪个人可以暗淡一辈子？
人生的大起大落，换来的只不过是若有若无的虚名罢了，何
必让自己受苦。

钱先生的文字有些晦涩，有时看得我云里雾里迷迷糊糊摸不
到头脑，但一旦看懂了，就像太阳赶走阴天，一下划开云雾，
把我从里面揪出来，眼前一片清明。这集子里每一篇短文，
都蕴含了钱先生独特的观点，并且巧妙地运用了生动的比喻，
以幽默的手法，让我一步一步靠近他的世界。

一篇一篇，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融化了，如养料一般灌溉在
我的心田，却不急着与那里的土壤融为一体，一点点渗进去，
滋润中夹杂着痛苦，让我慢慢的看清了眼前，看清了自己。
读书的过程，有些迷茫，渐渐的清晰了，又有些胆怯，逐渐
的变得勇敢起来，手捧着书页就像脚踏在坚实的土地上，脚
上越来越重，心却渐渐充实起来，一点一点被从未见过的东
西填满，无限满足。

钱钟书先生在生活的细微之处，领悟到做人的道理，体验出
人生百态。我只希望，我的人生边上不会只是空白，只要有
些简单快乐的批注就够了。

写在人生边上读后感篇四

《人为什么活着》，一本稻盛和夫探析经营哲学的书，却渗
透了很多人生哲学。其实也是在之后才明白，或许这本书，
它本来就应取名为《人就应怎样活着》。

人为什么活着？就应怎样活着？其实在某些方面，这两个问
题的答案是能够互通的，虽然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法准确地
面面俱到地回答。但看完这本书，至少有一个原先就有的观
点被再次巩固和强化，那就是：勤奋努力地工作，用乐观用



心、与人为善的心态好好活着。

首先一点，勤奋。按稻盛和夫书中的定义来说：劳动的目的
不应仅取得粮食、免于饥饿，也是为了锻炼人类的心智，如
果每个人都勤奋努力，就能够培养出完美的心智，让人变得
更完美。

我认同这个观点，我们都不完美，但都能够努力让自我更完
美，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想，努力劳动在给我们带来物质
回报的同时，确实带来了精神上的收获，虽然在劳动的过程
中，我们不免抱怨、烦恼，情绪郁闷，但当事情过去后再回
头看，或许这其实也是一个修炼心智的过程，正是因为有好
多好多这样的抱怨和烦恼，我们才逐渐变得成熟，变得稳重，
变得能独当一面了。

当然，努力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也该持续用心乐观的心态，
与人为善。稻盛和夫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无论是生活还是工
作，都要持续谦虚真诚的态度，尽量少掺杂个人主观意识，
秉承他人之心看待所处的局面。

拿我们的工作来说，总有人抱怨广告占用了太多版面，也听
人说谁踩了谁的线，是谁在本该截稿的时候还没拿出稿子来，
或者是谁不管稿件资料如何就只管把自我的稿子放在头条位
置……这样的状况我们几乎天天碰见，摩擦也不少见。但如
果在摩擦发生之前，我们能够尝试着将心比心，或是设身处
地，有些摩擦和争议说不定就能避免。

正如稻盛和夫所说，当一个人低落的情绪也会对一个人的健
康造成很大的损害，乐观地看待每一件事情，不论结局如何，
最起码我们赢得了经验和持续乐观的心态，因而心怀感恩、
欣然理解这个考验。换句话来说，事已如此，生气并无用处，
又何必拿别人的错惩罚自我？所以，还不如一笑而过。

或许，我们能够学习作者避免烦恼的一些方法：



1、如果有时间去烦恼，就比别人更加努力地工作;

2、持续谦虚绝不骄傲;

3、每一天自我反省，反省并不是意味着每一天烦恼一下;

4、以知足、感恩之心而活;

5、秉持利他之心而活。

让我们以此共勉。

写在人生边上读后感篇五

若要写一篇此书的书评，或许能够引用原书书评里的话“本
书中名言隽语，络绎不绝”(《不够知己》)“感荡了无量数
读者的心，跟随作者的心一同颤动，跳跃!”(《落日颂》)然
后引用完毕，全文结束。

何也?其一，若是真正仔细地看过了钱的书评，那么再看书评
的书评就会忍不住比较，最终兴趣索然，然后把手里的玩意
儿挪到右上角，用手指去触摸未知数x。其二，本书不仅仅资
料杂，而且风格不一，《写在人生边上》幽默中浸润着思索，
而后面则愈加严肃(虽然作者一向会忍不住插上几句俏皮话)，
若是从前后两部分各抽出一篇文章，估计没人会以为是同一
人所写。其三，文章极有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别看《写在
人生边上》看似在不停地掉书袋和卖笑，里面的东西深的很。
最富代表性也是最简单的`一篇就是上文所提的《读伊索寓
言》。在此摘引一段：

”老婆子和母鸡的故事：老婆子养只母鸡，每一天下一个蛋。
老婆子贪心不足，期望它一天下两个蛋，加倍喂她。从此鸡
愈吃愈肥，不下蛋了——所以戒之在贪。伊索错了!他该说，
大胖子往往是留意眼。



狐狸和葡萄的故事：狐狸看见藤上一颗颗已熟的葡萄，用尽
方法，弄不到嘴，只好放下，安慰自我说：“这葡萄也许还
是酸的，不吃也罢!”就是吃到了，他还要说：“这葡萄果然
是酸的。”假如他是一只不易满足的狐狸，这句话他对自我
说，因为现实终“不够理想”。假如他是一只很感满意的狐
狸，这句话他对旁人说，因为诉苦经能够免得旁人来分甜头。

靖篇散文都是幽默首当其冲，然后讽刺大军随之而至。欲修
炼吐槽功底，可日观此书，夜观此书，饮食观此书，如厕观
此书，如此苦练，必有所成。

务必要说明的是，在观看这些文章的时候，务必把做阅读理
解走火入魔的恶习戒除，，千万别妄想去找什么中心思想，
这太幽默了。如此，观此书会有情绪舒畅，神清气爽之感觉。

至此只能停笔，只能写这么多。我只能发发对于《写在人生
边上》的小小的议论，再写下去恐怕不伦不类，难以阐尽。
这并不是我的懒惰，而是“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就是
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写在人生边上·序》)

写在人生边上读后感篇六

   

    不同的人对待任何事物总有不同的看法。因此，有人
乐观地看待人生；有人悲观地面对人生，而我们应该乐观地
看待人生，面对人生的一切。

    一看《写在人生边上》这个书名就让人摸不着头脑，
但是你只要看看这本书的序就能懂一点，“家事人生是一本
大书，那末，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这
本书真大！一时不易有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
白。”我们每个人对待自己的人生又能读懂多少？能在边上
写上一些，算是不错了。



    人生不可能完全是快乐的，也不可能完全是痛苦的。
我们的人生都是有苦有乐，只是我们如何去看待？乐观的人
对待一切事物都会感觉是快乐的，而悲观的人对待一切事物
都会觉得是痛苦的。即使我们不能完全乐观地对待一切，但
我们可以在困难时苦中作乐。这样我们就可以感觉到自己的
人生。

    《写在人生边上》与其称之为书，倒不如说是钱钟书
先生一生的感悟。如先生所言，我目前所经历的生活既不是
特别快乐，也不是很痛苦，只能算是平平淡淡吧。对，平平
淡淡才是真，有哪个人可以辉煌一世？又有哪个人可以暗淡
一辈子？人生的大起大落，换来的只不过是若有若无的虚名
罢了，何必让自己受苦。

    钱先生的文字有些晦涩，有时看得我云里雾里迷迷糊
糊摸不到头脑，但一旦看懂了，就像太阳赶走阴天，一下划
开云雾，把我从里面揪出来，眼前一片清明。这集子里每一
篇短文，都蕴含了钱先生独特的观点，并且巧妙地运用了生
动的比喻，以幽默的手法，让我一步一步靠近他的世界。

    一篇一篇，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融化了，如养料一般
灌溉在我的心田，却不急着与那里的土壤融为一体，一点点
渗进去，滋润中夹杂着痛苦，让我慢慢的看清了眼前，看清
了自己。读书的过程，有些迷茫，渐渐的清晰了，又有些胆
怯，逐渐的变得勇敢起来，手捧着书页就像脚踏在坚实的土
地上，脚上越来越重，心却渐渐充实起来，一点一点被从未
见过的东西填满，无限满足。

    钱钟书先生在生活的细微之处，领悟到做人的道理，
体验出人生百态。我只希望，我的人生边上不会只是空白，
只要有些简单快乐的批注就够了。

   



    这个散文，给人的感觉总是很风趣、很幽默，但是又
很富有哲理。

    就说这个书名吧，初看上去还真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
这题目到底是啥意思呀？再看看钱钟书先生写的序，“假使
人生是一部大书，那末，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
边上的。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有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
留下好多空白。”于是，恍然大悟。是呀，人生这本大书我
们又能读懂多少呢？能在它边上写上些什么的，也算是不错
了。

    我们学生们是还不够资格在人生的边上作批注的——
至少我还没有这资格，因此只能在钱钟书先生这本《写在人
生边上》的大作中选上这么一小段，叫做《论快乐》的议论
的边上，写上一小段随感。毕竟是个孩子，我从不觉得人生
太长或是太短，因此，依照钱钟书先生的观点来看，我目前
所经历的生活既不是特别快乐，也不是很痛苦，只能算是平
平淡淡吧。

    不过，平平淡淡的人生可以是一种事实，但决不可以
是一种观点。人生的痛苦正是由于它是漫长的，但也正是因
为它是漫长的，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寻找快乐，去感受快
乐——即使快乐是转瞬即逝的，矛盾的双方是辩证统一的。
乐观的过一生，人便会变得阔达，一切也会变得相对美好；
悲观的看世界，本就痛苦的人生会变得愈加冗长，一切令人
所厌恶的东西会被无限的放大。

    因此，虽然人生注定是不快乐的，我们仍能乐观地过
一生。

  

    一直想读钱钟书的《写在人上边上》，起因是读了他的
《围城》，被他诙谐幽默的语言，深邃的思想所吸引；遂想



多读他的作品，首选就是这本《写在人生边上》了。事实证
明，没有选错；里面很多观点让我豁然。现在写着书评只是
些许自己的见解，至于大师原意我就不多揣摩了，当然也不
是我可以轻易揣摩出来的。

    书里主要的文章有《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窗》、
《论快乐》、《说笑》、《吃饭》、《谈伊索寓言》、《谈
教训》、《一个偏见》、《释文盲》、《论文人》等十篇。

    《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中，作者天马行空般将神话、
中外名著糅合一起，用一个想象出的魔鬼的口吻说出自己心
中所想。而丰富的内容也体现出作者的博闻。《窗》一文，
也是多引用。讨论门与窗的关系更是妙，用趣味的例子举出
门窗的区别，让人读来不禁失笑。门进来的是客人，光明正
大的进来；而窗进来的，却是不顾及你的感受，而且会暂时
成为屋子的主人。现实生活也是如此，你表面上的工作不一
定是你所喜欢的，但是你下班后却孜孜不倦投入其中的工作
却会是你的所爱。《吃饭》一文更是说出很多日常常见道理。
如：“吃饭还有许多社交的功用，譬如联络感情、谈生意经
等等，那就是“请吃饭”了。社交的吃饭种类虽然复杂，性
质极为简单。把饭给自己有饭吃的人吃，那是请饭；自己有
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那是赏面子。交际的微妙不外乎此。
反过来说，把饭给予没饭吃的人吃，那是施食；自己无饭可
吃而去吃人家的饭，赏面子就一变而为丢脸。这便是慈善救
济，算不上交际了。”把吃饭和交际这种国内常见的现象说
得如此透彻。吃饭本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是和交际混在一起，
就变得复杂了，种种微不可言的关系。但是作者用一个简单
例子就把这事说得清晰透彻。

    一本《伊索寓言》，我们读大多会说出和教科书上给
的道理，但是作者却从另一个角度说出了自己的见解，就如
凡事都是两面的，想多一步，或许好事就变成坏事了。
如：“牛跟蛙的故事：母蛙鼓足了气，问小蛙道：“牛有我
这样大么？”小蛙答说：“请你不要涨了，当心肚子爆



裂！”这母蛙真是笨坯！她不该跟牛比伟大的，她应该跟牛
比娇小。所以我们每一种缺陷都有补偿，吝啬说是经济，愚
蠢说是诚实，卑鄙说是灵活，无才便说是德。因此世界上没
有自认为一无可爱的女人，没有自认为百不如人的男子。这
样，彼此各得其所，当然不会相安无事。”这是一个扬长避
短的做法，但大多数却总是忽略自己的长处，用自己的短处
去和人比，结果只会是自己吃苦头。当然还有很多有新颖的
想法，篇幅所限就不多说。

    我们总是说那些抨击别人的人，说他们自己没做好却
去抨击别人，说他们这样不好，但是钱先生却给了我们另一
个说法，应该让这些人去抨击其他人。“所以不配教训人的
人最宜教训人；愈是假道学愈该攻击假道学。假道学的特征
可以说是不要脸而偏爱面子。依照莎士比亚戏里王子汉姆雷
德（hamlet）骂他未婚妻的话，女子化妆打扮，也是爱面子而
不要脸。假道学也就是美容的艺术。”就如最厉害的敌人应
是最了解自己的人，这样攻击起来，招招致命。里面也有关
于道德的说法，听起来让人茅塞顿开。“没有道德的人犯罪，
自己明白是罪；真有道德的人害了人，他还觉得是道德应有
的代价。”就如同懂法律的人犯起法来，总会觉得自己是在
做正义的事一样。

    书中还有很多经典的例子，它们生动有趣，而又将深
刻的道理说得浅显易懂。这就是一本好书所该有的。

写在人生边上读后感篇七

幻想有一台时间倒走的机器：人一出生便是老年，然后才是
中年、青年、少年、婴儿期，这样至少在人生的尽头，还能
在享受上一回放肆的欢乐。人总是太晚明白，明白后就没有
时间后悔，只剩下遗憾和痛惜。人生，本就是属于自我的旅
程，只能靠自我开拓，也只能由自我评论，酸甜苦辣，荣辱
成败，仅有自我的心明白答案，外人是无法插上一句的。



《写在人生边上》与其称之为书，倒不如说这是钱钟书先生
一生的感悟，写出来唤回一些执着于身外之物的人，引他们
去寻找自我的价值罢了。如先生所言，我目前所经历的生活
既不是异常欢乐，也不是很痛苦，只能算是平平淡淡吧。可
是平平淡淡才是真啊，谁的人生能辉煌一世呢？大起大落，
只可是换来些浮名，何必苦了自我。倒不如抓点实在的，欢
乐、童趣、健康……每个都能在死前换回一丝快慰，却被主
人早早放弃。人生，绝不是一段回忆，等着死后供后人凭吊，
它就像一根蜡烛，烧尽了便没了，不留一丝痕迹，仅有燃烧
时的痛苦与满足才能成为它最本质的欢乐。也仅有蜡烛本身，
才明白它照明了黑暗，又温暖了多少空气。

钱先生的文字有些晦涩，有时看得我云里雾里迷迷糊糊摸不
到头脑，但一旦看懂了，那些文字便如同宝剑的锋芒一般，
出了鞘，明晃晃让人胆寒，一下划开云雾，把我从里面揪出
来，眼前一片清明。灵魂像被针扎了一下，痛得我不禁直起
背来。

这集子里每一篇短文，都蕴含了钱先生独特的观点，并且巧
妙地运用了生动的比喻，以幽默的手法，让我一步一步靠近
他的世界，走得艰难却踏实。

将欢乐与黑暗应对立起来的《论欢乐》与《魔鬼夜访钱钟书
先生》，实际上描述了他的一种思想，即欢乐是相对而短暂
的，而那些失望苦闷虚伪才是贯穿人生的真正主题，而这种
颓废美，正是钱先生在他所有作品都暗暗透漏的思想。

《伊索寓言》为著名的儿童读物，但作者却认为，寓言将孩
子教得更简单，灌输完美社会的假象，可事实上成人的世界
中，却并非如此黑白分明，进而批评社会中的虚伪行为。

《谈教训》中写道“我常奇怪，天下何以有这许多人，自告
奋勇来做人类的义务导师，天天发表文章，教训人类。”反
映了先生对于假道学的一贯鄙视，也证明了他性格中确实看



不起为人师者，就如同当年在清华之狂语“清华园中，无人
配做我钱某人的教师。”

一篇一篇，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融化了，如养料一般灌溉在
我的心田，却不急着与那里的土壤融为一体，一点点渗进去，
滋润中夹杂着痛苦，让我慢慢的看清了眼前，看清了自我，
有些被剖析的慌乱，却是最真实的与心灵在对话。读书的过
程，有些迷茫，渐渐的清晰了，又有些胆怯，逐渐的变得勇
敢起来，手捧着书页就像脚踏在坚实的土地上，脚上越来越
重，心却渐渐充实起来，一点一点被从未见过的东西填满，
无限满足。

作为学生，我是还不够资格在人生的边上作批注的，我正行
走在人生路上，漫长痛苦，却不乏一些转瞬即逝的欢乐。也
许，我就这样过完一生，平淡、肤浅。也许，我会经过许多
的大风浪，都没有关系。人生没有幻想，仅有梦想，而梦想
的价值在于过程，而非结果。我只期望，我的人生边上不会
只是空白，只要有些简单欢乐的批注，能化作笑容一向陪伴
我，直到离开这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