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周国平文章读后感(优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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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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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国平文章读后感篇一

这次很突然，被安排去出命题，按照往年的经验，前两天非
常忙碌，最后一天还是有时间可以自己支配。于是我随意的
拿了书架上的这本书，虽然我知道这是著名现代哲学家周国
平老师的作品，上次去“亲近母语”还亲自聆听了周老师关
于教育的看法，也知道这本书是写他的女儿的，可是我万万
没想到，就这么一本看似平凡，随时都会淹没在我书架里的
一本书，我用了半天的时间就把300多页的书看完了，而且是
一边流着泪，一边看完的。它不是小说，没有引人入胜的情
节;也不是散文，有优美华丽的辞藻;更不是议论文，有强烈
的逻辑关系。可是我就是被它感动的一塌糊涂，它一次又一
次震动着我的心，让我时时刻刻感觉到我有多么的幸运，因
为我拥有一个健康聪明的宝贝。与不幸的人相比，我们看似
平凡的很多东西，都是别人可望而不可求的。我被书中的妞
妞感动着，心疼着，对生命有了一种全然不同的想法。看着
下午的阳光透过那半透明的窗帘照射进来，洒在我床上，我
们习以为常的“亮亮”原来都是幸福的感受。

其实，没有手机的日子我发现是这么的美好，我可以毫无负
担的干任何事情，专心致志，而不用担心随时被偶然的铃声
和震动打破这个小小世界的宁静。只是，想念孩子的心随着
我对整本书的阅读越来越浓烈。原来，我家宝贝已经在我生
命长河中变得无可替代，让我这个年轻的妈妈感受到了生命
的另一种意义。



人的一生，没有什么事是必然的，除了死亡!包括我们的出生
都是偶然的。可是孩子的出现，让我们在等待死亡的过程中
有了另外的意义，那就是我并没有在等死，而是在这过程中，
我们获得了世界上最美的天伦之乐，最终安静的接受生命的
凋零。

我被书中的“妞妞”，那个小小的生命感动着，牵动着，心
疼着，想到了自己的宝贝，对于孩子，这个小生命的存在有
了别样的感受。我想等我命题结束回家了，我一定飞奔向他，
要好好抱抱他，亲亲他，再忙也要陪陪他，而不是每次
都“言不由衷，不守信用，妈妈很忙……”

事实是，当我去早教机构里面接小家伙时，看到小家伙在教
室里活蹦乱跳时，不听老师招呼，看到还有那么多小朋友跟
他一起活蹦乱跳时，我居然一点生气的念头都没有，突然觉
得这就是幸福的模样，似乎突然看到了生活中从来没有看到
的美好与光亮。

这本书实在是太让人伤心了，所以，我马上买了周老师的另
一本书《宝贝，宝贝》，看简介是记录他第二个女儿的书，
据说甜到爆，我是一个不喜欢悲剧，只喜欢喜剧的人，或许
这样的书，更适合我看。

内容简介：一个父亲守着他注定要夭折的孩子，这个场景虽
异乎寻常，却令人心碎的发生了。妞妞——那个不幸而又幸
福的女孩，在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562天后，带着对生命的依
恋和渴望，带着父母的疼爱和绝望，匆匆的走了。妞妞出生
后不久即被诊断患有绝症：双眼多发性视网膜母细胞瘤(后来
查明原因是因为母亲在怀孕四个月时的一次发烧，医生缺乏
常识，使用了x光拍胸片，导致孩子染色体畸变，造成癌症)，
带着这绝症极其可爱也极其可怜地度过了短促的一生。在这
本书中，至情至性的父亲周国平写下了女儿妞妞的可爱和可
怜，真实地记录了他和妻子在死亡阴影笼罩下抚育女儿的爱
哀交加的心境，以及他在摇篮旁兼墓畔思考。这是人世间一



个美丽而悲惨的故事，但其中贯穿着与每一个有关的两个重
要人生主题：珍惜亲情和承担苦难。

当看到最后几天的妞妞因为口腔中大肿瘤无法吞咽和鼻腔中
的大肿瘤无法呼吸，在床上奄奄一息等死时，我的内心真的
是难过极了，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如此可爱的生命，就这
样从此在世界上消失了，这真是人间最惨的悲剧。

感觉这本书，一下子把我看老了，因为目睹了作者女儿的生
与死，对于生命的开始与结束，有了从来没有过的认识。

周国平文章读后感篇二

书海浩翰，知识无穷，古人常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
自有颜如玉”。从中可见，古人对书可谓情有独钟。自古以
来，书本就是人类的好朋友。读书可以增长知识，扩大眼界，
知识会更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更加勇敢，离成功之路越来越
近，你敢将会踏着稳健步伐走向成功。古往今来，许多名人
作家都是在读书中成长起来的。因为书里有许多哲理来教育
他们，使他们在成长中不迷失自己。

有一次，我在无意料读了周国平先生的散文之后，我久久不
能忘怀。写的真是太好了，下面就让我和你一起来分享我的
读书这感吧！

《周国平散文》散发出的浓郁的“平淡”味道促使我读了它，
它使我在漫漫人生旅途上邂逅了一位初资见面的老友。说初
次见面，因为我平生第一次读周国平先生的散文，称老友，
由于我向往的人生境界在其中得到了印证，我感到似曾相识，
产生一种发现的喜悦。

“寄至味于平淡”，苏东坡的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周国平先
生的散文特色。周国平先生的散文读起来非常舒畅，他追求
的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境界，更是一种胸怀，一种人



生的境界。要达到这种境界实非易事。在领略了天地的苍茫
和人生的限度后，周国平先生步入了一种散淡的心境，不再
匆匆赶往某个目标，也不再担心错过什么。因而，他的散文
中充满了“平淡”的气息。

除了精神函养，周国平先生在文字上下的工夫也是一个重要
的方面。散文最讲究味。平淡而要有味道，就很难了。而周
国平先生却做到了这一点，因为他始终奉行三个原则：第一，
家无鲜鱼，就不要宴客，心中无真感受，就不要作文；第二，
有了鲜鱼，就得讲究烹调，须保持原味，意即不做作，不着
意雕琢，不堆积词藻，不故弄玄虚，不故作高深，以求逐渐
接近一种自然的文风；第三，只有一条鲜鱼，就不要用它熬
一大锅的鱼汤，这样既而冲淡了原味，即文字要做到凝炼。
正因为这样，周国平先生的散文散发出“平淡”的魅力。

透过“平淡”，我在书中感受到了周国平先生深邃的思想，
那是一种源自生活的哲学家的思考。旅行、等待、书籍、季
节、家庭，“琐碎的日常生活分散了我们的心思，使我们无
暇想及死亡。我们还可以用消遣和娱乐来移转自己的注意力。
事业和理想是我们的又一个救世主，我们把它悬在前方，如
同美丽的晚霞一样一样遮盖住我们不得不奔赴那座悬崖，于
是放心向深渊走去。”我们开始思考我们的归宿——死亡了，
而周先生却早已将之看透，“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却
不让他像自己一样永生。他把人造得一半是神，一半是兽，
将渴望不配的灵魂和终有一死的肉体同时放在人身上，再不
可能有比这更加恶作剧的构思了。”当我们终于放身一切，
为自己的宿命而叹息悲伤时，周先生却依然享受着忙碌的生
活，有些人忍不住问：“可怜人啊，你在走向死亡！”他却
笑：“我没有忘记。这又怎么样呢？生命的害怕单调甚至死
亡，仅此就保证它不可战胜。

我喜欢周先生的散文，因为他拥有最高的智慧，朋友们，你
们一定要好好读书呀！书会伴你一生的。



周国平文章读后感篇三

细细想来，人的一生说长不长，说短也不是很短。

说不长，是因为在帝国兴衰、王朝更迭的历史长河中，在星
辰的运转中，区区几十年太不值一提了。说不短，是因为和
只有数十年甚至更短寿命的动物们比，几十年又是那样的漫
长。

如果我们悲观地看作虚无，也就是将整个人生看作零，那就
会毫无希望。捷克作家昆德拉笔下的主人公常说：“只活一
次等于未尝活过。”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人只活一次等于一
次也没有活过，直接将一次人生和虚无、零画上了等号。这
种想法也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人生只有短短几十年，而且
只有一次机会，确实挺煎熬的，每天都要想着会不会能不能
看到明天的太阳。但要是天天这么折磨自己，那不是天天不
快乐吗？天天伤心，那倒不如不活。

换个角度想一想，既然人只有一个几十年的人生，为何天天
要愁眉苦脸呢？为何不将每一天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呢？人，
要活在现实，活在当下，不要每天担心明天的事，谁会知道
明天发生什么呢？所以要把握现在，将每天都过得充分、开
心，这不就足够了吗？所以我们要执著于当下的每一天，而
不是虚无的未来,更不必沉湎于过去。

执著，并不是固执。执著，亦是超脱。

周国平文章读后感篇四

人生是一个过程，结果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因为有死
亡的背景，所以生命才应该得到认真的尊重。

但是，不是每一个生命的结束都是悲剧和罪过。死亡本身无
所谓可怕和不可怕，折磨人的是眼见至亲至爱的凋零过程和



等待，是那样的无可挽回，无可奈何。妞妞是“这一个”，
她还没有认识到生命的意义，她失去了看见美丽人间的眼睛，
她也不知道有什么值得留恋，归去也许是她的幸运。所以，
死者不能回头理解的惨痛就成了生者的全部悲剧体验。

因为有爱，所以有家；因为有孩子，所以家才有实质的形式
和内容。回了家，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妞妞。每一
个妞妞来到世上，都是爱的奇迹，爱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
唯一理由。所以每一个人忙忙碌碌为了谁，才会有一个相同
的答案。

可是世界上有无处不在的善良，也到处充满有意和无意的伤
害，让觉醒的灵魂无处可藏，让脆弱的.生命防不胜防。妞妞，
妞妞的爸爸，还有妞妞的妈妈……上苍无法让所有的善良得
到疼爱和珍惜，上苍无法让所有的伤害得到惩罚和谴责，也
许只有善待自己和呵护自己，才能让生活不会无奈的了结，
才能让快乐长长久久地延续。

让成功付出代价，让痛苦得到补偿，命运不会到处复制相同
的悲剧。父精一母血，几亿分之一的机会，我们能够来到这
个世上，已经是多么的不容易。每天早上，可以和？光撞个
满怀；每个夜晚，可以和甜梦共话往事。每一个生命来到世
上的第一个声音是啼哭，这也许是一种荒唐。我们没有理由
埋怨人世的不公和不平，我们有更多的理由面对岁月，说声
感谢和感恩。

感谢周国平，感谢妞妞，感谢成为历史的痛苦和眼泪，也感
谢属于自己的坎坷和得失，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理解――活
着，没有理由不好好地生活着。

周国平文章读后感篇五

喜爱回忆过去，正因好像那逝去了的，都是最完美的。



其实我错过的岂止是一场雪而已。每个周末，老组长都会打
来电话，“哎，我又攒了一篇文章，放在共享里，你看
看。”有时候刚撂下电话，我就把这件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其实我错过的不仅仅有那文采斐然的文章，我还错过了这世
的很多风景，和那风景后的很多故事。

这天点开他的文字，看着那“带着露珠的麦苗”，看着那针
砭实事的犀利语言，看着那游走在自然中的快乐。突然有种
失落。

我忘记了什么？

还记得上师范的时候，喜爱在坐车的时候挑一个靠窗的位置，
把头侧向窗外，出神的望着窗外，虽一路无语，却也一路有
情。那转瞬即逝的风景，不知道赚取了我多少的情感。那时
的天是什么颜色，雨是什么声响，都装在我的眼睛里。因此
从那时开始，我开始写诗，一切现实的、朦胧的，都在我的
笔下，攒成了一首首小诗，从未投过稿，就怕这生疏的文笔，
糟蹋了那几近童真的幻想。

我忘记了什么？

我知道，这路上的风景，不会为了我而驻足，等我长成一道
风景，与我与你都不再相互漠视的时候，我就会与你一齐融
成一片绿色、融成一片金黄。当你把你的眼睛镌刻在树上，
像极了一棵白杨树，在有风的日子里，你放开嘹亮的嗓音，
在夜深的校园里，再去惊扰那个年轻人的梦，让他能够爬上
屋顶去偷窥你的美丽时，我知道我就又找回了我最初的童趣
和闲心。

喜爱回忆，就要珍惜身边的每一秒钟，正因在这一秒钟以前
的那一秒中，那便又是一段回忆了。

让生活完美，让回忆精彩！



周国平文章读后感篇六

在报刊上零星读过周国平的散文，喜欢他的博学和深刻，知
道他是一个热爱写作的当代哲学家，著名的尼采研究者。此
外还知道他是一个慈爱的父亲，一个至情至性的男人。

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收到了一位远方的朋友邮寄来的两本书
《周国平散文精选》《周国平人文演讲录》，后一本书比砖
头还厚，所以我选择先看第一本。本书按时间顺序选编了周
国平1983年至1998年的散文作品，那时他在40岁到55岁之间，
从不惑到知天命的年龄。这些文章都是他用心灵的笔写出来
的，是其最有代表性的散文。

周国平在《自序》中说：“我给自己（的写作）建立一个标
准：一篇文章，即使不发表我也要写；否则就不写。总之，
尽量只写自己真正想写、写的时候愉快、写完自己看了喜欢
的东西。这样的东西一旦发表出来，也一定会有喜欢它的人，
即使发表不出来也没有什么。”

周国平在《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中谈到读书时说：“读到
精彩处，往往情不自禁地要喊出声来：这是我的思想，这正
是我想说的，被他偷去了！有时候真是难以分清，哪是作者
的本意，哪是自己的混入和添加。沉睡的感受唤醒了，失落
的记忆找回了，朦胧的思绪清晰了。”这正是我读《周国平
散文精选》时的感觉。

周国平的散文正如其极力推崇的明代文人袁中郎一样，追求
的就是“平淡有味”的境界，娓娓道来，好像是从心中自然
而然地流淌出来一般。他所说的不是道理，只是自己的感觉，
而这应该就是“已臻化境”的程度吧。他的文章大多在探讨
生命、时间、回忆等深刻的哲学命题，但是哲学在他笔下却
如花草一样清新可爱，如同一篇篇生命的游记，因为他已经
把对生命的理解融进了自己的体内。



在精神上，周国平是一个很女性的男人，感性，善思。“具
有诗人气质的人，往往在智慧上和情感上都早熟，在政治上
却一辈子也成熟不了。他始终保持一颗纯朴的童心。他用孩
子般天真单纯的眼光来感受世界和人生，不受习惯和成见之
囿，于是常常有新鲜的体验和独到的发现。他用孩子般天真
单纯的眼光来衡量世俗的事务，在政治场上有时不免显得不
通世故，有时不合时宜。”这是周国平一篇文中的句子，我
想，他也是在说自己吧。

最佩服周国平文章中的引经据典，古今中外的名人名言信手
拈来，尼采、蒙田、拜伦、卡夫卡、爱默生、苏东坡、袁中
郎、昆德拉、艾略特、苏格拉底、托尔斯泰、罗曼·罗
兰……仿佛都是周国平的好朋友似的，相聚在他的家中，说
古道今，谈笑风生。周国平说：“文人最难戒的是卖弄。”
这话是否有自嘲的意味？好在他的文章在名人名言的堆砌中
并没有失去自己的声音。

周国平文章读后感篇七

读一本书其实是从标题开始，进而是目录，然后是序言，再
才是正文。这本散文集的标题很是普通，对内容的了解要从
目录开始。散文是按日期分成几个专题的，从专题的名称来
看，很富有哲学的味道。只有一个人生，今天我活着，守望
的距离，各自的朝圣路，安静，每一个都可以作为一个命题，
而写成一篇篇干涩难懂的文字，但是每一篇散文的标题，都
是些贴近生活的内容。有旅游(《旅+游=旅游？》)、挤
车(《从挤车说到上海不是家》)，还有一些有关生活态度的，
《消费=享受？》、《愉快是基本标准》。

从生活中来表达自己的人生哲理，也许准确地说是从我们通
常都会需要的情况或是都会思考的问题出发，来谈一些看法。
例如在《旅+游=旅游？》一文中，有这样三个问句“恬静的
陶醉在哪里？真正的精神愉悦在哪里？与大自然的交融在哪
里？”，从一个旅游的现象而引出这样三个问题的思考，而



这些思考其实不仅限于旅游，而是我们的生活。

他的文章不仅是故事加感想的散文，也许是我有短时间看了
太多的《读者》，基本上对一个故事加上就是论事的一点评
论的八股格式，而大多是些信念、注重细节之类的，写出某
个具体的道理，而读者很难有自己进一步的思考，缺乏“可
持续发展”性。他的散文至少也是事情加思想，而给读者留
下了继续思考的余地。

他的散文融合了生活和哲学。有他的散文而引发的对人生的
思考虽然深刻，但是不干涩。前几日看了几页《苏菲的世
界》，虽然把哲学放在了有丰富情节的故事之中，但终究是有
“你是谁？”，“世界从何而来？”的基本哲学命题，需要
集中的思考，也许也有一些对思想的压力，这样的思考是有
味道的。但是在周国平的散文中，借生活事件和寻常的命题
而思考一下人与自然、孤独也未尝不是一种轻松的思考体验。
既有一种思考的快乐，又不至于有思想的压力，在我看来，
这也是他的一个成功之处。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思想，与社会的现象相违背。《何
必名校》便是如此的一篇，记得陈丹青有篇《教育的现实和
现实的教育》，主题显然一致。但是陈丹青是借中美教育之
差异而同批中国教育体制，也许是因为此文作序的需要，而
《何必名校》则是通过自己小时候经历的描述来表达一下自
己的看法。周国平散文，甚至包括今日在看的随笔集《人与
永恒》，都是从自身出发，通常用第一人称(我在摘抄中有一
段评论)，更具主体性，而少一些排他性。也许有对现实的.
坦然。

也许他的散文的出色之处在于从普通的命题出发，表达了自
己的思想，而带动了我的思考。



周国平文章读后感篇八

读一本书其实是从标题开始，进而是目录，然后是序言，再
才是正文。这本散文集的标题很是普通，对内容的了解要从
目录开始。散文是按日期分成几个专题的，从专题的名称来
看，很富有哲学的味道。只有一个人生，今天我活着，守望
的距离，各自的朝圣路，安静，每一个都可以作为一个命题，
而写成一篇篇干涩难懂的文字，但是每一篇散文的标题，都
是些贴近生活的内容。有旅游(《旅+游=旅游？》)、挤
车(《从挤车说到上海不是家》)，还有一些有关生活态度的，
《消费=享受？》、《愉快是基本标准》。

从生活中来表达自己的人生哲理，也许准确地说是从我们通
常都会需要的情况或是都会思考的问题出发，来谈一些看法。
例如在《旅+游=旅游？》一文中，有这样三个问句“恬静的
陶醉在哪里？真正的精神愉悦在哪里？与大自然的交融在哪
里？”，从一个旅游的现象而引出这样三个问题的思考，而
这些思考其实不仅限于旅游，而是我们的生活。

他的文章不仅是故事加感想的散文，也许是我有短时间看了
太多的《读者》，基本上对一个故事加上就是论事的一点评
论的八股格式，而大多是些信念、注重细节之类的，写出某
个具体的道理，而读者很难有自己进一步的思考，缺乏“可
持续发展”性。他的散文至少也是事情加思想，而给读者留
下了继续思考的余地。

他的散文融合了生活和哲学。有他的散文而引发的对人生的
思考虽然深刻，但是不干涩。前几日看了几页《苏菲的世
界》，虽然把哲学放在了有丰富情节的故事之中，但终究是有
“你是谁？”，“世界从何而来？”的基本哲学命题，需要
集中的思考，也许也有一些对思想的压力，这样的思考是有
味道的。但是在周国平的散文中，借生活事件和寻常的命题
而思考一下人与自然、孤独也未尝不是一种轻松的思考体验。
既有一种思考的快乐，又不至于有思想的压力，在我看来，



这也是他的一个成功之处。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思想，与社会的现象相违背。《何
必名校》便是如此的一篇，记得陈丹青有篇《教育的现实和
现实的教育》，主题显然一致。但是陈丹青是借中美教育之
差异而同批中国教育体制，也许是因为此文作序的需要，而
《何必名校》则是通过自己小时候经历的描述来表达一下自
己的看法。周国平散文，甚至包括今日在看的随笔集《人与
永恒》，都是从自身出发，通常用第一人称(我在摘抄中有一
段评论)，更具主体性，而少一些排他性。也许有对现实的坦
然。

也许他的散文的出色之处在于从普通的命题出发，表达了自
己的思想，而带动了我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