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我与地坛读后感想(汇总9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
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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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地坛读后感想篇一

《我与地坛》是作家史铁生的散文代表作。大学时因为读了
些相关的评论，我给史铁生贴了个标签：“西绪福斯”，至
于他的真相却并没有去探究。工作后，偶然翻看。因为没有
任务，常常只看其中一、两章，特别是第四章。看得多了，
感叹也多起来。写作《我与地坛》的史铁生，给我的印象，
像极了欧阳修笔下那个历经沧桑、深秋登高的少年。虽然那
时的他远不是少年模样。

《我与地坛》第四章感动我的是一分朴素。

这段文字几乎没有什么花哨，一路看去就是平常的不能再平
常的叙述，不要说排比就是成语都很少。所讲述的人物虽然
像是有几分异秉，细看也只是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普通人，
即使在我这样平常人的生命中，伸开手去类似的人物也能抓
出一把来。但作者很有心，用心的观察与细致的描绘让他笔
下的人物定格，成了特定的那一个。

沈从文老先生在谈及自己的作品时，曾说“你们能欣赏我故
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
文字的优美，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忽略了”。史铁生
的文字倒常常因为他独特的风致让人深切感受到他对生命的
热爱。

史铁生笔下的人物、故事平常极了，读过去就很容易让人产



生共鸣。像其中对园中唱歌男子与作者认识过程的描述，总
让人想起欧阳修的“上元灯”，想起人生途中很多还没来得
及了解就擦肩而过的人。

《我与地坛》第四章打动我的是一分执著。其中那个长跑者
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请允许我重温那段朴素的文字：还有
一个人，是我的朋友，他是个最有天赋的长跑家，但他被埋
没了。他因为在文革中出言不慎而坐了几年牢，出来后好不
容易找了个拉板车的工作，样样待遇都不能与别人平等，苦
闷极了便练习长跑。那时他总来这园子里跑，我用手表为他
计时。他每跑一圈向我招下手，我就记下一个时间。每次他
要环绕这园子跑二十圈，大约两万米。他盼望以他的长跑成
绩来获得政治上真正的解放，他以为记者的镜头和文字可以
帮他做到这一点。第一年他在春节环城赛上跑了第十五名，
他看见前十名的照片都挂在了长安街的新闻橱窗里，于是有
了信心。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可是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三
名的照片，他没灰心。第三年他跑了第七名、橱窗里挂前六
名的照片，他有点怨自已。第四年他跑了第三名，橱窗里却
只挂了第一名的照片。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他几乎绝望
了，橱窗里只有一幅环城容群众场面的照片。那些年我们俩
常一起在这园子里呆到天黑，开怀痛骂，骂完沉默著回家，
分手时再互相叮嘱：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现在他已
经不跑了，年岁太大了，跑不了那么快了。最后一次参加环
城赛，他以三十八岁之龄又得了第一名并破了纪录，有一位
专业队的教练对他说：“我要是十年前发现你就好了。”他
苦笑一下什么也没说，只在傍晚又来这园中找到我，把这事
平静地向我叙说一遍。

生活是最好的编剧。这个跑了一圈又一圈，一年又一年的长
跑者没有形象、没有名字，但他的身影却清晰地印刻在《我
与地坛》中，那份不济命运烛照下的执著显得尤为可贵。也
是这分执著让他的命运从悲剧渐渐走向了喜剧。

长跑家的经历让我想起史铁生的另一部作品：《命若琴弦》。



小说中不断拉琴的老瞎子和小瞎子，从希望拉到失望，在绝
望中拿起琴继续拉，在琴声中却收获了真正的希望。

长跑家的经历也让我想起探险家余纯顺，他完成了人类首次
孤身徒步川藏、青藏、新藏、滇藏、中尼公路全程，十多年
前他在罗布泊遇难。他在自传曾讲到探险让他慢慢变得高尚
起来，在探险中他从“功利”走向了“非功利”。我觉得教
育的路途也许也是这样。可能有人最初的起点并不那么光辉，
只是为了谋生为了就业。在失望与追求中他们略有无奈地执
意前进，只因为不断地前进、磨砺，于是渐渐褪去了原先的
渺小、自私，走向了一个无我圆融的境界：无私执著的投入
成了一种内在的需要，起点那些目标变轻了，变小了。

长跑家的经历更让我想起作者史铁生。21岁，双腿瘫
痪。1981年，患严重肾病。1998年，开始做透析。当求学时
读着中文专业、捧着他的文字稀里哗啦的我放下对文学的渴
求进而连读书也成为奢侈品时，写出这感人文字的他却承受
着巨大病痛依然在创作的道路上前行……从《命若琴弦》、
《我与地坛》，到《务虚笔记》、《病隙碎笔》，他笔耕不
辍，他说自己“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
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
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每次读蒋捷这首词，慨
叹人生的同时，我也常想天地的奇妙：这世间总有一些景致
需要时间来阅读，比如风雨。好书大概也是如此，比如《我
与地坛》。

我与地坛读后感想篇二

看过了史铁生的文章，了解了他的身世才知道，上帝是会开
玩笑的。在他风华正茂的年纪，上帝也许是打赌输了吧。一
场高烧夺去了他的双腿，本该是肆意潇洒的年纪，他却只能
在轮椅上看着四处奔走的人，彷徨无措。



所幸母亲的陪伴，地坛中熟悉却陌生的人，让他有了希望，
开始用笔描绘一个属于他的世界。很清楚地记得一个故事，
史铁生在地坛遇见的兄妹，妹妹很可爱，只是智力残疾，哥
哥就像是妹妹的保护伞，替她遮风挡雨。她是不幸，也是幸
运的，哥哥就是她的翅膀，她像天使，永远天真。

人永远不会完美，但上帝会给你一个超越常人的地方，让你
在自己的世界里发光发热。只要心怀希望，就能所向披靡。

想起最近的考试，总是考得很差，成绩一直提不上去。我恼
过、怨过、气过，却什么用也没有。下一次考试中的仔细认
真，换来的仍是不好看的成绩，甚至因为成绩退步被辞退了
班干部的职位。

大概是上帝不喜欢看一帆风顺而乏味的人生，总想要给每个
人造就一番曲折，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考验吧！看过许多人
悲惨的身世，再看看自己，与他们相比不知幸运了多少倍呢！
也许我不该沉默地坠入黑夜，我也要去看到那黑夜中的万点
星光吧！能够战胜曲折的人才能拥有璀璨的人生，被曲折战
胜的人只能落入黑暗，我不要落入黑暗。史铁生的文章，写
尽他的不幸，却以乐观积极带给人们希望。向史铁生学习，
在沙漠中找到方向，在火焰中涅重生，在黑夜中看到万点星
光！

我与地坛读后感想篇三

在九月的必读书目中，我最喜欢《我与地坛》。

书的作者叫史铁生，是个一双腿截瘫的人，文章写了作者在
一座古园中度过的十五年的生活。作者二十一岁便失去了双
腿，那时的他找不到工作，也看不到希望。他就这样走进了
地坛，从中汲取生活的勇气和奋斗的力量。

在史铁生瘫痪后，他妈妈想尽一切办法，盼望史铁生能重新



燃起对生活的希望，所以除了古老的地坛，还有时刻呵护着
他的母亲。母亲总是悄悄地来看他，又不让他发觉，然后又
悄悄地离开。

等他母亲去世后，他才懂得那坚韧的意志和无私的爱。书中
有这么一句话：”我母亲生前没给我留下过什么隽永的留言，
或要我恪守的教诲，只是在她去世后，他艰难的命运，坚忍
的意志和豪不张扬的爱，随光阴流转，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鲜
明深刻。”

史铁生在经历了绝望过后，找到了上帝留给他的另一扇窗。
他终于明白，虽然双脚不能动了，但还有双手！最终，他靠
着超人的意志力，彻底走出了阴影，这是何等的勇敢和坚韧。

我发现史铁生对生死的见解深刻而独特。作者在苦难的磨砺
下，给了生死一个简单的定义：生与死都是命中注定，都是
事实。

是的，对生死不必有太多的追究。从本质上来说，应该想
想“怎样活下去”“怎么活得更好”。“好”没有明确的定
义，全是人们的主观感受，现实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不全是
痛苦，幸福与痛苦之间，也许就是看待事情的角度的差异。

即使生命只是昙花一现，我们也要把美丽的瞬间留下。所以，
我们应该积极乐观地生活，不因挫折而自弃。

《我与地坛》给人一种沉重的压抑感，凄凉而沧桑。它在无
形之中，浓缩了人世种种无常，有一种宿命的味道。但是命
运的神秘与深奥，时常以无常的形式让人感到困惑迷茫。然
而，命运却也洁白如水，一切本是如此，不必多想！

其实，自寻烦恼，远不如漫步夕阳下来得真切，来得美好。



我与地坛读后感想篇四

在我的藏书中有一本史铁生的著作《我与地坛》。最初接触
史铁生的文字是从《秋天的怀念》开始，他的文章一下子触
到了我的泪点，以至于跑了好几家书店，才买到《我与地坛》
这本书。幽蓝色书皮包裹的是作者摇着轮椅在地坛思索的人
生。

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不朽的传奇，每一个传奇后面都有一个
精彩的故事。谁经历的苦难多，谁懂的东西也就多，濒临过
死亡的人往往最热爱生活，只有经历苦难的人才会加倍珍惜
生命，珍惜幸福。

我与地坛读后感想篇五

看了《我与地坛》一文，我感受到了我与地坛的缘分，以及
母亲的苦难与伟大。

崇高母爱之美 子女若似山边草，在母亲心中也象珠宝。儿子
的不幸，在母亲那里是加倍了的。母亲对儿子是理解和尊重
的。她理解儿子在特殊境遇中的烦躁、任性，用宽恕、顺从
给儿子以尊重，心里却承受着超过儿子百倍的痛苦。她兼有
痛苦与惊恐，祷求儿子能好好地活下去。

然而，母亲内心的斗争是何等的激烈，"可她又确信一个人不
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
呢？没有谁能保证她的儿子终于能找到".母亲是矛盾的，从
感情上讲，她不放心儿子到地坛去，那是一个脱离了她视线
让她力不能及的地方。"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了一件
什么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
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
有反应";从理智上，她感到儿子需要地坛，需要一处可以在
独处中完成人生再认识的地方。"她说：‘出去活动活动，去
地坛看看书，我说这挺好’母亲的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



是暗自祷告".

所以，她一方面有心忡忡，一方面深明大义。她需要反复说
服自己才能看着儿子隐入地坛。母亲作对了选择，使儿子得
以在地坛治愈了灵魂，然而母亲却为此押上了她最大的赌资：
"如果他真的要在园子里出了什么事，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
"作者在《秋天的怀念》中也说到，当作者暴躁砸东西时，"
母亲这时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地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
动静",她隐藏着内心的痛苦，鼓励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儿，
好好儿活……"母亲完全是在这种苦难中度完了自己的余生。

母亲的爱是一种艰难、坚韧而毫不张扬的爱，也正是这种沉
默和深厚的爱使作者读懂了母亲，使作者有了活下去的精神
支柱和经验储备。

我与地坛读后感想篇六

人世“有时候是轻松快乐的，有时候是沉郁苦闷的，有时候
优哉游哉，有时候惶惶落寞，有时候平静自大，有时候又软
弱又迷茫”，他的话不难令人想到叔本华的悲剧哲学，所谓
人生是一个悲剧，更何况无常。然而，人生的悲剧倒是美的，
因为，人总是面对它，并且给本身生的勇气，给本身思索的
空间，所以才有活着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而活着的遐想。

在这个天下上，人生好象一出戏，各有各的角色。然而，扮
演何种角色，“只难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

作者在文中与地坛的关系渗透着看似简略实则极为丰富的情
感，地坛中的风风物物，在作者情感的重染下仿佛变得灵气
十足的情感，这里有人物与自然的对话；人的情感神圣的跪
拜读后感 藏羚羊的跪拜读后感 、思想间的相互碰撞，在第
二部门作者贯穿的始终是对母亲诚挚的热爱，对往事的追忆，
交织着作者对母亲的理解与对往事的痛恨，对亲情的感悟。



人生的事不克不及逐一说尽，有些事“一旦成了言语，不再
是它们了

我与地坛读后感想篇七

《我与地坛》这本书非常好看，带给我许多人生的道理。它
包含了作者对人生的思考，同时我也从字里行间中感受到了
作者史铁生对母亲的思念。

本文讲述的是在他21岁时双腿瘫痪。在说过“曾一连几个小
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情”，但在这种艰苦的情况下，
他毅然选择拒绝死亡而选择了更加美好的生活，是他的母亲
的爱给了他力量，书中的那对每天散步去地坛的中年夫妇，
非常热爱唱歌的小伙子，智障却又很乖巧的小姑娘，原来一
直形影不离的l他们都给了作者无数的感动。

许多人面对那些突如其来不可预料的困难就选择逃避，甚至
会选择死亡，而作者却不一样，他虽然腿脚不健全，却拥有
一份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读到了史铁生的作品，让
我想到了一些身体虽然残缺但又有大志的人。就像著名的音
乐家贝多芬一样，耳朵聋了，但在晚年也创作了许多作品。

作者其中的有句话让我倍受感动：“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
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在每个
父母的眼中，孩子永远是他们的心头肉，当孩子伤心的时候，
父母其实更加伤心。虽然我的爸爸妈妈没有舍身救女儿的经
历，但我也看得出父母会为了我放弃一切。

史铁生的作品让我学会了坚强，学会了感恩。

我与地坛读后感想篇八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我与地坛》是一
位身残者在一座废弃的古园中对自己所见到的人生百态所发



出的感悟、思索。地坛对我们来说仅仅是个建筑，然而对于
作者来说，这是一个能治愈千疮百孔心灵的圣地。一篇在高
中的语文课本上就存在的文章，再过十几年重读，不同时期
的人生阅历造成读同一篇文章的感触也不一样，读文章让我
也思考人为什么要活着？其实我和大家都一样，也想不清楚
弄不明白为什么人要活着？活着的意义又在哪里？鉴于我已
经度过了生命三分之一，下面就简单讲讲我自己的感触。

我们没法决定自己出生环境的好与差，出生不过是父母的选
择，所以既来之则安之。有的人出生含着金汤匙，有的人却
截然相反，但本质上公平的，大家都带着亲人的期盼出生在
这平凡的世界上。

人这一生，不仅会有一定的运气，也会有一定的苦难，每个
人的人生都有不同，却因自己的努力而会改变人生的轨迹，。
我没有作者的经历，所以初读《我与地坛》时，只是单一地
觉得作者身上对生活没有失去希望并坚强地活着很励志。当
我离开学校步入社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也曾是一个职场的
小白，同时，有时候又很天真地认为一就是“一”，二就
是“二”，并没有理解为什么一就是“一”，有时候一又不是
“一”了，眼睛看到的事情不一定是原本别人想表达的意识，
如果我没有用心去思考看见的事物，那人跟扫描仪有什么区
别呢？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个人，不能靠光从眼睛里看到的
事物来产生自己的观点，我们要看到作者因为双腿瘫痪而改
变了原有的人生轨迹，我们要去思考作者为什么会有那么多
的想法，换位思考后，便能理解作者对于为什么活着和生与
死有这样的感触。

人最后一定是会死亡的，既然早早知道这样的结果，那人为
什么要选择活着呢？老天是公平的，给了每个人来到这世上
的权利，剩下来的话就是如何根据自己的先天条件和后天的
努力去走一条独一无二的道路。为什么人在这一生中会遇到
苦难呢？也许是人生修行中的必经之路，有的人受不了欠债、
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而选择跳楼自杀；也有的人受不了突如



其来的巨大打击而选择封闭自己；又有的人受不了亲人的离
世而选择一起奔赴黄泉。但是依然还有人趟过苦难，有的人
因为总结教训经验整装待发；有的人因思考而明白人生的真
谛而付出努力；还有的人因启发而重获新生。世上的人千千
万万，选择也是因人而异。

我有时候抱怨自己的处境乃至抱怨一切的时候，我的父亲跟
我说我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呢？让我想想很多人起早贪黑，
为了解决生存的问题而到处奔波劳碌，你这个少年所谓的烦
心事根本不足以挂齿。选择死亡真的很容易，选择活着的人
们大多数都很努力地奋斗着，也许是为了自己，也许是为了
家庭。我想到最近本地很多孩子因为一些小的问题选择结束
自己生命的行为，不禁感叹，那些失去孩子的家庭又该如何
是好，一个家庭原本的希望就这么破碎了，孩子的亲人又将
如何难过，想到他们曾经的经历，一定有着一些遗憾，只是
想明白的时候，孩子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了。

在宇宙间，人只不过是沧海一栗，既然活着，并选择了自己
奋斗的路，不管遇到什么样困难或挫折，也要想想自己应该
如何积极面对这些苦难，如果想用力地证明自己活着，那就
留下一些“证据”吧。这个世界什么都在改变，但总有一些
是亘古不变的。例如为什么中国古代有那么多名人轶事能让
我们所知？为什么有些事迹流传千古让人惊叹？为什么有的
人死了但他却被人们永远记在心中？我想那一定是一种能引
起人们强烈共鸣的精神情感，所以，他们存在的痕迹根本不
会被岁月掩埋，不会被人们所遗忘，更不会消逝在历史的长
流中。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之间的感情，表达了坚贞不渝的
爱情；比如为了孩子们的明天奉献出自己青春的张桂梅，向
我们展示了什么是无私奉献舍己为人的品质；又比如那些无
数英勇烈士为中国的解放而不懈奋斗的决心，让我们看到了
生生不息的红色信仰。

生命是场无尽的修行，出生和死亡，既然是注定发生的，那
就接受它，并自我折腾式地豁出去，给短短几十年的人生带



来这个时代只属于你的人生烙印吧。

我与地坛读后感想篇九

人都是有一定寿命的。并且人必然要生，那必然要死。可以
看出，生与死是相互依存，就像连体婴儿一样，无法单独生
存下去。既然你已经知道你必然会生，也必然会死，那你何
必去思考自己将来怎么死的。要知时候一到，寿命将尽，谁
也无法抵抗。

那么，生与死，又究竟是什么？生，根据在字典里的解释，
我可以造一个不一定对的句子：你生了也生了。这该作何解
释？第一个生，是出生的意思；而第二个生，则是生存、活
的意思。死，自然好解释，就是（生物）失去生命，自然就
是死了。

如果自己来解释，那么生与死并没有一个定义，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解释。那么，我认为生与死则是人一生必经的磨难，
或者说是是必须经历的两个过程。史铁生认为生是交给一个
人的事实，而死是顺便保证的结果，是一个盛大、必然会降
临的节日。

“有时候不怕死的人是有的，一生下来就不怕死的人是没有
的。”我想，刚出生的人使生已经变成了一个事实，但他还
不会明白生与死的概念。可是，他总会本能的反抗死的威胁，
这是人的本性，就是人的本能。而有的人不怕死，则是他们
已经没有缺憾，看透一切，又怎么会怕死呢？我怕死，所以
不想死。大部分的人死之前都是痛苦的。我害怕痛苦，所以
怕死。修禅者说：“不可求死，也不用怕死，对死亡要存有
感谢的心，因为死亡能使自己放下此生千万种的责任，带着
一生的功德，迎向一个充满着希望和光明的生命旅程。”

其实，生命的意义就是活着。人的出生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
如果你不是活着的，那么又何来生一说。如果你没有活着，



也就没有生。没有生，何来死？所以，生命的意义，我们为
什么要生，当然是为了活着而生，为了活着但却不得不死。
这亦是人的宿命。

其实啊，人这一生不过一瞬，而这就是生与死的过程。而生
与死自无定义与道理。

《尖叫的海棠》里曾有一段裴雨棠和阮石的对话，至今令我
记忆犹新：

“虫子，你说我会不会死？和那只小狗一样？”

“流点鼻血就会死？你以为生命像花瓶一样脆弱？”

“我一直都以为，我正在死去。”

“所有的生命都会死去，有生就有死，这并不可怕。”

“如果结局一定是死，为什么我们还要生？”

“生命是因死亡而美丽的，人生是因遗憾而完美的。”

生与死的关系并不可怕。生命是因死亡而美丽的。

人既然能生，必然就是老天要让他在这世上留下点什么来。
活着不一定是为了干某件事情。但你要做某件事情，就必须
要活着。人生着就一定有着自己的理想，那为何不趁还活着
去完成它？我们正在活着，也正在死去。那之间是有过程的，
有过程就必有时间，有时间你就可以完成它。

所以，暂时不用考虑人生的生与死，而是把自己充实好了，
使自己始终处于一个饱和丰富的境界。

那么，生亦无憾，死亦无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