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生活的花朵 生活的艺术读后感(优
质8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
友。

生活的花朵篇一

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生活对于现代得人似乎非常
难，生活让我们很累。人们不停地奔波，因为我们不断的追
求。

累，现代生活的代言。或许我们的生活缺少艺术，不懂得如
何去艺术的生活着。可是艺术是什么?怎么才是艺术的生
活……或许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能对我们有所启发。

生活可以是艺术，可以很放松，可以是种享受。它可以经历
大风大浪，也可以停泊在港湾里随着清风微微有些晃动。船
帆本是白的，但如果你喜欢，便可以添上一点颜色，那么它
就与别人不同了，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不去追求完美的理想，不去追寻那势不可得的事物，不
去穷究那些不可得知的东西……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去调整
我们的人生，使我们得以和平地工作，旷达的忍耐，幸福的
生活。

在《生活的艺术》这本书中，“自我”和“闲适”我认为它
更多的是在告诉人们在工作之余、责任之外如何提高生活的
质量、过上有品位的生活。我认为，林先生并不是叫我们放
弃所有的理想，而是在强调，对理想的追求必须是以现实生



活为基础的、是以快乐为原则的。林说：我们不去追求完美
的理想，不去追寻那势不可得的事物，不去穷究那些不可得
知的东西。。。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去调整我们的人生，是
我们得以和平地工作，旷达的忍耐，幸福的生活。

生活的花朵篇二

最近，我读了海伦·凯勒的自传《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令
我深有感触。《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主要讲述了又盲又聋的
海伦·凯勒坎坷的一生，以及她的心路历程。她一生只有十
九个月光明与声音，在安妮·莎利及其他老师的帮助关爱下，
在亲朋好友的成全中，海伦克服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完
成了哈佛大学学业，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学士学位。她始终
致力于残疾人事业，四处募捐用以改善残疾人的生活环境，
并为他们创造受教育的机会。她曾周游世界各地，为残疾人
加油鼓劲。最终成为一名杰出的慈善家、演讲家、教育家。
她的世界只有无光、无声、无语的孤独岁月。但她却顽强地
认为假如给我三天光明_第一天：我要透过“灵魂之窗“看到
那些鼓励我生活下去的善良、温厚与心怀感动的人们。第二
天：我要在黎明起身，去看黑夜变成白昼的动人奇迹。第三
天：我将在当前的日常生活中度过，到为生活而奔忙的人们
经常去的地方去体验他们的快乐、忧伤、感动与善良。有位
哲学家曾经说过：“勇敢寓于灵魂之中，而不是一副强壮的
躯体。”这正是对海伦的真实写照。海伦凭着一颗坚强的心，
最终在逆境中崛起，真是身残志不残。作为新一代的大学生,
有着良好的生活和学习条件,但自身缺乏毅力。

因此，这篇文章给我最大的启示是：一、要正确地对待困难，
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困难。遇到困难时，不要害怕退缩，
而要想方设法地将困难克服，战胜困难的过程也正是自己进
步的过程。二、尽力地完成每一件事。有位名人曾说
过：“什么是不容易？不容易是把每天应做的事每天都坚持
做。什么是不简单？不简单就是把每件事都做得最好。”是
啊，如果能按上面说的去做确实是十分难。做一件事、坚持



一天很容易，坚持二天也很容易，但天天做到却很难。因为
这不仅需要恒心，还需要坚韧不拨的毅力。而要把每件事都
做到最好，更是难上加难。因为这不仅要上述的两点，还要
有做事认真仔细的好习惯。如果我们能办到这两点，就能在
平时的点点滴滴中得到进步，得到提高。三、要有乐观向上
的良好心态。海伦在巨大的打击以及困难面前，不是怨天尤
人，而是以乐观向上的心态去面对，使自己得到信心。乐观
向上的良好心态，是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我有这一本好书
做我的良师益友，相信我以后的日子会过得更充实。

生活的花朵篇三

几天来，我一直沉思于欧文斯通《渴望生活——凡高传》的
书籍中无以自拔。

几天来，我一直在为一位死去的灵魂哭泣、呐喊，他就是温
特森.凡高。

几天来，我一直深深地为之震撼：原来世间还有这样一位激
情澎湃的艺术大师?

出生于荷兰赞德特镇牧师之家的凡高，从小就有一种与常人
不同的忧郁和敏感。

童年的凡高，常常会呆呆地看着某一种他认为美丽的自然景
致而陶醉其中，或者用棍子在地上画一匹驮着稻草的马或一
只流泪的狗。

长大后的凡高没有满足父亲想让他当一名职业传教士的愿望，
怀着一腔热血深入到比利时南部的贫困煤矿区，和矿工们同
吃同住，通过自已手中的画笔，画了大量反映矿工生活的绘
画。



画中的矿工们蜡黄的脸，伛偻着腰，贫困交织，并创作了生
平第一幅比较著名的作品《吃土豆的人们》。

事实上，饥寒交迫、贫穷潦倒无时无刻折磨着凡高。

他一生落魄，孤独而又自卑地生活在自已构建的王国里。

为了能够实现心中的理想，不惜献出自已的生命，他是一位
真正为艺术而献身的大师。

他的心灵在经历了极度痛苦挣扎后，还能执著地活在自己营
造的世界里，乐此不疲。

也只有这样一位受尽人间苦难的大师，才能创作出许许多多
传世的作品，领悟到超乎常人的独到思想，在艺术的不懈探
索中一次次完成了自我完善、自我超越。

《向日葵》，朵朵黄花有如明亮的珍珠，耀人眼目，孤零零
地插在花瓶里，配着黄色的背景，给人一种凄美的感觉，似
乎是盛宴散后，灯烛未灭的那种空荡荡的光景，令人为之心
沉。

《向日葵》不止是向日葵，而是他燃烧着的灵魂，那一片灿
烂的金黄，温暖得令人心痛。

淡柠檬黄的背景上，强烈地象征了天真而充沛的生命，而那
深深浅浅交交错错织成的黄色暖调，对疲劳而受伤的视神经，
真是无比美妙的按摩。

每次面对此画，久久不甘移目，我都要贪馋地饱饫一番。

另一方面，向日葵苦追太阳的壮烈情操，有一种知其不可为
而为之的志气，令人联想起中国神话的夸父追日，希腊神话
的伊卡瑞斯奔日。



凡高的画，线条流畅，色彩对比强烈，无一不印衬着他孤独
落魂的心灵。

尽管颜色偏黄，线条呈螺旋式，不仅有强烈的阳光，也有南
国阳光照耀下的市镇、田野、农舍、花朵、河流。

可是这些，还是没能让他内心压抑的灵感发挥到极致，以至
常常情不自禁地呐喊：“明亮些、再明亮些!这对一个渴望母
爱的失意汉也许分外震憾、动人，连凡高自已也说过，“向
日葵是感恩的象征。

为了拒绝红尘的不合音符，抑或为了艺术的绝对唯美，不让
自已的心灵一丝一毫的污染，凡高愤然地割下了自已的耳朵。

刻骨铭心?每当看到那张绑着白纱布的自画像，我真为那个时
代为什么不能接受这么一位伟大的天才画家而痛心不已、愤
然积聚。

的居民都以为他是疯子，强烈要求市区政府把他关入疯人
院......

女作家陈染在小说中有如下一段话：“我不爱长着这只耳朵
的怪人，我只爱这只纯粹的追求死亡和燃烧的怪耳朵，我愿
做这一只耳朵的永远的遗孀。

那只坠地有声的耳朵，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柔的弹片，是一次
无声的战争的纪念品——在我们想像中，它一直代替大师那
枯萎的心脏跳动着，如同一架永不停摆的挂钟。

在世界眼中，凡高疯了。

但在这只耳朵的听觉中，世界疯了。

每当星夜中流光闪烁，想到大自然对人类生命的馈赠，我发



现世界对这位疯狂的天才是那样的'吝啬、那么的不公。

可就是这样一位疯狂的天才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依然是对生命
充满着最质朴的热爱。

凡高生前有一个愿望：“总有一天我会找到一家咖啡馆展出
我的作品。

但是，就连这么一点点卑微的梦想，最终也化为泡影。

凡高生前大概只卖出一幅画《红色的葡萄园》，价值是4英磅，
就这幅画还是他兄弟和朋友为了帮助他而买下的。

凡高做梦也不会想到，一百年后，他的作品拍卖价竟会雄居
古往今来所有画家的榜首：1987年，一幅《向日葵》以59亿
日元被日本人买走。

时隔不久，这个记录又被刷新：一幅《鸢尾花》被卖到了73
亿日元。

一幅《加歇医生像》被卖到117亿日元。

后来，当《没有胡须的梵高》创下了7150万美元的天价时，
世界为之震动。

凡高在凄凉无望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节台阶，虽然时间和
人生都会老去，但是凡高留给我们的艺术想象将永存万年。

何谓幸福?这个问题有很多答案。

字面意思是心理欲望得到满足时的状态，是幸福是人们在感
受外部事物带来内心的愉悦、安详、平和、满足的心理状态。

还有很多定义，但都离不开一句话。



那就是：幸福是顺随心意而感觉到的。

因为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不同的心意，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认识中的幸福，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所以对幸福的国家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在这里，我谨代表自
己说出心中的幸福中国。

古时有孔子的《大道之行也》。

我个人认为其中的说法就是一种幸福。

国家由品德高尚贤能有才的人管理，每一位公民都有素质，
有道德。

家人间其乐融融、朋友间真诚以待、邻里间关系友好、即使
是陌生人间也会互相帮助。

这便是一种幸福。

当然这只是小家的幸福，还不够。

现代有奋斗的目标为小康社会。

小康社会是一个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
环境优美、生活殷实、人民安居乐业和综合国力强盛的经济、
政治、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

将以上两个不同时期的看法融合一体，就可总结出三点。

第一是经济富裕：人要幸福就要有基本的物质保障。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少吃少穿，整天为肚子发愁，是与幸福无缘的。



要让人们不断增强幸福感，必须坚持发展，是财富更加丰饶
充盈，蛋糕做得更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第二是社会公平。

人在社会中只有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不受歧视，才会滋生
幸福感。

如果不公平，不公正，即使自己的收入比过去多，但看到在
同样付出的情况下，别人却拿的更多，就会心理失衡，牢骚
满腹。

特别是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以
后，收入公平较收入增长更能给人们带来幸福感。

为了幸福，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一定要公平的分好蛋糕。

第三是良好心态，幸福既然是一种主观感受，除受制于客观
现实外，还与主管心境有很大关系。

追求幸福，不仅要重物质，而且要重精神，不紧要改变环境，
美化环境，而且要改变心境，美化心境。

幸福的国家是以幸福的人民为依靠的，这需要每个人的努力。

读了这本书，我知道幸福中国是指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

在“十一五规划与“十二五规划的接力棒上，刻写这明了的
文字：实现免费义务教育、共享发展成果、提高基本医疗保
障、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困难家庭住上新房，提供公共文化
服务，儿童都能“不花钱，有学上。

这对所有农村的孩子，下岗职工的孩子，是一件多么的的喜
事呀!以前这些孩子都怕听到开学“交费两个字。



“学费就是卖家里的粮食、鸡蛋、老母鸡。

不得已还要辍学，离开心爱的学校，小小年纪就不得不外出
打工。

现在国家实行“三免一补的好政策，小学阶段国家免出课本
费，杂费和文具费等，让每一位孩子有学上，痛苦的小鱼变
成了快乐幸福的小鱼。

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平，把“看病难，看病贵，这关系老百
姓幸福感的，反映最激烈的问题解决掉。

现在90%以上的城乡人口有了基本医疗费保障，这些都让人民
感受到了温暖和幸福。

我们小学生每年只需交20元钱医保费，生病住院也有了保障。

中国的未来属于我们新的一代，幸福中国等待着我们。

我们要勤奋于学习、善于思考、勇于探索、敏于创新、激发
求知欲和好奇心，打好知识根基，不断在实践中增加知识提
高能力，把中国建设的更加富强。

看完《生活在别处》，我突然的不想去思考任何的问题，只
是放松的去回忆书中的只言片语，回忆那些片段带给我的惊
奇。

那些毫无掩饰的文字，带给我的仅仅是单纯的思想，这才是
我们所需要的。

战火硝烟的年代，到处是被法律所迫害的人们。

残破的躯体，残破的灵魂，在那些战火里灼烧，焚化。

而文人作为那个时代的精神力量，也已经被涂抹了很重的时



代墨彩，诗人在短暂的一生中，浓妆艳抹的扮演了各种角色，
完全沦为了历史的工具。

虽然诗人在努力的挖掘自己的精神价值，燃烧着自己的激情，
却并不能掩饰浓重的政治色彩和大背景下的时代气息。

诗人的母亲也同样在战火中激情、疯狂、沉默、而后渐渐的
麻木、失落，在悲剧中衰老，伴随她的仅仅只有她不愿被人
看到的“褶皱的肚皮和那垂死的激情。

尽管诗人成功的让画家和周围的人刮目相看，却已经失去了
原本作为诗人的自由抒情，仅仅是在这个疯狂的文学时期留
下点不一样的东西，而那是什么，一点也不重要。

是么?不重要?那诗人又为什么想留下东西呢?终究是条不过那
文化的长河，在河水中肿胀、腐烂、而后消失。

政治依然在继续，那么留下的东西有什么用?没用，但依然要
留下，至少那些曾经令他发狂、出众的东西。

或者是一些没有头的女体画像，或者是一些类似“石头的腿，
穿上了沙的长袜的诗句。

那些残留着他疯狂思想的东西，遗留。

只有这些，才能让他觉得自己有所为了，安心的倒在历史的
黄土里。

那些如“在手术台上邂逅一把雨伞和一台缝纫机就是美。

以及“睡着了，一只眼里有月亮，一只眼里有太阳。

的晦涩语言，伴随诗人深埋在黄土下，酝酿着更深的文化。

而我们一样，在这个政治的背景下疯狂，死亡，然后在黄土



下酝酿着更深的文化。

仅此而已。

生活的花朵篇四

《生活的艺术》是国学大师林语堂在1937年出版的一部英文
作品，曾占据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榜首达52周（我看的是中文
译本）。这本书也是我和一位书友交换得来的，前前后后，
断断续续地看了两个月左右。

《生活的艺术》无疑是一本好书，官方介绍这样说：林语堂
将中国人旷怀达观、陶情遣兴的生活方式和浪漫高雅的东方
情调诉诸笔下，向西方人娓娓道出了一个可供效仿的完美生
活方式的范本、快意人生的典型。

这本书的前面大部分内容我是没看进去的。中国字都认识，
但读过去之后却没有进入大脑；或者读懂了，但感觉没有什
么收获。我硬着头皮往下啃，一边反思自己为什么读不进去，
吸收不了。直到看了“读书的艺术”这个小节才搞明白。之
前认为，这本书写于1937年前，那个时候作家的用语习惯，
语境与现在不一致；或者作家的思维方式跟理工科的汉子有
差异，导致看不懂。读了这一小节之后，才发现问题出在自
己的心境上。这本书本身传达的是贴近自然的生活观念，需
要舒缓的心境才能读得下去。在学校，自己的大脑处于高速
运转状态，想的是用尽量短的时间把这本书读完。这本书却
需要细细地品，慢慢地读，方能读懂。

读这本书还是有不少收获的。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个观点是，
当一个人的思想和经验尚未达到可读一本名著的相当时期时，
他即使勉强去读，也必觉其味甚劣。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自
身水平不够的时候，他的鉴赏水平也是有限的。所以，面对
一个作品时，不能妄加评论和下结论，很多时候要从自身开



始反省。一个人的心境也很大程度影响着一个人的品味。不
同时候读同一本书，滋味也是不同的。就像读这本书一样，
回到家以后心境慢慢地闲适起来，也更加能够欣赏这本书了。
读这本书时，也发现了书中好多处的观点都可以回答这样一
个重大问题，即现代科学为什么起源于西方。作者从哲学层
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

受限于个人水平，我对这本书的分析是不够彻底的。当你的
心境不急躁，当你能心平气和地面对生活时，是可以读下这
本书的。

生活的花朵篇五

最近的阅读计划中有一大部分是重读经典。重读是特别愉快
的过程。一本好书，刹一谋面，面目依稀可辨，又倍感陌生。
随着与作者“对谈”深入，记忆的芬芳氤氲，“喜从中来乱
狂呼”。林语堂先生说，读书所得实益，“读者由他自己的
见识和经验所贡献的份量，是和作者自己一样多的。”作为
读者，从书中得到的，与自我的丰富程度成正比。时间沉淀，
读者在成长，一切好书重读起来肯定可以获得新的见解和乐
趣。

重读林语堂先生《生活的艺术》，总结几点感受。

人生没有好坏之分。

一日有上午、中午、日落;一年有春、夏、秋、冬;人生有童
年、青年、中年、老年。人生属于自然，人生没有好坏之分，
只有在那一季里好的东西。每个人需要做的，在自己的季节
里，做更好一些的自我。

百年苦乐半相参。

儒家积极的人生观和道家圆滑和顺的人生观念，协调起来成



为一种中庸的哲学，成为一般中国人的“宗教”。这种动与
静冲突的结果产生了一种妥洽的观念，使人们对不完美的人
生也感到满足，产生智慧而愉快的人生哲学。不去追求完美，
不去寻找势不可得，不去穷究不可得知，平和地工作，旷达
地忍耐，幸福地生活。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庄子云：“送君
者皆自厓而返，君自此远矣。”保持一颗赤子之心，在动与
静之间寻觅平衡，空寥自足。名和利，有修养的人只能避免
利的诱惑，只有伟大的人物才能够逃避名的诱惑。绝利易，
绝名心难。宽容对待自己有时驿动的心。忍受暂时的失败，
静待时机，相信天地万物间，没有一个人能永远占着便宜，
也没有一个人永远做“傻子”。百年苦乐半相参。

心灵与肉体的快乐不可分。

人类一切快乐都属于感觉的快乐。清晨起床，神清气爽，煮
一杯咖啡，捧一本书，精神与身体皆与世无争，这份快乐是
属于肉体还是精神?为什么有人常常不快乐?原因是感官的敏
感性减退。这种人很少去感受，视觉听觉麻木不仁。获得快
乐，要主动去感知生活，体味人生。

梁实秋先生之十一则不亦快哉，与金圣叹之三十三则不亦快
哉，异曲同工，彰显大师的洒脱、幽默、出尘。有了先生们
的这般心性，我们的生活也有很多不亦快哉的时刻。

不被利用的时间是最宝贵的。

“闲暇之时间如室中之空隙。”我们有了闲暇，才能感知生
活的乐趣。城市高楼林立，鳞次栉比，空间的狭仄令我们局
促不安。我们渴望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让视野和心胸变得开
阔。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精神世界更需要“屋前空地”，给
心灵和思想以自由与想象的空间。



学而不思比思而不学更不好。

我们教育的危险在于割舍了鉴别力以求学问，视强记事实即
为教育的本身目标，脱离了教育的真正理想，即智识上鉴别
力的发展。孔子说：“多见识之，知之次也。”庄子
说：“我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真正的学问，是拥有智
力上的胆力和独立判断力。

学者与思想家的区别。

学者在写作中，大都借材于别的学者。他所引用的旧典成语
越多，越像一位学者。一个思想家于写作时，则都借材于自
己肚中的概念，越是伟大的思想家，越会依赖于自己的肚腹。
“一个学者像一只吐出所吃的食物以饲小鸟的老鹰;一个思想
家则像一条蚕，所吐的不是桑叶而是丝。”

什么是美?

所谓文学的美和一切事物的美，大都是以生活为基础的变换
和动作。“林间松韵，石上泉声，静里听来，识天地自然鸣
佩;草际烟光，水心云影，闲中观去，见乾坤最上文章。”宇
宙中凡是活的东西都有着文学的美。凡是活动的东西都有一个
“式”，所以也就有美、力和文，或形式和轮廓的美。

“在被时间击败、被时间席卷、被时间吞噬方面，万物皆平
等，因而都值得在颤抖中被文字拥抱。”既然如此，让我们
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睁一只眼奋斗，闭一只眼悠闲，既不
辜负所谓“生命的意义”，亦不要错过人生的乐趣。这就是
我所理解的生活的艺术。

生活的花朵篇六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名字叫《感恩生活》，里面的一个个小
故事，都非常感人，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篇叫《善心如水》



的故事。

这个故事写的是一对夫妻，开了一家火锅店。他们人缘好，
因此生意兴隆。有很多乞丐会在那儿乞讨，这对夫妇没有给
他们残羹冷炙敷衍他们，而是经常给他们新鲜的饭菜。有一
次，他们店里突然着火了，乞丐们就奋不顾身地冲进店里将
煤气罐以及其他易燃物品一起拎了出来。由于抢救及时，火
锅店没有什么大的损失，在第二天下午仍然正常开业了。而
乞丐们通过这件事也学会了自食其力，不再乞讨，找回了自
尊和自信。

看完这个故事，店主夫妻的真诚，乞丐们的感恩，把我深深
地感动了。有时候，真诚的善意比什么都重要，善良也是一
种生活态度;多一份真诚的微笑，世间就少一份痛苦，多一份
善意的帮助，世间就少一份冷漠。

从这本《感恩生活》书里，通过这些小故事我不仅学到了许
多知识，也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例如：要想拥有大量的
高贵之花，要先学会分享;被别人相信是一种幸福等。这些道
理是我以后成长道路上的明灯，这些向善的故事，会一直留
在我的心里。

相关热点：读后感

生活的花朵篇七

每个人都要细心领略生活，领略每一天带给我们不同的滋味。
世界和生活相连，只有细心发现生活的美妙，才能透过一切
看到世界之多彩。

日出的壮观，日落的温柔，海滨的无瑕，蓝天的纯净，白云
的单纯，鲜花的灿烂。林中天空飞翔的小鸟，无拘无束，美；
江河湖海中畅游的鱼儿，自由自在，美。人与人之间，爱情、
亲情、友情……世界，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天地间的



万物，都可以做为世界最贴切的解释。

一切都需要一双会领悟，会发现的眼睛去寻找。有这样一双
眼睛，很简单呀！先试着叩响别人心灵的大门，走进别人的
世界，然后尝试让别人叩响自己心灵的厦门，敞开自己的心
扉，在别人的指引下，你会走向生活。

人际交往，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与人交往意味着一段七
彩的生活又即将展开，世界又将添加一两缕新的色彩。

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调色盘，把人与人调和在一起，最终，
你会发现，它调出了一种绚烂奇妙的颜色。就是这样，把自
己融入这个巨大的调色盘，你将体会到自己是最美丽的颜色，
发现人际交往的确是种的特殊的关系。每个人都是天空中的
一点星光，装扮绚烂的星空更加绚烂；每个人都是花丛中的
一支鲜花，装扮美丽的花园更加美丽。

确实：走向生活，广交朋友，会给生活增添欢乐，赋予价值。

生活的花朵篇八

我没有见过他，史铁生。只是从那些鲜活的文字里觉得他是
一个刚毅的男人。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弱者，在我心中却是个
巨人。先前曾拜读过他的几篇文章，都感触很深。因为虽然
上苍对他很不公正，可他却依然带着胜利者的笑容向世界宣
称：我是强者。史铁生的生活很坎坷，他在人生最精彩的时
刻失去了行走的能力，日日以轮椅为伴，而此后的生活也是
此病未去彼病又来。就如他在《病隙随笔》中说的一样，他
的职业就是生病，48年来大约有一半时间用来生病。可就是
这样一个受到命运捉弄的人，居然可以依旧平静地对待生活
中的每一天，即使病痛缠身，却仍对生活抱着十分的希望。

我很佩服他。史铁生说：“生病是生活的体验之一，一项别



开生面的游历。”难以想象他的心中拥有多么大的勇气。我
可以感受到他通过文字传递给我的一种乐观的气息，我可以
猜想到他的笑脸，那一定是一张很自信、很灿烂的笑脸，他
的眼光中没有焦躁和忧虑，取而代之的是一份冷静，一种生
机，一股极强的生命力。

有一些话他说得极有道理，生病的经验是一步一步懂得满足。
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是多么的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
嗽的嗓子是多么安祥。其实我觉得生活也就是如此，很多人
遭遇坎坷后会垂头丧气，埋怨上天的不公正，但当清醒时，
仔细的思索一下，方可明白，坎坷教会我们的往往比成功时
获取的更多。坎坷让我们更加珍惜所拥有的一切，坎坷让我
们更执著的去看待生活。“其实，我们每一刻都是幸运的，
因为在任何灾难前面都可能加上一个‘更’字。”史铁生这
样说。他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强者。一个两条腿、两个肾脏均
出现故障，要靠透析器来维持生命的人，在我看来，这样一
个几乎已经失去生活全部的人，依旧很平静。仍怀着一颗感
恩的`心去看世界，他在用心细细寻找身边每一处的快乐和美
丽。在史铁生这样的巨人面前，有时觉得自己真的很渺小。
时常会因为一些小小的挫折唳声叹气，甚至停滞不前，孰不
知也就是在这叹息声中错过了更多。回头想想，拥有一个健
康的身体，每天可以自由惬意地做着想做的事，真是一种莫
大的幸福。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都是生活赋予的特别经历，
好好珍惜每一天，这才是最重要的。我祝福他，史铁生，祝
他的身体和心灵上每天都存在着阳光的温暖，祝福他可以继
续与命运抗争，继续顽强地走下去。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白
来一遭，因为他品出了生活的真谛。史铁生说，如果让他来
选择墓志铭，他会选择这样一句话：“我轻轻的走，正如我
轻轻的来。”扫尽尘嚣。生命有时很脆弱，有时很坚韧，关
键在于它由谁主宰。史铁生是个生命强者，在坎坷中赢得了
明天。作者以细腻笔端抒发了对史铁生的敬佩，以自信展望
自己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