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傅雷家书前六通读后感(大全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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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读后感怎么写
才合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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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雷家书前六通读后感篇一

其实，说起傅雷，就不得不提的是他的`儿子傅聪。由于从小
对于古典音乐的热爱，所以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傅聪，印象最
深的就是在他弹奏钢琴时他的那副黑色的半指手套。他是一
个老者，音乐家，钢琴家，也是艺术家。

作为中国人，他是首次在肖邦国际钢琴比赛重获奖的中国人，
曾经有人对他说过，为什么你不是波兰人。

而在《傅雷家书》中，我却认识了另一个傅聪，那是一个韶
华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是被父亲要求“先为人，次为艺
术家，再为音乐家，终为钢琴家”的青年。1955年，傅聪留
学波兰，傅雷在其中一封家书中写道：“不是空唠叨，不是
莫名其妙的gossip”，他是把儿子看做谈论艺术的对手，也锻
炼儿子的思想和文本，并随时给儿子做一面“镜子”。

“先为人，次艺术家”这是傅雷先生在和傅聪谈到艺德的时
候，不止一次提到的问题。在傅雷的家书中，我们看到的是，
父亲如果再教导儿子如何做人，而不是如何做艺术家。以德
为先，德艺双修，从《傅雷家书》中，这体现在父亲给儿子
的点点滴滴。《傅雷家书》给我们了解过去历史，开启了一
扇窗户，很好地为我们保存那个时代的记忆，正是由于它的
存在，才将中华民族优秀道德清楚阐释出来，它不仅是傅雷
对孩子的教育，也是我们立身行事的准则。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书信是维持人与人之间一个重要的沟通
桥梁，而在科技日与发达的今天，这个习惯似乎在慢慢被人
淡忘甚至摒弃。但看完《傅雷家书》以后，我非常有提笔的
冲动，翻出信纸和钢笔，给自己的父亲，母亲，甚至长辈来
写一份家书，也许寥寥几句，也许几句家常。

傅雷家书前六通读后感篇二

最近刚阅读完了一本书籍，名叫傅雷家书。

这绝不是普通的家书，它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
也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

人的自爱其子，也是一种自然规律。人的生命总是有局限的，
而人的事业却永远无尽头。通过亲生的儿女，延续自己的生
命，也延续与开展一个人为社会，为祖国，为人类所能尽的
力量。因此，培育儿女也正是对社会，对祖国，对人类世界
应该的尽的一项神圣的义务与责任。

傅聪在异国漂流的生活中，从父亲的这些书信中汲取了多么
丰富的精神养料。时时给指导，鼓励与鞭策。使他有勇气与
力量，去战胜各式各样的魔障。踏上自己正当的成长道路。
傅聪这种热爱祖国，信赖祖国的精神，与傅雷在数万里之外
对他殷切的教育，是不能分开的。

再看看这些书信的背景，傅雷是在怎样的'政治处境中写出来
的。有多少人在那场“黑暗的灾祸〞中受到伤害，傅雷缺在
其中显出了他不变的本色。

优秀的父亲，出色的儿子，不平凡的家书。

值得阅读的书籍，如果你还没有看过，闲暇时不妨拿起书认
真的阅读一遍。



傅雷家书前六通读后感篇三

《傅雷家书》可以使我们更好的提升自身修养的一本好书，
在风云暗涌的年代里，傅雷通过书信亲子爱子，传达出一种
高尚的品质。

爱子之情本是人间常情，而傅雷却始终把道德与艺术放在第
一，把亲情放在第二。读了《傅雷家书》，可以看到一位父
亲对儿子的深爱，也更突出了傅雷在艺术造诣高深，在生活
对朋友爱惜尊重，政治上关心国家发展，又如益友、知己般
与儿子平等探讨艺术的多个方面的个性特征，并且还能从傅
雷对孩子的教育中获得做人的道理，让孩子体会父母之爱。
可能如傅雷那样，对我们有着一颗期盼之心，希望我们成人
成才，有一份浓浓的、毫无保留的爱。明白了父母的爱心，
我们就会努力学习、成人成才。

这是一本“充满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也是
“最好的艺术学术修养读物”，更是平凡又典型的“不聪
明”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刻写照，我们可以像傅雷一样
从中体会做人、学习的道理。

认真品味这本好书，你会发现不一样的亲情世界，理解不懂
得的人情世态。

傅雷家书前六通读后感篇四

这个星期，我看完了一本书，名字叫做傅雷家书。看完之后，
只觉得心里有细腻的温暖，这大概就是父爱的感觉吧。

事无巨细，心中傅雷首先强调的是傅聪如何做人，如何对待
生活的问题。傅雷以自身的'经历来教导儿子待人要谦虚，做
事要严谨，礼仪要得体，遇见困境不气馁，得到成功不骄傲，
要有国家和民族的荣辱感，要热爱祖国。要有艺术、人格的
尊严，做一个德艺具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同时他还对傅



聪的生活进行指导，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劳逸结合，正确理财，
如何处理婚姻恋爱等问题他都给傅聪提出了建议。傅雷作为
一名文化底蕴深厚，在艺术方面有很高造诣的人的人，也给
傅聪在音乐方面指了明路，还鼓励他多从诗歌、戏剧、美术
等艺术门类汲取营养，给他寄去书籍。

在我看来，傅雷是傅聪人生中的一盏指明灯，他既是一位慈
父，又是给傅聪提出建议，给予关心的良师益友。书信中无
不透露出他那浓浓的父爱，洋溢着父子之间的深情。

傅雷家书中的种。种人生道理也使我受益匪浅，家属传递的
不仅是父子之间的爱，也是人生哲理的传承。

傅雷家书前六通读后感篇五

傅雷家书中，那185篇的家书，包含着父亲对孩子事业上的引
导，母亲对孩子生活上的叮嘱……那平凡朴素的言语却一次
次让我感动得流下泪，我忘不了当时浮现在我眼前的场景：
分别后父母充满思念的彻夜难眠、傅聪回家后父母充满喜悦
的泪流满面、因长久没有收到儿子的信而担忧忧郁、甚至是
孩子回信中一个错别字的'纠正……父母的爱大的包容一切，
小的无微不至，全部表达在傅雷家书中。

傅雷家书中的爱，或许就是距离产生的不同寻常的爱，它的
不同寻常，不是它的爱超脱尘世，而是因为距离，使人们懂
得了珍惜这份爱！如果你还不懂得珍惜，那么从现在开始珍
惜身边的爱吧！

傅雷家书前六通读后感篇六

当乌云密布我们头顶，淋淋沥沥的雨下来的时候，我们该如
何让面对？

我们欣喜于阳光洒满大地，创造出多姿多彩的斑斓，因为风



雨过后的彩虹才更灿烂。

人的一生坎坷无坦，没有一帆风顺的航船，也没有一成不变
的道路……

我们固然喜欢成功，可失败并不可怕，因为“失败是成功之
母”。

如果我们只有成功没有失败，可想而知这种人生必定满是骄
傲，但是如果一但失败，就像天地崩塌人生没有意义。如果
没有失败，就注定不会有成功的喜悦；如果没有失败，就注
定我们没有成功！“失败后就是成功”这是事实，一个不可
磨灭的真理！

人的一生中有无数的失败，我们应当从这一次次失败中西区
教训，总结经验，把失败当成垫脚石，我们要踏过这程失败
把它踩在脚下向前一步步的迈，相信成功总会在前方的。一
程失败，一程胜利，我们喜怒哀乐都让自己倍感压力，可以
把失败当成功，现在只是暂时没有成功罢了。

老师曾经告诉我们：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勇气站起
来！

是的，就把失败当成是一阵清风飘过，因为失败意味着我们
离成功也不远了，乌云过后总是晴天，就让我们微笑着面对
失败，品味失败带给我们的种种。

傅雷家书前六通读后感篇七

生命的个体是短暂的，但生命的现象却是永恒的。

我们或许无法改变生命的长度，但却可以扩宽生命的宽度。

世间万物林林总总，或泰山许鸿毛。但却总有一些凌驾于生



命之上，值毕生追求。

青春少年时，除去于未来的美好憧憬外，于生命消逝的仿徨
也常常在心中回荡。身处人生中的花季，对死亡的恐惧我何
尝不感同身受？近些天正好在拜读《傅雷家书》。

记得是1960年傅雷在给其子傅聪的信中写道过一句话：“我
素来对生死看得极淡，只是鞠躬尽瘁，活一天做一天工作，
到有一天死神来叫我放下笔杆的时候才休息。”当时读到此，
我的心不禁被深深地触动了——生命是第一位的，若是连生
命都看淡了，那万事万物又有什么值得拼搏呢?直到合上书的
最后一页，我才明白——世界之大，除了生命，有更多的人
和事值得我们为之付出。

梦想

梦想是一时的追求，一生的夙愿。它不仅是对物质的追求，
更是对精神的依托。可以说，人这一生一直在为一个梦想而
奋斗，这个梦想或大或小却不可或缺。若是有志，不在年高；
若是无志，便空长百岁。

世界著名钢琴家傅聪为了艺术，客居他乡，远走异国。为了
艺术，他经历了异域风情里的“浮云游子梦，切切故乡情”，
功名利禄中的心无旁骛，坚守本心。他把艺术看得比生命还
重，忠于艺术，尽一切可能保持艺术的完整而奋斗。为了艺
术，为了不被钢琴匠、奏琴的机器同化，傅聪细水长流，大
大减少了音乐会的次数。这也意味着对名利的放手，对金钱
的摇头。

梦想可能轰轰烈烈，也可能平平淡淡。轰轰烈烈的梦想最终
许能一鸣惊人，名垂青史；平平淡淡的梦想最终许只能不声
不响，销声匿迹。但有梦想的人活出了自我，没梦想的人随
波逐流。有了梦想，生命充满活力；没有梦想，生命没了意
义。



为了梦想，头破血流也再所不惜。

因此梦想，凌驾于生命之上。

亲情

傅雷曾在给其子傅聪的家信里写道，“爸爸已进入了人生的
秋季，许多地方都要逐渐落在你们年轻人的后面，能够帮你
的忙将要越来越减少，一切都要靠你自己努力，靠你自己警
惕、自己鞭策。”短短的几句话，仿佛什么都没说，却又像
述说了千言万语。傅雷对傅聪的期望、担忧、鼓励，对自己
无法帮助儿子的无奈、忧愁、痛苦如酸甜苦辣四种调料混合
在一起，五味杂陈。傅雷时时刻刻，随处都是傅聪的警钟，
一面忠实的镜子。为了给儿子回信，傅雷不顾身体的霉况日
下，顶着头晕眼花，在昏黄的灯光下一字一句提笔书写。

亲情，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带着浓浓的思念，深深的牵挂，
来到彼此身边。亲情，可以使脆弱的人变得坚强，使冷漠的
人变得温暖。亲情，是互相付出;亲情，是互相牺牲。

为了亲情，两肋插刀也在所不惜。

因此亲情，凌驾于生命之上。

祖国

为了中国的尊严，北大学生浩浩荡荡五四游行，“誓死力争，
还我青岛”；为了中国的振兴，科研人员呕心沥血，青丝变
白发；为了中国的尊严，革命烈士前仆后继，死而后已，用
血筑建新的长城。

历史之河里，滔滔不绝的流淌着为国牺牲者的鲜血。古往今
来，不同岗位的人都为祖国的兴衰贡献着自己的瘠薄之力。
其间，有鲁迅、傅雷的“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也有



红军战士的“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没有身
强力壮，却也身残志坚；无法冲锋陷阵，战死沙场；却也以
笔代刀，口诛笔伐。

为了祖国，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

因此祖国，凌驾于生命之上。

生命之上，还有许多许多。或许我们会因此，付诸一生。我
们无法使生命延长，但我们却可以丰富生命的内涵。

傅雷家书前六通读后感篇八

就在前几天，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读书活动。在网上找了好
一会儿，最终选择了这本《傅雷家书》。

父亲傅雷是一个学者，他博学正直，富有文采，但年轻时似
乎有些暴躁，作为父亲的他，是个严父，也有些残酷，但是
他却尽到了一个父亲的义务。即使有再多的工作要完成，也
未曾忘记他是一位父亲。他一丝不苟给孩子制定功课，亲自
编制教材，就如同对待工作那样严谨，不曾有丝毫的懈怠，
他时常以身作则;就这样，作为父亲，他很成功。然而，这样
严于律己的父亲却说：“身外之名，只是为社会上一段人所
追求、惊叹，对个人本身渺小与伟大都没有相干”。孔子说：
富贵于我如浮云，现在的“乐“也属于精神上的 “富贵”之
列，智者，自甘淡泊，因此我们不该受羁于贪念和欲望。

这就是我对这位严父的第一印象。然而，却不只为什么，他
那伟大的父亲，却使我想到了党，想到了伟大的祖国。

在中国五千六百的文明史上，无数先辈为了祖国的强大，民
族的繁荣昌盛，而努力奋斗着。他们坚持不懈，作出了可歌
可泣的贡献，从汶川大地震一路走来的中国人民，悲伤的泪，
感动的泪流了许多，大地震让我的心灵受到了一次强烈的震



撼，受到了一次历史性的洗礼。中国gcd在大灾难面前的不俗
表现，赢得了世界的最广泛的赞誉，赢得了中国民众的心，
以人为本，让党旗增色，危难之中，党旗更加辉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路走来，坎坎坷坷，历经风雨，有多少
为了告别苦难的昨天，戎马倥偬，浴血奋战，用自己鲜红的
鲜血，炽热的心去描绘祖国明天那美丽的蓝图，又有多少人，
为了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用双手去呼唤，使几代的梦想实
现了。祖国曾以“愚公移山个“的精神，高举毛泽东思想的
伟大旗帜，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祖国啊祖国，我们愿为您骄傲，为您自豪，为您快乐;我们坚
信，伟大的祖国定会繁荣昌盛，让我们一起高举祖国的红旗，
一起歌唱祖国。

傅雷家书前六通读后感篇九

一九五六年，傅聪回国度假，为上海音乐会做准备，父子在
琴旁切磋。

明眸皓齿，比较迷人的是一双清澈透亮的大眼睛。二十多岁
的傅聪爽朗地笑着，右手潇洒挥离琴键半悬在空中，干净的
白色衬衫衬出他修长的脖颈。仰头，望向父亲。

这么多年一晃而过，傅先生还是一如往常。严肃，甚至不苟
言笑。但无论儿子成长到什么岁数，有过多少游历与见解，
在他眼里，他还只是个孩子，只是一个只身求学异乡，使他
迫切渴望与其书信往来的聪儿。

从未动笔写过一封家书，更甚，也未曾读过一篇。《傅雷家
书》于我是启蒙读本，字里行间流淌着家庭的细腻与坚强。
这部由各个连贯的图块拼合而成的漫漫长卷，令人震撼地描
绘了四年来一对父母不曾间断的兴奋与焦灼共生的情感。从
第一篇，到比较后一篇，炽烈燃烧的牵挂之情从未熄灭，它



无畏时局的动荡与翘首相盼的煎熬，远渡重洋，时刻为他乡
学子的一颗赤心蓄柴积薪。细细读来，更像亲手铺展开一幅
画卷，无论是工笔细描还是泼墨写意，都入木三分。

印象比较深的还是傅聪比赛前后半年中父子的往来书信，两
人几乎站在对立面上，对彼此的音乐见解持以反驳态度。字
面不显，却能在笔下窥见一斑。在傅聪对于李赫特盛赞不绝
的一笺长信中，不难读出一个正值人生辉煌时期的青年幸逢
知己的狂热与惺惺相惜。他的情感就像他的音乐、琴法一样，
像水，江河之水，只滔滔不绝地流出来，完全是自然的，而
且是没有终结的。他写信，感叹人心神秘莫测的力量。

或许在读者看来，那神经敏锐的血统未尝不是一次少加思索
的情感冲动，但比较重击心灵的还是傅雷在信中深厚而娓娓
到来的答复：

“中国哲学的理想，佛教的理想，都是要能控制感情，而不
是让感情控制。假如你能掀动听众的感情，使他们如醉如狂，
哭笑无常，而你自己屹如泰山，像调度千军万马的大将军一
样不动声色，那才是你比较大的成功，才是到了艺术与人生
的比较高境界。”

你会发现傅雷一方面和我们的父母一样，唠叨、牵挂、敏感、
苛求、大事小事都不肯放心，另一方面，他又和绝大部分父
母不同，他有着超凡的悟力、渊博的学识、澄明的人生哲学，
他不只是询问、敦促、鼓励，而是用这一整套丰富的修养来
爱和培养自己的孩子。从家国情怀到为人处世细枝末节，竭
尽父母职责，表现了正直的知识分子的道德和良知。

或许教育也是一件难事。傅雷常常懊悔自己对儿子“过于严
厉而低估其本身水平”的“失败的教育”，但在这346通家信
中，我读到了作为父亲对儿子充分的启发教育：在做人方面，
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术修养方面，在演奏姿态方面。



贯穿全部家书的情意，是要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
严，能够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一切，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
的艺术家。”

是的，傅雷的教育，“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
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如他本人一样，如他的妻子一
样，如他的两个儿子一样。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家庭濡
染”吧！

傅雷家书前六通读后感篇十

有很多人说傅雷是一个很严格的.父亲，确实，在他和傅聪两
年间的书信来往中，不难看出这一点。他对儿子有着不容置
喙的爱，但在书信来往中，他始终把对傅聪的道德和艺术的
指导放在了第一位，而把舔犊之情放在了第二位！

傅雷说，他给儿子写的信有多种作用：一、讨论艺术；二、
激发青年人的感想；三、训练傅聪的文笔和思想；四、做一
面忠实的“镜子”。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两人书信中的内容，
除了生活琐事之外，更多的是谈论艺术与人生，灌输一个艺
术家应有的高尚情操，让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
严”，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亲爱的孩子，你走后第二天，就想写信，怕你嫌烦，也就
罢了。可是没一天不想着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就
出自于《傅雷家书》，从这句话可以清楚地看出，傅雷和天
下所有的父母亲一样，深爱着自己的孩子，当孩子远在海外，
心都被牵绊着。

“以演奏而论，我觉得大体很好，一气呵成，精神饱满，细
腻的地方非常细腻，音色变化的确很多。我们听了都很高兴，
很感动。好孩子，我真该夸奖你几句才好。”这样的一句话，
展现了傅雷对儿子傅聪的教育方法，他不会像一些父母那样
只是批评，而是会给予适时的鼓励，给孩子自信以及指明奋



斗的方向！

“在公共团体中，赶任务而妨碍正常学习是免不了的，这一
点我早料到。一切只有你自己用坚定的意志和立场，向领导
婉转而有力的去争取。否则出国的准备又能做到多少
呢？——特别是乐力方面，我一直放心不下。从今以后，处
处都要靠你个人的毅力、信念与意志——实践的意志。”这
些话则充分体现出了傅雷对儿子严厉的一面，他希望他能够
成长起来，学会面对，学会处理问题，这是他教育方式中很
有特色的一点！

《傅雷家书》记录着傅家父子两人两年间的交流。仔细阅读
这本书，你会发现不一样的亲情世界，理解不懂得的人情世
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