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季羡林黄昏读后感(模板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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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
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
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
解一下吧。

季羡林黄昏读后感篇一

季羡林大师已经仙逝了，但是他说的“做人与处世”的道理
依然鲜活，还会让人受益匪浅。他说：一个人活在世上，必
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
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第三，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
平衡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如果处理得很好，生活就能愉快；
否则，生活就有苦恼。

人自从变成了“万物之灵”后，就同大自然闹起独立来，有
时竟成了大自然的对立面。人类的衣食住行所有的资料都取
自大自然，关键是怎么去索取。索取手段不出两个：一用和
平手段，一用强制手段。西方对待大自然的基本态度或指导
思想是“征服自然”，就是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
与大自然的关系。从表面上看是胜利了，大自然真得被他们
征服了。自从产业革命以后，西方人屡创奇迹。然而，大自
然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它是能报复的、能惩罚的。报复和惩
罚的结果，是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臭氧层出洞，物种灭绝，
淡水资源匮乏，新疾病产生等等，不一而足。

中国或者东方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或哲学基础是“天人合一”。
我们把大自然看做伙伴。可惜我们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采
取了“征服自然”的办法，结果也受到大自然的报复。

至于人与人的关系，我的想法是：对待一切善良的人，都应



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
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忍者，相互容忍也。日子久了，难免
有点磕磕碰碰。如果双方都不冷静，必致因小失大，后果不
堪设想。

至于个人心中思想感情的矛盾，则多半出自私心杂念。解之
方，唯有消灭私心，学习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
远。”

我认为大师的话说得太好了，只可惜被很多人忽略了。由于
人们对大自然的破坏性的“征服”，因此，我们目前正在遭
受着大自然的报复和惩罚：天灾人祸不断，自然灾害频繁，
不是水灾就是旱灾。前年，老天爷把北方的雪下到南方，北
方缺雪南方成灾；现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在下雨、下雪，可是
云南和四川部分地区，一直干旱无雨，天天说饮水困难、喊
森林防火；现在许多老年人的疾病越来越年轻化，年轻人也
有高血压，富贵病越来越多，糖尿病、肥胖病成了多发病，
脑心血管疾病和癌症成为现代人死亡的罪魁祸首，这些现象
都与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有关。近年来社会上假冒伪劣的产
品层出不穷：毒奶粉、地沟油、苏丹红、瘦肉精等等，让老
百姓的食品安全也成了问题，令人沮丧和叹息，但老百姓对
这些事又无能为力。

我很赞同人与人的.关系贵在真诚和包容。没有真诚难以产生
互信，没有包容难以和谐相处。所以大师说的“真”
和“忍”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消除个人心中思想感情的矛盾就是要消灭心中的私心杂念，
一点也不错。淡泊名利，心平气和，内心不会太纠结，自然
也就平静下来了。这点老年人较容易做到，年轻人就不容易
了，尤其是当年轻人正处在创业阶段就更难做到了。但希望
年轻人也需要掌控好自己，做事不要太功利了，否则，也会
欲速不达的。



我读了文字，谈了这些话，是为了让自己快乐，也希望朋友
们快乐；但结果是感觉这些话题有些沉重，不可能让人快乐，
也许是事与愿违了，那就不再多说啦。还是抄几个笑话请博
友们笑一笑吧。祝愿朋友们愉快多，苦恼少，健康、幸福到
永远！

季羡林黄昏读后感篇二

已经好久没有特意写读后感了，一直挺喜欢阅读，但也仅限
于看，几乎不写评论或读后感。借这次参加局工会读书小组
活动的机会，又开始重操旧业啦。不过，这次还真全凭兴趣，
可以随意漫谈，而不是当年为了应付老师的作业，刻意地去
拼凑文字。

我这次看的书是《季羡林谈人生》。其实，说来惭愧，对于
季老，这位我国当代学界泰斗、国学大师，让我真正关注他，
对他产生敬仰敬佩之情的，却是在今年，在他98高龄驱去世
的时候。之前，是通过他的著名弟子钱文忠知晓他的。钱文
忠的《三字经》火了，我也买了翻看过，还教年幼的女儿一
起学习背诵。

于是乎，对季老也想有所了解。这次正好局里购置的第一批
书籍中，有《季羡林谈人生》这本书，我迫不及待地把它借
来。常说“书非借不能读”，对于借来的书，我总是第一时
间消化。花了一个多星期看完，大多是在上下班地铁车厢里
阅读的。

这本书是由52篇千字随笔组成，季老用极其朴实的话语谈论
了人生无法回避的酸甜苦辣、进退荣辱。他以一位望九老人
感悟人生的心态诠释我们人生的纷纷扰扰。他对人生意义与
价值的一句评价，深深烙在我的心上。他说：“如果人生真
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
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他还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积极进取、努力改善”是一种人生，“消极沉沦、怨天尤



人”同样也是一种人生，而我们的心境是至关重要的。改变
心境就是寻求内心的和谐。记得温总理曾对季老说过：“有
个问题我考虑很久，我们讲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
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一个人内心的和谐正是一切和
谐的基础，是根本中的根本。”

通读此书，感觉季老先生为人谦逊真诚、乐观开朗、淡泊名
利。虽然社会外界给了他国学大师等多顶名誉光环，但他却
以平和的心态，忘我的爬字耕耘，在80岁高龄以后依旧坚持
每天四点半起床，勤奋写作。虽然身体上、地位上受到严重
迫害，但用他自己话讲，却是精神极其丰富的时候，也正因
为这段时间的空闲，他翻译、著作多篇极有价值的书籍。一
位世纪老人，依旧关注、忧虑这社会的未来，特别对目前人
与自然难以和谐的现象而呐喊。

这本书每篇文字都较短小，语言也通俗易懂，但都包含着人
生哲理。我们这代青年人，生活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
容易迷失方向，容易变得浮躁。在忙碌的工作、学习、生活
之余，潜下心来阅读季老的文章，真能给我们打一针强心剂，
让我们的思想得到洗礼和升华。在此，我也向在座书友特别
是年轻人强烈推荐此书。

季羡林黄昏读后感篇三

前几天，我读了《季羡林散文精选》中“爽朗的笑声”这篇
文章，文章主要讲了作者认识一位老干部，并对他怀有敬佩
之心。作者愿意对他谈自己的思想。他爽朗的笑声给作者留
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可是一场“暴风骤雨”般的运动使他
们都不会笑了。有一天作者在医院遇见了正在看病的老干部，
虽然作者很担心他，但不敢打招呼。直到有一天，乌云逐渐
散去，阳光普照，爽朗的笑声又回到了他们身边。

在我的生活中也有类似的经历。



我的童年里大部分都是充满笑容的：考试得一百分时，我会
开心的笑；受到表扬时，我会害羞的笑；和好朋友一起玩耍
时，我会无拘无束的笑。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本名叫《万物
简史》的书，里面提到宇宙和生命，让我想起了先后去世的
爷爷和姥爷，他们生前都很爱我，我也很爱他们，可是我再
也见不到他们了，一想到这里，我很伤心。于是我开始思考
人生的意义。我想如果人活着还要死去，那么活着还有什么
用？宇宙是不是无限大的？无限是什么概念？时间是不是永
远存在的？在那段时间里我几乎每天脸上都没有一点笑容。
尤其是想到爸爸妈妈以后也会死去，我会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我就特别伤心，每到这时候，爸爸妈妈就会耐心地开导我。

慢慢地，我明白了：我们要珍惜时间，要珍惜和家人在一起
的时光，在有限的生命里做有意义的事情。只要有爱，一个
人永远不会死，ta会一直活在我们的心里。笑容也回到了我的
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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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黄昏读后感篇四

季羡林先生是我国当代学界泰斗，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



史学家、东方学家、佛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作家，他精
通12国语言，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1911年8
月6日，季先生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六岁离开家乡到
济南随叔父上学，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
德文，师从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
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
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先生一生着作等身，品
行高洁。

2009年7月11日8时50分，98岁的季羡林先生走了。当噩耗传
来，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沉默良久之后，我怀着无比敬
仰的心情，重新又读了一遍季先生的着作——《季羡林谈人
生》，读后略有所悟。

人的一生要学会处理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也就是天人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社会关系;第
三，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的平衡关系，也就是个人身、
口、意中正确与错误的关系，即修身问题。这三个关系，如
果能处理得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则，生活就有苦恼。”在谈
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先生提出的观点是：“对待一
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
言：一曰真，二曰忍。至于个人心中思想感情的矛盾，则多
半起于私心杂念。解之之方，唯有消灭私心，学习诸葛亮的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人的一生要有勤奋好学的精神。“大师”、“泰斗”、“国
宝”，这是三顶多么光荣的桂冠，多少人求之不得。而季老
先生对于自己一生的学识，一向都非常谦虚谨慎，常称自
己“不才”。九十岁高龄时还常常自己警告说：“人吃饭是
为了活着，但活着绝不是为了吃饭。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决
不能白白把生命浪费掉。如果我有一天工作没有什么收获，
晚上躺在床上就疚愧难安，认为是慢性自杀。”季老还告诫
人们：“人贵有自知之明，学海无涯，学如逆水行舟，不进
则退，只有知不足的人才能为人类文化做出贡献”。并勉励



年轻人，“一寸光阴不可轻，做学问干事业要拿出衣带渐宽
终不悔的精神”来。

人的一生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季老高寿，且身体健康，思
路清晰，耄耋之年一直没有间断写作与研究。先生专门写了
一篇文章《长寿之道》介绍自己的长生之道，养生之述。文
中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什么事情都不嘀嘀咕咕，心
胸开朗，乐观愉快，吃也吃得下，睡也睡得着，有问题则设
法解决之，有困难则努力克服之，决无视芝麻绿豆大的窘境
如苏迷庐山般大，也决不毫无原则随遇而安，决不玩世不恭。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季老告诉我们：“要锻炼自己，
对什么事情都不要惊慌失措，而要处变不惊”，“只有做到
尽人事而听天命，一个人才能永远保持心情的平衡”。

季老用一生的经历告诉人们：一个成了名的人，只有不图私
利，勤勤恳恳地为民族、为社会、为国家尽职尽责，不图回
报，才能名垂青史，一个人要把精神世界的超升作为一生永
不松懈的奋斗目标。

季老先生朴实的文字，真切的情感，娓娓道来，给人启迪，
让人回味无穷。先生的文字，是他一生的写照和对人生的感
悟，随着岁月的流逝，先生的做人处事，已渗透在字里行间
了。在公司大力培塑员工品德教育的今天，学习季老先生的
做人、处事、治学之道，对指导我们的思想言行大有裨益。

季羡林黄昏读后感篇五

假期床头多了本季羡林散文集，有事没事睡前翻翻，感触回
味很多。

季羡林老先生对人生有着不同寻常的体会。他的文章时而让
人感到悲伤，时而又让人不禁笑出声来。那么多的回忆和感
想，把我带入了他的人生。细嚼一下是那么的朴实无华，却
让人回味无穷也。



季羡林老先生从小家境贫寒，但是在学习上，在做学问时他
很执着，每天四点到六点是他看书写作时间，而我正在睡大
觉。文中，他的家乡是无比美丽的：捉知了，摸鸭蛋，清澈
的湖水，一切那么美好。季羡林老先生离乡后，看到异乡的
月亮，却觉得怎么也比不上故乡的小月亮，发出“月是故乡
明”的感慨。季羡林老先生深深地怀念在清华的日子，在老
家的日子，在异国他乡的日子，在他笔下，每段日子都是有
趣的。季老有许多回忆，许多故事，每一个都写出了季老真
情实感，季老为人淳朴重感情。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是那么
鲜活，想必他们的影像日日夜夜浮现在季羡林老先生眼前吧。

季羡林老先生热爱生活、热爱小动物，那篇《老猫》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老猫虎子陪伴了季老14个年头，那只猫暴
烈咬人，但却又温柔敦厚，当“奶娘”，捉来小动物喂“咪
咪”。其间妙趣横生。这儿是趣，那儿是美。“毕竟西湖六
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池塘里，绿叶衬红花，荷花亭亭而立，美不胜收。季荷现
在是挂在我嘴边最多的词。

每一篇文章都流露了季羡林老先生的喜怒哀乐，包含了一个
个人生的道理。看见每一篇文章透露出的怀念、幻想、哀愁
与激动，我感触颇多。每一篇文章都引人入胜，然后又想到
自己，常常感到羞愧，又跟着季老在悲伤时也悲伤，开心时
也开心。

悲惨的事情在季老笔下有丝丝甜意，美好的事情中却又掺杂
着点失望与怀念。吃的盐比我们吃的米还要多的季羡林老先
生对人生有着不同的感悟。一草一木对他来说都好像有生命
一般。处处都是生活的道理呀！

季羡林黄昏读后感篇六

书不厚，很快就读完了。久闻季老的大名，以前却很少有机
会拜读季老的文字，对他也不太了解。读了这本书，有了切



身的感受。

他是一个十分趣味的老人。性格坚强，个性鲜明，有很强的
自我做人的原则。他是1911年生的，和我外公同岁。他们那
个年代人的特点就是古文底子十分好。诗词歌赋，信手拈来，
还颇有古代文人之风。说话风趣幽默，经常拿自我开玩笑，
是位开朗的老人。

这些文章基本都是季老80岁以后写的一些人生感悟的随笔，
发表在各种报章杂志上，也有些他给别人写的序言。80岁，
在很多人看来都很老了，应当是安度晚年的时候。他还迎来
了自我的学术生涯的第二春。天天泡在北大图书馆里查资料，
写出了几十万字的讲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糖史》，还翻译了
吐火罗语的《弥勒会见记》。常年的坚持思考，研究和写作，
也许就是他长寿的原因。

这些人生感悟里，季老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应对老年和死亡。
人到了八十以后，肯定难免要思考如何应对死亡的问题。一
方面，季老显得很潇洒。他常说自我在文革里就想自杀了，
是死过一次的人，从那以后的生命都是白捡的，所以并不怕
死。

他研究了中国诗词歌赋里面的三种死亡观，一种是害怕，最
著名的是江淹的《恨赋》，“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
声”。另一种是逃避，竹林七贤里面的刘伶，经常带着一壶
酒，让人抱着铲子跟着他，说，“死便埋我”。第三种是季
老最喜欢也最推崇的陶渊明的顺其自然。他把陶渊明的
诗，“纵浪大化中，不忧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
虑”作为自我的座右铭。

虽然季老无数次的这么说，但从字里行间能够看出来他对生
仍然有种深切的渴望，并没有他自我说的那么超脱。他经常
地思考死亡的问题，反复的谈自我的死亡观，对古代著名文
人的死亡观进行研究，这些都很能看出他的心态。也正是如



此，我觉得他活得很真实，不虚伪。他就是一个跟我们一样
的普通人，对死亡也充满了恐惧和担心。

可能是年纪大了的缘故，所以这些文章里经常重复讲一个思
想。除了谈老年，谈死亡，他谈得比较多的是为人处事，要
处理好三个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思想的关
系。

我觉得季老到了老年还很与时俱进。很能把握时代的脉搏。
他十分关注环境保护的问题，坦言这是21世纪最大的问题。
他感觉西方文化提倡征服自然，这就和环境尖锐对立。要
在21世界解决环境问题，季老认为要用东方的天人合一的观
点。人与自然到达一种和谐共存的关系。

在这方面，季老还是很敏锐的。但天人合一毕竟太抽象了。
如何把这种理念跟现实生活，和此刻的现代化（西方化）的
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找到一条可操作的实用的道路，季老没
有说。这可能也超出他的学术范畴了。

季老这么多文章里，我认为《八十抒怀》写得最好。充分表
现了他向往简约朴素的生活和不懈地追求学术的更高境界的
人生观。文字朴实而优美。一开始就写八十岁生日早上起来，
本来很担心，不明白八十了会怎样样，但看了看自我，再看
看家里周围的环境，一切都很平常，没有什么变化。才发现
八十岁也没什么可害怕的。

这跟我自我过三十岁生日的感受完全一样。29岁的最终一天，
我十分忐忑不安，明天就要进入三十岁了。不明白会怎样样。
可三十岁那天一睁眼，也没觉得有什么异样。人生本来就是
渐变而不是突变的过程。无论是三十，还是八十，九十，都
是我们一生中平常的一天。这种平常心是最好的心态。

季老之后还写了篇《九十抒怀》，也十分真实。那里面写了
社会对他过度的需求。将他一匹垂老的瘦马，当作日产千磅



的大奶牛来挤。他感觉身心都十分疲惫。能够想象，他名声
在外，很多单位和个人都想攀附他的名气来在社会中求提高。
这样对待他这样一个老人，真是太残忍了。

看来季老的文章，感觉自我的古文修养实在太欠缺了。这是
我人生的一大缺陷。不了解中国古代的诗词和文章，就不能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更重要的，能感到季老和所有传统文人
一样，都过着一种诗意的生活。如果随时随地能够把自我生
活写成诗歌，那么生活也就诗化了。在世间诗意的栖息，这
是何等高雅的生存状态！我可望而不可及。期望以后有机会
多读古诗词，还能迈进这样的生活。

刚看完书不久，就听到消息说季老去世了。十分震惊，也很
难过。我外公是去年走的，98岁。季老今年也是98岁。他和
我外公同年生，同样经历九十八个寒暑，又同样的离开了。
而我在他去世之前，这么巧就正好看到了他的这本书。感觉
上和季老冥冥中有些缘分。所幸的是，在电视里看到，他走
之前一天还精神矍铄的给全国中小学生提了，爱国，孝亲，
尊师，助友，八个字。相信他老人家走的时候必须很安详，
充满平安喜乐，没有痛苦。

仅以此文祭奠季羡林大师，期望他如愿回归造化，与天地合
一。

季羡林黄昏读后感篇七

也许真的是“书非借不能读”，尽管久仰季羡林大名，尽管
《季羡林谈人生》就放在案头，我却迟迟未能细读。年前在
电视和网络中，闻年过耄耋的季老说，请摘去他头上的国学
大师等三顶帽子。我还和多此一举的炒作联系起来，至于他
那句“此刻总的是人和政通、海晏河清”(同温总理谈论当今
社会时语)，更是让我等常写时评的愤青耿耿于怀。

带着这种矛盾的情绪，为了完成暑假读书笔记。我拭去《季



羡林谈人生》书面上的灰尘，一篇一篇地细读起来。

前三篇直接谈人生，季老开宗明意，首先点明了写作的年龄
尘埃从“谦虚”：望九之年还不清楚什么是人生。这样的开
头很吸引人，一代宗师，著作等身，国家总理几度探望，执
手相庆;北大不避炒作之嫌，甚至特设“季羡林研究所”。活
到这种境地，还一口一个“吾辈凡人老百姓”，真让我等倍
感惭愧。

改变心境也就是寻求内心的和谐。温总理曾对季老说：“有
个问题我思考很久，我们讲和谐，不仅仅要人与人和谐，人
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一个人内心的和谐正是一切
和谐的基础，是根本中的根本。”联系季老对人生的解读，
一切释然。“用心进取、努力改善”是人生，“消极沉沦、
怨天尤人”也是人生。不懂得满足，不持续心态平衡，又哪
来内心的和谐慢慢品读《季羡林谈人生》一书，他对人生的
感悟洗涤着我内心的芜杂、浅薄。如果不这么细致地读他，
我还真的质疑“摘帽”为“炒作”，读过他，悟过他，才明
白，那不是，而是老人真正的声音，是他智慧内敛人生的真
实渴望。

这些天，我一有时光，就走进老人的文字，去感受那份真实，
去品味“假话全不讲，真话不讲全”的中国式正直。也许有
人还在以“真话不讲全”为由苛求季老，其实季老是不惮讲
真话的：“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
人生一无好处，二无价值。他们也从来不思考这样的哲学问
题。走运时，手里攥满了钞票，白天两趟美食城。晚上一趟
卡拉0k，玩一点小权术，耍一点小聪明。甚至恣睢骄横、飞扬
跋扈，昏昏沉沉、浑浑噩噩，等到钻入了骨灰盒，也不明白
自我为什么活这一生。其中不走运的则穷困潦倒，终日为衣
食奔波，愁眉苦脸、长吁短叹。即使是日子还能过得去的，
不愁衣食、能够温饱，然而也终日忙忙碌碌，被困于名缰、
被缚于利锁。同样是昏昏沉沉、浑浑噩噩，不明白为什么活
这一生。”如此直截了当的批判式揭露，酣畅淋漓，痛快而



又入骨。

读了《季羡林谈人生》，感觉很是中的，一向渴望与一位知
天命以上的老者交流一番，不是平常那种与上上辈人的闲谈，
而是真正谈谈人生中的许多对我来说还很懵懂浑噩的东西。
而这位望九之年的老先生能把对人生的感悟分享出来，于我
似久旱之甘雨，润心润肺。有些东西，在这个纷乱的世界，
我们来不及沉淀，在忙碌无为中忘记思考，甚至有些人已然
根本不会去思考了。但在我的内心深处一向留有一个位置，
存放它们。是季先生帮我拂去了存放它们的箱子上的灰尘，
重新将它开启，并确认了它们的存在与正确。季先生乐观地
相信人类会到达大同之域，为此，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为推动
人类发展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作用，只要抱有这份职责感，
那么个人存在的价值和好处也就找到了。

季羡林黄昏读后感篇八

这几天我看了一本路遥的书《人生》。我从看到这本书的`第
一眼，就在想人的一生会是什么样的呢？人生如戏，戏如人
生。也许人的一生就像一道选择题，选择不同的答案就经历
不同的人生。也许人的一生会经历喜怒哀乐、酸甜苦
辣、……各种滋味。这本书的作者是路遥，原名王卫国。
（1949—1992），1973年进延安大学读中文系，而且这本书
还是一个电影，还对马云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这本书让我更
加怦然心动。

主人公高加林没考上大学，用自己的努力当上民办教师，但
他村的“大能人”高明楼开后门让儿子当上了教师，把高加
林职业顶替了。高加林回到故乡，他现在只有一条路——当
农民。过了几天才从残酷的现实中走了出来，他第一天干活
就把手磨出了水泡，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照样干他的活，他觉
得要先苦后甜，只要把最累最苦的活干完，以后什么苦也不
怕。



后来马战胜帮助高加林找到了一个记者的工作，要去乡下一
个村子里，因为是夜晚，还发了大洪水，高加林不管路上有
多么艰难困苦，都会克服种种困难快速前进，脚破了一直在
流血，也没有感到一点点疼痛，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那么
任劳任怨的种地，也做不到在夜里进行调查工作，在学习中
遇到难题，就会放弃，还会各种埋怨，在以后的学习中我要
学习高加林永不退缩的精神，积极乐观的心态。

高中生高加林回到家乡离开故乡，他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
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互相纠缠，催人下泪，十分感人。

人生道路虽长，但往往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时，人生
的道路曲折蜿蜒，有失败，有成功，有挫折，有无奈……如
果走错一步，有可能会影响人的一生。所以我们要好好学习，
制定我自己的人生规划，不管路有多么艰难困苦，我们都要
勇敢的面对，勇往直前。

季羡林黄昏读后感篇九

许久没有在空间里写写心情，有一个朋友问我，为什么好久
没有见我写的日志，只是因为忙吗？想必这只是一个冠冕堂
皇的理由罢了。解释的多了，有时候往往会有适得其反的效
果。

最近在读季羡林老先生的散文，从谈人生到再谈人生，从人
世间的世态炎凉到为人处世的宽容，着实让自己受益匪浅。
回往过去的日子，留下很多的遗憾，但更多的是自己的稚嫩
带来的种种困惑。他说“人一生要处理的关系只有三种，第
一种是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二种是处理好自己与他人
之间的关系，第三种是处理好自己的思想与感情的冲突。”
我个人认为，第一件事是最容易做到的，也是大家做的最可
笑的，因为我们总是以强盗式的姿态，来对待处理这两者的
关系；第二件事，是大家每天都在忙着处理的，也是大家最
在乎的，我们就是这样，喜欢活在别人的嘴边，为了那一句



并不是发自真心的称赞，我们为之付出的是时间，那些本应
该和亲人、朋友呆在一起的时间。为什么我们总是这样呢？
宁愿浪费大把的时间在陌生人或者仅仅是见面点个头的家伙
的身上，却不愿意将部分时间用来和自己的家人、朋友、爱
人呆在一起呢？我们这是怎么啦？第三种，会因背景、阅历、
性格的不同而不同，思想与感情的冲突是与年龄成正比的。
小时候几乎很少会在这些事情上烦恼，长大后，在做每件事
情之前，或多或少的会去权衡做这件事情的利弊，往往就是
这转瞬间的思考，让我们经历了更多的心灵上的折磨，情感
上的无奈。

三件看似简单的'事情，一辈子又有几个人能真正的懂得，而
我的理解也是那么的浅显，我能做的就是“尽人事而听天
命”。

季羡林黄昏读后感篇十

《季羡林谈人生》由数十篇千字随笔组成。以前看到谈论人
生的文章，大都是“主义”一统，“口号”满篇，而季老先
生用十分朴实的话语谈论了人生绕不开的酸甜苦辣、进退荣
辱，语言朴实无华，但从一个“看惯了人生百态，明了了世
间春秋”的世纪老人笔下绘出，渐觉启迪之意非同寻常。

人生的真谛是什么？这是哲学永恒的话题。季先生强调，对
人生问题的思考不是那些坐在神圣殿堂里的哲学家们的专利，
“吾辈凡人”也要扪心自问：你为什么活着？人无法选取生
与死，但人不能总处在被动和糊涂之中，我们应有所作为。

先生思考人生的见解是独到的。但他并不特立独行，只是从
不人云亦云。在人生的旅途上，上天给了每个人不一样的天
时、地利、人和，如果个人的经历是一个个句点，把点连成
线便成了走过的人生。人生的契合就应在线上而不在点上，
或许一样平淡无味的连成直线，或许一样跌宕起伏的连成曲
线。先生走过的人生道路无疑是曲折的，这无数条曲线迂回



蜿蜒，爬满了老人往昔光泽红润的脸。饱经沧桑的他告诉我
们：“不完满才是人生。”

整本书读完，发现人生总是有潮起潮落，但是在任何时刻都
不能放下。发现作者最终的成绩，离不开他年轻时候的努力。
在清华期间偶然的旁听课，影响了他的一生，在德国期间因
为二战自我无法回国，但是正是这段时光奠定了其学术基础。
这个和乔布斯有类似性，谁明白乔布斯在大学时候旁听了书
法课而迷上了书法，之后苹果的字体影响了世界。人生有很
多的偶然性，但是也有其必然性。无论如何，努力是务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