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季羡林读后感一千字(汇总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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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
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季羡林读后感一千字篇一

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
祖**亲。我对这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
爱慕。

我六岁离开我的生母，到城里去住。中间曾回故乡两次，都
是奔丧，只在母亲身边呆了几天，仍然回到城里。在我读大
学二年级的时候，母亲弃养，只活了四十多岁。我痛哭了几
天，食不下咽，寝不安席。我真想随母亲于地下。我的愿望
没能实现。从此我就成了没有母亲的孤儿。一个缺少母爱的
孩子，是灵魂不全的人。我怀着不全的灵魂，抱终天之恨。
一想到母亲，就泪流不止，数十年如一日。

后来到了德国，住在一座叫哥廷根这一座孤寂的小城，不知
道是为什么，母亲频来入梦。我的祖**亲，我是第一次离开
她。不知道是为什么，我这个母亲也频来入梦。

为了说明当时真实的感情，我从初到哥廷根的日记中摘抄几
段：

1935年11月16日

不久外面就黑起来了。我觉得这黄昏的时候最有意思。我不
开灯，只沉默地站在窗前，看暗夜渐渐织上天空，织上对面
的屋顶。一切都沉在朦胧的薄暗中。我的心往往在沉静到不
能再沉静的氛围里，活动起来。这活动是轻微的，我简直不



知道有这样的活动。我想到故乡，故乡里的老朋友，心里有
点酸酸的，有点凄凉。然而这凄凉却并不同普通的凄凉一样，
是甜蜜的，浓浓的，有说不出的.味道，浓浓地糊在心头。

11月18日

从好几天以前，房东太太就向我说，她的儿子今天家来，从
学校回家来，她高兴得不得了。……但儿子只是不来，她的
神色有点沮丧。她又说，晚上还有一趟车，说不定他会来的。
我看了她的神气，想到自己的在故乡地下卧着的母亲，我真
想哭！我现在才知道，古今中外的母亲都是一样的！

11月20日

我现在还真是想家，想故国，想故国里的朋友。我有时简直
想得不能忍耐。

11月28日

我仰在沙发上，听风声在窗外过路。风里夹着雨。天色阴得
如黑夜。心里思潮起伏，又想到故国了。

我从初到哥廷根的日记里，我暂时引用这几段。实际上，类
似的地方还有不少，从这几段中也可见一斑了。总之，我不
想在国外呆。一想到我的母亲和祖**亲，就心潮腾涌，惶惶
不可终日，留在国外的念头连影儿都没有。几个月以后，
在1936年7月11日，我写了一篇散文，题目叫《寻梦》。开头
一段是：

夜里梦到母亲，我哭着醒来。醒来再想捉住这梦的时候，梦
却早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下面描绘在梦里见到母亲的情景。最后一段是：



天哪！连一个清清楚楚的梦都不给我吗？我怅望灰天，在泪
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我在国内的时候，只怀念，也只有可能怀念一个母亲。现在
到国外来了，在我的怀念中就增添了一个祖**亲。这种怀念，
在初到哥廷根的时候，异常强烈。以后也没有断过。对这两
位母亲的怀念，一直伴随着我度过了在德国的十年，在欧洲
的十一年。

季羡林读后感一千字篇二

雨，万物之本。它在自然界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了它，
才有林立的'树木，甘甜的溪水，洁白的稻米。

一片美景，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分外诱人。但是在细雨的
洗礼中，更加无比秀美。抬头看窗外，郁郁葱葱的树木矗立
在雨中，显得更加苍劲有力，直立挺拔。比在炽热的阳光下
显得奄奄一息要美的多得多。仔细去观察与品位，你会从中
发现独特的乐趣。

雨对于农民来说更加价值连城，他们的辛劳全靠这支撑着，
雨的多少决定着他们收获的多少。雨少了，土地干裂，麦苗
因此不可生存。而凡事都有两面性，雨多了当然也不是什么
好事。即使是这样，缺了雨也是完全不行的。拿今年南方的
大旱来说，就是因缺雨而导致的，致使土地大面值干旱，粮
食作物枯萎，前几天下了一场暴雨，南方形式立即又由大旱
转为大涝。真让人又喜又气，眼看着旱情减轻，却又带来了
大涝。

当然雨的性质终究是好的，它为人类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
的帮助，在自然界也是不可缺少的。听着雨哗哗的下，它冲
走我心中的烦闷，洗净我脑中的忧愁，给我带来崭新的一刻，
是我此刻觉得人生如此美好，生活无比的充实。



春雨的无私，更值得令人佩服，当初升的树芽需要那雨水的
灌溉时，春雨就会毫无保留的用自己去滋润那嫩绿的幼苗，
而幼苗对它的回报就是努力的活下去，好好的活下去，竭尽
全力的活下去。春雨，为这生机勃勃的春天，又添了这充满
绿色与希望的一笔。

朋友们，不要只关注那阳光明媚的白天，时而也看看这细雨
绵绵早晨，去欣赏雨中那独特的韵味！

季羡林读后感一千字篇三

我已经很久不好好看书了，也很久不做读书笔记了。现在想
到如何能写出一份差强人意的读书笔记的方法，大概就是怀
着这样的心情：这份读书笔记是写给自己看的。不是写给别
的人看，不必带着济世的口气，不必带着演讲的顾虑，对自
己诚实。更不必像上班打卡一样为了表示看完一本书去做笔
记。我这样说是因为这些相反的事我以前在短暂的时间里都
干过，我20xx年开始用博客写过文章，我是在被社交网络影
响的一代中长大的。在社交媒体上的写作，或多或少有一种
传播的意图，而作者这种潜在的心理动机，大概是由于人是
社会性的动物，说话的目的总归是想与外界交流。然而社交
网络看似开放，实则封闭，这种交流未必有效，这构成了人
的意愿与现实环境的冲突。现在我渐渐意识到，在网络上写
作虽然不可能是纯粹的私人写作，但是更多程度上是自娱自
乐。

我的这篇读书笔记更强调的是个人感受，而非对内容本身的
评价。

这本书是我高中时候买来看过第一遍。现在想来，我那时之
所以会买这本书，动机实在是比较功利的：以为自己看完了
就能参透些什么，实则什么也没记住。人生没有捷径可走，
别人的经验自己体会过的理解最深，没用心想过的偷不来。
如今看第二遍，仍然没有看全，是跳读的。原因是因为季老



的一些话，常常让我想起更多，于是先记下一些再说。我过
去以为这种书读得最快，实则读得最慢了。读书的速度，不
跟它的厚度成比例。

要说我第一遍 读时什么都没记住也是假的，我还偏偏就记住
了这句：“根据我的观察，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
的。”（《坏人》）为什么唯独对这句印象最深，我自己也
不清楚。大概是因为我害怕“坏人”。但是我人生中并没有
遇到过真正的坏人，这才是最坏的事情。季老对坏人有个简
单的评定：损人不利己。但是我对人的评价趋向于多元化，
这有可能使我走向这种情境，即“一般人虽受相当教育，但
缺乏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关于人的素质的几点思
考》）

这次再读，这句话依旧在我脑海中出挑得很。另外关于长寿
之道，季老的回答让我感到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养生无
术是有术。”他的“三不”主义——不锻炼、不挑食、不嘀
咕，最后一条当属最重要，是我去年也体会到的一点。

他那句“哲学家同诗人一样，都是在做诗。做不做由他们，
信不信由你们。这就是我的结论”（《真理愈辨愈明吗》）
让我笑他的顽皮和“真诚”的语气。我在一本完全不同的书里
（《致青年学者》）竟也读到过类似的言论。一位诺贝尔生
理与医学奖获得者认为，哲学家总结出那套创造性的科研想
法是如何形成的理论，跟实际上一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是两
码事。言外之意就是：别听他们扯，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吧。

季老在不止三篇文章里都提到过，“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必
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
人的关系，也就是社会关系；第三，人自己的关系，也就是
个人思想感情矛盾与平衡的问题。这三个关系处理的好，人
就幸福愉快。否则人就痛苦。”但是他没有提到，这三个关
系的解决次序。我想这三个关系人在一生中是同时解决的，



但是对于不同关系的感知的先后、轻重取决于不同的人格。

季老这本书的很多文章都是着重讨论后两个关系的，这也是
日常大家常关心的话题。我没有都看完，觉得一下都看也记
不住，不如以后再来翻翻。就第一个问题，季老给出了一个
我不能理解的答案。他指出西方科学技术发展为大自然所带
来的负面效应，并认为西方思想对解决这个问题已经走到了
穷途末路，东方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才是最终的解决之道。
但是他也说，“天”到底指的是什么，没有统一的说法。估
计他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本书里，有更多论述。
他这个说法在我看来特别模糊，几乎没有指导意义，因为他
没有解释，一个哲学观念是如何解决科学难题的。我估计解
释这个问题，虽为他所愿，但非他所能。他所做到的是提出
这样一种观点让后人去积极想办法。我作为一个研发人员，
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倍感困惑，联想起李约瑟难题。我不知道
季老具体指的是什么，但是我会带着这个问题继续我的工作。

季羡林读后感一千字篇四

近日读了季羡林先生的散文集《我的人生感悟》，颇受启迪、
感触良多。本书采取分章编辑的方式，将季羡林先生不同时
期的人生经历，人生体验与回忆的文章以“我的人生感悟”
为名，汇聚整理成书。主要侧重于讲述季羡林先生所经历
的“人生”。这些散文或回忆往事，或讲述师友，或写物抒
情，感时言志，篇篇都洋溢这至深的真情，字字都流露出推
敲的匠心，因此感人肺腑。季老以其独特的视角、深刻的体
验，对人生作出了令人折服的诠释，所有内容都将对指导当
今青年一代树立人生梦想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我虽然年过
不惑了，但读了之后也对人生和生活有了更深的体悟。

生活，是一道多元方程式。需要用缜密的头脑、从容的心态、
敏捷的思维来求解。

生活，是一场足球赛。你在场上冲锋陷阵，未必能成功地射



门。但你若被动应付，就很难有获得一球定乾坤“的喜悦。

生活，是一篇高品位的散文。粗看似乎内容庞杂、宽泛无边，
其实你若仔细阅读，就会发现它”形散而神不散“。人与人、
事与事之间，无不存在着普遍、内在的联系。

生活，是一杯特制的茶。只要你细心品味，就能从苦涩中尝
到甘甜，从平淡中感受到温馨。

生活，是一种潜在的意念。只要你看得透、想得通，生活就
会显得轻松和坦然;相反，你若提得起、放不下，生活就会显
得沉重和勉强。

生活，是一种板块结构。强者就像野草，能从狭窄的夹缝中
崛起，弱者即便是在平坦宽敞的天地也走不出宽阔的大道来。

生活，是一个大舞台。你不必去刻意挑选自己的角色，而应
当全身心地演好自己既得的角色。

生活，是一叶轻舟。如果你把握了正确的航向，纵有风吹浪
打，也一定能够抵达胜利的彼岸。

生活，是一部你自己导演的戏剧。如果你能理智地待人处事，
就会是喜剧;反之，你如果意气用事，恐怕就会是悲剧。生活，
是一朵带刺的玫瑰。你关爱她，就能获得美的享受;假若你不
善待她，则会招来刺扎的苦楚。

生活，是一种难度系数较大的游戏。你不能游离于”游戏规则
“之外，只有谨慎做事、”内方外圆“，才是上策。

生活，是一首通俗的歌。你要想唱好这首歌，不一定非要有
金嗓玉音。最重要的是，用平常的心态，唱出真挚的感情、
昂扬的激情。



生活，是一张多彩的情网，主要由红、蓝、绿三种主流色调
编织而成。红色是炽热如火的爱情，蓝色是生机勃发的友情，
绿色是纯净无私的亲情。

生活，是一位公正而吝啬的女神。她给予每个人机会，上至
英雄豪杰，下至凡夫俗子，概莫能外。不同的是有人抓住了，
便成了英雄人杰，反之便是平庸之人一个。

生活，是一座奇特的熔炉。一边在造就成材的钢，一边在淘
汰无用的渣。

生活，是一则有趣的故事。其价值不在于篇幅是长是短、辞
藻是否华丽，而在于情节是否跌宕、内容是否丰富多彩。而
在于是否有人读懂了这故事。

生活，是一曲快节奏的摇滚乐。你只有踩准鼓点，和着节拍，
才能从紧张中找到轻松，从喧闹中找到乐趣。

季羡林读后感一千字篇五

季羡林牛棚杂忆读后感怎么写?牛棚杂忆就是文化大革命的诠
释，看看下面为大家整理的季羡林牛棚杂忆读后感范本吧!

一本《牛棚杂忆》是季羡林老先生血与泪的凝结。

而一场文化大革命却是中国历史悲惨的浩劫。

作为晚辈，那段刻骨铭心的痛，我们无法理解。

季老用他诚恳真诚的话语，向我们讲述他的亲生经历，每一
个字都是心里挚真的话。

当我读到在牛棚那些知识分子受到难以忍受的折磨，却百缘
莫明的时候，我的心仿佛崩出一道口子，鲜血溢出来，撕心



裂肺，滴成了充满血腥的文化大革命。

那些折磨人的红卫队是没有人性的，我非常瞧不起他们，平
时对教授、朋友很恭敬，到了大革命的时候，揭底最多、最
残忍的就是他们，而他们却往往是被批斗的人身边最亲近的，
而这一切就仅仅只为了头上的一个虚伪的头衔。

人的本性，人的残暴，毫无遮拦的被挖掘出来。

灵魂上有了污垢，抹不去，擦不掉。

或许，有什么能清洗一下，人们也就不会那么糊涂，那么无
情。

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它是致命的罂***花，轻易的触摸
便会窒息;它是弥漫在宇宙间仿佛凝固起来的黑暗，吞噬着一
切光明与生命;它是人间的十九层地狱，置身于炼狱中的人必
定受尽折磨，痛不欲生。

那段峥嵘岁月，扼杀了多少无辜的生灵，毁害了多少宝贵的
知识财富，它垄断了中国发展的道路，阻碍了我们前进的脚
步。

历史遥远，但文化大革命的罪证却在身边，《牛棚杂忆》就
是其中一件。

那时的社会多黑暗，生活多糟糕，知识分子都低人一等，抬
不起头来，成了不可接触者。

他们是低微的蚂蚁，别人轻轻一捏就成了手中的齑粉。

那时的人是冷血动物，冷漠得令人不寒而栗。

听老师说过一个故事，这也是她老师讲给她听的，说的是一
帮同学欺负老师。



同学们揪着老师来到一间教室，四面都是毛主席的画像，他
们命令老师要是哪一面背对着毛主席的画像，就是大不敬就
要挨打。

最终那个老师被打得遍体粼伤，衣服全被撕烂了。

震撼!完全、绝对的震撼!难以想象那是什么样的时代?如果说：
“一本书是一个时代的缩影。”那么《牛棚杂忆》就是文化
大革命的.诠释，它是一面镜子，把那个时代的人和事照得清
清楚楚，真实地反映在读者眼前。

人在它的照射下除去了虚伪的外表，只剩下一个高洁的灵魂
在经受着血与泪的洗礼。

今天的中国是强盛的，走上了明智的轨道。

但一个真正成功的人，最应该时刻铭记的就是他失败时落魄
的教训，只记着短暂的胜利，成功是不会长久的。

骄兵必败。

中国应记住这个血与泪的教训，时时鞭策，刻刻不忘，引以
为戒。

历史为证，《牛棚杂忆》为证。

中国的前进离不开我们，让文化大革命成为永久的历史，再
也不要重演!

各位朋友，建议大家读读季羡林的《牛棚杂忆》，里面记载了
“文革"时期的种种现象，能让我们跟好的了解这一段历史，
并且对日后的人生定位有一定的正面的影响。

以免辜负季老先生给后人留下的一番美意。



在读《牛棚杂忆》的过程中，我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倘
若自己处于如当时这么一个环境当中，我会是被迫害的那一
类人还是迫害别人的那一类呢?这很难说得清楚，即使说出来
了，那也无从证明，因为没有人会希望再次发生这样的灾难，
来证明一下这个问题。

虽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从书中我们应该要认识到一些
问题，然后来个自我反思，看看自己身上存不存在这样的问
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具体说来，我总结了几点：

首先、切勿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上。

这是一个大多数人在幼儿园或是小学时就经常听老师说的道
理。

怎么这么一个基本的做人道理、价值观取向竟然曾被一个民
族集体遗忘呢?季羡林先生在书中说，文革时候的批斗对于大
多数的人来说，只是满足一下那种人身上的以折磨别人为乐
的劣根性而已。

那时的批斗根本上不存在什么“正义感”和个人憎恶的情感，
而在我的记忆中，确实也亲眼见过在这种劣根性的驱使下，
整个村子的人吧一条生命活活毁灭的事件。

我也曾经亲身经历过这么一件事：一个小偷就在群众的毒打
下奄奄一息，最后死去。

当时我还很小，不明白为什么整个村子的人都打得那么的起
劲，那么的满足，开心。

甚至妇女们还在一边呐喊助威。



我只是想难道他们就真的这么有正义感，为那个被偷东西的
人出一口气(其实那小偷确实最不至此)。

后来才慢慢的发现，有份教训小偷的人当中，不乏是被偷的
那户人家的仇人，其余的大多数也没有什么正义感，大家都
只是以此为乐而已。

这是一个多么恐怖的事实，不正好是文革风气吗?这样，你还
能不承认人“性本恶”的事实吗?一个人一旦缺乏向善的教育，
他必定会是一个坏人，但这还不足以证明“性本恶”，一个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如文革时期的很多北大学子，甚至是教
授)，只要有机会，就干出革的各式各样禽兽不如的批斗恶行，
那难道还不足以证明“性本恶”这一结论吗?足矣!而那些把
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上的人，如在我们同学或是朋
友当中，那些经常为能够贬低他人，抬高自己而满足或感到
神气的人，如果文革重现人间，大有可能成为“革命小将”，
“红卫兵”一类的人，对这样的人，我们要慎防之，因为这
样的人要么就是伪君子，要么就是蠢货一个，很容易为人所
利用。

这样的人，在我们身边为数不少。

所以我们要时刻记住一句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
可无。

顺便也说说，那些见到领导就浑身发热，打心里大喊一
声“哇!某某领导来了”，这样的人，在当时肯定也为发
动“文革”出来不少力，在今天的社会，倘若气候合适，也
将是一群为虎作伥的人。

其次，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

也许，那种人身上的以折磨别人为乐的劣根性事一种世界性
的劣根，在其他国家也存在。



但是，为什么在向美国那样的西方国家就没有发生过像文革
那样的大灾难呢?(至少在近一百年来没有发生过)那是因为制
度上的问题。

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首先杜绝了权利过于集中的现象，同时
也杜绝了个人崇拜现象。

我们再看看几个国家过去发生过的种种自己创造的灾难，我
们也能略见一斑，如前苏联的“大清洗”运动，还有柬埔寨的
“红色高棉”运动，这些事件在残忍和手法上，皆与“文
革”同出一辙。

而这些灾难得以发生的原因皆是因为制度上的不健全。

当然，这是大方面的问题，以我的见识浅陋，没有资格多说，
我想说的是，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做人一定要为自己设一条
底线，并且坚定的执行。

一旦有人吩咐你触及这条底线，无论他是谁，你都应该拒绝。

必须坚持自己的底线，不能越雷池一步，不然，你便会陷入
无底的深渊，永生不得安宁。

在季羡林今时今日的地位和名誉面前，那些曾经迫害过他的
人难道就能若无其事的安然活着吗?他们要么继续的丧尽天良
下去，倘若他们还有那么一点良心，那肯定会日日夜夜的忍
受着自己良心的责备而不得安生。

我记得教我的一位教授曾经对我们说过，90后的年轻人当中
有许多人因为生于国家思想最为封闭的时候，使其身上有着
一种极左的东西，而自己又全然无知，这就很容易把自己毁
掉自己的人生。

这种极左的东西就如当日文革时期“革命小将”和“红卫



兵”一样，只要有人指使，什么坏事都敢做。

季先生在书中还说到，其实文革即使是在今天还没有真正结
束。

确实如此，而文革的某些极左思想在新时期里得以改头换面，
正在侵蚀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青年。

(如当日的“革命小将”为讨好领导而疯狂，今天很多人却为
了金钱而疯狂)而在社会制度还远没有得以完善的今天，我们
除了相信党和国家外，还应该去了解文革这一事实，以免灾
难重现人间，贻害苍生。

所以，列位看官，请抽时间读读《牛棚杂忆》吧。

也只方便说到这里了。

我很遗憾，我现在才看到这本书，本来可以在七年前看到的。

但过错导致错过，虽然书和人不同，但此情此境已非彼情彼
境，亡羊补牢事后弥补，但伤疤只会随时间而变淡却非消除，
骨子里的气质却随时间推移而越发浓厚。

如果早点看这本书，在我仅经历的人生中最灰暗的那一段日
子，我可以找到一个年长的同伴，可以找到一份慰藉，还可
以不至于整天想着跳楼。

没有谁愿意成熟，因为成熟就要付出代价，有人说渴望成熟，
当你真正去经历了或许就不这么想了，生活磨平了我们的菱
角，于是我们圆滑了成熟了，沙子在贝壳里最后成为珍珠是
要用身体去研磨的啊。

没有谁愿意远比同龄人成熟，和同龄人没有共同话题，总是
去趋向和奉承是一件痛苦和遗憾的事情。



复读初三像怨妇一样上着，而高中像傻子一样过着，大学像
狗一样活着，就这样，三年四年，七年，一晃而过。

蹉跎的是岁月，流逝的是青春，消磨的是锐气，一路有平坦
舒适，也有坎坷艰难;走过阳光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有过
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

上帝在那儿为我关门(开门)和开窗(关窗)忙得不亦乐乎，而
我平平淡淡，也就沿着一条曲折的路不断在前进。

经过那一年的锻炼，我的脸皮厚度那是与日俱增，心里承受
力那也是节节攀升，越来越感觉自己是一只打不死的小强，
只要你没把我弄死，我总是能跳出来蹦跶的。

而我最不怕的是别人骂我，越骂，我越开心，反正被别人骂
多了，听着听着就习惯了，要是在睡觉的时候骂，那就更好，
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催眠曲!

我知道我的境界离季老先生相差太远，但自我感觉还是很虔
诚的在看这本书的，虽然没有沐浴更衣，斋戒三日，但在看
书的这两天时间里，内心始终保持着一种平和从容，即使我
昨天忙得天昏地暗，累得天旋地转，心里依然水波不惊。

只有经历才能懂得，我始终相信古今中外，只要是人，在很
多方面特别是思想情感方面有许多的共通之处。

相交于先生，我的这点经历九牛一毛，我的人生阅历不值一
提，但我毕竟懂得了生活需要苦中作乐，活下去比死亡需要
更大的勇气，人一旦下定决心坚持，那种忍耐和执着是非常
可怕的。

《牛棚杂忆》，我明白了，对于过去伤害过自己的人，能够
不偏不激，包容多过责备，忍耐多过报复，能设身处地的为
人着想，服从大局，自我牺牲;而对于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



有的仅仅只是一个不起眼的眼神和动作，却能够感激一生，
适时便报答。

先生一生研究佛，只此一点，先生已达至大乘境界。

《牛棚杂忆》，我明白了，一个人要坚持自己的信仰，坚定
自己的内心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越是挫折磨难，越是要坚持信仰、坚定内心。

一个内心强大的人，不在于困难时口号喊得有多响亮，而在
于能不能坚定的站在风口浪尖，任凭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
动!

《牛棚杂忆》，我明白了，生命是一个状态，生活是一个过
程，死亡是不可预知的，但却是突然的，在我们活着的时候
就不用讨论死亡，“不知生焉知死”，不管前世来世，也不
管昨天明天，过好今天，活在当下!

季羡林读后感一千字篇六

季羡林是我国文学泰斗，读了他的散文，大家怎么写读后感
呢?来看看本站小编精心为你整理季羡林散文读后感400字，
希望你有所收获。

中国近代外交家黄遵宪倡导“我以我手写吾口”，季先生则是
“我以我手写吾心”，文字虽平淡如水，而其中的对生活的
感悟却醇厚如醴。他的文章缺少棒喝、顿悟的讥讽，也没有
惊世骇俗的警句，是本色的，不以机智和才智取胜，但文章
处处闪现其真情、真实、真挚、真切，这是季先生散文的第
二个特点。如季老写于1991年的散文《八十抒怀》，读后为
之动容，他写道:“十年浩劫后，我成了陶渊明的志同道合者，



他的一首诗我很欣赏: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我一定要
做一些对别人有益的事，绝不想成为行尸走肉”。这就是一
任爱国老人的心声。又如在《悼巴老》一文中写道:“……在
学习你的作品时，有一个人绝不会掉队，这就是九十五岁的
季羡林”。这是季老写于20xx年的散文片断，展现了一种知
识分子孜孜以求的风骨。

执着地追求真知，崇尚真理而不图虚名，这种精神成为一种
性情、一种风范、一种北大人的精神，季老就是其中优秀代
表之一。季先生散文的第三个特点，是一种中国真正知识分
子正直和责任的自然流露。如季老在文章中写道:“我爬格子
爬出来的东西不见得都是精金碎玉，都是甘露吃了能让人升
天成仙。但是其中没有毒药，决没有假冒伪劣的东西，读了
以后至少能让人获得点享受，能让人爱国、爱乡、爱人类、
爱自然、爱儿童，爱一切美好的东西。总之一句话，能让人
在精神境界中有所收益……”字字句句表现了对国家、对民
族的责任和潜心探索社会和人类未知的精神。

一卷书在手能亲近领悟季老的人生感悟和处世风格，更敬佩
季老的“爬格子不知老已至，名利于我如浮云”的精神世界。

我只要一看这本书，就像被磁石一样，被牢牢地吸引住了，
无法自拔。

这本书说的是季羡林爷爷自己经历过的一些事:有一些奇怪的
事，让自己捉摸不透;有一些和自己养的动物和植物发生的开
心和悲伤的是:有一些则是回忆“自己”在当教师的美好时光.
.....我最爱看的是一篇名叫《老猫》的故事，这个故事讲述
了，他与咪咪和虎子发生的事:虎子是一只脾气暴躁，又爱咬
人的狸猫，而咪咪则是一只毛发雪白，胆小的混种的波斯猫。
一开始，季羡林只有一只猫，那就是虎子。过了一年，季羡
林就又买来了一只小猫，也就是咪咪。当咪咪被送来时，虎
子则已经格外强壮了，专门保护咪咪，不让咪咪受伤害。有
一年，咪咪已经生了两个小猫了，大概是初做母亲，没有经



验，让自己的猫给饿死了。过了几年，咪咪已经快要不行了，
因为它是不是地在某个地方拉小便。于是，咪咪晚上就躲在
石头之间睡觉，季羡林每天早上就得去找它，给它喂食。日
子久了，有一次，季羡林去找咪咪，没有找到，于是，向邻
居打听，邻居说:“猫老了，就会去一个偏僻的地方来接受命
运，所以主人是看不到猫死的。”

我非常爱看这本《季羡林散文集》，这本书讲述了一些普通
的事，但是，经过了季羡林爷爷的描写，就变得与众不同了。

一、平凡、朴素中孕育着伟大 一位扛着行李的新生来北大报
到，看见一位守门人模样的老头，就请他帮助看一会儿行李，
自己去报到。老头爽快答应了，而且老老实实地在那儿守着。
北京天气还很热，旁边有人说:“您回去吧，我替他看着。”
可老人说:“还是我等他吧，换了人他该找不着了。”那位学
生回来后，老头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几天后的开学典礼上，
这位学生吃惊地认出了台上的副校长、大名鼎鼎的季羡林教
授就是那天帮自己看行李的老头! 季羡林先生的就是这样的
平凡、朴素，如果他不平凡，他不朴素，能被别人认做守门
人吗?然而就是这样的平凡愈加显出他的伟大，愈加折射出他
人格的魅力。一个大学校长给一位新生看行李，没有丝毫怨
言，而且认认真真的完成了这个任务，这又是一种多么令人
敬佩的精神啊?试问当今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即使有人想做，
有谁能够做到他那么平静的心态来做这件事情?恐怕没有几个
人! 季老的平凡还可以引用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刘梦溪的话
来评价。刘梦溪说:“不管在什么场合见到季老，总想过去向
他致意。可季老只要远远看见我走过去，一定会站起身来。
一贯如此。对比我更年轻的后学也如此。后来我们就想了个
办法，只有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坐在他旁边，他就没法站
起来了。”因此刘梦溪在《季羡林先生90寿序》中深有感触
地写道:“先生是‘望之温温，即之也温。晚生后学，可以相
亲’。” 这真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二、对动物的喜爱，对大自然的热爱，他的感情如此的丰富、



细腻，催人泪下。 他酷爱养猫，对猫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
写的《老猫》，幽默，细腻，感人。他对波斯猫的喜爱到了
跟他们一起乐，一起悲，甚至跟它们住一起。晚上猫睡在自
己的被窝上面，为了避免惊动小帽，他醒来硬是忍着不动一
下。他把它们完全看作了自己的朋友。 季老喜爱动物，跟怀
有各种各样动机去爱宠物的一些人不同，他关心身边这
些“伙伴”的命运，甚至为它们背着沉重的感情十字架，为
一些孤苦、弱小生灵的命运伤感、悲苦。他经常为一些小动
物、小花草惹起万斛闲愁，为一些小猫小狗流泪叹气。有一
次，燕园中他平常最爱走的幽径上一棵古藤无故被人砍断，
他看到藤萝上初绽的淡紫的一串串的花还没来得及知道厄运
信息，还在绿叶丛中微笑，忍不住为它们伤感:“它们仿佛成
了失掉母亲的孤儿，不久就会微笑不下去，连痛哭都没有地
方了。”

季羡林读后感一千字篇七

经别人推荐从网上购买了季羡林的《留德十年》和《牛棚杂
忆》两本书。今天就先写写看完《留德十年》的一些想法和
感受。

读第二遍《留德十年》感觉比读第一遍时轻松了许多，还发
现书里面有许多新东西，是我读第一遍时不认真忽略掉了，
还是读过忘记了呢？！我也说不清了，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自己喜欢的书我会反复读，每次都会有不同的收获，《留德
十年》就是我喜欢的一本书。

1935年年轻的季羡林离开祖国离开亲人，只身来到哥廷根，
正像书中所说的一样，怀念一个生我的母亲，一个我的
祖**亲，想到我的母亲和祖**亲就心潮腾涌，惶惶不可终日，
留在国外的念头连影都没有。

幸好季羡林的女房东是一个像自己母亲一样的平常人，她老



实，诚恳，善良，和蔼，不会吹嘘，不会撒谎，看似平平常
常的人，其实这些都是不平常的优点，增加了人情味，和她
相处十年不用费心机，设提防，共过安乐，共过患难，这使
得年轻的季羡林在德留学期间有一个稳定的“家”足以让他
安心学习！

初到德国，看到有相当多的大官儿，大财主的子女在这儿有
吃有喝，有玩有乐，既不用上学听课，也用不着说德国
话“镀金”回国后成为抢手货，这当中的一些人狂傲自大，
唯我独尊，季羡林对他们极其反感，他说，我简直还没有看
到一个像样的“人”。

留德期间，即使当时条件恶劣，季老总能用他特有的幽默风
趣的语言，一带而过，在黑暗中能发现亮光，读起来会时不
时发笑，苦难清扫而过，这正是我喜欢此书的原因之一！

文档为doc格式

季羡林读后感一千字篇八

《季羡林自传》内容简介：季羡林先生的人生道路坎坷艰辛
又丰富多彩，在本书中，季羡林先生用自己的笔，讲述了他
从山东临清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孩子，一步一步成长为学
贯中西、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师的人生历程及感悟，帮助读
者了解季老从一个农村的苦孩子成长为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
所走过的路。通过讲述他九十多年人生中遇到的人和事，展
现了他的个人奋斗经历和内心情感世界。

季羡林自传读后感，来自当当网上书店的网友：季羡林先
生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临清，7月11日在北京逝世。他的一
生坎坷艰辛而又丰富多彩，在他98载的人生道路中，有过晴
空万里，也有风雨如晦；有过鲜花如海，也有荆棘丛生。正
如他自己说过的，“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有
时候歪打正着，有时候也正打歪着”。在《季羡林自传》中，



季羡林先生用手中的笔描绘出了自己这坎坷曲折的一生。书
中讲述了季羡林先生从一个山东临清乡下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的孩子，一步一步成长为学贯中西、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师
的人生历程。全书内容详尽，情感真实，通过讲述他九十多
年人生中遇到的.人和事，展现了他的个人奋斗经历和内心情
感世界。更难等可贵的是，书中还收录了近五十张出自季羡
林家庭相册的珍贵照片，其中多张是首次公开，记录了季先
生人生各个阶段的精彩瞬间，能够帮助我们更加详尽而直观
地了解季先生的生活细节，感受一代大师的风范。季老虽已
远去，但是风范品格永留世人心中。这个老人，留给了我们
无尽的精神财富。请不要说，季老的文字过于朴实，文学的
最高境界就是通过朴素与朴实表达出艺术，季老做到了，因
为季老真诚！

季羡林自传读后感，来自卓越网上书店的网友：季老一生都
在说他自幼并无大志。但是纵观他的一生却又如此辉煌。在
他的一生中我看到的只有永久的勤奋，还有静如止水的生活
态度。在治学的态度上他是严谨的、求实的；即陈寅恪先生的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