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与地坛读后感(精选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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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
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我与地坛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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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地坛读后感篇二

初读史铁生，总是认为他只是海伦.凯勒、司马迁那种不屈不
挠人罢。然而当我读《我与地坛》，感受到他心灵深处最朴
实情感，才知道自己肤浅。

一个伟大灵魂是值得人们去细细欣赏与研究，正如史铁生。
他说：“假如世界上没有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二十
一岁他便双腿瘫痪，这对于正值青春年华小伙子来说，无疑
是致命打击。上帝是苦心安排好他苦难，正如苦心安排史铁
生降临人世一般。多年后，他又患上尿毒症，每周两到三次
肾脏透析。晚年，又有多种心脏、肝脏症状。这是任何一个
常人无法做到，只有史铁生，顽强地与病魔抗争三十八年，
并坚持用生命写作。最终，因脑溢血突发抢救无效死亡。

有人曾说：“他不仅是生活勇者，更是生命智者和仁者。”
史铁生想得比我们深入透彻，更坦然地面对生与死。他
说：“死是一件不急于求成事，是一个必然降临节日。”将
死亡看成节日，是何等超脱。刚刚进入那瘫痪噩梦时，他也



想过死，觉得活着毫无价值，是他感受到母爱力量，他宁静
思考生与死含义，用残缺身体，说出最为丰满思想。这思想
超越生死，超越世俗，超越灵魂。

他不仅是伟大作家，还是朋友依靠港湾和心灵慰籍。当朋友
家有什么烦心事时，他似乎从来都没有残疾过，似乎成别人
解难神器，日日夜夜帮朋友想办法。当朋友心情沮丧，担心
自己患癌症时，他安慰道：“把命运交给上帝，把勇气留给
自己。”确，他把命运交给上帝，但又用生命创造死奇迹。

史铁生无聊时会玩吃豆子游戏，那股快活劲，无法想象他是
一个与死神抗争勇者。死神追着他，他拼命地往前跑。我终
于明白为什么他比医生所预料多活二十多年。我前段时间听
说一个扬大学生因感情问题自杀，人们为之惋惜。他与史铁
生比起来差远。既然活着，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就算前程险
恶，都应坚强地活下去。因为你不是一个人，你是许多人希
望与寄托。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就应拼搏，最终才会像史
铁生一样拥有无憾人生。

翻开《我与地坛》前几页，一幅照片映入眼帘，一位绽放着
花朵般笑容中年男子戴着黑框眼镜安详地坐在轮椅上。这张
照片深深震撼我。在视频上，我看见他拼命地摇着轮椅飞
快“奔”向远方，那大概是生方向。无人能懂得一个残疾人
更渴望站起来，他在作品中写道：“发烧才知道不发烧日子
多么清爽，咳嗽才知道不咳嗽日子多么安详。”人，无论拥
有什么，都应满足并好好珍惜，别在以后失去时后悔。

史铁生是中国一颗璀璨明珠。

我感觉自己很有福，因为我听过史铁生，读过史铁生。我想
如果我是那位最后抢救他医生，当他去世时，我一定会安详
地看着他坦然死去，正如他朋友女儿所说：“铁生叔叔累，
应让他休息。”



一生短暂易逝，人只有这一生，不能被苦难，嘲讽打败。无
论是何种困难，都应想想史铁生，不向命运低头，笑对生活，
笑看人生。做人应有一颗善心，感恩父母，感恩社会，以一
颗平常心对待众生，在人生最后，坦然地死去。

看，坐在轮椅上铁生正对着我们笑呢！但他已经死，他没有
死！他永远都不会死，铁一样地活着！

我与地坛读后感篇三

最近，我读细读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领悟到了不同寻
常的人生，肢体残疾的史铁生，有着超乎常人的顽强生命，
还有着充实的人生，更拥有始终陪伴他左右的地坛。

读罢此书，我能感觉到地坛时史铁生生命中不可替代的一个
重要角色，因此让我对地坛充满遐想。园中凋零萧瑟的景象
展现出史铁生的内心的无助与悲惨的遭遇，但野草荒藤都茂
盛的自在坦荡，从中体现了残疾生命里不服输的精神.不在遭
遇中倒下，而是坚强的崛起，自在坦荡，从不同的环境中寻
回自己.对地坛多寄托的感情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
却又不能忘.他们不能变成语言，也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
语言就不再是他们了.他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
成熟的希望与绝望。

史铁生看院子荒芜但并不衰败，看到了他心情的转变，看到
了生命的希望.史铁生也使我看到了世界自然地美妙，生命的
意义.只要细心观察，留心注意，不管何处都有他美好的一面.
我只是从他身上看到一次又一次真实的起伏，心灵的生生死
死，生而复死，死而复生，每一次复苏，都是对“生命零
度”的叩问，叩问之后的“生如夏花”，在他的心里，有一
片桃源，一片春天，始终弥足珍贵的一隅，那是他越来越乐
观、越来越向上的源头.就算是跌倒一百次，都能第一百零一
次站起，扶着轮椅，也要站起.因着爱，因着情，甚至因着对
下一世的“白日梦”，虽然这“白日梦”是我等健康人种所



不能苟同的，但正如他所说，“希望”又有什么用呢?“希望
是不是在证明必可达到的前提下才成立呢”?“希望”只
是“白日梦”的冠冕之词，其实两者一样可笑可悯，但给人
安慰，给人愉悦，无须消耗，实是人生之最大精神毒药.地坛
的每一棵树下他都去过，不论什么时间，什么天气他都在院
子里呆过.春之润，夏之热，秋之爽，冬之洁，是每个人都必
须经历的，让我们快乐起来，用心沐浴生命的每一束阳光。

作为一个健康的人，不得不拷问自己：健康的自己，是否向
前方也迈出过脚步?

我与地坛读后感篇四

读过的文章，时隔多年重读，依旧有新的收获与感触。

世界上有很多人，活着是一件比死还要艰难的事情。就像史
铁生在地坛里常常在想为什么不去死。21岁时他的双腿突然
再也没有知觉，他一定无数次想过要放弃生命，但生存是人
的本能。在地坛中默默的思索生命的意义，在本能与痛苦的
交锋下，他比任何人都需要一个活着的理由，最后他知道
了——“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
的节日。”死亡就像一颗别人抢不走的糖果，他要留着慢慢
去品尝。后来的他得了尿毒症，离不开透析，生命更加的艰
难了，然而他没有放弃，放弃自我放弃唯一的一次活着的机
会。

活着，像是面对一堵墙，还是在这面墙里发出自己的微光，
照亮自己的人生，同时也指引他人找到生的意义。他无法像
地坛中每天傍晚出现的那一对夫妻那样悠闲的散步，无法像
跑步健将那样自由的奔跑，无法放声的歌唱。他只能默默的，
坐在轮椅上，看着别人奔跑和歌唱，看着别人的生命美好着。

他说地坛里每个角落都被他的车轮走过，同样也被他母亲的
双脚丈量过。一个每天都为这样一个可怜的儿子胆战心惊，



她最后没有坚持到看到他的儿子找到生活的意义，如果她看
到了，也许这个儿子就不会这么的内疚。看得出他深深地内
疚着，而这份内疚也让他更加的痛苦。然而，他依旧坚强的
活着，活出了自己的精彩。母爱是如此深沉，那焦急的脚步，
那保持着张望的眼神，也许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

这本书重读依旧感悟到生与死，却有了不同的体会。我感受
到健康的珍贵，我们的身体不再那么年轻，必须坚持锻炼，
才能保持活力，才能自由的奔跑和快乐的歌唱。我们没有经
历那么艰难的时刻，对我们来说生活着是美好的。所以无法
感同身受那些活着比死还艰难是怎么样的痛。史铁生活成了
一道光，照亮自己的同时也照亮别人的。

我与地坛读后感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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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地坛读后感篇六

午后，有些阳光，也有一丝阴郁。在书店看到了这本书，史
铁生的《我与地坛》，人民文学纪念版，喜欢这样的封面，
淡雅的素描，干净的书名。其实，读了之后发现这正是书中
文字的风格。

对无私母爱的回忆，

“ 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
道我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
呆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她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
里整天都想些什么。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
样地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
母亲知道有些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
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她料想我不会愿意她限我一同
去，所以她从未这样要求过，她知道得给我一点独处的时间，
得有这样一段过程。她只是不知道这过程得要多久，和这过
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每次我要动身时，她便无言地帮我准
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看着我摇车拐出小院;这以后她会怎
样，当年我不曾想过。”

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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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她再次送我出门
的时候，她说：“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我说这挺
好。”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听出，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
慰，是暗自的祷告，是给我的提示，是恳求与嘱咐。只是在



她猝然去世之后，我才有余暇设想。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
长的时间，她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
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

读来催人落泪，还有对生命的思索，曾是多么痛苦的生死拷
问，在他的笔尖流露出来的，却静静的，还带着一丝淡淡的
诙谐，但自有一种安静的力量在，让人肃然起敬。

关于写作，“写，真是个办法，油然地通向着安静。写，这
形式，注定是个人的，容易撞见诚实，容易被诚实揪住不放，
容易在市场之外遭遇心中的阴暗，在自以为是时回归零度。
把一切污浊、畸形、歧路，重新放回到那儿去检查，勿使伪
劣的心魂流布。”

斯人已去，“有人跟我说，曾去地坛找我，或看那一篇《我
与地坛》去那儿寻找安静。可一来呢，我搬家搬得离地坛远
了，不常去了。二来我偶尔请朋友开车送我去看它，发现它
早已面目全非。我想，那就不必再去地坛寻找安静，莫如在
安静中寻找地坛。现在我看虚空中便有一条界线，靠想念去
迈过它，只要一迈过它便有清纯之气扑面而来。我已经不在
地坛，地坛在我。 ””

那就不必再去地坛寻找安静，莫如在安静中寻找地坛。

史铁生，一个静穆、丰厚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