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活着读后感以内(精选6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这
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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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着读后感以内篇一

我是在和朋友的聊天中听到《活着》这本书的，聊天过程中，
大家都诉说着自己喜欢的作家，看过哪些书籍。“你看过
《活着》没有？余华写的。”“没有。”我不加思索的回答
着，那一刻，我感到有些无知了，从他的语调中可以看出他
的意思便是，“你竟然没有看过《活着》，你怎么可以没看过
《活着》。”“很好看，是真的很好看。”而朋友给我传达
的第一个《活着》的印象便是好看，至于为什么好看，好看
在什么地方，到底有多好看，我全然不知。

我相信缘分，也相信在你内心中所期待的东西它是默默地靠
近你，向你走来的。

有一天下午放学，我走在学校的过道里回宿舍，过道旁边有
人摆了个长长地书摊，对于书摊，只要我遇到了，无论多忙，
都会停下来看一下书摊里书的内容，以前是这样，现在是这
样，未来也会是这样。我看到了几天前让我想要一睹芳容的
《活着》静静地躺在那里，黑色的封皮，就像是一个幽灵一
样，在众多的书本当中透出一股诡异的黑色的光芒。我并没
有像大多数买书者一样在买书前先翻阅一下，以确认书的内
容是否是自己喜欢的，我毫不犹豫地给了钱，拿着书就走了。

回到宿舍马上翻阅起来，我承认，这是我二十几年来第一本
一口气读完的书。不是出于任何的目的，不出于任何的义务，
仅仅是被书里面的情节给吸引着，余华用他那朴实的文风征



服了我，采用第三者的诉说，娓娓道来，让我就像是在听一
位老者在讲着他们那个年代的事情，诉说着那个年代的故事，
我听的入迷，看的入迷。后来我也在我的小圈子里说着余华的
《活着》，我也像我的朋友那样问着我的朋友，“你看过
《活着》没？那是真好看，只要你一看就会吸引着你看下去
的。”

我不会用语言形容一本书的好坏，就像我不会形容一个美女
一样，我只会说，好看好看，真好看。我也有过冲动想仿写
余华的《活着》，不过刚写了个开头就写不下去了，因为经
典是不可复制的。从《活着》开始，到《兄弟》，我渐渐地
喜欢上了余华，喜欢上了他的文风，喜欢着他的作品。

我问一个朋友，问她有没有喜欢的作家？她说有，我说为什
么？她说因为她的作品悲，对于我来说，越悲越好。我说你
这是虐心，那你得看《活着》，她说不，我只喜欢这一个作
家的作品，别的我不想看。我说好吧，既然你那么专一。她
莞而不语。我们结束了这次对话，别人不想看的，不需要强
求的，因为每个人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在你心目中像珍宝
一样的东西，可能在别人的眼中就像是废品。

看《活着》的时候，我的心里是特别地沉重，在看的过程中，
我的心里一直重复着“活着真不容易”这句话，无论生活是
如何地艰难，生活还是得继续，人生下来了，就得想尽办法
活下去。开始的时候我会对吃喝嫖赌的主人公福贵产生憎恶
感，因为他已经结婚了，天天出去风流，趾高气昂地走在大
街上，目中无人，当他把家产输光的那一刻，我在心里竟有
一股高兴，心里想着“活该”。而我对主人公的同情也从这
一句“活该”开始，因为他的悲惨生活也才刚刚开始。

当我看到福贵被捉去当壮丁打仗的时候，我才发觉战争离我
是那么地近，那么地残酷，炮弹就在耳边嗖嗖地飞过，吃饭
喝水成次要问题，主要问题是忍受着生命随时没有的恐
惧。“活着真不容易”我的心里响起了这句话。



当我看到有庆为春生输血而死掉时，我心痛地不行，我恨那
个抽血的护士，恨那个当官的春生，我不知道生命为什么这
么脆弱，这么年轻的生命，没有做任何反抗地就死在了医院
里，我木然地让眼泪打湿了眼眶，对一个隔了这么远的年代
的读者尚有如此打击，对主人公福贵所造成的伤害更是不用
多说了。“活着真不容易”我的心里又响起了这句话。

当我看到苦根因为吃豆子吃得撑死了时，我在那一页上呆住
了，一个小孩子饿地头昏眼花，走路都没有力气，当好不容
易地里的豆子熟了，能填饱肚子了，可是吃的撑死了。世上
有各种各样的死法，不过苦根的死法是让我久久不能忘怀的，
他的人生就和他的名字一样，生下来就注定了要苦，也注定
了要归根。“活着真不容易”我的心里再次响起这句话。

家珍的病死，凤霞的难产而死，二喜在工地上被水泥块砸死，
每个人的死都深深刺痛着我，也让我不断地同情着主人公福
贵，在亲人都去世完，还能买个和自己一样上了年纪的老牛
一起活着，并且平淡地活着，这让我同情的同时增加了许多
的敬佩。

“我知道黄昏正在转瞬即逝，黑夜从天而降了。我看到广阔
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
着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来临。”这是小说的最后一
句。生命中其实是没有幸福或者不幸福的，生命仅仅只是一
种存在，它和其他万物一样并无任何意义。对命运最有力的
反抗，是对生命的召唤。不管是为了崇高轰轰烈烈地死，还
是不为任何卑微坚韧地活着，都是一种生命的尊严。

活着读后感以内篇二

航班牵扯着亿万人的神经，鲜活的生命随飞机如流星般在空
中划过后消失无踪，让人们宁愿相信他们只是被什么掳走而
非亡逝。也许是因为有过类似的经历，相对于失踪者，我更
关注的是他们的亲人将要如何面对这骤然降临的巨大变故和



今后的生活？那种悲痛与茫然是非亲历者不能深刻体会的，
可是谁又能说自己一生都不会遇到这类似的劫数呢？带着这
样的心情，我再次翻开了余华的《活着》。

余华这么说他写作的缘起——

。“我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
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们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
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打动了我，我决定写
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活着，在我们
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
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
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于是，人们纷纷在这个叫做“活着”的故事里一一死去。跟
随作者的笔调，目睹了少爷福贵的荒诞、破产和艰难；继而
又看到一点点美好的希望，让有庆得到长跑第一名，让凤霞
嫁了人怀了孩子，让某些时刻有了温情脉脉，有了简陋的欢
乐。然而就在我们以为噩梦不再萦绕他们的时候，角色们却
迅速以各种方式死去，毫无征兆，近乎残忍，只留下我们错
愕当场。

在那些悲伤的情节之间，让我感触最深的却是福贵仍然在死
亡的伴随下活着，述说苦难的时候，眼睛里流出的是“奇妙
的神色”，分不清是悲伤，还是欣慰，这个饱尝艰辛痛苦的
人，如野草一般地活着，没有抱怨生活，也没有感叹自己的
命运，只是近乎平静与悠然。

阖上书本之时，内心似乎也多了一些超越世俗欲望和纷争的
平静。现实生活的无情与残忍，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宽广；而
活着，纵使要担当诸多难以承纳的苦痛，但是依然要坚忍，
顽强。这应当便是生命的力量罢。

正如我们终于会明白，无论现时经历的是措手不及的幸福喜



悦，抑或是无可告人的艰辛苦难，其实只要继续活着，它们
中的大多数细节和感受都将被我们和时间一一遗忘，只留下
苍白的结果。

活着读后感以内篇三

我非常喜欢余华先生的一部书《活着》。“人是为活着本身
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这是
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

书中的主人公徐福贵可谓是个富二代。整日流连烟花柳巷，
烟酒赌博，鱼龙混杂之地，荒废学业，在大好的青春年华，
却将大把时间浪费在这些事情上。就这样，一步错，步步错，
原本坐拥几百亩地的地主家的儿子变成了穷得叮当响的贫农。
我想，本该是努力拼搏的时候，却将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了无
用的事情上，最终落得这样的下场，也是自作孽不可活。之
后，父亲病死，母亲去世，福贵必须一个人担起肩膀上的责
任的时候，福贵才真正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恨这，恨那，
最恨的是他自己。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下，福贵的后半生在
曲折、艰难、痛苦的长河中无声挣扎。儿子有庆被抽血抽到
失血过多而死，妻子家珍也因此病故，女儿凤霞难产而亡，
女婿二喜被两排水泥板夹死，孙子苦根被豆子噎死。所有的
亲人全是福贵一个人送的葬，亲手埋的。读到这里，我忍不
住眼泪就流了出来，如果我是福贵的'话，一定忍受不了自己
亲眼看着最亲的人一个个死去，人生最大的苦难与不幸莫过
于此了。

福贵的后半生极其跌宕起伏，痛苦艰难。有言到，生命有裂
缝，阳光才照得进来。福贵的一生也绝不是没有一件幸福的
事，他的人生是不幸的，但也是幸运的。他曾有一个贤惠的
妻子，一群懂事的孩子。

福贵的故事就像传奇一般。他经历了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化
运动，但他依旧好好地活了下来，去忍受生命赋予的责任，



去忍受现实给予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活着》讲述的故事，余华先生在自序中写到：“这是一个
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
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
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他们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
路上，死去时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

美国民歌《老黑奴》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
都先他而去，但他依旧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
的话。福贵和这首民歌中的老黑奴，两个命运截然不同的人，
但却在精神上产生了共鸣。书中开头时写道：“老人黝黑的
脸在阳光里笑的十分生动，脸上的皱纹欢乐地游动着。”我想
《活着》这本书打动我的不仅只有故事情节了，而是福贵身
上的精神。无论在面对怎样的坎坷，在失意过后又重新振作，
这种面对困难乐观的人生态度。这个时候我，不再认为这是
一具行尸走肉了，福贵是在有血有肉的真正的活着。

我想我应该去学习怎样对待人生中的苦难，也应该学会对世
界的乐观态度。读完这本书后，我明白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
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活着才能
充满力量，活着就是生活的希望。“作为一个人，要是不经
过人世上的悲欢离合，不跟生活打过交手仗，就不可能真正
懂得人生的意义。”

有岛武郎有句话：“上人生的旅路罢，前路很远，也很晴。
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面前才有路。”

所以，从现在开始，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
地方上。认真的人改变自己，坚持的人才能改变命运。

活着读后感以内篇四

1、我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



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
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

（正如短片中的老人，哪怕家人都先离他而去，可是他依然
对这个世界抱着善意与美好。用爱打动了两位城市主人公的
心。）

2、福贵的一生，苦难的一生。福贵一生面对了七次亲人的去
世，最后只剩余自己和老黄牛相依为命。其中有生命中的意
外，也有生老病死的必然。

3、有庆的死

有庆意外的死亡藏着让人憎恶的必然。整个过程中，他们不
是医生和护士在抽血，而是上位者与弄权者无情残忍地吸血。
有庆明明多次表现出了不正常的症状，然而医院里的人全都
视而不见，他们眼里只有“县长的女人”，自然地，一个十
三岁孩子生命的凋零在他们眼中，只是一场闹剧，正如那个
没怎么当回事的医生，也只骂了一声抽血的“你真是胡闹”，
就又跑回去救县长的女人了。

4、生活而不是幸存？大多数人从旁观者的角度看福贵，都觉
得福贵是幸存的。但作者用第一人称，也就是福贵自己来讲
述他的经历，这时的他不再是别人眼里苦难的幸存者，而是
富有经历的拥有者。

6、命运无常，制造无尽苦难。福贵觉得的幸福，可能就是父
母全力相助，妻子不离不弃，孩子孝顺懂事吧。

7、正是那点点滴滴的温情缓解了苦难。福贵，在温情中默默
地受难。作家的悲悯情怀，也在活着中体现。温情，使文章
不再充满苦难与死亡的寒凉，缓和了那种无奈与压抑，让我
们能在阅读过程中能够“以笑的方式哭”，不至于太绝望。
人是为人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其他事物而活着。



活着读后感以内篇五

当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一个个地离福贵而去，当
他身边只剩下一头老牛，当他孤独而又痛彻心扉地哭在一个
个坟头，他的内心该有多么无助寂寞。他是多么想要随他们
而去。可是，他没有。他只是活着，活着。看着每天的太阳
升起又缓缓落下，看着田地里的人们一次次经过，在他内心
小小的平地上活着，活着。

父母死时懊悔遗憾，儿子死时失去理智，女儿死时心如冰般
寒冷，女婿和外孙死时却也淡淡麻木了。是啊，一次次打击
使得他心如死灰，却也令他看淡了一切。我竟在读书时默默
祈祷着，不要再有人离去了、不要再打击他了、不要留他一
人，可是结果却也不如人意。这也不禁让我思考那一次次打
击，思考那当时的现实，思考中国过去几十年中的一切的一
切。

改革初期生活贫困，全部在中国社会的几十年前涌现。那时，
有多少人因生活贫困而饿死；有多少人因看不到明天的曙光
而失去生活的信心？却也有很多人活了下来，活着，活着，
活着……他们一定是抱有强烈信念，正如食指所言：“相信
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
命”才使得自己在迷茫的昨天坚持前行。

而当今社会，仍有许多人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乔任梁因抑郁
自杀深深刺痛了人们的心灵。感觉瞬间，一个鲜活的生命就
已逝去，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安详的笑容，也是一个强烈的冲
击。他的死也让很多人伤透了心。有些人也因承受不住压力
而选择自杀，可是，他们有没有想过自己活着有没有意义呢？
有，它有意义。活着，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那些已
逝世的人，替他们延续生命。

有些人活着，却已经死了；有些人死了，却依然活着。既然
活着又何必忧愁，又何必叹息，又何必因不知未来而迷茫？



活着，就要活在当下，让自己的活着有价值！

老人和牛的背影渐渐远去，也让我的思绪随之飘向了远方。
尽管岁月给了他磨难与打击。尽管他的一生坎坷曲折，可他
仍不屈不挠地在他一辈子呆在的那片土地上活着、活着……
沉重却又充满阳光。

活着读后感以内篇六

人为什么而活着？人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活着，在我们
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叫喊，也不是
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
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这是余华在
书中的自序。

《活着》这本书太过于沉重，它超出了我的承受底线，那些
鲜活，最终变得死寂的生命，深深地映在我的心上。作者用
平静的近乎残酷的笔触诠释了主人公富贵的一生，书中没有
让人眼前一亮的惊艳的语言和词汇，也没有刻意的煽情，但
全书令人感到深沉，令人对生命产生深深的感悟。从初始的
淡然到后面的凝重，翻动书籍的手指越发迟疑，期待着一个
转折，让主人公富贵走向幸福的转折。然而，我失望了，作
者是那样的残酷和吝啬，我几乎是一路心痛走到最后。

富贵，又富有贵，多好的名字啊。是他父母对他的期望，但
他穷困潦倒，厄运相随。他赌博成瘾，地和房契都抵给了龙
二，一无所有，但是富贵的妻子却不计前嫌，他们有两个子
女，一个叫凤霞，一个叫有庆，凤霞只做了4年的小姐，因为
发烧，成了聋哑人，因为想让有庆上学，她被送走，却没有
一句怨言。欢喜的是，她嫁人生育了一个儿子，名叫苦根。
不幸的是，她突然大出血死在了医院……苦根的爸爸活活被
钢筋板夹得血肉模糊，苦根也因为一次发烧吃多了包子，撑
死了。



全书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庆死的那一章。有庆天真可爱，
从小就懂得干农活，帮父母分忧。也就是有庆的善良，他抢
着要给市长夫人献血，但护士的漠然态度，为了讨好高层，
几乎抽干了有庆所有的血。看到这一段，我的眼泪不禁掉了
下来，是对有庆的心疼，也是对护士的行为感到愤怒。就是
护士的漠然，八九岁的有庆就这么离开了这个世界。富贵为
了不让家珍伤心，偷偷地将有庆埋了。但家珍终究还是知道
了，但她却没有拆穿富贵。终于有一天，太想念孩子了，便
对富贵说：“带我去埋他的地方看看吧。”这几件事无疑是
给了他巨大的打击，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而是依然友好
地对待这个残忍世界。他亲手埋葬了六位至亲的家人，我不
能想象富贵的承受能力有多么了不起。

在我看来，余华是冷漠无情的，他何以让那么善良的妻子，
那么聪明伶俐的儿子女儿乃至更多的人相继离富贵远去。余
华用他的笔杆直戳人性的弱点。富贵为什么不去自杀？我们
有时候会想，在经历了一次次的悲剧，看着自己身边的人相
继地离自己而去。他不应该绝望吗？他不应该对生活失去自
信了吗？他不应该很孤独吗？我想，富贵是绝望、孤独和寂
寞的，但是，余华偏偏让富贵活着，这活着就是一种折磨。
活着，为了活着而活着。活着，执着地活着。已成为唯一能
描述富贵的形容。

读了《活着》这本书，让我认识了什么叫做苦难、坚强，什
么叫做平凡而不平凡。有一句话说：我连活着都不怕，我还
怕死吗？活着才是最美好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