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活着读后感短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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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
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活着读后感短句篇一

阅读《活着》这本书，简洁朴实的文字，读完，潸然泪下。

这本书里回忆了老人福贵悲苦的一生。福贵出生在一个富裕
家庭里。活得潇洒奢侈，迷上赌博，输光了家产，从此福贵
的人生就完全改变了。生活贫苦，社会混乱。先是老爷子被
气死。接着，福贵又被抓去当兵。走到了阎王门前，九死一
生回到家后又得知娘已病逝。祸不单行，不久后，福贵的儿
子有庆给市长夫人献血过多死去。福贵的妻子家珍也患了软
骨病。女儿凤霞嫁给了二喜。过上了好日子。但不久后，凤
霞因生产失血过多死去了。留下了儿子苦根，接着家珍，二
喜都死去了。只剩下福贵和苦根。造化弄人，苦根，最后吃
豆子撑死了。福贵买下了一只老牛，与它度过了余生。

读完此书，我是热泪盈眶的。书中有许许多多心灵美好的人
物。却因曲折的命运，恶劣的环境而失去生命。最终一个悲
剧结尾。如书中的有庆，一个纯真善良的孩子，却因医生的
失误而死去。当读到有庆死去时，我的眼前好像还浮现着他
每天都去公社里为那两只已不属于他的两只羊。浮现出他冬
天仍提着鞋子光脚跑去学校。浮现出他获得一只小羊羔而欢
喜雀跃。他的死去，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悲伤与惋惜。更带来
的是深刻的思考。 难道有庆的死仅仅是因为医生的失误吗？
不，不是的。若不是当时社会文化，技术的落后，生活环境
的贫苦与无奈，像这样的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了。在那个年
代里，不知还有多少百姓做大量的活，受无名的罪，得微薄



的钱，流苦涩的泪。

面对亲人接二连三的逝去，面对生活的艰苦困难，一般人又
怎能受得了啊？文中的春生，面对生活的艰难，想要自尽，
福贵再三劝说，最终，春生还是选择了死亡来逃避现实。令
人叹息。

但是，福贵一次一次的熬了过去。当仅剩自己独自一身时，
他能感受到生命的快乐。在作者笔下“老人黝黑的脸在阳光
里笑得十分生动。脸上的皱纹欢乐的游动着，里面镶满了泥
土就如布满田间的小道。”

令人惊叹，他到底是不是那个命运坎坷的福贵?面对挫折与痛
苦，他能以宽容的胸怀去包容它，接受它。尽管生活艰难，
但他仍笑着去面对；尽管他的身体已经老了。但那颗心却充
满了童趣。那么富有生机与活力。

也许，活着的意义就在其中了吧。

如今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幸福有序的社会，可总有人抱怨。
抱怨，抱怨大大小小的事:为什么我做不到?为什么别人总比
我厉害?为什么我的时间总不够用?……然后便只是在心里生
闷气，什么也不做。当挫折和苦难来临他们不敢去面对，不
愿去面对。甚至以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来逃避。轻轻地来到
人世间，默默的返回原点。像条干扁枯燥的线，漫无目的的
划过世间。

反之，却有人坚持学习，努力充电。不断扮靓自己，照亮自
己的心。他们，用宽容去化解冲突；用微笑请教困难；用理
智去面对不幸。用五彩缤纷的色彩，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一个
圆满的句号。

活着是一种未知；活着是一种幸运；活着是一种宝贵。活着，
我们要学会珍惜。



活着读后感短句篇二

我是属于刻意选择了这一本书，因为在某一时间内我也经历
过绝望，只是想从书中找到一点慰藉，或者是找到一点安慰
自己的理由。

没有岁月静好只是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

以前总是问自己活着为了什么？为了爱情吗？为了家人吗？
为了享受吗？其实在此之前一向都是这么认为的，福贵亲手
一个一个的送走了自己的亲人，在我看来他已毫无意义的继
续活下去，四下已无一爱人，也无一人爱他，可他还是继续
活着，因为他也没有死去的理由，除了年少的放荡不羁，其
余的尽显温柔善良。

每次当他看到了曙光的时候，生活将他一次又一次的逼向痛
苦的深渊，福贵喜欢回想过去，喜欢讲述自己，似乎这样一
来，他就可以一次一次的重渡此生了，那种不向命运屈服，
但又不得不向命运屈服的苍凉无奈，总让我有一种无所适从
的揪心，无法言喻的悲怆，以及无边无际的灰暗。

他的老年时光还算是比较圆满，守着一头年迈的老牛，呼叫
着自己离世的亲人，或许这也是他能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吧。

你。为了什么而活？

活着读后感短句篇三

周国平说：一个人要对自己整个人生的目的有明确而坚定的
认识，清楚地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活着，这是一件极难的事。

因为极难，所以，更想知道答案。因此，在看到余华的小说
《活着》时，便急迫地读完。



这部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法，用一种冷静、平常的笔
调，娓娓叙说福贵老人并不平常的一生。

在福贵还是一个阔少时，他夜以继日地吃喝嫖赌，终于在一
夜之间由阔少爷变成一名不文的穷光蛋，而他的父亲，在亲
手处理掉所有的田产之后，死于由老宅迁入茅屋的当天。破
败前的福贵不懂得伤心，破败后的福贵却没有资格伤心了，
因为他成了佃户，佃种着曾经属于自己的五亩田地。此后的
日子，他经历了战争，被抓丁到战场而死里逃生；经历了自
然灾害年，饱受饥饿的折磨而侥幸活命。他亲手埋葬了自己
的儿子、女儿、妻子、女婿和年仅七岁的外孙苦根。他身边
的人一个个死去，而他却活着，与那头同样叫做福贵的老
牛“幸运”地活着。

在旁人眼中，福贵的一生是苦熬的一生；可是对于福贵自己，
我觉得他更多的是感受到了幸福（余华语）。

“坐在我对面的这位老人，用这样的语气谈论着十多年前死
去的妻子，使我内心涌上一股难言的温情，仿佛是一片青草
在风中摇曳，我看到宁静在遥远处波动。”——小说中的描
述。

作者余华说：“《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命运之间的友情，
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视，他
们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活着》讲述了眼泪的丰富和宽
广；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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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活着。”

他解释：“活着”，作为一个词语，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
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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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受，成为生命之予生活的一种状态，是活着的一个必需条



件，但忍受，需要力量的支撑、爱的牵引，如果在忍受之中
看不到希望，感受不到幸福，那么，这种活着的方式也是不
能忍受的。

读过《安妮日记》这本书，书的主人，年仅十三岁的犹太少
女安妮·弗兰克，为逃避纳粹的迫害，同家人一起，躲避在
几间密室里，忍受著名副其实暗无天日的日子，在那种牢狱
一样的环境与低沉、紧张的气氛中，仍然坚持读书、记日记，
她在日记中写道：“只要我还活着，能看到这阳光，这无云
的天空——只要这一切还在——我就不可能不幸福。”她能
忍受的力量，来源于她心中的光明。

沈从文先生的笔下、《边城》中的老船夫，“使他在日头升
起时，感到生活的力量，当日头落下时，又不至于思量与日
头同时死去的，是那个伴在他身旁的女孩子，他唯一的亲
人——翠翠”，他能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的力量，
来源于他肩上的责任与心中的爱。

而我们，生活在真实社会中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在忍受呢？
忍受生命的艰难与痛楚，忍受生活的琐碎与平庸，忍受不可
推卸的责任与义务，并在忍受的过程中，明了活着的理由，
在忍受的过程中，让生命变得有意义。

很欣赏余华说的一段话：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
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
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
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在这种心态的使然下，他写出了这部小说《活着》，他感到
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

活着读后感短句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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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着读后感短句篇五

至于有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乖巧懂事得让人心疼，为
了不磨坏鞋子，大冬天的光着脚跑去学校，每天来回几趟割
草喂羊。凤霞也是，父母为了弟弟上学把自己送人，她除了
不舍之外，没有一点怨念，反而一直惦记着回家……所幸，
最后福贵还是把凤霞留了下来。这一家人艰苦却又宝贵的相
处时光，真的太少太少了。尽管生活充满了艰辛，严厉地对
待有庆也不是福贵本愿，但一家人是没有隔夜仇的。而若是
福贵的父亲还在，大概会训斥他：自己都不成器，是个败家
子，有庆比你小时候懂事多了。——总之，一定会护着有庆。

接着，又是人民公社、吃食堂、炼钢……时代裹挟下的福贵
一家人，在我们这些局外人看来辛苦吗？辛苦的。他们自己
心里觉得幸福吗？幸福的。这就是余华在自序中所说
的，“活着”的力量吧。



灾年之下，原本朴实本分的人为了活命，也会做出缺德的事。
“仓禀实而知礼节”，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不为五斗米
折腰——正是因为圣人的数量如此之稀少，而其品格又如此
之高洁，所以才显得尤为珍贵，也才值得大家敬佩和学习。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福贵和家珍，也都垂垂老
矣——“我不想死，我想每天都能看到你们。”因为对家人
的眷恋和不舍，家珍挺过来了，真好。就像电影《流浪地球》
里说的那样，希望是比钻石还珍贵的东西。——哪怕是在那
样艰难困苦的生活中的希望。

可谁知，意外来得那么的快——有庆死了。从愤怒，到痛恨，
再到无力，最后，只剩心疼。心疼一个勤劳能干而又善良懂
事的孩子，还没有来得及长大，就离开了人世；心疼白发人
送黑发人的家珍和福贵，生活已经够苦的了，却还要承受那
样的打击。余华没有特意煽情，可读来心情依旧沉重。

纵观全书，凤霞出嫁是福贵一家为数不多的幸福时光，所有
人都流下了喜悦的泪水。家珍对福贵说，自从他回家以后，
这个家就“什么都好了”，但其实，生活还是那么的苦，只
是，一家人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怕了。

然而，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要是按年头算，苦根今
年该有十七岁了。”凤霞死后，家珍也很快便去了。福贵亲
手埋葬了自己的一双儿女，又送走了家珍。现在，只有他自
己、二喜、苦根这三代在人世间“受活”。爱无生离，只有
死别。

最后的最后，家人全部离去，就连苦根也死了，只剩下福贵，
还在人世间“受活”。我们也就突然明白了，在故事的开头，
福贵为什么要骗老牛还有其他的牛在干活——或许，他也是
这样安慰自己的；或许，在他心里，那些人儿从来就没有离
开过。



“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老人唱着歌，
和老牛一起，渐行渐远，消失在了茫茫岁月之中。人这一辈
子啊——黄昏转瞬即逝，人生白驹过隙，黑夜从天而降，死
亡终会来临。“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铭于斯，其魂气
无不之也，其死而有不澌者矣。”

活着读后感短句篇六

丰子恺的散文轻松，有趣，但在简单中又别有韵味，再配上
单纯朴实的小画，让人回味无穷。在文中，他描写了自己关
于家的而是回忆：以前母亲坐在庭院中的高椅上招待四方来
客；祖母为了“点缀暮春”亏本养蚕，可以走到养蚕的“跳
板”上玩，尽管会挨骂，做蚕丝时可以吃各种小吃……这些
生活中的细节细腻温暖，透露着儿时那种单纯美好的气息。

不过丰子恺的文章也同样富含着引人深思的哲理。在《大账
簿》中曾经提到过，他自儿时就开始思考时间万物的命运，
但越思考，却越感到疑惑和悲伤。在本书的第五部分“学会
艺术的生活”的文章中，大多都从生活引申到艺术，人生上
的思考，譬如《爱与同情》中对于感情、艺术的思考；《带
点笑容》中对于世人惺惺作态，谄媚他人的形象的批判。在
简单的文章中带领着人们思考到更深的境界。

我最喜欢是第三部分中《从孩子得到的启示》。在这个故事
中，丰子恺讲述了他找了一个孩子，问他喜欢什么却得到了
喜欢“逃难”的结果后引发一系列思考的事情。孩子喜
欢“逃难”，因为他们喜欢逃难中“不论钱，而浪漫、豪爽、
痛快地游历”。孩子看见的，是逃难的这一面。

世间万物本来单纯，就如丰子恺在文中说的：“我们所打算、
计较、争夺的洋钱，在他们看来各个是白银的浮雕的胸章；
仆仆奔走的新人、扰扰攘攘的社会，在他们看来都是无目的
的游戏、演剧；一切建设、一切现象在他们看来都是大自然
的点缀、装饰。”这里的“他们”——孩子们——或许才是



作者真正追求的单纯的境界。

只要我们能够找到事情的另外一面，看清这繁杂的社会中的
真相。我们就发现，世间的一切都本来单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