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活着的读后感(通用7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
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
起来看看吧

活着的读后感篇一

地主少爷富贵嗜赌成性，终于赌光家业一贫如洗，穷困之中
富贵因为母亲生病去城里求医，没想到在半路上被国民党部
队抓了壮丁，后被解放军俘虏释放，回到家后他方知母亲已
经离世，妻子家珍含辛茹苦带大了一双儿女，但女儿不幸变
成了聋哑人，儿子机灵活泼……然而，真正的悲剧从此才开
始渐次上演，每读一页，都让我们止不住泪湿双眼，因为生
命里难得的温情将被一次次死亡撕扯得粉碎，最后只剩下老
了的富贵伴随着一头老牛在阳光下回忆。

国庆期间，闲着没事在家看了一本余华先生所著的《活着》
这样一本书，这本书目前除了在中国大陆发行外，还被翻译
成英文、日文、法文等版本在国外发行，可见对我们的影响
是何其深远!

主人公富贵祖上生活在一个离县城约十里远的乡村，在当地
尚属有钱大户人家，只是到了父辈手上就开始没落了，其父
亲在年轻的时候是个吃喝嫖赌、游手好闲之人，不想祖上几
百亩的田地到了他手上只剩下两百亩，哪知“富贵”也继承
了其父的“光荣传统”，因整日吃喝嫖赌，最后两百亩的土
地也归属于他人!穷困潦倒的富贵此后人生简直是惨不忍睹，
父亲去世后，因要到城里去请郎中医治病重的母亲，遇到国
民党的炮兵团给抓了做壮丁，一去就两年，期间经历了很多
的战役，承受了生与死的考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而富贵
却无“福”消受。被解放军俘虏后因自个的请求给放回了家，



结果可想而知，其老母在他离开家的两个多月后就已经去世
了，其老婆在村人的帮助下含辛茹苦的带着两个孩子总算活
了下来，在没有见到“富贵”之前，大家都认为他已经死了，
但他老婆家珍始终一直坚信她老公依然活着。富贵的老婆在
他被抓壮丁前曾为其相继生有两个小孩，一个女孩一个男孩，
女儿要比儿子大5岁，一个人拉扯大两个孩子实属不容易!哪
知道命运如此坎坷之人，命运之神却是没有丝毫怜悯之心，
并没有把好的运气降临到富贵家，他老婆因长年劳累给落下了
“软骨病”，每天浑身无力，不能站立，生活的重任就全压
在了富贵一个人的身上，不料事情就是这样的令人心碎，其
儿子在十二岁那年，有一天县太爷的女人生孩子时大出血，
学校组织学生为她输血，只有福贵的儿子有庆才血型相配，
结果输血的医生“太狠”，这一抽就把他的儿子给抽走了!那
种失子的痛苦是凡人无法体味的，但夫妻两人仍能坚强的活
着，把全部的希望全寄托在了又聋又哑的女儿凤霞身上(在富
贵被抓壮丁期间，其女患了一场大病后就变成了个聋哑人)，
每天的粗活重活凤霞一样干，跟男人无差异，而且人也乖巧
聪明，到了结婚论嫁的年龄，全家好不容易在城里为凤霞找
了一户人家，对方是孤儿，还是个偏头，但人还算长得帅气，
是在城里做搬运工的，但好歹也算是个城里人，在凤霞父母
眼里看来算是高攀了!婚后小夫妻两的生活虽然清苦也还算有
滋有味，相互都很恩爱，很快就有了爱情的结晶，不想在生
孩子的时候，凤霞遇上了难产，医生说“留大还是保小”?其
丈夫说要留大，结果却是小的保全了，凤霞却永远离开了生
她养她的父母和对其恩爱有加的丈夫!留下了个还在襁褓中的
苦根，谁也没有想到他的命运也是如此的短暂和凄凉!

余华的这本书，越读越感到压抑，还没到结局就已经让我喘
不过气来了!

面对相继去世的一对儿女，精神和贫穷的相互摧残，富贵的
妻子家珍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终于有一天离开了爱她的丈
夫----富贵，此时的富贵才真正感受到了发自内心的痛在吞
噬着他的肉体和灵魂，对人生的迷茫达到了极致!但为了那苦



命的女婿和外孙，活着就是对死去人的最好回报!就是用“月
有阴晴圆缺，人有祸夕旦福”也无法比拟这种悲惨，但人到
了倒霉的时候，喝水也会被呛!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漏船又
遭打头风!有一次，富贵的女婿在外搬运水泥板时不慎被压在
了两快水泥板的中间，硬硬生生就被夹死了，撒手追随凤霞
而去，却抛下了个不谙世事的5岁的苦根。当人们告诉苦根
说“苦根，你爸死了”，苦根却不知道死的含义，到了晚上
还哭着闹着冲富贵说“我要我爸来接我回家”。

此时此刻，我已经无法压抑内心的情感，泪眼迷蒙，深深地
感受到生命最本质的温暖，却被残酷的现实撕得粉碎。

苦根成了富贵唯一的希望，对他疼爱有加，小孩也很懂事。5
岁的孩子就开始懂得帮富贵割稻，为此富贵还特意到县城给
心爱的外孙打了一副小镰刀，小苦根更是喜爱的不得了，就
连晚上睡觉也抱着，生怕被人抢走了!可惜好景不长，命运之
神的戏弄，让富贵彻底绝望。有次孩子感冒发烧，苦根很想
吃豆子，富贵就给孩子煮了一小锅豆子，把孩子留在家里然
后自个就上田间劳作去了，不想这一去，却成了跟苦根永远
的诀别!苦根在吃豆子的时候不小心被豆子噎着呛到气管里，
被活活的噎死了!此时的富贵只感到天旋地转，他最后的希望
也给破灭了。

故事结束了，但最终主人公最后依然活着，我无法想象，如
果主人翁换着是我，我会不会继续生存下去，但是他却依然
友好地对待世界，这种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和对世界的乐观态
度，我想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得到的。

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当这个贯穿全文的引子让我扪心
自问时，我却无从答起。生命是一座围城，青春是一座围城，
爱情也是一座围城，名誉是一座围城，金钱还是一座围
城...... 在我们一生，不断地从一座围城走向另一座围城的
狭路上，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想进去，大家默不作声
地抢路，挤在困顿和失落中举步维艰，内心慢性糜烂。



人生大抵就是这样，而人们的人生观或许千差万别，这和人
们自己的经历的事物和品性有关。剩下的事情，就是应该如
何去做。

以下几点是我对活着的人所需要去努力实现的几点粗浅见解:

第一、人要现实，不要任性，不要在真空中思考虚设问题。
如果目前面临的最迫切问题是就业和生存，那么学好本领才
是硬道理，这需要踏踏实实的下功夫。

第二、要自制。小孩子吃不到糖果会哭闹，年轻人得不到爱
情就苦恼。如果你用挑剔你的情人这样的眼光来挑剔自己的
行为，那么估计你的情人要比现在的好很多。

第三、克服自卑。我曾经自卑过，感到自己某些方面不如别
人，当你个人的成就逐步展现的时候，自卑自然会随之消失。
所以对于自卑的人，我劝你们勇敢一点，人们生而平等，你
不要顾忌别人(有好人也有坏人)的脸色而委屈了自己，无论
你是多么想把事情处理好，给自己过多的压力并不是好事，
这并不能解决问题，要冷静沉着，可以循序渐进但不能自暴
自弃。

活着的读后感篇二

《活着》是一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的动荡不安下的真实
写照。文中，“败家子”福贵整天游手好闲、吃喝嫖赌，家
里的财产都全部输光，气死父亲之后，浪子回头，我们看到
的是：在混乱的时代湍流下，福贵被抓充兵没能见到母亲的
最后一面，大女儿凤霞因无钱医治而成聋哑，当生活稍许安
定时，却接连遭遇儿子有庆只因热心献血被抽血过度致死，
凤霞生孩大量出血致死，妻子得了不治之症而亡，女婿被砖
活活砸死，就连小孙子竟被豆子撑死，作者将苦难描写得如
此淋漓尽致、无孔不入，似乎要扑灭所有的希望而不给人多
留一丝希望，不管读者们需要多少理智和坚韧的信念去平复



心情。然而，也正是这种极端的苦难，赋予平凡的福贵不一
样的形象，震撼着我们的心灵，激发我们去深思、去打量世
界，去探索内心。

如果不是内容带给我们强烈的震撼，我们可能不会那样去思
索生与死这个平常不挂在嘴边的命题。福贵在命运无情的抨
击下，眼看着家人一个个可怜的离去，直到孤生一人，与老
牛为伴，共度余生。他依然活着，平平淡淡，没有抱怨，没
有欲望，没有结束自己的生命。作者曾说过“福贵是我见到
的这个世界上对生命最尊重的一个人，他拥有了比别人多很
多死去的理由，可是他活着。”这种“不争”也不完全屈从
的生存方式，或许是一种命运碾压之后的生活智慧，是经历
生活洗礼之后的成熟。直面人生之痛命运之难，活着，需要
莫大的勇气和韧性，而此时，活着，更是一种尊重生命的选
择。众多平凡的人或许无法选择和改变他所处的时代，但是
可以选择尊重生命，拓展生活的厚度。

如果不是命运的救恕，我们可能会经不起宿命般的反复折磨
而离去。即使福贵输光家产只能在田地里作出微不足道的劳
动，年迈体弱的家珍坚持在旁陪伴和鼓励，福贵被抓充兵突
然消失后，母亲始终坚信儿子没有再像之前一样吃喝嫖赌；
虽然被冷眼相对过，妻子却始终不离不弃，默默用爱和坚强
支撑着、用温情守护着福贵一家人；子女懂事孝顺，特别是
女儿，即使在硬撑着干活累倒时只是笑笑看着父亲；即使拥
有过命之交的春生跟有庆之死有间接关系，福贵还是在他落
难之时去安慰他……苦难的人生，因为有了这样温情的亲情、
爱情、亲情，而让人有了活着的勇气，有了前行的动力，有
了值得珍藏、回忆的宝藏。我想，这也许就是在经历那些非
人的生离死别，经受苦难的狂轰烂炸与肆意摧残之后，福贵
仍然选择活着，并且是带着善意、平静到有点超然地活着的
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性的光辉，在无边的黑暗中烛照生活，
在凄风苦雨中温暖人心。

满怀一种悲痛读完整本，突然想到：



我是谁？我为谁而活？

活着的读后感篇三

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更是一个众说纷纭而没有结论的话题。
但是，我却觉得作者余华说的更有道理。

余华这样说：活着是生命本身的要求，也是活着的人的最基
本的目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福贵的
妻子家珍，她对人活着的意义看的明白清楚。她告诉福贵说：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福分，只求每年都给你做一双新鞋”。
这不是对余华这种“活的哲理”的最好诠释吗？活着就是这
样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

我想起了司马迁的活着。司马迁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被
汉武帝刘彻施以宫刑。这对司马迁来说是奇耻大辱，司马迁
说：“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在，
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司马迁也多次的想到过
死，但他还是活了下来，并且写成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
离骚”的《史记》。以后，很多书中说司马迁是为了立书扬
名，彪炳史册，从而比汉武帝活的更长。还有的说是为了和
汉武帝做暗地里较量，你想让我死，我偏活下去。这些说法
总让人觉得有点差强人意。我现在觉得，实际上司马迁的活，
也是生命自身的要求所致，写《史记》只是一种自己活下去
的寄托。

当今著名的作家史铁生，年轻时因一次意外，双腿残疾。以
后又患了肾衰竭。每周要做三次透析，别人问他你的职业是
什么，他风趣的.回答说：我的职业是生病，业余搞点创作。
他每次做透析之后，贫血、缺氧、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
时呼吸不顺。但他仍然活的非常快乐。他在《我与地坛》中
说：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
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
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



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它还说：活着是自己的一
种选择，既然选择了活着，为什么还要痛苦的活着！

活着是艰难的，生存是充满苦难的，正是这些许许多多伟大
的、平凡的人物，使我们透过泪水观察到了微笑，通过苦难
来体会到了生存！

活着的读后感篇四

他，是不幸的，一生由福至贫，历经苦难，亡家、丧妻、失
儿，而且还亲手埋葬了自己所有的亲人；他是幸运的，虽命
运坎坷，一次次在绝望的边缘徘徊，可他始终乐观而坚强地
活着。他就是余华笔下的主人公——富贵。

他的一生就如坐过山车，从人生的至高点——一个家缠万贯
的富家少爷一下子跌落到人生的谷底，一夜之间因赌博把所
有家产拱手送与了龙二。从此，失魂落魄的富贵把日子浸泡
在无边的痛苦里，父母在家境败落后相继死去，伤痛还未平
复，与自己同甘共苦的妻子也离他而去，最后连他唯一的孙
子也没有逃过死神的魔掌，只剩下他一个人孤独地活着。尤
其值得庆幸的是无论面对怎样的打击，他始终没有被击倒，
总是依旧热情地笑对生活，艰难地与命运抗争着。

读完最后一篇章，我脑中就不时地出现富贵的影子，一会儿
是少年富贵飞扬跋扈的样子，一会儿是中年富贵忧伤绝望的
神情，一会儿又是老年富贵祥和温情的笑容……我庆幸，我
不生活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而是出生在这个幸福和谐的
新时代；我庆幸，我的生活如蜜糖，在家爸妈爱着，在校老
师疼着；我还庆幸，苦难没有打垮和击溃小说主人公，富贵
在一颦一笑中向我们传递着如此巨大的正能量：只要活着，
就是幸福。

其实，我们的生活中的美好时光太多太多：



上学的时候，在老师的谆谆教诲下，我们获得了不计其数的
知识让我们从此与智慧结缘；

课外活动时，我们用自己的真诚结交了情同手足的朋友；

……

生活中，怀一颗感恩的心，携一缕温馨的风，采撷一束温暖
的阳光，相信我们的生活会更加芳香，更加明媚！

活着的读后感篇五

读书虽不少，却未动过写读后感的念头，非是无感，而是担
心自已逊色的语言会在别人生动的文字披上一件不太适合的
外衣，掩盖了其内在的五彩纷呈。

可偏偏内心的感觉又定力不足，好似不经事的小姑娘经不起
半分诱引，通常一遍读下，便已生出许多感想来，再读，那
读过之后的感觉，便有如莹白的波浪翻滚而来，不吐然又不
快。这其中又以余华的《活着》更为甚之，整部作品，真切
朴实，不染铅华。合卷感叹：只有真正的文学大师，方不需
以华丽的词藻来渲染文章，更多时候，语言摒褪华丽，反倒
显得真实。

《活着》一文主要讲述了中国旧社会一个地主少爷"富贵"悲
惨的人生遭遇。此书以主人公"富贵"跌宕起伏的一生为线索，
命运看似不经意，却又念念有词：有因必有果。狠狠地将他
由"福"与"贵"之中推倒在稀泥地里，以前风光得意的少爷，
被别人捏中了软辫，从赌场亲手将自已推入坎坷的生活之中。
全文以"活着"二字紧紧栓牢整篇，命运、人性、挣扎及在苦
难之中建立的舍之不去的情，深扎人心。

他嗜赌如命，最终赌光了家业，一贫如洗，父亲被活活气死，
母亲则在穷困中身染重疾，富贵前去求药，却半途被国民党



抓去当壮丁。经几番波折后回到家，却发现母亲早已去世，
妻子家珍含辛茹苦的养大两个儿女，此后更加悲惨的命运一
次又一次降临到富贵身上，他的妻子、儿女和孙子相继死去，
最后只剩富贵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孤独的活在这个世界上。

然而，历经种种磨难的富贵，却从这块稀泥地中，一次又一
次爬起，一次又一次地走近更完整的自已。他以他的人生经
历告诉人们一个道理：生活就是人生的田地，每一个被播种
的苦难都会长成为一个期望。

全篇语言平淡冷漠，却又正是这些才打动了我的心。几次潸
然泪下，却又似乎不仅仅仅是为"富贵"。其实这篇文章，只
是一个"活着"的缩影。家珍病重，自知时日无多时对富贵说
的话："我不想死，我想能天天都望见你们"。不想死，只是
怕死后再也见不到他们，如此朴实的想法，却令人有一种莫
名的感动。那就是家珍自苦难中栽培的期望，她的活着，只
是为了与她的家人相依相伴。

人生中的意外，是一个接一个的逗号。你不能因这些逗号，
绊住了脚后跟，慌张的存活法，不能解救自已，反会将自已
推入落崖的风口，稍不留意，就会摔得粉身碎骨。作者余华
在此书中写道："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
进攻，而是去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人们的职责。"

是的，忍受，才是活着的好处。但并非像主人富贵一样，活
着就只是为了忍受活着的痛苦。生命中有些事你也许无法预
料，无法改变，但不论活着多么痛苦，你都要开心地活下去，
只为了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因为开心地活着也是你的职责。
当有一天，你能够安静地与家人坐在一齐，喝茶聊天，能够
看着他们老去或者陪着所爱的人一齐老去，或者让你孩子看
着你老去，那时你就会发现你的忍受有多么值得。

我是个很奇怪的人，这两年经常会哭着哭着，就生出一些笑
意来，因为我发现，在上天替我关上一扇窗的时候，却又慷



慨地为我打了另一扇宽广的门。

在这扇大门内，它交给我大把充盈可随意支配的时间，当许
多人不自觉地在时间面前，做了江心一船，崖边一马，对着
倏忽而逝的"生活"感叹不已时。我却能够沉静淡定地手执书
卷，在奶油般的灯光下，安静地找到自已的方向。

很多时候，我们看似拥有的却又意味着正在失去，忙碌，却
遗失了快乐与自由。"疲乏、困倦、累"这些词每一天好似弹
珠般，自一个人嘴中跳出又蹦向另一个人的心间，如何更好
的"活着"成为人们每日不得其解的隐形问题，李斯临刑前，
顾其子曰："吾欲与汝复牵黄犬、臂苍鹰，出上蔡东门逐狡兔，
其可得乎那一刻，他深知，他的所失远胜所得，携子同游竟
成了奢侈一梦。

而我的生活，存在的是"减号"，减轻生活的重量，减速生活
的步伐，减少不必要的应酬，减去内心的忿怨停一停，淀一
淀，而后，透过狂激纷乱的内心，打开另一个千寻渊沉的世
界。除却工作，我更喜将自已交付文字，无论诗歌、散文或
小说，都是我精神的饕餮大餐。

美国短篇小说家艾米丽·卡特曾称《活着》为一部"永恒作
品"，我想这并不是谬赞。它让"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年轻人看
到了生命的厚重与沉痛，它给我们以深刻的反思，去思索活
着的价值。

我们似乎都不可避免地在生之无限渴望与死亡无限逼近的矛
盾中存活，看过各种各样的死亡从我们身边擦肩而过，在久
远的年代里，除却战争，只有生老病死。而如今，自杀，车
祸，当然还有惊人的天灾人祸，就像战争年代充满仇恨的子
弹，一不留意就会戳中你脆弱的心脏。大家不免惴惴不安数
着自已可怜的命数，而后更加慌张地投入了一个又一个忙碌
的战场之中，却殊不知，越是这般留意，自已就越是加快了
亲近死亡的可能。



每日上班，我都会经过一条小巷，时常会碰见一位衣衫粗褴
的老人，起初我以为她是位行乞者，然而当我向她递过钱时，
她却笑着摇手。她以拒绝来守住贫穷的尊严，也许她无可依
靠，日子能够过得窘困，人却不能够卑微，在她平静的脸上，
你看不到半分愁苦，她只是不慌不忙地存活在自已的世界里。

其实生命只是一场记录，每一天都在记录一篇诘屈聱牙的经
文，当生命终止时，你不必惊讶于它的长度，卷卷都覆盖着
你遗留的指温，你也无需期盼有人可为你讲解，笔墨酣畅的
绚丽处便是一场华丽的演出，色调暗淡的着落点，只是一处
失意的转角，人生其实没那么复杂，所有的迷底只为了证明，
这个世界，有你的足迹。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块田地，拔除那些苦难，我们仍然能够
种桃，种李，种春风。可巧的是，我的朋友们也都在读这本
书。活着，其实真的很好！找一个适合自已生存的"活着"法
则，例如我，例如此刻，于安静的时光中品读人生，真的很
不错。人生何来那么多的计较，伤感，怨恨，好好活着，有
所爱的人，有至亲的家人，有三两挚友，再多的苦难也会磨
练出另一种光彩炫耀的期望来。其实人生就是一道减法运算，
减至最后，当年迈之余，坐在属于你的人生田地时，你会发
现，活着真的很好！

活着的读后感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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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无聊和
平庸。

——余华《活着》自序

这是一个不同往日的假期，新型冠状病毒肆意横行的假期，
我看到了生死穿行的病人和无畏逆行的白衣天使，这使我深



深的触动。我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带着疑问我拜读了余华老师的作品《活着》。

活着是为了什么，或许我们许多人一生都在刻苦的思考这个
问题，但真正理解的也不过是寥寥几个，余华借福贵的经历
告诉我们活着就是一份信念，即使身处逆境，也要热爱生活。

《活着》用第一人称的口吻向我们诉说富贵的悲惨经历，年
轻时他曾败落家产，不思进取，他也曾在炮火下体验生活的
艰辛，才终于明白家的温暖。当身边一位位亲人的逝去，他
才悔恨。只剩下最后的夕阳下那老人与老牛依偎的背影，最
后老牛也走了。“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
的无奈或许是他对生命最好的诠释。如果你用心感受，你会
发现他的悲惨经历中仍然有失而复得的喜悦与欢乐，他生活
中的点点滴滴也曾让他欣喜万分。在明白一切终究回不去了
之后，他依然说”回去了，就得好好活着。“他的人生态度，
令我敬佩，他永远相信生活是属于每一个自己的感受，而不
是别人的看法。人是为自己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
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这是福贵的信念，也是《活着》
最打动人心的一句话。

导演常凯一家四口染病去世，可他的妻子仍在坚强地与病毒
抗争，努力活着。29岁的彭银华医生殉职了，他怀孕六个月
的妻子还活着，在不久的将来会产下他们的孩子。死者已以，
生者如斯。在这一场浩劫面前，也许只有强迫自己接受事实，
才能坚定性念好好活着。无论生活有多么打击，请不要忘记
明天的太阳。

只有经历了生死离别，才会更加珍惜当下的生活。不畏将来，
不念过往，活着真好。此为读《活着》的现实意义。

活着的读后感篇七

读书，是自己的日常必需品。随着年龄的增多，眼睛不好使，



我又迷上了听书。去年年底，我无意间在读书369平台看到了
有听书《活着》，几乎一口气听完，还不过瘾，又网上看书，
搜余华的《活着》改编的电影来看。看一遍哭一遍，哭了还
要看，看着看着眼泪又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我被美丽纯朴
的家珍所感动，被福贵一家的遭遇所打动，被福贵对苦难的
承受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所折服。一个既嫖又赌的纨绔子
弟几乎一夜间把家里一百多亩地及房产输了个精光，老爸被
他活活气死了。在去帮妈妈买药的途中又被抓去做壮丁，从
死神手中捡回一条命，先后妈妈、儿子、女儿、妻子、女婿、
外甥相继死了，最后他跟一头别人不要的老牛相依为命，却
不抱怨，乐观地活着。

我想：是什么力量支撑着福贵顽强地活下去？是爱，是爱让
福贵顽强地活着。当他因赌一夜至贫时，是父母妻子的爱包
容了他；在他妻子被丈人接走时，是母亲对媳妇的信任引导
他洗心革面。在他遭受儿子的意外死亡悲痛欲绝时，他心里
想着的是怎么不让妻子受伤。尽管妻子有病，福贵不离不弃。
越是残酷的打击越显示出福贵顽强的承受能力和耐挫能力。
最后即使所有的亲人都离他而去，他因为心中有爱，和一头
老牛生活在一起。是的，亲人的实体不在了，但，亲人的音
容笑貌一直留在他的脑海里，陪伴着他。

人到底为什么而活？家珍说：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就
不在乎什么福分了。福贵妈妈说：人只要活得高兴，就不怕
穷。人活着，是因为爱。因为心中有爱，一家人想方设法要
在一起；因为心中有爱，人就活得开心；因为心中有爱，再
苦再累也无所谓；因为心中有爱，所以累并快乐着。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想：教育的宗旨是什么？是爱。爱
是教育的灵魂。作为老师，先要学会爱自己，才有能力爱家
人，才能更好地传播爱。读后感.有道是：身教重于言教。老
师只有自己爱看书勤动笔，学生才会跟着爱看书，也愿意动
笔。老师只有自己有阳光心态，每天给学生一个笑脸，学生
才会爱上老师，然后才愿意接受老师的教育。



作为家长，最好的爱是陪伴，陪着孩子成长，在孩子遇到学
习和生活中的困难时帮着孩子度过难关，而不是孩子哭时塞
个手机让他玩游戏，或给他钱让他自己去买吃的。

我希望大家都能看看余华的《活着》，明确活着的目的，明
确幸福的含义，不要顾此失彼，忘了本真，忘了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