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史铁生集读后感(实用8篇)
答谢词应当真诚而简洁，表达出我们内心真挚的感激之情。
答谢词的写作需要注重文采和情感的结合，以此打动对方的
心灵。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经典答谢词范文，供大家参
考学习。

史铁生集读后感篇一

第一次都史铁生的散文是他的《我的梦想》。在此之前，我
一直觉得散文总是十分晦涩，好似雾里看花，叫人读不懂，
对散文实在是没有好感。但是《我的梦想》却带给我另一种
感受，没有虚情假意，没有矫情做作，朴实的语言直达心灵。
从此，我记住了史铁生。

开学伊始，作业不算多，闲来无聊，便在此捧起了这本《史
铁生散文》。可能是在青年时突如其来的下肢瘫痪让他对人
生产生了更多的疑惑，更多的思考，在他的文章里，常常是
一个问题连着下一个问题。这些问题串起了文章，虽然这些
问题并不都能够得到解答，有时甚至会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
点，但这并不妨碍你在跟随文章一起思考的过程中得到自己
的收获。

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许多文章我还是读不懂（王文洁同学说
《我与地坛》很感人，我还真没这种感觉……差距啊差距），
但在阅读的过程中，我难得地感觉到了放松与平静。一味地
读小说，那些或惊险、或离奇、或喜或悲的故事已经让我们
的心灵过于冲动，过于敏感。不如暂时放缓脚步，静下心来
读一篇这样的文章，放松一下，也为下一次启程做好准备。

关于史铁生的散文，最喜欢的应该是《好运设计》了。如果
我拥有一个完美的人生该多好啊。这样的梦想想必每个人都
做过，但像作者这样规划得如此详细的却是不多见。然而，



当你顺利地拥有一切时，生命似乎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于是，
之前的“好运设计”一项项地被推翻，“设计”了半天，到
头来却发现：享受现在、热爱生命、注重过程，这才是完美
的人生。这个结尾可以算是俗了，但之前的铺垫却让这一切
显得顺理成章，而且富有内涵。

这本书我读的很慢，也不需要读得快，慢慢地读，细细地思
考，才会有所收获。

后记：其实这本来是一篇作业，当时周记没什么可写的，就
打算写篇读后感交上，没想到越写越有感。虽然写完以后才
发现，写得实在很传统……不过，谁让我就是这么想的呢。
各位板砖啥的随便扔。

史铁生集读后感篇二

在生命最灿烂的季节，他双腿残废;当辉煌的成功就要走近的.
时刻，母亲却永远地合上了双眼。作家史铁生的人生何其痛
苦!然而人生的苦难经史铁生咀嚼，竟焕发出神奇、瑰丽的光
彩，痛苦让它如此美丽。

《我与地坛》表达的人生哲理对任何人都有意义，不管你是
富有还是贫穷，美丽或丑陋;不管你是智者还是愚人，成功还
是失败，你都能找到自己存在的理由，然而，当今社会有些
人面对挫折和苦难，选择了逃避的态度，重读《我与地坛》
有着积极的意义，尊重生命，是一个生命最起码的责任。

作者是在双腿残废的沉重打击下，在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
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的时候“走”进地坛的，从
此以后与地坛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写这篇散文时的15年间，
“就再没有长久地离开过它”。作者似乎从这座历经400多年
沧桑的古园那里获得了某种启示，汲取了顽强生活与奋斗的
力量。



我们知道，对于生命，作者也曾经消沉过，但最终还是在死
亡的边缘坚强的挣扎，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
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
明朗和欢乐，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深深的震撼着我：“但
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他熄灭着走下山
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也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
烈烈朝晖之时”“每一秒钟我们都在汲取天地的新印象，也
在摧毁旧有的印象”。就个体而言，人最终都会走向死忙，
是个悲剧，“年年岁岁花相识，岁岁年年人不同”，人确实
在年年变老，任何生命都终将逝去，但对于整体而言，生命
是绵延不息的，秋冬季节百花凋零，但来年的阳春三月又蓬
勃生发;上一辈的肉体生命在不断消亡，但下一代崭新的生命
又在茁壮成长。生命的车轮总在不停地前进，盛极而衰，否
极泰来;生命其实是个不断轮回的过程，生命不会因为死亡而
永远消失，而是酝酿着另一段生命的开始人生的魅力正在于
人生的短暂，我们每个人手中的这张生命车票是有期限的，
我们要热爱生活，珍惜生命，人生应该如何度过呢?曹操
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文天祥
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颜真卿说：“三
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
悔读书迟”。

青春的身姿永远是充满张力的，充满勃勃生机的，我们每个
人都要永远保持阳光的心态，塞缪尔曾说过：“青春是心境，
不是年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不老的，
我希望，如果有一天我们华发丛生、皱纹密布、身躯佝偻，
老态龙钟，但衰老的永远是我们的容颜，不老的永远是我们
的心灵和思想。

史铁生集读后感篇三

史铁生的散文充满着爱，对生命的悟。读者读了之后，有何



启示?来看看本站小编精心为你整理史铁生散文读后感，希望
你有所收获。

第一次都史铁生的散文是他的《我的梦想》。在此之前，我
一直觉得散文总是十分晦涩，好似雾里看花，叫人读不懂，
对散文实在是没有好感。但是《我的梦想》却带给我另一种
感受，没有虚情假意，没有矫情做作，朴实的语言直达心灵。
从此，我记住了史铁生。

开学伊始，作业不算多，闲来无聊，便在此捧起了这本《史
铁生散文》。可能是在青年时突如其来的下肢瘫痪让他对人
生产生了更多的疑惑，更多的思考，在他的文章里，常常是
一个问题连着下一个问题。这些问题串起了文章，虽然这些
问题并不都能够得到解答，有时甚至会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
点，但这并不妨碍你在跟随文章一起思考的过程中得到自己
的收获。

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许多文章我还是读不懂(王文洁同学说
《我与地坛》很感人，我还真没这种感觉……差距啊差距)，
但在阅读的过程中，我难得地感觉到了放松与平静。一味地
读小说，那些或惊险、或离奇、或喜或悲的故事已经让我们
的心灵过于冲动，过于敏感。不如暂时放缓脚步，静下心来
读一篇这样的文章，放松一下，也为下一次启程做好准备。

关于史铁生的散文，最喜欢的应该是《好运设计》了。如果
我拥有一个完美的人生该多好啊。这样的梦想想必每个人都
做过，但像作者这样规划得如此详细的却是不多见。然而，
当你顺利地拥有一切时，生命似乎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于是，
之前的“好运设计”一项项地被推翻，“设计”了半天，到
头来却发现:享受现在、热爱生命、注重过程，这才是完美的
人生。这个结尾可以算是俗了，但之前的铺垫却让这一切显
得顺理成章，而且富有内涵。

这本书我读的很慢，也不需要读得快，慢慢地读，细细地思



考，才会有所收获。

后记:其实这本来是一篇作业，当时周记没什么可写的，就打
算写篇读后感交上，没想到越写越有感。虽然写完以后才发
现，写得实在很传统……不过，谁让我就是这么想的呢。各
位板砖啥的随便扔。

前几天去旧书店淘书，买了一本《史铁生散文》。于我，一
个从小就对语文不感冒的人来说，买散文倒是件稀罕事。说
到从理科转文科，好象是大学之后的事。其实，高三的时候，
就对散文之类的挺感兴趣了。那个时候在准备高考，几乎每
天都要做阅读训练。读的文章要么是大家的作品，朴实无华
却含义隽永;要么是不出名的人写的，辞藻华丽而形式精美。
我渐渐的能从文中体会点儿什么、参悟点儿什么，语文成绩
也越来越好了。其实，一直以来，语文课本上的文章都是经
典之作;其实，按道理说，我应该很早之前就爱上阅读。也许
是课文后面的“背诵全文”让我心生抵触，也许是归纳中心
思想的教育让我只感到枯燥，总之，相比于对趣味数学的热
爱，语文确实受到了我的冷落。也因此，我一直都是个偏科
的学生。语文和数学，两大最最基础的学科，少了其中任何
一科，都只能是个瘸子。如果说数学带给人的是缜密和智力，
那么语文带给人的则是细腻和智慧。好的文章，应该抛却杂
念，用心来读。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自己的不幸。在史铁生看来，
刘易斯应该是最幸福的人了，但是他也有他的不幸。这不是
站着说话不腰疼，也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围城，确确实实
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感觉。什么是幸福?幸福不是像别人那样，
而是不断的超越自己。有多少人能如史铁生一般的达观，难
怪人们都说，虽然史铁生的身体是残疾的，但是却没有人比
他的精神更加健全。

“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



“人真正的名字叫作:欲望。”

“只是因为你还想活下去，你才不得不写作。”

--《我与地坛》

这些话，怎么看都像是出自马克斯·韦伯之口。你不用急着
死，那是早晚的事。你一定想活，那就是欲望。人的名字叫
欲望，在欲望的支配下，人怎么才能自由?只有把欲望当作目
的，而不是手段。你想活着，就别为自己找那些个冠冕堂皇
的理由，否则你就是活着的奴隶。你活着是为了什么吗?不，
是为了活着而必须做点什么。活着不是为了写作，活着不是
为了功名，活着不是手段，活着本身就是目的。如果你真想
写作，那就把写作业当作目的吧，它也不应该是活着的手段。
把目的本身当作手段，人才能自由。

“苦尽甜来，对，这才是最为关键的好运道。”

“过程!对，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者过程的美好与精彩，
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的欣赏这过程的美丽
与悲壮。”

--《设计好运》

其实，痛苦与快乐，其实都是挺好的。快乐的好，在于曾经
拥有;痛苦的好，在于即将得到。痛苦到了极端，也就只是剩
下快乐了。我喜欢自虐，是因为自虐过后才能达到更上一层
的快乐。纯粹的快乐是没有的，即使有也是无聊的。令人惊
叹的是，史铁生居然可以如此有条理有逻辑的将这样一个道
理讲清楚。



史铁生集读后感篇四

导语：《史铁生精选集》里共有小说十来篇，散文两篇，每
一篇文章都能显示他极好的艺术感觉与文字功力。下面小编
为您推荐其读后感，欢迎阅读!

第一次听到“史铁生”这个名字，或许已是多年以前，然而，
第一次接触到他的文章，已经才是七年级第二学期语文课本
上的一篇文章《秋天的怀念》。这篇散文怀念母亲坚韧的性
格，博大无私的爱以及表达了对母亲的感谢，处处令人动容。
这才令我坚定了决心，在暑假读这本《史铁生精选集》。

《史铁生精选集》里共有小说十来篇，散文两篇，每一篇文
章都能显示他极好的艺术感觉与文字功力。每一篇小说，都
有独特的结构，绝无重复。史铁生将其朴素的人物与故事，
容纳在看似随意的结构中，完成各种思想的表达。

小说《插队的故事》令我印象颇深，文中的“我”在陕北清
平湾插队，清平湾那时十分贫穷，那儿的人民没见过半导体，
没看过假牙，对知识青年的东西都感到好奇、惊叹。但是清
平湾的人们朴实、能干，待人热情，你可以听见破老汉抑扬
顿挫的歌声;你可以看见明娃妈的心灵手巧，看不出在她手里
有什么东西需要买;你可以听见疤子帮“我”扛装满厚重的书
籍箱子的沉重脚步声;你可以看见老婆儿时常用围裙十几颗鸡
蛋，小脚翘翘地走来问知识青年要不要……一切的一切，无
不透露着清平湾人的美好品德，虽然条件艰苦，但是或许快
乐，可当清平湾下起了暴雨，清平湾就不再那么安详，平静，
取而代之的是不安、可怕，人们很无助，好不容易得到的碎
柴，偶尔有的圆木、麦子等等，都会跟着这洪水而去，谁能
把急流中的东西捞起来，谁就是他的.新主人。栓儿十分精壮，
有一次，他被圆木拖进洪流，让浪头挟裹、摔打，可他始终
没松开那圆木，漂了几十里，没死，连人和圆木被清平河扔
上了岸。在这里面，我们看得出栓儿的坚韧与不易，为了得



到圆木整整漂了几十里，在湍急的洪水中活命的幸运。可又
从另一个角度上看，栓儿明明可以放手，不被卷入这将要吞
噬一切的洪水中，可他并没有放弃。这又是为了什么?栓儿为
了钱，为了能通过得到圆木来换取粮食，他这么做仿佛又是
不得不，这也正体现了清平湾人民是十分十分困难和贫穷
的……我当然没有插过队，然而这篇小说让我看见了小人物
们的不幸与他们坚韧执着的生命意志。当然，最令我可喜的
是：最后陕北变得越来越好!

《我与地坛》也让我感受到很多，地坛其实就是一座废弃的
古园，散文以地坛为线索讲述着我与地坛之间的故事。地坛是
“我”瘫痪后的去处，“我”用轮椅走遍它的每一米草地，
所以“我”十分熟悉这园子，甚至用园子的东西来描绘四季，
“我”离不开地坛，地坛是“我”对母亲的怀念，瘫痪
后“我”的脾气很坏，直至母亲去世后，“我”恍然理解母
亲的不易、痛苦，“我”猛然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
有“我”的车辙，更有母亲寻“我”到处遍布的脚印，我深
深地体会的到：史铁生母亲伟大而无私的母爱，他对母亲的
愧疚、怀念、以及感激，地坛与史铁生之间的关系密切，他
对于地坛的深厚复杂的感情。

史铁生双腿瘫痪，而仍旧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说，“活
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或许真如同他说的
那样，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付出了比常人更大的努力，身上
闪烁着一种叫坚强的星光!

说实话，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对史铁生的文字了解甚少，只
是对几篇太过有名的小说和散文略有接触。但在这个寒假，
我被他深深出动了，不仅是因为他的文笔，还有一个残疾人
从黑暗中走出时携带的一切。

《兄弟》是这本书的第一篇，接着是《午餐半小时》，这两
篇文章一度令我陷入了一个误区：史铁生是个悲观主义者。
因为他的文章是如此压抑以至于空气都仿佛被挤在一起，让



人无法呼吸。但这种阴暗文学和我印象中那个激励了无数人
的乐观作家并不相符，于是我继续看着，看着。突然，像过
了迷宫中的一个拐角，我看到了另一个史铁生，那个在大山
里耕地、喂牛，天天盼着下雨，时刻活跃着的年轻人。这是
黑暗中的第一道光：他抛弃了对命运的探索，暂时忘却世界
的不公，去回味最原始最朴实的灵魂。

静，他用自己亲历的体验赋予文章生命，让它们始终带着静
谧的温情和哀缓的悲伤，但也有着对“荒诞”和“宿命”的
抗争。不，这不是抗争，是再一次思索和诠释，是一颗活泼
的心在跃动时所迸发出的力量。“这是自天地返璞归真，不
是顽固不化循环倒退，不是看破红尘灰心丧气，而是赴死之
途上的真诚歌舞。”

我合上书，重新审视着封面上史铁生的黑白照片：一副粗框
方眼镜，上扬的嘴中露出整齐的牙齿，一双眼淡淡地注视之
前方，毫无波澜，只是淡淡地看着云雪雾花，淡淡地看着四
季更迭，淡淡地看着人生百态。不论面对什么，史铁生都只
是微笑着，没有嘲讽，没有轻视，只有对生的仰望，对死的
从容。

这便是我读出的史铁生，一个从黑暗中带出光明的人。

史铁生集读后感篇五

史铁生是一个从乡村记忆走向哲理探寻的文学艺术家，他的
散文有着对纯朴乡村的记忆。那读者如何写读后感呢?下面是
本站小编精心为你整理史铁生散文读后感，一起来看看。

说实话，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对史铁生的文字了解甚少，只
是对几篇太过有名的小说和散文略有接触。但在这个寒假，
我被他深深出动了，不仅是因为他的文笔，还有一个残疾人



从黑暗中走出时携带的一切。

《兄弟》是这本书的第一篇，接着是《午餐半小时》，这两
篇文章一度令我陷入了一个误区：史铁生是个悲观主义者。
因为他的文章是如此压抑以至于空气都仿佛被挤在一起，让
人无法呼吸。但这种阴暗文学和我印象中那个激励了无数人
的乐观作家并不相符，于是我继续看着，看着。突然，像过
了迷宫中的一个拐角，我看到了另一个史铁生，那个在大山
里耕地、喂牛，天天盼着下雨，时刻活跃着的年轻人。这是
黑暗中的第一道光：他抛弃了对命运的探索，暂时忘却世界
的不公，去回味最原始最朴实的灵魂。

静，他用自己亲历的体验赋予文章生命，让它们始终带着静
谧的温情和哀缓的悲伤，但也有着对“荒诞”和“宿命”的
抗争。不，这不是抗争，是再一次思索和诠释，是一颗活泼
的心在跃动时所迸发出的力量。“这是自天地返璞归真，不
是顽固不化循环倒退，不是看破红尘灰心丧气，而是赴死之
途上的真诚歌舞。”

我合上书，重新审视着封面上史铁生的黑白照片：一副粗框
方眼镜，上扬的嘴中露出整齐的牙齿，一双眼淡淡地注视之
前方，毫无波澜，只是淡淡地看着云雪雾花，淡淡地看着四
季更迭，淡淡地看着人生百态。不论面对什么，史铁生都只
是微笑着，没有嘲讽，没有轻视，只有对生的仰望，对死的
从容。

这便是我读出的史铁生，一个从黑暗中带出光明的人。

第一次听到“史铁生”这个名字，或许已是多年以前，然而，
第一次接触到他的文章，已经才是七年级第二学期语文课本
上的一篇文章《秋天的怀念》。这篇散文怀念母亲坚韧的性
格，博大无私的爱以及表达了对母亲的感谢，处处令人动容。
这才令我坚定了决心，在暑假读这本《史铁生精选集》。



《史铁生精选集》里共有小说十来篇，散文两篇，每一篇文
章都能显示他极好的艺术感觉与文字功力。每一篇小说，都
有独特的结构，绝无重复。史铁生将其朴素的人物与故事，
容纳在看似随意的结构中，完成各种思想的表达。

小说《插队的故事》令我印象颇深，文中的“我”在陕北清
平湾插队，清平湾那时十分贫穷，那儿的人民没见过半导体，
没看过假牙，对知识青年的东西都感到好奇、惊叹。但是清
平湾的人们朴实、能干，待人热情，你可以听见破老汉抑扬
顿挫的歌声;你可以看见明娃妈的心灵手巧，看不出在她手里
有什么东西需要买;你可以听见疤子帮“我”扛装满厚重的书
籍箱子的沉重脚步声;你可以看见老婆儿时常用围裙十几颗鸡
蛋，小脚翘翘地走来问知识青年要不要……一切的一切，无
不透露着清平湾人的美好品德，虽然条件艰苦，但是或许快
乐，可当清平湾下起了暴雨，清平湾就不再那么安详，平静，
取而代之的是不安、可怕，人们很无助，好不容易得到的碎
柴，偶尔有的圆木、麦子等等，都会跟着这洪水而去，谁能
把急流中的东西捞起来，谁就是他的新主人。栓儿十分精壮，
有一次，他被圆木拖进洪流，让浪头挟裹、摔打，可他始终
没松开那圆木，漂了几十里，没死，连人和圆木被清平河扔
上了岸。在这里面，我们看得出栓儿的坚韧与不易，为了得
到圆木整整漂了几十里，在湍急的洪水中活命的幸运。可又
从另一个角度上看，栓儿明明可以放手，不被卷入这将要吞
噬一切的洪水中，可他并没有放弃。这又是为了什么?栓儿为
了钱，为了能通过得到圆木来换取粮食，他这么做仿佛又是
不得不，这也正体现了清平湾人民是十分十分困难和贫穷
的……我当然没有插过队，然而这篇小说让我看见了小人物
们的不幸与他们坚韧执着的生命意志。当然，最令我可喜的
是：最后陕北变得越来越好!

《我与地坛》也让我感受到很多，地坛其实就是一座废弃的
古园，散文以地坛为线索讲述着我与地坛之间的故事。地坛是
“我”瘫痪后的去处，“我”用轮椅走遍它的每一米草地，
所以“我”十分熟悉这园子，甚至用园子的东西来描绘四季，



“我”离不开地坛，地坛是“我”对母亲的怀念，瘫痪
后“我”的脾气很坏，直至母亲去世后，“我”恍然理解母
亲的不易、痛苦，“我”猛然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
有“我”的车辙，更有母亲寻“我”到处遍布的脚印，我深
深地体会的到：史铁生母亲伟大而无私的母爱，他对母亲的
愧疚、怀念、以及感激，地坛与史铁生之间的关系密切，他
对于地坛的深厚复杂的感情。

史铁生双腿瘫痪，而仍旧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说，“活
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或许真如同他说的
那样，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付出了比常人更大的努力，身上
闪烁着一种叫坚强的星光!

读了史铁生的文字，你会觉得是品过了一杯珍藏的清醴，回
味清香悠长，在某个时刻，也许会应景地涌上心头，不急不
缓，恰到好处地催人泪下。因为文字充斥着感性，更因为理
性的叙述，更让人的心颤然一抖。

多舛的命运让本就心细的他更加感性。翻开书，你会发现那
字里行间，全都是感情——就像是一碗炸酱面，酱汁沾染了
每一根面条……原谅我的俗气，对于清贫的我来说，炸酱面
确实很美味。不，也许这文字真的就如炸酱面，平白，却深
入人心。

静夜时，阅读着《插队的故事》，我是九零后，没插过队。
但读着读着，我似乎觉得那个年代同我并不遥远，我甚至能
感受到清平湾，仲伟，小彬……这些景和人是我见过且亲身
经历过的。那种啃着掺麸的窝头想着烧鸡味儿的日子，那种
见了心爱的男孩女孩却不得不遮遮掩掩的羞涩，那种忍受着
十足的青春干劲被不平和心酸磨得一干二净的痛苦……我不
知如何评论那个时代，因为毕竟我没真正经历，更多的苦痛
细节我无法理解。也许，即使我经历了那个时代，我也无资
格评论，因为我于那段时光，只是一个平凡的经历者，一个
普通的记叙者。



我认为史铁生感性，是因为还有他对母亲的一份心。经典之作
《我与地坛》中，他觉得自己没能早些理解母亲，没能尽孝，
愧疚之情溢于言表。可是，他能在母亲有生之年重新振作起
来，想必也是一种安慰吧。母亲的爱永远是博大无私的，她
甚至可以为孩子心细地着想一切而忘记自己的存在。

而感性是与理性并存的，这才构造成一个完整的人。能将二
者处理得十分得当的，便是一个识大体、有大爱的人。史铁
生便是如此。

感性的文字是用理性来表达的。《兄弟》《午餐半小时》里，
便是对现实的辛利理智地揭露。如一根长矛，直指社会最阴
暗亦最易被人忽视的一面。《兄弟》里，以一个善良女孩子
的视角，表达了对贫苦家庭的一对兄弟的同情，更有对世事
的无可奈何和对条条框框的思索。《午餐半小时》的文字则
充分展现了史铁生先生对光影和声音掌握得敏感、到位，十
分精彩。一群工人一起谈话的场面映入眼帘。描写了底层劳
动人民的辛劳与期冀，以及社会的不公与欺压。

……

很多人喜欢史铁生先生的文笔，觉得纯净柔软，像是一大朵
一大朵的棉花，在棉花下，又是一片贫瘠锋利的土——这是
现实。再怎么美好的文字，都是建立在现实之上的，否则就
是无病呻吟。这说的也是理性。

当今，很多年轻的写手爱堆砌华丽的辞藻、卖弄文采，浮得
像一片油，没有质量。对此，我想说：去阅读史铁生先生的
文字吧，深厚而纯净、柔软而现实，那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沉
稳。相较而言，那便是一股清泉，干净而有质量。

因为那其中，有感性，亦有理性。感性在前，理性跟上。



史铁生集读后感篇六

《我与地坛》是史铁生的散文代表作，是他这十五年来坚持
摇着轮椅在地坛思索感悟的成果。xx中好像流露出一种他活到
最狂妄时失去双腿的悲愤与痛苦，但是，这种情感也随着地
坛的那一幕幕悄然发生又悄然逝去的故事消逝了，流露出更
多的则是对人生的感慨，对母爱亲情伟大的赞美，字里行间
中流露的朴实无华洋溢出作者心灵最深处的情感。

作者围绕着那座“心灵园林”，用一种缓慢平和而又坦然的
叙述语气，诉说着地坛的人和事。那些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
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那一段段坍记了的高墙与散落了
的玉砌雕栏都是史铁生十五年的`朋友，也是他心灵上的慰藉。

对于那个漂亮而令人怜惜的低智力姑娘以及她的哥哥，对于
那对由年轻人变成相濡以沫的老夫妻，作者如同一个路人般，
静静地在旁凝望着这些好像冻结了的事。好像史铁生就是地
坛的另一个化身，见证着园子里的历史。

如果你读过史铁生其他的xx，不难发现，他的笔触以及浸泡过
他思想的文字，都是那么细腻与生动，还有他那种轻柔而又
像讲故事的娓娓道来的口气，平淡如水，可品尝起来却又甘
甜如蜜，让人回味悠长。

双腿残废的痛苦让他抓狂过，绝望过，煎熬过，可到头来又
平静了，接受了。也许是因为这句话：“上帝给你关上了门，
那必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他振作起来了；他以前被痛苦
绝望的沼泽攫住过，越挣扎陷得越深，可因为那个爱他的母
亲，他坚持下来了。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一丝光。那样的坦然，
渗透在文笔中。那些文字中，时而洋溢着希望，时而洋溢着
睿智。人生不会一帆风顺，必会经历坎坷。他经历了那么多
挫折，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打败他了。

我很好奇，地坛对于史铁生来说是个怎样的存在呢？是他的



另一个家吗？是他的庇护所吗？xx开头似乎就有了答案…。古
园仿佛就是与史铁生的前世立下了契约，要在四百年后再度
相遇。也许正因为那个若有若无的神秘契约，地坛才会在那
等待而又守候了四百多年，只为四百年后的相遇。

你们可能会问：地坛是不是如同仙境一样梦幻？我的回答是：
不！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的，现实中没有魔法与精灵，没
有独角兽和飞马。童话里的城堡会坍塌，惟有那饱含真挚情
感的“地坛”才会永存。

史铁生集读后感篇七

作者通过这次写作回顾了自己以往的生活，尤其是残废之后
那段艰难的日子。史铁生在二十一岁时因腿疾回北京住院，
从此他再没有站起来。当时的情景很容易想象，二十出头的
年轻人，就那么被夺去了行动的自由。但这还不是最令他难
过的，他内心的愤慨与失落是我们无法体会的。

但作者忘记了，他不是弃儿，在他痛苦的时候还有一个人比
他更痛苦，那就是他的母亲，年轻却饱受苦难的儿子，行动
不方便，内心暴-动，烦躁，却偏偏一个人去了那荒芜的地坛，
作为母亲，怎能不担心，但只能待在房间干等，内心的煎熬
却在激烈的进行，她没有错，但此刻却在默默忍受儿子给自
己的惩罚，母爱是宽容的，儿子的安全才是她现在最担心的。

在经历了一次次心灵与死神的斗争之后，他最终拒绝了死亡。
是母亲的爱唤起了他的意志，他决定把自己的心变成一片沃
土，母亲已在这片沃土上洒下了第一把种子。然后，是一对
老夫妇、一个唱歌的青年、女教师、长跑运动员、弱智的女
孩……无数次给作者鼓励和感动的人无心地创造了一片生命
的森林，作者在这里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坚强地走了过来。

然而，面对挫折和苦难，有些人却选择了亲手结束自己的生
命：法国著名作家莫泊桑用裁纸刀割开了自己的喉咙;当代诗



人海子在留下一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后，卧轨自
杀……事实让人触目惊心，追其根源是对生命的不负责，对
生命的不重视，其留给世人的只有感叹和惋惜。

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我们都应该好好把
握。人生难免有许多坎坷，但这不应成为逃避生活的理由，
又有哪个人的一生是一帆风顺的呢?与其悲伤痛苦，草率结束
自己的生命，何不将它看作是生活赐予我们磨练自己的机会
呢?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正是有了这些磨练，才使我们
体味到人生的乐趣，找到人生的价值。

史铁生的文章让人学会了感恩，学会了坚强，学会了正视。
也让我们进行了一次对心灵的搜索和对生命的诘问，对生命
的意义又加深了理解。

史铁生集读后感篇八

《我与地坛》的读后感

《我与地坛》是一位身残者在一座废弃的古园中对自己所见
到的人生百态所发出的感悟、思索。作者以地坛作为寄托自
己情感与发泄情感的地方，同时也是思考人生的佳境。

由于作者在“活到最狂妄的年龄忽地残废了双腿”，他体验
到了更多的人生的痛苦，但他依然在命运中挣扎时，找到了
一片古园，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的轮回，
深刻地感受每一个季节的特点，体会每种人生的价值。

他思考了死与生。死是必然的归宿，当我们感到累了，上帝
会自然安排我们休息。而活着，是我们一生都需想的问题，
即使活着是饱经苍桑的，世界仍然在运转，古园依旧是古园，
我们不能逃避，只能欣然接受，改变现在的自己。当我们能
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净地了，应理去心中的一丝杂绪，认识



真实的自我，进行自我完善。思考人生是每个人的必备之路，
不同的人，思索的结果、内容不一。

史铁生不仅思考着自己的逆境，他还在思考自己的亲人所受
的痛。“时间能证明一切”，作者始初并没考虑到母亲所感
到的痛苦，只沉浸在自己的忧伤中，经时间的酝酿，他感知
到母亲的忐忑与无奈。与此同时，也鸣响了我心中的警钟，
母亲对孩子的爱意志坚韧、毫不张扬，而我妈妈正顽强地与
病魔抵抗，同时还要承受不成器的我给她带来的巨大痛苦。
我应庆幸我母亲还在，我有机会能让妈妈摆脱苦恼，并且除
去我那一丝倔强与羞涩，不至于到时后悔莫及。因此，我感
谢史铁生的经历警醒了我。

在课本未节选的部分中，还有作者从各个方面诠释所感受到
的春夏秋冬;在园中曾经出现的人们及对他们人生的思索;对
逆境人生的理解，差距是必然的;作者对自己的生涯理解;许
多美好的'事物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人生是如此复杂但却纯真、质朴，以至于我们要用一生的时
间去思考，作者在十五年的思考中，逐渐成熟，认识更清晰，
从失落、烦躁转变为稳重、深情。如此大千世界，还需一片
净地，细细地品味人生。

街上人们行色匆匆，快步的赶往自己的方向。没时间注意两
旁的风景，忽略了许多美丽的事物。想象一个面色苍白，满
目疮痍的人摇着轮椅缓缓的经过。在快速的年代，充满了更
多的冷漠，似乎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加遥远。

秋季不知不觉地已经走远，只留下枯黄的树叶徐徐飘落，散
落在城市的各个地方，像樱花般一夜间掉落一地。直到只剩
下枯树杈，看起来那么荒凉，寒冷肃杀的空气忽的袭来，让
内心也变得阴冷潮湿。

这样的季节，重读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又有种不同的



感受。全文共分为7个部分，行文细腻真挚，感情自然流露，
不急不慢的带出自己的回忆，述说饱经沧桑的经历，同时进
行对人生的探寻。使读者对人生也会有新的思考，这都缘于
作者真实的感情流露。

作者拖着残缺的身体，在这样的城市中生活，的确需要更大
的勇气与能力。从最初的不适应，关闭了受伤的心灵，性情
转为暴躁、孤僻。每日都要去离家不远的地坛舒缓情绪，进
行对生存的思考，和自己未来的方向。在一个充满朝气的年
龄面临双腿的残疾，的确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承受，需要时间
去面对现实，上帝在为人关上一道门的时候也会为人打开一
扇窗。而地坛就像那道充满灿烂阳光的窗，直射进作者心中，
使作者看到了不同的风景，加上其本身的领悟力，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东西。看到了希望。心灵也变得晶莹剔透，对周
遭事物的理解，使人称道。大概也正因为这样的条件，才使
作者有机会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对花、草、树木、人等一
切进行细致的刻画。尤其是对生活的理解。

命运是公平的，作者能够发挥专长，认真执著的进行创作，
思考，才是最大的幸运。尽管对母亲有诸多的亏欠，但能够
对生命有如此深刻的理解，也并非谁都能做到。

这篇文章描写了很多的人事百态，透过作者的观察与深入地
描写，感受到了生活的无奈。

那对始终坚持来园中散步的老人，互相搀扶依靠，使人感动。
同时感叹自己的人生不知能否有如此真挚的感情。那个对唱
歌执著热爱的小伙子，为自己的爱好奋斗坚持的精神，让人
感动。那个饮者，那名姿态优雅的女人，还有那位运气欠佳
的长跑家，，命运是如此滑稽，而又时刻充满诱惑，正是由
于对前路的不可知，使我们总是充满了希望与期待，尽管容
易破灭，但认真执著的精神最为可贵。

羡慕那些才华横溢的人，还有那些不怕失败敢于追求的人，



有些人为了自己的理想不怕挫折，始终执著向前，而我总是
以为能够成功的人总是有3分天资，7分努力。自己的争取最
为重要。

修炼自己，用心感受美妙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