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观砂砾记读后感(通用14篇)
青春是我们挥洒汗水的时刻，我们要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拼
搏。如何在青春期塑造自己的个性和独特魅力？接下来是一
些经典的青春总结范文，供大家参考和学习借鉴。

观砂砾记读后感篇一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总认为培根是一个贪慕荣华富贵的虚浮
小人，他为了名利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但通过读《培根随笔》
一书，我才了解到了真正的他。读了《培根随笔》后，我才
发现了另一个与我想法完全不同的培根，我看到了他对哲学
的执着，对政治的热衷，对生活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与对
困难决不轻言放弃、自强不息的精神与态度。我恍然明
白：“噢！原来还有这样一个培根！”

在这数十篇随笔中，《论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避开
这文章中写的都是美、德兼备的男性帝王不说，这则是一篇
关于“美”的经典之作。它着重论述人应该怎样对待外在美
与内在美的问题展开评述。“善犹如宝石，以镶嵌自然为美；
而善附于美者无疑最美，不过这美者倒不必相貌俊秀，只须
气度端庄，仪态宜人。”不错，形体之美要胜于颜色之美，
而优雅行为之美又胜于形体之美。因此我想，人的外表固然
重要，但如果没有内涵，光有外表，只是一个躯壳，行尸走
肉，又怎么能算得上是美丽呢？所以，人是因为可爱而美丽，
而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

培根的一生竭力倡导“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
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论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
人善辩”。他推崇科学、发展科学的进步思想与崇尚知识的
进步口号，一直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培根的随笔集，对我来
说就像是一位人生的导师，每当我的思想陷入迷局之时，总
能为我点破玄机，柳暗花明，又见一村。书籍是人类进步的



阶梯，《培根随笔》正是像这阶梯一般，破除一片又一片的
迷雾，引领着人们向真理进发。

读完这书后，我忽然想起，人是没有十全十美的，而且每个
人的理想与信念不同，当然，所追求的事物与追逐的梦想也
各不相同，不可把自己的喜好强加在别人身上，也不能依照
自己的喜好来评判他人。况且人是有两面的嘛！应多看看别
人的优点，吸取精华之处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为将来漫漫人
生路打下坚实的基础。

观砂砾记读后感篇二

弗朗西斯·培根，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哲学家，被马
克思誉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近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而他的《随笔》，篇幅虽不长，但短小精炼的文字却拥有振
聋发聩的力量。

谈死亡

大多数人都惧怕死亡，我也不例外。其实一位言者说得
对：“死亡的声势比死亡本身更恐怖。”死亡本是一瞬，但
死亡前的呻吟、面无血色、亲朋哭泣等却让死亡变的恐怖。

但像凯撒大帝等英雄豪杰，他们对死亡却看得很淡，死亡临
近还能面不改色。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拥有一个伟大的人生。
还有一些人，他们不畏惧死亡，因为他们死在追求伟大人生
理想的路上，他们死而无憾。所以我们也要克服对死亡的恐
惧，大胆的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和所热爱的东西，也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死而无憾。

谈人的天性

人的天性是很那消灭的，只能用习惯来将其改变和抑制。培
根在这篇随笔中交给了我们一些改变天性、养成习惯的好方



法：我们给自己定的任务不能太难，也不能太简单，有时我
们可以循序渐进，有时也可以立即而彻底地改变坏习惯，或
者走到与坏的天性相反的极端。同时养成习惯不能一鼓作气，
要有所间断。可想要彻底铲除一个恶习不是那么容易的，有
时在不经意间人的天性就会暴露出来。所以为了彻底铲除恶
习，我们可以消除恶习的引诱，或经常和它亲近，从而使它
不起作用。

人的天性对人的影响非常大，但一些卑劣的天性也是根深蒂
固、难以铲除的。所以养成良好的.习惯来抑制和改变我们天
性中的卑劣之处是十分重要的。

观砂砾记读后感篇三

弗兰西斯·培根，是英国十七世纪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
经验主义哲学家，说起他的名字，大家都会想到他的《培根
随笔》。高尔基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而在这个假
期，我带着求知的欲望拜读了培根的随笔，从书中我看到了
他对哲学的执着、对政治的热衷、对生活的热爱、对理想的
追求和对困难决不轻言放弃、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态度。

《培根随笔》这本书分为《论求知》，《论美》，《论善》，
《论真理》，《论健康》，《论家庭》，《论友谊》等多篇
随笔，语言简洁，短短的一小篇就可以让人受益匪浅。

《培根随笔》读来给人一种享受，简洁优美的辞藻让人忍不
住读完全文，让每个读过的青少年受益匪浅。这本书工有58
篇随笔，包括“论逆境”、“论善良”、“论自私”……很
多都联系到了我们的生活，与我们息息相关。所以它深受各
国读者欢迎，据说还有不少人曾受到这本书的熏陶。

对于这本书我也有许多的感触，毕竟这是我第一次认真读完
一本书。在《论求知》中，培根说道：”人的天性犹如野生
的花草，求知学习好比修剪移栽。”可见求知可以改变人的



命运，在我们的一生中是相当重要的。在《论友谊》中，培
根说道：”如果你把快乐告诉一个朋友，你将得到两个快乐；
而如果你把忧愁向一个朋友倾吐，你将被分掉一半忧愁。”
这说明了朋友是我们身边必不可少的一个角色，可以为我们
的生活增添色彩。但其中，最让我感慨的还是“论死亡”这
篇随笔。因为，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人如果没了生命，那
还谈何友谊，谈什么幸运、财富呢？因此，只有活着，才能
实现你的愿望。然而，人活着并不是虚度年华，而应该把握
生命中的每一刻、一分、一秒都不可以错过。人生在世就会
得使你的生命有意义，所以要为自己的目标、追求不懈努力，
你要相信：胜利的曙光时刻在等待着你的凯旋。然而我还有
另一种感悟他也是我慢慢品出来的。而我们呢？真正明白了
吗？虽然很多人都很畏惧死，虽然这个字眼会让我们的恐惧
油然而生，可是如果你的人生已经很充实、很美好了，死又
算得上什么呢？你已经不枉此生了，你会觉得人生好幸福。
聋哑盲人海伦。凯勒，这是一个众所皆知的大人物了，对待
她，你抱什么样的态度，心里应该很敬佩吧，我想只要有一
点点怜悯之心的人都会感动，甚至为她而哭泣。这样一个残
疾人和我们这些正常人相比，我们当然占了上风了。那又畏
惧什么呢？我们为什么就不如她呢？照理说，我们有能力学
得比更好。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培根能对世上的很多事情有
自己独特的看法，并写下来让后人们一代一代传阅不是一朝
一夕便可成的，也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如果
想要像培根那样成为一位有名的作家的话，也要多读、多练。
以书为镜，努力提高自我的水准！！！

观砂砾记读后感篇四

历时一个多月的床前阅读《培根随笔》读完了，感谢儿子的
陪伴，使我有机会有耐性完完整整得读完了这本书。

培根，是英国17世纪最著名的



思想家和科学家之一，他说："读史使人明志，读诗使人聪慧，
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
辞使人善辩"。他被马克思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
验科学的真正鼻祖。"

据说培根从来没有结过婚。

或者也是因为他花了太懂时间和

精神去研究这个世界和人性吧。

所以当他论述婚姻与独身的时候，过多关注的是婚姻中对于
男人来说消极的那一个方面——"妻与子是大事的拖累"，却
没有关注到成功的婚姻关系中，妻（或者夫）与子也是男人
（或者女人）成就人生的动力和力量源泉。

比如说，我觉得像比尔盖兹的父母亲，一定不会觉得"妻与子
是大事的拖累"，而是他们人生投资的一个最划算的部分吧。

观砂砾记读后感篇五

知道自己的天性很重要，如同知道自己手持何种武器一样，
是镰刀最好就去收割稻子和麦子，如果你非要用镰刀去打铁，
那么抱歉的告诉你，有可能你的镰刀会变成破铲子。同样，
是锤子就应该去打铁，而你非用锤子去收割粮食，那只会砸
住自己的脚。

譬如，我们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一种情况，设定任务量。有
些人喜欢慢工出细活，事情越慢越得手，喜欢手端一杯热气
腾腾的卡布奇诺，享受成就带来的快感;而有些人却属于大刀
阔斧，喜欢大腕喝酒、大块吃肉，恨不能一气把所有工作做
完，然后醒好一杯82年冰镇拉菲，享受完成后的休闲时光。



因此，给自己设定任务时，依照自己的天性选取是会事半功
倍的。相反，如果选取不好，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有的
人因任务过大，他就会屡遭失败，进而心生气馁;而有的人因
任务过小，尽管屡屡得手却感觉进步不大。这完全取决于你
是何种个性特质，有些人可能就适合日进一步，如同戒酒从
动不动就喝醉，到每餐只喝一小口，最后完全戒除。有些人
则有决心和毅力一举解放自己，瞬间挣断磨胸的锁链，解脱
正在受罪的自己。”

针对天性中我们希望改良的一面，文中进行了这样的描
述：“‘矫枉过正’这个古训很有道理，就是说要把天性像
辊子一样弯曲向相反的一面，以便它放开后能弹回来，从而
达到矫直的目的。不过必须明白，我们所说的相反的一面，
并不是弯向恶习的一面。”

良好习惯的养成，应该注意的是——“一个人最好不要一鼓
作气地硬要让自己养成一种习惯，而应该有所间断。因为双
方停战，一则有助于新生力量得到增援，出现旗开得胜的局
面;二则一个人的做法不可能总是尽善尽美，一鼓作气的情况
下不仅会锻炼自己的能力，还会锻炼自己的错误，极易导致
二者兼收并蓄的习惯。除了适时的间歇外，恐怕没有任何办
法可以补救这种局面”。读到这里，我想到这是否就是很多
人减肥、戒烟失败反弹的缘由。

对于天性，我们不要试图相信自己能战胜天性，而是采取科
学、操作性强的方法加以改良。因为天性能潜伏很长时间，
一有机会，一有诱惑，它就会借机复活，就像《伊索寓言》
中的猫变姑娘一样，她娴静地坐在餐桌的一头，可是只要有
耗子从她面前跑过，她就会忍不住现出原形。因此，改良天
性的方法可以选用这样两种方式：“一个人要么完全避开这
种机会，要么跟它经常接触，让自己慢慢对诱惑免疫。”

总之，天性也是心中的一块田地，要么生香卉，要么长野草。
学习了解天性，改良驾驭天性，就是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掌握



这块田地，帮助我们灌溉前者，铲除后者。

读经典，增智慧。今天我们便是开始这项重要的工作，希望
朋友们能从文中领悟一二。停车，走好!下回再见。

观砂砾记读后感篇六

在《论友谊》中，培根说道：＂如果你把快乐告诉一个朋友，
你将得到两个快乐；而如果你把忧愁向一个朋友倾吐，你将
被分掉一半忧愁。＂这说明了朋友是我们身边必不可少的一
个角色，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

在这数十篇随笔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论美》。这是一
篇关于“美”的经典之作，语言简洁，内涵深刻，充满哲理。
＂美＂本身是个很广泛的问题，本文着重论述人应该怎样对
待外在美和内在美的问题。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
所以，不要抱怨自己外在的缺陷，只有内在的美才是永恒的
美。美德重于美貌，把美的形貌与美的德行结合起来，美才
能真正发出光辉。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形体之美要胜于颜
色之美，优雅行为之美又胜于形体之美。＂形体是一个人的
整体形象，体形，颜色指五官相貌，主要是脸部，是局部的
而行为之美，指举手投足的动作神态，是后天的，是内在美
的折射表现，在三者中最高。

如今，有些人只注重外表的美丽，而忽略了内在，他们虽然
具有美貌，却由于缺乏优美的修养而不配得到赞美。所以一
个打扮并不华贵却端庄严肃而有美德的人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前两天读了《培根随笔》后，我才发现了另一个与我想法完
全不同的培根。我看到他对哲学的执着，对政治的热衷，对
生活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与对困难决不轻言放弃、自强不
息的精神和态度。我恍然明白：“噢！原来还有这样一个培
根！”

在这数十篇随笔中，《论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避开



这文章中写的都是美、德兼备的男性帝王不说，这则是一篇
关于“美”的经典之作。它着重论述人应该怎样对待外在美
和内在美的问题展开评述。“善犹如宝石，以镶嵌自然为美；
而善附于美者无疑最美，不过这美者倒不必相貌俊秀，只须
气度端庄，仪态宜人。”不错，形体之美要胜于颜色之美，
而优雅行为之美又胜于形体之美。因此我想，人的外表固然
重要，但如果没有内涵，光有外表，只是一个躯壳，行尸走
肉，又怎么能算得上是美丽呢？所以，人是因为可爱而美丽，
而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

读完这书后，我忽然想起，人是没有十全十美的，而且每个
人的理想与信念不同，当然，所追求的事物和追逐的梦想也
各不相同，不可把自己的喜好强加在别人身上，也不能依照
自己的喜好来评判他人。况且人是有两面的嘛！应多看看别
人的优点，吸取精华之处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为将来漫漫人
生路打下坚实的基础。

观砂砾记读后感篇七

《培根随笔》是英国17世纪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经验主义
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所著。

在《论求知》中，培根说道："人天性犹如野生花草，求知学
习好比修剪移栽。"可见求知可以改变人命运，在我们一生中
是相当重要。

在《论友谊》中，培根说道："如果你把快乐告诉一个朋友 ，
你将得到两个快乐;而如果你把忧愁向一个朋友 倾诉，你将
被分掉一半忧愁。"这说明了朋友 是我们身边不可少一个角
色，可以为我们生活增添色彩。

在这数十篇随笔中，给我印象最深刻是《论美》。这是一篇
关于"美"经典之作，语言简洁，内涵深刻，充满哲理。"美"
本身是个很广泛问题，本文着重论述人应该怎样对待外在美



和内在美问题。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所以，不要
抱怨自己外在缺陷，只有内在美才是永恒美。如今，有些人
只注重外表美丽，而忽略了内在，他们虽然具有美貌，却由
于缺乏优美修养而不配得到赞美，所以一个打扮并不华贵却
端庄严肃而有美德人是令人肃然起敬。

在这本书里，让我学会了很多哲理，我要多读这本书，让这
些哲理永远记在我心里。

观砂砾记读后感篇八

培根这本书讲述的是培根一生所感悟到的，所见识到的。

他从多个方面来谈培根，从真理到死亡，再到论人，从这中
可以看出培根热爱哲学，并把它吃透，在生活中巧妙地运用
太，使它变成真理。论高官、论王权、论野心，从这字眼儿
里可以看出培根不仅热爱哲学，还热爱政治，并表达出了培
根的政治抱负。论爱情和论友谊这能体现出培根是一个富有
情趣的人。这些都可以看出培根是一个智慧的人。

我认为培根已是一个很完美的人，因为他会懂得在生活中发
现规律，这规律一但被他发现，他就会把这生活规律发挥得
淋漓尽致，并会使这篇文章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并得到平
常人得不到的东西，所以我从培根身上学到了：会学不等于
会用，运用之道在书本之外，得靠亲身的体验才能掌握。没
有错，你光会学有什么用，比如：你用一个电路使这个电扇
转动，你光会学，当实际操作时就不会了，这是最不好的，
这就相当于一知半解，我父亲也常常这样说：学东西，不能
一知半解，这样会越学越差，如果这样下去还不如全不会。
这个道理也是一样的，不要做书呆子，要向各个方面去发展，
去寻找真理，去打开自己梦想的宝藏，使它发光，照耀整个
世界，所以要向自己的目标冲刺，但不要仅限于书本上的知
识。培根的文字有一种优美而庄严的韵律，这个是我要学习
他的一个优点。



所以《培根随笔》这本书使我读懂了很多，我从现在开始就
要努力了，全方面发展，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才。

这本书是一本永恒的书，是一个使人全面发展的书。

观砂砾记读后感篇九

《培根随笔》为英国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和哲学家弗兰西
斯·培根所著。《培根随笔》分为《论求知》、《论美》、
《论善思想家》、《论真理》、《论健康》、《论家庭》、
《论友谊》等多篇随笔。

在《论友谊》中，培根说道："如果你把快乐告诉一个朋友，
你将得到两个快乐;而如果你把忧愁向一个朋友倾吐，你将被
分掉一半忧愁。"这说明了朋友是我们身边必不可少一个角色，
可以为我们生活增添色彩。

在《论求知》中，培根说道："人天性犹如野生花草，求知学
习好比修剪移栽。"可见求知可以改变人命运，在我们一生中
是相当重要。

在《论猜疑》中，培根说道："当你产生了猜疑时，你最好还
是有所警惕，但又不要表露于外。这样，当这种猜疑有道理
时，你已经预先作了准备而不爱其害。当这种猜测疑无道理
时，你又可避免因此而误会了好人。可见在人生中猜疑，是
人思想在做乱。

在数十篇随笔中，给我印象深刻，是《论美》篇。这是一篇
关于"美"之作，语言简洁，内涵土独特，充满哲理性。"美"
本身是个很广泛问题，本文着重论述人应该怎样对待外在美
和内在美人生观问题。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所以，
不要抱怨自己外在缺陷，只有内在美才是永恒美。美德重于
美貌，把美形貌与美德行结合起来，美才能真正发出光辉。
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形体之美要胜于颜色之美，优雅行为之



美又胜于形体之美。"形体是一个人整体形象，体形。颜色指
五官相貌，主要是脸部，是局部。而行为之美，指举手投足
动作神态，是后天，是内在美折射表现，在三者中最高。

如今，有些人只注重外表美丽，而忽略了内在，他们虽然具
有美貌，却由于缺乏优美修养而不配得到赞美。所以一个打
扮并不华贵却端庄严肃而有美德人是令人肃然起敬。因此，
把美形貌与美德行结合起来吧。只有这样，每才会放射出真
正光辉。

《论嫉妒》中，我也领会不少彼此越了解，嫉妒心将占据越
高。人可以允许一个陌生人发迹，却绝不能容下让身边人种
种上升趋势。一个循序渐进地高升人也不会招来嫉妒。因为
这种人提升被看作是正当。

嫉妒在人生涯中是毕竟道路，同情心总是医治嫉妒一味良药。
但有多少人能明白文中道理呢。

观砂砾记读后感篇十

培根，17世纪英国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一生追求真理，
是第一个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人，其随笔给我的第一印
象就是文章短小，少则一千字不到；第二印象是讲求实用，
他是以政治家改造社会，富国利民为目的来说教的。投入其
文字中像是在听一位高人赐教，一位法官判案，收获良多。

在校生活，有追求自然有竞争，有竞争就会有比较，有比较
就易产生嫉妒这种不良心理。读了《谈嫉妒》一篇，让我深
深地了解嫉妒这种心态往往发生在一无所长的、八卦的、虚
荣的人身上。

“人的心灵不是靠自身的善滋养，就是以别人的恶为食”，
正如培根所言，我只有不断丰富充实自己的内心，不关注他
人的优缺，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自我提升上，不断完善自我，



逐渐变强，自然不会产生这种消极情绪。

其次，要学习文章的做法，当取得一定成就时要在关系不大
的事情上故意受点委屈，甘拜下风，这样不仅可以使自己更
谦卑，还能平衡大众的心理，不招惹嫉妒。

不久前，我从英国游学回来，曾因经历了异域文化风情而迫
不及待地要向他人倾诉，旁人总不忘问的一个问题是外国与
中国比哪个好，这让我纠结了许久，不知如何评判。

惭愧啊！文中说旅游回国后要让旅游成果表现在言谈中而非
衣着举止上，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你带回多少新事物而是
你心灵上的提升，见识的扩展，在与别人交流自己外出经历
时要小心回答问题而不是贸然宣传经历，最重要的是表现出
不想用外邦习俗改变本国习俗，而是把从国外学得的精华植
入本国习俗中去。现在，问题就有了答案。

“人们的思想大多取决于自己的愿望，他们的言论取决于自
己的学识和接受的见解，然而他们的行为依照的则是他们的
习惯。”所以无论生性多么坚强，言论多么动听，若没有习
惯予以强化，都是靠不住的。可见习惯的养成对人有多么重
大的影响，既然它是人生的主宰，那我就应千方百计地养成
良好习惯，从现在开始！

短短不过几千字构成的一篇随笔，却能摆时事实、讲清道理，
摈弃那种空洞、肤浅、絮聒的毛病，注重文字的深刻、老练、
沉稳有力，几乎篇篇都是格言层见叠出。下面是一些信手拈
来的例子：德行犹如宝石，镶嵌在素净处最佳。成人惧怕死
亡，恰如儿童怕进黑暗。

像这样至理名言放开头具有雄奇有力、引人入胜的作用，放
结尾则显概括全文，余味无穷的作用。

培根的随笔没有西方随笔那种散漫和随意，而呈现出诗一般



的凝练圆满，小说那样的布局谨严。句式通常精短隽永、组
织严密，又知道什么时候应当用合适的比喻把思想表现得格
外鲜明，有时还给他的思想披上一层想象的光彩以显魅力，
十分值得我学习。

培根每篇随笔后均附一则解析，这解析其实可以说是文章脉
络结构，分点说明，内容简洁明了，思路清晰。正如提纲一
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可以学习作者，在写
作前先列个提纲，找准思路再下笔，尤为重要。

黑格尔评价培根“他有高度的阅历，有丰富的想象，有力的
机智，透彻的智慧，他把这种智慧用在一切对象中最有趣的
那个对象，即通常所谓的人世上。”在我看来，这就是培根
的特色。

培根说：“多读书是有好处的，尤其是读那些在公众舞台上
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人写的书。”我很庆幸，读了这样一本好
书！

观砂砾记读后感篇十一

读罢《培根随笔》，我感到自己也被培根闪着理性光芒的思
想所感化了，这本薄薄的随笔集，凝聚着培根对人生的感悟、
对现实的评价，其中，《谈美》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若问起美到底是什么？我想这世上没有谁能够真正地说清。
若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但凡见到一个陌生人，我对他的第
一印象必定是从外表所得，而不是立刻就可以深入地了解他
的内心，所谓感性认识即在于此。而培根在《谈美》中则重
点论述了我们应如何看待外在美与内在美。的确，世上有多
少人有着俊美的外表，有着高尚的情操，更是不会有十全十
美之人，正如培根所说，绝色美人另有大德者难得一见。正
因为此，我们更应注重内在的光辉，做最好的自己。



但现如今，茫茫人海之中，有多少人只注重了外表的美丽他
们打扮的新颖出奇、花枝招展，而忽略了最重要的内在美出
口成脏，踩着皮靴高傲地走过天桥，不屑地望着路边背着袋
子、拾着瓶子的老人，丝毫不存悲天悯人之心，如此之人，
比不上站在他们背后默默无闻的人们，就像书中所说的：美
德犹如宝石，镶嵌在素净处最佳。一个打扮并不华美但举止
端庄而严肃的人，是最令人敬佩的，即使他没有显赫的地位，
也会受到众人的尊重。

正如培根所言，形体之美要远胜于颜色之美，行为之美又远
胜于形体之美。我们所崇尚的行为之美就是举手投足之间的
动人，是在生活中一点一滴培养出来的，也是内在美的完美
折射。只有将内在的自己做到最好，不断的追求新的知识，
因为追求是人生中最美丽的渴望，在追求中洒下的汗水，灌
溉着的、等待着的，是成功之花的含苞欲放，等待着、追求
着它的开放，来装点我们的回忆，这是我们对自己的勉励，
也是对人生的充实，若能做到不懈地追求这一点，我们也就
离美不远了！

随着我对美浅显的思索，培根也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一个智
慧、冷静而又轰轰烈烈的印象，他激励着我不断地追求，追
求那一种美丽，那种最充实的人生，这，也是我作为一名初
中生所应该做的。

观砂砾记读后感篇十二

我花了近两天的时间兴致勃勃地读完了培根写的《培根随
笔》。

正所谓你想要享受无限的风光，只有在你接受完命运的考验
之后才能得到。生活就如同大钟一般，只有遭受撞击，才会
释放出心底最原始、最悦耳回声。而厄运便是那敢于接受撞
击的挑战，让生命趋于完美的动力。当经过厄运的洗礼后，
你将愈发的坚韧，而生命也将增添新的亮点。即使我们脆弱，



我们也应该以脆弱的血肉之舟去横渡厄运的汪洋！尽管前途
渺茫，但阳光总会留在每一个将要接受厄运洗礼的人的心中。

的确在这个世界，充满了苦难和挫折。有的人在烦恼，有的
人在哭泣，面对命运，人们应该拥抱痛苦，笑对人生，而不
是只是与之苦斗。任何苦难都必须勇敢面对，如果赢了，则
赢了；如果输了，则输了。一切都有可能，永远不要说不可
能。再说花儿落了又再开的时候，这再开的能力就是美丽的
能力，一个人拥有美丽的能力，拥有开花的能力，就是拥有
丰富的内涵，还会因为害怕花落而感伤花落吗？拥有美丽能
力的生命才是真正美丽的生命！

人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注定要靠我们自己的足印一步步走
过。去，没有谁能做你永远的救星，即使是我们最亲近的父
母。别想太多，坚定地昂起头，从心房掏出所有的顾虑投向
遥远的地平线，然后深呼吸。展颜告诉自己，相干什么就去
干吧！

观砂砾记读后感篇十三

培根，是英国十七世纪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经验主义哲
学家，说起他的名字，大家都会想到他的《培根随笔》，
《培根随笔》读后感1000字。在这个暑假，我有幸拜读了他
的文章，从书中我看到了他对哲学的执着、对政治的热衷、
对生活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和对困难决不轻言放弃、自强
不息的精神和态度。

求知可以作为消遣，可以作为装饰，也可以增长才干，培根
随笔三则—论求知、论爱情、论美。

当你孤独寂寞时，阅读可以消遣。当你高谈阔论时，知识可
供装饰。当你处世行事时，正确运用知识意味着力量。懂得
事物因果的人是幸福的。有实际经验的人虽能够办理个别性
的事务，但若要综观整体，运筹全局，却唯有掌握知识方能



办到。

求知太慢会弛惰，为装潢而求知是自欺欺人，完全照书本条
条办事会变成偏执的书呆。

求知可以改进人和天性，而实验又可以改进知识本身。人的
天性犹如野生的花草，求知学习好比修剪移栽。实习尝试则
可检验修正知识本身的真伪。

狡诈者轻鄙学问，愚鲁者羡慕学问，唯聪明者善于运用学问。
知识本身并没有告诉人怎样运用它，运用的方法乃在书本之
外。这是一门技艺。不经实验就不能学到。

不可专为挑剔辩驳去读书，但也不可轻易相信书本。求知的
目的不是为了吹嘘炫耀，而应该是为了寻找真理，启迪智慧。

有的知识只须浅尝，有的知识只要粗知。只有少数专门知识
需要深入钻研，仔细揣摩。所以，有的书只要读其中一部分，
有的书只须知其中梗概即可，而对于少数好书，则要精读，
细读，反复地读。

有的书可以请人代读，然后看他的笔记摘要就行了。但这只
限于质量粗劣的书。否则一本好书将象已被蒸馏过的水，变
得淡而无味了!

读书使人的头脑充实，讨论使人明辩是非，作笔记则能使知
识精确。

因此，如果一个人还原做笔记，他的记忆力就必须强而可靠。
如果一个人只愿孤独探索，他的头脑就必须格外锐利。如果
有人不读书又想冒充博学多知，他就必定很狡黠，才能掩饰
他的无知。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



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总之，“知识
能塑造人的性格”。

不仅如此，精神上的各种缺陷，都可以通过求知来改善----
正如身体上的缺陷，可以通过运动为改善一样。例如打球有
利于腰肾，射箭可扩胸利肺，散步则有助于消化，骑术使人
反应敏捷，等等。同样，一个思维不集中的人，他可以研习
数学，因为数学稍不仔细就去出错，缺乏分析判断力的人，
他可以研习经院哲学，因为这门学问最讲究繁琐辩证。不善
于推理的人，可以研习法律学，如此等等。这种种头脑上的
缺陷，可可以通过求知来疗治。

舞台上的比生活中的要美好得多。因为在舞台上，情只是喜
剧和悲剧的素材，而在人生中，情却常常招来不幸。它有时
象那位诱惑人的魔女，有时又象那位复仇的.女神。

你可以看到，一切真正伟大的人物(无论是古人、今人，只要
是其英名永铭于人类记忆中的)，没有一个是因情而发狂的人。
因为伟大的事业抑制了这种软弱的感情。只有罗马的安东尼
和克劳底亚是例外。前者本性就好色荒淫，然而后者却是严
肃多谋的人。这说明情不仅会占领开旷坦阔的胸怀，有时也
能闯入壁垒森严的心灵----假如守御不严的话。

埃辟克拉斯间说过一句笨话：“人生不过是一座大戏台。”
似乎本应努力追求高尚事业的人类，却只应象玩偶般地逢场
作戏。虽然情的奴隶并不同于那班只顾吃喝的禽兽，但毕竟
也只是眼目色相的奴隶，而上帝赐人以眼睛本来是有更高尚
的用途的。

过度的情追求，必然会降低人本身的价值。例如，只有在情
中，才总是需要那种浮夸谄媚的词令。而在其它场合，同样
的辞令只能招人耻笑。古人有一句名言：“最大的奉承，人
总是留给自己的。”----只有对情人的奉承要算例外。因为
甚至最骄傲的人，也甘愿在情人面前自轻自贱。所以古人说



得好：“就是神在情中也难保持聪明。”情人的这种弱点不
仅在外人眼中是明显的，就是在被追求者的眼中也会很明显-
---除非她(他)也在追求他(她)。所以，情的代价就是如此，
不能得到，就会得到一种深藏于心的轻蔑，这是一条永真的
定律。

由此可见，人们应当十分警惕这种感情。因为它不但会使人
丧失其他，而且可以使人丧失自己本身。至于其他方面的损
失，古诗人早就告诉我们，那追求海伦的人，是放弃了财富
和智慧的。

当人心最软弱的时候，情最容易入侵，那就是当人春风得意、
忘乎所以和处境窘困孤独凄零的时候，虽然后者未必能得到
情。人在这样的时候，最急于跳入情的火焰中。由此可
见，“情”实在是“愚蠢”的儿。但有一些人，即使心中有
了，仍能约束它，使它不妨碍重大的事业。因为情一旦干扰
情绪，就会阻碍人坚定地奔向既定的目标。

我不懂是什么缘故，许多军人更容易堕入情网，也许这正象
他们嗜饮酒一样，是因为危险的生活更需要欢乐的补偿。

人心中可能普遍具有一种博倾向，若不集中于某个专一的对
象身上，就必然施之于更广泛的大众，使他成为仁善的人，
象有的僧侣那样。

观砂砾记读后感篇十四

《培根随笔》分为《论求知》、《论美》、《论善》、《论
真理》、《论健康》、《论家庭》、《论友谊》等多篇随笔，
读培根随笔有感。可以说，《培根随笔》中的随笔篇篇都是
精品，篇篇都值得我们一便又一便地阅读、一便又一便地细
细品味。

而其中，我最喜欢的，就要数《论美》和《论友谊》两篇。



我觉得，人生中最不可缺少的就是友谊，所以，我特别将这篇
《论友谊》读了好几遍，其中，我特别喜欢那句：“得不到
友谊的人将是终身可怜的孤独者，没有友情的社会将是一片
沙漠，因此那种乐于孤独的人不是属于人而是属于兽的。”
这句话将“喜欢孤独的人不是野兽便是神灵”和“一座城市
如同一片旷野”这两句谚语概括起来，而且十分之精湛，令
人折服。然而他在《论友谊》中的另一句话也是我们所熟悉
的：“如果你把快乐告诉一个朋友，你将得到两个快乐;而如
果你把忧愁向一个朋友倾吐，你将被分掉一半忧愁。”这句
话将友谊的真正含义描写了出来，而且使我们切身体会到，
即使刚刚吵完架的朋友看到了这句话，也回不由自主地想对
对方道歉，因为友谊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然而培
根又将友谊的真谛描写的那么自然，无论是谁，都不会否认
这两点。

第二篇是《论美》，这一篇不得不说同样是一篇佳作中的佳
作。美到底是什么，其实没人能真正说清。我想，对于大多
数人来说，无论未来如何，但见到一个人的第一面一定是看
看他(她)的外表如何而不是立马探究他(她)的内在。培根的
想法应该也是如此，但在他写的《论美》中却着重论述人应
该怎样对待外在美和内在美的问题。的确，世界上没有一个
人是十全十美的，所以，不要抱怨自己外在的缺陷，只有内
在的美才是永恒的美。美德重于美貌，把美的形貌与美的德
行结合起来，美才能真正发出光辉。文中有这样一句
话：“形体之美要胜于颜色之美，优雅行为之美又胜于形体
之美。”不错，形体是一个人的整体形象，体形;颜色指五官
相貌，主要是脸部，是局部的;而行为之美，指举手投足的动
作神态，是后天的，是内在美的折射表现，在三者中最高。
事实上，在实际生活中，有很多人亦却是如此——每天关注
着自己形体和颜色之美，对于自己的内在的美却一点也不关
心，就出现了很多很美丽的女生却出口脏话连篇，让人觉得
很没教养，很不稳重的情况了，读后感《读培根随笔有感》。
正如培根所说：“美犹如盛夏的水果，是容易腐烂而难保持
的。”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培根能对世上的很多事情有
自己独特的看法，并写下来让后人们一代一代传阅不是一朝
一夕便可成的，也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如果
想要像培根那样成为一位有名的作家的话，也要多读、多练，
让自己的作品也成为作为人的一生中的“卷首语”。

培根，他是命运多舛的一个人，生在官宦之家的他，年幼时
就受尽了功名利禄的熏陶，长大后也就顺理成章的走上了仕
途之路，然而，在经历浮沉的宫廷政变后，他最终被罢去官
职。在沧桑的岁月里，他的人生受尽了苦难的历练，也就越
显得芬芳。读他的文章，就像在听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赐教，
须耐心倾听，反复揣摩。《培根随笔全集》就是一个例子。

文中有这样一句话：“美德如同名贵的香料，焚烧碾碎时最
显芬芳……而厄运则最能发现美德。”信手拈来的一句话，
甚是耐读，索性将它摘下来。细细咀嚼一番后，竟被我品出
几分味道来，我想不仅厄运能发现美德，它还能使自己更透
彻的看待自身缺点。

今年八下期末考试的结果已尘埃落定，自己马失前蹄了。在
听到消息的那一刻，如晴天霹雳，本还抱有一丝渴望，但在
那一通电话之后，便都无处寻觅了。等自己反应过来，顷刻
间泪水翻涌而出，像泄了堤的洪水，再也止不祝我哭了，自
记事起自己是很少哭的，因为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太委屈了，
可没人容我倾诉。那好几个日日夜夜只有我最清楚，“我努
力了!”我敢说。而其也得到了收获，模拟考就是一个很好的
例子。八上那次我也失利了，我多想打个咸鱼翻身仗呀!对这
次的胜利，我已经“蓄谋“很久了，可事与愿违。在那几日，
我极度消沉，堕落，不敢和同学通电话，上网也常隐身。闷
闷不乐几日后，父亲终于发话了，他语重心长地对我
说：“失败乃成功之母。”这句话，我懂，谁都懂。但必须
有个前提，那就是找“错因”，正如诸葛亮所说：欲思其成，
必虑其败。不然再多的失败也不足为奇，同时也是徒劳的。
经过这一次的惨训，我悟出了两个对自己而言的真理：



一、在考试前必须调整心态，不能沉迷于昔日的成就。

二、在今后考试中必须注意的一点，汇成一句话是：“有德
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意思是说能做到的人一定
是“说到做到“的人，但说得到的人不一定做得到。我属于
后者。考试前，我刻意的去复习了英语，做足了表面功夫，
看似勤奋，却不然，我还未深入的去复习，那时有太多
的“柱子“挡在我面前。

相通这些后，我便不足为奇会得此结果了。再说，经过这一
番深思，尚且也对得住那“八二”二字(英语考试得了八十二
分)。

现在回眸这件事，心中还为有些遗憾和委屈。但豁达些看待
这件事，纵观历史，谁无遇到过点小挫折呢?本书的主人公培
根不就是吗?只要我们在犯错中得到进步，不也是好事，也就
应了那句话：“吃一堑，长一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