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雷家书读书 傅雷家书读书笔记(优
质12篇)

奋斗是一种对自己的责任和承诺，它让我们明白只有努力付
出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同时，要对自己的不足进行诚实地
反思和提出改进的方案。接下来是一些奋斗的感悟和思考，
希望可以引起大家对奋斗的思考和反思。

傅雷家书读书篇一

花了一周的时间看完《傅雷家书》，虽然上褒贬不一，尤其
是说到傅雷早期的个人生活，但我想不能因他早期的过错来
降低对此书的看法。此书作为父母对儿女的教导有很多值得
借鉴之处，比如婚恋观、家庭储蓄观、生活个人篇章都是非
常好的，谆谆善诱，不厌其烦，非常系统和细化，有极大的
耐心，虽然很多人认为傅雷对儿女管的过多，但我认为作为
父母这是情不自禁的，无法抑制的，而他的这种管绝非简单
的说教，是让人可以接受的，能做到这样的父母中国恐怕不
多，而哪一个孩子的成功的背后不是父母日复一日操心出力
不厌其烦的结果呢。不要相信天才，不要相信是金子总会发
光，也不要相信父母不管不问孩子自有出息的。也都是父母
懒散的自我安慰，这种概率轮不到你。

回想起自己很多年前跌跌撞撞进入社会，进入婚姻，而一切
全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也可以说是“无知则无畏”，现
在回想起来是走了很多弯路，甚至错路。个人总有局限性，
但若能把自己以身实践得出来的经验、智慧给孩子们事先做
好心理建设或是指导，相信对孩子的人生会有事半功倍的效
果。

由于急于读完，这次读的很是匆忙，算是第一遍的大致过滤，
很多篇章值得一读再读，细细回味转化吸收。摘抄一些自认
为的好片段如下:



对终身伴侣的要求，正如对人生一切的要求一样不能太苛。
事情总有正反两面：追得你太迫切了，你觉得负担重；追得
不紧了，又觉得不够热烈。温柔的人有时会显得懦弱，刚强
了又近乎专制。幻想多了未免不切实际，能干的管家太太又
觉得俗气。只有长处没有短处的人在哪儿呢？世界上究竟有
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或事物呢？抚躬自问，自己又完美到什么
程度呢？这一类的问题想必你考虑过不止一次。我觉得最主
要的还是本质的善良，天性的温厚，开阔的胸襟。有了这三
样，其他都可以逐渐培养；而且有了这三样，将来即使遇到
大大小小的风波也不致变成悲剧。做艺术家的妻子比做任何
人的妻子都难；你要不预先明白这一点，即使你知道“责人
太严，责己太宽”，也不容易学会明哲、体贴、容忍。只要
能代你解决生活琐事，同时对你的事业感到兴趣就行，对学
问的钻研等等暂时不必期望过奢，还得看你们婚后的生活如
何。眼前双方先学习相互的尊重、谅解、宽容。对方把你作
为她整个的世界固然很危险，但也很宝贵！你既已发觉，一
定会慢慢点醒她；最好旁敲侧击而勿正面提出，还要使她感
到那是为了维护她的人格独立，扩大她的世界观。倘若你已
经想到奥里维的故事，不妨就把那部书叫她细读一二遍，特
别要她注意那一段插曲。像雅葛丽纳[插图]那样只知
道love,love,love![爱，爱，爱！]的人只是童话中人物，在现
实世界中非但得不到love，连日子都会过不下去，因为她除
了love一无所知，一无所有，一无所爱。这样狭窄的天地哪
像一个天地！这样片面的人生观哪会得到幸福！无论男女，
只有把兴趣集中在事业上、学问上、艺术上，尽量抛开渺小
的自我（ego），才有快活的可能，才觉得活的有意义。未经世
事的.少女往往会存一个荒诞的梦想，以为恋爱时期的感情的
高潮也能在婚后维持下去。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妄想。古语
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又有一句话说，“夫妇相敬如
宾”。可见只有平静、含蓄、温和的感情方能持久；另外一
句的意义是说，夫妇到后来完全是一种知己朋友的关系，也
即是我们所谓的终身伴侣。未婚之前双方能深切领会到这一
点，就为将来打定了最可靠的基础，免除了多少不必要的误



会与痛苦。

我以为订婚期间还有一件要紧的事，就是要充分准备去了解
现实，面对现实。现实与年轻人纯洁的心灵所想象的情况截
然不同。生活不仅充满难以逆料的艰苦奋斗，而且还包含许
许多多日常琐事，也许叫人更难以忍受。因为这种烦恼看起
来这么渺小，这么琐碎，并且常常无缘无故，所以使人防不
胜防。夫妇之间只有彻底谅解，全心包容，经常忍让，并且
感情真挚不渝，对生活有一致的看法，有共同的崇高理想与
信念，才能在人生的旅途上平安渡过大大小小的风波，成为
琴瑟和谐的终身伴侣。生活要过得体面而省俭；要小心而勿
小气；慷慨而勿易于上当；享受生活乐趣，但切勿为满足一
时欲望而过分奢侈，即使当时觉得这种欲念不可或缺也罢。
这是种极不容易的艺术，只有性格坚强的人，运用明智，意
志力与极大的耐性，再经过一些大大小小的惨痛教训，才办
得到！这种人生艺术我们不能期望很快就学会，因此最好及
早开始，尤其是在婚姻生活开始的时候。人的发展总是波浪
式的，和自然界一样：低潮之后还有高潮再起的可能，峰回
路转，也许“柳暗花明又一村”，又来一个新天地呢！所以
古人说对人要“盖棺论定”。

我很明白在西方社会中物质生活无保障，任何高远的理想都
谈不上。但所谓物质保障首先要看你的生活水准，其次要看
你会不会安排收支，保持平衡，经常有规律的储蓄。生活水
准本身就是可上可下，好坏程度、高低等级多至不可胜计的；
究竟自己预备以哪一种水准为准，需要想个清楚，弄个彻底，
然后用坚强的意志去贯彻。唯有如此，方谈得到安排收支等
等的理财之道。孩子，光是瞧不起金钱不解决问题；相反，
正因为瞧不起金钱而不加控制，不会处理，临了竟会吃金钱
的亏，做物质的奴役。单身汉还可用颜回的刻苦办法应急，
有了家室就不行，你若希望弥拉也会甘于素衣淡食就要求太
苛，不合实际了。为了避免落到这一步，倒是应当及早定出
一个中等的生活水准使弥拉能同意，能实践，帮助你定计划
执行。越是轻视物质越需要控制物质。你既要保持你艺术的



尊严，人格的独立，控制物质更成为最迫切最需要的先决条
件。

青年初出校门，未经锻炼，经不起挫折。过去的思想训练，
未受实际生活陶冶，仍是空的。从小的家庭环境使他重是非，
处处认真，倒是害苦了他。在这个年纪上还不懂现实与理想
的距离，即使理性上认识到，也未能心甘情愿的接受。只好
等社会教育慢慢地再磨练他。

傅雷家书读书篇二

父母是我们身边最贴近的人们，他们时刻关怀着我们，在身
边教育着我们。同样是父母，傅雷通过书信的方式沟通。正
是这一封封的书信，感动着我们，打动着我们。

傅雷是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他是一个博学，
睿智，正直的学者，极富共性。母亲朱梅馥是一个具有东方
文化素养，又经西方文化洗礼，既温厚和善，又端庄贤淑的
东方女性。

傅雷对当今中外的文学、音乐、绘画、涉猎广泛，讨论精深，
个人的文化修养极高。而他培育的对象又是从小接受良好的.
家庭训练，最终成长为国际大师的儿子傅聪。他深刻懂得，
艺术即使是像钢琴演奏也需要严格的技术因素，但绝不是"手
艺'，而是全身心、全人格的体现。

读了《傅雷家书》之后，真为傅雷先生对人生的如此仔细和
对子女的如此关爱而感动万分。家书中大到事业人生艺术，
小到吃饭穿衣花钱，事无巨细，无不关怀备至。为人父母的
可以从中学习到训练子女的方法，学艺术的特殊是学钢琴的
可以从中学习提高技艺的方法。而此书中对我印象最深的是
加强个人修养。从家信的话语中看出傅雷是一位对自己要求
极严格的人，有些方面甚至有些薄情自己的味道，傅雷让儿
子立下的三个原则：不说对不起祖国的话、不做对不起祖国



的事、不入他国籍。爱子教子的精神令人感动。

一封封书信，在表达浓浓亲情的字里行间，映照出美妙的人
际关系、高尚的生活准则、优良的行为操守与道德传统，拳
拳的爱国热忱。这些内容，都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组成部
分。

有人认为书信是最为真实、自然和诚恳的文字。是啊，由于
写下的一切文字都是即时即刻的内心所想，思想到哪里，文
字就到哪里。给亲人写信更是如此，而且是他敢于剖析自己，
在子女面前承认错误，从自身的经受中给出阅历和教训。所
以，我想读傅雷家书我们读到的应当就是傅雷自己吧。家书
中父母的谆谆教导，孩子与父母的真诚沟通，亲情溢于字里
行间，给了我剧烈的感染启迪。

读了傅雷家书后，我懂得了很多，我更了解父母了。这本书
不仅是一本训练书，也是一本可以拉近父母与孩子的一本书，
让孩子更了解父母，让父母更了解孩子。

傅雷家书读书篇三

《傅雷家书》是将傅雷写给他儿子的书信汇编成的一本集子，
摘编了傅雷先生从9年至9年月的8封信件。最长的一封信长达
七千多字，亲情溢于字里行间。

傅聪至海外留学，与家里唯一的联系就是书信。《傅雷家书》
中写过邮局将傅聪比赛后的长信遗失，傅雷半个多月的.心神
不宁。因为儿子迟迟没有来信，傅雷甚至疑心：儿子又不信
任爸爸了吗由此能够看出来，傅雷将对儿子全部的爱都倾注
到了家书中。我最终有点明白家书抵万金的意思了。傅雷曾
在给傅聪的信中这样说；艺术家最需要的，除了理智以外，
还有一个爱字。他要求儿子做一个德艺兼备，人格卓越的艺
术家。



傅雷曾在家书中写过这些家书的目的：第一，我的确把你当
做一个讨论艺术，讨论音乐的对手；第二极想激出你一些青
年人的感想；让我做父亲的得些新鲜养料，同时也能够间接
传播给别的青年；第三借通信训练你的――不可是文笔，而
尤其是你的思想；第四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个警钟，
做面忠实的镜子，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
术修养方面，在演奏姿态方面。

傅雷家书读书篇四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傅雷家书》。早就听说《傅雷家
书》是一本很不错的书，读完以后果然受益匪浅。

傅雷家书这本书我早就听说过，一向没能亲阅。原以为，傅
雷家书，是反映战场上的儿子，写给母亲的书信。近日得读，
才是一位伟大的父亲，写给儿子的金十二年来的书信。从儿
子离开自我，出国进修，儿子恋爱，成家、学业上的彷徨，
与国与家该进的职责，与父与子该把我的原则，淋漓尽致，
溢于言表。

细读之后，我想，这不仅仅是弗雷先生留给儿女的肺腑之言，
也是普天下父母想给儿女的肺腑之言，只是有的`父母木那，
有的父母不善言辞。关注儿女的成长，像朋友一样与孩子聊
天，是为人父母的天伦之乐。

傅雷家书读书篇五

了解过傅雷，为他的含冤自杀而感到同情，傅雷在学术上是
一位学者，在家里是一位严厉。尽责的父亲。这些家书，有
三层内容，第一层是傅雷作为一位普通父亲对远在异国他乡
的儿子表达四年。关怀之情；第二层是傅雷与儿子如同益友，
知己般倾心地交谈，讨论艺术；第三层就是傅傅雷在给傅聪
的信里这样说：〝长篇累牍的给你写信，不是空唠叨，不是
莫名其妙的gossip（说长道短），而是有好几种作用的第一，



我的确把你当做一个讨论艺术，讨论音乐的对手；第二，极
想激出你一些青年人的感想，让我做父亲的'得些新鲜养料，
同时也可以间接传布给别的青年；第三，借通信训练你
的——不但是文笔，而尤其是你的思想；第四，我想时时刻
刻，随处给你做个警钟，做面‘忠实的镜子’，不论在做人
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术修养方面，在演奏姿态方面。
〞贯穿全部家书的情意，是要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
尊严，能够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一切，做一个〝德艺俱备。人
格卓越的艺术家。〞家书中父母的谆谆教诲，孩子与父母的
真诚交流，亲情溢于字里行间，给天下父母子女强烈的感染
启迪。傅雷和傅聪的家书给了我许多启示。我们很多家长忽
视了同孩子的朋友关系，养了十几年，却没有真正地享受过
为人父母的乐趣，他们因为迫切地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对
待孩子的心态扭曲了，各种揠苗助长的措施出笼了。有些家
长盲目模仿傅雷〝棒槌底下出孝子〞的做法，可他们想过没
有，他们有傅雷那种身教重于言传的品质吗？光学傅雷一个
〝打〞字，打得出一个好结果吗？于是孩子尝到了辱骂。拳
头的滋味，尝到压力和恐惧下学习的苦头，孩子的金色童年
因此黯然失色。傅雷悟通了，他的晚年虽然由于的原因饱受
折磨，但在这一点上他是幸福的，因为他和儿子成了最知心
的朋友。

现在，很多家长也争相效仿傅雷的教子方式，因此，这就成
了亲子教育的典范。

傅雷家书读书篇六

这本《傅雷家书》对人们的道德、思想、情操以及文化修养
起到了深远的作用。不但被誉为“呕心沥血的教子篇”，还
被称为“艺术学徒修养读物”。

在以往的生活中，傅聪从小就不爱吃蔬菜，只吃肉食，并置
若罔闻傅雷的警告。傅雷便惩罚傅聪只吃白饭，不许吃菜。
这样以几乎苛刻的爱，是以严厉为衬托的，这是不同于寻常



的方式，可见傅雷对儿子的爱很深沉。

在《傅雷家书》中，傅雷对儿子给予了无穷的期望和无尽的
教导。把自己心中所想和口中所念都写于信中——将自己对
儿子的爱毫不保留地呈现在儿子面前。这种肉麻的爱是被苛
刻所衬托出来的，与傅雷之前对儿子的爱相比，在家书中显
得亲切、伟大。

“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远没有黑暗的，只是永远没有被黑暗
所遮蔽罢了！”这是傅雷先生对我们人格上的支持，字里行
间显现出他人格的力量。他对傅聪的要求：“先做人，其次
是做艺术家，再是做音乐家。成绩不是第一，人品最重
要。”

我认为傅雷的做法非常值得赞扬和推广，父母应该首先关心
孩子的心里健康和身体健康，其次再是学习。现在有部分家
庭只关注孩子的成绩，不关心孩子的心理健康，导致一桩桩
惨案发生，比如前段时间报道的大二学生弑母案就是典型的
心理健康问题酿成的悲剧。

《傅雷家书》是我国著名翻译家傅雷及夫人写给孩子的家信
的摘编，这本书中的字字句句都让我感受到父母对于子女的
爱之深，情之切，父母永远是子女最坚实的后盾和最温柔的
港湾，傅雷在书中教子女做人，做艺术，一字一句都是深切
的爱和殷切的期待。

傅雷对儿子说“你的随和的脾气得改掉一些，老在人堆里，
会缺少反省的.机会；思想，感觉，感情，也不能好好整理，
归纳。”他说：“你走的第二天我就想给你写信了，又怕你
烦。”他还说：“艺术是你的终身事业，艺术本身已是激动
感情的，练琴时万万不能再紧张过度，精力有限，要从长远
着眼，马拉松赛跑才好。”是父母，是老师，也是朋友。这
种美妙的关系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应该努力去实现的，与父母
深入的交流，而不是随随便便敷衍了事，很多人习惯于报喜



不报忧，这里有为父母考量的善意，但时间的积累会和父母
慢慢走远，父母走不进你的生活反而会更加的担心，我更愿
意与父母分享我的生活，好的坏的，从父母处获得安慰，获
得建议，但我也未为人父母，仅为一孔之见。

从傅雷对孩子的嘱托中我们也能学习到很多，无论是做人还
是做学问，有一句话让我尤为印象深刻：“多抑制感情，多
着重于技巧，多用理智，我相信一定能减少疲劳。”现在的
我们作为学生已经足以感受到这句话的力量，而在日后，我
们将成为一名医生面对生命，生死悲欢，理智和失控，我们
不能让自己被情绪笼罩，最近看到一个关于医闹的视频，里
面的医生说：“我们愤怒吗？当然愤怒。但我们不能愤怒，
因为愤怒会影响我们的判断，耽误我们救治更多的病人。”
虽然我们与傅聪傅敏不一样，我们不是艺术家，但先生的话
还是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启迪和帮助，让我们受益颇深。

《傅雷家书》让我明白，不管我走多远身后都有人牵挂和跟
随，也有人期待着给你帮助和鼓励。

傅雷家书读书篇七

要停下来写读后感时，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全书收录的这
些书信，可谓篇篇精彩，字字珠玑，做笔记或任何总结概括
都有可能损害这部经典之作。所以，在这里我只是日志该书
一些一读该书后的重要印象，以及我所理解的作者所表达的
重要思想。

首先，从形式方面看，《家书》了解让我介绍了什么是细致
入微，无微不至，严谨认真……相信所有读过家书的读者对
这些特点都深有感触吧。根据自己很少的经验和教训，我觉
得，之所以能够如此，很大程度因了书信这种表达、交流或
写作方式。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有如此涉及广泛、自
然舒畅的作品拉开序幕。他不仅谈艺术钻研，还谈生活、恋
爱，谈做人，谈修养，甚至于儿子写错字，父亲也会“郑重



其事”地同时指出并耐心分析、纠正。乃是也正是这种方式
而并非其他方式(如论文，译作)，使得我们可以直截地清楚
地感受到，著名文艺评论家、文学翻译家胡雷先生做人、做
学问的细致、严谨、认真的态度和作风。如果说《傅雷家书》
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家庭教师修养读物”或者经典的“教子
篇”，那么，我想首先而最具这种意义的应当是这种态度和
作风。但绝不仅限于此，还有，傅雷先生由于自己的学识渊
博、思想而能将任何大事小事阐发出深刻但可贵绝不艰涩的
道理，从而给人以启发。当然，我不认为它仅仅是“最好的
艺术家庭教师修养读物”或者“教子篇”，对于像我这样实
际上艺术学徒(狭义)的读者，这些家书仍不失其伟大。书中
处处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时时给人深刻的开导。其中贯穿始
终，我何况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做人、思想修养以及学
问的关系实乃一体的思想。在我看来，这就是重视和强
调“一般修养”的'重要。在其他信中，这种人生观都有出现，
比如关于去展览馆、去森林等建议，便是希望方法通过这些
方式提高一般修养，而不是一味练琴、搞音乐。对我的启发
则是，读书只是修养融资途径之一，另外还应有其他。即使
读书，也不应仅限某某学科。一般修养的建立和提高即其要
求文学艺术，科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诸领域都
需阅读。因为，人生或生活绝不像学科分类那么规范齐整。
各领域都只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一个侧面，要理解我们生
活的世界以及我们自己，广泛阅读是有好处的。其实我早就
受了毛泽东的影响而这么要求自己了。除此之外，其他比如，
关于感情(激情)和理智的关系，应当以理智控制感情;常以星
际或宇宙的视野看待人生的一切事物，因而明白人的局限性
等等，皆为真知灼见，无不闪耀着理性的灵光!以上便是一读
《傅雷家书》后的一些感想。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读后感只能记录我的一部分收获，当更多的则写不出来，而
是要融入身体。本来读书笔记、读后感之类就是手段而已，
理解并践行其中的接著道理才是最后目的。



傅雷家书读书篇八

提起傅雷，人们第一想到的即是《傅雷家书》，每一封家书
都是文化遗产，《傅雷家书》更不用说了。关于《傅雷家书》
人们也给了它一个很特别的诠释：苦心孤诣之教子篇。由此
可知，傅雷在教育孩子时的良苦专心。谆谆人间语悠悠父子
情。

傅雷作为一位有名的翻译家，从20世纪30年月起，他就致力
于法国文学的译介工作，并翻译了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
的大多半作品。而在教育儿子时，他则是一个严苛而又尽责
的父亲，在儿子长大成人留学国外以后，仍经过书信的方式
对儿子的生活和艺术进行尽心指导，真堪称是一位尽责尽责
的好父亲，而在我小时候，父亲也对我很严格，不论是言谈
举止或是学习上都要求我做到很好，对待事物要认真，专一，
一心一意去做好它，而不可以三心二意，不然到头来就是赔
了夫人又折兵。在父亲的严格管教下，我逐渐地成长为一个
懂礼貌明事理的少年，在学习上也谨小慎微。但跟着我的长
大，父亲对我的管教则是少之又少。因为我已经长大了，有
自己的思想，对待事物也有自己的理解，所以父亲对我的拘
束就没有小时侯那么多了。但是父亲的'教诲已经在我的心中
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一直让我铭心刻骨，牢记他的教诲。

这些家书凝集着傅雷对祖国，对儿子深沉的爱。傅雷用自己
的经历言传身教，教育儿子待人要谦逊，做事要慎重，礼仪
要得体，遇窘境不灰心，获大奖不骄傲，要有国家和民族的
荣誉感，要有艺术，人品的尊严，做一个“德艺具备，人品
优异的艺术家”。同时，对儿子的生活，傅雷也进行了有利
的引导，对平时生活中如何劳逸联合，正确理财，以及如何
正确办理恋爱婚姻等问题，都像良师良友相同提出建议和建
议。拳拳爱子之心，溢于言表。

傅雷关于儿子傅聪的教育能够用六个字来归纳：败不馁，胜
不骄。正是他们严格的家教陶冶出一个世界级的艺术大师。



我小时候体系很差，常常患病，而我又不爱运动，想要把体
系锻炼好几乎就是天方夜谭。所以我小时侯体育运动也很差，
几乎每次体育考试我都是不合格，特别是跑步。假如是短跑
的话我或许还可以坚持下来，但假如长跑那可真是要了我的
命，每次跑到一半就会出现头晕，眼花，呕吐等现象。而就
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父亲向我伸出了救助之手，教育我
不要心灰意冷，万事只需努力，坚持究竟就必定能闯过去，
父亲还陪着我一起练习，在父亲的耐心教育下，我的体育成
绩逐渐地好了起来，体育考试都能合格过关。

同时，父亲对我学习上的教育也很着重，在父亲的教育下，
我的学习成绩向来很好，虽不可以在班级里首屈一指，但也
算是班里的优异学生，儿童子，不免有些骄气十足，跟着我
的学习成绩不停提升，我逐渐地开始洋洋愉悦起来，就在这
时父亲看出了我的端倪，但他并无打我骂我，而是找我谈了
很长时间，当时我只记得父亲的话像针一般扎进我的内心，
很痛，也深刻地使我领会到自己的无知和不懂事。从那时起，
我便平心静气地对待每一件事。我的个人主旨即是：永久不
心灰意冷，永久不骄傲自满。

父亲之于傅雷，他没有那么广博的学问，但对子女相同沥尽
心血、以身作则；而我之于傅聪，自然达不到那么高远的艺
术成就，但相同受益于父亲的教育，相同对父亲热爱和仰慕。

《傅雷家书》让我想起好多，收获好多，也让我感触好多，
我学会了很多做人的大道理，还感觉到了亲情的伟大。其实，
作为孩子的我们也有必需看看，因为它能够感染我们，让我
们觉察到家长的专心良苦，懂得感谢父亲母亲，它更让我们
懂得艺术的赏识，在生活的办事做人，获取正确的引导。

傅雷家书读书篇九

前面的语句摘自《傅雷家书》，是傅雷老师写给他儿子傅聪
的。从上面的语句，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傅雷的爱子情深。对



于长大的儿子，希望他茁壮成长，向外发展，但又不忍孩子
远离身边。其实家长都是这样的，从八月怀胎到十月分娩，
家长辛辛苦苦，一步步将儿女哺育成人，为的就是希望子女
才有所用，以后不至于露宿街头。而，儿女成才之际，亦是
离开屋檐独飞之时。作为父母，既为他们而高兴，也为此伤
心难过。毕竟是骨肉之情。作为我们应该体会、理解父母的
苦心，让父母看到他们想看的一幕——我们快快乐乐的生活，
也算是报答了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

傅雷家书读书篇十

傅雷是我国闻名的翻译家、文艺评论家，他是一个博学、睿
智、正直的学者，母亲朱梅馥是一个有东方文化素养、又经
西方文化洗礼，既温厚善良、又端庄贤淑的东方女性。

也正是因为家中有这样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得傅聪得以健康
成长为一个令中国骄傲的音乐家。《傅雷家书》写的正是傅
聪远赴波兰留学并定居后，傅雷写给儿子的家书。

从这本书中，我深深的感受到了父与子之间毫无隔阂、亲如
旧友的情感。大洋并没有阻断他们心与心的沟通，生活上、
事业上、艺术上、情感上的话题，他们无所不谈，傅雷以自
身深厚的学养，为儿子的人生之路点燃了一盏明灯。

傅雷告诉儿子如何看待困难：“一个又一个的筋斗栽过去，
只要爬的起来，一定会逐渐攀上高峰，超脱在小我之上。心
酸的眼泪是培养心灵的琼浆。不经历尖锐痛苦的的人，不会
有博大的同情心。”在成功之路上，必定会有数不清的困难
与艰险、辛酸与泪水，面对这些，我们只有“一个又一个的
筋斗栽过去”，才能超脱小我，成就大我!

他告诉儿子何为真正的“善”：“人应该为了善，为了荣誉，
为了公理而善，而不是为了惧怕永恒的惩罚，也不是为了求
取永恒的福祉。”只有这样的善才能称为“大善”。善应是



发自内心的，服务大众的.，而不是仅仅为了满足内心某种自
私的欲望或达到某种个人目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有些事，得到并没有真正得到，失去并没有真正失去，为大
多数人着想，使大多数人幸福才能称得上是真善。

傅雷家书读书篇十一

如何做人是傅雷教育儿女的重中之重，他将为人视为从艺的
基础。家书的字里行间透露出傅雷的谆谆教导：人人多少有
些惰性，假如你的惰性与偏向不能受道德的约束，又怎样能
够实现我们教育你的信条：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
家，终为钢琴家我始终认为弄学问也好，弄艺术也好，顶要
紧的是human（人），要把一个人尽量发展，没成为家家以前，
先要学做人；否则那种家如何高明也不会对人类有多大的贡
献。

――打击；从此以后你能够孤军奋斗了。在谈及失败与错误
时，他说：得失成败尽量置之度外，只求竭尽所能，无愧于
心。人一辈子都在高潮与低潮之间浮沉，惟有庸碌的人，生
活才如死水一般；只要高潮可是分使你紧张，低潮可是分使
你颓废，就好了。太阳太强烈，会把五谷晒焦；雨水太猛，
也会淹死庄稼。我们只求心理相当平衡，不至于受伤而已。
一个人惟有敢于正视现实，正视错误，用理智分析，彻底感
悟；终不至于被回忆侵蚀。反窥现实，我们不禁感叹，傅雷
精神影响深远，倘若现今的我们，尤其是年轻一代能真真领
悟傅雷精神，更上一层楼的和谐就指日可待了！

傅雷家书读书篇十二

近一时期我被《傅雷家书》深深吸引，那一封封家书，就象
一次次宝贵的谈心，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我像一个乖孩子在
感受着，倾听着，专心牢记着，同时使我对生活增加了新的
感受和思索。



每个人都有生身父母，大都体会过父母的慈祥和训诲。当我
读着这本家书，感到的是一种另一番训诲，不是老师的教育，
不是长者的嘱咐，而是父母对儿女的关切，是不同于我的父
母的关爱，却不失被细心呵护的感觉，我好像找到了另外一
种父母之爱，这也是大多数子女所体会不到的。这是一部充
溢着父母之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每个做父母
的都深爱自己的子女，这是一种自然规律。盼子成材，望子
成龙，更是全部父母的宿愿。然而如何教化子女？子女怎样
才能成材？始终是困惑全部父母的课题。《傅雷家书》给了
我们一个很好、很发人深省的启示。

父亲傅雷是一个睿智，博学，正直的学者，年轻时甚至有些
暴燥，极富特性。母亲朱梅馥是一个具有东方文化素养，又
经西方文化洗礼，既端庄贤淑，又温厚和善的东方女性。夫
妇二人作为中国人的典范，一生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培育两
个儿子成材，大儿子傅聪成为闻名的钢琴大师，小儿子傅敏
成为英语特级老师。

做为父亲，傅雷即可亲又可敬，尤如心心相印的挚友。傅雷
对待孩子除了肃穆、严厉外，又不失细致入微的关怀、爱护
与温馨。在孩子经受苦痛时，傅雷激励孩子说：辛酸的眼泪
是培育你心灵的酒浆，不经验尖锐的苦痛的人，不会有深厚
博大的怜悯心。

在孩子事业方面遇到挫折时，他激励孩子要有更真诚的心，
得失成败尽置之度外，只求竭尽所能，无愧于心。为了指导
儿子把全部精力放在探讨学习上，多用理智，少用感情，用
坚毅的信念，克制一切的苦恼，他说艺术是目的，技巧是手
段，老是只留意手段的人，必定会忘了他的目的。当孩子成
年后，面对感情的选择，他竟也不失时机的帮助：要找一个
双方缺点各自都能各自相识，各自承认，情愿渐渐改，同时
能彼此容忍的伴侣（这一点很重要），要找永久的伴侣，也
得用理智考虑，勿被感情蒙蔽。而当孩子们成家后，他又嘱
咐切勿钱在手头，撒漫使花，越是轻视物质，越须要限制物



质。随处读来，有反复吩咐，有温馨提示，有如挚友交心，
有的甚至连点重重的着重号，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些如细流
般温润人心的句句话语，莫非只是一般父母意义上的唠叨，
这是千年修来的福气。翻动着每一页字字沁人心脾，我的心
总能被染的金灿灿的。想到我们这些做父母的身上正是缺少
这样东西。我们应当学会与孩子挚友式地相处。这是一部最
好的艺术学徒与人格修养的读物。傅雷的艺术造诣极为深厚，
对无论古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的各个领域，都有极渊
博的学问。他曾经有志于美学及艺术史论的著述，却最终缺
憾地不能实现，但在他的儿子身上得以实现。我觉得，这其
中移传基因是一方面，主要的是得益于父亲对孩子的严传身
教和细致入微的（书信）沟通。更主要的还是他对艺术的执
着追求和对做人的高标准。傅雷在注意培育儿子的艺术才能
的同时，非常重视教化儿子如何做人。他说：我始终认为弄
学问也好，弄艺术也好，顶要紧的是人，要把一个人尽量发
展，没成为艺术家之前，先要学做人，否则，那种某某家无
论如何高超，也不会对人类有多大的贡献。一个纯粹投身艺
术的人，他除了艺术和个人的人格，已别无所求。傅雷对艺
术的理解非常深刻，站在人格的高度上看艺术，他说：艺术
即使是像钢琴演奏也须要严格的技术因素，但绝不是手艺，
而是全身心、全人格的体现。而所谓人在傅雷心中又是详细
而微小的，这不只是一个愿望，一个口号。它大到对世界对
人类对祖国的忠诚与献身精神，小到对自己事业的严谨，对
父母的孝敬，对妻子的理解，对友人的宽容，甚至详细到了
一个乐段的处理，一位友人的交往，以至于儿子的言谈举止
也都一一告诫手要垂直，人要立直都使我印象深刻，颇有感
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