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着的读书报告(精选5篇)
报告是一种常见的书面形式，用于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
出建议。它在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包括学术研究、商
业管理、政府机构等。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报
告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
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活着的读书报告篇一

这本书讲述的是老农民福贵遇到一个游客后，叙述自己的一
生。

富贵，名字富贵，实则命运给予他的是富贵还是灾难，这似
乎是一个无从解答的问题，是讽刺还是现实。

在他身上真正的展现了命运给予一个人一生的“圆满”，似
乎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承受了所有的灾难。在他还是地主阶段
的时候，堵博败光了家产，气死了父亲，对婚姻的不忠，到
最后的流落街头，被抓去打仗期间，母亲临死也没能见上最
后一面，对于双亲以这样的离恨离开人世，相信这不是常人
所能承受的范围，但是福贵接受了命运的安排。继续为了活
着的人而继续活着，他这一生最庆幸的是有一个患难与共，
不离不弃的妻子。为他生了一儿一女，由此，命运对他是公
平的，在让他失去的同时也得到了人世间最圆满幸福的家庭。
以为恶运就此到头。但这似乎只是不幸的开始。女儿因为生
病成了聋哑人，福贵再一次的接受了命运的安排，继续为了
生活而活着。虽然这期间忍受了各种因为大自然以及这个社
会的变迁而带来的种种磨难，但是他们都顽强的一一战胜命
运给予的苦难与折磨。

为了活着，可以更坚强，为了活着，他们依然继续保持着最
原有的初心，为了活着，忍受着内心的麻木，为了活着.....



而继续的前行着。命运似乎就是这么任性的无情的在考验着
一个人在困难面前所能承受多少的重量才能折腰屈服，妥协，
再一次的向富贵伸出了恶运之手―夺走了他最疼爱的儿子。

富贵是绝望的，但并没有为此妥协，努力的'前行着，为了活
着的人，他有使命，有责任。继续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当他
们以为命运就此放弃“光顾”他们的时候，命运再一次带着
友善前来关照。这此应该是幸福使者来临吧，当他们以为自
己聋哑的女儿要一辈子独守时，命运安排了一个近乎完美的
守护者来守护他们的女儿，这一切似乎真的很完美。完美到
不真实。但却又真实的存在，前面有多美好，后面就会有多
残酷，本是带着美愿来却又留下满地的心碎而返。女儿难产
致死，妻子病情加重也离世，女婿一次意外出工被伤亡，留
下的可爱外孙本以为可以相依为命，却也不幸离去，看着至
亲至爱的人一个个的先他而去，这份悲伤，这份绝望，普通
的人又如何能承受，对福贵而言。他这一生，圆满了。

活着的读书报告篇二

人为了什么而活着?大概所有人都思考过这个问题。学习是为
了考上好学校，工作是为了过上好的生活。似乎当下所有的
人都在为自己做的事寻求一个目标，或者说是一个动机，好
以此来支撑着继续前行。

余华说：“活着，在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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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聊与
平庸。”

故事开始，主人公福贵，以一个孤独却坦然的老人身份出场，
他和他的老牛一起休息，在这段时间里平静地回顾了他的一
生。

福贵的一生就像在深海里浮沉，在那个灰暗的社会背景下发



生的所有痛苦的事似乎情有可原，人的生命就如芒草般脆弱
且不起眼，命运时而仁慈，给你一颗枣，换来下一个更响亮
的巴掌。

福贵都已走到那一步了，他什么都没有了，他活着又是为了
什么?

余华直白的说出了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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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命运给予的所有，做到能做到的，接纳不能做到的，永
远对人世保留善良和温柔。毕竟在中国人所说的盖棺定论之
前、在古罗马人所说的出生和死去之前，我们谁也不知道在
前面的时间里等待我们的是什么。

旁人眼中福贵一生悲惨，生活绝望、暗无天日，但作者说，
福贵本人并不这么想。想想也是这样，他这一生好坏都经历，
酸甜荣辱都尝遍，死了亦了无牵挂，生活百般滋味，在于个
人感受，不属于任何人的看法。

作者说：我希望你读到的是生命的韧性，力量、爱情、友谊
甚至本能焕发的快乐额以及幽默，一切美好而朗朗欢笑的东
西，它们无视命运的暴戾而独自存在，善良的人同情一切苦
难，同时也反对假惜命运之名的自暴自弃。善良绝不仅仅是
悲伤软弱的眼泪，而更应该是对所有美好高尚事物的关怀与
肯定，它举重若轻地保护着我们的心，在艰难世道里保持热
情与希望。

“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

活着读书心得模板9

我活了十六年光景，在父母所谓的价值观下成长，我到底是
为了什么活着呢?



春天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它们尽情地展现婀娜的姿态，
也就在这个季节，我的爷爷请人给他打了一副棺材。他
说“跟病痛对抗了这么久，我累了。”听到这句话我打了一
个寒颤，皱起眉头对他说“你还活着呢，说不定希望会发生
呢?”

曾几何时，有个熟悉的场景一直在我脑海回放，那是富贵在
给家珍准备棺材。家珍当时岌岌可危，凤霞不愿相信啊!人还
活着怎么可以轻易放弃希望呢?终于，出于对生命的渴望，家
珍越过了这道坎。

生活不就是度过一个个的坑和坎吗?有时候你感觉有一步迈不
出去了，可你还活着，那有什么可怕的。

只有在爷爷躺进棺材那一刻起，我才真正相信他的形体已经
没有生命机能。

万千世界有许多种活法，那些还存有生命气息的人总是不能
让自己感到快乐。那些追逐名利的人，他们为了名利活着。
那些追逐虚荣的人，是为了得到他人赞扬而活着。

我这个年龄的人，在学校为以后实现自己梦想努力着。在读
书之余，经常有阳光透过树叶映射到我桌子上。这时我就喜
欢眺望不远处的房子，那里有个农民在每天扛起锄头在忙农
务。周围池塘不时有扭动身躯跳起来的鱼，也有偷偷恢复生
机的枯松。

时间流逝如白驹过隙，也许过十年后，我会过着普通人的日
子，不平庸也没有天赋异禀，又或者颠沛流离每天为生活焦
头烂额。但是人还在世上，还能呼吸，还有心跳，就不应该
放弃对人生的希望。

人应是为了活着而活着，而不是为了带不进棺材之外的东西
而活着。



活着的读书报告篇三

活着读后感700字（一）

活着!为谁而活着?为什么要活着?《活着》这是一本值得我们
反复阅读，反复去思考的一本书，一本小说。

这本书让我读后，难以忘记，至今记忆犹新。

这位中国最享誉世界的作家——余华，他通过这本书叙述了
一个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活着》讲
述了眼泪的宽广和丰富;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我们
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
明白了人是为活着本生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
事物而活着。本书记述了一个名叫福贵的老人和“我”讲述
自己年轻时无所事事，然后赌钱输光家产，一夜之间从富人
变为农民，脱下绸衣换上麻布衣服，从一个游手好闲的阔少
爷变为一个亲自耕种的苦丁，然后家人的死不断的向他袭来，
自己的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家珍，万二喜，孙子一一
离他而去，可是他自己却承受住了这些突如其来的打击，最
终买下一头老牛，伴自己安度晚年，悠闲的回味自己的一生，
看破这滚滚红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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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无聊和平庸，
在福贵身上，他被剥夺了许多东西，但唯一不能被剥夺的也
只有活着的意志。这本书暗示着我们每个人无论受到怎样的
灾难，都要勇敢的活下去，学会放平心态，看淡一切。《活
着》确实被赋予太多的内涵，无疑是一种享受，它让我能更
清晰地了解这个社会，了解人生的意义，也许是终生受益吧。

合上书，我似乎明白了许多，即使不能明白那些大人口中的
哲理，但我知道不管发生什么，都要活着，即使不能看淡一



切，也要活着，因为我是为自己而活着，即使自己在某些方
面不如别人，也不能对自己失去信心。我就是我，是颜色不
一样的烟火。

活着读后感700字（二）

《活着》这部作品让我感触良多。这本书叙述了主人公福贵
所有亲人的死亡到老年福贵只有一老牛做伴的一生。

主人公徐福贵本是一个富裕土地的拥有者，却因为掷骰子赌
博让他失去了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也让他整个家庭陷入无限
的不幸跟贫苦之中。

在去给母亲请郎中时被抓了壮丁，当他历尽艰险回到老家时，
等待他的却是更加艰难的现实。最疼爱的儿子有庆因意外身
亡；唯一的女儿凤霞分娩时难产而死；妻子家珍也因软骨病
离他而去；接着女婿二喜出了工伤而身亡；连最后一个亲人
小外孙苦根，也在七岁吃豆子时也被噎死了。

福贵从失去金钱到失去亲人，再到最后只剩下一头瘦骨嶙峋
又险些被人宰割的老牛与他为伴。一切伤痛的往事，在他口
中的叙述却又都变得那样的平淡，他乐于谈论人生，不羞于
年少时的放纵，不顿于磨难时的煎熬，也不惧于面对至亲离
去时的痛苦。

也许当我们的生命已将要走到尽头的时候，回望以前的一切，
才会做到安下心去对待，才会做到清醒的重新认识所有的事。

在福贵的故事中，穿插着其他人不同的生命轨迹。每个人身
上都有时代的烙印，每个人又都是时代的缩影。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刍狗。他们都在各自的命运里颠簸，自顾不暇。当
命运对所有人都不公时，反而是种公平。此时，打破善有善
报、恶有恶报的幻想，低到尘埃里去，褪掉所有不忿不平，
以一颗被岁月磨砺得粗糙的平常心，专注于当下的自己，活



下去，反而难能可贵。

在这么多人物里，二喜是最让我扎心的，他是个总会在幽暗
中暖心、给读者以慰藉的偏头汉子，然而噩运的毒花偏偏精
准的开在这个好人的坟头，这个讽刺让人不解，甚至埋怨作
者的残忍，但也因如此，福贵的精神世界不断得以绝处逢
生——拥抱苦难，热爱生活。

一口气读完老人的故事，情绪像吊了沉沉的铅坠，心境却逐
渐开阔。

“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

愿你我日后，像福贵一样，不畏过去，不念将来。

活着读后感700字（三）

终是不敢再看一遍《活着》，苦难的经典，却不存一丝希望，
我想余华先生根本是不打算往好的方向写！

主人公富贵，亦是一个悲惨的人。年少好赌，败光家财，又
气死父亲；后又阴差阳错被征兵，未见母亲最后一面；妻子
无怨无悔，默默陪伴，也是劳苦一生；儿子有庆，未救他人
而死，却也不是自己心甘情愿的；女儿风霞，难产而死；女
婿儿喜也是一个苦命的人，一场事故而造成的人命；孙子苦
根，竟是被活活噎死……劳累了半生，富贵终还是落得孤家
一人！

整本书中只有几处希望的存在，余华先生的文笔平淡，他着
力刻画了许许多多的悲惨生活，但又让书中的富贵放不下活
着的希望。通篇如此，也正是这样，我看到上世纪千千万万
的农民的缩影，那是怎样的影子？是畸形的。是什么压垮了
他们的脊梁？是灾荒，是农民活着的困难！潦潦几十页，却
是中国自开国以来的历史的浓缩，我们看到的，也绝非只是



悲惨而已，还有的，是一个人活着的困难啊！

我不禁联想的我的父母，他们生活在社会基层，没学历，没
文化，只能依靠自己的力气挣钱，养家糊口，解决温饱问题。
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放下活着的希望，为什么？不只是因为
我，更是因为活着本不易！

活着就有压力，但正是压力，才让我们感到自己还活着，心
脏任然跳动，而并非是棺材中的枯尸，死气沉沉。

我想富贵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之后也明白了，人生老病死都是
注定，这也是人的一生中不可避免的，既然如此，活好当下，
不必纠结，毕竟新的一天太阳照常升起，地球依然在转！

活着本就是一场不易的修行，何谈容易？

活着读后感700字（四）

读完活着，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或者因为福贵悲惨的命
运，或者是因为他穷其一生，终究却只剩他一个人。

福贵是书中的男主角，但故事是以他的诉说展开的。余华用
朴实的语言，为我们展开了以从国民党统治后期到解放战争，
土地改革运动，再到大炼钢运动，自然灾害时期等一个小小
的平凡人发生的事情而福贵经历了多次运动给他带来的不幸。

这篇故事以“我”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为头，在初夏的时
候“我”遇到了福贵，而与福贵开始交流，正是因为福贵在
吆喝让牛时干活时喊的那几个名字。我想故事的开端就是从
这里开始的吧。福贵是旧时代的“富二代”，他的父亲是地
主。但是却有个奇怪的癖好，喜欢去村口粪缸上拉屎。或者
就是福贵这富二代的身份，她爱上了嫖，也爱上了赌。他怀
着六个月身孕的妻子家珍曾去赌场劝过他，但福贵没听，后
来被二龙和沈先生两个人骗去了所有的家产。他和父亲,母亲,



女儿和怀孕的妻子一同搬回了乡下。父亲因为这件事去世了。
而他因为去帮母亲找郎中而被国民党抓了被迫离开了家乡，
他不敢逃，也逃不了，命运似乎对他特别无情。他离开后，
母亲也离世了。等他回到家后，已经过去三年了，他的女儿
凤霞因病聋了又哑了，儿子有庆长大了，却不认识他。在之
后凤霞嫁给二喜之前，有庆因为给省夫人献血过多而死亡，
之后凤霞也因为生孩子难产死亡，妻子因为软骨病死亡，女
婿二喜因为凤霞死了之后心神不宁在做工时被石板砸死。而
他唯一的外孙苦根，因为吃东西吃太撑撑死了。命运似乎对
福贵特别不公，他的命运多舛，上天似乎总喜欢跟他开玩笑，
他身边的亲人一个个离开他。书的名字叫《活着》。但我觉
得福贵之所以活着，是因为他忍受了命运的不公折磨。忍受
生活残酷，忍受人生的无奈，每个亲人的离世都是那么的毫
无预兆，措手不及。

他无法对命运抱不公，他只能忍受，然后活着。这个或许就
是余华想要告诉我们的。面对命运的不公平折磨，生活的残
酷，努力而坚强的活着。

文章的结尾是这么写得：“我知道黄昏正在转瞬即逝，黑夜
从天而降了。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
唤的姿态，就像内容召唤她们的女儿，土地召唤着黑夜来
临”。这句话似乎平淡如水，却又意味深长，却又出乎情理
其外，情理之中。这样的结尾让人无法不佩服余华。让人深
思，让人回味。福贵的活着，注定是一种苦难，一种悲哀，
但他以笑的方式哭，在死的伴随下活着。这便是这本书的真
谛。只是阖上书本之时，似乎还是不能平静。或是为福贵的
悲惨生活罢，或者因为他穷其一生，最后只剩他自己。也许
他是不孤独吧，他有那头牛，有那些悲伤却美好的回忆。这
些会陪伴着他，直至死亡。

福贵，《活着》都以苦难为船，悲伤做桨，时间如水，独自
划过历史的长河，不留一丝涟漪。



活着读后感700字（五）

年少的福贵是真的荒诞不堪，吃喝嫖赌样样不落。私塾先生
说他准是二流子，福贵他爹也说他是无可救药，他娘说他是
上梁不正下梁歪。

富贵的媳妇家珍怀着他七个月大的儿子，福贵也不忌讳用言
语糟蹋她。逛完窑子还带着妓女向他岳父请安。后来，福贵
染上赌瘾，他爹打他，他把他爹推到墙角，甚至拳脚相向。

许是他太过浪荡，赌博赌红了眼，赔光了家产。他爹一头磕
在了石头上，丢了命。他媳妇也被他岳父八抬大轿接了回去。
福贵除了他娘和四岁的女儿，变得一无所有。

一连串的打击，没有将这个昔日不学无术的富家公子打击的
一蹶不振。相反，他建了一间草屋，换上麻衣，下地种田，
养活母亲及女儿，等待着妻子。

半年过后，他妻子家珍带着半岁的儿子回来了。家珍是小姐
出生，细皮嫩肉，没有做过粗活。但福贵沦落至此，她也甘
愿与他同甘共苦，一起撑起这个家。

在一次福贵母亲生病时，福贵进城找大夫。被一个国民党的
连长强行抓去当壮丁，在共产党要打到眼前时，连长逃走了，
福贵等幸存者被共产党带回，共产党给了他们盘缠放他们回
家。青年的福贵在枪林弹雨中解放归家。他的母亲病死，女
儿聋哑，儿子完全不认识他。

回家没多久，土地改革就把买了他家地的龙二给害死了。福
贵吓得心底发寒，暗自庆幸。也想明白了人各有命。

是父母的心头肉况且他本就亏欠女儿良多，哪里忍心再将女
儿送走。再后来，福贵又经历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大炼钢铁，
人民公社解散，又遇上了荒年。家珍又得了软骨病，日子一



天比一天难过。眼看着日子熬了过来，家珍的病却一天比一
天。自古福不相依，祸不单行，有庆给产子大出血的女校长
输血被抽干了血而死。福贵本打算找人拼命，可校长的丈夫
是和他当年一起枪林弹雨的春生。春生当年参加了共产党，
解放后被任命为县长。他们之间同生共死的情谊让他对春生
的怨恨减轻了。

中年的福贵只剩下了凤霞一个女儿。凤霞和二喜结了婚也算
了了福贵和家珍的心结。

日子还没有安定下来，城里就闹起了，春生风光了一阵，却
被红卫兵逼得上吊而死。福贵唏嘘的同时，也明白做人还是
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反倒赔了自己的命。

凤霞怀了孕，可幸福的日子向来短暂。凤霞生产一脚踏进了
鬼门关。家珍活了这么些年，跟福贵受了这么多苦，在女儿
死后终于熬到了头。

福贵和二喜一起抚养着女儿的儿子苦根。二喜为了儿子拼命
工作，却在工地上丢了命。苦根就靠福贵一人拉扯到七岁，
可苦根本就是个命苦的娃，福贵的一时倏忽让苦根丢了命。

身边的亲人一个接一个由福贵亲手埋葬，福贵成了真正的孤
家寡人。

福贵的一生经历了中国近代最动荡的时期，从福贵的一生可
以反映出那个年代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辛。在福贵的身上悲剧
总是接憧而至，悲痛压抑的令人无法喘息。在经历大起大落
后福贵的生活趋于平静，在失去所有亲人后，他的生活本应
是孤独的，可他并不寂寞。福贵的精神意志获得了最后的胜
利。

活着读后感700字



活着的读书报告篇四

今天，是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天。在历经四天非连续性的阅读
之后。终于，在1月19日这一天，我成功地把余华老师的这一
本现实主义著作《活着》，完完整整的拜读了一遍，感悟了
一遍。

首先，我想要先说一下我在读完这本书之后的一个整体体会。

我自诩是一位比较感性的人。在我看来，每一次的名著阅读，
都好似谈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初见时的惊喜欲狂，蜜月时的
心向神往，还有最后无奈分手时的怅然若失，无不让人感慨
万千。而若是以此为基础来形容读《活着》的经历，我想，
虐恋这个词应该是恰到好处，尽管在看到书中角色一个个死
去的时候，我们是动容的，但我们却也心甘情愿地继续品味
下去。倒是有点“余华虐我千百遍，我待《活着》如初恋”
的意味了。

当然，作为一篇还算合格的读书笔记，该有的环节是不能少
的，就譬如说下面我要着重谈的：情节感悟。

从前文也可以看出，我这是一篇结尾性的读书笔记，所以情
节也理所应当的是全书最后一部分情节。具体一点就是151页
至最后。这一部分的情节内容很丰富，但胜在脉络十分清晰。
简单概括就是：春生死、凤霞生苦根、凤霞死、家珍死、二
喜死、苦根死。可以说，《活着》这一标题在这一部分里体
现得淋漓尽致。我只是单单把梗概列了出来，我的心就仿佛
被一团乱麻给紧紧地束缚住，浸泡一潭黄酒之中，浑身上下
都似乎在高声呐喊着：意难平!可最终也只不过是惊起一轮浅
浅的漪澜，除了聊以自慰，毫无用处。

细细赏析情节，我们发现每个人物的死亡，都在值得我们认
真思考一番。



春生的死，虽悲惨而令人可怜，却也似是命中注定。跟着国
民党打仗活了下来，跟着共产党打仗也活了下来，到最后还
落了个县长，算是享了几年福，再加上“欠”有庆的那条命，
天下安有长乐事哉?可悲可叹啊。

相比较之下，凤霞的是就令人动容许多了。作为本书的一位
关键人物，几乎贯穿了全文，余华老师在其身上倾注的情感
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看到了她在面对破产时的坚强，看到了
她在失去后的不卑不亢。也正因如此，我们才会在看到凤霞
因生孩子而死的时候，感到无比的悲伤，《活着》这本书的
精神内核也因此得到了又一次升华。

在读完凤霞之死后我似乎已经变得麻木，面对接下来人物接
二连三的死亡，我竟无任何波澜起伏，不过在我回过来神之
后，带来的，是无比的震撼。但不知为何，我却连一个字的
感慨都说不出口。或许，我那时才真正地体会到何为“活
着”。

活着的读书报告篇五

今夜读完《活着》

感触接二连三，一塌糊涂

福贵淡定

或许是无奈和时间的潜移默化

抑或对生活的豁然达观

我不知道

但我欣赏他有个很好的妻子



对他不离不弃

有个善解人意的凤霞

对他孝顺有加

有个活波可爱的有庆

对他唯命是从

但是

他们都去哪里了？

后来还有个忠厚老实的`二喜

加上苦根

似乎尚可颐养天年

后来

如果还要谈幸福

那么子孙二人尚可相互搀护

共坐门槛仰望夕阳

相互调侃

可是

苦根啊

你为何眷恋病魔的魔杖



独自一人遨游第三世界

把福贵遗弃在黄昏的田野

孑然一生行走在江湖

福贵会叹然

你们

为什么总选在那块板子上

冰冷而木然地看着我

完全不顾我的鬼哭狼嚎

不理我的窃窃私语

死难道比生好？

要不然

你们咋不回来了

也许

福贵宛然一笑

活着，要为福贵活着

说不定

咱哥俩可以安享晚年

况且



死人还想活着

那么

作为活人

你有什么理由视死如归

你有什么理由不贪恋红尘

你有什么理由超然鸿蒙

如果没有

那么

你就

活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