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活着读书笔记高中生 活着读书笔记
心得(大全9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
友。

活着读书笔记高中生篇一

活着"在我们语言是充满力量，他喊力量，是不是进攻，而是
忍受，忍受生命赋予我们责任，忍受展示给我们快乐和痛苦，
无聊。和平庸。作为一个"活"之间一名男子和他命运，这是
最动人友谊，友谊作品，因为他们互相欣赏，而且还相互仇
恨，他们不能抛弃对方，而谁也没有抱怨理由每个其他。走
在尘土飞扬道路上，死时又一起转身将雨水和泥浆，他们住
在一起。

fukki年轻，富有主人曾经荣耀，因为年轻人愤世嫉俗废话为
所欲为破坏自己和家人一生幸福。他终于在贫困意识，也许
不会太晚。可厄运阴影追随他脚步，残忍地杀害每一个与他
亲和力，为人类生活，没有同情。他父母死于家庭失去了落
后，已经没有疼痛，平静，与他妻子离开了他同甘共苦。最
后，他唯一孙子也没有逃脱死神魔掌，留下他一个人独居。

fukki埋葬六个近亲，到人。我不知道他特别祝福，或其他处
罚命运，他幸免于难。许多其他人难以想象痛苦后，他学会
了忍受，忍受生活重负。他只是简单地住住。

我记得一个字:生活领域生活，每个播种苦难成为总统希望，
他们是我们手中。不管谁吃亏，不管东西脖子，不管肩上负
载.



作为一个在海洋，船舶颠簸，将永远是ups和起伏波浪山谷，
创造写作作家无疑是不相符方式前行状态，余华也不例外。
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在1995年余华文学创作，就是在
说:"活着"创作进入一个非常微妙时期。

首先，我们通过跳跃和猜测和假设原因，眼睛就直接到1997
年，我们会发现，在今年，俞华，使前卫中国文坛决定坏消
息好:给了先锋测试。然后，我们将回首身后。这个时候，你
会发现，其实在1995年，已经注定事情。今年，另外两个著
名年轻作家苏童，莫言也作出了类似决定。余华告别先锋小
说宣言:"我现在是一个关注现实作家"时，它恰恰是在"住"，
一种新型"关心"杀青很快。让我们在这一点看，后一个自称
是有关真实"工作。事实上，之间显着变化余华早期作品。或
者说，我们将惊奇地发现这篇文章，余华早期"毛毛雨"两种
外观。

我们再回首1995年，你会发现余华作品，只有文学现实主义
与先锋小说特点，是我在读"活着"轰动。如此说来，"活着"
应该是余华创作转型。

从这个角度看，"活着"是作者耗尽开创性文本创新和寻求出
路。但作者自己恐怕不同意这种观点。从工作本身，尤其是
很多随机性，可以看到显示在上半年工程，工程由"活"创建
是不是一个成熟想法。余华是可以写一个像一个孩子涂鸦一
般开放。

刻在此之前工作不能在创建称为。在余华创作低迷，写作其
实只是一种习惯。"活着"是在一个偶然完整小说，为读者和
作家，像所有好作品，是一个双皮卡，或发财。

"活着"是读人感到沉重小说。只有关闭我书会感到隐隐不快，
不是故事作品引起残酷。毕竟，死亡，他妻子死亡，损失谁
送黑衣人故事，没有煽情女性和白发作品回家。同时，余华
是不是一个强大煽动能力作家，其实，以使这个表达式是余



华一直轻蔑。余华主张刚才所描述，叙述是不正常故事用一
种近乎冰冷提示音。这声音叙事过程中所有情绪悄悄侵入读
者。说，"我要活下去"表现手法，质疑生命意义哲学渗透。

他像一个熟练外科医生慢慢地剥夺了生活残酷性，从假真，
善，"活着"在一个非常平静，甚至是一个非常缓慢方式，阅
读有可能是另一个方向错觉是在一个打破之一。这将有一个
结果:这本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阅读是一种心理恐惧经
历。

事实上，这也暗示了中国文学事实:现实主义到现实主义口号
是最害怕面对现实。例如:从本质上讲，人活着本身不会有任
何意义，除了住在外面。然后必须赋予意义，那么唯一可以
为意义计算，恐怕生活本身。"活着"伟大感可能正是从这里。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活下去"明确提出在一般理解内容活着
是一个过程，但是，生活基本上处于静止状态。

余华想告诉读者:生活不幸福或不幸，生命只是活着，还活着，
有一丝孤独意味着"活着"是忍受，忍受生命赋予我们责任，
忍受现实给我们带来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活着读书笔记高中生篇二

读完余华作品《活着》，一声叹息......讲述了在大时代背
景下，随着内战、三反五反、大跃进等社会变革。徐福贵的
人生和家庭不断经受着苦难，身边的亲人一个个离他而去，
仅剩下年老的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这是一个历经人世间
沧桑和磨难的老人人生感言，是一幕演绎人生苦难的戏剧。

《活着》讲述了福贵一生悲欢，起落衰盛，读它，我们更加
能领悟活着的更深层次的意义。

人要靠记忆来慰藉、要靠倾诉来释然、要靠平静来概括、要



靠回首来彻悟。

徐福贵本来是地主家的少爷，从小锦衣玉食，过着很多人都
向往的生活，越是有钱，内心就越浮躁，寻找生活中的刺激，
开始留恋烟花之地，烟花柳巷太过柔情，而赌坊才是富家公
子的挥金之地，赌场上的输赢就像是梦一场，毫无定数，殊
不知，他正在一步步毁了他的人生，为了偿还赌债，福贵家
变卖家产，父亲并没有大打出手，相反他的父亲很平静，外
表的平静实际隐藏了内心的波澜不惊，福贵父亲的死，恰恰
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

家珍，是陈记米行老板的女儿，家珍的父亲是县商会的会长，
可以说是系出名门，福贵对她一见钟情，可在怀孕期间，福
贵并没有好好善待她，家珍挺着大肚子去赌坊找福贵，跪下
求他不要再堵，福贵打了她，并喊了两个人把她丢了出去，
看到这段，内心气愤极了，嫁给福贵六年，他放荡不堪，很
难相信家珍对福贵有多么深刻的感情?总结出来是由于当
时“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思想导致。可见一个人的思想
是多么的重要。家珍从赌坊出来，走到父亲家门口，并没有
进去，而是自己徒步十几公里走回到了福贵家。她是坚强的，
她不想麻烦别人，哪怕是她的亲生父亲。

福贵总算是安分了，挥金如土的日子也过去了，当他慢慢领
悟活着的真谛，又多了一份离妻之痛，家珍的父亲敲锣打鼓
的接走了家珍和肚里未出生的孩子，福贵没有多说一句话，
男人一旦犯错，真的很难被原谅，福贵心里明白这一切都是
他造成的，所以家珍走的时候，他是没有理由去挽留的。

福贵从龙二那里租来了五亩地，开始学着去种地，他哪里干
过这般粗重的活，为了生病的母亲和年幼的女儿凤霞，他开
始学耕地，看着身边的亲人跟着自己受苦，亲情是人内心中
无形的线，看着亲人为自己所累时，内心那种自责会达到前
所未有的高度。



家珍这个女人实在是太善良了，最终还是带着儿子有庆回到
了福贵身边，家道中落、父亲的离去，福贵也慢慢领悟活着
的真谛，看到家珍和有庆出现在自己的面前，福贵简直不敢
相信，女人是水做的，有太多的柔情和牵绊，而女人也是坚
强和执着的，有太多的深情。人在拥有的时候，很容易忽略
她的存在，在她失去的时候，才惦记她的好，当我们拥有的
时候，一定要学会珍惜，错过了就是一辈子的遗憾。此时的
福贵再也不会殴打他的妻子，而是更加的疼爱，他们的生活
再也不是锦衣玉食，而是过着粗茶淡饭简朴的生活。

人生总是充满了喜和悲，福贵的母亲病倒了，生病总要医治，
福贵进城找大夫，却被抓去做了壮丁，福贵离家越来越远，
在战火纷争的年代，很多战士唯一的愿望就是：活着、回家。
然而福贵也不例外，之后他遇到了解放军，终于回到了家，
看到家中的妻子，一对儿女，那种心情无法言表，在福贵离
家没多久，母亲就去世了，凤霞因为生病没钱医治，变成了
聋哑人。这接二连三的打击，再坚强的人也会被打的无处遁
形。

然而上天并没有眷顾他，殊不知又给这个家庭重重一击，县
长的妻子生产急需输血，有庆的血型符合，有庆最终因输血
过多致死，福贵内心的希望被一盆水浇灭，看着自己的儿子
躺在冰冷的病床上，内心的那种绝望已经是不可言表......

凤霞嫁给了二喜，没过多久凤霞传来了喜讯，可凤霞在生下
儿子苦根后也离开了，无疑给这个支离玻碎的家庭又是重重
一击，没过多久家珍也离开了，二喜也在一次事故中离开了，
只剩下福贵和苦根相依为命，结果苦根豆子吃多了，撑死
了......看着身边的亲人一个个相继离世，只剩下福贵一人，
他怀揣着思念，忍受着寂寞，最后只有一头老牛和他相依为
命。

经历的越多，彻悟的就越深，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不民主
的年代，福贵的一生虽然超越了生死，但难以超越那个悲催



的时代，福贵的悲惨人生只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

人为什么要活着，这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我听过一句顺口溜
是：活着就是吃饭、睡觉、打豆豆。生活的意义，每个人的
理解都是不同的，有的人认为是为了孩子、为了责任、为了
使命、为了爱、为了艺术......或者生活本身就没有意义，
就像加缪说的，生活就是“荒诞”。

实际上自己的生活别人很难去懂，别人的生活自己也不会去
懂，在这个时代，我们都要好好活着，真实的活着。

活着读书笔记高中生篇三

《活着》是一部读来让人感到沉重的小说，那种翻开书页的
不忍，那种合上书后的隐隐不快，我很想知道一个需要怎样
的信念和意志力，才能支撑他在遭遇到一连串的打击后还能
顽强地活下去。家道中落的悲哀，失去双亲的痛楚。白发人
送黑发人的打击。终于的落单与那头老牛，孤苦伶仃的日子
里，回首曾经，他需要多大的勇气。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
的伴随下活着。福贵是生者的赞誉或是悲哀，之于他我更多
的同情却又不得不为他的淡然而新生丝丝敬意。他用平静的
面容掩饰着他内心的波涛汹涌。他用他的一生告诉我：平淡
是福，活着真好。

以前喜欢阅读但很少写读后感，这次不是不想写而是看过读
友们写的感觉自己更加词穷，写不出内涵。人为何而活着?有
人认为是为了爱活着，有人认为是因思考而活着，也有人认
为因为责任而活着，而富贵却说：“人，是为了活着而活着。
”

年少时的富贵，因贪图享乐不能自拔，最终从一个富家少爷
沦落一贫如洗的贫困人家，可当他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时候，
又被命运开了玩笑，给母亲抓药的时候又被当壮丁抓走，苟
且偷生只为一个单纯的信念——一定要活着回家，富裕时已



经辜负了亲人，而这次一定不能再辜负吧。终于活着回家，
看到一双儿女，虽然爹娘已经去世，女儿因病不能变成哑巴，
但一家人能在一起就是的幸福。可生活就是如此，明天和意
外你永远不知道谁先到来。当一切都在自我满足的幸福之中
时，有庆好好的就那么走了，当看到这里的时候连自己都不
相信就这样走了，原本要杀人的富贵因为对方是当初过命的
兄弟而非县长的时候就这么原谅了，可他原谅不了自己。

偷偷的把有庆埋了，擦干眼泪偷偷的回家，最后家珍还是知
道了，善良的女人也接受这样的事实。日子波澜不惊的继续，
原本以为苦难就此结束虽然清贫但可以好好生活的时候，凤
霞走了，家珍走了，二喜(女婿)走了，最后甚至连五岁的外
甥苦根也走了，有些接受不了这样的情节，可最后又被富贵
的开朗所感染着，赶着那头叫做“富贵”的老牛，乐呵呵的
面对属于自己的生活。也许富贵觉得他不是单纯的一个人活
着，而是所有人再他一个人身上活着，活着看生活一天天变
得更加美好。

为了活着而活着的人生，简单明了，如果自己是富贵或许做
不到如此活着，但更庆幸不是富贵，可以为活着而更美好的
努力着。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对于自己来说，活着就是不辜
负自己的所有角色，努力踏实的笑对生活，做想做的自己，
好好活着。

活着的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4

活着读书笔记高中生篇四

现在我还沉浸在这情感内，《活着》演奏了一首悲苦命运的
交响曲。我想起加西亚马尔克斯着作的《百年孤独》讲述了
布恩迪亚家族几代人的悲苦命运。《活着》也是以福贵为主
角讲述了这个家族几代人的命运，不同的是一个产于南美洲，



一个产于中国，但都给我带来对人生悲苦命运冷静的沉思。

活着读书笔记高中生篇五

一个人，一场故事，一世遭遇，成就了《活着》。富贵的苦
难，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从一个富家少爷，沦落到
贫苦农民;他气死他爹，输光财产;他的儿女死了，妻子死了，
女婿死了，外孙也死了，可他却还活着，孤零零的活着。

当福贵看到赌的倾家荡产的龙二被毙掉的那一刻，庆幸的是
福贵，后怕的也是福贵。他庆幸，是因为被毙掉的人不是自
己。他后怕，是因为被毙掉的人本该是自己。命运是未卜的，
生命是脆弱的。败家子的自己气死了爹，他知道，自己害死
了一个生命;当被抓去拉大炮的自己回来没有看到娘的最后一
眼，他明白，生命原来如此脆弱;当他的家人一个个死去的时
候，他懂得，活着不易，活着有多好!

种地的艰辛，让他体会到活着的不易;公社的磨难，让他感受
到活着的美好。活着就幸福，再艰难，只要活着那也是幸福;
死亡是痛苦的，再好的墓葬，那也是痛苦。当富贵的家人一
个个离自己而去的时候，有痛苦，但更多的是珍惜，珍惜自
己现在还具有的生命，他知道，活着有多好。

余华《活着》的自序：“作为一个词‘活着’在我们中国的
语言里充满了力量，他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
于攻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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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个关键
词时“忍受”。可见余华笔下的富贵面对生命的苦难与绝望
只是忍受，没有反抗，更不用说蔑视。也许有人不怕死，但
他一定不想死;也许有人想要死，但他一定不愿意死。生命对
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笔财富，比金钱还重要的财富。一个
人富贵，他想维持富贵，一个人贫穷，他在抱怨贫穷，但没
有一个人会把这些和活着联系在一起，因为活着跟它们不在
一个地位上，活着最重要。



活着的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5

活着读书笔记高中生篇六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当生存成为奢侈品,活着便是一种幸福。

活着读书笔记心得体会1

我总以为一个人与一本书的邂逅是一种弥足珍贵的缘分，也
许拨开书页，看到的是致一的文字，然而这些呆板的墨色下
掩藏的却是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灵魂，这个灵魂时常闪躲，
但亦毫不羞怯的袒露着。

《活着》就是这样一本有生命的书。我深深记得初读《活着》
的感受，从初始的悠然到其后的凝重，翻动书页的手指愈渐
迟疑，我感到心中似乎有一种神秘的期待——呼唤着一个转
折，一个让主角走向幸福的转折，然而，我失望了，作者是
那么的残忍和吝啬，我几乎是一路心痛的读到最后。当我满
心酸楚地合上书页，猛然望见封面一袭鲜血般的暗红，刺目
一如长长伤口上的血淋淋，却又宛如生命勃勃的涌动，似乎
是悲哀，是一抹浓重的叹息，又仿佛一陈热烈的律动……我
的泪直直的落了下来。

书中，随着富贵悠长的笑娓娓道来他的一生。从一个少爷吃
喝嫖赌终于败坏家业，沦落为糊口而下地，回味的时候，我
常常惊讶，这仿佛是看见一绺及纤细的发丝被逼迫着承受千
万斤的重量，然而它却没有断，这种生命的韧性似乎讲述着
人生绝望地不存在。福遗的人生，仿佛是一株盘剥的冬笋。
一层层褪去人生的虚化，一层层撕掉人生的幸福依赖，一层
层摧毁着人的坚强，可到最后，白嫩嫩的却剩下一个最柔软。
最纯净的秉性，只剩下人生存在的唯一的理由——活着，为



了活着而活着。活着，执着的活着——已成为唯一能描述富
贵的形容，也是对富贵最好的肯定与颂赞。至于幸福或不幸
福，我们无法断言，也许在旁人的眼里富贵是苦苦煎熬的一
生，但在他自己，也许更多的感受到了幸福，贺拉斯说：”
人的幸福要等到最后，在他的生前，葬礼前，无人有权说他
幸福，富贵的一生恍若一面镜子，窄若一手掌，小弱一水滴，
却透出一个时代的背影。也许渺小的终于只是渺小，就如遭
遇风浪的舟船，我们可以挽救于搏击，却无法晚会沉默的结
局，因为人性的.共同，因为只要活着，除却无奈，生命常有
空白等待绚烂。

活着读书笔记心得体会2

随着年龄的增长，泪点越来越低，真的看不得这种书。99年
第一次看这书怎么就没感觉哪？不可否认，《活着》是一次
残忍的阅读。黑色的书皮简洁的名字，顿时有一种沉重和沧
桑的感觉。它让你看到了在历史的大潮流中，一个人，甚至
一个家庭在时代浪潮中只能被无情地牵引着，对命运有的只
是无能为力的苦苦挣扎。想来是多么的残忍和可怕，即便知
道方向是错的，却连站在原地寻求正确出路的权利都没有。
屈服，屈服，还是屈服，最后剩下的，只有：活着。

作者以第一人称福贵的口吻，平静地讲完了他这一生的故事，
看似近乎冷漠的语调，织就了一幅人性的挂毯，语言风格简
洁而有力，直抵人心。福贵开心，你会跟着开心，福贵难过，
你也会跟着有了一丝的恸泣。人生总是奔向美好的，走向光
明的，充满希望的，可是书中主人公福贵的命运却截然相反：
福贵的人生从地主家庭出生，而命运却一次一次的与他开着
玩笑：首先是他的顽劣乃至逐渐的使他的家庭败落在他的手
上，从此由“天堂”开启了通往“地狱”之门。和他相依相
伴的最为亲密的人一个一个的憾然离世，让他承受着不能承
受的痛苦，可就是这样，命运也没有放过他，悲剧一个接着
一个，眼泪完全不能表达那种刻刀在心头刻下的烙印。



整本书读起来都让人替主人公和其中的人物唏嘘不已，慨叹
命运多桀，也都从书中或多或少的看到了自己、自己身边的
人的童年和过往，因此产生共鸣，我想这就是余华文学作品
做大的魅力吧。虽然整本书都很压抑，但是只有一段读来让
人欣喜若狂：就是福贵的聋哑女儿凤霞托人找了一个对象，
她的那个对象二喜出现后，整部书的最淋漓尽致的部分出现
了：在那样悲惨的命运中忽然伸出了一双温暖的手，有力的
支撑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不但出现了转机，还带来了新
生——凤霞和二喜的儿子降临了。不知道别人，反正我是看
到这里非常的激动，体会了那种压抑后突然释放的快感。

其实每个人内心都有纠结和挣扎：一方面对于残酷现实的不
满，一方面对于美好未来的憧憬和渴望。而在这纠结和挣扎
中，人们变得或勇敢，或懦弱，或消沉，或积极，总之是痛
苦万状乃至憎恨这个世界。而就如作者的本书序所言：做作
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
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
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
世界。至少我觉得作者在这部作品中是做到了这一点。他冷
静的看着福贵的人生从繁荣走向了凄苦，可是这个过程里感
觉不到作者的同情或者悲愤，反倒是那种出奇的冷静让读者
的思想肆意发挥，任意驰骋。

小的时候家里比较穷，爸妈总是为了生计忙碌着，到了晚上
再忙家务，给我和哥哥缝缝补补、洗洗涮涮。有时候我
说“妈你早点睡吧，别干了”记得妈妈曾经对我说过：“人
只要不死就得活着，活着就得干”。随着年纪的增长慢慢的
也体会了父母的艰辛。不管怎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每个人的生活最后都要他自己去体会，在这个过程中，在最
悲壮的时刻出现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能够记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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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活着”。

生活，只是一件外衣，有的人为它别上璀璨夺目的胸针，有
的人在上边缝着一个又一个粗糙的补丁，但无论是华丽还是



褴褛，我们都穿着专属于自己的外衣行走在风尘中，承受着
外界的一切，感知着身边的一切，有爱有痛，有苦有甜。生
存，还是生活，仅仅是一线之隔，一生为什么而活，需要我
们用心去体验，只有当内心与外物和谐之时，在人世的一遭
才叫真正的生活。

正如我的题目“苦莫如福贵，乐莫如活着”。

活着读书笔记心得体会3

没有主题，没有中心，没有刻意安排与布局，就这样写了。

只是因为读完《活着》太过感动，便觉得一定要写些什么让
这个世界知道，让这样珍贵的感动留在我的生命中。

此时此刻，我是带着泪写的，不自禁啊，请原谅我的年轻。

再想想，不知道鼻根酸了多少次，纸巾已经堆积成雪原，不
知道热乎乎的眼泪什么时候停了，什么时候又涌了出来，只
觉得凉在枕头上，被单上。夜晚读书真的承受不住这样的感
情。夜早就深了，可是现实全变了，找不到自己，找不到睡
意，忘了明天的一切计划，忘了夏夜窗外的蝉鸣。

有庆离开人世的那一段，心里一抽一抽，止不住的又酸又疼，
我真不该怎么表达。福贵抱着儿子走回去的那一路，我好像
也走了一遍。那风呀，那路呀，那黑暗的夜呀，那个抱着儿
子的父亲，都像是我自己一样。

感情丰富，我一向认为这是福分。那时候，我觉得流着眼泪
就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它让我感受到自己血肉的存在，感受
到勃勃跳动的心脏，感受到生命的真实与厚重，眼泪的宽广
和伟大。好像自己也付出所有，爱了一场，能帮他承担一次
生离死别的痛苦。



我几乎是立刻想到了《天蓝色的彼岸》，想到了哈里。我记
得当初读到死去的他回家看望父母与姐姐的场景，那种可望
而不可及，那种欲言又止，那种隔离，那种思念，也是这般
感慨万分，心酸难释。也许死亡是一个平常而真实的东西，
它自然而然就来了。活在一个甜蜜的保护伞里，我将永远感
受不懂何谓生命。而这两本书，却让我感受到更多的痛苦与
离别。我恍然发现：我命里的幸福，简直是几百辈子修来的
福分。是因为我年轻，才让我如此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会拥
有他们一辈子，好像只要凭借善良和努力就可以。可是它也
许不是这样的，我从一开始就错了。

命运本就是我自己，我离不开它，它离不开我。我们来的时
候因为不得不来；
走的时候因为不得不走。所谓的幸福和不幸，都是相对的，
是内心给自己的安慰或者打击，是我们选择“活着”这一选
项的底气和毅力。说实话哦，有点诚惶诚恐，不知该如何去
守住我所谓的福气。

看着福贵，我还明白了生活不易，不仅如此，拥有了生命也
很不易。个人，家庭，社会，世界，你有你自己的一切追求
和美好的小天地，也会有逃不掉的责任与还不完的债，错综
复杂的命运大网里，每个人都是一个点，不知谁是谁的开始，
谁是谁的结局，谁和谁走散了，谁和谁走下去。

甚至是你自己，都无法预料明天你是否会如自己期望的那样
站在同样的阳光下，大口大口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足下是生
你养你的土地。当这一天又如你所期望的那样过去了时，大
声笑吧，好好感谢生命给予你这样的幸福，能让你如愿地爱
着与被爱着，如愿地活着。

我珍视生活，从前是，现在是，将来只增不减。每一束温润
的阳光，每一滴轻轻的雨，每一场热烈的日出，每一朵盛放
的云，都令我感到那么幸福。春秋冬夏，花草树木，亲临挚
友，衣食起居——组成我生活的每一部分，我都热爱它，发



自肺腑地热爱它，拼尽全力地热爱它，因为它们是我创造的，
是随我而产生的，是我每分每秒存在的证明，是我的每一滴
血，每一根骨头，每一次呼吸。

福贵的生活，就是一下一下有力的心跳。咱中国人是这样过
来的，从贫穷与落后中咬牙爬出来的，走过的弯路，含冤而
去的事物，农村生活的苦，都爬出来了。就算这样的苦中，
也能有令人潸然的幸福，福贵和家人的陪伴是又酸又甜的，
那些农田上度过的清晨与傍晚是又苦又香的，就连福贵一次
次经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时光，也是五味杂陈的。

“想让一个死去的人回来，就要让他的精神在另一个人身上
得到传承，那么他就会在这个人身上得到复活。”福贵懂，
他仔细收藏好好家珍，凤霞，有庆，二喜和苦根的精神和爱，
继续活下去。

所以，我读到的那些苦，却是福贵认为的幸福。

然而，这条路是必经的，早晚谁送谁都是永别。

所以，生活就是个含泪的微笑啊。

我不知道我是否从他身上，已经汲取到一点点面对苦难的坚
强。

无论多久，我虔诚地希望，得到这份力量。

《活着》，活着，活着。

从我不受控制、如岩浆热流般滚烫的泪水中，有什么东西大
声呼喊着这两个字，重复着，响亮的，仿佛在宣誓一样，仿
佛在证明一样。

那是我迫不及待地想告诉一切：我认真且知足地活着！



我要加油，为了很幸福，要一直这样守候着。

活着读书笔记心得体会4

“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
事物而活着。”以我现在的年龄还不足以读懂这句话，理解
的还不够透彻。第一遍读这本书，我的理解只浮于表面，如
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对这本书一读再读，也许那时我会改变我
此时的一些想法，亦或者读懂更多。

活着读书笔记心得体会5
看完《活着》，整个人沉浸于福贵的坎坷生活。活着!我想说，
怎么样算活着?

书中主要内容，地主少爷福贵嗜赌成性，终于赌光了家业一
贫如洗，穷困之中的福贵因为母亲生病前去求医，没想到半
路上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后被解放军所俘虏，回到家乡
他才知道母亲已经去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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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剩得老了的福贵伴随着一头老牛在阳光下回忆。

人们纷纷在这个叫做活着的故事里一一死去。

作为一个冷酷的作者，余华不动声色地让我们跟随他的冰冷
笔调，目睹少爷福贵的荒诞、破产和艰难。继而又假惺惺地
给我们一点点美好的希望，让有庆得到长跑第一名，让凤霞
嫁了人怀了孩子，让某些时刻有了温情脉脉，有了简陋的欢
乐。然而就在我们以为噩梦不再萦绕他们的时候，余华丝毫
没有犹疑，他铁青着脸让自己的角色们迅速以各种方式死去，
毫无征兆，近乎残忍。

只留下我们错愕当场。



有庆是第一个突然死去的。

“有庆不会在这条路上跑来了。”他的母亲说。大多数人应
该在这个时候心痛不已。贫苦艰难的生活，福贵简单而粗暴
的教育方式，都不曾让有庆对生活丧失希望。他热爱他的两
只小羊，为了割草和上学每天来回奔命。所以当他在父亲眼
前拿了长跑第一名的时候，我们都天真地以为悲剧该结束了，
事情在慢慢好起来，于是有了一点淡淡的喜乐。

可是我们怎么知道他会猝然死去。就像今天我们知道的许多
社会底层的人们一样，有庆的死冤枉而荒谬。由于血型不幸
与临盆的县长夫人相同，他竟是因为抽血过多而夭亡的。

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
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

一切就像一个巨大的诅咒。女儿，妻子，女婿，外孙，最后
福贵只剩下自己。和一头也叫做福贵的老牛。

因为远离那些动荡的年月，因为并未真正有过艰难和困顿，
这个故事让年青的我们不禁有些战栗。薄薄的十二万字，笼
罩着“欲哭无泪的压抑”。

只是阖上书本之时，内心似乎多了一些超越世俗欲望和纷争
的平静。现实生活的无情与残忍，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宽广，
而活着，纵使要担当诸多难以承纳的苦痛，但是依然要坚忍，
顽强。这应当便是生命的力量罢。

;

活着读书笔记高中生篇七

我想大概是源于这些年的一些经历和思考，与作者在文中描
述的语言产生了共鸣，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我无法用言



语说清。喜欢看余华给书里作的序言，不同的几个序言从不
同的角度出发，我觉得看这本书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
吧。

余华写的：就是这篇《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
世界乐观的态度。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
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我感到自己
写下了高尚的作品。

书中有一些句子和段落会会引发我的思考和联想，我有摘抄
下来：

活着读书笔记高中生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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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风光得意的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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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半途被国民的
党派人员抓去当壮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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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



活着读书笔记高中生篇九

一个小村，一座小城。还有主人公福贵。

这故事讲述了福贵的一生。他是地主的儿子，娶了城里一个
有钱人的女儿，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每天都进城里的赌馆
赌钱。赚得不多，输了的不少。终于有一天赌光了家业一贫
如洗。一次福贵爸上茅厕时死了。也许这是报应，他是地主，
是败家子。地主位置被一个以前经常借钱给福贵赌博的人坐
了。一贫如洗的福贵因为为救母病去城里抓药，没想到半路
上被国民党部队拉去当兵。在战场上九死一生，当他幸运归
家时，女儿却已经成了哑巴，母亲死了，家里一穷二白。福
贵的儿子意外身亡；后来女儿好不容易嫁了出去却因产后失
血过多而亡；妻子中年病死；女婿二喜做工时被板车压死了；
外孙子吃豆子时死了。福贵老了，故事结束了。福贵经历了
人生最大的痛苦，当他看着亲人离自己而去时，心底那时就
像在被刀割般地痛，割得很深，痛在全身，鲜血都流出来
了……但他却奇迹般地挺了过来，依然乐观豁达地面对人生。
到风烛残年之时，依然牵着一头老牛做伴过日子。

这部小说的确让我感到沉重，我觉得《活着》是一部超越个
体情感而站在人类关怀的高度进行的创作。人的一生都不会
风平浪静，会经历无数坎坷风雨，但人就是要默默得为了活
着而忍受。这个看似荒唐的理由却充满了对生命价值的肯定
和人文价值的关怀，任何理由都不是人放弃生命的理由和借
口，这个简单却又充满思辩色彩的道理被余华用小说的形式
进行了活生生地诠释。“老人和牛渐渐远去，我听到老人粗
哑的令人感动的嗓音在远处传来，他的歌声在空旷的傍晚像
风一样飘扬，老人唱道：少年去游荡，中年去掘藏，老年做
和尚。”书的最后似乎没有忘记又留下讲述者自己在慢慢降
临下来的夜幕中说的一句令人回味的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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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女人召唤着她们的儿女，土
地召唤着黑夜来临。生活就是人生的田地，每一个被播种的



苦难都会成长为一个希望。他们就是我们自己的驭手，不管
身上承受着什么不管脖子上套着什么，不管肩上负载着什么。

在艰难中活着，在活着中享受艰难！

活着，就要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千万别为自己
找什么借口，因为“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
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活着》这本书，余华写得平静，没有刻意渲染，我看得也
平静，面对书中老人的一生经历，心里并没有波涛翻滚，这
是那个社会中再平常不过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