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余华活着读后感(精选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
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余华活着读后感篇一

平静的近乎冷酷的笔触，余华用他哲学的思考为我们勾画出
了血肉丰盈的福贵;艰难的近乎残忍的人生，福贵用他那悲剧
的命运向我们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与活着的意义。

鲜红的封皮，一本《活着》，我几乎是哽咽着踏在福贵的人
生之路上，每走出一小步，我都能感受到苦难的沉重，感受
到泪水的微不足道。空气中处处弥漫着绝望的叹息，精神的
支撑似乎随时会被瓦解，会在眨眼间烟消云散。福贵几乎时
时身陷生与死的边缘，痛苦的挣扎，忍受着至亲们一个个的
离去，在一次次希望的破灭中坚忍不屈的依旧活着。

曾经看过一部电视剧《笑着活下去》，很喜欢这个剧
名，“笑着”是一种人生态度，“活下去”则是要去践行的
生命状态，“笑着活下去”则是以一种乐观的心态去对待生
活与实现生命，而这，也就是所谓的人。

很多人之所以在人生中困惑与不安，或许是因为他们把人生
复杂化了，活着，其实就是最简单化的人生，也是人生得以
实现的基本前提。活着的意义就在于活着本身，它没有额外
的喧嚣浮华与功名利禄，它仅仅是生命的延续，是最自然的
生存状态，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
何事物而活着。



余华活着读后感篇二

生与死是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
着”，但这之中却不乏悲观的色彩。而同样是一本薄薄的让
我一下午就读完的书，却让我领会到了“活着”，这一沉重
的词语之中的另一种色彩。

在这本小说中，作者以旁观者的身份听老农福贵讲述他悲惨
曲折而又幸运的一生。主人公福贵生活在一个纷乱特殊的年
代，他经历了家庭的兴富与衰弱，经历了战争与动荡，也经
历了身别亲人的接连离去。在他坎坷的一生中，他得到了良
好的家境，贤惠的妻子，聪明伶俐的孩子;却也失去了许多。
福贵是悲惨的，在挥霍完家产之后，他由地主变为贫农，家
道衰落，父亲也因此离世;但他同时也是幸运的，正是因为变
为贫农，他不必在解放初期作为地主而被枪毙;他是幸运的，
因为有了个贤惠的妻子，作为农民的他生活却也是幸福的。
但是，随着亲人的接连离世，他的生活也渐渐地改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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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
命运如此多舛，他仍坚强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
怨的话，过去的伤痛在他的口中似乎是那么平淡。这种平静
或许只有快到了生命尽头，回望过去时才会有吧。

从双亲，儿子到外孙，他们的离去无疑给福贵带来了巨大的
伤痛，想想人活一生，却要遭受如此之苦难，又是何等的悲
痛!一次次的打击，使福贵选择了一种平静，一种真正的平静，
一道道的伤痕只会让他更坚强，更坦然地面对生死。这是多
年的感情磨合而成的，是沧桑，是坚强，更是一种释然!或许
这才是真正的“活着”吧。

的是对命运的认识。我不苟求能够风风光光地走过一生，但
求能在那个时刻，带着微笑平静地与这个世界道别，也同身
边的人到声再见。



余华活着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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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讲述了福贵的一生，他是地主的儿子，去了一个城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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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的不多，输了的不少。终于有一天赌光了家业一贫如
洗。一次福贵的父亲上茅厕时死了。也许这是报应，他是地
主，是败家子。地主位置被一个经常借钱给福贵的赌博的人
坐了。一贫如洗的福贵因为救母亲的病去城里抓药，没想到
半路上被国名党拉去当兵。在战场上九死一生。当他幸运归
家时，女儿却已成了哑巴，母亲死了，家里一穷二白。福贵
的儿子也被墙砸死了。后来女儿好不容易嫁出去却因产后失
血过多而亡。妻子中年病死;女婿二喜做工时被板车压死了。
外孙吃豆子时死了。福贵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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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那时就像被刀割般的痛割的很深，痛在全身，鲜血都流
出来了……但他却奇迹般地挺了过来，依然乐观豁达的面对
人生。到风烛残年之时，依然牵着一头老牛作伴过日子。

他没有因为亲人的离去而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活着是为了
让死去的人安心，其实福贵并不知道什么是活着，他只知道
人活着就是这样经历一下酸甜苦辣，有钱就赌一赌，没钱就
种.种田，活着就是这么简单。



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人活着不为什么，只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
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而世上却有成千上万的人始终不明白，他们总以为活着只是
为了幸福，只为了爱情，只为了养家，只为了金钱，只为了
做官，只为了别人。当他们达不到目的时就失去结束自己的
命。

亦有人觉得自己的命不好，自己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对自
己的前途不怀有任何希望。于是他们也选择了在这个世界上
消失。

是啊!活着真好，更何况是活在幸福之中。一直以来都是个平
凡的人，也曾幻想过不平凡，也曾希望自己的日子过的轰轰
烈烈，然而我的父母告诉我，平凡最好。平凡了就会淡然，
就会宠辱不惊的学会淡然，学会坚强。老师说平凡好，平凡
了就能一心一意的读书，在浮躁中积淀，成长。朋友也说，
平凡了就能每天过得充实满足。平凡好，平凡了自己成就了
别人是一种幸福。

活着，承载了多少意义，情感和力量呢?是进行时，是生命的
持续状态，是灵魂的永恒追寻。想想关于“活着”，这样广
大而沉重的话题，似乎每一个语向都显得苍白，每一声叹息
都显得无力;然而，活着，是进行时，是你我此刻正在经历的
状态，无从逃避，直至那一天，你我在神的审判台前，而从
那一天起，我们将活在永恒的国度里。而活着和永恒，有人
只看到了一部分，于是没有永恒的方向，迷茫的活着。

余华活着读后感篇四

像每一个春节一样，假日里我又读了几本书，尤其是余华的
《活着》，已经是我第二次拾起它了。几年前，这本书的悲
剧故事让我心情压抑，读不下去，而且内心里对于作者充满



了怨气，好心狠的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难道人生真是
这样的无奈吗?!”

春节里的一个下午，我的老父亲和母亲坐在门口晒着太阳，
慈爱的目光正望着门前的停车场上打牌的姐姐与侄女们，那
里有热闹地嘻笑声。这时阳光也一样暖融融地照在家里的木
制长廊上，长廊的旁边便是伴我成长几十年的浦溪河，河水
像个时间使者不急不息的流着，河面上的水纹被阳光照着，
泛起闪亮亮的一层碎金，长廊的对面是连着天空的高山，小
时候，坐在家门口的门槛上，我经常想，如果能爬上这座山，
是不是就可以摸到光滑滑的天空和白软软的云朵了。就坐在
这间长廊上，我读着余华的《活着》，而且终于读完了它，
六岁的侄孙女不停地过来问“小奶奶，你怎么总是在看书
呀?”，我笑望着她稚气地小脸，“因为书里有很多的故
事。”她一听说故事，连忙说“那你给我说说这书里的故事
吧”并且抢过书，煞有介事地指着一面“就说这一页的故
事”，我就指着这一页，给她说了一个“凡是瓜都能吃的笑
话”，她笑得直在我身上打滚。

这样祥和温暖的午后，读着这本书，恍如隔世，我是读者，
我又是福贵，就像余华在书序中写的那样“写着写着，我成
了读者，书里的人物他们自己说了许多很了不起的话”。虽
然读它一样的压抑，使得我不得不找借口去倒杯水喝，以让
潜在我身心里的福贵暂时离开一会。终于读完了它。我不再
怨恨作者了，也许几年前我就知道，书里的故事和演绎故事
的人每一个都是真实的。我知道，时间使者曾经见证过这每
一个故事的，曾经认识过这其间的每一个人的。它听见过那
个光着脚，提着鞋跑步的男孩子走在回家路上的咚咚声，听
见过那只羊跟着男孩后面“咩咩”叫妈妈的声音;它听见了苦
根对爷爷说“福贵，我只吃一颗糖，我们要攒钱买牛呢”;它
听见家珍整日靠在床上穿针引线时心底里的叹息声;它甚至还
听见哑了的凤霞在新房里发出的铃珑般的笑声：它更听懂了
那只取名也叫“福贵”的老牛与名叫“福贵”的老人日日在
田间地头的唠嗑。而那飘荡在风中酸酸楚楚的歌声，“少年



去游荡，中年去掘藏，老年当和尚”，在这个絮日的午后，
我也是听得真切的。

和上书本，我微笑地望着我年老的父亲和母亲，牵着侄孙女
的小手，我说“走，小奶奶不看书了，我们一起去给老太太
和太公讲笑话”。

余华活着读后感篇五

寒假，妈妈推荐我读余华的《活着》。她三天就囫囵吞枣地
读完了，而我｛｝却花了整个假期细嚼慢咽地品味这道大餐。
这本书太精彩了，让我又哭又笑活像个傻子。我领会了余华
先生所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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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着》讲述了福贵苦难的'一生，从地主二流子到贫农，家
人一个个死去，只剩他一个孤老头的故事。我真希望苦根能
一直活着，若祖孙相伴，也有个盼头，血脉可以延续。作者
好残忍，掐灭福贵最后一点希望，让他为活着本身而活着。
《活着》让十岁的我认识到人是孤独的，别人都会离我而去，
必须学会靠自己。

《活着》的语言朴实，故事像是真实发生过的一样。它的细
节写得很有趣，让人悲喜交加，泪中有笑。好多片段让我记
忆犹新，比如夏天没有蚊帐，二喜就先进屋被蚊子咬得一身
包，等蚊子都喝饱了，再让媳妇凤霞进屋睡觉。小小的苦根
想吃面条，就拉着爷爷福贵站在面条铺的门口，说好几遍我
不吃面条。我想，作者余华一定是一位可爱的人，才能写出
这么可爱的桥段。

现在这个富强民主文明的新时代，福贵很多的悲惨遭遇是不
会发生。感恩现在的幸福生活，同时，我也要自立自强，珍
惜这美好的生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人生不易，我们要
努力奋斗，才能创造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