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活着读书心得读后感 经典小说活着
读书心得感悟(实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
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
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活着读书心得读后感篇一

福贵是个富人家的少爷，无非希望他大福大贵。可他早年赌
博赢少负多，输得倾家荡产。“天有不测风云”福贵的父亲
在去茅厕时“被风吹倒了”一家人困苦不堪，这时，福贵的
母亲也病了。就在福贵进城为母亲买药时不幸被国民党强制
参军，在战壕里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终于盼来了解放的一
天，富贵可以和家人团聚了，可母亲已经病逝，凤霞也在一
场病痛中失去了声音。不久有庆也在为村长的女人献血时搭
上了性命，这对本来就清贫的一家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或许，命运在捉弄富贵，在不同时间的相同地点凤霞，家珍，
二喜还有苦根也相继搭上了“归西的列车”。

能离开的亲人都离开了;能感受的痛苦都感受了;能经历的事
情都经历了，剩下的只有那头老黄牛和对过去的回忆，似乎
还残留着活着的信念。

在封建社会末期的背景下，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在平凡的日子里过着不平凡的生活。古
人虽说“知足者常乐。”但失去亲人的时候，再知足的人也
不会乐。在这样的创伤面前富贵没有选择一了百了，也没有
选择堕落.......有一千条理由让亲人离开富贵，但有一条理
由把亲人挽留，这便是福贵对亲人的爱。若有上帝的话，他
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他赐予福贵一生中最珍贵
的present(礼物)便是present(目前)。“过去的切当过去，留



下的切当珍惜”既然福贵的唯一理由也无法阻止亲人的离去，
那他能做的便是享受现在，活着.....

如果说，福贵一家人的遭遇只是芸芸众生的缩影，福贵的遭
遇便是缩影中的片段;如果说，人生的道路是坎坷的，福贵的
一生便是坎坎坷坷的;如果说，人有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福
贵的态度便是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陪伴下活着。

我们总是以为，已经到手的东西便是自己的，一旦失去就觉
得蒙受了损失。其实，一切皆变，没有一种东西能真正占有，
得到一切，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不如在一生中不断的失
而复得，习以为常，也许能更为从容的面对死亡。

另一方面，对于一颗有接受能力的心灵来说没有一个人会真
正失去的。凤霞，家珍，有庆他们真正离开福贵了吗?不，永
远没有!我们不能单纯的从理性的角度出发以一个人是否有生
命来判定人是否活着。

我承认凤霞，家珍，有庆的躯体已长眠于地下。福贵也可谓
经历了人间悲剧：早年丧父，中年丧子，晚年丧妻。从当年
的风流倜傥到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福贵就是在这种压
力下活着的。他已不再为金钱而活着;不再为粮食而活着;只
为了一份精神寄托而活着。凤霞，家珍，有庆他们的爱是深
沉的;他们的思念是绵延的;他们的灵魂是活着的。

命运是不可改变的，但可以改变的是对命运的认识。命运不
会一直眷恋福贵，让他一帆风顺或满路荆棘，不如眺望着远
方活着。人是为了活着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
东西而活着。

人生的终点是死，是虚无，在终点我们找不到人生的意义，
于是我们只好说“意义在于过程”。然而，当过程也背叛我
们的时候，我们又把眼光投向终点，安慰自己说“既然人生
的意义都一样，何必追求过程?”



活着读书心得读后感篇二

每个人都有一个多彩的人生，这个“多彩”或许是坎坷的，
幸福的，痛苦的也有一些人过着与世无争，平凡而辛勤的一
生。

这次，我要与大家谈的就是一个人的一生。人的一生有着许
许多多不一样的活法，有快乐的去活，坚强的去活，奋斗的
去活等等，你有没有想过你应该需要活出一个怎样的人生呢?
这问题是我提出的，但暂时连我自个儿都拿不定一个想法，
也许这实在很难说，有人会问：“这可不是自己来决定
的。”可是，我要说，这掌控权还是在你自己的手里，你的
各种因素都会改变它的道路和方向的。

虽然这次我的主题不合“科学”。但，推荐的这本书使我受
益匪浅——《活着》。

这是一部小说，简朴的语言塑写了划时代的家庭悲剧。美国的
《明星论坛报》评价说：“你只要读到一半，就已经确信它
是不朽之作了。”真的，我一拿起书就越发越想往下看。

作者是当代著名作家余华，9年出生于浙江杭州，曾从是过牙
医工作，曾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

主人公福贵起初是风光的少爷，可因为无顾忌，在外面吃喝
嫖赌，把他父亲的2多亩地全抵债给了别人，毁了家人幸福的
生活。贫困中，他终于醒悟，可已经迟了，父亲被他给气死
了，接着母亲相继死去，温柔可怜的妻子家珍，过度劳累，
骨瘦如柴，终于死去。这也许就是上帝对他的惩罚，到最后，
福贵7个至亲全被他亲手埋藏起来。只剩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和
一头老黄牛。

福贵历经令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之后，他学会了忍受，只是十
分单纯的为活着而就活着。



余华告诉我们：学会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承
受展现在面前的无聊，平庸和困难。

我想：是啊，平淡接受，乐观忍受，顺其自然吧!

活着读书心得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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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华这么说他写作的缘起——

“我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
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世界，
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打动了我，我决定写下一篇
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

“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
自于叫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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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那些悲伤的情节之间，福贵仍然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
述说苦难的时候，眼睛里流出了奇妙的神色，分不清是悲伤，
还是欣慰。

——我仿佛已经看到许多问号：这样，我们的生存还有什么
意义?

嗯，就像那谁说的，企图探究活着的意义注定只能成为一个
笑话。人只是一种存在，它与天地万物一样并无意义。

呵，我们也许只需要像福贵那样活着，像那头老牛那样活着。
尽管有些苍凉的意味。是不是爱过了才会懂得心死了还要活



着的坎坷。

关于经典小说活着读书心得感悟精选：篇三

花了一天半时间吧，把《活着》看完了。也似乎又懂得了些
什么道理。联想到有些轻生的人十分不该，就在前些天，新
车站楼顶还有人嚷嚷着要跳楼，我虽不清楚原因，但相信与
福贵一比，定相差甚远。

“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
物所活着”，作者余华在书的一开始就点明主旨，也为之后
的记叙作铺垫。

作品采用主人公福贵自述的方式，福贵生动的日常语调及其
对命运的屈服，向人们展示了将苟活作为唯一生活目标的状
况，使作品更深刻。其为我们提供了如何生活，尤其是如何
在困境中求生的理念。

主人公福贵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先后离去，一次次徘徊
在绝望的边缘，但他却有着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的乐
观态度。

在他发现害死他儿子的凶手之一是春生时，他深明大义，也
明白冤冤相报何时了。当春生面临绝境时，福贵也依旧尽了
朋友的职责，劝他要坚强地活着。

作者没有发泄，没有控诉或揭露，而是向人们展示高尚。这
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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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善恶的一视同仁。

在我们遇到困难时，要想想福贵的经历，我们就一定会鼓起
勇气继续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有不公平，有人可以享尽
荣华富贵，而有人只能与福贵一样劳累一生。在不公平面前，
任何的抱怨、逃避都是徒劳，我们可能需要学习福贵身上随



遇而安的精神。

生活给予我们太多无奈与困惑，像福贵那样经历了许多仍然
顽强生存下去，他对生存其实并无明确认识，只是以一种动
物般的求生本能使他延续生命。但他在暮年却能以一种洞察
人生的乐观来对待生命，这一点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生活
的启迪。

平凡、琐碎的生活得利地充斥着我们的每一天，随着岁月的
增长，越来越多的激情被淡薄，过往云烟的经历和磨练所体
现出的是一丝木讷。

在读了《活着》以后，才真正思考了活着的意义，也释然了。
现在的生活与福贵相比要好许多，但我们身在福中不知福，
还在不停抱怨生活对我们的不公，其实这些苦又算得了什么。

活着读书心得读后感篇四

“活着就是要修练自已的灵魂，在死去的一刹那能够无怨无
悔，能够为社会有所贡献”稻盛和夫所讲的道理，简单明白。
但就是这些简单的道理，在作者的人生道路上发挥出了巨大
的作用。

稻盛和夫认为，成功的人生应该是：本着不违反人类基本普
世伦理、利他主义的简单原则，以像对待恋人般对待工作，
有着强烈到遍布全身的渴望，凡事高标准、严要求，追求卓
越，精益求精，大胆思考，小心准备，不轻言放弃，以百分
百的认真身体力行，凭着一股傻劲儿去迎接困难和挑战，珍
惜和把握每一个现在，持续地积累蓄势，最终化腐朽为神奇，
化平凡为非凡。

简单，也是我信奉的处事原则。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不
给别人带来麻烦”成为我的基本人生准则。这个准则对我的
影响，可以说利弊参半。



“不给别人带来麻烦”，让我时时处处考虑他人感受，能够
设身处地为他人考虑，换位思考，不给他人带来相处上的不
适。但同是这一点，也让我常常做事思前想后，因为太多的
顾虑而错失良机甚至止步不前。现在想来，其实我仍没有做到
“简单”。

为他人着想是应该提倡的，“予人玫瑰，手有余香”，也符
合和谐的本质;但事事瞻前顾后，考虑太多，就背离了简单的
本质。其实，本着遵规守法、利他利己、和谐共赢的原则，
每天踏踏实实去努力，每天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每天比
前一天前进一点点，日积跬步，终致千里。

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缺乏努力拼搏、奋斗的精神，但又有
多少人能够做到坚持呢?坚持，是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
同时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

就拿每天坚持跑步这件事情来说，说它简单是因为你只要穿
好运动服出去就可以了，没有人会阻止你;说它困难是因为真
的很难做到每天如此，几十年如一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
做不到。

成功是很简单的，而简单却是不容易坚持的，不容易做到的。
稻盛和夫如此推崇简单，因为简单里面，孕育着成功。

活着读书心得读后感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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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来自《活着》这本经典作品里的话。从这
简单的两句话里，我似乎读到了一个有着倔强、麻木性格的
人内心的无奈。

透过这两句话，我能感受到这个人对生活的希望一点点被时
间和现实所剥夺，他是一个满是伤痕的人。在面对现实这个
怪物面前，他无疑是懦弱的败将，但在一次次跌倒、爬起、



再跌倒、再挣扎的中，他变得比最初更加成熟，他也更加清
楚自己所拥有的的一切都会是过往云烟，包括虚名、钱财、
甚至是刻苦铭心的爱情、血浓于水的亲情、两肋插刀的友情。
也许这样很残酷，也许这只是福贵的绝望、也许这只是那个
时代产物，但是这却深深地扎进了读者的心，让读者看到生
活这两字之于福贵来说就是一种习惯而已，只要这世界能给
他一片生存的空间、一口空气、一滴水，他便就可以这样苟
且地活下去。他不为任何人、任何事，只想顶着这副皮囊任
现实的鞭子抽打，尽管鲜红的血液止不住地从血管流出，他
也不想去理，更不想睁开眼睛一瞥。

“可是我再也没遇到一个像福贵这样令我难忘的人了，对自
己的经历如此清楚，又能如此精彩地讲述自己。他是那种能
够看到自己过去模样的人，他可以准确地看到自己年轻时走
路的姿态，甚至可以看到自己是如何衰老的。这样的老人在
乡间实在难以遇上，也许是困苦的生活损坏了他们的记忆，
面对往事他们通常显得木讷，常常以不知所措的微笑搪塞过
去。他们对自己的经历缺乏热情，仿佛是道听途说般地只记
得零星几点，即便是这零星几点也都是自身之外的记忆，用
一、两句话表达了他们所认为的一切。”好像身边的老人看
上去也是这样的平静，对于生命旅程中的一切他们都变现得
很平淡，即使是轰轰烈烈的爱情、举世无双的功成名就、动
人心魄的豪言壮语也不能勾起内心的一丝涟漪。也许在偏理
性的人眼里，这是长大的标志、这是思想成熟的标志。可这
样一个对喜怒哀乐都没有知觉的人不应该很可怕吗？可这样
一个被岁月剥脱了激情的人的生活不应该很单调吗？可这样
一个把生活当做习惯的人不应该很可怜吗？他之于生活就像
是一块寒冰，而生活之于他就像是多点了的一道菜，吃不吃
都无所谓，只是到收银台时会多拿一点的钱。

余华在《活着》这本书里，用了一生的时间让主人公福贵一
点点沉沦。年少的福贵只是养尊处优、无所事事，对这个社
会还是存在一点点期待。可当他的家族破产，他被强制安排
到军队里，他的母亲和爱人一点点远离他的生活，他的儿子



和女儿被现实折磨得满是伤痕时，他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何要
活下去，他不知道为何这一切的不幸都是发生在周围最亲最
爱的人身上而不是自己，要知道他们都是没有一点罪恶的人
呀，错的人是他，该被上帝带走的人也是他。

在庸俗的人眼里，死亡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可在余华的眼
里，的痛苦不是拿走这个人的生命，而是折磨他，让他在无
尽的悔恨、无尽的悲伤中苟且地活着。在《活着》这一本小
说中，余华就这样给福贵安排一场悲剧接着一场的悲剧，他
要让这个不珍惜生活的人被生活蹂躏到连哭都难。他要福贵
看着一幕幕亲人死亡的惨象，他要让福贵明白在现实面前他
是多么无能无力，他要让福贵连在睡觉时都被这样的噩梦惊
醒。在小说的结局，余华还安排了一个更加残忍的剧情，他
连福贵生活中的希望也给剥夺了。苦根是福贵在这世上最后
的亲人，是福贵对未来的一种期盼，但作者却滑稽地安排了
他的死亡。苦根，他是纯洁的，似乎和这个世界无怨无仇，
可最后被安排撑死了。余华彻彻底底地毁掉了这个叫福贵的
人，对他的可怜是让他继续苟且活着。到最后的最后，福贵
仅剩下年老的自己和一头老牛。

除了余华的《活着》，还有很多类似的作品，那些作者都在
用手中的笔写下生活的可怕、战争岁月的艰难。在看《活着》
这本小说和电影时，我感到很压抑。我想任何一个人在看着
一幕幕死亡场景时，都会觉得心在一点点被撕扯，都会感到
有一种侵入五脏六腑的寒冷，甚至会害怕自己也成为了现实
版的福贵吧！福贵的悲剧并不是特殊的，在看了巴金的《寒
夜》之后我便更是这样觉得，巴金以一家四口的在战火纷飞
的破裂来反映主题，给人的感觉很亲近，表现得也很自然。
汪文宣和曾树生相遇在寒夜的薄雾中，他们的离别、各自的
结局也在这样一个寒夜。汪文宣和曾树生曾经对生活充满着
期待，他们的理想是办一所学校，可以在教堂里把自己的知
识传递给一个个渴望学习的青年，可在战争年代这样的生活
就是妄想，那黑暗的时代嫉妒他们身上的光，所以它便露出
獠牙嚼碎了这样的梦想，而《活着》也是这样在把幸福毁灭



给我们看。

余华是成功的！他笔下的福贵生动了演绎了一场生命的悲歌，
现实摧毁人性的好戏。同时他也惊醒了一些把活着视为习惯
的人，他提醒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要倔强地、有意义地活
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