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活着读后感(优质8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读后感
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
起来看看吧。

活着读后感篇一

暑假里读了余华的《活着》，这本书非常有意义。《活着》
会让我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一种不肤浅的感觉，一种看
了让人深感悲凉凄惨的感觉。

故事讲述了福贵的一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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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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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去结束自己的
生命。

有些人觉得自己的命不好，自己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对自
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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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只要活着，就有希望。人只要活着就是一种胜利。没有比
活着更好的事，也没有比活着更难的事！生不可选，死不该
选，惟有硬着头皮活着！



活着读后感篇二

读余华先生的《活着》，我再度泪如泉涌……婆娑的泪光中，
感受到的是卑微之人生命的神圣与庄严，主人公福贵让我肃
然起敬！

“福贵”，主人公这个名字很符合我们中国人传统起名字时
的寓意，乍一听，好像主人公大福大贵。可现实总归是现
实——福贵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祖上苦心经营勤劳节俭备
置了二百亩地的家产，而福贵少时却是纨绔子弟，大肆挥霍，
吃喝嫖赌，最后因赌博输光了所有家产，沦为穷光蛋。父亲
被其活活气死后，一贫如洗的福贵不得已痛改前非，生活所
迫不得不靠租用那个在赌场“赢”光他财产的龙二的五亩地
来养活一家老小。

后来去城里为病重的母亲请郎中时，被国军抓去拉大炮。经
历战火，大难不死，解放后土地改革，因祸得福，又重新分
回他原来的五亩地。一家四口生活虽是清苦，却也其乐融融，
有了盼头。其后厄运却接踵而至：先是十二岁的儿子在给县
长夫人献血时，被失职的医生抽干血而死；大 跃进时，福贵
一家三口像亿万普通人一样，只是由于妻子家珍得了软骨病
不能干重活，日子过得更辛苦而已。

像其他读者一样，这本《活着》不知赚取了我多少眼泪。福
贵的人生跌宕起伏，往往生活刚有一点起色，厄运便重重地
降临在他头上。使他的生活一次次跌入深谷，及至谷底最深
处。比如：女儿凤霞自小懂事乖巧，美丽可爱，小时因高烧
而成了哑巴，长大该成家时遇上心仪的偏头小伙子二喜，小
两口刚过上的一段幸福生活。

偏偏此时，凤霞却在生孩子时大出血而死去。之前儿子有庆
的死也是这样，本来有庆就聪明乖巧，而后又为了减轻母亲
负担常常从学校光脚跑步回家，割草喂羊，增长了跑步的本
事。一个早晨上学出发前还活蹦乱跳的孩子，到了晚上，作



为父亲——福贵，却抱着一个小小的、发僵的、似乎熟悉、
又似乎陌生的躯体，像梦，又却真实存在，一步一步往家里
走，在晚上又一捧土一捧土把儿子埋至成一座小小的土
坟……作为父亲这是何等的滋味！这种痛，非经历不能体会。

当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眼中的泪水夺眶而出，肆意流淌着，
心像刀割一样。难怪有些读者留言：“泪奔啊，写得让人太
难受了“；有的说” 有这么‘损’的作者吗，将来不得看
了”还有的说“余华真是虐出新高度，福贵怎么那么苦啊!”
自始至终，我的心随着故事情节，更是像过山车一样高高下
下，起伏难平。

鲁迅先生说：“真正的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
看。”但是用在这里，好像根本不足以安慰自己这颗被作
者“伤害”的心。福贵实在是太不幸了，似乎生活中所有不
幸都降临在他的头上。可是余华在叙述这些不幸降临的时候，
云淡风轻，平平常常，既没有铺陈，也缺少渲染，读着却让
人感到揪心之痛。这真是——越残忍，越现实！这些苦难，
是人，都唯恐避之不及！起初我不太不明白作者何以如
此“残忍而又冷静”地安排一个人的命运？直到后来想到一
句话“人生无常，你永远不知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才蓦然发现余华写苦难的技巧是如此高超：冷静而又现实。
只有对社会和人生有深刻思索和了悟的作家，只有内心充满
悲悯的作家，才会把苦难”赐予”得如此慷慨，如此平静。

对苦难的承受，也更体现了人生命的韧性及眼泪的宽广。命
运的确给福贵带来太多的不幸，然而，和福贵同时代一同走
过来的国人们有谁不是如此呢？也可能只是福贵更多些而已。
生活中有多少欢乐，似乎也有多少痛苦。这也许正是所
谓“平衡”的道理吧!阴晴圆缺，悲欢离合，自古皆然。余华
冷静的笔触，令我心生敬意！

年老的福贵跌至人生最谷底，只剩下一头比他还老的老牛与



其相伴的时候，像许多读者一样，我也认为与其这样苟活着，
倒不如死去，如此苦涩的人生有何意义？可是最后，富贵言
谈举止所流露出来的是对往昔岁月的美好回忆，是知足，是
回味，是从容洒脱，是平静超然。

这些苦难和欢乐，在福贵心里却好似酿成了醇香的美酒，令
其回味悠长，他啜饮一口后，又吆喝着老牛，从从容容地走
向那个曾经充满满欢声笑语，如今却空落落的家……福贵的
形象颇与海明威《老人与海》中那位悲剧英雄老人有几分相
似之处——一样的坚韧，一样的朴实。也好似双腿瘫痪的史
铁生，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与
欢乐。在此，生命的崇高和韧性，生命的意义，令人望而生
畏!他们——这些苦难所塑造的新生命，常常照亮的反而是我
们日益幽暗的心灵!

岁月，给福贵的人生带来过欢乐，更带来过无尽的的痛苦。
欢乐而也好，痛苦也罢，最终都趋于平静。面对生命不可承
受如此之重，福贵活出了一份平静与超然。对福贵而言，逝
去的亲人永远活着，活在他的心里，他深爱她们！他更坚信：
他也活在亲人们的心里！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管别人怎么
看福贵，对于他而言，这一切并不重要，可贵的是：福贵依
然活着，活着迎接每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出日落!

正如余华在《序言》里所说”《活着》里的福贵就让我相信：
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
这话之于你我，之于任何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亦然。

夕阳余晖下，”望着”福贵牵着老牛远去的背影，让我潸然
泪下……

活着读后感篇三

伟哥的新书收到啦！十年韶华，癌痛相伴，这期间遭受多少
痛苦、无奈与凄楚，我难以想象。十年的心路历程汇成沉甸



甸的一本书，给我们的内心带来巨大抨击！

活着，就该体验，就该尝试，就该绽放！哥哥，好好的，好
样的！他是比我大两级的学长，我们同在一个社团。初次见
面时，我的印象是他说话声音很小。我惊羡于他的文采，后
来才知道他身后背负着病痛的困扰。

这么多年，我更多看到的是他积极乐观的生活，偶尔带点小
幽默生动有趣，以至于我都快忘了他还在生死边缘挣扎。听
说他要把经历感悟写成书，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支持，其实
更多的是被他的精神所打动。

对于充满未知的明天，他选择了微笑面对，将生命尽情的绽
放。这是我们很多人都难以做到的。临近毕业季，各种繁忙，
答应你毕业后一定去找你玩耍。

伟哥，与你相识三生有幸，愿你今后的生活更加顺畅。

活着读后感篇四

几年前曾看过电影《活着》，也感慨过人生不易，可直到我
拿起余华那本沉重的原著，才真正理解生命之坚韧和生活之
艰辛。

故事始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地主家的败家子福贵
吃喝嫖赌输光家产，父母被气死，福贵从公子哥落魄为无地
贫农，可当他开始和家珍安心过日子时，一次次变故却接踵
而来：被抓去战场九死一生，有庆抽血而死，凤霞难产去世，
家珍病死，女婿因事故去世，苦根吃豆子被撑死……他送走
了身边一个又一个亲人。故事的最后，只剩下一头老牛，一
个老人，在颤颤巍巍中向死神靠近。

福贵竭尽全力的一生，到头来却还是孑然一身。



我想，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每个人都在命运中苦苦挣扎，
他们的众生相就是那个时代整个中国的缩影。成千上万
个“福贵”在时代的漩涡里扑腾着，渴望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可等待他们的却是命运的一次次暴击。

那时，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祖国背负着她的亿万贫苦农民在
历史的洪流中蹒跚前行，有的人不堪苦难选择了屈服，如上
吊自杀的春生；而另一些人选择坚韧的活着，如历尽人世沧
桑的福贵。每个人都有对待自己生命的态度，有的人珍惜，
有的人不珍惜，有的人能够忍受得了苦难，有的人却受不了
一丁点儿苦。其实，在苦难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平等地
接受命运的摧残，却无力还击。

透过余华那绝望的文字，我读出了生命的坚韧，就像大漠里
的胡杨：生，一千年不死；死，一千年不倒；倒，一千年不
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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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活着读后感篇五

在老师的推荐下，我们观看了改编自余华的《活着》，由葛
优和巩俐所主演的电影《福贵》。看完以后，那感觉就像心
上压块沉甸甸的石头。任泪水默默横流，只因心中最柔软的
地方被触动了。

影片中，福贵受了龙二的皮影，终于开始跑江湖卖艺求生。
昏黄的灯光下，瘦弱的福贵扯开嗓子，青筋暴露的开唱，镜
头一转，一行人走在油菜地头，不顾风景，一脸茫然地奔波。
在二胡丝丝凉意的背景音乐中，我们体验了人世间的困厄和
炎凉。电影中，演员出色的演绎和凄凉的二胡声，在视听上



使情感有强烈悲切的冲击。

由于影片彻底地打动了我的心，使我有动力去打开原著——
余华的《活着》。

原著《活着》带给我的是另外的一种更大的震撼，这是一部
血泪写就的文章。主人公福贵经历了人间一切惨剧，从腰缠
万贯到倾家荡产，并气死了自己的父亲；从一个游手好闲的
富家子弟变为每日为三餐奔忙的穷苦农民；明白了要珍惜妻
子儿女时，却被拉去当了壮丁；好不容易回到家，母亲也不
在人世，女儿却变得又聋又哑，又不得不面对生存的压力；
儿子刚懂事，却被医生抽干了血而死（中年丧子）；为女儿
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伴侣，她却在生孩子时大出血而死，留下
了一个刚出生婴儿；接着妻子生病而亡，女婿搬运时被压死，
仅剩爷孙俩相依为命；外孙却因为吃豆子被撑死！

福贵曾经拥有他当时想拥有的财富、地位和女人，他没有珍
惜，他失去了这一切，但他却得到了爱，他拥有他的母亲对
他无私的爱，拥有他的妻子对他忠贞不二，拥有他的孩子、
女婿对他的尊敬和孝顺，而正因为他拥有并珍惜这些，他经
受了怎样的打击？是哪来的勇气让他坚持活下来呢？他活着
又是为了什么呢？这是我读这本小说，最想探究的问题。

活着读后感篇六

我不是一个真正的读者,因为我不相信书有令人掉泪的力量,
直到出现了这本书.当时的朋友告诉我余华的《活着》的催泪
性很强烈，我不大相信，因为我看过太多为了骗取感情泛滥
的读者的感情和金钱的所谓感人的佳作了,我到要看看这个让
无数人或者叹服或者痛斥的书到底有多大的魅力。

结果我错了,整本书的字里行间只流露出了两个字--悲伤,从
为接触过的悲伤,让我心如刀绞却依然恋恋不舍.作者在此书
中讲述了，地主少爷富贵嗜赌成性，终于赌光了家业一贫如



洗，穷困之中富贵的富贵因为母亲生病前去求医，没想到半
路上被政党部队抓了壮丁，等他再回到家，女儿已经成了哑
巴，母亲也病了，家里一点吃的也没有。命运就是这样的作
弄人，这样的令人无法琢磨，令人尴尬的无奈着，痛苦着。

一次又一次战乱和动荡，这个家庭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新
中国成立，在大跃进运动中，饥荒饿得福贵的妻子家珍驼了
背。邻居们为争抢剩余的发了霉的红薯大打出手，福贵的儿
子为救学校校长的老婆产后大出血，踊跃献血，忙乱中被抽
多了血，死了……然而，真正的悲剧从此才开始渐次上演，
每看几页，都有我眼泪湿润的感觉，坏运气总是降临到福贵
的头上，在小说的最后，悲剧和失败越来越多，眼泪和痛哭
几乎成了家常便饭。

这样的故事令我痛苦,但倔强的自己还是顽强的把这本上看完
了,我一心渴望福贵的生活出现转机,可直到小说结尾我还是
失望,悲伤让我痛恨作者的无情,另一个心思却不得不叹服作
者的文学艺术造化，我不得不承认，这本书是我看过的书中
最有艺术价值的书之一，我也因此想到了美国短篇小说作家
艾米丽·卡特对中国著名作家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的评
价，艾米丽对《活着》的语言、情节，娓娓道来的叙述方法，
简朴优美，未曾雕饰的魅力及小说中关于生、死、命运的内
涵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艾米丽写道：“如果现在要读一些
东西，显然你应该读一些永恒的东西。《活着》就是这样一
流的作品”。

书的最后似乎没有忘记又留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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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想告诉读者，生命中其实是没有幸福或者不
幸福的，生命只是仅仅活着，仅仅只是一种存在，它和其他
万物一样并无任何意义。



追寻，探究的本质不过是一个大笑话而已等等，而没有其他
任何过多的意义,人的命运就是如此这般的循环往复，一代又
一代的周而复始……但这是作者的本意吗?我不敢认同,我宁
愿希望他是借此告诉我们追求自己命运的重要性,如果不是这
样,书的悲伤真的会凉了我的心,带不来一丝的振作.

活着读后感篇七

细细品味一本名著后，大家一定都收获不少，需要好好地就
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到底应如何写读后感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活着》读后感，希望能够帮助到大
家。

小小的一本书，却有直击人心的力量。用最简单朴质的文字，
镌刻了生命的沉痛与恒久。触碰着余华笔尖留下的每一个字
符，我开始用虔诚的眼去反观自己的生命。

《活着》这部蜚声国际的大作，沉淀在薄薄的纸张里。但你
分明能感受到它四两拨千斤的铿锵。我是个热爱文字的人，
但其实我也很难说清楚什么是我心中的文学。这已经是个太
宽泛的话题，没有人道破也没有人可以去道破。我只能说有
些文字它可以反映出一些人的心声就够了，这已经构建了一
个创作与鉴赏的平台。

突然想借用安妮的一句话：谁比谁清醒所以谁比谁残酷。

真亦假时假亦真，难道生亦死时死亦生吗?我顿时感到语塞。
因为沉痛背后隐藏着太多强大又难以启齿的力量。当然那是
个特殊的年代，在一个战火纷飞，朝不保夕的日子里，人能
活一天算一天。今天是不同了，可究竟又有多少不同呢?人们
的精神世界里承载着还有多少足以支撑一个人的力量?这一点
从当今的书店里便能瞥见一般——书店里的书是越来越多了，
好的文学却是越来越少了。



好的文学是注定要引人深思的。或痛或悲或喜。但大多是凄
凉的。因为悲剧总是更能给人深刻的'启迪。在今天这个喜剧
迅速庸俗化，幽默被搞笑取代的时代。悲剧似乎注定要承载
更多的东西。

多久没有被感动过了?或者换句话说你有多久没有流过眼泪
了?当然感动不是简单的眼泪就可以衡量的东西，真正的感动
可以是无泪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欲哭无泪，更因为感动本身
是丰富的。你可以笑着笑着就哭出声来。郭敬明曾说过他想
写个故事让我们读着笑着却哭了。他写不出来，因为那些美
丽浮华的文字背后独独少了深刻。

记得余华在他《活着》一书中写到：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
的伴随下活着。这就是对感动深刻的理解。真正在苦难的拷
打下刻画出的轮廓是坚硬与无奈的，更是无声的。因为习惯
苦难，习惯到自己都不觉得它是苦难。

人真的是脆弱得像一根芦苇，即便他是根会思想的芦苇那又
如何呢?不仅仅也是平添许多无奈的喘息?《活着》我看了两
遍。每一遍都让我泪如雨下。在深的夜里看着这样一本书，
描述生活，描述苦难下生活的人，最后便成了描述一种最原
始的生存状态。如果活着本身就为了活着，是不是有些太过
残忍。可是又有谁规定过生活不能残忍呢?如果它残忍你就得
在残忍中活着。

活着的人本身就是伟大的，他战胜了太多存在和不存在、发
生和没有发生的意外。余华在书的最后写着：“活着讲述了
一个人和他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他们相
互感激，同时也相互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
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活着讲述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
就像千钧一发，让一根头发去承受三万斤的重量，它没有断;
活着讲述了眼泪的丰富和宽广，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
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情
而活着。”



圆灭圆生!圆本身为圆，它该在何处生又该在何处灭?如果说
这个过程本身是一种轮回，就简单了很多。

一时之间，竟囫囵地码下了这么字，算是总结《活着》，也
算是向余华致敬。

活着读后感篇八

读书这种事情，真是逼不得。缺少这种自发能动性，书中即
使真的有黄金屋或颜如玉，也是枉然。跨年那两天读了两本
书，不妨谈谈。

第一本是麦家的《人生海海》，第二本是余华的《活着》。

我是先读完《人生海海》的，花了两个晚上，正好从20xx年
读到20xx年，读完又马不停蹄把《活着》重温了一遍。《活
着》读起来快，一是字数上少于前者，二是读过一遍，对书
中的人物及情节还有一些残存的印象，上一次读还是20xx年，
昔日挑灯夜读的场景，今时历历在目，讽刺的是上学时我最
讨厌看书。

两本书放在一起读，有种更全方位的感受，上校和富贵的命
运虽截然不同，但其生活的那个年代却相差不远。在同一个
年代里，两个人物的命运与时代的命运交融参杂在一起，从
中感受到的除了活着不易外，更加体会到人与环境的紧紧相
连。如水与鱼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一部民族的历史，也就是
一群人的历史。

在我妈那辈的认知里面，由“家国”观念主导，认为没有国
即没有家，我不反对这种观念，毕竟靠着这种观念，在近代
史中，在关乎民族存亡之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她们那辈
受到的教育是把国家比喻成一个大家庭，因为家庭中有爱的
成分，把国家视为母亲，自己就能沐浴在母亲的庇佑之下。



而随着社会进步，过去的家庭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家族式的
小集体转化为社区，街道办事处，本来是靠宗亲相帮的事情，
被国家机关取代。我妈那辈的思想里存在家国情怀，认为这
是国家母亲的恩爱。但在我看来，这是社会进程的自然变化，
这变化的背后有着某种力量，使出这股力量的是某些人，他
们信奉着他们的思想。所以，国家不过是一个大的单位，它
跟家庭相比，是不存在什么自然而然的爱。

这是从国到家的俯视角度，而从家到国的仰视角度来看，即
从个体到集体的角度来看。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也就举重若
轻。个体在时代洪流中，一方面要接受生为人的无常，另一
方面也要接受来自集体的裹挟。小说中对应的那个年代，我
们能够显而易见个体命运是如何被集体思想所摧毁的，但是
放到大的层面来看，他们的牺牲常常无人问津。这也就是我
看小说，看到人物悲惨命运时的感动来源。我感动，并不是
因为他们大无畏，我感动是他们面对这样的命运时，全盘接
受，没有悲天悯人，而是继续去活着，去爱着。

在余华的杂文集中，我看他谈到《活着》，他说：活着只是
为了活着本身，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余华把活
着看作是一种本能，一种生物体为了延续下去的竭尽所能。
我把这称为是一种勇敢，一种高贵的品质。不是视死如归，
也不是忍气吞声，而是对命运的反抗。上校也好，富贵也罢，
他们没有在某一个夜晚觉得命运坎坷，从而走向结束的道路，
这或许就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类最为特别的地方。他们
依旧嬉笑怒骂，用生命去感知生命，用时间去体验时间。他
们的命运并不灿烂，如同一道顷刻间就会坍塌的危墙，而在
危墙之上，在砖与砖的缝隙之中，在那狭窄之地，依旧盛放
着艳丽的花朵。

人身上的韧劲常常体现在他面对危难的时刻，活着才有可能
赢。这是一句挺鸡汤的话，但事实不正是如此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