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适读后感(实用5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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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
以喜欢。

胡适读后感篇一

诸位毕业同学：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
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

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
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
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
力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时，
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
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
掉的。到那时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

有人说：“出去做事之后，生活问题急须解决，哪有工夫去
读书？即使要做学问，既没有图书馆，又没有实验室，哪能
做学问？”

我要对你们说：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
书馆也不肯读书。

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
研究。你有了决心要研究一个问题，自然会撙衣节食去买书，
自然会想出法子来设置仪器。

至于时间，更不成问题。达尔文一生多病，不能多做工，每
天只能做一点钟的工作。你们看他的成绩！每天花一点钟看



十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三千六百多页书；三十年读十一万
页书。

诸位，十一万页书可以使你成一个学者了。可是，每天看三
种小报也得费你一点钟的工夫；四圈麻将也得费你一点半钟
的光阴。看小报呢？还是打麻将呢？还是努力做一个学者呢？
全靠你们自己的选择！

易卜生说：“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

再会了！你们的母校眼睁睁地要看你们十年之后成什么器。

民国6月25日

怎样才能不受人惑？

——给北大哲学系1931年毕业生的临别赠言

胡适读后感篇二

胡适寄语北大毕业生原文：天下绝没有白费的努力

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得多的
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

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劣稚一点，不脸
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的要他们负行为的责
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
这个国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
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自己的经验，赠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
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做个防身的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
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做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
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
福或者失业亲居了。

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堕落的方式很
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求知识的欲望。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理想的人生的追求。

少年人初次和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
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
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渺
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
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
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抛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的俘虏。你
在那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
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
求，甘心做现在社会的顺民了。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
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人生的追求。

有什么好方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
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
题!”

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往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
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和理论上的疑
难。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
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
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谓的求知识了。



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二个值
得解答的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保持求学问的热心。可
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
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
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
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缩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
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物去置
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有疑
难问题来逼你时时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
趣，即使在最贫乏的知识中，你也会慢慢的聚起一个小图书
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
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知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
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
犹兴。”试想伽利略(galieo)和牛顿(newton)有多少藏书?有
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己。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
出仪器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
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
”

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是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
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的
而和你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作往往成了苦工，
就感觉不到兴趣了。为糊口而做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
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理想主义。
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

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也应该有他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
叫做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
为一个人成就怎样，往往靠他怎样利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
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了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
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
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十九世



纪的两个哲人，弥儿()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
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
很高的位置;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
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
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
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的性情，
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

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你就做六个钟头抹桌子工作也不会感
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个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
家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
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
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
了。

第三个方法也只有一句话：“你得有一点信心。”

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
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
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
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
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
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
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

古人说：“信心(faith)可以移山。”又说：“只要工夫深，
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
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叫做费希特(fichte)的，天天在
讲堂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
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费希特死的时候，谁也不能预
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
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



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
下的恶果。我们要收获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新因。
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有的信
心。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
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丢了。我
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的丢了的。
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的方向，你瞧!你
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你不信吗?法国被普鲁士
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这时候
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终日埋头在他的化学试
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
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
科学问题：

1.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

2.每一种传染病都是一种微菌在生物体内的发展;

3.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他们
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

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关系。然
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
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
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
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少外科手术的死
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
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减除了二千万法朗的大损失;又发
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所以英国的科
学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法
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
学的成就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



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
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有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
法朗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
学救国的奇迹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
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
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胡适读后感篇三

哲人说，母爱是最无私、最珍贵的爱!

诗人说，母爱是最动人、最伟大的爱!

笔者说，母爱是最勇敢、最无畏的爱!

在胡适的《我的'母亲》中，他的母亲从小就变成了寡妇，不
仅要管教自己的儿子，还要照管他那死去的丈夫所留下来的，
自己还要大的“孩子”。

在这重重的困难、劳累，痛苦中母亲仍然让胡适从她的身上，
学到了她的宽容，她的善良，她的坚强，她的刚气。

这使我不禁想到了我的母亲。她和所有的母亲一样，不仅给
予我伟大的生命，还付出了她所剩下的所有时间与精力。我，
在他那无微不至但又默默无声的关心下快速的成长。

她和胡适的母亲一样，对我十分的严厉，她在别人面前是一
位伟大的医生，她显得那么坚强，一切事情不管有多大困难，
她也能很好的完整。但是，她对于我，却显得那么软弱。

记得，一次爷爷做手术，住院了，我们一起去看望他。爷爷
得的是一种会传给下一代的眼病，这种眼病很可能会在年近



花甲的时候双目失明。在看望的同时，也陪同这爷爷去检查
眼睛。

“医生，也给我的女儿也检查一下吧?他爷爷这个病会传染，
不知她的眼睛会不会有这种玻”母亲对医生说。“快，过来，
你也让医生来看看!”母亲带着奇怪的微笑把我拉向了医生，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微笑呢?好像隐藏着极大的不情愿，和极大
的焦急与担心。

我把头移到了机器前，一束微弱的光毫无阻挡的摄入了我的
眼睛，使我感到特别刺眼，我不断的把自己的目光从那光上
移开，这使的医生不断的提醒我：“盯着这束光看。”这时
我突然感觉的了一种奇怪的安静。你们肯定会问，医生这么
唠叨，怎么还会安静呢?不，是因为母亲，她一句话也没说。
要是在平时，她早就插嘴了，为什么呢?我向母亲瞥了一眼，
发现母亲像木头一般站在旁边，她的神情显示出很不安，仿
佛头顶上有一块被细线绑住的大石头，一动就会掉下来。

终于检查完毕了，母亲急急忙忙走向前问：“怎么样医生?她
的眼睛不会有事吧?”

“当然没事，仅仅是有点近视罢了!”

“那就好!”母亲异常轻松的说。

走出医院，母亲竟对我说：“从你刚出生起，我就开始担心
你有和你爷爷一样的病，但是我一直都不敢带你去看，你知
道吗，刚才妈妈就好像站在法庭上等待判刑一样，不过，幸
好现在是无罪释放。”

我惊奇极了，没有想到母亲竟如此为我担心。

我缠绵的情思在这伟大的爱中不断的盘旋，这使我感到了无
比的幸福，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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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读后感篇四

对我而言，胡适曾经那么的遥远，感触不到任何声息；忽然
间，他又那么近了，而又仿佛从未走远。就是这样陌生而又
熟悉。

胡适先生喜欢别人称其为胡适之先生，不过对于“胡适”这
个称谓也欣然接受。学术界关于胡适的各种论著汗牛充栋，
我不敢对其评头论足，也不奢望添一笔浓墨重彩的论调，只
是想记录一下自己读完胡适传记的一点感想。大抵是想说点
什么，却又说不清楚，还是那种熟悉而陌生的感觉。

陌生是很正常的。我不是出生在书香门第，自然也接触不到
太多关于胡适先生的书籍，即使是书香门第怕也不是很多。
那时，大陆少有胡适先生学术的著作，虽然海外已经蔚然成
风；那时，少有胡适先生的痕迹，虽然有人大呼北大应该有
这位老校长的铜像，但沉默成了最好的拒绝。这样那样的因
素学术思想由于裹挟了政治而变得难以名状。

然而，却又是如此的熟悉，你信么？你我都离胡适很近。有



几句话，你一定听说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
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等，我们一定能够
耳熟能详，但未必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胡适说的。“中国需
要的是医治贫穷、愚昧、贪污、疾病、扰乱，而不是革命”
这样的论调，在激情岁月远离的今天，又似乎有些现实的味
道。这就是胡适先生，陌生而又熟悉。

贸然揣测一下年轻人读名人传记心理，恐怕只是单纯崇拜因
素的人少，多是想吸取一些精华，以期自己能追随其脚步。
我就是抱着这样功利的目的，经常“排查”哪个名人和我的
起点相似。这样的心态往往对名人小时候的经历不是太感兴
趣，因为时光不能倒流，不能效仿“砍樱桃树”壮举了。但
是名人传记大抵都是从出生就写起的，从无忧无虑的童年到
青年勤学再到艰辛的中年以至功成名就，随便再推介一下自
己的家乡。《胡适口述自传》也是这样的一个叙述的方式，
而且更侧重的是其学术的总结评价，耐不住冷板凳的我自然
读不进去，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唐德刚的注释成了传记
更为精妙的部分，以至于有了“先看德刚，后看胡适”的言
论。

政治归于政治，学术归于学术，是一个民族成熟的象征。坦
率的讲，胡适在30年前的中国曾是一个禁忌，而如今，胡适
慢慢的又回来了，尘埃落定后的生活也许需要更多一点“循
序渐进”的言论。对于“五四”不同的看法，不应该阻挡胡
适先生其他成就的“树叶”。毕百年之功于百日维新诚不可
信，但胡老夫子所舶来的杜威主义却是一点一滴真诚的社会
改造（熊培云语）。

是该读一点“胡适”了，把陌生变得熟悉。

胡适读后感篇五

《胡适口述自传》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项目，叫作口述历
史的成果。原来由胡适先生口述，唐德刚先生整理，以英文



出版。唐先生后来又将其译为中文，并加以注释。

所以，提到这本书，那就不能不提到唐德刚先生为本书的注
释。唐德刚先生的注释很精彩，甚至有些“喧宾夺主”的意
思。唐德刚先生对胡适先生的这些评注还算是中肯的，而之
所以众多读者更推崇唐先生的注释，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胡适口述传记的读者和唐注释的读者不同。胡适想要告诉的
是美国人，而唐想要告诉的是中国人，这一预设前提的不同，
决定了不同读者对两部分的不同态度。我们都是中文读者，
当然更喜欢唐的行文了。评述自己和谈论他人之间有很大的
区别。胡适谈到自己的时候，从本能上来说，都有一种潜意
识的维护、遮掩、甚至是美化的心理，让有窥视欲的人、让
对名人的一般言行有初步了解的人，都觉得有些不过瘾。或
者也许是一种身在庐山中的视角限制。而作为唐，谈论别人
之事，那就要放松得多，而且，视野也更宽阔一些，这也就
自然显得是更加有趣了。

我也喜欢唐德刚先生的评注，语言风趣，观点辛辣，丝毫没
有因为胡适是恩师的原因就大加赞赏，阿谀奉承的意思。对
很多胡适先生的观点和想法都给出了自己的意见，对胡适的
理论有前后矛盾的地方，也毫不留情的点评了出来。这才是
学者应有的治学态度。

书里的胡适，是一位娓娓道来的学者，一个有些固执但却十
分可爱的老头。从唐德刚先生的记述中，胡老先生的音容笑
貌栩栩如生，就如同这个善良的，喜欢同人争辩，但又及其
怕事的温软书生坐在你对面的摇椅上，慢悠悠的说：“我年
轻的时候……”读完《胡适口述自传》，我发现，可以通过
阅读某个人的一生，来了解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胡适先生的口述其实有些断断续续，唠唠叨叨，不过，这就
更符合一个老爷爷口述的特点，本书倒因为此显得真实和合
理。书中的主线是从胡适先生的个人经历出发的，故乡和父



亲、初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他的恩师杜威、中国的文艺
复习、五四运动和他晚年总结的他这一生的研究成果。

胡老先生也改不了大多数上了年纪的人的习惯——对年轻人
谆谆教诲。他说，年轻人对他们自己的学习前途的选择，千
万不要以社会时尚或社会国家之需要为标准。他们应该以他
们自己的兴趣和秉赋，作为选科的标准才是正确的。可能是
在海外的留学经历，造就了胡适先生以人为本，从人的角度
思考问题的方式，将人的自身价值放在更高的位置，而不是
社会的需求，这一点和我们的政党所提倡的格格不入。

我们总是眼里容不得沙子，不愿意听到不同的声音。真正的
文明，应是伴随着客观评价和主观关怀而来的。在胡适的晚
年，被迫远离家乡，出走台湾，这里包含着多少的无奈和忧
伤。一九五四年，我们的政党因为胡适评价五四运动的态度
开始对这位老先生进行攻击，所谓“批判胡适思想的毒瘤”。

真正的名家是禁得住时间的考验的，胡适就是这样一个值得
我们尊敬的人，他不应该只沉睡在历史中，新一代的年轻人
都应该通过这本书走近胡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