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呼吸这本书的读后感 当呼吸化为
空气读后感(大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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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
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呼吸这本书的读后感篇一

“生与死，谁都逃不掉，看不透，但我们有适应和处理的能
力；就算无法掌控，也能因为对生与死的探寻，去寻找人生
的意义。

保罗他在《当呼吸化为空气》写道：“你永远无法到达完美
的境地，但通过不懈的努力奋斗和追求，你能看见那无限接
近完美的渐进曲线。

保罗的遭遇令人悲伤，但他自己，却不是一个悲剧。上天赐
予他这样的生命，他就用这样的生命创造出丰硕的成果。”
很喜欢书中以上这几段经典内容。

读完保罗的这本书，同样作为一名医者的我，再度让我对生
命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并充满敬畏。生命中有太多的无常，
我们始料不及，而生死更是不会在等我们做好彩排而来。所
以，珍惜、热爱生命，感恩现有的一切。

作为一名医者，保罗也深深地提醒和告诫我及同仁，某天我
们也会彻彻底底成为一名病人。而角色的转换不止医者和病
人，要知道人生这场旅行甚至有许多角色，就连自己也未必
都能预料。所以，让我们以一颗无限热爱、敬畏、感恩、悲
悯的心与万物共存，直到某天自己同样“呼吸化为空气”时，
留下犹如保罗一样的礼物和财富与世人，而不是深深的后悔



与遗憾。我是净如，敬畏生命，不忘初心，热爱生活，热爱
红丝带。愿从书中汲取的甘露，温暖润泽一切有缘的众生。
带给他人更多的爱与力量，温暖与光明，欢喜和感动！

感恩保罗?卡拉尼什及妻子露西和参与此书编辑出版，以及包
括微信读书后台的更多人！

呼吸这本书的读后感篇二

刚开始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在想我的期望是什么。我想也许
我可以探索一个人在生命最后阶段的经历。看完这本书以后，
我觉得我获得了在此之上的一些感悟。

首先这是一个真人真事，如果只是真实，并不代表着这一定
会是个好故事。作者保罗是一个印度裔的美国人，生活在美
国自由的文化氛围内，但又接收到印度家庭对教育的严苛和
上进追求。他受到了良好教育，并一直没有停止学习。

书里对经典作品的引用所处可见，也是因为他对文学的热爱，
和丰富的阅读经历。让他能够把医疗行业这么复杂的人性场
面描写地如此生动和深刻。

整本书从头到尾没有一丝地夸大和卑微，只是诚实客观地记
录了生活的很多故事，很多细节。让我对一个人从怀疑自己
得了癌症，到确诊，到接受治疗，以及到如何坦然面对死亡
有了一个清晰地见证。

他传达给我们的不只是一种体验，也是处处充满正能量的思
考，还有严格自律的行为。

本书的前半部分对他的童年和如何学医做了详细地描写，节
奏比较慢。但可以了解一个印度家庭孩子的成长和求学经历。
也可以了解在美国要做一个医生需要多么严格和漫长的学习
经历。而这也是非常的有必要。



遗憾的是他其实并没有完成这本书，最后由妻子露西执笔完
成了他去世前那段生活的描写。我想，也是因此，我们才有
幸从他妻子的视角来看保罗的一生。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他
自己没有提到的内容，比如他几乎只字未提的自己的幽默感。
露西的`文笔和保罗的内容完全契合，读起来没有任何的做作
和鼓吹，总之，没有任何多余的煽情和赘述。

他们都是诚实客观讲故事的人，他们的故事让我们对死亡有
了勇敢的理解。他们的人生值得所有人尊重。

呼吸这本书的读后感篇三

无意间遇到了这本书，翻开是因为他的书名《当呼吸化为空
气》，五岁左右，我睡梦里哭湿枕头，被奶奶叫醒后还在不
停的哽咽，因为我梦到奶奶不在了，奶奶说：“不怕啊，奶
奶不会走，会变成空气陪着你。”

在手指翻阅书的期间真的是很压抑，必须要看几页平复一下
才能继续，作者对妻子说：“我爱你，我做好准备了”，在
家人的陪伴下关了呼吸机，生命终结在37岁。眼泪决堤。但
是在书结束的时候，难得的平静，心里像有个湖水一样，反
射着正好的阳光和蓝的清澈天空，活着真好。

之前看过《最好的告别》，这本书内容残酷而现实，医疗，
养老院，老年医护人员的缺失……讲述了大量老年人在面对
衰老和疾病的无助，即使他们竭力保持优雅状态，但在医生
面前功亏一篑，以及他们只能躺着病床面对冰冷仪器任由医
生操控的情景让我感到了极大的恐慌，导致我在很久的一段
时间里都无法释怀，包括在高中，大学时期去养老院的情景
也都清晰地出现，同样也对家人产生了强烈的愧疚感，爷爷
奶奶养育我近十年，工作后虽然每年买很多东西给他们，我
安慰自己我很孝顺，但不敢承认他们需要的是陪伴而不是物
质，陪伴，这是我最没法回馈的。现在是爷爷奶奶的衰老，
以后是父母，于是我在想为什么要孩子，为孩子操劳一辈子，



子女有自己的生活，而父母也不愿意打扰子女，最后还是会
孤单一个人，那么生养孩子的意义是什么。感谢这本书找到
了我，真的让我释然很多，或许是因为本书作者直面的是自
身的凋亡，是自己那绝无可能的生还，不是他人。也或许因
为这位作者是双重身份，既是一名学医12年到达人生巅峰有
着精湛手法的医生也是一名癌症晚期患者，他经历过在产房
里接下新生儿欢愉，同样也目睹过生命的凋零。他用了生命
中一半的时间在挽救生命，但却无法挽救自己……生活有的
时候真的很讽刺。

整本书里没有与癌症抗争的励志故事，没有浓稠的悲叹，抑
或是绝望中奋力疾呼命运不公，只是平述他的这一生，文字
平常但却极具力量。还有对职业、人性、道德的感悟。他努
力避免自己成为一个冰冷的医生，但在争分夺秒的手术台前
是不允许有感情上的犹豫，面对自己的变化，他质问自己，
到底是技艺在提升还是道德在不断的下滑。而我们不也总在
怀疑，为什么长大后、工作后我变成了以前讨厌的那种人。

我不会写书评，我不知道该如何全面的表达出这本仅有200多
页的书带给我的震撼感，但是，我还是希望能有多一个人或
许会有兴趣翻开这本书，看到世界上有多少人在为自己好好
的活下去做出的努力，而在患病之后，医生一毫米的误差就
会带来致命的后果。“死亡”总是个不吉利的词，小的时候
一提起总会被大人们训斥，但是无论怎么回避它终究会来；
死亡，我不熟悉，也不想熟悉，仅仅是在听到一些悲欢离合
和毫无征兆的事故时或感慨或遗憾。

牡丹亭中言，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死，本来就是连
接在一起的词，而在疾病和意外面前，每个人也都是平等的。
那不妨带着一颗敬畏的心对这个话题做一些了解，精彩的活
着，坦然的走到生命的终结。

愿我们都能获得发自内心的优雅与坚强，在哪怕站在最低的
谷底的时候。



呼吸这本书的读后感篇四

哭着看完的，曾经看过一篇“流感下的北京中年“的文章，
全身插满管子，呼吸靠机器，病人几乎无意识，那样活着简
直就是痛苦、折磨、生不如死。对此也对爱人说过自己真到
那么一天了就没必要瞎折腾了，顺应自然，其实对于病者当
事人的心情没人能感同身受，就像保罗，虽是患者同是医生，
当巨大的变故来临时求生的欲望丝毫不比其他病人弱，只是
保罗作为医者比病患更容易接受这个事实并平和对待。直面
死亡需要多大的勇气不是我们可以感同身受的，至少从这本
书上我们可以略知一二。

奋斗了那么久在梦想泡泡快要实现时却“砰“的一声爆了，
更多的是不甘心吧，可同为医生患者，理性始终战胜感性，
平和的接受这一切，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看作者的描述真
有一种局外人在写书的感觉，平静淡然。

“生与死，谁都逃不掉，看不透，但我们有适应和处理的能
力；就算无法掌控，也能因为对生与死的探寻，去寻找人生
的意义。”

虽然个人认为保罗有不甘，但最后的时间却给了他另外可能
性，虽没能在神经学科实现理想，可生命末期这本书却给读
者留下了很重要的东西。

国外不好说，可在中国是忌讳谈死的，于是当死亡来临时害
怕、恐惧心理无法逾越，更别说平和接受，如何生需要学习，
同样如何死更需要学习。

呼吸这本书的读后感篇五

《当呼吸化为空气》是医生卡拉尼什离世前对自己余生的纪
录与反思。他既没有用自己的死来煽情，也没用像先知或圣
人一样指导大家：活在当下，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



折枝。他只是说了在自己生命的旅程即将戛然而止时，将要
面对些什么。“面对死亡，是什么让我们的生命值得一活?”
他也是个穿行于这个问题的迷雾中的人，不过比我们先行。

书有个略微惊悚的序幕，引的是艾略特的诗：

韦伯斯特被死神紧紧抓住，他看见头皮下的头盖骨，地底下
的无胸生物，没有嘴唇，龇牙一笑，向后退去。

大概相较于“掀起你的盖头来”这种温文尔雅，“掀起你的
头盖骨”更符合本书的调性，死神不会放过一切生物，不管
是金鱼，还是可爱的小孩。更重要的是，作者身为神经科医
生，用电钻钻开颅骨是其日常。

本书序幕写其即将走上人生巅峰、来到应许之地时，诊断出
了癌症。光明的未来被一纸判决书无情地宣告结束，狗血得
像电视里的剧情，可是电视里说不定就来个大反转，但冰冷
坚硬的现实却不会因你是谁，就温情脉脉的网开一面。与古
老的世界相比，人类的行动显然有力了许多，但在超人类的
力量面前依然是那么不堪一击，“这个世界比起莎士比亚的
作品，显然更具希腊悲剧的色彩。”作者讲到在自己病假期
间，斯坦福那个外科兼科研的职位又找到了其他人，自己很
崩溃。让我想到秃发傉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的感叹，
宣德堂不过百年，却已换了十二个主人。人来了又去，去了
又来，“位”却一直在那里，人都希望自己不可替代，事实
上是没有人是不可替代的。以前高中老师训学生：毛主席都
死了，地球照样转。

“当我身强体健时”追溯了自己从少年时一路成长的经历，
童年的生活、恋爱、做医学生、对生命和医学的不断思索，
里面有很多动人的片段：学监看到学生漫不经心地解剖时，
脸上露出无法言喻的'悲伤;看懂心电图后，露西瞬间流下的
泪水;庄严宏伟的天地间、无限的辽远广阔中，一群人静静观
看昼夜更替的景象……当然，里面也有很多平静又有温度的



思考，就在书里，不抄了。

书的第二部是至死方休，医生病入膏肓，死之将至。他坐在
那里，盯着一张自己和妻子的合影出神。“那是医学院时期
照的，我们在跳舞，在开怀大笑。”照片里的两个人，正一
起计划着新生活。现在似乎恍若隔世。医生的未来没有了，
活在过去吗?格林说，人真正的生命是在头二十年。回想自己
更年轻的时候，胸怀大志，要将“人类尚未产生的道德良知
锻造进自己的灵魂”，可是锻造的工具太脆弱了，锻造的火
焰也隐然将熄。面对自己即将死亡的事实，他还在努力的弄
清楚是什么让这辈子值得一活。面对生命的界限，人人都会
屈服，他的未来已不再是一架天梯，金钱、地位，这一切的
虚荣浮华，对他而言，不过是捕风而已。只有他的小女儿，
周身还散发着一种崭新的光明，让他的当下平和喜乐，心满
意足。

“一切虚妄过眼，他不会在意他人所言，他会昼夜不停劳作，
成为朝圣者不断向前……”

呼吸这本书的读后感篇六

夜深人静的时候，心跳动着像手指轻轻按下琴键，低吟着舒
缓的歌。一首生命的歌来自古老的远方，唤醒生命的思考。

如果你快要死去，你该怎么办？年轻人们很少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很少感受到死亡。当保罗选择大学专业的时候，他
没想过，当保罗带着兴奋踏进大学时，他没想过，当保罗逐
渐远离生活的小镇时，他没想过。就像我们这群大学新生一
样，懵懂地不虑死亡。但是，死神从没放慢脚步，不会因为
你满怀幸福而同情。在保罗事业有成时，他听到了死神的脚
步。

如果你下一秒就要死去，你会想起谁？那些人一定是我们最
在意的人，但有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保罗和妻子出现矛盾后，



死亡在他们面前显现端倪，这时候，他们意识到彼此仍深爱
着对方，决定共同面对死神。死亡让真情流露。苏格拉底说，
要了解你自己。也许，我们能花整个一生去经历和体悟，然
后在死亡之前真正了解某些感情，也是一种幸运；在最后一
刻才明白而无力挽回却也是一种遗憾。有人说过，患癌症比
起意外的死亡要幸运的多，因为前者能拥有最后一笔财富，
与爱的人好好告别。保罗就是这样的人，他用最后的生命诠
释了爱的意义，并把灵魂的一部分注入这些随笔中。

如果你死去，你的灵魂会去哪呢？谁也无法证明灵魂的存在
性，但我相信，有一种力量构成了这个世界的本源，并形成
自然规则。因为总要给自己的出现一个理由。而灵魂，由那
种力量的一部分散落在世间。保罗的灵魂，或许正来源于对
医学与文学的热爱。他说他想找到生命的意义，他要“亲
历”生命，直面病人的生死，而不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做个
旁观的思想家，于是选择了学医。他用来自灵魂深处的执着
做每一个选择。读到这里，我既感到惭愧又觉幸运。读高中
的时候，我总以为自己不着边际的想法是有深度，狂妄幼稚
的以为如果我选择哲学专业，一定会成为哲学家，我甚至想
好了以后做哲学研究。也许是缘分，也许是某座大佛兑现
了“指引”的许愿，因为各种原因，最后我几乎是必然的选
择了学医。我相信，这就是一条最适合我的路。很幸运，我
将像保罗医生一样，走上在现实里寻找意义的路。未来，将
有很多病人由我治愈，也有很多病人由我送上最后一程，我
会成为他们生命的转折点。

保罗在书中说，医生是病人的“掘墓人”，连接着生命和死
亡。我不能完全理解这些话，但是，未来等着我去寻找答案。
下一个决心，在面对死神以前，找到我的灵魂。

呼吸这本书的读后感篇七

死亡，是永恒的话题，因为生与死本是一体。保罗用自己亲
身经历，描写了自己得知身患癌症后的心路历程，回忆一辈



子的生活和每一个重要的选择。

保罗从小喜欢阅读与哲学，本科理所当然的选择文学，但在
文学里，他找不到他想要的关于生命哲学的答案，于是为了
更贴切的了解死亡，他弃文从医，成为了一名神经科医生。
可就在自己将要成为一名医生前，老天和他开了个玩笑，他
患上了肝癌。这样的晴天霹雳，打乱了他所有的计划，迎接
他的是病痛缠身。在苦苦的追寻死亡的真谛后，他终于直面
死亡，而他始终找不到他想要的答案。他试图回到文学里，
翻阅更多的文献与书籍，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最终他给出
了一份答卷，就是他的这本书，是最后一本，也是唯一的一
本。

书里没有慷慨激昂的`悲情，没有起伏不定的情绪渲染，作者
用平静的文字，理性的叙述从医生到病人的转换，再由病人
的角度去理解医生的职责。医生不只是把病治好，更重要的
是去理解病人的需求与每一个治理过程中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