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着读后感小标题(精选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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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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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着读后感小标题篇一

一个暮年的老人，回忆他自己的一生。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
呢?

中国人的生活几千年来都是有点盼头的。所以，一个人活着
就像是在为别人而活。这也算是中国的特色吧。

我们不去讨论这种特色的优缺点，只是当一个极端的个例发
生的时候，一切解释都这样的苍白。

富贵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讲起自己的经历，是那样的平淡
和满足。

一个曾经的纨绔子弟，家里有很多的钱。但是，摊上了两个
败家子。爷爷地传到父亲手里就少了一半。再到他的手里，
干脆输了个精光。有钱的时候，它可以嫖，可以赌。可以事
无忌惮的开老丈人的玩笑，可以骑着别人满街乱跑。完全是
一种奢靡的生活。

一个这样的人，当一切都改变之后，也很快适应了新的生活。
可以下地干活了，可以自己走路了，可以自己承担起家庭的
重担了。当他挑着两大筐的钱还个龙二时，肩膀磨破了皮，
全身的骨头就像散了一样。他终于明白了钱是不容易挣的。

可惜，一切都已经太迟了。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是在最后才明



白这样的道理。能够尽早明白这个道理的人，我想一定是作
家，要么就是伟人了。

活着读后感小标题篇二

希望我能以我微薄的`力量，朴实无华的文字去赞美这样一个
倔强而坚强的灵魂。

他叫福贵，出生在地主家庭，年少时也曾享受过一段骄奢淫
逸的生活，实在是个逍遥自在的阔少爷，有父母健在，妻子
和未出生的孩子陪伴，算是家庭美满，但他在他仅有的可以
挥霍的年纪却从未珍惜过自己的家庭。终于好景不长，他花
光了家里最后一笔钱财，从家财万贯的少爷变成了生活拮据
的佃农。家庭破产之后，巨大的生活落差和心理落差刺破了
他麻木冰冷的心，他懂得了生活的不易，开始孝敬父母陪伴
妻子孩子……但老天爷似乎宁要他为他年轻时所做的一切付
出代价一样，家人陆续死亡之后，四代人竟最后只剩下了自
己一个……遭受巨大打击之后的福贵买了一头老牛，继续生
活着或者说与生活的苦对扛着。

罗曼·罗兰曾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
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诚哉斯言，福贵他也是如此，
在经历父母离去、妻子儿女离去的双重打击之下仍然不放弃
接下来的生活。揆诸现实，可能有人会说，小说终究只是小
说，当下哪有这么多苦难需要一个人去承受？但小说是讲逻
辑的，而现实从来不讲求逻辑，甚至现实生活带给一些人的
苦难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我曾在网络上看到现实版《活着》
的主人公“福贵”，他的一生便是如此，老伴子女离去，兄
弟大哥离去，只剩一个不太聪明的弟弟和一条老狗。

但老天似乎也不是丝毫不近人情，有人在遇见他的十年后再
次看望了他，本想着这位“福贵”该是位步履蹒跚的老人了，
但当真正见到他时才发现原来生活终究还是会柳暗花明，他



再次娶妻并拥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在捡废品的日子里他依
然坚强地生活，照顾着自己的弟弟……当有人好奇问起他这
么乐观的原因时，这位老人回答：“向前看！”。看似简短
的三个字却紧紧围绕了他的大半生，在经历悲喜交加之后仍
然不卑不亢，生活依旧有人间烟火气。其实，往事迢递，我
们本就不应该踟蹰不前，我们也应该拥有这样充满希望的意
志，只有这样才能够支撑自己走过一个又一个漫无边际的夜
晚，走到柳暗花明的那一刻。

正所谓，欢乐是人生的驿站，痛苦是生命的航程。世间之事
总难一帆风顺，因此学会怎样“苦中作乐”便成为一门学问，
而《活着》的主人公福贵也生动诠释了怎样用自己瘦小的身
躯去支撑一个强大的灵魂，去破解生活带给他的种种难题。
上天总爱捉弄世人，因此困苦是生命的本色，但世人也要勇
于反抗上天，因此不论生存与生活，都要在凡尘中挣扎，即
使筋疲力竭，倒下也要再坚强地站起来，继而走完自己的生
命旅途。正因如此，人只在自己站起来之后，这个世界才能
属于他。

山高水长，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有自己的使命，有自己的
人生节奏，我们不用和别人比，不需要在乎别人怎么看，真
正重要的是自己是否认真过好这一生。王小波曾说：“我来
这个世界，不是为了繁衍后代。而是来看花怎么开，水怎么
流。太阳怎么升起，夕阳何时落下。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
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生命是一场偶然，我在其中
寻找因果。 ”我想不管是小说的主人公福贵还是现实生活中的
“福贵”都已经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明白了活着带给他
们的礼物。他们为了活着而活着，因为只有活着才能创造一
切可能。只有活着并且不放弃活着，只有不放弃活着并且笑
对生活，才能够真正的活着。这可能就是“世界以痛吻我，
我却报之以歌”的最好诠释了吧。毕竟，满怀希望才会乘风
破浪所向披靡。

掩卷深思，与其庆幸自己没有出生在那个水深火热的年代，



我更愿意将目光放在今天，继而展望未来，从自己的生活中
寻找活着的意义，探索自己对社会对国家的价值。浮生若梦，
为欢几何？却也是对自己一生的一个交代，它可能开始于理
想，但绝对不结束于理想。

最后的最后，愿我们都能清醒地活着，明白活着的意义，拥
有一个似锦的前程和一个要追的梦！

活着读后感小标题篇三

我欣赏活着，活着如此美好，活着如此快乐。我看过余华作
家写的《活着》，讲了主人公徐福贵的一生经历了中国历史
的变迁、社会的动荡，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等等。以及福贵
晚年对生命平静和自然的态度。告诉我们人是为了活着本身
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当你走出困难时，感到的是活着的美好，活着的快乐，那时
你就会感到挫折并不可怕。

当你帮助他人时，感到的是活着美好，活着的快乐，那时你
就会感到帮助他人是多么快乐。

当你功成名就时，感到的是活着的美好，活着的快乐，那时
你就会感到成功是多么骄傲。

霍金是一位不幸而又幸运的人，他热爱生活，热爱生命，使
本来年轻时就患了绝症的他，冲破了一切困难，成为了一位
伟大的物理学家，受到世人的赞美。是什么使他成功的呢？
是乐观地看待生活，体验生活。

当小小的嫩牙抽出枝干；当新生儿发出响亮的哭喊。当病人
已经康复。当鱼儿在水中快乐地嬉戏，当鸟儿在枝头发出婉
转动听的歌声。就会感到，活着的美好，活着的快乐。这一
切都预于着生活的美好，美好的生活永远伴随着我们。



郭沫若曾说过：“生死本是一条线上的东西。生是奋斗，死
是休息。生是活跃，死是睡眠。”就让我们过得快乐，活的
美好吧。

活着读后感小标题篇四

丰子恺的散文轻松，有趣，但在简单中又别有韵味，再配上
单纯朴实的小画，让人回味无穷。在文中，他描写了自己关
于家的而是回忆：以前母亲坐在庭院中的高椅上招待四方来
客；祖母为了“点缀暮春”亏本养蚕，可以走到养蚕的“跳
板”上玩，尽管会挨骂，做蚕丝时可以吃各种小吃……这些
生活中的细节细腻温暖，透露着儿时那种单纯美好的气息。

不过丰子恺的文章也同样富含着引人深思的哲理。在《大账
簿》中曾经提到过，他自儿时就开始思考时间万物的命运，
但越思考，却越感到疑惑和悲伤。在本书的第五部分“学会
艺术的生活”的文章中，大多都从生活引申到艺术，人生上
的思考，譬如《爱与同情》中对于感情、艺术的思考；《带
点笑容》中对于世人惺惺作态，谄媚他人的形象的批判。在
简单的文章中带领着人们思考到更深的境界。

我最喜欢是第三部分中《从孩子得到的启示》。在这个故事
中，丰子恺讲述了他找了一个孩子，问他喜欢什么却得到了
喜欢“逃难”的结果后引发一系列思考的事情。孩子喜
欢“逃难”，因为他们喜欢逃难中“不论钱，而浪漫、豪爽、
痛快地游历”。孩子看见的，是逃难的这一面。

世间万物本来单纯，就如丰子恺在文中说的：“我们所打算、
计较、争夺的洋钱，在他们看来各个是白银的浮雕的胸章；
仆仆奔走的新人、扰扰攘攘的社会，在他们看来都是无目的
的游戏、演剧；一切建设、一切现象在他们看来都是大自然
的点缀、装饰。”这里的“他们”——孩子们——或许才是
作者真正追求的单纯的境界。



只要我们能够找到事情的另外一面，看清这繁杂的社会中的
真相。我们就发现，世间的一切都本来单纯。

活着读后感小标题篇五

余华称（活着）是“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

这是一部充满血泪的小说。通过一位中国农民的苦难生活讲
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讲述了眼泪的丰富与宽广，
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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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
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这是余华对他这
部书的评价。

的确，我这个12岁的少年也深有体会。尤其是有庆，凤霞，
二喜和苦根接二连三的死，让我感到了命运对福贵的不公，
然而，命运又让他从原来的阔少爷转变为一个本本分分的农
民，没有成为地主，免遭文革时期的一死。也许活着就首先
要为本身，在去考虑所谓的“身外之物”。

现在，我在想想那多少无知的青年，他们误入歧途也许是以
为一个物质的享受，他们的人生没有历史，真是该好好读读
这本书。生活会让你觉得离不开它，除非你真的从根儿上就
不想好好活着。

朋友们，醒来吧！寻求你生活的灵魂的天空。

活着读后感小标题篇六

王尔德曾经说过：“生活是世界上最罕见的.事情。很多人只
是存在，仅此而已。”当我读完《活着》这一书后，很庆幸
主人公福贵不是那很多人之一，他真实的活着，而非简单的



存在过。

余华所作的《活着》从福贵自叙年轻时游手好闲嗜赌成性为
始，以暮年时与同样垂垂老矣的老牛作伴消失在暮色中作结，
期间伴随着父母﹑妻儿﹑女婿﹑外孙先后离去的失亲之痛，
又经历了战争﹑土改﹑人民公社﹑饥荒﹑文革……这是他的
一生，又或许可以说这是那一代人的缩影。只不过相较于他
人，福贵似乎拥有了更多的苦难。在阅读时我几次克服住了
不再翻阅的冲动，因为当作者用最最客观的语调将残酷的现
实一层层剖开呈现在眼前时，那种悲苦更甚﹑那种震撼愈发
让人难以平静。

然而当我们由旁观者的视角转化为主人公的身份时，当一切
的不幸变成了现实，摆在面前时，我们会惊讶的发现福贵的
快乐其实多于苦痛，甜蜜可以大过心酸。一夜输光家产从地
主沦为平民，却因此在土改中逃过一劫，福贵是幸运的。大
户人家的小姐甘愿一生守护在他的身边不离不弃，恰恰印证
了她的名字“家珍”，是家里最珍贵的财富。又聋又哑的凤
霞勤快能干，最终也觅得一桩好姻缘。有庆长跑能手运动会
第一，受老师表扬，作为父亲同样骄傲。二喜女婿懂得责任
与担当，孝顺长辈，给凤霞以最好的生活。我们不可否认福
贵生活遇见的变故之多，但我们同样应该知道这些最亲近的
家人，美好而又温馨的回忆会是支撑着他一直活下去的力量。

正如作者在自序中写道：“《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命运
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有情，因为他们互相感激，同
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
抱怨对方。他们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
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他与命运相处的模式并非对抗，
而是顺其自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软弱与妥协。他看见了
苦难也看见了幸福，尽管美好总是短暂，仅余的些许温存总
是在不经意间最惨烈的方式从他生命中抽离，但他依旧选择
了不断向前，不断生活。有人曾评价说“人太渺小，稀释成
了平凡”，而我认为他并非麻木，他只是在用一种最温和的



方式来告诉我们――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这本书里作者用近乎白描的手法向我们展示了福贵的一生。
我并未从中读到福贵很多的心理描写，是悲哀自己惨淡的一
生，亦或乐观的积极生活下去，这些都没有。仿佛在讲述时，
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但我却感受到了传达出
来的一份平静，平静的接受，平静的生活。

就像在结尾，老人扛着锄头与同样名为福贵的老年远去时，
在乡村渺远的歌声里，在夕阳沉沉的暮色里，大地正敞露胸
怀无声的召唤着，苍老而又庞大，充满着无尽的隐秘感。我
知道，这是活着最美好的姿态。

活着读后感小标题篇七

因为常年忙于生计，日常琐屑的事又多，性情容易积有浮躁。
加之现在自媒体的高度发达，本还算喜欢阅读的我，这几年
鲜有真正拿起书刊认真阅读，连偶尔拈拈报纸都感觉有点心
不在焉或者索然无味。

前不久，刚上初一的女儿的班主任王老师在家长微信群里公
布了“我和父母同读一本书”的征文活动的消息，竟一时雀
跃报了名，这大概是做父母的“责任”使然。当然我知道女
儿是不会反对的，因为她是一个比较喜欢阅读的孩子，也比
较不惧写作。

但让我感到意外的事，她推荐了余华的小说《活着》给我，
并说她已经看完。余华是我国著名的作家，1960年生，开始
扬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我只闻其名，不曾拜读过他的
作品，也不曾听过他的代表作《活着》。大概我算是孤陋寡
闻甚至有些肤浅的人了。所以当女儿跟我推荐这本书的时候，
我感觉意外，也有些不情愿。意外的是毕竟她还只是一个十
二岁的小女孩，虽然我们没给她太丰厚的生活，但像现在大
都孩子一样，她家务活都少有参加，基本算是“衣来伸手饭



来张口”，我想她怎么会有“活着”的感悟或沉重？有些不
情愿却是因为这是一篇八万多字的中篇小说，我想我哪能有
那么多的时间磨在上面。但女儿一句话“你看完就知道好看
了”算是把我逼了进去。

其实我真的应该感谢女儿。她不但给我推荐了一本好书，也
让我懂得了怎样去平抑平日的那份浮躁。我差不多是用了十
天的晚间才陆续把书看完的。书中的主人公“福贵”每晚都
把我带到了现实与幻觉的世界之中，他让我明白“活着”真
的是一件无限美好并不易的事。有那么偶尔的瞬间，我总会
问自己“假如我是福贵，那一刻我是否能够继续活着。”在
八年前，我就曾经经历过一次人生以来最大的打击——创业
的失败。一夜之间负债累累，感觉天黑地暗。那段最煎熬的
日子，几次都想以最极端的方式选择逃避，那就是不再“活
着”。幸好有家人和朋友的鼓励和支持，才仍然“活着”过
来。而我的失败对“福贵”算得了什么呢？他的一生，接踵
经历了“父因哀而逝”、“母因郁而终”、“子因善而猝”、
“妻因病而亡”、“女因产而暴”、“女婿因劳而
失”、“外孙因饿饱死”，最后只剩下他孤苦地“活着”。

毋需多言，“福贵”的命运是悲惨而值得无限同情的。但当
他在向着一个素未相识的人讲起的时候，他并没有太多的悲
伤,他始终以一种让人感到夯实的平静在一一铺展他“活着”
的过去。当他说到与他每一位曾经的亲人在一起的快乐、美
好片段甚至瞬间的时候，他都流露出了一份满足，似乎他也
真的幸福过。我想他没有怨天尤人或捶胸顿足，并不是因为
那些都只是过去的事，而是因为那些曾经的生命在他心里留
下了美好。他知道死亡是迟早的事，但既然活着，就应该平
静地活着。就如他后面说的那一段话“往后的日子我只能一
个人过了，我总想着自己的日子也不长了，谁知一过又过了
这么些年。这辈子想起来也是很快就过来了，过得平平常常，
做人还是平常的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
”我想他那平静，其实是一种努力，一种坚韧，就如河水自
上而来往下而去，虽是注定的命运，但历经弯道、滩涂、峡



谷，都需要足够的勇气和力量。而这勇气和力量并不是与生
俱来的，而是因为无数次“流淌”地活着而积蓄的。最后像
河流终于流入大海一样，不管来路经历了多少跌宕起伏，终
究归于平静。

在看这个故事后期的某一个晚上，作为球迷的我看了20xx年
足球世界杯的亚洲区的40强的一场预选赛。那是中国队与中
国香港队的一场生死战，谁一旦输了就基本跟后一阶段的十
二强赛告别了。对于亿万球迷来讲，中国男足一直是大家心底
“恨铁不成钢”难忍的痛。当上一场对卡塔尔队的败北之后，
很多悲观的人已经扼腕地觉得希望渺茫了。那一场比赛确实
也让人看得揪心，中国队虽可谓是技高一筹，但偏是得势不
得利，全场四次打中门楣或门框，就是改写不了0比0的比分。
最让人气恼的是，下半场一次进攻的二次射门，从镜头看皮
球明明已经明显越过了球门线，可恶的裁判居然没有判进球
改写比分。最终，0比0的比分让中国队仅存理论上的进入下
一阶段的可能。那晚看完球赛以后我接着看《活着》，让我
多了一些特别的感受。首先，我觉得一向不争气尽负国人厚
望的中国队就像年轻时又嫖又赌的“福贵”，赌输了家产把
父亲气死，这大概就是冥冥中的“命”。因为对其溺爱也好，
因为其缺乏教养也好，似乎都是注定的。而中国队的一次又
一次失败也如“福贵”人生中的一次又一次失去亲人受到的
挫折。其实，不能说中国队的每一次失败都是因为队员的不
努力，正如“福贵”的每一次失去亲人都不是因为他不爱、
不珍惜。我想，中国队任何一场失败的比赛的场上的任何一
名球员都是拼了全力的，一再的失败或许只是因为命中注定
的贫苦“气质”和无数个晦气“偶然”的“运”。所以很多
中国球迷早已经不再为中国队的再次失败感到悲愤和痛苦，
已经彻底麻木了。但因为看了《活着》，我要说，这次世界
杯的这一轮预选赛，中国队既然还存在理论上的出现可能那
就是仍然还是“活着”，既然还是“活着”，就应该像“福
贵”一样，球员和球迷都不必太多的怨天尤人，而应该平静
地走下去，不管结局是否有奇迹，也算是“活着”过来的。
即使最终没有奇迹终于失败了，相信中国队仍然会一样“活



着”在亿万球迷心中，虽然球员换了一茬又一茬，也许亿万
球迷不再是曾经的亿万球迷。但一种热爱和渴望会像经流不
息的河水一样继续“活着”再“活着”。

是的，作为一个“活着”的人或作为一个“读者”，《活着》
的故事容易让人有太多的感慨和感悟。而“福贵”不得不让
我感动地屡屡悄然落泪，相信他会在所有的读者心中永远
地“活着”。

但最为一个读者，我不得不佩服作家余华的才华，洋洋八万
多字的故事让人看到了只是一些朴素的辞藻和平实的句段，
却把故事铺展地就像在我们眼前或昨天发生的一样。也许那
就是人们通常说的“画面感”吧。古往今来，谁不觉得“活
着”是颇为沉重的两个字呢？但他笔下似乎只是一种无法逃
避、也无需闪烁的诉说。他没有像某些大作一样不断设置一
些让人云里雾里的悬念或层叠许多剑走偏锋的笔墨，但让人
读着一样有跌宕起伏，有心如潮涌。就如他在《序》里所言，
他是用真诚写作，也许“真诚”就是文学最大的一种魅力。
我想这种魅力是其他的艺术表现形式所没有的。就说这《活
着》，因为某晚的阅读不觉得地浮现了一幕又一幕地画面，
我心里突然来了杂念“如果把它拍成电影会是怎样”？此念
一来我便转而上了网到某电影网搜索。真让我感到惊喜的是，
不但真有这么一部改编的同名电影，而且还是大名鼎鼎的张
艺谋导演的，主演也是公认的实力派演员葛优和当时大红大
紫的国际影后巩俐。可是，当我看了前部分的部分，我就开
始后悔了。是的，电影在我面前展示的是清晰、连贯的画面，
但那些画面似乎并不是作者笔触下的真实画面，更不是在我
看了故事下“活着”的画面。不可否认，葛优和巩俐都是戏
骨子级的演员，但我怎么都无法把他们当做主人公，我觉
得“福贵”始终是书中或我心中的“福贵”，葛优真的是跟
他相去十万八千里。看到后面，我就觉得索然无味了，特别
是因为不断的情节改编，让我觉得张艺谋只是一个成功却也
贪婪的导演。让我觉得气愤和不解的是，为何要把书中是乡下
“地主家少爷”的“福贵”硬邦邦地打造成镇上“大户家少



爷”？明明赌输后的“福贵”落魄为一个佃农，电影中莫名
其妙地变成一个耍皮影戏的“艺人”。或许，张艺谋导演一
心是想着多一点“艺术”或“国际范”吧。难怪人家都
说“现代电影都是商业电影”。总之，我没有看完那部同名
电影，也希望所有看了《活着》原著的读者，不要像我一样
因为一时杂念去看那部电影。怕那样总会凭添一些莫名其妙
的不快。

我想好的文学作品就像一座丰富的矿产，只要愿意去攫取，
就有源源不断的宝藏。我想我以后即使再忙，也会抽空去多
读一些书刊，那样相信我这几年积下的浮躁也会随之慢慢地
挥去。总之，我很庆幸参加了这次“我和父母同读一本书”
的活动，也再次感谢亲爱的女儿给我推荐了《活着》的这个
故事。以后也愿意接受她更多的推荐。因为我相信，热爱学
习的她就是最好的向导。

活着读后感小标题篇八

《活着》是一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的动荡不安下的真实
写照。文中，“败家子”福贵整天游手好闲、吃喝嫖赌，家
里的财产都全部输光，气死父亲之后，浪子回头，我们看到
的是：在混乱的时代湍流下，福贵被抓充兵没能见到母亲的
最后一面，大女儿凤霞因无钱医治而成聋哑，当生活稍许安
定时，却接连遭遇儿子有庆只因热心献血被抽血过度致死，
凤霞生孩大量出血致死，妻子得了不治之症而亡，女婿被砖
活活砸死，就连小孙子竟被豆子撑死，作者将苦难描写得如
此淋漓尽致、无孔不入，似乎要扑灭所有的希望而不给人多
留一丝希望，不管读者们需要多少理智和坚韧的信念去平复
心情。然而，也正是这种极端的苦难，赋予平凡的福贵不一
样的形象，震撼着我们的心灵，激发我们去深思、去打量世
界，去探索内心。

如果不是内容带给我们强烈的震撼，我们可能不会那样去思
索生与死这个平常不挂在嘴边的命题。福贵在命运无情的抨



击下，眼看着家人一个个可怜的离去，直到孤生一人，与老
牛为伴，共度余生。他依然活着，平平淡淡，没有抱怨，没
有欲望，没有结束自己的生命。作者曾说过“福贵是我见到
的这个世界上对生命最尊重的一个人，他拥有了比别人多很
多死去的理由，可是他活着。”这种“不争”也不完全屈从
的生存方式，或许是一种命运碾压之后的生活智慧，是经历
生活洗礼之后的成熟。直面人生之痛命运之难，活着，需要
莫大的勇气和韧性，而此时，活着，更是一种尊重生命的选
择。众多平凡的人或许无法选择和改变他所处的时代，但是
可以选择尊重生命，拓展生活的厚度。

如果不是命运的救恕，我们可能会经不起宿命般的反复折磨
而离去。即使福贵输光家产只能在田地里作出微不足道的劳
动，年迈体弱的家珍坚持在旁陪伴和鼓励，福贵被抓充兵突
然消失后，母亲始终坚信儿子没有再像之前一样吃喝嫖赌；
虽然被冷眼相对过，妻子却始终不离不弃，默默用爱和坚强
支撑着、用温情守护着福贵一家人；子女懂事孝顺，特别是
女儿，即使在硬撑着干活累倒时只是笑笑看着父亲；即使拥
有过命之交的春生跟有庆之死有间接关系，福贵还是在他落
难之时去安慰他……苦难的人生，因为有了这样温情的亲情、
爱情、亲情，而让人有了活着的勇气，有了前行的动力，有
了值得珍藏、回忆的宝藏。我想，这也许就是在经历那些非
人的生离死别，经受苦难的狂轰烂炸与肆意摧残之后，福贵
仍然选择活着，并且是带着善意、平静到有点超然地活着的
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性的光辉，在无边的黑暗中烛照生活，
在凄风苦雨中温暖人心。

满怀一种悲痛读完整本，突然想到：

我是谁？我为谁而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