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最好的告别读后感(优秀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
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最好的告别读后感篇一

看了美国作家阿图·葛文德所著的小说《最好的告别》，几
度想哭。小说原名为being mortal作者是名医生，他在书中
写到医生和病患的关系，书中笔墨大多在老年社会学问题上。

近年来，全球老龄化问题日益显著，各个国家也在积极地解
决老龄人“衰老与死亡”的问题。面对老年人生活习惯以及
不能自理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从古至今，每个人仿佛都在
追求“长生”，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都在进行自我欺骗。

作者的父亲也是名医生，年暮之人不愿承认自己衰老的事实，
即使人老了，也想保持自由，不愿被限制，更不愿让别人照
顾自己，害怕成为家人的负担。只有在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时，
才会接受别人的帮助，甚至在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也不
希望全身插满管子，那样对病人来说，实在痛苦。

作者用发生在自己身边活生生的例子告诉我们如何尊重病人。
可是现在有许多家庭一再违背病人的意愿，不惜付出一切，
挽救病床上的亲人，哪怕病人苏醒过来，成为植物人，家人
也情愿。

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件事，同事外公去世前，那会老人已经意
识不清，在昏迷中。医生问老人的三个女儿接下来继续手术
还是用药物，老人的三个女儿知道父亲的病情，她们不希望
父亲在生命的最后还在疼痛中度过。她们是我见过的最理智



的病患家属。

之前看过一篇文章，人在生命的最后能感受得到疼痛吗？答
案是能！子女为了让父母多活一天，宁愿让老人身上插满管
子，有些家庭不惜倾家荡产，他们这么做是极不理性的。我
家也面临着祖母的养老问题，她年事已高，身边没人照顾，
爸妈又不能时刻在她身边，她走路倾斜容易摔倒，如果真有
那么一天，几乎没人知道。

今天坐车回家时，一位老人走路不稳，颤颤巍巍的，听力不
怎么好，和乘务员交流都是问题，他独自一人坐车，旁边没
有家人陪着，看到此，我眼睛湿润了。老人的境遇让我想了
许多，儿女也需要工作，没时间陪老人看病，让人有点心酸。
可见养老问题，现在急需解决。

央视主持人撒贝宁在一次访谈中，回忆到他最后悔的事情，
便是把父母接到了自己身边，想着能更好地照顾他们，却适
得其反。父母离开了生活了几十年的家，来到他的新家，从
熟悉的环境到陌生的环境，他们一直在努力适应，生活的并
不顺心，但又不想给子女造成困扰。

现在好些年轻人把年迈的父母接到身边，不管他们能否适应，
不问他们的想法如何，只是单纯地认为自己给父母安排的就
是最好的。何为“孝顺”？让父母的老年生活里高兴顺遂，
不强迫他们尊重他们的想法，方可称之为“孝顺”。

作者阿图葛文德在小说中描写到医患关系有三种，分别是：
诊断型、咨询型、解释型，作者在书中还写道：对于医学工
作者的任务是什么……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是保证健康和生
存，但是其实应该有更远大的目标——我们的工作是助人幸
福。

真希望国内和国外一样，也有专门的“临终”服务，这个词
听起来不怎么吉利，可确实是医院所不能呈现的服务。“临



终服务”的工作人员。他们受过系统的训练，也懂得基本的
救助常识。他们从病人的心理出发，站在病人的角度去想，
他们并非只将“病人送走”，而是在病人的有限时间里提供
更优质的服务，让病人心情愉悦地度过生命的最后。最开始
读到作者所说的“临终”服务时，我不太能理解。总觉得国
外人没有人情味，病人还在病床上，便想着接下来的事，未
免太操之过急了。

读到作者所写的更多病例，越来越能理解作者所描述的“临
终”服务了。截止到目前，国内的医疗水平还赶不上国外，
但国内的医疗水平也在继续发展，预计以后老年人老有所养，
老龄化问题都不是问题了。

最好的告别读后感篇二

医学发展至今，能够医治的疾病不足30%。就一个简单的感冒，
最终是靠自身的免疫力扛过去的，所谓的各种感冒药不过减
轻症状而已。

医学有很多的局限，衰老与死亡是医学不能承受之重。我认
为现在是，将来也是。即便科技的发展使得人类可以长生不
老，估计医学的伦理也不允许。人类如果踏破伦理的底线，
必将很快自取灭亡。

而我们对医学抱有的种种幻想，使得我们在某一天因为衰老
而丧失身体的某项功能，或功能减退后，无法接受事实，而
寻求医学干预；当有一天我们知道自己或亲人的生命即将走
到终点的时候，或因为疾病，或因为意外，或仅仅是生命正
常的进程，我们又去寻求医学干预。

尽管我们内心也知道，衰老与死亡是人生的必修课，但真正
面对的时候，所能想到的只有寻求医学帮助。

于是医学被赋予了生命最后的意义，我们中的大多数，在生



命的最后，孤零零的躺在icu，身上插着各种管子，血液里流
淌着一种又一种的化学药物，见不到自己想见的人，完成不
了自己未尽的愿望，跟一群陌生人在一起，在各种仪器“滴
滴嗒嗒”的嘈杂声中，花着毕生的积蓄，苟延残喘几天，最
后以一个不起面的方式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

医学连一个普通的感冒都无法治愈，怎么可能逆自然规律而
让人起死回生？尤其是现如今患病率增高的癌症。其实，大
家都明白，但似乎都不想点破这个事实，医生知道，患者及
家属也知道。

在我们生命旺盛的时候，我们没有思考过死亡，在我们突然
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又不知所措。

阿图·葛文德医生的《最好的告别》一书，以一个外科医生
的视角，带我们思考了衰老与死亡，通过几个真实的故事让
我们体会了生命的最后我们需要做什么，医学需要做什么。

在书中阿图医生认为，“现代科学深刻的影响了人类生命的
进程。跟历史上任何时代的人比起来，我们活得更长、生命
质量更好。但是，科学进步已经把生命进程中的老化和垂死
变成了医学的干预科目，融入医疗专业人士‘永不言弃’的
技术追求。而我们事实上并没有做好准备去阻止老弱病死，
这种情况令人担忧。”

“在过去几十年里，医学科学使得数百年来关于死亡的经验、
传统和语言过时了，并给人类制造了一个新的困难：如何死。
”

《最好的告别》一书中，好多个案例的主角，最后选择的善
终服务，放弃了医学的干预。他们最后在安详和圆满中走完
了生命的最后一程。也有的人放弃医学干预后，活着的时间
远远超过了医生的预期。他们中的大多数，在生命的最后选
择和家人在一起，完成了他们最想做的事，美满的过完了一



生。

“无论我们面临怎样的局限和阵痛，我们都希望保留我们作
为自己生活篇章的作者的自主或者自由。这是人之为人的精
髓。”

是的，生命的最后，尽管我们知道时日不多，但生而为人，
我们还需要有尊严的活着。尽管需要帮助，但我们仍需要是
自己生活的主导者，而不是躺在病床上任由医护人员摆弄的
一堆肉体。精神失去自由、自尊的痛苦不亚于肉体的痛苦，
而这也足可以摧毁一个人。

“无论是由于年龄还是健康不佳所致，随着能力的衰退，要
使老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往往需要警惕认为医学干预必不
可少的想法，抵制干预、修复和控制的冲动。”

生命最后，医学过度的干预，就是在缩短、恶化余下的时间，
可是这个事实好像并没引起什么注意。

生命的最后，医学该做什么？生命的最后，自己及家人该做
什么？这是一个值得去思考的问题。

“生有时，死有时”---当我活到头的时候，我希望能平静地
面对生命的终点，并且是以我自己选择的方式。

最好的告别读后感篇三

关于人生的思考，早已是耗尽心神，尤其在某些时刻，我会
反复深究活着的意义。从很多个角度去思考，在不同心境下
去思考，最后得出的结论竟都是悲观的。于是最终也没能想
得明白，所以开始试着翻阅一些相关的书籍，或许还是想要
试图找寻一下人生的意义。若是不幸，是否还值得活着。

这本书写了关于对待死亡的看法，更多是关于养老善终的问



题。其中的一些数据和观点，在当前社会环境下是很精准的，
探讨出社会环境背后孤独老人的赡养问题。并且在医疗方面
给出了一些见解，他认为死亡是一种自然规律的过程，不需
要刻意避忌。医疗中救治失败也不该是医生的无能，而是对
生命的尊重。这些观点在我读来很是赞同，但是却与我相去
甚远，似乎我的人生并不在他所描述的环境里。

我时常胡思乱想，想到年老后独自一人，当身体机能开始退
化，慢慢的心脏衰竭，走路，吃饭都变得困难，再有可能换
上老年痴呆，这是我最害怕遇到的事情。我一生自负，努力
维持高尚的品格，等到老了，吃喝拉撒都不能控制，这于我
而言是一种莫大的耻辱。

书中还提到一个观点，大致意思是人活着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都追求一个超出我们自身的理由。对人类来说，这是一
种内在的需求。这个理由可大可小，可以是为了家庭、国家，
也可以是为了投身一个爱好、照顾一个宠物。重要的是，在
给这个理由赋予价值、将其视为值得为之牺牲的同时，我们
赋予自己的生命意义。细细想来，我也很是赞同。但有些时
候是找不到那个理由的，或许还在寻找的途中，便已经被拖
垮，然后突然放弃了。一个人有生活的意志，必定是后面有
责任将他向前推进，前面有欲望吸引，两者若是都没有了，
生或者死都无所谓的。

很多人在听到死亡的时候，都会表现出一种缄默，以一种安
静、压抑、低沉的悲伤表情来面对。或许是出于礼貌。即使
真心感到难过，也只是难过于“我”这个活着的人，而我觉
得应该难过那个离世的人。我一直觉得在情绪中的感情是很
难共通的，若是没有同样的经历，没有同样的共情能力，无
论表现的多么痛苦，都是和亲历者的痛苦不可并论的。他们
难过的是话题引申至此的那一刻，而我的难过是持续的、真
实的感受。年长者或是结婚生子后的人，与青年时失去亲人
的感受也是不尽相同的。他们那个时候的脆弱是有其他亲人
相伴，是有家庭这个精神寄托的。痛苦是真实的痛苦，但不



至于会完全崩溃，因为还有所爱和被爱的人需要陪伴。而青
年人是在需要依靠他人的时候，这个精神上的寄托突然消失，
整个人也就跟着空了。人在虚弱无助的时候，特别想要别人
的关心呵护。可是这个时候很多人是得不到那份关爱的，所
以会渐渐失去希望，把自己封闭起来。总之最后都会觉得活
着也是孤独，不如放弃更轻松一些。

这个社会从来只要我们好好活着，却没教过我们如何安心的
死。所以活着的时候努力追求欲望，以至于活得非常辛苦，
死的时候又留下许多遗憾。

作为第一本直面死亡话题的书籍，它是一本有见解有深度的
著作，很多观点与当下环境也很是契合。但是不太适用于我。
不过前面提到的为活着找一个理由，我欣然接受。想来想去，
实在没有什么理由，无论是大的原则还是小的爱好，我都毫
不在乎。不在乎的事情，做来是没有意义的，也没有坚持下
去的欲望。好在唯独算是有些喜欢文字，不如着手为一些人
写本回忆录。我记得有一个说法，人的一生有三次死亡，第
一次是他断气时，从生物学上他死了。第二次是他下葬时，
人们来参加他的葬礼，怀念他的一生，在社会上他死了。第
三次是最后一个记得他的人把他忘记了，那时候他才真正地
死了。我自己是很不想再被人记起的，但是我却不想我爱的
人被遗忘。

回顾漫长岁月，记忆里几乎全是可悲之事，已使而立之年的
我形如枯槁。如今身体状态更是每况愈下，记忆也变得不好
起来，时常回忆不清某些片段。我怕再过几年就真的什么都
忘记了，所以趁着现在还能思考，抓紧把它们记述下来。用
自己浅薄的`笔法为我爱的人写上一本回忆录，写的好与不好
无关紧要。本身也不是为了流芳百世，只是希望能在我记忆
退化后，给我一些提醒的帮助。

人生一程一程，迎来送去无数人。无论是怎样的过往，最终
都化作虚无。意义本身也只是针对活着时候的想法。死亡，



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我要我们的终点在同一时刻结
束。

最好的告别读后感篇四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还在为实验挣扎。抱怨实验的辛苦，一
个疏忽就导致实验失败影响进程，被师兄指出无数个大大小
小的问题。甚至拿起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完成一次作
业.......可读的过程中，为作者一次次地思考所吸引，不断
陷入沉思，也好几次因为深受震撼而分享给朋友。充满焦虑
而活着的我们，把“活在当下”这句箴言嚼来嚼去，也没有
压榨出多少真实的力量给自己。反而和此书一起探索死亡时，
才一步步明晰了“活着”的珍贵。

人类因为惧怕死亡而不断向医学科学寻求方法，为阻止或延
缓死亡进程付出了十足的努力。如今我们终于可以做到协助
各个器官的运行从而维持生物体的运作了。安全和生存，这
个一直以来医疗工作的目标，鲜少受到质疑。但作者提出，
医学还很年轻，年轻到它刚刚意识到，人作为一个整体生存
在这个世界上，靠的不仅仅是生物体的机械运作。愿景，有
尊严，与他人的联结，真实的感知体验，它们一并支持着我
们的存活。我们一直以来忽略的重大问题终于被科学地论证：
仅为延续物理学上机体的运作，舍弃人对活着的真实体验，
反而会从总体上促进整个过程的恶化：没有幸福感地存在，
没有尊严地死去，以及亲属更沉重而痛苦地怀念。

本书讨论了死亡的现代经验。“作为会老、会死的高级动物
是怎么为自己的生命画上句号的？医学如何改变了死亡体验
却又无法改变死亡的牌局？我们关于生命有限性的观念产生
了怎样的迷茫？”诚然，讨论死亡是需要勇气的。作者系统
地为我们阐述了当今社会对衰老或疾病的处置方式是有待改
良又缺乏思考的。老龄化现状、养老院和救济所的发展、医
患关系的固化、善终服务的觉醒，同时也探讨了什么是真正
的勇气，生命的体验和价值感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怎样从



多做转向少做。谈论死就要把生讲清楚。在其中我深有感触
的是：我们都追求一个超出自身的理由，这给了我们生的意
义。当面临死的时候，我们真正在意的是能否达成这个目标。
所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医生的任务是带领病人思考什么是
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为了这个目标可以放弃什么，从而做
出适当的干预。病人得以在最后的阶段有尊严地生存，也更
加能接受病痛和失去的遗憾。“善终不是为了好死而是好好
的活到终点”。

我们在意的不是怎样在这个世界存活更久，而是从最初到最
后，我们是否能自由地把自己的故事写地圆满。圆满取决于
我们是否变成了塑造的自己——这是灵魂的诉求。把视角从
生物学生存的本能转到对心灵的尊重和保护，在我看来是绝
对的壮举。自主是什么，自由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生命
天生互相依赖，受制于远远超出我们自身控制力的力量和情
形。”当任何有机体都无法真正战胜死亡恶魔的时候，我们
在探求如何优雅地跨过生命的终点。

这本身就是一件智慧而优雅地探索。也是人性超出生物性的
光辉所在。我们不仅要有质量地活着，我们也有勇气面对死
去，因为生命从未因短暂而虚无，而是因自由而强大。

回观自己身边的例子。从前劝说父母定期做全身检查，他们
总是推辞，借口是：“万一查出什么不治之症，心态会比身
体先承受不住了。”我也只曾在很小的时候，因无意识的睡
眠和死亡如此相像，在睡前会体验到死亡的恐惧。但之后就
忘记了思考。我们每个人都在逃避。等死亡真正来临的时候
却来不及做出最明智的选择。无数人没有在最后把握自主性，
这是个人的缺失也是社会的悲哀。

读完此书，我深有启发。不仅把它分享给了父母（妈妈已经
读完了）和朋友，也改变了自己的很多观念。首先我意识到
此时我虽是“时间富商”，认为生命具有无限希望和可能性，
却从未真正珍惜身边的亲情和美好的瞬间，总是充满焦虑和



苦恼。

“活在当下”中最重要的不是当下，而是“活着”，因为活
着我们才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感受，冰激凌和酸奶有无限次品
尝的机会，而读到作者父亲在生命的倒数第二天最后品尝了
它们时，我仿佛真实感受到了那种遗憾。实验中有很多问题
要解决，但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没有尽最大能力去思考和准备。
但这时有很多人连舒服过一天都没法实现，我也会走到那一
天的。人无论如何都要离开，写什么样的故事做什么事情，
都是被允许的。世界不会给我们评判个高下。但我们应该没
有任何理由地珍惜存在，因为它有终点，它给我们每个人的
时间不多。思考死亡而没有进入虚无主义，是作者讲述的成
功之处。

当然，这个觉醒过程依旧漫长，把善终服务发展成一项成熟
的工作，改变养老机构单一的运行机制，让医生关注到病人
的生存质量而不单单是生命指标上，包括人们面对至亲至友
离去时主动探讨死亡的勇气，所有的努力都处在一个刚刚开
始的阶段。疾病、衰老和希望当然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
它的启发力量足以推动医疗、社会的发展，给我们源源不竭
的启发。

最好的告别读后感篇五

读书最大的好处，就是为你打开了一扇心灵之窗，让你的心
胸和视野变得开阔。哪怕足不出户，也能静坐于世界的一隅，
从别人的笔端去了解一个你未知的世界；当人生困顿之时，
它有时会像一盏明灯，为你照亮前行的路。

“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对于衰老和死亡非常忌讳谈论，虽然
知道那是每个人必然的结局，也因此，我们从来没有做好过
充足的准备。

如何面对自己的老去，如何面对父母的疾病和终有一天要离



去的事实，我们觉得不说、不想、或是刻意回避，也许就不
会有到来的那一天。

很感谢遇到这本书，内容浅显并不难理解，我在阅读的过程
中却投入了太多的情感，很多次忍不住泪流满面。我们不愿
提及和面对的背后，恰恰就是我们不知如何处理自己对所爱
的人的情感，不愿面对终有一天要到来的离别。

有质量有意义地活着，体面地离去，才是我们此生终极的目
标。”

——上述这段话，是我读完《最好的告别》后写在微信阅读
上的一段读后感，无意中翻阅，心中五味杂陈。

一向身体康健的父亲，突然被脑梗击倒，即使救治及时，亲
人日夜陪伴守护，也只是仅仅挽回了他生活基本能够自理，
认知却全面倒退的中风后遗症的结局，再也无法恢复清晰的
思维和伟岸挺拔的身姿。

医生给出的结论是：“病人的情况只会越来越差，无非是靠
家属用心陪护和看病情延缓的速度，这病，不可改善与逆
转”。医疗诊断报告，就仿佛是一纸法院死缓判决书，对我
来说无异于当头棒喝。

我渴望奇迹出现，渴望回到过去，父亲还是那个永远温和睿
智，永远健康挺拔的父亲。可是现实是，父亲再也无法准确
地叫出我的小名，只是含糊地说我是他的最亲最爱的亲人。

面对中风后日渐羸弱的父亲，每次见面都让人无比心疼，在
老迈与疾病面前，我居然束手无策，甚至几乎失去理智。正
是在无比彷徨的时候，我邂逅了这本书阿图·葛文德的《最
好的告别》，它让我内心渐渐回归理性，通过阅读拓展了认
知面，从而能以正确的心态正视生命与死亡。



当亲人独立、自助的生活不能再维持时，我们该怎么办？在
生命临近终点的时刻，我们该和医生谈些什么？应该如何优
雅地跨越生命的终点？对于这些问题，大多数人缺少清晰的
理性观念，而只是把命运交由医学、技术和陌生人来掌控，
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这艰难的时刻。

《最好的告别》不只讲述了死亡和医药的局限，也揭示了一
个人可以如何自主、快乐、拥有尊严地活到生命的终点，让
我第一次对“善终服务”“辅助生活”“生前预嘱”等一系
列作者推崇的理念有了初步的了解，也得以对生命有了深入
的思考。

它让我承认那些我们曾刻意回避的场景，其实每天都在我们
身边真实地发生。它让我正确对待疾病可能带来的风险和伤
痛，以及如何理性地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善待生命，从而让生
命活出不一样的意义。

结婚的那一年，我为自己买下了人生的第一份寿险保单。

三十岁的那一年，我开始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了重疾保险。

四十岁的时候，我开始在心里为自己开出遗愿清单，然后一
项项勾除。

我希望自己生命中每一天，既要充实快乐，又要理性从容。

脑海里只有一个画面，人生终点，我要让自己不留遗憾。

我想，这是出于对自己人生的主动思考和规划，看似悲壮实
则理性。

能马上实现的事情，不要等到明天；能善待的人，不要去辜
负。



疾病和不可预测的风险，你永远不知道哪个先来，但是你可
以做好防范措施，在自己能力允许范围内，不为亲人添忧。

当你足够尊重自己的生命时，其实也是在尊重他人。

我爱父亲，也深深了解他。

遗憾的是，在他身体健康和思维清晰时，我们从来没有谈及
过他对生命最后时刻的预期和安排，或许是我们内心的忌讳，
或许是我们在刻意回避，以为永远不需要面对那样的时刻。

等我意识到它是我对父亲的一种爱与尊重时，父亲已不能清
晰地与我沟通与交谈了，它将成为我一生中永远的遗憾。

我一直以为，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生命的起源，若是能够选
择或交代离世的方式，也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尊重与善待。

我特别欣赏在生命面临疾病威胁时从容不迫的人，其实直面
疾病与生死时，如何客观理性地克服恐惧，采取正确的举措，
是一个人长期的必修课程，我们不应回避。

我们在时时对生命礼赞时，不要忘了那生命的终点终将来临，
假如从生命的最后一刻往前倒推，相信每一个生命都会有不
一样的感悟与思考，反而能活得更加精彩从容。

西方文化有时确实比我们的固有传统更加理性和先进。当社
会发展进步到一定的阶段，医疗技术突飞猛进，我们对生命
的质量与意义也有了更高的预期和更深层次的思考，这也恰
恰代表了时代的进步。

仅仅是一本书，生命的成长或许就是在不断地学习与反思中
得以推进吧，它是我人生中的一个章节，教会我如何爱，如
何善待生命，如何与世界做最好的告别。



我在读书，也在阅读生命的意义，更是在心里一遍遍温习对
父亲的爱，那些可能成为遗憾的遗憾，希望通过爱的传递降
到最低限度。父亲也许无法再清晰表达内心的感受了，可是
在他有生之年，他一定还能感知我对他深切的爱，让我以爱
之名，让爱延续。

终有一天，我们要与这世界握手言和，终有一天，我要与你
道别，无论爱与不爱！

所以，有生之年，请好好珍惜你身边的朋友与亲人，因为，
一别之后，也许永不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