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季羡林散文集读后感(实用8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
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
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季羡林散文集读后感篇一

书不厚，很快就读完了。久闻季老的大名，以前却很少有机
会拜读季老的文字，对他也不太了解。读了这本书，有了切
身的感受。

他是一个十分趣味的老人。性格坚强，个性鲜明，有很强的
自我做人的原则。他是1911年生的，和我外公同岁。他们那
个年代人的特点就是古文底子十分好。诗词歌赋，信手拈来，
还颇有古代文人之风。说话风趣幽默，经常拿自我开玩笑，
是位开朗的老人。

这些文章基本都是季老80岁以后写的一些人生感悟的随笔，
发表在各种报章杂志上，也有些他给别人写的序言。80岁，
在很多人看来都很老了，应当是安度晚年的时候。他还迎来
了自我的学术生涯的第二春。天天泡在北大图书馆里查资料，
写出了几十万字的讲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糖史》，还翻译了
吐火罗语的《弥勒会见记》。常年的坚持思考，研究和写作，
也许就是他长寿的原因。

这些人生感悟里，季老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应对老年和死亡。
人到了八十以后，肯定难免要思考如何应对死亡的问题。一
方面，季老显得很潇洒。他常说自我在文革里就想自杀了，
是死过一次的人，从那以后的生命都是白捡的，所以并不怕
死。



他研究了中国诗词歌赋里面的三种死亡观，一种是害怕，最
著名的是江淹的《恨赋》，“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
声”。另一种是逃避，竹林七贤里面的刘伶，经常带着一壶
酒，让人抱着铲子跟着他，说，“死便埋我”。第三种是季
老最喜欢也最推崇的陶渊明的顺其自然。他把陶渊明的
诗，“纵浪大化中，不忧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
虑”作为自我的座右铭。

虽然季老无数次的这么说，但从字里行间能够看出来他对生
仍然有种深切的渴望，并没有他自我说的那么超脱。他经常
地思考死亡的问题，反复的谈自我的死亡观，对古代著名文
人的死亡观进行研究，这些都很能看出他的心态。也正是如
此，我觉得他活得很真实，不虚伪。他就是一个跟我们一样
的普通人，对死亡也充满了恐惧和担心。

可能是年纪大了的缘故，所以这些文章里经常重复讲一个思
想。除了谈老年，谈死亡，他谈得比较多的是为人处事，要
处理好三个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思想的关
系。

我觉得季老到了老年还很与时俱进。很能把握时代的脉搏。
他十分关注环境保护的问题，坦言这是21世纪最大的问题。
他感觉西方文化提倡征服自然，这就和环境尖锐对立。要
在21世界解决环境问题，季老认为要用东方的天人合一的观
点。人与自然到达一种和谐共存的关系。

在这方面，季老还是很敏锐的。但天人合一毕竟太抽象了。
如何把这种理念跟现实生活，和此刻的现代化（西方化）的
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找到一条可操作的实用的道路，季老没
有说。这可能也超出他的学术范畴了。

季老这么多文章里，我认为《八十抒怀》写得最好。充分表
现了他向往简约朴素的生活和不懈地追求学术的更高境界的
人生观。文字朴实而优美。一开始就写八十岁生日早上起来，



本来很担心，不明白八十了会怎样样，但看了看自我，再看
看家里周围的环境，一切都很平常，没有什么变化。才发现
八十岁也没什么可害怕的。

这跟我自我过三十岁生日的感受完全一样。29岁的最终一天，
我十分忐忑不安，明天就要进入三十岁了。不明白会怎样样。
可三十岁那天一睁眼，也没觉得有什么异样。人生本来就是
渐变而不是突变的过程。无论是三十，还是八十，九十，都
是我们一生中平常的一天。这种平常心是最好的心态。

季老之后还写了篇《九十抒怀》，也十分真实。那里面写了
社会对他过度的需求。将他一匹垂老的瘦马，当作日产千磅
的大奶牛来挤。他感觉身心都十分疲惫。能够想象，他名声
在外，很多单位和个人都想攀附他的名气来在社会中求提高。
这样对待他这样一个老人，真是太残忍了。

看来季老的文章，感觉自我的古文修养实在太欠缺了。这是
我人生的一大缺陷。不了解中国古代的诗词和文章，就不能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更重要的，能感到季老和所有传统文人
一样，都过着一种诗意的生活。如果随时随地能够把自我生
活写成诗歌，那么生活也就诗化了。在世间诗意的栖息，这
是何等高雅的生存状态！我可望而不可及。期望以后有机会
多读古诗词，还能迈进这样的生活。

刚看完书不久，就听到消息说季老去世了。十分震惊，也很
难过。我外公是去年走的，98岁。季老今年也是98岁。他和
我外公同年生，同样经历九十八个寒暑，又同样的离开了。
而我在他去世之前，这么巧就正好看到了他的这本书。感觉
上和季老冥冥中有些缘分。所幸的是，在电视里看到，他走
之前一天还精神矍铄的给全国中小学生提了，爱国，孝亲，
尊师，助友，八个字。相信他老人家走的时候必须很安详，
充满平安喜乐，没有痛苦。

仅以此文祭奠季羡林大师，期望他如愿回归造化，与天地合



一。

季羡林散文集读后感篇二

假期床头多了本季羡林散文集，有事没事睡前翻翻，感触回
味很多。

季羡林老先生对人生有着不同寻常的体会。他的文章时而让
人感到悲伤，时而又让人不禁笑出声来。那么多的回忆和感
想，把我带入了他的人生。细嚼一下是那么的朴实无华，却
让人回味无穷也。

季羡林老先生从小家境贫寒，但是在学习上，在做学问时他
很执着，每天四点到六点是他看书写作时间，而我正在睡大
觉。文中，他的家乡是无比美丽的：捉知了，摸鸭蛋，清澈
的湖水，一切那么美好。季羡林老先生离乡后，看到异乡的
月亮，却觉得怎么也比不上故乡的小月亮，发出“月是故乡
明”的感慨。季羡林老先生深深地怀念在清华的日子，在老
家的日子，在异国他乡的日子，在他笔下，每段日子都是有
趣的。季老有许多回忆，许多故事，每一个都写出了季老真
情实感，季老为人淳朴重感情。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是那么
鲜活，想必他们的影像日日夜夜浮现在季羡林老先生眼前吧。

季羡林老先生热爱生活、热爱小动物，那篇《老猫》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老猫虎子陪伴了季老14个年头，那只猫暴
烈咬人，但却又温柔敦厚，当“奶娘”，捉来小动物喂“咪
咪”。其间妙趣横生。这儿是趣，那儿是美。“毕竟西湖六
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池塘里，绿叶衬红花，荷花亭亭而立，美不胜收。季荷现
在是挂在我嘴边最多的词。

每一篇文章都流露了季羡林老先生的喜怒哀乐，包含了一个
个人生的道理。看见每一篇文章透露出的怀念、幻想、哀愁
与激动，我感触颇多。每一篇文章都引人入胜，然后又想到



自己，常常感到羞愧，又跟着季老在悲伤时也悲伤，开心时
也开心。

悲惨的事情在季老笔下有丝丝甜意，美好的事情中却又掺杂
着点失望与怀念。吃的盐比我们吃的米还要多的季羡林老先
生对人生有着不同的感悟。一草一木对他来说都好像有生命
一般。处处都是生活的道理呀！

季羡林散文集读后感篇三

已经好久没有特意写读后感了，一直挺喜欢阅读，但也仅限
于看，几乎不写评论或读后感。借这次参加局工会读书小组
活动的机会，又开始重操旧业啦。不过，这次还真全凭兴趣，
可以随意漫谈，而不是当年为了应付老师的作业，刻意地去
拼凑文字。

我这次看的书是《季羡林谈人生》。其实，说来惭愧，对于
季老，这位我国当代学界泰斗、国学大师，让我真正关注他，
对他产生敬仰敬佩之情的，却是在今年，在他98高龄驱去世
的时候。之前，是通过他的著名弟子钱文忠知晓他的。钱文
忠的《三字经》火了，我也买了翻看过，还教年幼的女儿一
起学习背诵。

于是乎，对季老也想有所了解。这次正好局里购置的第一批
书籍中，有《季羡林谈人生》这本书，我迫不及待地把它借
来。常说“书非借不能读”，对于借来的书，我总是第一时
间消化。花了一个多星期看完，大多是在上下班地铁车厢里
阅读的。

这本书是由52篇千字随笔组成，季老用极其朴实的话语谈论
了人生无法回避的酸甜苦辣、进退荣辱。他以一位望九老人
感悟人生的心态诠释我们人生的纷纷扰扰。他对人生意义与
价值的一句评价，深深烙在我的心上。他说：“如果人生真
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



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他还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积极进取、努力改善”是一种人生，“消极沉沦、怨天尤
人”同样也是一种人生，而我们的心境是至关重要的。改变
心境就是寻求内心的和谐。记得温总理曾对季老说过：“有
个问题我考虑很久，我们讲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
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一个人内心的和谐正是一切和
谐的基础，是根本中的根本。”

通读此书，感觉季老先生为人谦逊真诚、乐观开朗、淡泊名
利。虽然社会外界给了他国学大师等多顶名誉光环，但他却
以平和的心态，忘我的爬字耕耘，在80岁高龄以后依旧坚持
每天四点半起床，勤奋写作。虽然身体上、地位上受到严重
迫害，但用他自己话讲，却是精神极其丰富的时候，也正因
为这段时间的空闲，他翻译、著作多篇极有价值的书籍。一
位世纪老人，依旧关注、忧虑这社会的未来，特别对目前人
与自然难以和谐的现象而呐喊。

这本书每篇文字都较短小，语言也通俗易懂，但都包含着人
生哲理。我们这代青年人，生活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
容易迷失方向，容易变得浮躁。在忙碌的工作、学习、生活
之余，潜下心来阅读季老的文章，真能给我们打一针强心剂，
让我们的思想得到洗礼和升华。在此，我也向在座书友特别
是年轻人强烈推荐此书。

季羡林散文集读后感篇四

决定买一本《季羡林谈人生》，感觉自己的知识特别是智慧
太单薄了，而且做事情的时候很迷茫和彷徨。希望能从智者
那里学习智慧。

《季羡林谈人生》，是季羡林（季羡林：北京大学教授、中
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
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谈人生问题的短文的汇
集，是他在望九之年发出的人生感悟。耄耋之年，正是人生



的一个极为特殊的阶段。世事沧桑，从这样一位智识老人口
中道来的人生感悟，如陈年佳酿，沁人心脾。令人爱不释手
的是，季羡林的人生感悟，是以十分简洁、通俗的百姓语言
娓娓道出的，通篇难以找到时下一些教科书式的人生哲学教
材中充斥着的概念和说教。

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季羡林赞成张载民胞物与的世界
观，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点。把自然界看作
是人类的伙伴，对自然界的利用要使用和平的手段，而不是
强制的手段。也就是说，是利用自然，不是征服自然。否则，
人类会受到大自然的报复或惩罚。

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季羡林提出：能为国家、为人民、
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的本性的，就是有道德的人。能够百
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他就是一个
及格的好人。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道德水平越高。百
分之百，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绝无仅有。反之，
为自己着想而不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坏。对待一切善
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二字箴言：
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
忍者，相互容忍也。

在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上，季羡林的化解
之法是，惟有消灭私心，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正是基于这种人生观，季羡林对人生具体境遇的态度，无论
是对人生的不完满、世态炎凉，还是对爱情、老年等等的论
述，都显得豁达、宽容、乐观和实用。人生在世，每个人都
应该认识和实现自己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个意义和价值基
于平实的真理。季羡林的人生哲学也许不是无懈可击的，但
却是平实而真挚、引人向善、切实可行的。



季羡林散文集读后感篇五

许久没有在空间里写写心情，有一个朋友问我，为什么好久
没有见我写的日志，只是因为忙吗？想必这只是一个冠冕堂
皇的理由罢了。解释的多了，有时候往往会有适得其反的效
果。

最近在读季羡林老先生的散文，从谈人生到再谈人生，从人
世间的世态炎凉到为人处世的宽容，着实让自己受益匪浅。
回往过去的日子，留下很多的遗憾，但更多的是自己的稚嫩
带来的种种困惑。他说“人一生要处理的关系只有三种，第
一种是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二种是处理好自己与他人
之间的关系，第三种是处理好自己的思想与感情的冲突。”
我个人认为，第一件事是最容易做到的，也是大家做的最可
笑的，因为我们总是以强盗式的姿态，来对待处理这两者的
关系；第二件事，是大家每天都在忙着处理的，也是大家最
在乎的，我们就是这样，喜欢活在别人的嘴边，为了那一句
并不是发自真心的称赞，我们为之付出的是时间，那些本应
该和亲人、朋友呆在一起的时间。为什么我们总是这样呢？
宁愿浪费大把的时间在陌生人或者仅仅是见面点个头的家伙
的身上，却不愿意将部分时间用来和自己的家人、朋友、爱
人呆在一起呢？我们这是怎么啦？第三种，会因背景、阅历、
性格的不同而不同，思想与感情的冲突是与年龄成正比的。
小时候几乎很少会在这些事情上烦恼，长大后，在做每件事
情之前，或多或少的会去权衡做这件事情的利弊，往往就是
这转瞬间的思考，让我们经历了更多的心灵上的折磨，情感
上的无奈。

三件看似简单的'事情，一辈子又有几个人能真正的懂得，而
我的理解也是那么的浅显，我能做的就是“尽人事而听天
命”。



季羡林散文集读后感篇六

这几天我看了一本路遥的书《人生》。我从看到这本书的`第
一眼，就在想人的一生会是什么样的呢？人生如戏，戏如人
生。也许人的一生就像一道选择题，选择不同的答案就经历
不同的人生。也许人的一生会经历喜怒哀乐、酸甜苦
辣、……各种滋味。这本书的作者是路遥，原名王卫国。
（1949—1992），1973年进延安大学读中文系，而且这本书
还是一个电影，还对马云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这本书让我更
加怦然心动。

主人公高加林没考上大学，用自己的努力当上民办教师，但
他村的“大能人”高明楼开后门让儿子当上了教师，把高加
林职业顶替了。高加林回到故乡，他现在只有一条路——当
农民。过了几天才从残酷的现实中走了出来，他第一天干活
就把手磨出了水泡，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照样干他的活，他觉
得要先苦后甜，只要把最累最苦的活干完，以后什么苦也不
怕。

后来马战胜帮助高加林找到了一个记者的工作，要去乡下一
个村子里，因为是夜晚，还发了大洪水，高加林不管路上有
多么艰难困苦，都会克服种种困难快速前进，脚破了一直在
流血，也没有感到一点点疼痛，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那么
任劳任怨的种地，也做不到在夜里进行调查工作，在学习中
遇到难题，就会放弃，还会各种埋怨，在以后的学习中我要
学习高加林永不退缩的精神，积极乐观的心态。

高中生高加林回到家乡离开故乡，他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
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互相纠缠，催人下泪，十分感人。

人生道路虽长，但往往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时，人生
的道路曲折蜿蜒，有失败，有成功，有挫折，有无奈……如
果走错一步，有可能会影响人的一生。所以我们要好好学习，
制定我自己的人生规划，不管路有多么艰难困苦，我们都要



勇敢的面对，勇往直前。

季羡林散文集读后感篇七

也许真的是“书非借不能读”，尽管久仰季羡林大名，尽管
《季羡林谈人生》就放在案头，我却迟迟未能细读。年前在
电视和网络中，闻年过耄耋的季老说，请摘去他头上的国学
大师等三顶帽子。我还和多此一举的炒作联系起来，至于他
那句“此刻总的是人和政通、海晏河清”(同温总理谈论当今
社会时语)，更是让我等常写时评的愤青耿耿于怀。

带着这种矛盾的情绪，为了完成暑假读书笔记。我拭去《季
羡林谈人生》书面上的灰尘，一篇一篇地细读起来。

前三篇直接谈人生，季老开宗明意，首先点明了写作的年龄
尘埃从“谦虚”：望九之年还不清楚什么是人生。这样的开
头很吸引人，一代宗师，著作等身，国家总理几度探望，执
手相庆;北大不避炒作之嫌，甚至特设“季羡林研究所”。活
到这种境地，还一口一个“吾辈凡人老百姓”，真让我等倍
感惭愧。

改变心境也就是寻求内心的和谐。温总理曾对季老说：“有
个问题我思考很久，我们讲和谐，不仅仅要人与人和谐，人
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一个人内心的和谐正是一切
和谐的基础，是根本中的根本。”联系季老对人生的解读，
一切释然。“用心进取、努力改善”是人生，“消极沉沦、
怨天尤人”也是人生。不懂得满足，不持续心态平衡，又哪
来内心的和谐慢慢品读《季羡林谈人生》一书，他对人生的
感悟洗涤着我内心的芜杂、浅薄。如果不这么细致地读他，
我还真的质疑“摘帽”为“炒作”，读过他，悟过他，才明
白，那不是，而是老人真正的声音，是他智慧内敛人生的真
实渴望。

这些天，我一有时光，就走进老人的文字，去感受那份真实，



去品味“假话全不讲，真话不讲全”的中国式正直。也许有
人还在以“真话不讲全”为由苛求季老，其实季老是不惮讲
真话的：“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
人生一无好处，二无价值。他们也从来不思考这样的哲学问
题。走运时，手里攥满了钞票，白天两趟美食城。晚上一趟
卡拉0k，玩一点小权术，耍一点小聪明。甚至恣睢骄横、飞扬
跋扈，昏昏沉沉、浑浑噩噩，等到钻入了骨灰盒，也不明白
自我为什么活这一生。其中不走运的则穷困潦倒，终日为衣
食奔波，愁眉苦脸、长吁短叹。即使是日子还能过得去的，
不愁衣食、能够温饱，然而也终日忙忙碌碌，被困于名缰、
被缚于利锁。同样是昏昏沉沉、浑浑噩噩，不明白为什么活
这一生。”如此直截了当的批判式揭露，酣畅淋漓，痛快而
又入骨。

读了《季羡林谈人生》，感觉很是中的，一向渴望与一位知
天命以上的老者交流一番，不是平常那种与上上辈人的闲谈，
而是真正谈谈人生中的许多对我来说还很懵懂浑噩的东西。
而这位望九之年的老先生能把对人生的感悟分享出来，于我
似久旱之甘雨，润心润肺。有些东西，在这个纷乱的世界，
我们来不及沉淀，在忙碌无为中忘记思考，甚至有些人已然
根本不会去思考了。但在我的内心深处一向留有一个位置，
存放它们。是季先生帮我拂去了存放它们的箱子上的灰尘，
重新将它开启，并确认了它们的存在与正确。季先生乐观地
相信人类会到达大同之域，为此，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为推动
人类发展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作用，只要抱有这份职责感，
那么个人存在的价值和好处也就找到了。

季羡林散文集读后感篇八

《季羡林谈人生》由数十篇千字随笔组成。以前看到谈论人
生的文章，大都是“主义”一统，“口号”满篇，而季老先
生用十分朴实的话语谈论了人生绕不开的酸甜苦辣、进退荣
辱，语言朴实无华，但从一个“看惯了人生百态，明了了世
间春秋”的世纪老人笔下绘出，渐觉启迪之意非同寻常。



人生的真谛是什么？这是哲学永恒的话题。季先生强调，对
人生问题的思考不是那些坐在神圣殿堂里的哲学家们的专利，
“吾辈凡人”也要扪心自问：你为什么活着？人无法选取生
与死，但人不能总处在被动和糊涂之中，我们应有所作为。

先生思考人生的见解是独到的。但他并不特立独行，只是从
不人云亦云。在人生的旅途上，上天给了每个人不一样的天
时、地利、人和，如果个人的经历是一个个句点，把点连成
线便成了走过的人生。人生的契合就应在线上而不在点上，
或许一样平淡无味的连成直线，或许一样跌宕起伏的连成曲
线。先生走过的人生道路无疑是曲折的，这无数条曲线迂回
蜿蜒，爬满了老人往昔光泽红润的脸。饱经沧桑的他告诉我
们：“不完满才是人生。”

整本书读完，发现人生总是有潮起潮落，但是在任何时刻都
不能放下。发现作者最终的成绩，离不开他年轻时候的努力。
在清华期间偶然的旁听课，影响了他的一生，在德国期间因
为二战自我无法回国，但是正是这段时光奠定了其学术基础。
这个和乔布斯有类似性，谁明白乔布斯在大学时候旁听了书
法课而迷上了书法，之后苹果的字体影响了世界。人生有很
多的偶然性，但是也有其必然性。无论如何，努力是务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