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追寻读后感 追寻生命的意义读后
感(优秀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
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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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寻读后感篇一

《追寻生命的意义》的作者维克多?e?弗兰克尔是精神医学家、
心理医生、犹太人，二战时期被投入奥斯维辛集中营。出狱
后他根据狱中经历，总结出一套意义疗法，用于治愈神经官
能症，效果很好。

一：作者没有用大量笔墨放在奥斯维辛的酷刑、苛责及死亡，
而是通过几个事例说明了狱中生活的残酷与磨难。

狱中经常进行的“换营”，病弱及无力工作的俘虏被淘汰送
往煤气间或火葬场，淘汰的方法是全体俘虏群殴或分队格斗，
想想都觉得血腥;俘虏没有名字，只有编号，这编号就刺在皮
肤上，或绣在衣裤上，在换营队伍即将离去时，如果有可能，
每个人都会尽可能想办法弄到另一个“号码”来代替他加入
换营行列。按照作者的描述，这些犹太人被关进集中营之前
基本都是社会精英，道德感很高的人。在这屠宰场一样的集
中营里，人被剥夺了尊严，道德就成为最没用的东西，每个
人想的是自己或朋友尽可能活下去，为此不惜采取各种卑鄙
的手段。

文明的行为只会发生在文明的社会，文明的社会会催生文明
的行为，惟愿世界越来越美好。



二.什么样的人能活着走出集中营呢?

作者说他们中的精英都没能挺过奥斯维辛的磨难。活下来的
是三类人：

第一类就是“酷覇”们。一般来说，这些人是俘虏中最残暴
的人，由纳粹警卫挑选出来或者他们毛遂自荐，他们的个性
恰恰适合担当这酷虐的角色。如果工作不力，他们还会被刷
下来，因此他们格外卖力，打起人来，比纳粹警卫还狠。因
效忠纳粹，他们在狱中的待遇格外好，成为俘虏们羡慕的对
象，只是不知道出狱后这些人境况如何。记得几年前看过
《朗读者》，女主角因做过纳粹看守而受审，估计“酷覇”
们后来的日子并不好过。人真的不能为了一时一事的'好处，
做丧尽天良的事情。

第二类存活下来的人是那些为了生存毫无顾忌，或偷或抢，
甚至不惜出卖朋友以自保的俘虏，因为唯如此才能活下来。
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那些劫后余生的人都不愿意谈论狱中的
经历，因为不堪回首，因为再也不能接受过去的自己，没有
那段经历的人是无法感同身受的。就连这本书的作者最初也
想匿名出版的，但考虑到真实性才是其最大的价值，作者才
鼓起勇气，公开陈述他的信念。

第三类人是像作者一样，尽快认清现实，适应环境而侥幸生
存下来的人，如作者所言，带有很大的运气成分。为了让纳
粹和酷覇相信自己能做苦工而不会被送往煤气间，他每天用
玻璃刮脸，腰杆挺直，以使自己看起来气色良好，完全能胜
任工作;作者还利用自己心理医生的特长帮助酷覇，分析他在
爱情和婚姻上的难题，提出治疗建议，以此博得酷覇的关照，
躲过了几次被送往煤气间的厄运;就餐时还能得到豌豆汤，得
以度过了黑暗无光、忍饥挨饿的日子。

这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即使在夹缝中，仍能攻破缝隙，露
头喘息，找到自己的天空。



追寻读后感篇二

读完了弗兰克尔的《追寻生命的意义》，思绪有些乱，也许
是让我触动处太多，无从一一思考。但总感觉有东西要冒出
来，虽然不成熟，但还是写了下来。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以物质来衡量成功的社会里，但对这种
成功的追求与获得并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满足，反而使人们
心底的空虚感日益加强。常常脑海中会冒出这样的问题“我
这样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生活能够给予我什么?……”，若
像这样不能找到生活的意义，不知道目标，人就会逐渐地迷
失在生活中，又因为目前社会人们生存压力加大，竞争日益
增强，人们会逐渐产生消极的观念，抑郁的情绪。

也许应该像弗兰克尔提到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生活态
度的转变，我们要这样问自己“我们能够给予生活什么”，
明白生活对我们的期待，然后认真生活下去，让生活来慢慢
揭示答案。

这让我想起了《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留给瑞德的
信，“希望是件好事情，也许是世间最好的事情，好的事情
从不会逝去”。正是安迪对生活的希望，对自由的追求，才
让他在监狱里能够默默承受冤屈而生活了二十年。

另一点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弗兰克尔提出的“人的存在的
自我超越”的观点，人越是投身于所爱的事业或人，对自己
越是遗忘得多，他就越能实现自我。这可以从《追寻生命的
意义》这本书的成功看出来，本是准备匿名发表的这本书比
作者其它以真名出版的著作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越是执着于
对成功的追求，反而离成功越远;越是看重自我，追求自我的
实现，那么就永远实现不了自我，只有超越自我后，才可能
做到实现自我。

这与阿德勒在《超越自卑》中提出的合作精神相似，在生活



中的三个主要问题，职业、社会和性上，人只有对其充满兴
趣，乐于合作，而不是把中心都放在自己身上，把自己看得
高于一切，那么最终就会取得成功。

人的潜力是无限的。我想每个看到这本书的人，当想象若自
己在这样的集中营生活，肯定没有几个能够相信自己可以活
下来，但是实际有人做到了。只要你想，你就可以做到。就
像当初看《肖申克的救赎》一样，没有人相信安迪能够用一
把小锤子凿出一条可以逃生的道路。

人的潜力是没有局限的，更不是天生注定的，只要肯去挖掘，
每个人都有成功和飞跃的机会。

1.《追寻生命的意义》读书笔记

2.关于《圣经》的读书笔记

3.关于简爱读书笔记

4.关于读书笔记写法

5.关于红楼梦的读书笔记

6.关于笑猫日记的读书笔记

7.关于《神秘岛》读书笔记

8.关于教育教学读书笔记汇总

9.关于什么是读书笔记

10.关于繁星春水读书笔记



追寻读后感篇三

书中处处流露着他真实的自我，有大多的感悟，值得我们去
学习：

1、意志和精神是任何抉择的根本

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唯独人性最后的自由，
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选择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
剥夺。有待抉择的事情，随时随地都会有的，人无时不刻不
在做出抉择。而你的抉择，恰恰决定了你究竟会不会屈从于
强权，任其剥夺你的真我及内在的自由。从这个角度上说，
一个人之所以变成怎样的人，其实是他内心抉择的结果，而
非纯是环境因素使然。环境只能影响人，但不能决定人。任
何人无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根本上都可以凭他个人的意
志和精神，来决定他要成为什么样的子。

2、痛苦存在的意义

如果人生真有意义，痛苦自应有其意义。痛苦正如命运和死
亡一样，是生命中不可抹杀的一部分。没有痛苦和死亡，人
的生命就无法完整。

一个人若能接受命运及其所附加的一切痛苦，并且肩负起自
己的十字架，则即使处在最恶劣的环境中，照样有充分的机
会去加深他生命的意义，使生命保有坚忍、尊贵、与无私的
特质。否则，在力图自保的残酷斗争中，他可能因为忘却自
己的人性尊严，以致变得与禽兽无异;险恶的处境，提供他获
致精神价值的机会，这机会他可以掌握，也可以放弃。但他
的取舍，却能够决定他究竟配得上或配不上他所受的痛苦。

3、追寻生命的意义

一个人不能去寻找抽象的生命意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



天职或使命，而此使命是需要具体地去实现的。他的生命无
法重复，也不可取代。所以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也只有他具
特殊的机遇去完成其独特的天赋使命。生命中的每一种情境
向人提出挑战，同时提出疑难要他去解决，因此生命意义的
问题事实上应该颠倒过来。人不应该去问他的生命意义是什
么。他必须要认清，“他”才是被询问的人。每个人都被生
命询问，而他只有用自己的生命才能回答此问题;只有以“负
责”来答复生命。

追寻读后感篇四

历时一个多月，兜兜转转终于看完。虽然是一本论文集，但
几乎做到了篇篇出彩，本书新在民族性，新在在吾等非主流
民族视角来看待诸多问题，这是难能可贵的触碰点（姚老师
真是很有想法且敢说）。

以前读罢姚老师和袁剑老师关于拉铁摩尔的文章，破除了在
汉地所受教育中的中原迷思，能够直视吾族所处之内亚。现
在读完这本书，对儒学的地位的相关思考因而产生。儒教在
内地的统治作用尚有彰显，可是放诸内附外藩，效用几乎为
零。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王朝的疆域控制能力与汉唐软弱涣散的边
疆治理形成鲜明对比，究其缘由，还是前者因时因势治理的
变通式治理能力较强，能够巧用本地资源并因势利导，而非
一味强力推进汉化，强迫统一式治理。

读这书的时候，脑海中多次回想新清史对于清朝推行的内地
的儒教与外部藏传佛教的双轨制治理模式的多次探讨与言说，
（借用双轨制一下哈哈哈）思虑良久再结合这本书的主旨意
识，豁然开朗的同时，对这种模式有了更深的体悟。



追寻读后感篇五

在集中营中，囚徒的所有财产和权利都被剥夺，不仅饥寒交
迫，而且随时会有死亡的可能，被判定体弱有病的囚徒很快
会进毒气室，在这里，生命显得格外渺小脆弱。可是据弗兰
克尔观察，身体不那么强壮，却有丰富的精神活动的人，似
乎更容易幸存下来，他本人就是实例。对妻子的思念和爱，
让他在脑海中无比清晰地勾勒出了她的形象，并与她生动有
趣地谈笑。爱，超越了时空甚至生死的阻隔，给拥有爱的人
带去了内心的充实和强有力的支持。“将我像封条一样置于
你的心上，爱，就会像死一样强壮。”

过去的甜美回忆，同样能给困境中的人们带来安慰，也许只
是曾有过的微小的成功，也许只是一次普通的家庭聚会，可
曾感受到的喜悦和满足，留在了这些回忆中，弥补和滋润了
人们在现实中的空虚痛苦，更重要的是，指向了未来的希望：
将来，我们会再次拥有这些幸福时刻!

为了活下去，囚徒们小心地节省食物，从死者身上“交换”
衣物，调换转移到其它集中营的名单(这更像是命运的赌博)，
冷漠地注视着其它人的痛苦和死亡。即使在这种文化和道
德“冬眠”的环境里，人们在动物式的生存本能外，却神奇
地保持了对艺术和大自然之美的热爱，甚至感受更为强
烈。“一位囚徒冲了进来，招呼我们去操场观看精彩的日落。
站在外面，我们看见险恶的云在西边闪闪发光，整个天空布
满了从铁红到血红、形状和颜色不断变化的云，……然后，
在几分钟的寂静后，一位囚徒对另一位囚徒说：‘世界多美
啊!在艰难绝望的环境里保持对爱和美的感受，在黑暗中不懈
寻找光明和希望，我想，这就是人之为人的特殊之处吧!也正
是这种特殊性，反过来，给绝境中的人们带去了活下去的力
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