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后感和随笔的区别(优秀9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如何才
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
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读后感和随笔的区别篇一

弗兰西斯·培根，是英国十七世纪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
经验主义哲学家，说起他的名字，大家都会想到他的培根随
笔。在这个暑假，我有幸拜读了他的文章，从书中我看到了
他对哲学的执着、对政治的热衷、对生活的热爱、对理想的
追求和对困难决不轻言放下、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态度。

培根随笔这本书分为论求知，论美，论善，论真理，论健康，
论家庭，论友谊等多篇随笔，语言简洁，短短的一小篇就能
够让人受益匪浅。

培根随笔读来给人一种享受，简洁优美的辞藻让人忍不住读
完全文，让每个读过的青少年受益匪浅。这本书工有58篇随
笔，包括"论逆境"、"论善良"、"论自私"……很多都联系到
了我们的生活，与我们息息相关。因此它深受各国读者欢迎，
据说还有不少人曾受到这本书的熏陶。

对于这本书我也有许多的感触，毕竟这是我第一次认真读完
一本书。

其中，最让我感慨的还是"论死亡"这篇随笔。正因，我认为
这是最重要的。人如果没了生命，那还谈何友谊，谈什么幸
运、财富呢?因此，只有活着，才能实现你的愿望。然而，人
活着并不是虚度年华，而就应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刻、一分、
一秒都不能够错过。人生在世就会得使你的生命有好处，因



此要为自己的目标、追求不懈发奋，你要坚信:胜利的曙光时
刻在等待着你的凯旋。然而我还有另一种感悟他也是我慢慢
品出来的。

"采菊冬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悟出了人生的真义；"人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文天祥宁死不屈的浩
然正气；"享受人生，并且帮忙别人享受人生"，这是茅于轼
在晚年思考出的人生好处；"从这天开始，做一个幸福的人"，
郑海啸明白了人生是有意思的……古今中外，很多人都感悟
了人生，明白了人生，懂得了人生的真谛，这样的例子不胜
枚举。

而我们呢?真正明白了吗?虽然很多人都很畏惧死，虽然这个
字眼会让我们的恐惧油然而生，但是如果你的人生已经很充
实、很完美了，死又算得上什么呢?你已经不枉此生了，你会
觉得人生好幸福。()聋哑盲人海伦。凯勒，这是一个众所皆
知的大人物了，对待她，你抱什么样的态度，心里就应很敬
佩吧，我想只要有一点点怜悯之心的人都会感动，甚至为她
而哭泣。这样一个残疾人和我们这些正常人相比，我们当然
占了上风了。那又畏惧什么呢?我们为什么就不如她呢?照理
说，我们有潜质学得比更好。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生命掌握在自己
手中，命运会因你而改变，人生会因你而绚丽多彩。因此，
挑战是必不可免的。生命本是一泓清泉，只有挑战自我的人
才能体味出它的浩荡；生命就像一首优美的歌曲，只有挑战
自我的人才能谱出优美的旋律。

因此要把握你的生命，发奋奋斗，撒下汗水，不断耕耘，为
你的人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读后感和随笔的区别篇二

在《培根随笔集》这本书语言简洁，短短的一小篇就可以让



人受益匪浅，最适合我这种不喜欢读长篇大论而又想得到多
点东西的人看了。虽然只是：“论”“说”“谈”但是，我
读起来却觉得有好多地方都不懂啊！可能因为写的都是人生
的哲学。所以要很高的悟性吧！

我挑一篇来说吧！“谈读书”这篇讲的是读书有三个用处：
一为怡神旷心，二为增趣添雅，三为长才益智。又说了有些
书可以前尝辄止，有些可以囫囵吞枣，但是少量书则须细细
品尝，慢慢消化。

读史书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透，数学使人精细，物理使人
深沉精细，伦理使人庄重，逻辑推理使人善辩，正如古人所
说的学皆成性！不仅如此，连心智的各种障碍都可以解开。
身体健康之百病皆有相宜的调养运动。

我觉得这本书就是要细细品尝，慢慢消化的茶。要读透了才
能知道，其中的道理，要喝到最后了，才可以尝到甜头。虽
然这只是一本随笔集！但是好比一本史书、诗、数学、物理、
伦理、逻辑推理般让你明智、灵透、精细、精细、庄重、善
辩。

读后感和随笔的区别篇三

弗兰西斯·培根作为英国杰出的哲学家和文学家，想改变社
会现状。青年时代的他，就开始用写作拯救人类的思想，一
生从未放弃。《培根随笔》融入了他一生经验的五十八篇文
章，播撒向国家，走进了世界。

《培根随笔》在政治、人生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辩证的讨论，
面对身边的社会问题，他尖锐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字
里行间表现出他对高尚品格的追求和急于改变黑暗的梦想。
一个爱国、平等、正义、热爱生活的形象在我们眼前逐渐高
大着，我们的内心也强大起来。



其中有几篇文章对我有较大感触。在《论帝王》中，面对这
个崇高而不可触犯的人，他并没有畏惧，也没有花言巧语。
他用客观公正的态度谈论了帝王的原则与做法。他主张约束
君王权力，限制帝王欲望，同时对帝王的下属进行了分析阐
述。他的侃侃而谈无时不让人为他的智慧所屈服。

在《论美》中，培根的看法更是独特。不管是当时还是现代，
人们对美的追求从未消退，不少人对外貌不满，甚至为此失
去信心，但培根说：“天生容貌胜过粉黛胭脂，而优雅之举
又胜过天生容貌。”培根喜欢一切自然的事物，认为做善事
使人更美。这对处在青春期的我们有很大启发。

厄运是人类最恐惧最厌恶的东西，但培根在《谈厄运》中却
提到厄运的好处。“厄运中也不乏种种慰藉和希望”，经历
了一生大起大落的'培根，被挫折磨练得更加成熟勇敢，厄运
会给一个人带来好的一面，与厄运斗争过的人，善的德行更
显著，被打磨后的人生才会露出生命最璀璨的光芒。

培根在汹涌的时代潮流中显得渺小，然而他的思想成为永不
褪色的章节，他睿智的大脑和慈悲的心时刻激励着我们，鼓
舞着世界人民去进行正义斗争。培根对善的诠释感化了亿万
人民心中的良知。这就是他语言的力量。

读后感和随笔的区别篇四

我赋予某些词语特殊的含义：拿“度日”来说吧，天色不佳，
令人不快的时候，我将“度日”看作是“消磨光阴”；而风
和日丽的时候，我却不愿意去“消磨”，这时我是在慢慢赏
玩，领略美好的时光。坏日子，要飞快地去“度”，好日子，
要停下来细细品尝。“度日”“消磨时光”这些常用语令人
想起那些“哲人”习气。他们以为生命的利用不外乎将它打
发、消磨，并且尽量回避它，无视它的存在，仿佛这是一件
苦事，一件贱物似的。至于我，我认为生命不是这个样的，
我觉得它值得称颂，富有乐趣，即便我自己到了垂暮之年也



还是如此。我们的生命受到自然的厚赐，它是优越无比的。
如果我们觉得不堪生之重压而白白虚度此生，那也只能怪我
们自己。“糊涂人的一生枯燥无味，躁动不安，却将全部希
望寄托于来世。”

不过，我对随时告别人生，毫不惋惜。只有乐于生的人才能
真正不感到死之苦恼。享受生活要讲究方法。我自认为比别
人多享受到一倍的生活，因为生活乐趣的大小是随着我们对
生活的关心程度而定的。尤其在此刻，我眼看生命的时光不
多，我就愈想增加生命的分量。我想靠迅速抓紧时间，去留
住稍纵即逝的日子；我想凭时间的有效利用，去弥补匆匆流
逝的光阴。剩下的生命愈是短暂，我愈要使之过得丰盈充实。

常言说一千个人有一千种活法，因为文化是多元的，我们不
能要求别人什么，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活法，选择有意
义的活法。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是为别人，而
是为自己。这样的人生，不仅是有意义的，而且是无后顾之
忧的，安全的。不是吗？我们看过了多少风云一时不可一世
的人，最后的结局是何等的悲哀，纠其原因就因曾有的一时
糊涂。

我们也看到了多少已过耄耋之年的人，仍精神矍铄，意气风
发。就因为他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认真的、努力的、奋斗
的、坦荡的。是这样的生命历程把他们的生命滋养的如此绚
烂，如此光芒四射。

努力过的人不会后悔，人生最美的享受是奋斗之后的奋斗。
让我们关心生活吧，生活像镜子，你笑它也笑。正如蒙田所
说，生活乐趣的大小是随着我们对生活的关心程度而定的。

生命的意义寓于生活的每一天，让我们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吧，
因为生命是大自然给予我们人类的厚赐。



读后感和随笔的区别篇五

近期阅读了法国作家蒙田（1533——1592）的《蒙田随笔》
一书后，个人认为该随笔大多以议论形式出现，真正是个包
罗万象，处处散发出浓郁的人文主义色彩，也映射出作者对
人生的乐观、积极和智慧，也教给了我们一种生活态度。正
如书中所写“世界上各种见解都能达成共识：追求快乐是人
生的目标，无论我们采取何种方式去实现它。”人生的快乐，
也就是忘记不愉快，如塞内加“让我们跳过无关紧要的琐事。
”

为什么要抱怨命运？它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吗？是你决定你
的命运还是命运决定你的生命？生命本身并无善恶之分，其
好坏都是由自己掌控的。当生活中遭受人间不幸的时候，智
慧和愚蠢相会在感伤和果断的焦点之上。智者能够控制并战
胜灾祸；愚者却不知道大祸已降临到头顶。

从古自今，人的行为往往是自相矛盾，复杂多变，为何要跟
别人比，为何要抱怨命运，我就是我自己，只要细细聆听自
己的内心世界，会发现自己从未有过一模一样的心境。此时，
人生需要不断学习，只有坚持不懈、专注学习，提高自己的
注意力和穿透力，才能摆脱不必要的骚扰，最终培养出自由
精神、独立人格。

正如普劳图斯“智者掌握自己命运的人。”反之，作为一个
成年人，如果连自己都约束不住，管束别人谈何容易。卢克
莱修曾说“服从要比管理来得容易。”说到底，人的一生，
均掌握在自己手上，看你是如何看待，加里克加莱：“过分
的超脱有害无益，他劝人不可身陷于以至于超越有益与无益
的界限。”

“虚荣心和好奇心是我们灵魂受苦的两大祸根，后者促使我
们凡事都想插足，而前者则阻止我们对值得怀疑或待定的事
物保持探究的精神。”只有坚持阅读，勤于思考，摆脱孤独，



增长知识，才不易轻信别人，受外界的影响，让时间成为最
稀缺的资源，同时，也应学学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每年阅读
图书一百本。

即“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命运摆好了棋阵。”

读后感和随笔的区别篇六

“进步的阶梯，人生的镜子”

——题记。

培根，是英国哲学家、思想家、作家和科学家。培根是近代
哲学史上首先提出经济论原则的哲学家，被罗素尊称为”给
科学研究进行逻辑组织化的先驱“。他一生追求真理，被马
克思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的始祖，并且他也
是第一个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人“。

培根随笔在”论真理“曾说道：”人们宁愿追求诡言，也不
去追求真理的原因，不仅由于探索真理是艰苦的，真理约束
人的幻想，而且是由于诡言更能迎合人性中的恶习。“其实，
这只是人类的一种弱性。”论死亡“人们畏惧死亡，是因为
死亡的神秘”，也正如培根所说：“伴随死亡而来的一切，
甚至比死亡本身更可怕。””论逆境“？人人也都处在过这
种不顺利的环境中，因为相对我们或者各个层面的人来说，
逆境也有助于激发我们的潜力。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与
安乐“我们只有在逆境中，把压力变为动力，然后努力。”
论家庭“所罗门曾告诫人们：”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
之子使母亲蒙羞。“父母对孩子不要太过于苛刻，应以对孩
子的成长是否有利为标准。《培根随笔》？中还有许多为人
所赞赏的至理名言，真理犹如珍珠，它要在阳光的照耀下才
变得明亮。真理不是那种红玉或钻石，需要借助摇曳不定的
烛光而焕发出五彩缤纷的色彩；复仇之心可以压倒死亡，爱
情之心能够蔑视死亡，荣誉感可以使人献身死亡，哀痛之心



可以使人奔赴死亡……而怯懦软弱却会使人在死亡尚未来到
之前，心灵就先死亡了。还有许多至理名言，这里就不多做
解释了。大部分的名言都能穿透事物的表层，引发人类的深
思，并且让我们从中吸取到这些启示。

总而言之，《培根随笔》可以说是一部少有的“世界书”中
的一部，这种书不是为一国而作，而是为万国而作；不是为
一个时代而作，而是为一切时代而作。

读后感和随笔的区别篇七

《培根随笔》为英国17世纪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经验主义
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所著。本书分为《论求知》、《论
美》、《论善》、《论真理》、《论健康》、《论家庭》、
《论友谊》等多篇随笔。在《论求知》中，培根说道：“人
的天性犹如野生的花草，求知学习好比修剪移栽。”可见求
知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在我们的一生中是相当重要的。在
《论友谊》中，培根说道：“如果你把快乐告诉一个朋友，
你将得到两个快乐；而如果你把忧愁向一个朋友倾吐，你将
被分掉一半忧愁。”这说明了朋友是我们身边必不可少的一
个角色，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

在这数十篇随笔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论美》。这是一篇
关于“美”的经典之作，语言简洁，内涵深刻，充满哲
理。“美”本身是个很广泛的话题，本文着重论述人应该怎
样对待外在美和内在美的问题。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
美的，所以，不要抱怨自己外在的缺陷，只有内在的美才是
永恒的美。美德重于美貌，把美的形貌与美的德行结合起来，
美才能真正发出光辉。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形体之美要胜
于颜色之美，优雅行为之美又胜于形体之美。”形体是一个
人的整体形象，体形、颜色指五官相貌，主要是脸部，是局
部的。而行为之美，指举手投足的动作神态，是后天的，是
内在美的折射表现，在三者中最高。如今，有些人只注重外



表的美丽，而忽略了内在，他们虽然具有美貌，却由于缺乏
优美的修养而不配得到赞美，所以一个打扮并不华贵却端庄
严肃而有美德的人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因此，把美的形貌与美的德行结合起来吧！只有这样，美才
会绽放出真正的光辉。

读后感和随笔的区别篇八

读蒙田的作品，你将会发现好像昨天才写成一样。翻开任何
一页来读，我就会被他的文字捕获，他以自然、暗示、自信
的风格，心平气和地叙说心灵中稔熟的主题。

他给了我们最宝贵的东西——他声称仅有一个主题——他自
己。他的全部关注只在他自己的内心，他不断地思考……品
偿着自己，他以自己的肉体、感情、习惯、好恶、偏见、恐
惧与思想来进行坦白和深入的分析，不顾后果地将肉体和心
灵袒露出来，他以欣然的态度叙述自己的错误和罪恶，他透
过自己的本性来揭示人性。我会原谅他的错误，因为我也有
相同的错误；我发现他的自我分析十分吸引人，因为我知道
故事中所提及的乃是我自身。

是他，在那从久远的那样一个宗教战乱的时代，提出了一个
惊世骇俗的大胆怀疑———理性是不可靠的！认为我们一无
所知。因为蒙田确认“所有知识是由感觉传给我们，而理性
依靠感觉，但感觉会欺骗我们，因此严重限制了理性”。关
键是这提法早于培根和笛卡儿30年，早于帕斯卡80年，一直
到休谟、康德前无哲学家提及过。然而，蒙田的许多思想总
是在古老中国文化中寻到痕迹，自忖中西文化其实根本上是
相通的，因为人性是不变的。

他写的很零乱，但内容却如袭上心头的灵感，观念复杂而不
断改变，并随年变迁，而最后组成的图样便是蒙田本身。譬



如他一边赞许小加图的自杀惨烈而高尚，一边又説“世人不
惜失去生命去干的事，我几乎无动于衷”。必须加以分析才
会发现其实蒙田是一个厌恶殉道的自由思想家。

他常引用名人的话语，旁征博引构成自己的心灵和言词，看
起来像剪刀和糨糊而品尝起来却极神妙。

他将友情置于一切父子之情、男女私情、夫妇之情之上，认
为爱情是一种朝三暮四、变化无常的情感，它狂热冲动、时
高时低、忽热忽冷，把我们系于一发之上；认为婚姻，是一
场交易；希望男人30岁之前不要结婚……窄听发晕，却实在
没有反驳的理由！

他中年后与父亲一样与胆结石病魔缠斗，因而他的生活态度
和理念希望训练强健、富有活力的身体以及培养谨慎优美的
性情，同时，强调每件事都要有节制，即使节制本身也不例
外。深以为然！

最让我与之共鸣的是他赞美自由、静谧与闲暇，向往优游恬
适的生活以及他的读书生活和方式，特别是关于父爱的闸述
让我受益匪浅；最让我羡慕的是蒙田城堡和其继承的四代人
奋斗而得的财产！其藏书虽只有1000本，但其激发的思想却
万寿无疆。

总之，经过四百余年的考验，历史证明了蒙田是一位不朽的
人物，他的灵敏的眼光和关于世界的渊博知识以及他的随笔，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世上同类体裁中绝无仅有的”。

此生不读，实乃遗憾！

读后感和随笔的区别篇九

蒙田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在读这本书之
前，我并不认识蒙田，但是读过他的书后，才发现他的文字



如丝丝清泉滋润着读者的心。认真地读上几章，就能让你浮
躁不安的心逐渐安静下来，一切的杂念都抛之脑后，仿佛这
些文字拥有神奇的魔法。

蒙田的作品特别耐读，一边读一边仔细地思考文字中的哲学，
且细细品味其中的文字，一本书足够能读上好几周。虽然这
篇随笔是在16世纪完笔，但是他的文字就好像穿越了时空隧
道，读起来完全没有令人感到生涩、难懂，甚至有些亲切感
以及认同感，让我对生活、对现实又有了跟深层次的了解。

我的记忆力并不好，常常为这点而苦恼，认为记忆差简直糟
透了。正巧蒙田也是一个记忆差的人，他在书中写出了记忆
差的好处——随着记忆的衰退，身上其他机能会得到加强；
若得到记忆的好处，就会记住其他人的创造与意见，自己思
想与判断力就会跟随别人的足迹而人云亦云，毫无活力。这
让我豁然开朗，原来记忆力不好也并不完全是一件糟糕的事
情！

蒙田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是因为在写作中，他的思
想引出句子，句子又产生思想，往往无意中说出的句子里包
含了自己原来不曾注意到的想法。他有什么想法随即写下来，
随后整理，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他越写越丰富、越开阔，
也对自己了解越深。他从自己身上看到了别人，又在别人身
上看到了自己。

蒙田酷爱读书。他从书籍中随时摘录他喜欢的警句、名言，
不是为了记住，他的记性不好，而是为了用到这部书里。不
论在这里还是在源文本都不是蒙田自己原创的。他说：“我
们不是依靠过去的也不是依靠未来的，而是依靠现在的知识
才做上个有学问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