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周国平散文读后感(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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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是小
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周国平散文读后感篇一

厚厚的一本《周国平散文》，让我利用每一天中午的时刻一
点一点蚕食，到放假时只剩下几十页了。我只需趁热打铁，
将之读完即可。

周国平这个名字，很多人都觉得陌生。倒是和他一字之差的
周和平老师更有些知名度。周国平先生是一位典型的读书人，
着书立说和翻译外国哲学着作似乎就是他工作的全部。他的
书或是文章，无非两个方面：散文随笔和哲学论着。前者描
绘了一个文人的精神家园，后者反映了他的学术生活。我读
到的，自然是他文人的一面。

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有自己的任务和位置。如果不细心叩问自
己的心灵，如何能发现社会早已为自己预留的位置？对于我
们，人生的大半都是未知，都需要探索；但是如果在迈出探
索的步伐之前，连自己的目的地都不清楚；或是在行进途中
渐渐迷失了方向，那又有什么资格口称自己是在探索人生呢？
前进的步伐一刻也不能停下，了望的目光更是一刻也不能松
懈。周国平用他的散文教给我们把握出世入世的度：即不能
不问世事，那是不可能且自私的；也不能沉浸于俗世，迷失
了自我。

如果把攀登人生的高峰类比于登山，那么最佳的状态就应是：
肉体在不懈的攀登，步步为营，深陷崇山的掩映之中，灵魂
则跳出山外，以旁观者的清澈目光为前进指明方向，永远不
迷失。这显然是神仙的境界，凡人想要到达无疑是奢谈。我



们只有退而求其次，在每次出发之前先问问自己够不够坚定；
定期停下来修整，总结过去并展望未来，看看自己的路线是
否偏移。“认识你自己”，这是指导精神生活的圣经。

我期望自己能够秉持这圣经，不忘审视自己。学习的范畴，
不只是我们此刻体会到的那么浅薄，我期望自己有一天能够
明白更多。

周国平散文读后感篇二

在报刊上零星读过周国平的散文，喜欢他的博学和深刻，知
道他是一个热爱写作的当代哲学家，著名的尼采研究者。此
外还知道他是一个慈爱的父亲，一个至情至性的男人。

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收到了一位远方的朋友邮寄来的两本书
《周国平散文精逊《周国平人文演讲录》，后一本书比砖头
还厚，所以我选择先看第一本。本书按时间顺序选编了周国
平1983年至1998年的散文作品，那时他在40岁到55岁之间，
从不惑到知天命的年龄。这些文章都是他用心灵的笔写出来
的，是其最有代表性的散文。

周国平在《自序》中说：“我给自己(的写作)建立一个标准：
一篇文章，即使不发表我也要写；否则就不写。总之，尽量
只写自己真正想写、写的时候愉快、写完自己看了喜欢的东
西。这样的东西一旦发表出来，也一定会有喜欢它的人，即
使发表不出来也没有什么。”

周国平在《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中谈到读书时说：“读到
精彩处，往往情不自禁地要喊出声来：这是我的思想，这正
是我想说的，被他偷去了!有时候真是难以分清，哪是作者的
本意，哪是自己的混入和添加。沉睡的感受唤醒了，失落的
记忆找回了，朦胧的思绪清晰了。”这正是我读《周国平散
文精逊时的感觉。



周国平的散文正如其极力推崇的明代文人袁中郎一样，追求
的就是“平淡有味”的境界，娓娓道来，好像是从心中自然
而然地流淌出来一般。他所说的'不是道理，只是自己的感觉，
而这应该就是“已臻化境”的程度吧。他的文章大多在探讨
生命、时间、回忆等深刻的哲学命题，但是哲学在他笔下却
如花草一样清新可爱，如同一篇篇生命的游记，因为他已经
把对生命的理解融进了自己的体内。

在精神上，周国平是一个很女性的男人，感性，善思。“具
有诗人气质的人，往往在智慧上和情感上都早熟，在政治上
却一辈子也成熟不了。他始终保持一颗纯朴的童心。他用孩
子般天真单纯的眼光来感受世界和人生，不受习惯和成见之
囿，于是常常有新鲜的体验和独到的发现。他用孩子般天真
单纯的眼光来衡量世俗的事务，在政治场上有时不免显得不
通世故，有时不合时宜。”这是周国平一篇文中的句子，我
想，他也是在说自己吧。

最佩服周国平文章中的引经据典，古今中外的名人名言信手
拈来，尼采、蒙田、拜伦、卡夫卡、爱默生、苏东坡、袁中
郎、昆德拉、艾略特、苏格拉底、托尔斯泰、罗曼·罗
兰……仿佛都是周国平的好朋友似的，相聚在他的家中，说
古道今，谈笑风生。周国平说：“文人最难戒的是卖弄。”
这话是否有自嘲的意味？好在他的文章在名人名言的堆砌中
并没有失去自己的声音。下面就是他关于爱情、婚姻和家庭
的精彩论述：

一个男人真正需要的只是自然和女人。其余的一切，诸如功
名之类，都是奢侈品。(《性-爱五题》)

对待女人的最恰当态度是，承认我们不了解女人，永远保持
第一回接触女人时的那种新鲜和神秘的感觉。(《性-爱五
题》)

相爱的人给予对方的最好的礼物是自由。两个自由人之间的



爱，拥有必要的张力。这种爱牢固，但不板结；缠绵，但不
粘滞。没有缝隙的爱太可怕了，爱情在其中失去了自由呼吸
的空间，迟早要窒息。(《性-爱五题》)

男女之爱往往从艺术境界开始，靠技术境界维持，到维持不
下去时，便转入魔术境界。

周国平散文读后感篇三

周国平曾经是我最喜欢的作家和重要的思想启蒙者。他的书
大部分我都读过，在那段青涩懵懂的岁月里给了我许多精神
上的慰藉与启发。

心灵上的共鸣首先来自于性格上的相似。同样是内向而又敏
感，所以常会对他的想法深有感触，有着虽然素昧平生却可
以灵犀相通的默契。不过，另一方面，也因为爱看他的书，
性格变得更加内向自闭，喜欢独处。这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

周国平的散文大多是他的哲学感悟。哲学从死亡开始。当混
沌的心触不及防地被死亡震撼到，一种巨大的无力感与悲伤
开始翻腾，从此留下一片再也挥之不去的阴影。作为一枚硬
币的另一面，随着对死亡的感伤的加剧，对生的疑惑也不断
扩大。而这时，周国平用他的哲学视角给了我许多启发。

“中西人生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不同的。西方人的人生思考的
核心问题是：为什么活？或者说，活着有什么根据，什么意
义？这是一个人面对宇宙大全时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它追问
的是生命的终极根据和意义。所以，西方的人生哲学本质上
是灵魂哲学，是宗教。中国人的人生思考的核心问题是：怎
么活？或者说，怎样处世做人，应当用什么态度与别人相处？
这时一个人面对他人时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它要寻求的是妥
善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所以，中国的人生哲学本质上是道
德哲学，是伦理。”（安静）



这一番中西的对比，表现出我们国家历来对灵魂的漠视。在
这样的一个国度里，周国平作为一个有性灵的人，和我们分
享他的内心世界，真是一件幸福的事。他对灵魂的探寻与执
着深深地感染着我。

周国平还热诚地把他喜爱的人推荐给我们：蒙田，尼采，爱
默生。由此我开始了解西方哲学。现在还记得他引用的一句
爱默生的诗，大意是在安慰一个失恋的小伙子“你应当知道/
半人半神走了/神就来了”一次失恋的挫折也可能引发一个人
内心的觉醒。多么美妙的句子。

当然，最令我扼腕感慨，也是周国平最为喜爱并且极力推荐
的人还是尼采。这个超越了他的时代，宣布“上帝死了”的
世人眼中的异端。他的结局一直是深埋在我心中的隐痛，每
每触碰到都会让我欲哭无泪，黯然神伤。有一天，他在街上
看到马车夫在狠狠地抽打着一批老马，突然情绪失控冲上前
去抱着那匹马痛哭不已，从此精神失常，再也没有作品问世。
十年后，这个痛苦的灵魂终于安息了。这个天赋异禀，思想
深邃，目光锐利的人，终生都在思考着如何才能启蒙普通大
众，却不被周围的人理解，饱受孤独与痛苦的折磨。这是作
为先知的悲哀。也许死对他来说真的是一种解脱。不知道在
他疯了之后，终于不再思考那些问题时，是否感受到了一丝
幸福和来自人间的温暖？如果我可以穿越时空，来到他面前，
我一定会抱住他，就像那天街头他抱着那匹马。我会用我的
体温温暖他，即使他已经没有了意识。

最后谈谈周国平的不足之处。不知道是因为性格上的相似还
是已经被他的思想同化了，看到他的标题便可想见他的观点，
因此觉得他有些老生常谈。一开始被深深地吸引，看多了不
免觉得有些缺乏新意。而且我不太喜欢他谈论爱情与婚姻。
因为爱情本来就是人的激情的产物，非要上升到理论便觉得
有些迂腐，就像诗一分析就无味一样。婚姻则更多涉及到责
任，而他对婚姻的看法完全暴露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尤其
是一个普通男人的弱点，他的评论就像在为男性开脱。



和别的作家相比，比如他提过的爱默生，他的散文确实太散
了。文字的凝练度和思想深度都逊色很多。大家毕竟是大家。
周国平的文字在爱默生面前顿时变成了生活小感悟。和同时
代的另一位致力于向大众传播哲学的傅佩荣相比，又不够有
逻辑性。可能与周国平没有系统地学习过哲学，全靠自学与
自身的悟性有关。傅佩荣则接受过系统的哲学训练，所以他
认为应该：“澄清概念，设定判准，建构系统”。我觉得他
的观点更全面而有条理。

周国平散文读后感篇四

读书的人是幸福的——时而像纯真的孩子，在清风里与星星
一起唱着歌；时而是年轻的追逐，在风雨中实践着生命的激
情；时而是慈爱的目光，在悲天悯人中抚慰受伤的心灵。

那么，读过周国平散文的人，更是幸福的——《丰富的安静》
告诉我们，在这喧嚣的时代里，“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
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界虚名浮利的诱惑。丰富，是
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宝藏。”《在义与利之外》周国
平将“情”作为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主张率性而行，适情
而止，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走进一座圣殿》启迪
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凡此种种，周国平的散文透示的
是哲学的思考、人生的哲学。这样一个充满智慧，勤于思考
人生的作家，他一直都在探索人生中的困惑，关注人类精神
生活，在执著和超脱之间，他给现代社会忙忙碌碌、熙熙攘
攘的人群打开一扇认识自己的窗户。

灯红酒绿、迷离都市，作为一名新松江人，当初远离亲人的
惆怅，远离家乡的孤独，常常伴随夕阳下的斜影越拉越长。
好像是文中《都市里的外乡人》一样，豪华的商场和娱乐场
所，迷失了我对松江的认识；千万灯火，唯独没有我的温暖
之家。但是，“都市最美的时刻，是在白昼和夜生活的喧嚣
都沉寂了下去的时候”。当那一条条沧桑的古道石桥映入眼
帘时，似乎又有几分似曾相识。当置身于那一条条朴素弄堂



胡同，品味那一缕缕槐树飘香、流水绕城时，一切都承载着
对故乡的思念和理想的坚定。在这样的思念与坚定中，我选
择了自己的人生——中心医院是我梦想的起点，医疗工作是
我价值的实现。然而，工作就像海面，时而平静如镜，令人
流连，时而波澜起伏，暗流涌动。我也曾迷茫、彷徨，理想
和现实真的是这么大的差距吗？这就是我离开家乡所追寻的
人生吗？周国平用文字告诉我“一味执著和一味悲观一样，
同智慧相去甚远。悲观的危险是对人生持厌弃的态度，执著
的危险则是对人生持占有的态度。”患得患失，则无法凌驾
于福祸成败；操之过急，则容易在追求中迷失了自己。真实
的人生就是一种既包容又超越身外遭遇的丰富的人生阅历和
体验。

后来有人问我，每天上班要奔波于松江新城和老城，累吗？
的确，医院的工作非常辛苦，为了方便松江的百姓就医，我
和我的同事们天天都至少提前半个小时上班。医生的伟大，
是救死扶伤的宗旨；医生的伟大，是默默付出的坚持。但是，
换一个角度来看，这岂不是成功的风景吗？如周国平所说，
成功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事做的尽善尽美，让自己满意，不
要去管别人怎么说”。既然选择了成为一名医务工作者，那
么，就去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最好，让病人少一点病痛的
折磨，多一份关怀的温暖。何况每日清晨鸟语花香，与爱人
相伴而出；每天黄昏日影横斜，调皮儿子翘首相盼。幸福美
事几何哉！

工作中作为医者，乐于奉献；在生活中作为市民，乐在松江。
周国平在《人生贵在行胸臆》中引用袁中郎的一段：“山水
朋友不相凑，一败兴也。朋友忙，相聚不久，二败兴也。游
非及时，或花落山枯，三败兴也。”与之相反，身在松江，
此地山美水美人美。周末三五好友，结伴而出，或是辰山植
物园踏青觅花，或是泰晤士小镇欣赏异域风情，或是小昆山
乡村品读风土人情，抑或是程十发纪念馆感受文化内涵。松
江这方水土，孕育了多少文明古迹啊，今天依然青春勃发。
一城两貌既是发展的风景，更是历史的见证。



用头脑思考的人是智者，用心灵思考的人是诗人，用行动思
考的人是圣徒。行走在松江，思考着人生，贡献了青春，一
步一步朝着医者的目标进发，“我们也就算得上是圣人了”。

周国平散文读后感篇五

书海浩翰，知识无穷，古人常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
自有颜如玉”。从中可见，古人对书可谓情有独钟。自古以
来，书本就是人类的好朋友。读书可以增长知识，扩大眼界，
知识会更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更加勇敢，离成功之路越来越
近，你敢将会踏着稳健步伐走向成功。古往今来，许多名人
作家都是在读书中成长起来的。因为书里有许多哲理来教育
他们，使他们在成长中不迷失自己。

有一次，我在无意料读了周国平先生的散文之后，我久久不
能忘怀。写的真是太好了，下面就让我和你一起来分享我的
读书这感吧！

《周国平散文》散发出的浓郁的“平淡”味道促使我读了它，
它使我在漫漫人生旅途上邂逅了一位初资见面的老友。说初
次见面，因为我平生第一次读周国平先生的散文，称老友，
由于我向往的人生境界在其中得到了印证，我感到似曾相识，
产生一种发现的喜悦。

“寄至味于平淡”，苏东坡的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周国平先
生的散文特色。周国平先生的散文读起来非常舒畅，他追求
的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境界，更是一种胸怀，一种人
生的境界。要达到这种境界实非易事。在领略了天地的苍茫
和人生的限度后，周国平先生步入了一种散淡的心境，不再
匆匆赶往某个目标，也不再担心错过什么。因而，他的散文
中充满了“平淡”的气息。

除了精神函养，周国平先生在文字上下的工夫也是一个重要
的方面。散文最讲究味。平淡而要有味道，就很难了。而周



国平先生却做到了这一点，因为他始终奉行三个原则：第一，
家无鲜鱼，就不要宴客，心中无真感受，就不要作文；第二，
有了鲜鱼，就得讲究烹调，须保持原味，意即不做作，不着
意雕琢，不堆积词藻，不故弄玄虚，不故作高深，以求逐渐
接近一种自然的文风；第三，只有一条鲜鱼，就不要用它熬
一大锅的鱼汤，这样既而冲淡了原味，即文字要做到凝炼。
正因为这样，周国平先生的散文散发出“平淡”的魅力。

透过“平淡”，我在书中感受到了周国平先生深邃的思想，
那是一种源自生活的哲学家的思考。旅行、等待、书籍、季
节、家庭，“琐碎的日常生活分散了我们的心思，使我们无
暇想及死亡。我们还可以用消遣和娱乐来移转自己的注意力。
事业和理想是我们的又一个救世主，我们把它悬在前方，如
同美丽的晚霞一样一样遮盖住我们不得不奔赴那座悬崖，于
是放心向深渊走去。”我们开始思考我们的归宿——死亡了，
而周先生却早已将之看透，“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却
不让他像自己一样永生。他把人造得一半是神，一半是兽，
将渴望不配的灵魂和终有一死的肉体同时放在人身上，再不
可能有比这更加恶作剧的构思了。”当我们终于放身一切，
为自己的宿命而叹息悲伤时，周先生却依然享受着忙碌的生
活，有些人忍不住问：“可怜人啊，你在走向死亡！”他却
笑：“我没有忘记。这又怎么样呢？生命的害怕单调甚至死
亡，仅此就保证它不可战胜。

我喜欢周先生的散文，因为他拥有最高的智慧，朋友们，你
们一定要好好读书呀！书会伴你一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