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当人类群星闪耀时读后感 人类群星
闪耀时读后感(汇总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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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
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
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当人类群星闪耀时读后感篇一

惊艳于昙花，可惜于昙花，绝美的盛开，却只是一瞬的精彩。
历史舞台上，太多的人如同这昙花一现般，刚刚发亮便坠入
星河，沉在这漫漫长路之中。鲁日，提起这个名字谁会知道
这是《马赛曲》的作者？命运不宽恕这位擅自闯入不朽者行
列的业余作者，这个小人物干过各种各样的营生，艰难的度
过渺小的余生。在那个昏暗的时期怎会容得一个平庸诗人享
受荣华富贵？不会的，乱世之世，注定他飘零的身世。可他
身上的闪光点却如那明星一样，启迪着我。

善良是人生的起点

鲁日，在自己落魄的艰难时刻都没有心怀鬼胎，只是默默做
着平凡的工作，来维持自己拮据的生活。尽管自己曾在歌曲
创造舞坛上铸就了辉煌。却也没有因此而大肆宣扬。怀着一
颗善良的心和这混乱的法国社会打着交道。所以我以为的善
良是对这世界充满信心，用自己的赤诚换得这午后的阳光。
平静而谦和，热烈也温柔。

诚信是处事的原则

鲁日是默默无闻的法国年轻上尉，本是将军们酒后的一句戏
言，鲁日却将这句让自己做诗的言语记下，因为他知道承诺
的意义。夜已深，人未眠。独自在破旧的公寓小室踟蹰，最



令我感动的是，他的灵感并没有来自战争本身，而是来自白
日里在街上热议的平民百姓，他相信莱茵军会随着天明带来
好消息，他相信自己这不朽的旷世奇作会被铭记，而这伟大
的思想来源仅仅是一句将军的酒后之言，一句自己许下的承
诺。无论时代更迭到什么时候，诚信永远会是处事的原则，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太重要了，诚信就仿佛是这世界轮轴的齿
尖，只有相互触碰，才能平稳运转。

奋斗是人生的主题

鲁日的奋斗关于自由，关于他的信仰。一首《马赛曲》里饱
含了对暴君的憎恨，对乡土的忧惧，对胜利的信心，对自由
的热爱，一切骤然汇合在一起，鲁日根本不必去创造，去虚
构，那激动人心的节奏，自然也就表达出了，说出了，唱出
了民族灵魂的最深处。现代也是，我们会有自己的信仰——
为自己爱的国奋斗终身。在神圣的祖国面前，我们渴望珍贵
的自由，并决心要为他奋斗。前几日，中印边境问题沸沸扬
扬，年轻的战士在斗争中化为那耸立的山脉，守护着祖国母
亲的衣襟。他用实际行动向我们诠释了生命的意义：那就是
为了祖国的尊严和未来奋斗终身。

灵魂终究缄默，无言的死便是永久的活。一件作品固有的力
量是不会长期深藏不露或被禁锢的；一件艺术品，可以被时
间遗忘，可以被取缔，被埋葬，但富有生命力的事物，总是
要战胜只能短暂存在的事物。只有历史才能发明这种天才的
怪论，没有任何人曾经像他那样创造出一期不朽的歌曲，推
动革命向前发展。

鲁日用自己极其平凡又极其不平凡的人生向世人演绎：善良
是人生的起点，诚信是处事的原则，奋斗是人生的主题！群
星闪耀，汇若银河。



当人类群星闪耀时读后感篇二

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有着许多重大发现、发明和著名的事
件。这些事发生的'那一时刻，就宛若星辰一般永远散发着光
芒，这些永恒的时刻会给予人类前进的动力，也会让人类从
中得到许多经验。

尽管斯科特的团队失败了，我仍然敬佩他们。斯科特的人格
是高尚的，他正直。团结、坚持、勇敢。在谎言与事实面前，
他选择了向别国国王证明他国胜利。这种决心不是常人所具
备的，这种忍耐不是大众所具有的!

跟随斯科特探险的人也各个都是英雄，他们其中有的不愿拖
累同伴们，直接坦然的走向风雪中，走向死亡；有的冻伤了
脚趾，却还靠自己的力气背着十六公斤的岩石，想着让大家
来做实验观察。

在这本书中，类似斯科特这样的英雄人物有许多，韩德尔、
列宁、托尔斯泰......在他们的身上，我们能感受到许多伟
大的精神。这些精神无一不对后人十分重要，他们会引导人
们再度前进，他们会蕴藏在这些永恒的时刻之中，永远闪耀
下去。

在人类的未来，必定也会出现这些永恒的时刻，它们会像群
星一样，在黑暗中闪耀，让人类前进的路途更加光明。

当人类群星闪耀时读后感篇三

爸爸在很久以前就向我介绍过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
这本书了，但是我一直都没有看。这次放假，老师要求我们
看，而我也正好想完成看这本书的心愿。于是用了两天的时
间，看完了这本书，同时也看了一本茨威格的传记：《触摸
人类的心灵——茨威格》。两本书看下来我对茨威格和他笔
下的人物都有了些了解，其中给我的印象最深的便是描写托



尔斯泰的《逃向苍天》。

这是我所读过所有文章中唯一一篇使用剧本体裁的“人物传
记”——这也许是作者的用意——注释、前言、后记、茨威
格的传记里，无不提到了托尔斯泰未能完成的一个剧本，其
中的主人公影射的正是托尔斯泰本人。他未完成结尾，就是
因为他不知道该怎样结束、自己该怎样继续生活下去。茨威
格的这一篇剧本，正帮他补全了最后的一幕——从托尔斯泰
本人的经历、遭遇、波折，到离家出走，最后从容地投向死
亡的怀抱，奔向了苍天。 托尔斯泰作为一位革命者，同时作
为一个地位显赫的伯爵，自然是十分矛盾和相互冲突的，而
他也是对自己伯爵的贵族身份感到厌恶。不过，他的家人们
都沉迷于眼前，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了
他八十三岁离家出走、奔向自由的结局。

而在他做出这个决定前，曾有两个学生拜访过他——这两个
学生，文章中代表正是俄罗斯的所有革命者：俄罗斯的革命
者，多慢是响应他的号召，行动起来的。正是这两个学生，
使他坚定了出走的觉醒。他们尖锐地指出了托尔斯泰内心的
矛盾：“……您为什么总是在口头上夸夸其谈，而不去身体
力行您自己的主张呢?……”这恰好体现了革命这门的想法：
尊敬他，但又不赞成他的主张。但这并不遮掩了他的伟大。
虽然他的晚年是在焦虑、痛苦和矛盾中度过的，但是他在生
命的最后一刻找回了自己。

在从前，他为别人想的太多，完全不考虑自己的感受，而最
后——在那一瞬间，他又变回了从前的他，他决定了自己的
命运，在他临死前，一句话说明了他的决心与凄凉：“多少
年来我一直怕死，我怕我不能躺在自己的床上死去……但是
现在，或许死神正在这房间里等我呢，而我却无所畏惧地向
他走去。”

走向信仰的路上固然辛苦，而在到达了信仰后又不被人理解
更加痛苦。不过，正如文章的最后一句所说的那样：“如果



他不为我们这些人去受苦受难，那么列夫.托尔斯泰就永远不
可能像今天这样属于全人类。” 茨威格和托尔斯泰都是一样
的，都是为自由而生，为自由而战，为自由而逝去。他们都
已自己的方法奔向苍天、逃脱这个已无自由，已不平等的世
界。群星先是迎接了托尔斯泰，接着迎接了茨威格。他都已
登上群星的圣殿，在天空闪耀。

当人类群星闪耀时读后感篇四

这一章茨威格采用打破传统的剧本式写作手法，把列夫·托
尔斯泰生命在最后一点时光那一点挣扎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他的勇敢、他的懦弱，其实都是体制内的人的通病。

改变会不会从旧有体制内诞生？托尔斯泰没有给我们答案，
他对现实的反抗只是停留在文字上，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光，
他突然出走，据说是为了和他的贵族身份决裂，乃至与他生
活几十年的妻子决裂。

无从评判托尔斯泰的这种行为，倒是想起了天朝在革命时代
的那些怀有理想的人，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和家人决裂，
这时候我只能说呵呵。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决裂是最伤了家人的心，那些理想的人
有时候会把自己的屠刀杀向最爱自己的人。托尔斯泰也是，
他不了解妻子内心的苦闷，因为他的妻子也有日记传世，直
到xxxx年才出版。

他的妻子索菲亚在嫁给托尔斯泰以前也是一个文学少女，她
期待结婚之后可以和丈夫过着文学生活，但是他的伯爵丈夫
根本没有太多钱，何况又要维持着贵族身份，一切都是索菲
亚自己在操持一切。生活的琐碎磨灭了曾经的文学少女心。

其他人看到的是伟人如何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受到屈辱的对待，
我只是看见了一颗被世俗磨灭的、曾经的索菲亚。



当人类群星闪耀时读后感篇五

读完《人类群星闪耀时》，我觉得很有感触，很有启发，很
有收获。茨威格先生是个伟大的人文主义学者，他刻画历史
以刻画人性，在他所写的那些人物身上，都带点他自己的影
子。他是个强人，可惜最后在二战没熬过去，还是自杀了。

这本书里写的伟人，体现出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高大全形
象，而是或为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或在某种特定环境下体
现出崇高的人性，完美的品质和性格，或干脆只有一件惊世
之举。这些人们所做之事，无论大小，作者都将其淋漓尽致
的描写，称作“历史特写”。从写作手法上讲，作者选用的
这种体裁，一下子就让我看到了此书与那些名人传记或正统
史书的不同：它是它们的结合体。因为写文即写人，既然
是“历史特写”，那么作者挑选人物的标准，首先是从历史
角度着手的，那些人物都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段历史的缔造
者或推动者。而从他们缔造或推动历史的过程中，我们既能
窥见当时社会现状的一角，又能看出美好或丑陋的人性在影
响着这个历史事件。人事合一，以事衬人，这原是写小说的
技法，但被运用到了真实的历史中，这是这本书在写作上的
一个特点。我觉得这种写法最大的优点，就是两全其美，又
与史实紧密照应，又写出了鲜活的人物。

历史，不是由一人推动的，一将功成万骨枯，推动历史不仅
需要一个将军，也要众多士兵。可为什么这本书写的偏偏是
那个将军呢?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假如历史是一辆大车，许
许多多的人推着它缓慢前行，所谓将军，他们其实也就是比
我们多几分力气，推的力更大而已。作者选他写，不奇怪，
他劲最大呀!可我这个士兵就奇怪了：凭什么这个鸟将军就比
我们劲大?读完这本书，我有些明白了。

我们每一个人一出生都带有两个圈，一个大的套着一个小的，
先说小的这个。这个圈是没有实体的，但它确实存在着，而
且悲惨的是，每个人自出生时圈的大小就不一样。随着时间



的推移，我们学习成长，知识和经验丰富起来，这个圈也就
越变越大。等一个人的圈达到一个极限，足以超过同一时代
的绝大多数人群时，历史就被推动了。这个圈，广义地说，
可以叫它“权力”。我认为历史多是有权力的人推动的，像
拿破仑，亚历山大大帝，恺撒，奥古斯都，秦始皇，元太祖，
等等。可也有例外。有些人，他自身的圈子不大，可他这个
圈子在当时的特定环境、时间下是关键，比如那个倒霉的中尉
(还是中将什么的，我忘了)，是拿破仑的部下，他的圈子和
拿破仑的没法相比，可就是他的圈子使拿破仑没有及时得到
援兵，造成了滑铁卢的惨败。

历史不但曾经被推动过，更庆幸的是，在伟大的人类手下，
它还曾被缔造过，被改变过。如果说那些有权力的人，也就
是推动者的作用是推车子，那么这些人，这些改变者的作用，
就是站在车顶上，为推动的人指引方向。这些人的伟大和不
朽远胜过那些推动者们。他们才是真正的伟人。这些人，当
然也同时有那个小圈和大圈，而他们的小圈常常很小。但小
圈只是大圈的一部分，他们的大圈，可以达到很大很大。

这个大圈叫做“影响力”。它的特性和小圈相似，只不过是
思想境界、道德境界、人格修养造成了这个圈的扩大，而不
仅限于粗浅的知识经验等等。一个人的影响力在于时间和空
间，超越了这两者而影响人类的，就是历史的改变者。他们
的名字大家早已耳熟能详，我就不再列举了。对于他们来说，
那个小圈可以是很次要的(当然也有小圈大圈都大的人，比如
马可奥勒留，林肯等等)，他们不需要权力同样能使全人类听
到福音。权力可以控制人类的肉体，但影响力改变的是人类
的灵魂。这些人就是人类灵魂的导师或工程师，他们足以站
在历史之车上，面带微笑，遥望远方，轻抬手指。

请让我们一起感激他们，一起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