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启超传记读后感 梁启超家书的读后
感(大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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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梁启超传记读后感篇一

最近几天，在读《梁启超家书》，颇有感触，以记之。

首先，任公和众多父母一样，在家书里经常关心儿女的学费、
经济问题，不仅读书的要资助，结婚以后的子女经济窘迫，
他也会慷慨解囊，一切就如天下的父母一样。

第二，任公是个极民主的父亲，对于买房子、建坟墓等本应
由父母作主的事情，他会在信中征求儿女的意见，让子女真
正参与到家的建设之中。

第三，任公是个极温和的父亲。女儿考试不及格，孩子入学
要延迟等，他都以鼓励为主，强调的是打基础，只要基础牢
固了，今后的学习自然好，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第四，任公是个极开放的父亲。他的子女众多，虽然自己主
要从事政治活动和文学史研究，但是对于自己的子女，从未
对他们的未来进行严格的规定，思成喜欢建筑，就学建筑，
思永喜欢考古，就学考古，思忠喜欢军事，就帮他联络西点
军校，不管他的子女今后将从事哪一行，他都是支持的。不
过有一点，他是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做官的，他希望自己的子
女做学问。

第五，任公是个极自信的父亲。对于思顺和思成的婚姻，他



是极自信的，认为自己促成了两对佳偶，但婚姻如人饮水冷
暖自知，到底这鸳鸯谱点得好不好，尚不得而知。

我最大的感受，作为父母，教给子女的，应当是做人的道理。
对做事来讲，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把基础打好了，长年累
月，总会取得成就。任公用自己的给子女作了一个很好的榜
样，值得我们的借鉴和学习。

梁启超传记读后感篇二

这本家书的内容都是梁启超给儿女们写的信，既让爸爸妈妈
知道了梁启超对儿女们的优秀教育良方，也让我们知道了古
文的有趣。

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梁启超在民国十二年五月八日给思顺的
家书。讲的是思成和思永跟梁启超进城，跟他二叔过生日和
五七国耻纪念。中午。思成和思永同坐菲律宾带来的汽车出
门，可是却被一辆大汽车横撞过来，两个人都受了伤，思永
脸全是血，但也回来给家里报信，等到曹五背思成回到家，
发现他脸完全没有血色了，但还是忍着痛安慰了全家人。到
了医院思成左腿断了，腹部以上没受伤。思永只是嘴巴碰裂
了不能吃东西，于是，思成在思永面前大口大口的吃东西，
特让思永看着生气，而思永确在思成面前手舞足蹈让思成生
气，这两个淘气精既使受了伤也不忘的淘气。

从中，我体会到了梁启超独特的教子良方，和梁启超对儿女
们投入了心血和精力。既使出门在外，到很远很远的地方都
会对儿女们了解家里的情况，有趣的和特殊的事情，也会跟
家里人说说自己（梁启超）在外的生活和身体的状况。

梁启超传记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来到了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茶坑村的梁启超故居。



一进故居，一幅《少年中国说》映入眼帘，其中我最喜欢的
一句话是“美哉我中国少年，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
国无疆!”这句话让我意识到了中国对少年的重视、期待与向
往。

俗话说得好，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而梁启超家的家规、家
风就很值得世人学习，比如爱国、尊师、重道等等。就是这
样的家风家规成就了梁启超家一门三院士，其中有火箭专家
梁思礼，建筑学家梁思成，以及考古学家梁思永。可见，接
受优良家风家规的传承，对一个人的成长真是至关重要啊!

参观完梁启超故居，我又想起了五年级上学期学过的那篇
《少年中国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
作为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一定要做到爱党爱国爱人民，了
解党史国情，珍惜国家荣誉，长大后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
人。

梁启超传记读后感篇四

以前，甚是喜欢老子显学中的“祸兮福之所倚”这句话，却
不知其中精髓。祸福转化之条件，当然不缺“机遇”，但更
重要的是毅力。倘若没有毅力，恐怕连面对忧患的勇气都没
了，更不要说把灾难忧患转化成幸福了。如果一个人要想做
到不战栗不逡巡，胸膛直挺，浑身是勇气，浑身是毅力，意
志坚定，敢于轻视任何厄运，嘲笑任何阻碍。这种思想铸就
过程，就不得不依赖于一次又一次的困苦忧患的磨练，所以，
我们应该感谢它们才对。

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的英雄命运及气势宏伟的第九交响乐，是
那样普遍强烈而又深深地震撼过人们的灵魂。但是，命运之
神却跟他开了一个残醋的玩笑，让他失去了听觉，这怎能不
使他痛不欲生。面对如此厄运，他终究还是承受了这一致命
的打击，聋着耳朵写下了一个又一个脍炙人口的篇章。还有，
屈原放逐，赋作《离骚》;孙子膑脚，兵法修列;华罗庚左腿



致残，成为世界公认的第一流数学家;失去说话能力的高士其，
成为毕生致力于科普创作的奇人。在历史的长河中，古今中
外，有多少不幸的伟人，面临着困苦忧患，像勇敢的探险者，
在自己有限的生命中，创造出辉煌的成果，为人类智慧的宝
库增添了一颗璀璨的明珠。我们不能否认，正是这些困苦忧
患，才铸就了他们钢铁般的毅力。

梁先生说得极好：人生历程，大抵逆境居十六七，顺境亦居
十三四。而顺逆境又常相间以迭乘。可以想见，在以后漫长
的人生旅途中，我们还会遇到更多的忧患。正如同巴尔扎克
解释的`：“人生是各种不同的变故，循环不已的痛苦和欢乐
组成的，那种永远不变的蓝天只存在于心灵中间，向现实的
人生去要求未免是奢望。”我们不能向现实人生奢望什么，
要成功，要幸福，就必须昂首坦然地去面对，正视生活，正
视忧患。

为什么忧患能使一些人成功，也能使一些人一蹶不振呢?关键
就在于是否有毅力。弱者不敢面对忧患，害怕失败，在忧患
面前大惊失色，退避三舍，甚至或走上自绝之路。其实不论
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在大难临头，都会有自己的精神危机，
真正的强者不是从来不发生“危机”的人，而是发生了危机
能咬着牙挺过去的人。

没有什么东西会和人作对到底，最终决定命运的是人的毅力。
所以，我们愈为环境所困，反而更愈加奋勇，加强自己的意
志力量。非至强之人，未有能善于其终者。

梁启超传记读后感篇五

提倡"百善孝为先"的中国，从蒙学的《朱子家训》，《颜氏
家训》，一直到清末的《曾国藩家训》，任何一篇关于教导
自己子女立身、处世、做学问的文章，都有一副神色严峻的
教训面孔，板着，端着，让孩子和家人觉得惧怕。



有此印象，对于写这类文章的父亲们，便都有了一种固定的
认识。甚至读《傅雷家书》时，也羡慕傅聪有如此博学多才，
循循善诱，同时又严格要求孩子的父亲。

而近日，读得一本旧书——《梁启超家书》，忽然发现，梁
任公教育孩子是如此的不同。

写《少年中国说》的梁任公（启超）曾经这样说："故今日之
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
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
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
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参加戊戌变法之前之后，曾经想着君主立宪，而后又支持民
主的梁任公，在一生之中思想多变，兴趣多变，唯有对他儿
女的拳拳爱意从未改变，为了少年中国梦，梁任公仁慈地呵
护着子女，精心培育着子女，引导着子女按照他们自己的意
愿发展，梁启超的9个儿女，人人成才，且各有所长，当年中
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中竟然有两人是他的孩子：建筑学家梁
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此外有才女梁思顺，图书馆学家梁
思庄，毕业于西点军校任十九路军校官早年病逝的梁思忠，
研究经济学的梁思达，参加革命的梁思懿和梁思宁，已经第
三个成为院士的火箭专家梁思礼。

家书按照时间顺序展开，第一篇便可看见梁启超指导时年十
九岁的女儿梁思顺学习行政法、经济学、财政学、国际法，
等等，"因思若吾爱女在侧，当能令我忘他事……""汝求学不
可太急……",接下来便是给思成思永的'"若缘怠荒所致，则
是自暴自弃，非吾家子弟矣。"

随着儿女们的成长，梁任公说："人生之旅历甚长，所争决不
在一年半月，往不克因此着急失望，找精神上之萎（上草头
下畏""至于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
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



紧接着，梁任公便开始教导"做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与
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学问是生活，生活是学问""人
之生也，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则安之若命。""将来成
就如何，现在想它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
一面有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去做，做到哪里是哪里，
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

梁任公在本书里的文笔很活泼的，古文和白话相间的，亲切
动人。有意思的是，梁任公称呼自己的孩子"宝贝思顺","没
出息的小庄庄""老baby",他是非常平等亲和地与孩子们交流，
当孩子们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梁启超是给出了这样的安排，
他说"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的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
激烈，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决定在
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而且，当梁思成和
林徽因的婚事定下之后，梁启超会问女儿思顺"你的意见怎样
呢？"

此书选择的大部分是梁任公给子女谈为学和做人的书信，后
附三篇演讲和谈话录，其实也是总结了梁任公认为为学做人
的思想——所谓三达德——即为"智、仁、勇".

一如梁任公说的："养足你的根本智慧，体验出你的人格人生
观，保护好你的自由意志。"少年中国，中国少年，皆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