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和地坛读后感 我与地坛读后感(优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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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
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
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我和地坛读后感篇一

朝闻道，夕死可矣。

朝幻灭，夕死已迟。

朝醒彻，夕悟不晚。

二十多岁的年纪，意气风发之时，心中有无数的凌云壮志，
妄图创造一番雄图伟业。在这百废待兴之世，在这一展英姿
的时刻。

千秋没纵横。

双腿，瘫痪了。希望碎了。瘫痪不止双腿，更瘫痪了心。碎
了一地。

一位青年日复一日去往地坛，众人只会感到奇怪。倘若加上
推着轮椅，便只剩同情与无奈罢了。

轮椅的车辙遍布了地坛的四角，每过一辙，心甚痛不同以往。
往来的行人，或是充溢同情，或是满心讥讽，那又能如何呢？
在最好的年华遭遇最不应该的不幸，这个世界早已让他遍体
鳞伤。一个悲伤都能成为享受的人，他的内心该有多么孤寂，
多么绝望。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深渊。



没有流泪，却有压抑不住的绝望寂寥。

我试图透通过文字去窥探一点，只是一点，就已使我叹息不
止。

那一个地坛，在一个地坛，是否存在生命的意义？是否有重
新慰藉的能力？地坛只是一个框架，一份远离凡世的甚嚣尘
上的清静。

但至亲之情难得可贵。

那一道道车辙的背后，有着母亲的脚印，有着她找不到儿子
的急声叫喊，有着天塌了地也未陷的勇气。自己的孩子失去
了生命的色彩，在背后成为了他坚强的依靠。

不知是哪次劳累，哪次呼唤，哪次关爱，哪次坚强。让他醒
悟。大彻大悟。

就算生命跌破了谷底，也会有希望的火星被亲情重燃。

这不是一次挑战。这是一次重生。

希望的火苗重新点起，便有燎原之势，不熄。

穷尽天地的感激与思念，终将让北海的菊花不止绚烂。

我和地坛读后感篇二

我随史铁生进入古老的地坛，感受他一生的沉浮。

剥蚀的琉璃，淡褪的朱红，坍圮的高墙；古柏愈见苍幽，野
草茂盛自在，古园废弃却也落得一身沉静。

相信地坛也曾有辉煌的时候吧，雕栏玉砌，门可罗雀；可浮



华褪去，繁华敛去，它已不在富丽堂皇。当钦羡的目光统统
散去，它也许会庆幸荒芜带来的坦荡。

自己用年华沉淀下来的那份古朴与率直，正如大地般源源不
断地向它输送一份踏实与满足。

地坛如此，人亦如此。日出是成熟，日落是沉潜。

史铁生那时二十多岁，他在最狂妄的年纪失去了双腿，从此
不再意气风发，鲜衣怒马。幸好幸好，还有地坛。它为一个
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它历尽四百年的沧桑，专
程为了等他。那天他摇着轮椅，缓缓进入了地坛，方才窥见
园中不息的生机：蜂儿飞在半空，蚂蚁疾步而行，雨燕放声
高歌，草木竞相生长。如此，是他记忆中地坛的情感与意蕴。

地坛满地亮起月光，而他在思考着生与死的问题，常常一坐
就是几个小时。终于有一天，他抬头凝望月亮，于书中
写：“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是的，人生碌碌，荣
枯有数，得失难量，死是不可以避免的。唯一能做的就是立
足当下，去追去闯，将生命释放于大地长天，远山沧海。

“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角色？又有谁去体现这世间的的幸福、
骄傲和快乐？”

“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一句，已道明一切。

命运是不公平的，它给你带来了苦难，却赠予他人幸福，于
是你只好在干吃等死，埋怨着老天的不公，说对生活失去了
所有的希望。但同时，命运也是公平的。历经苦难的人，将
比一生走在坦途上的人多出一份坦然，洒脱与淡泊。这些都
是命运馈赠给你的财富啊！如同地坛一般，一切经历会沉淀
为你的气质。无需言明，你由内而外都散发着光芒，熠熠生
辉。



当母亲的背影轰然倒塌，呼吸声戛然而止，猝然离开儿子，
结束了一生。那个任性、哀怨、坏脾气的儿子才幡然醒悟。
甚感凄凉悔恨，可又有什么用呢？想挽回想致歉却回天乏术。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大概是世间最遗憾最
无能为力的事了吧。

亲情是世间最纯粹最令人动容的情感，是我们无需追寻就已
得到的一切。为何要将利剑对准亲人？我们常对陌生人报以
善意的微笑，却常将身边最亲近的人，恶语相向，大吼大叫。

史铁生在地坛中领悟了人去楼空，客走茶凉的真谛，洋洋洒
洒的文字溢满了他从容的生命毅力，燃起了无限的激情与力
量。他毅然决然地抛弃一切颓废与不甘，将所有的情感藏在
文字之下，优美的文字是对生命的挣扎与超越；失去双腿，
用文字站起。他也有着一腔温热，用文字拉回了在垂死边缘
挣扎的劫难惨败者，同样唤醒了他们对生活的向往，让他们
叹道“人间值得。”

史铁生终究是幸运的，上帝看他在失去身体的支撑点后，赠
予他一座园子，一个精神上的栖息地，心灵上的避难所。使
他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看到时间，看到自己的身影；
让他参悟爱的谜题；让他懂得生命诚可贵。

祭坛石门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那一刻，地上的坎坷都
被映照的熠熠生辉。

十五年的坚持，十五年的风吹日晒，使地坛与他融为一体。
他已不在地坛，地坛在他。

我和地坛读后感篇三

每次都想提笔来描写母爱，但是却不知如何下笔。《我与地
坛》这篇文章告诉了我：“母爱是无法描写，只能用心去感
受。”



《我与地坛》这篇文章是作者在他人生最失落时，彷徨时所
做的，他那时腿残废了，而地坛则是作者逃避现实的风港，
而他那时却忽略一直为他沉默的母亲的感受。

我觉得全文的情感线索是围绕母亲对“我”深沉的爱。是把
地坛、母亲与“我”三者联系起来，作者的母亲是位平凡的
母亲，但平凡中又显示着她的伟大。

她的平凡在于她与所有的母亲一样都那么疼爱自己的子女，
但是她选择的爱的方式不同，当自己子女因受到重大的打击，
以致心灰意冷时，常常会选择一个宁静而荒芜的地方逃避现
实，来抚慰自己心灵上的伤口，而大多数母亲会说你不要想
不开，别忘了你还有母亲，别丢下我。

而作者的母亲却没有像其他母亲一样劝解自己的儿子，而是
由着自己的儿子做任何决定，难道她不爱自己儿子。不，她
爱。当她为儿子帮忙准备的时候，她多想问儿子你去那干什
么，能不能让我陪你一起去，但是她没有，她从未求要过，
她知道儿子做任何决定都会经过一番考虑，也得给儿子独处
的时间，不想增重他的压力。

但是，她也会去地坛寻找儿子的身影。但是在她找到之后，
却又悄悄的'走了。在她母亲逝世了之后，作者才反省，最终
醒悟了到底自己追寻着怎样的幸福之路。地坛很大，从而可
想而知，有过儿子的车辙地方，必定有母亲的足迹。

我和地坛读后感篇四

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关于《我与地坛》读后感大全，希望
你喜欢。

在我看来，这篇文章是作者发给人生的一封感谢信，他试图
通过这次写作来回顾自己以往的生活，尤其是双腿残废之后，



那段艰难的岁月，陪伴他的人或物。作者是幸运的人，当时
的情景很容易就可以联想到，二十出头的青年，意气风发，
正是大展才华，挥洒青春的年纪，就这样瘫了，出行不方便
那到是次要，而在内心的愤慨与寂寥是常人无法体会的，于
是他暴戾，阴郁。

然而，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他努力的克制自己，于是他遇
到了地坛，也可以说是地坛找到了他，亘古不变的景象转化
为内心的震撼，遍地的萧条，却让内心孤独的他找到了心灵
的家园，于是他爱上了这里，这里的一切仿佛是专门为他设
计的，宁静，空旷，没有人来打搅，他可以静静的坐在那，
抑或看书抑或发呆，于是，先前的躁动便被地坛这宽宏的大
气所吞噬，可以说，这使心灵的沉淀。

可叹的是，作者忘记了，他不是弃儿，在他痛苦的时候还有
一个人比他更痛苦，那就是他的母亲，年轻却饱受苦难的儿
子，行动不方便，内心暴动，烦躁，却偏偏一个人去了那荒
芜的地坛，作为母亲，怎能不担心，但只能待在房间干等，
内心的煎熬却在激烈的进行，她没有错，但此刻却在默默忍
受儿子给自己的惩罚，母爱是宽容的，儿子的安全才是她现
在最担心的。

回忆过往，当年那个自暴自弃的少年已经长大，于是他缅怀
着那段时光，在那艰难岁月中对生命的理解，以及母亲给予
的关爱与启发，地坛里他自省，弥漫着浓郁的人生况味，但
那只说明过去，现在，作者有了自己的理解：幸福之路永远
掌握在自己手中。

作者是史铁生，《我与地坛》是他的散文代表作。

由于作者“活到最狂妄的年龄忽地残废了双腿”，他深刻体
会到了人生中隐藏着的常人感受不到的痛苦。面对如此从未
经历过的痛苦，作者勇敢地选择了积极的面对它，并开始思
考人生，思考生命。



“只是到了这时候，纷纭的往事才在我眼前幻现得清晰，母
亲的苦难与伟大在我心中渗透得彻底。”只有到了那最关键
的一刻，人的心才会有所觉悟，但是到了那时，一切都晚了，
我们已无力挽回。

对每个人而言，生命只有一次。对于这仅有的一次，我们应
该要学会积极地、好好地把握它。对于每一堂课，每一次任
务，每一项作业，我们都要积极地面对它，而不是刻意地去
躲避。选择逃避，总有一天你会为此流出悔恨的泪水!

死对我们来说是必然的。“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在
逐步走向死亡。”因此我们更应该学会合理安排时间，让自
己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而不虚空。作者史铁生从地坛这个
特定的环境中，感悟了人的生死只是上帝或自然法则的一种
安排，通过深沉的哲学思考，渗透了生命的真谛，完成了一
次最艰难的思想飞跃，变得不再畏惧死亡，而是能坦然地迎
接死亡这一现实。

所以，他最终振作起来了。上帝为他关上了一扇门，而他却
用自己的毅力与正确的态度打开了一扇窗。这种顽强的精神
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暑假里，读大学的表哥借给我一本史铁生的《我与地坛》，
让我度过了一个充满了感动的暑假。史铁生是一位坚强的残
疾作家，然而在他背后有位更伟大的母亲却很少有人知道。

不经意间，眼前总会浮现出这样一组镜头：史铁生狠命地捶
打自己两条失去知觉的腿，对他的母亲吼：“我活着有什么
劲!”母亲扑过去抓住史的手，忍住哭声说：“简简单单的几
个字，包含了做母亲的对儿子多少深情，哭出了多少对生命
的无奈，又说出了多少母亲的坚强!可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母
亲，在一个秋天永远离开了史铁生，弥留之际牵挂的依旧
是”我那有病的儿子……“隐隐约约地，有一种痛自心底浮
起。我想那个伤感的秋，已经存活在史铁生心中，植根在成



长的足迹里了。我常常一遍遍想象史铁生母亲生前对儿子的
不舍与眷念，一遍遍想起我那体弱多病的坚强的母亲，是她
每日起床时的咳嗽叫醒了太阳，是她每天燃起的油灯送走了
月亮……母爱是那样饱满、丰润，而又是那样的琐碎，婆婆
妈妈。母爱的感觉就好比喝茶，一口一口地品尝，回味无穷。
当秋日悄悄的来临时，母亲，请注意身体，女儿在心里为你
祈祷，如果你感受得到，那满树的红叶就是我对您的爱和牵
挂。

我与地坛读后感附加资料：史铁生(1951-)，中国当代著名作
家、思想家。1958年如北京市东城区王大人小学读书，1967
年毕业已清华附中初中部。而后，于1969年到陕北延安地
区“插队”。三年后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在北新桥街道工
厂工作，后因病情加重回家疗养。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

我和地坛读后感篇五

史铁生，一位令人尊敬的作家，一位“文坛保尔”。用一支
笔，一本本子，一辆轮椅，创造了无数个奇迹。而这本《我
与地坛》就是无数奇迹中的一颗繁星。

这是一本散文集，讲述的是史铁生在地坛附近的家中生活的
故事，也提到过一些治腿的细节。第一篇就直入主题，分为7
个小节，都没有题目。第一篇给我们讲了地坛的美景和作者
悟出的一些生活哲学和对作者来说一些值得纪念的人的故事。

《合欢树》这篇文章则有些像作者的自传。作者托物言志，
借合欢树来比喻母亲，表达了作者无尽的思念和母爱的深沉。

《我21岁那年》是作者在双腿瘫痪后在医院度过的日子，认
识了很多与他一样的人，还与医生，护士们搞好了关系。不
仅学会了很多哲理，还发现了自己心中那个真正信仰的
神——精神。



《我的梦想》讲的是作者想如果他的腿还是健全的，就一定
去田径队。他还有一个偶像——短跑，跳高冠军刘易斯。可
他有一次被打败，后来才知道他的对手服用了兴奋剂。他家
乡的人却依然宽容地送他回了祖国。我懂得了宽容是很重要
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要给残疾人宽容和爱。

《我与地坛》这本书我还有很多没有写在这上面。还想了解
更多的话，建议大家买来看。这本书可以教我们非常多的生
活哲理，教我们如何做人，教我们如何面对生活和现实。可
以说，这本书就是史铁生留给这个世界无价的礼物。

我和地坛读后感篇六

一、“其实，人这一生能得到什么，仅有过程，仅有准备这
个过程中的心境。所以，必须要注满好的心境，但如果你要
逃避困境——困境可不逃避你”也许史铁生先生的生活范围
十分狭窄，但他的时间却被拉长了。他在残肢之后连续几年
都在地坛中不分时间、地点，耐着性子专心致志地苦苦思索
生与死这一严肃的人生主题。他不要逃避困境，他要在困境
中撞开一条路。

在过去，我很害怕应对困境，尤其是死与生这一刹那的事。
我不敢回答“要是你仅有几天的时间，你会怎样办”之类的
问题。读了《我与地坛》后，我感到我们活着，就得有勇气
去应对生命给人生道路上设置的关卡。如何去拆掉关卡？拆
开关卡后又怎样做？这些都是我们不可避免思考的问题。上
帝创造人类，不是要人类帮他做事，而是要人类思考生命的
真谛。上帝不会死，他不明白生离死别为何物，就不会去想
这一类问题。而我们会死，我们要在有生之年思索未来发生
的问题。

二、“母亲生前没给我留下过什么隽永的哲言，或要我恪守
的教诲，只是在她去世之后，她艰难的命运、坚忍的意志和
毫不张扬的爱，随光阴流转，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鲜明深



刻。”

在史先生的生命里，母亲一向扮演着一个默默支持他的配角。
史先生的母亲不曾支配他的人生，要他生或死。她总在某个
角落凝视着史先生，深情的祈祷：期望儿子能克服生理和心
理上的残疾，更期望他能在精神世界里找到寄托。她做到了，
并且做得很好。

此刻，我想到了自我的母亲。她在我读初中时常对我唠叨。
这样做不对，那样做不好，我听了不止几千遍。待我听厌了
也就是我上了高中，她开始不对我唠叨了。每逢星期五回家，
她都会问我学习怎样，交到朋友没有，零用钱用完了没有。
除此之外，她甚至没多说什么，我反而不太习惯。我以往想
母亲会不会因为我的学历比她高而自卑，不好“教训”我。
此刻，我懂得了，我的母亲，她是我的守护天使。守护天使
是不会带被守护者走她的人生，只会默默守在他身旁，看他
喜而喜，听他哭而哭，藏住温柔的暖手，要他坚强走自我的
路。

我怨过母亲，也恨过母亲，但更多的是对母亲的爱。小时侯，
我听收音机里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是这样：如果某个母亲今
世活得很苦，等下一世，她就能够当儿子(女儿)的女儿了。
我不期望母亲活得很苦，但我期望母亲下一世能当我的女儿。
我想让母亲明白，做他儿子的我，感到有多么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