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后感随笔 蒙田随笔读后感(优
秀10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
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
望对大家有帮助!

读后感随笔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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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后感随笔篇二

每个人生来就是一张纯白的纸巾，干净得让人爱不释手，不
忍心让它沾染上世俗的颜色。纸巾就像一个纯洁的孩子，你
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是个善良的人还是个虚伪虚荣的人取
决于那染缸里究竟是什么颜色了。

看了培根写的《论虚荣》后，我不禁会想起我走过的20xx年
人生。

幼儿园的时候，正是懵懂的时候，同学们都迫切的希望有一
个属于自己的玩具，一个比其他同学好几倍的玩具，他们希
望在其他同学面前耀武扬威一番。小学的时候，正是懂事的
时候，同学们抛弃了玩具把视线转移到了名牌鞋、衣服等装



饰物身上，他们希望获得其他同学的“敬佩”。初中的时候，
正是成熟的时候，同学们抛弃了装饰物把目标瞄向了潮流身
上，他们希望在同龄人中显得自己是如此的与众不同。从其
他同学的一阵阵羡慕的讨论声中，从其他同学的一片片簇拥
中，赚足了眼球，收获了“成功”。

培根曾经说过“为虚荣而自夸者乃有识之士鄙薄的人物，庸
人白痴赞美的对象，寄生食客崇拜的神祗，同时也是他自己
谎言大话之奴隶。”多么准确而深刻的感悟啊！他把虚荣这
个词的意思剖析得淋漓尽致。是啊！我们是有思想有感情的
人，我们是独立的自由的，我们不应臣服于虚荣的裙摆之下，
不能做它的奴隶从而被它掌控自己的人生。

虚荣是一块发霉的面包。在朴素的人看来，它带有霉臭味，
表面具有色彩斑点，斑点会继续扩大，会蔓延至整个面包表
皮；而在虚荣的人看来，它带有香气，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
美味佳肴。朴素的人会想方设法的把新鲜面包保存的久一些，
使其没有发霉的可能；虚荣的人宁愿它发霉长蘑菇也不愿意
去补救或者舍弃。

我们的人生只有一次，仅此一次。在未来的无数个日日夜夜
里，我们思索的不单单只是是如何与他人攀比，而是应该把
对方当成促使自己进步的对手，向他人学习如何创造更多的
价值，去挖掘属于自己的财富，然后去享受自己踏踏实实工
作换回来的美好人生。远离虚荣，做最真实的自己吧！

读后感随笔篇三

说实话，关于真理之巅的快乐，我是半信半疑。

说信呢，我也有过这样体验，就是自己数学考试半小时就交
卷了，然后看着同学们还在苦思冥想而不得其解，或者得了
解最后也会被老师判错。这时候，出人头地的快乐，同班德
比的快乐，异性倾慕的快乐，学业有成的快乐，光宗耀祖的



快乐，未来期待的快乐，失利报复的快乐，等等等等说的出
口说不出口的`快乐，荡漾在心间，隐藏于脸上，透露出行为，
实在难于言传，又实在憋不住言传。小小的数学题也许戴不
上真理的大帽子，然后数学题里的数学其实也正是真理的一
个小山头。培根的话让我回忆起这些快乐，所以当然是相信
的。

说不信呢，我也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是酒桌上一位数学不及
格的同学，身家财产n年前就足以过n辈子富足生活了，然后
怜悯地看着数学比他好n倍的我等，或者买单后小小地对我等
闪耀了一下他小小的眼睛。这时候，上述我等在真理小山头
上的种种快乐，我想也同样荡漾隐藏透露在他的心间脸上行
为，这些快乐，他不用言传，我们早已被言传。无商不奸，
何况在中国特色的政商勾结的社会，那么他肯定是在真理的
洼地了。他的快乐显然是对培根的讽刺，所以当然就不能相
信了。

真理之巅快乐的说法，在培根随笔集1里。这说法引自古罗马
诗人卢克莱修，原诗大意是：在岸上看船在水里颠簸是快乐
的，在城堡里看别人在底下厮杀是快乐的，然后这些快乐都
比不上在真理之巅看众生处于错误迷茫之谷的快乐。培根认
为真理是天光，在烛光下辉煌的假象被天光一照就会原形毕
露。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下，培根说的真理之巅的快乐几乎可
以说是不需要证明的公理。

然而，培根的时代相对于现在是简单的，培根对真理的看法
也是相对简单的，不管是不是因为那时候有宗教。现在蜡烛
早已被电灯取代，新一代人造光源也许比不上天光，但是在
绝大部分给定空间里的亮度流明值很可能大大超过日光。如
果天光就是日光，那么天光就不用想了;如果天光不是日光，
那么20xx年之前天光还有戏吗?所以，假象的辉煌还是辉煌的，
或者可以说就是辉煌的。大部分被社会承认的快乐都是在真
理洼地而不是在真理之巅或真理小山头上的。真理之巅的快
乐也是可能的，但是很可能要关上大门关上小门自己独自享



受。社会也许认为这些在真理之巅没事偷着乐的人是神经病
或自闭患者，这些人则需要这样的座右铭：偷自己的乐让别
人掉沟里去吧。

读后感随笔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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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后感随笔篇五

福楼拜曾说：“你问我读什么书好，读蒙田吧……它能使你
平静。”在与《蒙田随笔》的接触中，总感觉这个世界就在
你面前无辜地对你说：“我本来就如一个简单的小孩，只是
你用太多的叹息和眼泪把我复杂化。”

蒙田生活在文艺复兴后期，正值血腥的宗教改革。当外界是
一片令人窒息的混乱和黑暗之时，当四周像魔鬼一般逼近每
个灵魂，继而侵噬他们的自由和安宁之时，蒙田毅然选择重
返蒙田城堡，坚守内心一方宁静之地。疯狂失控的外界成就
了蒙田心灵的自由和平静，而这份自由和平静正是语言质朴
平淡、风格率性的《蒙田随笔》的土壤。蒙田是一位人类感
情的冷峻观察者。在蒙田随笔中，他结合自己丰富的人生阅
历和渊博的知识洞察和揭露人类纵多共同的情感。他独特的
见解深化了人们对自我的认识，同时表明了“自知”的重要
性。

在《论忧伤》中，有一句这样的话“痛苦得变成了石像”，
当人们对情感达到了极致，灵魂似乎瞬间脱离且失去了控制
肉体的能力。平凡的肉体经受不起世间的至喜至悲，突如其
来的强烈情感，不管它给我们的是一眨眼间的黑暗还是光明，
都有可能成为刺杀我们的隐形匕首，此时理性对情感的约束
就有了必要。

在如今这个追求速度的年代里，许多的人渴求停下来，渴求
大脑的片刻休息，而蒙田在《论无所事事》中引用的卢卡努
一言“大脑也无所事事，就会胡思乱想”正是直指大脑“休
息”的可怕之弊。当然我并不是赞同人应该无休止地忙碌，



只是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休息”。
当我们放下手上的一切事务后，我们的大脑是不是正如蒙田
所说的“如果不让大脑有事可做，有所制约，他就会在想象
的旷野中驰骋，有时就会迷失方向”。蒙田于混乱的年代里
隐退，他要的“休息”并不是无所事事，而是读书、思考和
写作。他给自己的是精神和思维上的自由而不是空虚、堕落。
我们要让自己的大脑休息并不代表让它梦幻地运转，而是选
择让它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徜徉。否则真正累垮、腐蚀我们
的不是繁忙的工作而是幻觉丛生的无所事事。

再看蒙田的《论发怒》，在这一章中，蒙田赞成怒火到心外
的世界张牙舞爪，但他又理性地强调节制。将怒火压制在平
静的外表下是对心灵痛苦的折磨，但当发怒失去了理性，我
们也就失去了自我即被愤怒所控制，因此人们要在认识自我
的过程中学会理性面对自己的情感。

蒙田虽然是评论家，但他的随笔论证没有犀利和咄咄逼人之
风，他反而运用了亲切活泼生动的笔调向我们阐明了人自身
的局限性，并真诚地向读者描绘自身的矛盾。让我们对“自
知”这一人生命题更为深思。

虽然隔着时间和空间的遥远距离，但从《蒙田随笔》中我们
可以发现蒙田对教育的看法会让我们觉得他确实像是生活在
那个时代的现代人。无论是在《论学究气》中，还是在《论
对孩子的教育》中，蒙田对学生实践能力和判断能力的锻炼
都给予高度重视，并极为反对应试记忆教学。如果拥有知识
却毫无本事，那么对知识的记忆就是荼毒学生判断力的罪魁
祸首，是扼杀创造力危险的剑，而教育培养出来的就是外表
华丽的骷髅。那么正如蒙田所说的“你就会看到学问的处境
会和以前一样能够凄惨”。学习、受教育的过程应该是完善
自我而不是剥夺自我的过程。当蒙田谈到哲学因被诡辩蒙上
苍白可憎的假面具而使学生对它的接受成为一种压力时，我
想到了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的一句话“如果人类创造的
文明成为其沉重的精神负担，那么总有一天人类会被自己的



创造压垮”，若真是如此，那该有多可悲。作为哲学宗旨的
美德，蒙田认为我们应该“认为它栖身于肥沃丰饶、百花盛
开的平原上”而不是“把它复杂化为茫然不知所措的形象”。
那么在看待现实生活时，如果我们能本着简单的心态自然地
面对，兴许我们的世界就会减少许多的矛盾和压力。

当然，我对《蒙田随笔》的解读仅是冰山一角，而在这冰山
一角里，我深刻地感受到《蒙田随笔》堪比一朵绽放于圣洁
天山之巅的雪莲。它的字里行间都渗透出蒙田对生活恬静淡
然的态度，是身处浮躁社会、行色匆匆人们的静心剂。走近
《蒙田随笔》，唤醒尘封已久心灵的自由和平静。

读后感随笔篇六

知道自己的天性很重要，如同知道自己手持何种武器一样，
是镰刀最好就去收割稻子和麦子，如果你非要用镰刀去打铁，
那么抱歉的告诉你，有可能你的镰刀会变成破铲子。同样，
是锤子就应该去打铁，而你非用锤子去收割粮食，那只会砸
住自己的脚。

譬如，我们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一种情况，设定任务量。有
些人喜欢慢工出细活，事情越慢越得手，喜欢手端一杯热气
腾腾的卡布奇诺，享受成就带来的快感；而有些人却属于大
刀阔斧，喜欢大腕喝酒、大块吃肉，恨不能一气把所有工作
做完，然后醒好一杯82年冰镇拉菲，享受完成后的休闲时光。

因此，给自己设定任务时，依照自己的天性选取是会事半功
倍的。相反，如果选取不好，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有的
人因任务过大，他就会屡遭失败，进而心生气馁；而有的人
因任务过小，尽管屡屡得手却感觉进步不大。这完全取决于
你是何种个性特质，有些人可能就适合日进一步，如同戒酒
从动不动就喝醉，到每餐只喝一小口，最后完全戒除。有些
人则有决心和毅力一举解放自己，瞬间挣断磨胸的锁链，解
脱正在受罪的自己。”



针对天性中我们希望改良的一面，文中进行了这样的描
述：“‘矫枉过正’这个古训很有道理，就是说要把天性像
辊子一样弯曲向相反的一面，以便它放开后能弹回来，从而
达到矫直的目的。不过必须明白，我们所说的相反的一面，
并不是弯向恶习的一面。”

良好习惯的养成，应该注意的是——“一个人最好不要一鼓
作气地硬要让自己养成一种习惯，而应该有所间断。因为双
方停战，一则有助于新生力量得到增援，出现旗开得胜的局
面；二则一个人的做法不可能总是尽善尽美，一鼓作气的情
况下不仅会锻炼自己的能力，还会锻炼自己的错误，极易导
致二者兼收并蓄的习惯。除了适时的间歇外，恐怕没有任何
办法可以补救这种局面”。读到这里，我想到这是否就是很
多人减肥、戒烟失败反弹的缘由。

对于天性，我们不要试图相信自己能战胜天性，而是采取科
学、操作性强的方法加以改良。因为天性能潜伏很长时间，
一有机会，一有诱惑，它就会借机复活，就像《伊索寓言》
中的猫变姑娘一样，她娴静地坐在餐桌的一头，可是只要有
耗子从她面前跑过，她就会忍不住现出原形。因此，改良天
性的方法可以选用这样两种方式：“一个人要么完全避开这
种机会，要么跟它经常接触，让自己慢慢对诱惑免疫。”

总之，天性也是心中的一块田地，要么生香卉，要么长野草。
学习了解天性，改良驾驭天性，就是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掌握
这块田地，帮助我们灌溉前者，铲除后者。

读经典，增智慧。今天我们便是开始这项重要的工作，希望
朋友们能从文中领悟一二。停车，走好！下回再见。

读后感随笔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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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它深受各
国读者欢迎，据说还有不少人曾受到这本书的熏陶。 《培根
随笔》为英国十七世纪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经验主义哲学
家弗兰西斯·培根所著，《培根随笔》的读后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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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泛的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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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才
会放射出真正的光辉。



读后感随笔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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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它深受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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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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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要为自我的目标、追求不懈努力，你要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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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潜力学得比更好。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生命掌握在自
我手中，命运会因你而改变，人生会因你而绚丽多彩。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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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把握你的生命，努力奋斗，撒下汗水，不断耕耘，为
你的人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读后感随笔篇九

不久前，经朋友推荐拜读了著名学者何新先生翻译的《培根
人生论》，读完之后顿觉收益非浅。《培根人生论》兼有散
文、论文和随笔的意义。它不仅文笔优美而且论述精辟。用
其敏锐的洞察力把复杂的人生问题用散文的体裁写出来，一
下让原本枯燥无味的人生理论变得栩栩如生起来，而且写得
是如此生动有趣，这确是让我的精神为之一振。

在《培根人生论》优美且充满睿智的文字的感召下，我一口
气通读了两遍，仍觉意犹未尽，便十分想将其推荐给更多的



朋友，正谓之'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但又不免犹豫，
因为《培根人生论》这本书中也有些篇章存在着争议。如
《论韬晦》、《论野心》等篇章中叙述的做人之道，实际上
是典型的市侩哲学。《论帝王》、《论贵族》等篇幅中则旨
在向君王介绍统治经验和权术。但毕竟小瑕难掩大瑜，《培
根人生论》以一种优美与庄严的韵律，以超人智慧的论述，
给人以深刻的启迪而广为读者所喜爱。因而，我认为《培根
人生论》的确是值得一读的好书。

人的一生很多事情是不可能用确定论来准确描述的，但机遇
确是成功的首要因素，就人生而言，一生中大的机遇可能十
几年、几十年一遇。大的机遇是历史和社会造成的，因此要
想有所作为，一定要善于省时度势，看清发展的大趋势，有
良好的洞察力去感知哪里有'金矿'。还有一种机遇是社会造
成的，我国生活在六七十年代的人就没有很好的机遇可以利
用。机遇往往是突然地或不知不觉地出现的，有时甚至永远
不为人所知、或只是在回首往事时才认识到过去的那件事是
个机遇，庆幸抓住了它或者后悔失去了它。

善于抓住机遇的人应该具有以下基本素质：第一，要随时做
好准备，不要机遇来的时候临时抱佛脚。不仅要尽可能的获
取各种各样的广搏的知识，还要尽可能锻炼出很强的创新能
力。我们要取得成功，关键是要有创新能力，而不是光有读
书能力。'如果时间已使事物腐败，而人却无智慧使之革新，
那么其结局将只有毁灭'（《论革新》）。有些人非常刻苦，
很爱学习，但是遇到新问题总是一筹莫展，这就是创新能力
不足。第二，要从小事做起，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道理很
简单，机遇总是突然地、不知不觉地出现，有时你甚至一辈
子也不知道哪个是机遇。第三，一旦出现机遇的时候，全力
以赴，兢兢业业地抓住它。我国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
团所说的'人生能有几回搏！'就是很好的诠释。第四，要锻
炼出敏锐的洞察力，善于在复杂的情况下发现机遇。许多学
生念书时成绩很好，但后来，有的人成就很多，有的人却一
事无成。关键在于面对新出现的复杂局面时，能否发现机遇。



读后感随笔篇十

“名著”之所以能称其为“名著”，是因为它具有不朽的品
质。而《培根随笔》这本书就真正诠释了名著的含义。

《培根随笔》就像是一座绵延不断而又轮廓清晰的精神山峦，
它是由一部部文化经典构筑而成的。其中，令我感触最深的
便是《论真理》这篇文章。

“真理是什么？”犹太总督彼拉多曾向耶稣嘲讽地提出，想
必许多人是无法回答这个看似简单而又复杂的问题的，我也
为此困惑了很久。终于，我从这篇文章中找到了答
案——“真理赤裸如日光”！是啊！曾和许多人一样，认为
真理十分深奥，只有伟大的人才能领悟。

但读过此篇，我知道了，只要努力地去实践、体验，就算再
平凡的人也能体会到真理的真谛。富兰克林就是个很好的例
子，他大胆的推测曾被一度认为是无稽之谈，但是他丝毫没
有放弃，勇敢地进行了著名的“风筝试验”，用行动否决了
人们的冷嘲热讽，创造了又一项伟大发明。

但现实生活往往是残酷的。更为可怕的是，人们常常将谬论
误认为是真理。在我看来，追求真理的道路很艰难，而真理
本身又修正了人们的妄想，但是谬误恰恰迎合了某些人的恶
劣天性，从而备受青睐。

我相信，无论人类社会多么无知，多么fu败，真理的力量必
定取得最终的胜利。追求真理的美好，理解真理的本质，将
是体现人之本性的最高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