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后感一百字 四百字读后感(通用8
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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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后感一百字篇一

“活着是自己去感受活着的幸福和辛苦，无聊和平庸；幸存，
不过是旁人的评价罢了”

——题记

余华的《活着》让众多读者感慨，有人对主人公福贵产生了
怜悯之情，我却从中获得了一份宁静。

地主家的儿子福贵嗜赌成性，肆意挥霍家中的财产，最后一
贫如洗。然而祸不单行，接二连三的大灾难降临到他的头上。
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女婿、孙子相继离世，命运多舛，
最后只剩下他和一头老牛相伴终老。

面对家人的离去，福贵却没有被悲惨的现实打败，他仍怀着
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被命运碾压过，才懂时间的慈悲”，
他把痛苦交给时间。没有血泪地控诉，没有撕心裂肺地尖叫，
甚至都没有愤怒。有的只是福贵在生活中磨练出来的无边无
际的包容着的一切。以致后来时间里再大的灾难来临，福贵
也能将它消解，坚强的活了下来，不闹不争。人不是为了活
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活着，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我被主
人公福贵的平静而坚韧所震撼，生命的意义即在于生命本身
存在的价值，它来自活着，“活着”便是全部意义。



抽象的苦难是易于接受的，最不可接受的是，眼睁睁看着这
些痛苦都加于那些最为善良美好的人物身上。福贵面对这些
善良的人的离去，面对这些这些人生的无常，残缺与痛苦以
及人生历程中无法避免的劫难，祸患之力的压迫，没有抱怨
命运的不公，没有颓唐消沉，没有像春生那样用一根绳子轻
易结束自己的生命，也没有像路遥小说《人生》中的主人公
初遭挫折时折磨自己，而是默默在角落里舔着伤口，超然而
平静。

无谓的抱怨不如平静的接受，学会超然和平静面对困难，困
难就会迎刃而解。正如黑塞所言“有勇气承担命运这才是英
雄好汉”，我们应该要像福贵一样把脸迎向阳光，鼓起勇气
去面对困难，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

苦难加上忍耐，塑造了他宽广、坚韧、温婉的性格，他活着，
却并不是福克纳《喧闹与骚动》的结尾所说的那样“在苦
熬”。对福贵而言，苦难已消失于无形，他的内心有的只有
道禅思想中那种面对生活时的超然和平静。而能够让福贵如
此超然和平静的正是苦难本身。拥有过财富地位、女人，他
没有珍惜，最后失去了这一切，但他却得到了爱。他拥有母
亲无私的爱，拥有妻子忠贞不二的爱，拥有孩子、女婿的孝
顺和尊敬，正因为他拥有并珍惜这些，在经受如此巨大打击
后仍能乐观面对。

然而小说中并非只有主人公一个人能够面对苦难时表现出超
然和平静。福贵的母亲临死前对福贵说“活着就有可能，死
了就什么都结束了。”没有抱怨不公，只希望能够平静的活
下去。家珍更是不想争什么，对福贵说“福贵，我不想死，
我想每天都能看到你们，我也不想要什么福分，只求每年都
能给你做一双新鞋”。只求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不追求不
属于自己的东西了。处于当时底层社会中的劳动人民，面对
不公和不幸却学会了隐忍和平静对待。

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杨绛百岁时曾说“我



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后来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
一个人有限的生命里还是平常点好，无需去争太多不属于自
己的东西，学着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就够了。并在生活中
学会隐忍，学会承受苦难，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从容平静的
面对生活，不要被小挫折、小困难打败，记住该记住的，忘
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不因水的清淡而厌倦饮水，也不能因生活的平淡而掘弃生活，
把脸迎向阳光，享受和珍惜每一天活着的生活，这便够了。

读后感一百字篇二

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是一本可以让人从小读到大的书，
但年少时和长大后的感触有所不同，阅读角度也有所不同。

听说，很多女读者都被《简?爱》感动过、流过泪。因为简?
爱是一个灰姑娘的人生经历。她出生卑微，家境贫寒，小时
候常常在盖兹海德府被打骂，但她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只
能忍着;长大后，她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所以给罗切斯特家做
家庭教师。一方面，她追求自己的幸福，不甘心命运的安排;
另一方面，她又在捍卫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这个故事可以说
是一个灰姑娘的奋斗史。

这本小说颂扬的是一种女性自立自强的精神。无论怎么看，
它都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第一章，“不过，我也会想方设法寻找自己的乐趣。客厅隔
壁是一个小小的早餐室，一侧有个书架，那里藏着我在盖兹
海德府不多的快乐。现在，我就悄悄溜了进去，在书架上特
意挑出本带很多插图的书，然后很灵巧的爬上窗台，缩起双
脚，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腿坐好，再将红窗帘拉得差不多合拢
后隐藏在这里。多么难得的片刻时光啊!既可以避免阴冷雨天
的侵袭，又不用遭受里德一家的干扰和打骂，这简直是我最
欢乐的时光啦!”连在窗台上看一本书都是一种最欢乐的时光，



那简?爱的自由肯定很少，那一点的自由都可以满足。

长大后的简，去了罗切斯特先生家做家庭教师。渐渐地罗切
斯特和简相爱了，但是，在婚礼那天，一个律师竟然说罗切
斯特还有一个患有精神病的妻子。简受了欺骗，于是便离开，
四处流浪，在马车上丢了包袱，钱也将用尽，只能乞讨，在
一个雨天，一个好人家收留了简，简这才暂时安顿在那里，
然后为村子里的小孩教学，但最后他又回到了罗切斯特的身
边。

简?爱她的经历无奇不有，我与她相比，简直是幸福多了，
简?爱的事迹让我深有感触，以后无论有多苦多难，我都要向
简?爱一样顽强地走下去!

读后感一百字篇三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
子一词，早在《易经》中就已出现，孔子将其引用并上升到
人的道德品质层面，且被儒家学派不断完善，成为中国人的
道德典范。

一部《论语》不过两万字左右，其中“君子”两字出现一百
多次，另一个《论语》的核心范畴“仁”也出现一百多次，
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

《论语》中有两处提到智、仁、勇，一处说道：“君子道者
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另一处
几乎相同，“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中庸》
引用孔子的话：“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
之者一也。”就是后世所谓的三达德。智为聪明智慧，仁为
宽厚慈爱，勇为勇往直前，是孔子心目中理想而完美的人格
品德。

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孟子也说：“上有好者，不必有甚焉者矣。”顾炎武
说：“士君子处衰季之朝，常以负一世之名而转移天下之风
气。”王夫之说：“国有君子，国可不亡”。儒家将君子教
化黎庶看作建立政治秩序的关键，正如孟子名言：“君子之
守也，修其身而天下平”。

时光荏苒，春华秋实，千载沧桑。君子总是令人敬佩，传为
美谈;小人依旧被人不齿，遭受唾弃。屈原是君子，郑袖是小
人;岳飞是君子，秦桧是小人;高攀龙是君子，魏忠贤是小人;
谭嗣同是君子，袁世凯是小人……君子小人之间的矛盾斗争
湮没在浩浩荡荡的历史风烟深处，君子形象却如傲雪梅花一
般愈显高洁。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君子人格的有益内涵
是现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合理资源，当今社会也需要君子精神：
诚信、正直、高尚、坚毅、勤奋、进取、自信、乐观、互助、
奉献、公益、关怀。

君子之人，可谓和善;君子之家，可谓和睦;君子之国，可谓
和谐;君子之世，可谓和平。

时代进步，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千变万化，但是传统美德
不能丢弃，做人不可忘本，生活需要文化，文化需要根基，
否则岂非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灿烂悠久的中华文明，还
需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条君子正道继往开来。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
哉!”这是两千多年前孔子语重心长、气象万千的由衷慨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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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一百字篇四

一条缓缓流淌的白江，一段默默悲伤的往事......

边城，在沈从文笔下哭泣。这是一座美丽却笼着一层纱的.城，
它在欢与悲的交界，独自徘徊。

白江，是夹杂在山与岸之中的，要想出城到外边去，只能乘
渡船。那是艘不大的渡船，由一个老头子摆渡。他有一个孙
女叫翠翠，翠翠妈在生下她时就死了，翠翠爸也在不久后自
杀，只留下老头子独自照顾翠翠。虽说只留下祖孙二人，日
子过得倒也甜蜜。在翠翠十三四岁时，已出落得清秀美丽，
得到城里许多人的追求，特别是船总的两个儿子——大老和
二老。可是，因为种.种原因，大老在水中淹死，二老远走他
乡。翠翠唯一的亲人——爷爷，也在电闪雷鸣的夜晚，静静
地死去了。书的末尾，翠翠被接到了船总家，苦苦地等待二
老回家......

无论最终二老是否回来，在我看来，都不可能成就一段他与
翠翠的美好姻缘。因为二老对于翠翠的爱并不是真爱。真爱
是经得起种.种磨难与考验的，譬如金庸笔下的杨过与小龙女，
他们之间有过漫长的分离，也有生死的考验，最终却不离不
弃，这才是真爱。或许二老仍爱着翠翠，但是他能放掉自己
同胞兄弟的恨，放掉一切，放掉所谓的面子吗?他既然已经下
定决心去了桃园，那么即使有朝一日回来，说不定也已是有
家室的人了。在以后的日子里，翠翠必将过着寄人篱下的生
活，如林黛玉一般。船总收养她，是因为二老，如果二老不
归，难道他们就会轻易地把他嫁出去吗?他们只会让她等，等



那个或许再也不归的人。

《边城》是在悲与欢之间摇曳不定的，沈从文用略带忧伤的
笔触，描绘着这一段纯美的初恋。每每读完《边城》，脑海
中总会浮现出翠翠的影子。

《边城》，一座飘忽不定的城,一段忧伤的故事，诉说着人世
的不公和命运的哀叹.....

读后感一百字篇五

“仁德”——孔子教育学生首先强调做人的问题，在孔子看
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于第一位的。子曰：“弟子入
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
学文。”(《学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
如乐何?”(《八yi佾》)这说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础上做学问、
学礼乐才有意义。这也教育我们对孩子的教育要重视其内心
的成长，正是外在能力的载体。

“有教无类”——在孔门三千弟子中，有贵族弟子(如南宫敬
叔、司马牛、孟懿子)，有商人弟子(如子贡)，然而大多数出
生贫贱，特别是在四科十哲中的，如箪食瓢饮的颜回，卞之
野人以藜藿为食的子路等。可以说就是因为孔子有教无类这
样一个教育思想，打破了教育的等级界限，使教育扩及于广
大平民，扩大了学校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来源。这也教育
我们对孩子的教育要不能关注其出身背景，要一视同仁的对
待每个孩子。

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培养目标与社会需要相统一，体现了教育
的社会价值。孔子的学说并不是局限于他那个时代，我们在
不同角度、不同领域都可以从中汲取到我们需要的知识，现
今世上的`各类译注，让我有机会读儒家的各类经典，我会努
力寻找打开这个知识宝库的钥匙，努力汲取最多的知识。



读后感一百字篇六

他只有九岁呀，他就被老板折磨着，在寒冷的冬天，他冻缩
成一团，他写信给他的爷爷，可是幼小的他哪里知道，他的
那封信是寄不出去的。

在文中他拥有的都只是虚幻，他希望爷爷来接她，但那是不
可能的，因为他的信爷爷收不到。

凡卡在寒冷的冬天，缩成了一团和他相比，我们住在温暖的
房间里，身穿温暖的衣服，读我们而言“寒冷”这个词，我
们还不太了解。他当时是十分的饥饿，可我们感受到过饥饿
吗?中午，父母已为我们准备好了饭菜，放学后，父母已经为
我们准好了点心，“饥饿”这个词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陌生
了。

他希望爷爷来接她，他想他的爷爷，而我们呢?被亲人爱护着，
这些亲人的呵护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对他来说：亲人的呵
护是想得到而得不到的。

凡卡在后来竟如了甜蜜的梦想，他肯定又梦见了他的爷爷，
然而，这只是梦，对凡卡来讲，这是永远也不能实现了，因
为爷爷收不到信。

他出生在那种黑暗的社会里，他正过着苦难的生活，他想得
到温暖、幸福、快乐与亲人的呵护，他所想得我们都有，他
收到的一切磨难我们却从未受过。

读后感一百字篇七

这本书的女主角简·爱是一个失去父母的孤儿，在舅母的虐
待下，她坚强的生活着，努力的反抗着，她追求自由，不想
再受到别人的打骂和侮辱。舅妈把她送到劳渥德学校，她很
高兴，以为最终能够摆脱恶运了，现实确实得到了一些改观，



在劳渥德学校的生活让她喜忧掺半，并经过一些所见所闻受
到了很多启发，从朋友海伦身上她看到了什么是坚强，什么
是忍耐，自我在学习和摸索中日益成长、成熟。

在劳渥德的最终两年，简·爱当了教师，但她觉得失去了很
多东西，她想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所以她另外找了份工
作——家庭教师。在一个送信的夜晚，他认识了罗切斯特先
生，并帮忙了他，之后才明白罗切斯特就是她当家庭教师桑
菲尔德家的主人，经过熟悉和了解，他们彼此产生好感，爱
上了对方。在这期间简·爱不计前嫌，原谅了以往伤害自我
的舅母，陪伴她直到去世。

当简爱即将成为罗切斯特的新娘时，才明白罗切斯特已经有
了妻子，虽然那是个疯女人。简·爱很悲痛，她无法理解这
一切，道德与良心的谴责让她决定离开这个地方。出走的路
上历尽艰辛甚至流浪，但这并没有打垮简·爱，她巧遇表哥
一家，开办了自我的学校，为孩子们带来知识和欢乐。因为
她从心底始终牵挂着罗切斯特先生，于是又回到了桑菲尔德，
经打听得知，罗切斯特的妻子在自我疯态引起的一场大火中
死去，在那次灾难中罗切斯特为救人双目失明，并一只手残
疾。简·爱找到了罗切斯特，告诉他，即使他残疾了，她依
然爱他，决定要和他永远的、幸福的生活在一齐。我很佩服
简·爱这种不屈不挠、永远追求自由自在幸福生活的精神。

她前后经历的种种事情，以及她宽容豁达的性格，给我留下
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她敢于反抗、敢于追求、敢于争取，从
小就自立自强、自尊自爱。虽然她容貌不漂亮，出身很平常，
又一无所有，但她的气质不卑不亢，处事待人朴实谦和，让
周围的人都很佩服。她追求自由、平等的生活，可命运似乎
有意磨练她，让她经受一次次的困惑和压力，但最终，她战
胜了命运，收获了幸福，命运优待了这个善良、坚强、勇敢
的平凡女子，使她的一切因自我的努力而改变，变得日益完
美起来。我们要学习简·爱这种自尊自爱、坚强独立、不被
困难所吓倒的精神，我们要追求自我的人生梦想，权衡自我



手心里的幸福，把握人生的每一个精彩瞬间，使自我活得有
滋有味，苦中有乐。

读后感一百字篇八

简爱的第一个身份是里德太太的侄女。她自幼失去父母，唯
一爱她并领养她的舅舅又过早地弃她而逝。她从小受尽两个
表姐和表哥的欺负，总是待人受过。而且“无论怎么讨别人
的欢心，都有人从早到晚地骂我淘气、阴暗、讨厌、鬼头鬼
脑”。这种强烈的不公终于在简的心中激起了她的反抗。她
鼓起勇气教训了约翰，并且冲破了长期以来一直束缚着她的
那个服从长辈的观念。她勇敢的站起来，诉说心中的不公平，
控诉以恩人自居的舅妈的罪行。她一针见血地骂她是伪善的
女人，把她斥责得抬不起头。面对强权，她开始反抗，也开
始走向成熟。她学会了独立。

当走出舅妈的家时，简爱的心情是阴暗的。因为她从种种蛛
丝马迹中已经领悟到第二个住所——劳渥德慈善学校对她不
可能会轻松。果然，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伤害了她的自尊心。
但她并没有下决心与全世界作战。她对谭波尔小姐和好朋友
海伦彭斯都有极大的热心和热爱。在劳渥德，她学会了宽容，
学会了区别对待。这给她的反抗蒙上了一层是非和正义。她
以别人对待她的方式对待别人，她成熟了。随着成长，简爱
的反抗精神真正的散发出光芒。

简爱一生的转折发生之处便是桑菲尔德府。她来到这里，做
了一名家庭女教师。而18岁的她，渐渐地与主人罗切斯特产
生了爱情。罗切斯特家召开宴会，简爱以不卑不亢的态度与
贵族的小姐太太们相处，为自己赢得了尊严。她对罗切斯特
的爱情是炙热的，也是强烈的。但她决不会因此失去原则。
当她误认为主人要娶一位贵族小姐，又要同时把她留在身边，



使她成为无足轻重的人时，她愤怒地反驳了罗切斯特。在这
个时候，她的愤怒的斥责，正是使我们感到敬佩的。

而命运似乎还要考验简。在她与罗切斯特的婚礼上，她才发
现罗切斯特早已娶妻。她不顾内心的反抗，情感的痛苦毅然
出走。她用法律的条款约束自己，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光明的
天堂。她是自立而独立的。她为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首华彩
的乐章！

命运是公正的。简最后与罗切斯特获得了幸福的结局。而她
的精神也如经久不衰的珍宝，永不褪色。

最后，伦敦的迷雾又加深了。那个瘦小但坚强的身影远去了。
我合上书。19世纪的英国渐渐如一艘航船从思绪的海洋中退
去。

简爱的一生，从幼稚到成熟；从柔弱到坚强；从懵懂到智慧，
她改变了许多，成长了许多。而我们，也在成长，也在从幼
稚变成熟，从懵懂变智慧。

简爱的一生，不变的是她的反抗，她的精神。而我们，让我
们保留一点不变的精神，总有一天，它会像金子一般发出光
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