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根随笔读后感 培根随笔读书笔记(精
选11篇)

理想可以激发人们积极向上的情绪和行为。怎样培养和发展
自己的理想能力和素质？接下来是一些成功人士的经典案例，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和鼓舞。

培根随笔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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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
宗教、爱情、婚姻、友谊、艺术、教育和伦理等等，几乎触
及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语言简洁，文笔优美，说理透彻，
警句迭出，意义深刻，包含着这位先哲的思想精髓。

从《培根随笔集》的“论真理”、“论死亡”、“论人的天
性”等篇章中，可以看到一个热爱哲学的培根。从“论高
官”、“论王权”、“论野心”等篇章中，可以看到一个热
衷于政治，深谙官场运作的培根。

从“论爱情”、“论友情”、“论婚姻与独身”等篇章中，
可以看到一个富有生活情趣的培根。从“论逆境”、“论幸
运”、“论残疾”等篇章中，可以看到一个自强不息的培根。
从“论作伪与掩饰”、“论言谈”等篇章中，可以看到一个
工于心计、老于世故的培根。

我最喜欢的就是《论美》，美是一个很广泛的问题，它包含
着外在美和自然美。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所以我们不能
光注重外在美，也要重视内在美。

就如培根所说的：“美人底秋天也是美的”，外在美是不可
能永远都有，但是内在美却可以。所以我们要把外在美与内
在美结合起来，体现出一个人举止谈吐的高雅，心灵的纯洁。



培根随笔读后感篇二

《培根随笔》为英国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弗兰
西斯·培根所著。《培根随笔》分为《论求知》、《论美》、
《论善思想家》、《论真理》、《论健康》、《论家庭》、
《论友谊》等多篇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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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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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猜疑》中,培根说道：“当你产生了猜疑时,你最好还
是有所警惕,但又不要表露于外。

这样,当这种猜疑有道理时,你已经预先作了准备而不爱其害。
当这种猜测疑无道理时,你又可避免因此而误会了好人。可见
在人生中猜疑,是人的思想在做乱。

在数十篇随笔中,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论美》篇。这是一篇
关于“美”之作,语言简洁,内涵土独特,充满哲理性。

“美”本身是个很广泛的问题,本文着重论述人应该怎样对待
外在美和内在美的人生观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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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嫉妒》中,我也领会不少彼此越了解,嫉妒心将占据越高。
人可以允许一个陌生人的发迹,却绝不能容下让身边人的种种
上升的趋势。

一个循序渐进地高升的人也不会招来嫉妒。因为这种人的提
升被看作是正当的。

嫉妒在人的生涯中是毕竟的道路,同情心总是医治嫉妒的一味
良药。但有多少人能明白文中的道理呢。

培根随笔读后感篇三

人们常说：一本好书能够使人明白一个道理，一本好书能够
为人建造一条捷径，一本好书甚至能够改变人一生的命运!有
名的文学家培根也说的：“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
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
之学使人善辩”。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书更是我们的精神粮
食，是我们亲密的朋友，它让我们在书中得到解决问题的方
法，为我们排忧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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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求知能够改变人的命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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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能够为我们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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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着重论述人就应怎
样对待外在美和内在美问题。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
的，所以不要抱怨自我外在缺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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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有些人只注重外表美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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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把美的形貌与美的德行结合起来。只有这样，
美才会放射出真正的光辉。我想，就算是作为一种职业的需
要吧，我们也得很好地修炼与提高我们对于美的认识与美的
塑造。

培根随笔读后感篇四

《培根随笔》是17世纪英国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经验主
义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写的。这本书分为几十篇，如《论求
知》《论美》《论善》。它短小精悍，充满哲理，让我受益
匪浅。

这么多“理论”中，《论真理》给我印象最深。美本身就是
一个宽泛的概念。外貌美、精神美、风度美、自然美、人造
美……这些都是人们经常讨论的话题。虽然人们口口声声说
我们不仅要注重外表的美，还要注重心灵和灵魂的美，但大
多数人看到别人的外表，往往会在自己心里给人一个定义。



所以外貌美还是很重要的。但是，再漂亮的外表，行为也不
符合场合，做出的动作也让人瞠目结舌，会给人的第一印象
带来不好的影响。比如，在一个庄严的婚礼仪式上，脱下鞋
袜，把脚放在椅子上，人们的目光自然会流露出惊讶甚至轻
蔑。外貌是天生的，很难改变，但行为美是培养出来的。我
们可以训练自己，让自己的行为至少符合场景。

优雅的行为美也是精神美的体现。灵魂美不美是评判一个人
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如果头脑不美好，
看到主动帮助自己的人不会虚心感谢，反而会不耐烦地骂对
方多管闲事；头脑不美，就不知道别人的美；心若不美，人
反映出来的.美都是扭曲虚假的。

到现在为止，我见过最漂亮的女人是我表妹。她集美貌、精
神、风度和智慧于一身。今年暑假，我看到她穿着一件刚从
香港买的黑色小礼服，优雅、善良、大方、小巧可爱。她黑
色瀑布般的头发轻柔地披在背上和肩上。她笑起来，两个大
酒窝甜甜地张开，大眼睛在眼镜下弯成了美丽的月牙形。

我没有姐姐漂亮，还有很多缺点需要改进。看了《论美》，
更加意识到自己缺点的严重性。那颗属于我的美丽宝石还是
有点黯淡。我会一直想着《培根随笔》，让这颗宝石在我心
里发光！

培根随笔读后感篇五

在前几日上学期间有位朋友曾和我说，此刻学习形势太严紧，
所以平常只要补课，不用靠自我学就能够简便了。对于这种
观点，我不大赞同。

补课对于我们来说，其一是要帮忙我们在基础之上巩固知识，
即为加深印象；其二是要在我们不会的前提下，对新知识进
行瓦解，这样在上学时即为之所学了。这样一来，我们就在
大脑中学了三遍，加深了印象，也就贴合“学而又习”的根



本了。可补课毕竟是学习中不公平的体现，所以，学习还是
在个人。

学了知识，我们不能说只一味的学，那样必然会变得机械。
孔老夫子不是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嘛，这
位老夫子说得很对，我就很赞同。不是因为他们的身份不一
样，而是站在客观的角度去评价。学了不思考，就会对所学
的知识感到迷惑，思考了而不学习，就会有必须的害处，这
样长时间以来，遇到处事辩证之时，必会不知所措。

说到辩证，即为口语表达本事，也一样和学习有关。有的人
自作聪明，不学知识也不做练习，长久下去，他讲话时将会
哑口无言，不是说他天生的缺陷，而是后天缺乏语言表达这
种本事，而造成他这样的直接原因就是不学习。恰恰相反的
是，如果一个人平常多读书，勤于思考，多做练习，努力认
真，坚持不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所说的话就会富有文采，
言辞就会很华丽。

学习的目的不是在于辩证，然后让你去批驳你所反对的人，
而是在于增长知识，提高素养；学习的.范围不是在狭窄的小
图书里，而是在古今中外名著，古文现代文的文章当中，这
样学习的范围也就体现着学习的目的，可是既然已找到了学
习的范围，也已有了学习的目的，那么没有好方法又怎可学
呢其实，学习方法也很简单，第一，要端正态度，不要把那
些不良之风带到学习上来；第二，要学会钻研，书籍就像一
把锁，如果你不找到思考这把钥匙，你又怎样打开它呢第三，
则要持之以恒，坚定信念，因为一旦放弃，那么一切将毁之
于旦！

综上所述，我本着朋友的身份告知天下的朋友，我们学习，
不要只为了走捷径而偏弃了那些足以带给我们磨练的曲路！



培根随笔读后感篇六

本书作者，自然就是弗兰西斯-培根英国著名哲学家和文学家。
一六零三年被封爵士，一六一三年升为首席检察官，一六一
七年成为掌玺大臣，一六二零年被封为子爵。一六二一年被
控受贿，从此下野，脱离官场。一六二六年死于实验。本书
的道理，均是其一生中经历中总结出来的。

还有其中一些完全是十七世纪的思想，例如：世上的确有人
好见异思迁，视固守信仰为枷锁缠身，故而在思想行为上都
追求自由意志。

虽说专讲道理，但也不乏有趣的比喻：一位先人曾因诗能满
足想象而称其为魔鬼的酒浆。而有些话也是经典：所有感情
中最令人神魂颠倒这莫过于爱情与嫉妒。

本书也似乎是借助《圣经》来说明道理。从书中所用的人名、
地名、事名，更可以看出他的.才识来。我闷在生活之中总会
不经意之间说几句富有哲理的话，只要用心记录，你也会成
为培根。

培根随笔读后感篇七

第一次读培根的文章，就被他简洁的文体，高深的哲思吸引。
每篇文章寥寥数千字，却能把一个深奥的问题剖析的异常清
楚，并且伴随各种精彩的类比，读后犹如品尝了一道内容丰
富的快餐，而这道快餐又不同于一般的快餐，它的价值和营
养要远远要超过那些宫廷盛宴。

对照培根关于写作、关于生活、关于工作、关于道德几个方
面的观点，仔细梳理自己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从而使自己得
到一些启示。

关于写作，培根主张：“简洁是智慧的灵魂，冗长是乏味的



枝叶、浮浅的花饰。”他在《谈快捷》一文章说：“冗长而
玄妙的讲话不利于快捷，就像长袍拖裙不利于赛跑一样。”

其实，我也早有这样的顾虑。写长文，就一定能体现写作功
底吗？有时因为写的太长，写出来的东西牛头不对马尾，整
篇文章词不达意，有时还有脱题的硬伤。只是为了用字数证
明写作的速度和效率。

有时写着写着，犹如陷入无人之境，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犹如孤魂野鬼一样，一个人在沼泽地里苦苦挣扎。自己写的
辛苦，读者看的更辛苦，有时不知道是想为读者讲明白一个
故事和道理，还是想带读者进入一个大迷宫，绕来绕去，浪
费不少时间。

现在看来，一篇好的文章，都是通过言简意赅的文字，把一
个复杂的道理或者故事讲清楚，这才是写作的目的。而不是
一味的讲情怀，耍浪漫，或者炫文采。

关于真理，培根说：“弄虚作假犹如金币和银币中的合金，
它可以扩大金银的流通，但却贬损了他们的价值。”

按现在人的说法，诚信就是一个人的品牌，是无形资产。无
论是做朋友，还是做生意，如果个人的品牌倒了，基本已经
前功尽弃。你可以骗别人一次，但第二次基本不大可能。所
以诚信的人路越走越宽，而弄虚作假的人，路越走越窄，甚
至到最后穷途末路。

所以无论何时，为了诚信，为了长远利益，宁可舍弃眼前的
利益，也要努力做个诚信的人。这个社会没有太笨的人，也
没有太蠢的人，很多人讲诚信，只是为了做人或者合作能更
长久一点。

正如培根说：“说人撒谎就等于说他藐视上帝，惧怕凡人。
因为谎言是直面上帝而逃避凡人的。”这有点像我们中国人



说的：“离地三尺有神明”。你做的任何事情，也许别人看
不见，但你自己总会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任何时候都要坚信，除自己之外，有一双眼睛，一直注
视着你。所谓日的良心不安，就是感觉到了那双眼睛注视着
自己。

专栏作家李笑来说过同样的话：“这个世界是有生命的，你
怎样对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怎样对待你。”这也是心理
学家提出的“自证预言”。人生像一面镜子，真理就是镜子
的支架。

关于死亡，培根如是说：“成人惧怕死亡恰如儿童怕进黑夜；
儿童天生的恐惧随着故事同步增长。成人的情况亦然。静观
死亡，将他视为去另一个世界的必经之路。”

死亡是一个永恒恐惧的话题，死亡代表虚无和消失，从一个
真实的有形的世界，成为一堆没有生命的物质。宗教之所以
大行其道，是因为宗教给人们一种关于死亡的合理解释。所
有苦难的生命，死后都会进入天堂。这从某些方面淡化了死
亡带来的恐惧，从而为死亡披上了一件华丽精美的外衣，让
人对死亡有了一个精神上的依托。

就死亡本身来带的痛苦，比一个指头受的疼痛要轻的多。所以
“死亡的声势比死亡本身更为恐怖。”哭啼、或者永远的消
失、身体的销蚀、恐惧、分离的痛苦，当然所有这些情景，
死者是感受不到的，只有活着的人才认为死亡是一件可怕的
事情。

可又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呢？宇宙有开始，必定也有结束。
活在地球上的生命，和整个宇宙比起来，无比渺小和卑微。
就像一滴落在地上的雨水，就像一片凋落枝头的花瓣，就像
一粒消失风中的沙粒，就像一颗划过夜空的流行。极其的短
暂，又极其匆忙，但人们常常无能为力。



总有那么一类人，他们不惧怕死亡，并且向死而生。那些为
复仇而死的人，那些为爱情藐视死亡的人，那些为荣誉而战
的人，那些悲壮赴死的人。这样的死，往往会让灵魂得到一
种升华。

人固有一死，有人轻于鸿毛，有人重于泰山。按照这个逻辑，
如果为了某种伟大的事业而死、死得其所，那面对死亡就不
会可怕，反而是一种荣耀。

文章提到：“一个人尽管既不勇敢也不痛苦，但反反复复做
同样一件事情的腻烦也足以令他萌生死念。”真的，我就曾
见过那种活的腻烦的老人。他们许多人其实并不怕死，反倒
渴望快快死去。

试想一个只知道每天吃三顿饭，除了睡觉，就是打盹的人，
或者一个整天疾病缠身的人，他们的生命已经不产生任何价
值。他们每一天只不过重复前一天同样的生活，没有惊喜，
没有体验，没有向往，即使活着，也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

站在这个角度，有时死亡并不可怕，反而是一种解脱，一种
自然的恩赐。

关于报复，培根如是说：“一个人如果采取报复行为，就等
于跟他的仇人扯平拉齐；然而要放他一马，他则高出仇人一
筹，因为宽恕乃王者风范。”

冤冤相报何时了，那些最终能了断的仇恨，往往在大度的一
方。心怀仇恨的人，总是用别人的错误不断的伤害自己。心
怀仇恨的人，大多已经被仇恨淹没，眼睛被仇恨蒙蔽。他们
因此而冷酷、无情、决绝，看不到世界善意，也看不见美丽
的风景，更感受不到人间真爱。

我记得有一句词：“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三分方为君子。”
这里的退和让，不是退缩，不是失败，不是害怕，更不是逃



避，而是一种更大的格局和境界。放他一马，虽然自己并没
有罪，但可以把自己身上痛苦卸下来，让生命得到一种重生。

那些自己能改变的事情，就去改变，无法改变时，自己默默
的承受，因此让生命变的更加坚毅。别人的不好，就让他存
在。而那种装在心中的恶，本身就是上帝对恶人的惩罚，身
边的人因此会疏离他，他无法感受善意带来福报。

而更大的境界在于，“为作恶而作恶的人是绝对没有的，人
作恶无非沽名钓誉、寻欢作乐。因此我何苦要为一个人爱己
胜过爱我而愤愤不平？”

站在人性的角度，每一个人都是本我的，自私的。基因很早
就为我们设计了这种特性，如果别人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
让你的利益蒙受损失，本身就是符合生物的利己规律。

把那些不正常的事情正常化，因此就会释然。所以有一句话
说的好“不要用利益去考验一个人的立场。”利己本来就是
一切生物的特性。而如果一个人念念不忘报复，就等于让自
己的伤口开裂。所谓的疗愈，就是放下心中的仇恨，理解别
人，也是化解自己的病灶。

关于厄运，培根如是说：“集人的脆弱与神的旷达于一身，
才是真正的伟大。”

其实每当我们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总是最先看到这个人身上
的长处和优点，以此来给这个人画像，而往往忽略人最本真
的一面。任何伟大的人都有自己脆弱的一面。所以要了解一
个人，不仅要看到他被光环环绕的一面，还要知道他不为人
所知的一面。

知道生命的真相，依然热爱生命，才是真正的强大。看一个
人是否伟大，并不是看他如何幸运，而是遇到厄运时，或者
被不幸击垮时，依然能顽强的爬起来。



如果你不经痛苦，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如果你陷入
泥泞，你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坦途；如果你不遇到狂风暴
雨，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风平浪静。有人说，痛苦和灾难
就是为了弥补我们的贫乏和简单。痛苦和灾难是另一种更为
激情的成长模式，它可以淬炼生命，增加生命的韧度。

关于花销，培根如是说：“如果一个人想收支平衡，一般花
销应当只是收入的一半；如果他想致富，花销就应当是收入
的三分之一。清点自己的财产，不见得就会低人一等。”

经济上有个统计数据，在美国有50%的家庭，竟然拿不出1000
美元的救命钱。而如果你有10000美元，你就可以进入全球1%
富人的行列。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却是赤裸裸的现实。

根据北大经济学教授香帅20xx年财富报告，中国70%的财富来
自劳动所得。所以想要过上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维持必要
的收支平衡，是规避风险，应对不确定性的最佳方式。即使
投资也不能allin,要在手头上留够足够生活的钱。

巴菲特说过，“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就是通过分散
资金，降低生活和资金的风险。知道自己的现状和资金的多
少，有助于对生活和花销做出更为合理的决策。所谓的理财，
就是要学会开源节流，明白自己有多少积蓄，把钱用在该用
的事情上，集中精力办大事。

当然在金钱的使用上，有人把赚钱当成生活唯一的目的，而
忘了生活的乐趣。甚至有人最终成为金钱的奴隶，对自己很
苛刻，一辈子过的很辛苦。而有人却把金钱当成一种工具，
有时摆脱对金钱的依赖，从而追求一种精神上富足和崇高，
让自己更自由。

读《培根随笔》给人的第一感觉是精炼，然后是实用。他所
讲的很多道理和观念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即使放到今天也
依然有它的先进性和合理性。一本书，经历风雨沧桑，经历



时代巨变，依然能被人们接受和推崇，才是真正的好书。

希望读完它，能丰富我的精神世界，使我在为人处世，个人
生活、成长、学习等方面，能较为理性的突破和改变，从而
更好的生活。（康卫军）

培根随笔读后感篇八

现实它总是很残酷的，以至于我们总喜欢做白日梦，在梦里
实现我们在现实中无法完成的心愿，《培根随笔》里面有太
多的真理，它们都是培根的心血和想法，却十分真实的揭露
出这个社会的面貌，以至于全书的每一句话都震撼内心。

有时，我们会回想起我们人生的某些片段，我们需要论据来
证实我们没有做梦，随着时间的流逝，许许多多的人和事到
最后会让你觉得特别滑稽可笑和微不足道，也许初心会动摇，
会改变，但是野心它始终存在，可能你说你是一个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慢慢努力的人，可是在内心深处依旧会有一个
声音在呐喊——我可以再优秀一些，结局不该是这样。

培根说“野心就像胆汁，它是一种体液，如果不受障碍，能
使人积极、认真、敏捷、活跃，它一旦受到阻碍，不能自已
流动，就会变得焦枯，因而就凶险恶毒了”。是啊野心和实
力是对等的，在没有实力的时候谈野心，前方等待你的只会
是万劫不复，所以啊当你的才华和准备还撑不起你的野心的
时候，你就应该静下心来，历练，奋斗。我知道其实我们都
不会惧怕千万人阻挡，我们真正怕的是输给自己，怕自己会
胆怯会投降，所以一定要在努力下去，别配不上自己的野心，
同时我们也要拼搏，好让自己的野心配得上自己的能力。而
我相信如果你配不上自己的野心，也明白辜负了所受的苦难
的那种心情，你会感到不甘，因此不甘如此平淡的人生，就
要努力奋斗，对所有人说：我配的上我曾许下的野心。

在《培根随笔》里，我们所有的疑惑都可以得到解释，因为



培根在这本书上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它是时间流逝
最好的见证，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专属于我们自己的小空间，
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是主角，都在探寻着真正的人生奥秘，
在每一个章节里面总是会有不同的发现，在这字里行间都能
找到属于自己的影子，那些个不服输，不放弃，有梦想，有
野心，爱美，怕死亡的自己，也许我们并不完美，但这才是
最真实的我们，《培根随笔》就好像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写
照，如果我们都能在这里找到真实的自己，那么也许你就走
进了这本书。

希望我们都可以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该抓住的抓住；该
舍弃的舍弃;该背叛的.时候就背叛，心里的垃圾定期倒一倒，
始终潇洒无畏，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够酷。

培根随笔读后感篇九

我读了《培根随笔》一书，让我的议论文水准又上升了一个
层次。

我最喜欢的是第十九章《论狡猾》，因为里面说的那些我的
身边都有，让我明白议论文需要语言真实。"如果一个人想要
破坏一件事，而且生怕它被别人巧妙地提出而得到圆满解决
的话，那么最好是装自己也希望它成功，并且有自己亲自提
出来，()只不过提的方式是为了引起人们的反感，以达到相
反的效果"议论文的语言不一定要多华丽，但要恰到好处，给
别人感同身受的感觉。

第二十三章《论貌似聪明》中说"有的人说起话来很神秘，遮
遮掩掩，欲言又止，不肯把他那些货色痛快抖搂出来，除非
是在暗处，似乎想永远把它藏起来。他们用这种方法谈论自
己并不太明白的事情，人家还以为他们心里有数，就是嘴上
说的不太明白"没错，头脑空空者为了扮成聪明人比任何一个
破落户为了撑门面玩出的花样还要多。貌似聪明的人也许能
骗取别人的好感，但是论起做事来，即使是一个有点荒诞不



经的人也不假正经的人要强。

《培根随笔》中有很多篇章涉及到人性的思考。作者认为，
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并且全书的开篇就是《论真理》，探讨
人们如何对待真理，如何追求真理；另外书中的美学思想也
非常深刻，尽管作者并不是一位美学专家，但是后世的美学
书籍常常引用培根关于美学的有关论述。有了对于人性真善
美的讴歌，作者的教育思想也十分先进，作者认为教育的真
谛就在于怎样让人们养成一种良好的习惯。

《培根随笔》是一本非常值得读的书。

培根随笔读后感篇十

知识就是力量。 日记

奇迹总是在不畏中闪现。

安逸和满足易成为腐败与堕落的温床。

成功和美德是衡量人生事业的两种尺度。

知识本身并没有告诉人们怎样运用它，运用的方法乃在书本
之外。

毫无理想而又优柔寡断是一种可悲的心理。

无论你怎样地表示愤怒，都不要做出任何无法挽回的事来。

才德有如宝石，最好用素净的东西镶嵌。———《培根论说
文集》

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信任就是关于进言的信任。———《培根
论说文集》



过于求速是作事上最大的危险之一。———《培根论说文集》

美德有如名香，经燃烧或压榨而其香愈烈，盖幸运最能显露
恶德而厄运最能显露美德也。

美德好比宝石，它在朴素背景的衬托下反而更华丽。同样，
一个打扮并不华贵，却端庄、严肃而有美德的人令人肃然起
敬的。

有些老人显得很可爱，因为他们的作风优雅而美……而尽管
有的'年轻人具有美貌，却由于缺乏优美的修养而不配得到赞
美。

饶舌的人多虚妄。

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
处幽居之时；其傅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
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练达之士虽能分别处理细事或一一判
别枝节，然纵观统筹、全局策划，则非好学深思者莫属。

读书费时过多易惰，文采藻饰太盛则矫，全凭条文断事乃学
究故态。读书补天然之不足，经验又补读书之不足，盖天生
才干犹如自然花草，读书然后知如何修剪移接；而书中所示，
如不以经验范之，则又大而无当。狡黠者鄙读书，无知者羡
读书，惟明智之士用读书，然书并不以用处告人，用书之智
不在书中，而在书外，全凭观察得之。

读书时不可存心诘难作者，不可尽信书上所言，亦不可只为
寻章摘句，而应推敲细思。书有可浅尝者，有可吞食者，少
数则须咀嚼消化。换言之，有只须读其部分者，有只须大体
涉猎者，少数则须全读，读时须全神贯注，孜孜不倦。书亦
可请人代读，取其所作摘要，但只限题材较次或价值不高者，
否则书经提炼犹如水经蒸馏、味同嚼蜡矣。读书使人充实，
讨论使人机智，作文使人准确。



因此不常作作文者须记忆特强，不常讨论者须天生聪颖，不
常读书者须欺世有术，始能无知而显有知。读史使人明智，
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
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人之
才智但有滞碍，无不可读适当之书使之顺畅，一如身体百病，
皆可借相宜之运动除之。滚球利睾肾，射箭利胸肺，漫步利
肠胃，骑术利头脑，诸如此类。如智力不集中，可令读数学，
盖演题须全神贯注，稍有分散即须重演；如不能辨异，可令
读经院哲学，盖此辈皆吹毛求疵之人；如不善求同，不善以
一物阐证另一物，可令读律师之案卷。如此头脑中凡有缺陷，
皆有特药可医。

培根随笔读后感篇十一

不久前，我从爸爸的书柜中抽出了那本陈旧的《培根随笔》，
淡淡泛黄的扉页上有力的“此书可用一生去读”几个字让我
不禁去翻阅。读完之后顿觉收益非浅。它是培根一生的经验
汇总，虽篇幅不大，但内涵丰富，称得上是一部人生百科全
书。书中谈及科学、政治、艺术等各个方面，不仅文笔优美、
谈吐睿智而且论述精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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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随笔》这本书语言简洁，短短的一小篇就可以让人
受益匪浅，其中的许多文章，都闪现着作者思想与智慧的光
芒，能给人们精神上的滋养。且文章中的名言佳句层出不穷，
足已永为垂范，这些闪光的句子，使人们能深深感受到愉悦
和温暖。

合起来。本文笔墨不多，但却十分精彩，语言透彻且优美，
运用了排比和比喻等修辞手法，可以说是在培根随笔中颇具
代表性的文章。



读完后，我认为英国文学史家鲁宾斯坦的一段评论可以说明
我对此书的感觉：“培根是写作随笔的高手，文章不受个人
感情支配，具有公正超脱的格调。他与读者的思想建立直接
联系超过了他以前的十五代人。他的思想从来都不是抽象的，
而永远是具体的活的东西。他的随笔，篇篇言简意赅，富于
变化，每次捧读，都使人不由自主地被吸引。文章中充满灵
感的常理，迄今仍然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现代人实用智慧的
丰碑之一，理解了他可以用来改造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