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看见鹿读后感(精选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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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
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
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看见鹿读后感篇一

柴静，1976年1月1日出生于山西临汾，1988年，到长沙铁道
学院（现中南大学）读书，1995年，电台主持《夜色温柔》
节目，1998年，到中国传媒大学学习电视编辑，并在湖南广
播电视台主持《新青年》节目。

20xx年11月起担任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主持人。20xx年
担任《新闻调查》记者，出现在非典的第一线、矿难的真相
调查，揭露一个个欲盖弥彰的谎言；20xx年起担任《看见》主
持人。

《看见》是知名记者和主持人柴静讲述央视十年历程的自传
性作品，既是柴静个人的成长告白书，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作
中国社会十年变迁的备忘录。

十年前她被选择成为国家电视台新闻主播，却因毫无经验而
遭遇挫败，非典时期成为现场记者后，现实生活犬牙交错的
切肤之感，让她一点一滴脱离外在与自我的束缚，对生活与
人性有了更为宽广与深厚的理解。在书中，她记录下淹没在
宏大叙事中的动人细节，为时代留下私人的注脚。

读《看见》，第一感觉，这是一部揭开生活雾霾的书，也是
一部打开心灵窗口不懈追问的书，既是柴静个人的成长告白，



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作中国社会十年变迁的备忘录。

我在阅读的时候深切地感到了心理的起伏，它引领我不由自
主地展开对人生与命运、性格与成长、理想与现实、社会与
家庭、思维与方法的思考。

书里有穿隔离服、戴眼罩和手套的医生、护士，有青春烦恼
的问题少年，有沉沦的吸毒者，有不堪家暴的杀夫女，有丑
陋的商人和蝇苟的官员，有江湖耍猴人，有被灾难夺去家园
和孩子的夫妻，有人造的老虎，有洋志愿者，等等。

她把骨子里的文艺气息，在一件件添堵的事件和端坐的当事
人面前，一层层剥下来，留给了犀利的追问和宽容的探讨，
然后落成了书中雨点一样敲打的文字。

她刻意回避着“我”，没有把自己成长的背景、亲人的关爱
和她对他们的追念，集成一个段落，而是把所有这些富有温
情的色彩，泼洒在了似乎完全不相关的场景中。

正如她把与领导与同事的交往也不断拆散开来一样，让每一
章节的主体事件不那么孤立，不那么生硬，不那么缺少人情
和人性，确保自己所拿出的每一块布料都有粗糙或细滑的真
切质感。

柴静带给人的力量，不是来自这些故事本身，而是来自于柴
静认识人，了解人，感受人，理解人，她在认识人的过程中
认识自己，也让我们跟随着她去认识我们自己。我想这才是
真正地看见。

看见鹿读后感篇二

有人说读书就是在跟作者对话，《看见》里，柴静最初认为
新闻可以有温度，到后来觉得新闻应立足于准确不应有记者
自身的态度，再到融合与解脱。不论是看到作者本身的变化



还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点点滴滴都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它
的确是在一件一件慢慢告诉我，所以想回复它。

非典那年是我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对于生死或灾难没有多
少概念。儿时的童话会告诉小朋友，人死后会变成除了人之
外的另一种形式在世上循环。那时只知道大家突然都带起了
口罩，然后学校天天谣传着要放假在家隔离的消息，但也仅
限于谣传而已。有一次，下午放学，自己独自走在回家的路
上，路过一个医院的时候，在医院门口看到了一个好大好大
的蝴蝶，是我从来没见过的蝴蝶，心里就在想这会是谁？那
时，阳光穿过梧桐树叶，洒在地上一片斑斑驳驳，人声很少，
空气寂静，像无数个反反复复的日常。确不知道，在某处的
其他地方躺着面无表情的人，不知他在想着些什么。

初中语文老师点评作文，有讲过一句“要做一支会思考的芦
苇”。大意指即使随风摇倒，也要守住自己的认知吧。但有
时候，会觉得很难接受或理解超脱于自己生活经验总结的事
情，所以很难将心比心，也很难直接吸收别人的经验转化为
自己的前车之鉴，以至于周边朋友会说“我都经历过，也告
诉你了应该怎样，为什么你非不听，果真，该走的路一步不
能少”。经历之前也确实不解，经历之后才有那么或多或少
的感同身受。所以渐渐理解了那句“我不一定认同你说话的
内容，但是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有时候觉得不要人
云亦云，不要绝对化任何事也是一种极大的善。

地点本身是不涉及情感的，因为一个地方有了一些人或一些
事，便被人赋予的情感。每次走在以往有生活足迹的地方，
便总会不自觉的想“我以前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遇到了哪
些人，我们做了些什么，那时充斥的是怎样的心情”。

一次和朋友谈论电影，她说她最喜欢的电影是《泰坦尼克
号》，于是重看了一遍，年纪小一些的时候，在电影里看到
的更多的是超脱世俗与生命的感情。再大一些之后，触动更
深的是船沉时，知道自己命运结局的小人物，坦然面对结局



时人生最后几帧极其温暖感人的镜头。人是这个社会单元最
小的集合，很喜欢柴静采访里体现出的即使是个很宏大的主
题，也可以捕捉到细微。

之前也有人给我说过，现在很难见到有工匠精神的人，德国
汽车之所买的好是因为其质量，而其质量好是因为其零件质
量好。其实很多事情，很多问题与答案只差了再多问一个为
什么？所以有时候答案浮出水面之前，渐渐的喜欢逼自己再
进一步，再一步。若问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可能会说争取从
现在开始吧。就像他人所说，律师与律师的差别在于，准备
案件时需要设想对方会怎么反击，想到对方如何反击后还要
思索怎么回击，循环往复，直到见底。

曾经有人问我“你想要什么？”我说“成功”他问：“那你
认为成功是什么？”我说：“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吧，我想
要世俗的成功”后来觉得成功其实是比较级，没有尽头。

瑞士的社会保障体系很健全，所以教育和人们思想也很开明，
义务教育后，孩子一般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选择继续就
读还是选择职业技术类培训并在后期直接就业。职业之间并
无高低贵贱之分，选择的依据完全是看自身兴趣。

有人说虽然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肯定会急速发展，
跻身发达国家，因为中国人太勤奋了。但不知为什么，我脑
海里浮现了一个词“内卷”。不过想来也是，如果没有相应
的保障体系，兴趣在生存面前可能就显得弱小了。所以就像
柴静所述，卢安克带来的不是感动，他的那种自由带来的是
一种内心很安静的思考，一种自我与自我的对话。

历史的作用不只是让人记住发生了什么，他也想让人们思考
当时为什么发生了这些事。想到了鲁迅先生弃医从文，医可
牵一发，文可动全身；想到陶行知先生舍弃优渥的生活投身
农村教育，万世师表。



这段故事是一个叫郝劲松的法律专业的人讲的，他因为北京
地铁公司厕所收费5毛却不开发票起诉了对方，最终其赢得了
诉讼。很多人质疑这种小事是否值得如此干戈，他说“今天
你可以失去获得它的权利，你不抗争，明天你同样会失去更
多的权利，人身权，财产权，包括土地、房屋。中国现在这
种状况不是偶然造成的，而是长期温水煮青蛙的一个结果，
大家会觉得农民的土地被侵占了与我何干，火车不开发票、
偷漏税与我何干，别人的房屋被强行拆迁与我何干，有一天，
这些事情都会落在你的身上。”不合理就是不合理，不在于
标的是什么，标的的价值是什么，而在于事情本身，一旦抛
却了一点，下次可能就是线，再下次可能就是面，深以为然。

看见鹿读后感篇三

我终于见到了大海，大海是那样壮阔，那样广阔，是那样令
人向往。它就像是人间仙境，有时波浪不惊。

海在每一个人心目中都是无边无际的、浩瀚，而又充满憧憬
的一个印象。并且每一个人都想去‘会见’一下海，而我也
不例外。海在我心目中还有一个和王家新作者一样的意义，
那就是信念和理想，成功的喜悦！

这事情，还要从我小学的深涯里说起。

在小学中，因为我的体育成绩还算可以，所以我被选做了体
尖。在小学6年级中，因为要去参加第23届学生锦标赛，所以
我们就天天去跑北山。那是大足的北山，老师要求我们上去
必须跑梯子，而下来就全是下坡就必须全速冲，最重要的是
在15分钟内必须跑完全程。先开始，我们基本上都是
在17、18分钟跑下来的。老师就要求我们重新跑，而且是重
新跑了几次。就是去了这天，我们大家就累得像一个落汤鸡
似的。就是去了这一次我们大家都不想去了，但不得不去。
唉。



看见鹿读后感篇四

用时18个多小时读完了《看见》这本书。只因柴静两个字！

这本书中柴静写了发生在我国一些城市不同地方的很多事件，
有些我听说过，有些不知道。

通过《看见》的人和事，了解他人越多，个人的悲酸欢慨也
就越不足道，在书中你看到千万年来的世界何以如此，降临
在你身上的事不过是必然的一部分，还是那句话：“只是生
活本身矛盾密布。”

这本书里，看到了我生活范围之外的很多“不可思议”的事，
让我从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上，了解和理解着现在我生活
的这个社会大家庭。并让我更清楚的明白每一件事的发生，
不仅仅是你眼前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那么简单。每个人都是
一个个体，你不是他（她），就无权去猜测和臆想别人，更
无权去批判和指责别人！只因你不是他（她）。

“这世上没有好人坏人之分，只有做好事的人和做坏事的
人！”“一个国家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它由这些人创造
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
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
地付出的人，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
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希望我们的国
家越来越多这样的人，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人民越来越幸
福！谢谢！

看见鹿读后感篇五

对于《看见传承》这本书，我带着好奇翻开，怀着敬意合上。

《看见传承》收录了钱氏、汪氏、查氏、陆氏、诸葛氏、应
氏、郑氏、袁氏、朱氏、何氏这十大江南望族的家训。光看



家族姓氏或许会产生出一种恍惚的陌生感，然而当看到“非
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
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些耳熟能详的古训时，
则让我顿时倍感亲切，而之后，便是恍然大悟。看似与普通
人毫无瓜葛的望族家训，其实早已在孩提时便深入人心。更
具有意义的是，《看见传承》特地把家训与家族发展历史、
家族名人相联系。家训解读的背后让读者意识到，家训所言
不仅关乎“小家”的经营，更涉及到“大家”的命运。

身为江南人，我参观过钱王祠，听闻过兰溪诸葛村，惊叹过
海宁查氏，感慨过陆游一生，然从未像现在这般深刻而细腻
地了解一个个江南望族、一段段家族往事。这份深刻源于家
训的呈现，这份细腻来自家训的解读。

家训背后，是长辈历经无数成功失败后的心路历程，是后人
为维系家族而耗尽心血的浓缩精华，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下家
族的屹立不倒。家训，一篇简简单单通俗易懂的文言文，翻
开的却是历史的扉页。家训，是克己，也是指引；是教诲，
也是文化；是当下，更是传承。

寻常百姓家几无家训，但家家户户都有家教。家训的意义从
来不只是光读、光识记如此肤浅，而是在铭记的基础上渗透
入家教的点滴中，恪守身为人的品性品德，培养素质与才华。

但我又有另外一种感慨：如果以这样的要求要求自己，自己
还能够在如此严苛的家训下很好的有自己的空间来执行家训
并发展自己的特长么？能够像这些伟人一样同时顾及小家和
大家的利益么？能够与家人朋友融洽相处而不触犯家训么？
由于没有历史感的家训束缚，这些问题就要在我头上打一个
问号了。

读家训，了解的是名人之家，思考的是自身举止言行，考量
的是未来子孙的教育与栽培。我们只要读有所感，学有所成
即可。



看见鹿读后感篇六

在初村镇驾前居委会有一家爱家爱宝贝摄影店，是这个普查
小区36家**户中唯一的一家摄影店。店老板是两位26岁的年
轻夫妇，店铺里收拾的窗明几亮，墙面上挂着精致的相册，
地板拖的干干净净。老板笑着告诉我，有的大妈进门时候还
客气的问，用不用换鞋。

作为这个普查区甚至可能是这个小镇上学历最高的个体户，
两位年轻人在北京上的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干了几年。后来
女老板被家里人叫回到了老家初村，就和他的同学，现在的
老公开了这家门市店。老板告诉我，装修这个店面，购置摄
像器材几乎花费了他们几年来积攒下的全部积蓄。

而离他四五百米的地方，有一家机电商行，店里面到处摆放
的机电设备，让人几乎无从下脚。乱杂的环境与刚才那家摄
影店形成鲜明的对比，老板是一位二十八岁的年轻小伙。我
问他一年的房租是多少，开始他闪烁其词不愿回答，后来才
知他很早就在这里租下了店面，和房东签了多年的合同，房
租也因此比相邻的店面便宜了许多。他的经历也并不复杂，
很早他就从老家鲁西南来到威海，跟着别人干了几年的机电，
后来自己找机会在初村这个地方租了这家门店，自己当起了
老板。

两家店铺的年轻人，虽然行业不同，学历不同，人生的经历
也各不相同。但相同的是，我在他们身上，都看见了年轻人
对自己所从事事业的辛勤付出和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

在初村镇另一个普查区，北店子村凤凰路沿街的店铺中，有
一家寒思羽绒服专卖店，店老板是一位40岁左右的女性。我
进去的时候她正在低头看着手中的手机。店里的羽绒服不多，
黄色的打折标签挂在醒目的地方。当我问她生意如何，房租
是否上涨这些问题时，她的脸上并没有浮现出隔壁几家店主
明显的愁容。只是说生意不好做，自己平常不怎么来。聊着



聊着，我逐渐才明白，原来这家店和隔壁的几家店面都是他
婆妈家的，而她的家在市里，早上跟着朋友单位的班车过来，
晚上四点来钟跟着班车再回去。家里有事了就不来，想来了
就来待会儿。

而在隔壁相邻的一家服装店内，女老板满面愁容的向我诉苦：
顾客越来越少，生意越来越难做，而房租越来越高，辛苦挣
的那些钱大都给了房东。

在两位女店主身上，我看见的是，人生的`命运就是那么的奇
妙，有的人赚钱看上去似乎是那么的容易，而有的人累死累
活辛苦一年，去掉必要的生活花销，甚至都很难攒下多少钱。

在东窑居委会普查区，塔山早市一家普通的肉摊上，摊主大
姨与我聊了起来。豪爽的性格，让她在短时间内就把家底告
诉了我。她有一儿一女，儿子在西班牙，女儿还没结婚，老
公在外干活。提起儿子，挂在脸上的是满脸的自豪。尤其是
谈起儿子曾经也在这个早市上卖肉，现在不仅去了西班牙办
了绿卡，而且还在那里开了餐馆，一年能挣五六十万。她说
等她在干两年干不动了，就去帮儿子看孩子。谈完家庭，还
义愤填膺的谈起当今的国事民情，也帮我分析着塔山早市的
曾经与现在。

在离他不远的戚家夼路有一家佛经店，屋内香烟缭绕。他告
诉我，一天差不多能叠一箱子，一箱子有1000个，一个能卖
五分钱。他曾经在企业里干过裁缝，但在十年前毅然决然的
选择了自己开个佛经店，这一干就是十年。十年来，只要儿
子去上学，爱人去上班，老人不用自己照顾，没有其他事情，
他就会坐在店里学习研究这些佛经典籍。虽然挣的不如干老
本行多，但每天他都在这样的环境中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世界，
乐在其中。

两个年纪相仿的大叔大姨，也许他们的人生很难产生任何的
交集，但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下，他们在各自的内心世界里，



寻找着不同的依托与依靠。

央视记者柴静在《看见》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十年前，当陈
虻问我如果做新闻关心什么时，我说关心新闻中的人--这一
句话，把我推到今天。”

同样，在**队的这些日子里，我越来越感受到，我们的**对
象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一个个大写的人！他们，
就是我们要关注的民生！

这些接受普查的个体户，在他们背后同样也充满鼓舞人生的
正能量。东窑居委会爱心辅导站的老板曾经是一位爱心人士，
自己组织并参加了很多的公益活动，直播威海还曾经报道过。
众缘阁佛教用品店的那位大姨，曾多次资助失学的儿童，并
且从不要求回报。这样的貌似平常但却伟大的个体就默默的
存在于他们中间和我们的周围。

感谢经济普查，让我能够接触到这么多各行各业的个体从业
者；也感谢这些个体户，能够让我了解到他们平凡而又精彩
的人生经历；感谢我们可亲可敬的各位同事，牺牲了与家人
一起的时光，不仅仅记录下他们一年来的经营成果，还倾听
着他们的酸甜苦辣，分享着他们的人生故事。

在《看见》一书中还写到：“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
为什么出发”。我也想说，当我们把这些鲜活的人生凝聚成
一个个冰冷的数字时，也要想想真正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

如果能够帮他们把反映的实际问题写出来一点点，甚至要是
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一点点的实际困难，那我们也就更加不会
辜负党和人民给予我们的信任和责任，我们的**工作也就有
了更加深刻的意义，我们的人生也会因为他们而更加充实和
精彩！



看见鹿读后感篇七

这几天读柴静的《看见》，其间一章“山西，山西”提到山
西煤矿挖掘带来的种种剧变。

柴静家就在山西，那是汾河边上一做清朝古宅。家园有明澈
的河水，水边芦苇丛从，明黄的水凤仙、累累红珠子的火棘，
还有蓝的发紫的小蝴蝶络绎其间，屋檐下是燕雀在嬉戏，欢
笑夸姣得不实在——的确，对现在山西的孩子来说，你很难
叫他对着焦黄色的天，焦黑的满是煤渣的地，充满着焦油味
儿能见度不到十米的空气，一块一块稠黑泥结成的板状
的“河水”，来幻想当年的桃红柳绿。

——“你不怕住这儿的结果?”

——“习惯了就行，人的进化才能很强的。”

——“你的孩子将来怎么办?”

——“管不了那么多。”

《庆余年》中写道：不能怪这些大众，他们现已习惯了，习
惯了知道自己能知道的，抛弃自己无法知道的，享用自己能
享用的，愤恨与被答应愤恨的。村中煤矿的事村长一人做主，
村委主任竞选，选票当分红，一户能领两千五百块，大家伙
儿都眉飞色舞。维权?环保?吃饱了撑着吧你!只要个白叟，家
住煤矿正上方，现已没有水用了。他对着记者哭叫着简直疯
癫，村里人看着都笑了。爱看热烈的国人只要在大难临头时
才开端不知所措。

损坏垂手可得，而重建需求绵长的尽力却不一定能恢复。这
才几年，对，才几年，原先缤纷的大地像得了色盲症，颜色
在退去。老头儿看了柴静一眼，摇头道：“你们这代不行
了……”再也看不到汾河水了。地下都被挖空了，指不定哪



天一脚踩下阴间。一辆辆运煤车驶过，谁顾得上不远处云冈
石窟中大佛浅笑的脸上沾满厚厚的漆黑的煤灰?塑佛的砂岩逐
步腐蚀脱落，旧日的蛙声踪影全无，塌落在尘土中的青砖上
依稀可见当年繁复美丽的砖雕——“十万年前，古人类在这
里生计，汾河两岸是源源不断的山岗”“四千五百年前，晋
南鼓起的陶寺文明，是先秦史籍中呈现的最早的‘我国’，
是华夏的根基”。当今，高度文明的咱们，却要亲手将她销
毁——整片土地都被黑雾笼罩着，寸草不生。黑风在城市上
空吼叫着，那是文明宣布的沉重叹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