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名著活着读后有感(优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名著活着读后有感篇一

《活着》作为一部影响几代人的文学作品，的确发人深省，
耐人寻味。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特殊阶段，时代特征突出，
时代气息浓厚，活着是一分痛苦也是一分快乐。书中主人公
福贵的人生便是整个社会的缩影，他的身上折射了整个底层
民众的兴衰祸福。

人为何而活着。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认为，人是为了思考而
活着；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则认为，人因自爱而活着；中国
武侠小说家古龙则坚持，人为承担责任而活着……而福贵却
说：“人是为了活着而活着。”

福贵早年玩物丧志，家道中落，妻子背离，父亲惨死。年少
的福贵因贪图享乐而活着，一步一步走向生活的陷阱，不得
自拔，最终落得苟活之地。而立时的福贵，家境清贫却自得，
生活艰苦而自乐，在一切渐入佳境之时，迫入壮丁，背井离
乡，烽火连月，苟且偷安。这时的福贵为了重回故乡而活着，
在拂尘间摸爬滚打，在硝烟里破茧重生。中年时的福贵，白
发人送黑发人，丧子的悲哀贯彻了整个家庭。这时的福贵必
须为了支撑家庭而活着，作为唯一的男人，是家的希望。老
年的福贵，终于有一点安稳的幸福，却造化弄人，丧女，丧
婿，丧妻，再丧孙，活着便是与一头黄牛相依相随。活着了
无牵挂，活着仅仅是为了活着而活着。

无论山河如何变迁，时代以何种速度继续更替，生存对于人



的价值却始终如一。我们生来就为活着，为了活着而打拼，
为了活着而承受生活各方面的有形与无形的压力。在夜深人
静，愁思万千的时候，我们何尝没有盘问自己，活着的意义
在哪里，生存的价值在哪里。

形形色色的人生小则为了家庭，为了金钱，为了事业，大则
为了社会，为了国家，为了和平。每个人活着都有一个目标，
都有一股推动自己进步的力量。但在某种程度上看来，与其
说是目标支持着生存，不如说是为了活着而不断地找寻目标。
生活是一个又一个的小目标串联起来的有机整体，这些目标
的一个又一个地现实，则是人生的终极大目标。而这些目标
的实现归根结底是为了活着。

我们太常见因为人生中的一个小目标一两次失败而灰心丧气
的人，他们失意，他们堕落，他们失去自信，有的甚至失去
活着的勇气。但凡是这样轻生或者只是有轻生念头的人，他
们都还没有完全看透目标与活着的本质联系。而这样的人太
多太多。他们嘴上追求活着的意义，追求生存的价值，愿以
死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这样的行为的确令人肃然起敬。
而这样的人生，却没能体会到生活的真谛。以死的方式来实
现价值并不是一个好的途径。请记住，以生命的形式生存在
这个世界上，为了活着而活着才是生命的本质。我们是为了
活着而努力生存，死亡只是生命道路上不得已而为之的小插
曲。

为了活着而活着的人生，简单明了，泰然自若。只有我们把
生活的思想简单化，把生存的意识强烈化，才能真正地体会
到活着的意义——以笑的方式代替哭，在死亡的伴随下努力
活着。

名著活着读后有感篇二

《活着》，一部贫农的血泪史，余华用近乎冷酷的笔调，让
福贵陈述完了自己苦难的一生。合上书刹那间的窒息感，让



我想到了中国的一句俗话“好死不如赖活着”，是啊，只要
活着，就还能见证这世间的灿烂温暖。福贵的一生，经历了
内战等社会变革，在这个过程中也在不停地经历着亲人的生
死离别。有庆、凤霞、家珍、二喜、苦根接二连三的死亡，
这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平民百姓的苦难，更是某个特定时代
注定要给人们带来的悲剧。

读到有庆的死时泪水终于决堤。有庆，一个多么天真烂漫的
孩子，始终生活在爱与被爱的环境中，他是全家人的希望，
甚至连凤霞都忍痛送给别人也要让有庆读书，希望家庭中能
有一个读书人改变这悲惨的命运，可是上天竟如此残酷，有
庆走了，并且是以给县长夫人献血过量这样一个荒诞的原因，
一个可爱的孩子永远离开了这个家，也带走了这个家的希望。
福贵抱着有庆的尸体往家走，这段描写看似平淡，但背后却
流露出了一种绝望的挣扎，让人不忍卒读。

“那天晚上我抱着有庆往家走，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抱累
了就把儿子放到脊背上，一放到脊背上心里就发慌，又把他
重新抱到了前面，我不能不看儿子。”“我先把有庆放在田
埂上，回家偷偷拿了把锄头，再抱起有庆走到我娘和我爹的
坟前，挖了一个坑。要埋有庆了，我又舍不得，我坐在爹娘
的坟前，把儿子抱着不肯松手，我让他的脸贴在我脖子上，
有庆的脸像是冻坏了，冷冰冰地压在我脖子上。”“有庆躺
在坑里，越看越小，不像是活了十三年，倒像是家珍才把他
生出来，我用手把土盖上去，把小石子都捡出来，我怕石子
硌的她身体疼。埋掉了有庆，天蒙蒙亮，我慢慢往家里走，
走几步就要回头看看，走到家门口一想再也看不到儿子，忍
不住哭出了声音，又怕家珍听到，就捂住嘴巴蹲下来，蹲了
很久……”这是一段充满着一个父亲撕心裂肺的细节描写，
福贵的每一个动作、表情背后都是他对有庆之死的心痛，可
是这种心痛却只能藏在心里，他还要照顾到家珍的身体，考
虑到凤霞的感受。可见福贵的身上，背负了多么重的责任，
曾经败光家产的纨绔子弟，如今为人夫为人父，这样的生命
已不仅仅是为自己而活。



虽然《活着》给人的感觉大多是绝望的疼痛，但是我们依然
能从那压抑的悲剧中看到温暖，能在漫漫黑暗中看到点点光
芒。福贵生命中和他亲近的人，他的妻子、父母、儿女、女
婿、外孙，都是淳朴善良的好人，村里的乡亲，当兵途中遇
上的老全，甚至是间接害死有庆的春生，待他也不薄。即使
是害得他家产尽失的龙二，最终也以代他而死的方式回馈了
福贵。我想，这就是福贵活下来的意义，也是每一个人活着
的意义，或者在于创造，也在于忍受，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
责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在我
们感受到人生无奈的同时也要坚守信念，即使人生的最后孤
独一人，无人相伴，努力活着本身就是一种意义。(宋菁)

名著活着读后有感篇三

书中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此刻一向盘旋在我脑海中的
是福贵的儿子有庆给镇长的女儿献血时被活活抽死的场景。
我仿佛看到有庆嘴唇发乌，脸色铁青地呢喃着头晕，我好像
触摸到他想要抽出那被医生死死握住的全是骨头的手。我似
乎就在那样一个场景中，想要上去帮一把有庆，却被什么阻
挡着，只能眼睁睁看着，心发憷。其实有庆是不是代表着那
个年代想要拯救中国的有志之士呢，他们一腔热血被时代活
活抽干，成为有权阶级的美食。

画面一转，是老人福贵和他的老牛福贵。我看到两个福贵一
样黝黑的脊背在余晖中发光，听到老人用浑浊的嗓音在空旷
的田野间响起：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整
本书以老人的叙述为主，作者和我都是旁听者，坐在午时的
山头上，听老人默默细数。正如作者所说，很少有人能这么
详细地讲述自我的一生，我想这大概是因为福贵这大半辈子
都用在回忆过去了，一个人守着7个人的人生，不断在脑海中
放映，无论巨细。就像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老人福贵"责
骂"老牛福贵道："今日有庆，家珍耕了2亩田，苦根还小，也
耕了1亩田，你呢，我明白你年纪大了，也就不说出来羞你了。
"我不解，明明那里就仅有一人一牛，哪儿来的那么多名字？



福贵得意地解释说，："如果它（牛）明白仅有它在耕作，就
会偷懒的。"呵，多么趣味而忧伤的画面，其实福贵和他的牛
一样，他们都假想着自我的亲人还在，所以从来不曾忘记。

原先，《活着》便是最好的幸运，亦是最大的勇气。

名著活着读后有感篇四

活着或死亡都是一个年轻生命难以驾驭的题目。同样是一本
薄薄的让我只用了一个下午就读完了的书。巧的是读了几页
便发觉心这本书为背景的电视剧我竟看过，这让我更真切地
体会到了这书的含义。

《活着》从一个旁听者的角度道出了一个普通人平凡而曲折
的一生。主人公福贵生活在那个纷乱特殊的年代，经历了战
争，杀伐以及一系列动荡的生活，经历了家庭的兴富到衰落，
身边人陆续的死去。在他们一生中，不知失去的多少东西，
失去金钱，失去亲人，最后只剩下一头瘦骨嶙峋又险些被人
宰割的老牛与他为伴。尽管是这样，他还是友好地面对世界，
一切伤痛的往事在他口中都变得那样的平淡。也许当我们的
生命已将要走到尽头的时候，回望以前的一切，才会做到安
下心去对待，才会做到清醒的重新认识所有的事。我想起陆
幼青的死亡日记，那不也是站在生命的边缘真正完全而清醒
的对世人讲述一切。

读到家珍死去，这是我看到的所有生离死别中最宁静的一段，
也是最真切的一段，想起阿朱死后乔峰抱着她的尸体的痛器
失声，想起陈家洛听闻心上人香消玉殒后流下的'懦弱眼泪，
想起莎翁着作中男女主角一次一次的撕心裂肺和悲痛欲绝，
我想人活一生，总要承受这样的击，而多年之后，当身边的
人一个个全都被岁月带走了，那时的我们也许真的会选择一
种平静，它是多年的感情磨合而成的，是沧桑的经历，浇铸
而成的。数十年后的我呢，我是否可以面对着一塘残荷将过
去的伤痛记忆娓娓道来，我对自已的过去是否清楚地知道并



且敢干面对，我不敢说。

这个世界的确不公平，有人可以享尽荣华，有人却要像富贵
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挥洒着血汗过完一生。面对这样的
不公，憎恨逃避都是徒劳，甚至我也说不清到底该怎么做，
我面对的是无法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无奈和内心与现实的强
烈，盾，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我一面应付着现实中的琐碎，
而在内心寻求思想上的解脱，但不管怎样，我始终希望自已
能对世界友好，尽管天性中的倔强与后天形成的反叛也许会
导致我走上叛逆的路。

生老病死，我们都得一样一样地过，生命只不过是个过程罢
了。我只是希望能按自已的意愿选择一个方式，真实清醒并
发自内心的去实现它的价值，到了那一天，但愿我能带着平
静的微笑向世界道个别，也对身边的人说声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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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活着读后有感篇五

《活着》一书讲述的是中国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一个富有家
庭里发生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夫妇，丈夫富贵，妻
子家珍。由于吃喝享乐，沉迷于赌博，富贵最终把家里的财
产输得一干二净。父亲因为他的堕落气得生病而死。从此，
家破人亡，他们两口子不得不面对苦难的生活。

俗话说：“有果必有因”。富贵家境衰落，他妻离子散的悲
剧是他走上堕落的不归路，成日不思进取吃喝赌博的结果。
在此之外，还有别的原因吗?是不是他的父亲和妻子不关心他
呢?答案是否定的。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得出富贵固执的本性。
他漠视父亲和妻子的多次规劝，执迷不悟，最终致使家境衰
败、贫穷潦倒，天天过着痛苦的生活。他曾被民党抓住并差
点丧命;他曾在被别人鄙视的环境中醒悟。也就是在那时候，
他才反省以前的事，才真正懂得幸福的价值。影片中有一个



关于他教训孩子的情节值得我们思考。“小鸡长大会成鹅，
鹅长大会成羊，羊长大会成牛。”小鸡怎么能变成鹅呢?或许
想告诉孩子，再贫困弱小的人也能成为生活的强者吧。是啊!
生活虽然不是什么时候都尽如人意，但只要付出努力，拥有
信心，明天将会更好。

另外，书中另一重要的人物——家珍又是怎么样的人呢?书中
描绘她的部分虽没有富贵多，可是我们可以看出她是个既通
情达理又温柔贤惠的妻子。人总是有喜怒哀乐的，家珍有时
也生丈夫的气，所以她才在怀孕时带着个哑巴女儿回娘家。
可是富贵那时候怎么知道家珍——一个已经把自己的生命交
给他，一个夜夜哭泣劝告丈夫不要赌博的妻子正在家乡艰难
地供养着孩子，并且期盼着他早点醒悟。要是没有毅力，没
有信心，说不定这个柔弱的农村妇女早已经没有勇气生活在
这世上了。这个女人的生命是很苦的，也是很坚韧的。怪只
怪富贵这个男人不懂得珍惜她，所以他们俩才只能过着艰难
困苦的生活。

富贵和家珍的故事伴着前进的历史走到中国建国初期。这期
间，他们的孩子友庆被春生(他们的老朋友)骑车撞了。其实
春生不会开车，却自以为是，结果这个可怜的孩子再也没有
机会品尝妈妈给他做的12个饺子了。作为作者为什么安排了
这样一个情节呢?是否想通过加深富贵和家珍的痛苦，来表现
他们生活的毅力?我想除此以外，他还想提醒人们，做事时不
要不懂装懂，否则酿成悲剧再怨天尤人也无济于事了，有庆
的死真是令人扼腕叹息啊!

《活着》是一部意味深长的书，富贵和家珍夫妇的人生经历
带给我们的启示是：生活就像是一条路，不总是平坦而笔直
的。人只有一勇气、毅力和信心去面对和克服种种的挫折与
不幸，体会幸福的不易与甜蜜，才会更加热爱生活，珍惜生
命。活着是一种证明，是一种历练。

名著《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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