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与地坛读后感(实用6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
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我与地坛读后感篇一

夜了，煮上沸开水，泡一杯香茗，淡淡的清香扑鼻，温润了
我干涩的心，走到窗前，依窗远望，黑帷紧紧裹着我的视线。
于是轻嗫一口，倍感温馨，母亲的心是我的世界，活在母爱
的气息里，我感奋至及。那淡淡的景与缕缕清香交织重叠，
再添上史铁生先生巧夺天工之作—《我与地坛》，读来颇有
隽永深邃之气。

曾记教师说过：世间最伟大的是爱，尤其是母爱。在得知史
铁生少量背景资料后，我试着去按照教师要求赏析这篇文章，
我怎样开始有本事来体会一个大作家的感情是共同的感情，
将我与作者拉得更近，原先还是感情成为我成熟的催化剂。

在《我与地坛》中，作者向我展露了一份沉郁与厚重的思想
感情，深邃而透辟，文笔优美而坦诚，丝毫不乏一个作家的
独特视角认识事物的共性。

作者在文中与地坛的关系渗透着看似简单实则极为丰富的感
情，地坛中的风风物物，在作者感情的重染下仿佛变得灵气
十足的感情，那里有人物与自然的对话;人的感情、思想间的
相互碰撞，在第二部分作者贯穿的始终是对母亲诚挚的热爱，
对往事的追忆，交织着作者对母亲的理解与对往事的悔恨，
对亲情的感悟。

我只能用我乏缺的言语来描述作者复杂的心绪以及深刻的人



生启迪。

杯中茶水早尽，唯留苦涩后沁人心脾的甘甜，还有杯子的余
温。我静静地驻立在那里，如张爱玲一般的享受清风，还去
享受扩大的爱。

也许我没有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那种对大众高尚的
爱，也许我没有韩愈《左迁蓝关示侄孙湘》中那种忠贞;也许
我将来没有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中那样的豪情壮志，但
我有着对母爱的庄严肃敬。呵!我不失望。原先总期望所有完
美的事物都被自我占有，而此刻已经不再奢求，因为我已经
占有了母爱!

我与地坛读后感篇二

本文的作者史铁生，在二十一岁，本是生命最灿烂的季节因
患病失去了双腿，这飞来横祸使他变得暴戾、抑郁，地坛成
了他逃避世事、消磨时光的地方。他整日静静的呆在这里，
整整十五年，看书、发呆或者思考。他在这里无数次思考着
生与死，随着时间的沉淀，他终于领悟透了生命的意义，开
始热爱生命。

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对于这宝贵的一次，我们
应该去珍惜爱护它。作者将“死”看成是“一生中必然会降
临的节日”，所以每个人都无需“急于求成”去迎接它。人
生之路难免会有坎坷挫折，没有哪个人的一生是一帆风顺的，
我们应该去辩证的看待挫折。

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氓举出了智者，
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

在他身上，我总是容易想到这样一句话“当我在抱怨我的鞋
子不够漂亮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街角的小女孩没有脚。”



这样是不是觉得自己还是备受上帝宠爱的。这是多么愚昧的
自我安慰啊，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这种安慰确确实实可以
让自己感觉舒服一点，当你认为自己正身处苦难时，别着急，
别抱怨，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

多少次艰辛的求索，多少次噙泪的跌倒与爬起，都如同花开
花落一般，为我们今后的人生道路作下了铺垫。

成长的过程好比沿着沙滩走，一排排歪歪曲曲的脚印，记录
着我们成长的足迹，只有经受了挫折，我们的双腿才会更加
有力，人生的足迹才能更加坚实。

所以与其抱怨命运的不公，时运不济，不如坦然接受这一切，
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学会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人生中
的挫折，当你不再埋怨不再痛苦时，幸福便会悄悄来敲你的
门了。

我与地坛读后感篇三

在一个阴天。吃过午饭，虽然没什么可做的，可因为种种原
因，心境糟糕。我随意点开读书网浏览，找找能够阅读的书。
选来选去，《我与地坛》这个似乎在哪儿见过的书名吸引了
我。点开网页，看了目录，字数并不多，便开始阅读。

作者是位双腿高位截瘫的汉子，他每一天摇着轮椅去地坛转
悠，一去就是十五年。他每次去地坛的时间都不固定，去了
之后呆的时间也不固定。呆到自我想回去了才回去。

作者去地坛的心境是极其复杂的。他年纪轻轻就失去了双腿，
他抱怨命运的不公，他厌倦生活，他不明白今后自我还能干
些什么，他甚至想到了死。地坛公园就在他家不远处，他以
前不屑去的地方，此刻独自去了。安静的地坛公园成了他噩
噩然混时间的好地方。他由最初漫不经心看着公园里的一切，
变为细细观察公园里的一草一木，一房一瓦，细细欣赏匆匆



过往的行人，他最终给疲惫脆弱的心灵找到了一个归宿。一
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他渐渐地冷静了下来。他不再
抱怨生命的不公，不再怨恼无所作为。他大胆地开启了一个
梦，记录自我的所见所闻，记录每一天的所思所想，他要当
作家。看惯了生活中平常的一切，他开始思考这背后不平常
的东西，他甚至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

母亲的突然去世，似一记闷棒，让他幡然醒悟，母亲对他的
爱多么深厚。他在母亲去世之后，才开始回想那个从不打搅
自我只是默默地关注自我的母亲。他后悔没有在母亲寻找他
时叫一声母亲，他憎恨自我还假装没有看见母亲。他常常藏
在丛林中，任凭母亲一遍遍地寻找。地坛的每一寸土地，有
作者车轮的印迹，就有作者母亲深情的寻觅。可一切都来不
及了，无论作者有多懊恼，有多后悔，他再也没有机会纠正
自我的不是了。他给自我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这是一篇长篇散文，既有抒情，又富有哲理，句句情真意切。
一开始阅读，便不愿放下。作者敞开的至真至纯的心灵，让
人仿佛呼吸到了清新的空气，忘记了烦恼。是啊，上帝肯定
是公平的。作者认为，母亲因为在人世过得太苦，所以上帝
早早地找了她去，免除她的苦痛。即便作者失去双腿，还身
患重病，他也觉得上帝是公平的，因为每一天能来到地坛公
园闲坐，是他的福祉。这要何等的胸怀，才有如此宽厚的认
识啊。

作者还说，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要
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了丑陋，漂亮又
怎样维系自我的幸运？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善良与高尚
又将如何界定自我又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
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腻烦和乏味呢？作者常梦想着在
人间彻底消灭残疾，但能够相信，那时将由患病者代替残疾
人去承担同样的苦难。如果能够把疾病也全数消灭，那么这
份苦难又将由（比如说）相貌丑陋的人去承担了。就算我们
连丑陋，连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



也都能够统统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聪慧、
高尚，结果会怎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就全要收场了，一个
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条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
沙漠。所以作者认为，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理解
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作者
最终肯坦然理解自我苦难的生命，淡定地书写新的篇章。

掩卷沉思，我敬佩作者灵魂的强大。我感激他在我今日心境
极不好的日子，给了我启示。我要像作者一样，乐于理解生
命给予的一切。欢乐、劳累和苦痛，都是生命的一部分，仅
有他们都有所呈现，我们的生命才不会是一潭死水，才会激
荡起美丽的漩涡。

活着，好好地活着，无论现实的你是什么样的状况。

我与地坛读后感篇四

地坛，只是一个荒废又无人看管的旧园子罢了，史铁生喜欢
去那儿享受悠闲与宁静，或看看书，或歇息歇息，又或打个
盹儿。过了一段时间，园子里就多了一些人：一对年迈的老
夫妻，高大和矮小成了对比；一位总喜欢绕着园子跑几圈的
长跑者；一位爱唱歌，却经常会唱错调的小伙子；还有一位
无言的哥哥和弱智可怜的妹妹。时间一长，大家也就慢慢熟
悉了，史铁生的性情也不像他刚刚瘫痪时那样喜怒无常。在
这个园子里待了无数个春夏秋冬，看过无数次花开花落，或
许当时青春羞涩，或许为了证明自己勇敢胆大，却不经意间
懂得其道理后后悔万分。

到后来，史铁生爱上了写作，就连写作也喜欢在这园子里、
悄悄躲在阴影里写。一见到人会立刻把本子合上，把笔叼在
嘴上，似乎本子里装着什么天大的奥秘。这个充满着休闲舒
适的地坛，载满了他的喜怒哀乐，这些心情应该记录在他生
命中的笔记本上。



生，活的；命，能力。

改，变更；变，变化。

史铁生在母亲的期望下，稳定了情绪，变得愿意接受。世上
万物皆会改变，他们会改变，但却未知未来。

年，几载；岁，岁月。

我看到那对老夫妻，年轻时一个花容月貌，一个风流倜傥，
现经流年折磨，皱纹爬上面颊，沧桑无比。世上万物皆有年
华轮回，他们的时间，一直在身旁不断流逝。

生命如同年华易变。

青春如同烟花易逝。

史铁生，他的一切生命在于地坛，你的生命又在何处朝你招
手？——后记

我与地坛读后感篇五

由于作者“活到最狂妄的年龄忽地残废了双腿”，他深刻体
会到了人生中隐藏着的常人感受不到的痛苦。应对如此从未
经历过的痛苦，作者勇敢地选择了进取的应对它，并开始思
考人生，思考生命。

“只是到了这时候，纷纭的往事才在我眼前幻现得清晰，母
亲的苦难与伟大在我心中渗透得彻底。”仅有到了那最关键
的一刻，人的心才会有所觉悟，可是到了那时，一切都晚了，
我们已无力挽回。

对每个人而言，生命仅有一次。对于这仅有的一次，我们应
当要学会进取地、好好地把握它。对于每一堂课，每一次任



务，每一项作业，我们都要进取地应对它，而不是刻意地去
躲避。选择逃避，总有一天你会为此流出悔恨的泪水！

死对我们来说是必然的。“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在
逐步走向死亡。”所以我们更应当学会合理安排时间，让自
我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而不虚空。作者史铁生从地坛这个
特定的环境中，感悟了人的生死只是上帝或自然法则的一种
安排，经过深沉的哲学思考，渗透了生命的真谛，完成了一
次最艰难的思想飞跃，变得不再畏惧死亡，而是能坦然地迎
接死亡这一现实。

所以，他最终振作起来了。上帝为他关上了一扇门，而他却
用自我的毅力与正确的态度打开了一扇窗。这种顽强的精神
十分值得我们学习！

在我看来，这篇文章是作者发给人生的一封感激信，他试图
经过这次写作来回顾自我以往的生活，尤其是双腿残废之后，
那段艰难的岁月，陪伴他的人或物。作者是幸运的人，当时
的情景很容易就能够联想到，二十出头的青年，意气风发，
正是大展才华，挥洒青春的年纪，就这样瘫了，出行不方便
那到是次要，而在内心的愤慨与寂寥是常人无法体会的，于
是他暴戾，阴郁。

然而，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他努力的克制自我，于是他遇
到了地坛，也能够说是地坛找到了他，亘古不变的景象转化
为内心的震撼，遍地的萧条，却让内心孤独的他找到了心灵
的家园，于是他爱上了那里，那里的一切仿佛是专门为他设
计的，宁静，空旷，没有人来打搅，他能够静静的坐在那，
抑或看书抑或发呆，于是，先前的躁动便被地坛这宽宏的大
气所吞噬，能够说，这使心灵的沉淀。

可叹的是，作者忘记了，他不是弃儿，在他痛苦的时候还有
一个人比他更痛苦，那就是他的母亲，年轻却饱受苦难的儿
子，行动不方便，内心暴动，烦躁，却偏偏一个人去了那荒



芜的地坛，作为母亲，怎能不担心，但只能待在房间干等，
内心的煎熬却在激烈的进行，她没有错，但此刻却在默默忍
受儿子给自我的惩罚，母爱是宽容的，儿子的安全才是她此
刻最担心的。

回忆过往，当年那个自暴自弃的少年已经长大，于是他缅怀
着那段时光，在那艰难岁月中对生命的理解，以及母亲给予
的关爱与启发，地坛里他自省，弥漫着浓郁的人生况味，但
那只说明过去，此刻，作者有了自我的理解：幸福之路永远
掌握在自我手中。

我与地坛读后感篇六

当我们读到一篇好文章时，你会觉得有种说不出的快感，感
觉心里满满的，而《我与地坛》则是这样一篇好文章。初看
到这题目时，我并没有觉得很吸引人，但，当你平静认真的
品味，你会发觉这平时的文字平静而低调地叙述了作者的心
路历程。

在文章中，作者史铁生从自身出发，对存在的信念与生命的
意义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思考。带给我们对生命的思考与生
命价值的触动，是亲切而深刻真实的。学过《秋天的怀念》
我们都知道史铁生他是双腿瘫痪的，就是因为他这特殊的身
体状况，你不会觉得他在说空话。他曾自称‘‘职业是生病，
业余是写作’’在幽默之余，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乐观的。

为什么他会乐观活下来，他在文中这样写道‘‘ 死是一件不
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便决定活
下去试试。为什么活下去试试呢？好像仅仅是因为不甘心，
机会难得，不试白不试，腿反正是完了，一切仿佛都要完了，
但死神是很守信用的，试一试不会额外再有什么损失。说不
定还有额外的好处呢，是不是？’’这像是一个残疾人的自
我安慰，但深思一下，你会发现这也是一股让自己不向命运
屈服的能量。天无绝人之路，给自己一次机会，总会找到出



路的。

无，她是一次机会，是一次自我救赎，再创生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