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活着小学生读后感 活着读后感心
得感悟(精选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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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
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活着小学生读后感篇一

读了“人为什么活着”这篇文章后感慨万分，一个人 如何活
着，这不是自己能决定的。我今年七十多岁了，几十年前，
我也曾希望平凡的生活着，想在事业上小有成就，想得到更
多的知识，想和一个情投意合的人生活在一起，度过这一生，
但这一切都是可望不可得的东西。

我是在北平长大的，七七事变那年我正在北平的丞相胡同小
学读书。一七年，我在一个军事院校当政治教员，讲历史唯
物主义课。当时我二十多岁，一心就想多学些东西，想当一
名优秀教师，每天晚睡早起，全部精力放这里读书和备课上。
经人介绍，正和一个女孩子谈恋爱，自己觉得生活很幸福。

我在工作中感到自己的知识很不够用，想要求离职深造，得
不到校方支持，就给当时的解放军总干部部部长肖华写了一
封信。这下子捅了马蜂窝，不知肖部长看没看信，信被一位
处长批了回来，认为我不安心工作，一心想个人成名成家属
于极端个人英雄主义，不符合集体英雄主义思想，应于批判。
校方取消了总政给我晋级的命令，并在政治系里组织了一个
叫做反国民党思想的批判会，我的日记被抄走了，我的名利
主义思想受到严厉批评。

祸不单行，这年夏天，政治系讨论三大主义(主观主义、宗派
主义、官僚主义)的根源是什么，多数人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人的认识永远落后于客观现实的发展，造
成的认识滞后，因此即使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三大主义也是
很难避免的。因此我被扣上了一顶“攻击社会主义社会产生
三大主义”的帽子，作为右派言论被批判。开始我不服，后
来有一个支部委员的老教员背后告诉我：前两天，彭德怀元
帅来视察，看到了大字报。看了贵士贤的大字报后问，这是
什么人，跟在后面的学校政委杨言说，是一名战术教员。彭
德怀说：这样的糊涂人整他干什么，把大字报撤下来。看了
我的大字报后，彭德怀说这是什么乱七八槽的，杨言政委汇
报了我在八一杂志上写的文章后，彭德怀当场表态：这样的
小知识分子，不知天高地厚，应该整一整。我这时我才明白
我的一辈子完了才知道这是我写了一篇反对学校机械地学习
苏联的杂文惹的祸。

当时步兵学校正在按照彭德怀元帅的指示“机械地学，灵活
地用”大学苏联，学校有一名苏联中校顾问，按照苏联顾问
的意见一切都照苏军的那一套搬。比如解放军一惯是早上起
床要穿好衣裳，然后出操。学校改成苏军的不穿衣裳，只穿
背心裤衩出去跑步，跑步后到洗脸间，每人一个龙头，用自
来水冲洗，再回去穿衣。更改后许多学员感冒泻肚。解放军
整理内务是把被子白面朝外，叠成一个豆腐块，学校改成按
苏军的把被子铺平，然后铺上军毯，保持床上舒平。由于学
员每个人的被子长短厚薄不一致，很难铺平，于是就让学员
把被子都弄成一样长短厚薄。我觉得这样学习苏联实在不必
要，就写了一篇杂文投给了解放军报。这篇杂文解放军报并
没有刊登。

一六年的八九月份，我过去在一起的老同志石英见了我，把
我叫到了他的屋内，很严肃地说：你给八一杂志投稿了?八一
杂志是军内营以上党员干部才可以看的刊物，我怎能向那里
投稿。我说没有，石英拿出了一本一六年的八一杂志，翻开
后，前面是一篇评论学习苏联的文章，第二篇就是我写的那
篇学习苏联的杂文，文前有编者按，我的杂文署名石家庄步
兵学校政治系教员和我的真名实姓。我不知道投给解放军报



的杂文怎么会刊登到八一杂志上，而且暑上了我的单位职务
和名姓。石英同志诚恳地告诉我今后不要再写了，你已经得
罪了校领导。

明白了这是自己瞎写杂文遭到大人物的打击报复之后，我承
认了错误，此后不再开我的批判会，让我一个人在宿舍反省。
直到一七年四月通知我，经华北军区党委批准，开除我的军
籍，剥夺军衔，降至地方二十四级，送河北干部建设农场劳
动考察。

打成了右派分子。一下子，幸福都没了。对象吹了，我到天
津附近的团泊洼农场劳动考察了近四年，遭遇了普通人难以
承受的磨练，学会了种水稻。一九六一年底，我被摘掉了右
派帽子，流放到塞北的一个落后山区去收税，每天步行几十
里路钻山沟征屠宰税，收副业税，别人评先进分子，我没有
资格，因为我是被控制使用的摘帽右派。我钻研税法，钻研
会计知识，学习查帐技术，想在这一方面有一点成绩，情况
刚刚好了一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无缘无故地
我又成了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开除工职，强迫到农村劳
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要和社员一起靠工，别人一天十
分，我只能挣八分，而十分才合两角多钱。人口多的社员家
到年末都家家亏口粮款，我更挣不出全家口粮。除了劳动，
还要接受批斗，因为我是五类人。那时我已经和一个农村户
口的妻子结了婚，并且有了几个孩子。我一个人受气，全家
都受气，孩子上学，被叫做狗崽子。妻子也是五类人家属。
在农村呆了几年，被抄了五次家。第一次是公社书记亲自去
的，大概是正式抄家，我的书籍都被抄走了，笔记本也全被
拿走。有一本是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笔记，包括抄写的毛主
席在延安讲的唯物论辩证法原稿(后来整理成实践论、矛盾论
出版)，我要求留下，公社书记说要拿回去研究，以后就没有
了下文。据说已经用它生炉子引了火。后四次抄家都是采取
民兵拉练演习的形式，大概是培养民兵的阶级斗争观念，进
门以后，把屋子翻一个烂七八糟，我保存的相片都被拿走了，
小时候，穿大褂照的像属于四旧，上学时穿制服照的像属于



敌伪，连我一五年授军衔照的像，由于带着大沿帽，也被说
成是国民党相片被拿走。到后来实在没有什么可抄的了，发
现我妻子剪的鞋样上有毛主席的小像(当时的报纸上到处都是
毛主席像，我妻子是用报纸剪的鞋样，没留神上面有毛主席
像)，这下子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逼迫我妻子检查。当时
我妻子正在生育，是产后第三天，楞逼的我妻子坐在炕上哭。
真不知这算个什么年月。一九七八年给我的“没改造好的右
派”这顶帽子平了反，被调到了离家一百公里海拔一千公尺
的地方去收税，我要求在离家近处工作，被告知这是对我改
造决心的考验。我服从了分配，全家只好留在了我原来劳动
的农村。一九四九年我的右派问题得到了改正，满以为可以
回城市了，谁知总政有个通知，对于在部队打成右派的人，
都被认为是“当时清除出部队是必要的”，所以不能回部队，
仍在现在的所在地安置。我仍继续征我的税，一直到离休。
离休前，我尽自己所能，充分发挥税务知识、会计知识和查
帐技术问心无愧地工作了十来年，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分子、
优秀党员，但工资不给长，职位不能提，连中共中央六号文
件规定的给改正的右派增加一级工资都没给增加，所以离休
后连个副处级都没混上。

孩子都长大了，我老了，我为什么活着，到现在也不清楚。
我只知道我一辈子受摆布，一被子被驱使，一辈子也没有得
到我想得到的东西。

时代变了，我祝愿你们新的一代能够得到你们希望得到的幸
福。祝愿你们能够为自己的愿望幸福地生活着。

活着小学生读后感篇二

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活
着。

——余华《活着》



活着，是一个很有内涵的词语。如果你问我是怎么理解?在没
有看余华写的《活着》这本书前，我对“活着”，只是很单
纯的理解为父母给我生命，让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好好生活好
好认识世界，这就是我对活着的理解。

看完余华的《活着》，我有太多的感叹太多的感概，但是又
觉得很难去说，很难去表达。关于“活着”的话题。或许你
会觉得“活着”这个话题很广泛，很严肃，谈起来会觉得有
压抑感。余华的《活着》这本书，其实就是教你如何对生加
以崇敬，如何对死敬而远之，如何去理解活着的意义。

首先，我来简短介绍一下故事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事件。
《活着》这本书，主要是讲述了主人公“福贵”由社会上的
阔少爷变成了什么都没有的佃农的人生经历，由“福贵”少
年无知到迷茫活着，然后是无视自己妻子的艰辛，无视自己
父母对自己的关心与关爱，无视亲人们对自己的爱，也无视
了自己对妻子对父母们的责任。完全没有尽到一个丈夫应该
有的责任，也没有尽到孝敬自己父母，关心父母，爱护父母
的责任。继续往下看，故事开始有了转机，主人公“福贵”
从一开始无所事事的“阔少爷”慢慢转变成家里最重要
的“顶梁柱”。看到这个转变，我开始对故事里主人公“福
贵”的形象慢慢开始有了改变。

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的死把“福贵”从生活中唤醒了。让
他意识到自己没有了依靠，促使他要开始为谋求生而开始努
力了。然后就是，父亲逝世之后，母亲也永远离开了他，对
于母亲的逝世，“福贵”对自己有深深的自责，一下子失去
了父母让“福贵”体会到了悲伤与伤痛。养育了自己的父母
纷纷离开，自己都还没有好好地去孝敬父母，去关心父母，
父母就已经离开自己。当“福贵”还沉浸在父母都逝世的忧
伤里，一切都是那么的平静。这时候传来了自己儿子“有
庆”死亡的消息，再一次给“福贵”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看
到这里，我感慨了一下，“福贵”是个很不幸的人，面对父
母逝世之后，又要面对自己儿子死亡的消息，再次给这个家



庭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当时，看到这一幕幕都觉得很伤感。主人公“福贵”的人生
是很不幸的，活着对于“福贵”来说或许是件很痛苦的事情，
面对亲人一个个的离开。想起自己，真的很幸福，因为我还
活着。活着不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可以这样说，读完了余
华的《活着》我感受到了一种精神，感受到了一股正能
量。“福贵身边”身边的亲人一个个的离开，一个一个的远
去，主人公“福贵”仍然还很坚强好很乐观地活着，尽管他
失去了情人之后，走的那段路很平庸，很艰辛。亲人们的离
去，固然会对“福贵”是一种打击，但是重要的是还要勇敢
坚强的活着，我们活着并不是为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自
己。

《活着》这本书故事很简单同时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主
人公“福贵”一生的坎坷经历，还有他从一个无所事事的阔
少爷变成家里的顶梁柱，这一转变过程，带给我很多感慨。
同时，书里有很多话都引人深思，让我们对活着这个简单任
由内涵的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很漫长的，
同时也很艰辛，也很坎坷。漫长的人生会遇到什么人会遇到
什么事情，你是完全不能预测到的。但是能活着就是好的，
活着需要有勇气，是勇气让我们可以勇敢面对所有的困难，
所有的艰辛，我们应该时刻提醒自己，自己是幸运的，和主
人公“福贵”相比起来，我们还要告诉自己，要好好的活着，
珍惜自己的生命，好好珍惜父母带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
命是属于父母的，我们没有放弃生命的权力。 所以我们要好
好活着， 为了活着而活着。

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就算骨子里是个跳梁小丑也
能拿个粉墨登场。余华先生的《活着》揭开了历史的面纱，
让我们看到了他不为人知残酷且无奈的一面。沉重让人觉得
痛，痛过之后却发现这不是一场梦。

“福贵”从天而降，幸运女神眷顾了他生命之初。“福贵”



在当时可是一个标标准的富二代，家拥百亩良田，尚有父母
健在，还有美丽温柔的妻子作伴，想那人生巅峰也不过如此。
可惜，上天给他的终究是要还的。赌场一败，败的不仅仅是
运气，败的是祖上基业，败的是上天赐给自己的福和贵。自
己所拥有的一切财富转瞬间化为乌有，无论谁都会觉得他难
逃一顿毒打，来解我们心中对他不成器的痛恨。可是作者在
此处却表现得相当冷静，仅仅是写福贵头脑发昏，母亲哭成
泪人，父亲气得卧床。一切似乎很平静，未有大动干戈。这
或许是作者故意淡化这一场悲剧，因为这场悲剧是必然的，
当然也为之后更大的悲剧做了铺垫。从此福贵不再“福贵”，
有人说财富皆为空，人世间最痛的莫过于亲人的离去，然而
福贵先失去财富，随后亲眼目睹一个个亲人的离去，他最终
失去了一切，唯一没有失去的恰恰是他的名字—福贵，多么
讽刺。

悲剧都有起源，福贵的悲剧正是他自己。曾今他挥霍无度，
目中无人，沉迷赌博，他忽视了亲人。随着他赔掉家产，亲
人的逝去，他才明白自己曾今的“福贵”是有多么可贵，只
是这明白的代价对他来说太过沉重，太过残忍。在这里我并
不想细说书中那一个个鲜活个体的死去。因为在读到友庆去
世时，我几乎是崩溃的。悲剧并不会因你的卑微可怜而对你
高抬贵手。

多年以后，在一个烂漫的黄昏，有一个名叫福贵的老人，依
靠在一个叫名叫福贵的老牛上，夕阳的余辉触摸着他们布满
褶子的脸庞，微风拂过，大地张开了他结实的胸膛拥抱着整
个世界。老人跟着陌生人聊着从前，老人回首望去，全是自
己二十岁的影子：骑着长工奔跑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在自
家的大宅中与家珍嬉戏打闹，与自己年迈的父母亲吵着
嘴……说到这，老人眼角似乎有泪水划过，但老人并未显得
太过悲伤，只是无限伤感。是啊，父亲母亲、家珍、凤翔、
有庆、苦根，他们都走了……命运和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这个玩笑把福贵弄得遍体鳞伤，但也只有他还活着，哦，对
了，还有他的老牛。



倘若不是权贵欺压，有庆又怎么会抽血抽到干而死呢?社会吃
人!时代吃人!人吃人!但是，福贵还活着，就像书中所说，他
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神州大地上人类的生命仍在延续，虽然
步履维艰，但他们却始终前进着，因为人类本身，生生不息，
繁荣昌盛。

写这篇读后感时，距离读完《活着》已经过了一年多，可是
我写到有庆，脑海中还是他可爱天真的样子，直到被拉去抽
血抽到生命的终结时，我分明看到他红扑扑的脸蛋慢慢的没
有了血色，不安分的双手渐渐没了动作……我同情他们，他
们都是活在历史悲剧的舞台上的鲜活个体，其中包括了福贵，
虽然他是最不该原谅的，不该被同情的悲剧之源。他本软弱，
但他从败光家财之后，却一夜之间变得坚韧起来，他懂得了
什么是责任。曾今的浪子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沦落到面朝
黄土背朝天的地步。浪子回头金不换，那股中国几千年农民
的顽强生命力在他身上迸发出来。只是此时的蜕变并不能改
变悲剧，为此我同情福贵，我同情他面对悲剧的无能为力。

时代风云变幻，社会也几经重构，永恒不变的是那孕育生命
的土地，以及在土地上努力活着的人们。

可人总要生存，我们还是会选择活着。

福贵，我想如你一般地在暮暮之年守着时光的尽头安静地盼
顾往昔，我希望那时的我已勘破无常、平淡地死去——经不
起太多磨砺的苦短一生终会走到尽头，活着便是生命之神真
挚的馈赠，而我曾拥有过。如你一般地记得，我，曾是少年。

在这之前，福贵，我希望你能陪我活着，用活着去领悟人生。
无常，如常。

“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他的力量不是来
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
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与我们的无聊和平庸，幸福和苦



难。”

虽然不知前路如何，一直走下去却是我们必然的选择，有时
作出选择就意味着胜利。纵然要担当众多难以承受的苦难，
但是依然要坚韧顽强。就像是福贵，尽管风雨飘摇，但他从
未倒下，带着已被时间冲刷成黑白色的回忆，牵着那条新买
的老黄牛，仍能从容的漫步与夕阳下，淡然地讲述过往。我
想，这应当便是坚持的结局，生命的力量吧。

读这样的文字，让我们感觉到文字的乐趣，让我们知道自己
当下的生存状态如何，让我们知道活着的真正意义，让我们
清楚自己未来该如何调整重新出发!全文回味悠长，好似品茶
一般，也许这正是小说吸引我的原因吧。

读完余华的《活着》后我突然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
幸运的!人到底为了什么而活着?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足迹细细
品悟，且行且珍惜!

活着小学生读后感篇三

书——是其中最亮的一盏灯。

读《活着》，印象深刻。只有老牛作伴的老农福贵每天耕种
着一块田地，借此度日，但他脑海里充满了回忆、激动和痛
苦。这部小说叙述了主人公福贵所有亲人的死亡。在小说中，
作家将福贵的经历同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相互融合，就像两
片着色的玻璃重叠在一起.富贵本是一个富裕的土地所有者，
掷骰子赌博使他失去了所有的一切，也将他整个家庭引入不
幸与贫苦。倒霉的事接二连三的发生。在左轮枪的逼迫下福
贵应征当了兵，当他历尽艰险回到老家时，等待他的却是艰
难的现实：从饥荒到繁重的劳动;最疼爱的儿子意外身亡;惟
一的女儿分娩时难产而死;妻子也因长期抱病离他而去;接着
女婿出了工伤而死;连最后一个亲人小外孙在吃豆子时也被噎
死了。福贵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磨难，饱尝着一次次的打击，



但他始终坚信：即使生活是悲惨的，也应该鼓足勇气与力量
熬过去，直至最后一刻。

读《活着》，感触良多。《活着》，就是写一个孤单的老人
在那儿活着，他的价值就是他孤单一个，所以他更有理由发出
“活着”的声音，他的声音应该比所有人群“活着”的声音
都要强大得多。虽然，书的封面画着的两个朋友牵着手，但
这不正暗示了一个真理吗?——人，活着，会经历许多磨难、
许多艰辛，谁会帮你度过难关?不要靠神仙，也不要靠皇帝，
还是要靠自己去奋斗。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要牢
记的是：别轻易灰心，别轻言放弃，应向上，应向前，不断
自我突破、自我调整、自我修正，携一种人生向上的力量，
勇往直前。因为除了你自己之外，没有人能替你踏出生命之
路。活着，就要好好地活着!

活着小学生读后感篇四

余华是在一位名叫福贵的老人身上，用第一人称叙述其看似
悲惨的一生。地主家儿子福贵好赌，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
在还债路上又被抓去当兵，误当成了国民党。几年战争后，
死里逃生，逃出来回到家，发现父亲已经死了。接下来女儿
因发烧耽误医治也变成哑巴了，原本好好的一个家变得支离
破碎。随着时间的推移，女儿风霞、老婆家珍、女婿二喜、
还有外孙苦根也相继遭遇不幸，这一大家子最后就剩福贵一
个人了，最终跟老牛相依偎。

以多数人的想法看来，他最后的命运一定不是疯就是轻生。
可福贵依然乐观地活着，因为他想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也是
全书的亮点所在——活着就有希望。

这本书的作者是余华，本应是余华在讲述福贵的故事，应该
使用第三人称，可作者采用第一人称，让人觉得更加真切，
更加理解书中的我，在历经世间沧桑和磨难之后的坦然。



家人一个接一个相继去世，富贵被一次次的打击，这里面，
不仅有活着的真正道理，还有对世界的乐观态度。

他没有抱怨、仇恨，而是认认真真地过好每一天。抱着乐观
的态度活着，这才是“活着”的真理。

活着本身就很艰难，延读生命就得艰难地活着，正因为异常
艰难，活着才具有深刻的含义。没有比活着更美好的事了，
也没有比活着更艰难的事了。

活着小学生读后感篇五

浓密的乌云遮蔽了本该湛蓝的天空，它嚣张的认为黑暗可以
埋没一切，分秒流失，它却发现，自己始终无法吞噬掉太阳
的光芒。因为只要有一丝缝隙，太阳便撒下阳光，播下温暖，
种下希望。

这是一个活在黑暗中的不倒翁，给他一个支撑点，他就
能“活着”。一直在等，却始终没有等来幸福。亦或者幸福
一直在他身边，发现与错过，不过说辞。这个故事，是一场
没有方向的悲剧，无法摸索它的轨迹，这也是生活，无法预
知下一秒究竟会怎样，生命的悲情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

福贵，一个地主家的少爷，年轻时和他父亲一样，嗜赌成性，
整日挥霍，终于败光了家产，过上了一贫如洗的日子，他的
父亲也因此带着苦闷的心情死了。因为贫困，进城给母亲找
医生之时又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一番波折之后回归故里，而
此时他面对的是已故的母亲，还有因病变成聋哑人的女儿凤
霞，只有可爱的小儿子让他得到了慰藉。后来小儿子有庆被
迫献血，失血过多，不幸去世，女儿凤霞嫁给了歪脖子的二
喜。当福贵夫妇为女儿找到归宿而欣慰的时候，凤霞却在生
孩子的时候，死于大出血，福贵苦命的妻子家珍也因悲伤和
病痛去世了，二喜打工养家的时候不幸被水泥板夹死，他们



唯一的孩子苦命的苦根因为吃了太多豆子，滑稽的被撑死了。
总之福贵身边的人都因各种原因离开了他，最终陪伴福贵的
依旧是一头将死的老牛。作者以安静冷漠的笔触将这些故事
娓娓道来，温柔含蓄的说着血肉模糊的悲剧。被死亡笼罩的
气氛格外忧伤，却也能让人冷静的看故事、耐心的分析故事。
浓密的乌云遮蔽了本该湛蓝的天空，它嚣张的认为黑暗可以
埋没一切，分秒流失，它却发现，自己始终无法吞噬掉太阳
的光芒。因为只要有一丝缝隙，太阳便撒下阳光，播下温暖，
种下希望。

这是一个活在黑暗中的不倒翁，给他一个支撑点，他就
能“活着”。一直在等，却始终没有等来幸福。亦或者幸福
一直在他身边，发现与错过，不过说辞。这个故事，是一场
没有方向的悲剧，无法摸索它的轨迹，这也是生活，无法预
知下一秒究竟会怎样，生命的悲情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

福贵，一个地主家的少爷，年轻时和他父亲一样，嗜赌成性，
整日挥霍，终于败光了家产，过上了一贫如洗的日子，他的
父亲也因此带着苦闷的心情死了。因为贫困，进城给母亲找
医生之时又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一番波折之后回归故里，而
此时他面对的是已故的母亲，还有因病变成聋哑人的女儿凤
霞，只有可爱的小儿子让他得到了慰藉。后来小儿子有庆被
迫献血，失血过多，不幸去世，女儿凤霞嫁给了歪脖子的二
喜。当福贵夫妇为女儿找到归宿而欣慰的时候，凤霞却在生
孩子的时候，死于大出血，福贵苦命的妻子家珍也因悲伤和
病痛去世了，二喜打工养家的时候不幸被水泥板夹死，他们
唯一的孩子苦命的苦根因为吃了太多豆子，滑稽的被撑死了。
总之福贵身边的人都因各种原因离开了他，最终陪伴福贵的
依旧是一头将死的老牛。作者以安静冷漠的笔触将这些故事
娓娓道来，温柔含蓄的说着血肉模糊的悲剧。被死亡笼罩的
气氛格外忧伤，却也能让人冷静的看故事、耐心的分析故事。

读完之后，很同情福贵，因为他的确很值得同情。可以说福
贵的悲剧是自己的浪荡和社会的动荡共同造成的。



首先福贵因为自己嗜赌成性输光了家产，才一夜之间从一个
富家少爷变的一贫如洗，这是自作自受，福贵父亲因此离世，
这是福贵一手造成的，如若不是他输光了家产，父亲也不会
变得整日闷闷不乐，郁郁寡欢，更不会无故离世。

福贵的母亲，是因为国民党的腐败和霸道，也是因为福贵的
挥霍成瘾。试想如果福贵没有败光家产，他们便可以找到最
好的医生，及时的给母亲治病。另外，如果不是国民党将福
贵抓去做壮丁，福贵也能够找到医生给母亲治病，这都说不
定，福祸问题也先不做评价。

小儿子有庆从出生开始就没过上一天好日子，吃不饱穿不暖，
还要忍受福贵的无故呵斥，是个苦命的孩子。最终又滑稽的
死于抽血过多，这一切都来的太突然，太不讲道理。不过这
看似的偶然的背后其实也是一种必然，这是黑暗社会对穷苦
人民无情的制裁。可以说，福贵和他的家庭没有资格选择什
么，甚至是生存这种最基本的权利，都已经成为了他们所不
能摆布的。

女儿凤霞真的很可怜，虽然生得一副好模样，却因为生病变
成了聋哑人，这的确让人感到遗憾悲伤。因为家境贫困，弟
弟有庆要上学，福贵和家珍曾经无奈的将她送给别人家收养，
她经历了太多的曲折和磨难，不论是肉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
当她好不容易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的时候，却又在生孩子的
时候死于大出血，甚至都没有见儿子苦根一面，跌宕起伏的
命运，痛心疾首，让人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压抑和苦闷。幸福
成了悲剧短暂的陪衬，让这出悲剧变得更加嚣张，也更加失
去了它原本在我心中的走向，让人摸不着头脑。

二喜，这个本来无辜的局外人强行入戏，他得到了自己的第
一个孩子苦根，却永远的失去了自己的第一个妻子凤霞。有
得有失的痛，让二喜这个男子汉险些崩溃，如果没有这个孩
子，估计二喜早就选择了终结自己的生命。最终，二喜在工
地被水泥板夹死了，在死的时候他脑子中还想着自己的孩子



苦根，命运留给他的念想的确少得可怜。总之一直对这个男
人有期待，希望他能够改变福贵家的命运，哪怕是一点点。
不成想，他不但使悲剧升级，更成了这场悲剧的陪衬。苦根，
正如他的名字一样，生出来就要过着没有妈妈的日子，吃了
多少苦就不用说了。命运又在此刻残忍的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唯一的父亲二喜不幸被水泥板夹死。当我看到苦根对父亲死
讯的毫不在意的时候，我便更是心痛。是啊，一个小孩子而
已，哪里懂得什么生死聚散，那种莫名的悲伤，是一点一点
渗入心中的，而苦根最终的死因居然是吃豆子撑死了，滑稽
可笑的背后，是穷苦人民难以言表的痛。一起在期待，期待
着凤霞能够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不再受到任何伤害。期待
着二喜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故事的走向，结束这场悲剧。苦
根努力发展，长大之后改变这个悲剧的家庭，却也因此一直
在失望。这种期待与失望的落差感，不断刺痛内心，因为不
容忽略也不能忽略的是，还有福贵。

此时，福贵身边的所有亲人都离他而去了。先不说福贵是什
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境遇。发生的太多太杂，让人没有时
间去屡清思路，因为一切都过于连贯，不给人喘息的机会，
我拼命地想看到转机，却发现各种悲剧接踵而至，无情的吞
噬着这个曾经的地主少爷，一点儿也不讲人情味儿的渗入我
们的内心，直达那最柔弱的地方，轻声低诉着什么叫做痛。
其实也是，这场悲剧本身就没有人情味儿，本身就是血腥残
忍的。

最痛的莫过于回忆，整理记忆的过程总是会让人情不自禁的
动容。福贵这一生经历了太多。首先是败光了家产，一夜之
间变得一贫如洗，生他养他的父亲也因此离世。试想这个曾
经风光无限的地主少爷，怎样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现实，这
个残酷的结果，会带给他多少的苦痛，我想他当时一定很难，
很不容易的才撑了过来，不论当下发生的一切是否是他造成
的，他的日子却是真实的生不如死。其次，他经历了社会的
动荡，被国民党抓过壮丁，虽然两年没有参加过一次真正的
战斗，却也一直过着背井离乡、心惊肉跳的生活，说不定哪



天就轮到他上前线，试想，这个地主家的少爷，一个从来没
有过忧患顾虑的人，就这么突然被带上战场，随时可能面对
真正的战争，随时可能面对真正的死亡，他的心中又是怎样
的动荡，远离家乡，没有亲人，独自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生
死选择，心系母亲的生死，这一切又是多么的不容易。终于，
他被解放军释放，有机会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迎接他的却
是母亲死亡的消息以及女儿变成聋哑人的噩耗，后来又赶上
了人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不断开展的活动更是给
福贵一家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压力，而在这些苦难之间又不断
夹杂了亲人的离世。

更加客观存在的是，福贵经历的一切悲剧不曾间断过，连贯
的发生在福贵的身边，让他一次次面对生命中难以承受的重。
悲剧和痛苦是不断升级不断加剧的，他“活着”就得不断的
迎接痛苦，然后一次次的挺过来，别无选择，这就是唯一的
选择。

福贵这一生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每一件都足以改变一个人的
一生。但是在《活着》这部作品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其中
不断夹杂着小希望和小幸福，还有小幸运。

首先，福贵出身好，毕竟他曾经过上了风光无限，不愁吃穿
的日子，这也可以算他曾经幸福过，至少有幸运的因素在里
面。

其次，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枪毙的龙二。如果当初福贵没
有输光了家产，恐怕当时被枪毙的就是他了，由此来看，富
贵是幸运的，他幸运地避开了这个敏感而有尖锐的社会问题，
侥幸捡了一条命。

还有他不离不弃的妻子家珍，不论贫富，不论福贵对她的态
度，她都始终如一的用心照顾福贵，用心经营着这个穷困破
散的家庭，尽职尽责。



女儿凤霞，虽然因为生病变成了聋哑人，却生得一副好模样，
更重要的是拥有一颗善良的内心。在生活上，凤霞很懂事，
不叫苦不叫累，帮福贵分担了很多压力和烦恼。

小儿子有庆，虽然过程和结局都很悲惨。但他曾经取得了跑
步比赛的第一名，赢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乖巧懂事，可爱
伶俐，让福贵觉得很有面子，很骄傲，同时这也给予了福
贵“活着”的希望。

二喜的出现，更是让这个家变得更加完整，女儿凤霞找到了
归宿，对于福贵夫妇来说是一种放心和满足，也是一种无法
言说的幸福，因为他们不必在为女儿终老之后的事担心。

还有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两年没有
上战场参加真正的战斗。带着健康的身体回到家里，这本身
就是值得庆幸的。

这部作品就是这样，不断地给人希望，又不断地让这些希望
破灭。就是利用这种心理落差让原本就很悲情的故事，一点
一点的侵蚀你内心的安全感，直至你沉溺在他虚幻的故事中，
再一把将你拉回现实，让你从内心深处感到痛，这便是残忍
的余华，他不留余地，因为现实就是不留余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