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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宣传是为了推进绿色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如何引导企业界更加关注环保责任，倡导绿色生产和循环经
济？借助以下环保宣传案例，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宣传工
作的重要性。

活着读后感篇一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虽然是薄薄的一本书，可
读完后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

文章运用了朴素的手法记叙了福贵平凡而曲折的一生。主人
公福贵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年代，既经历了战争的腥风血雨，
那不堪入目的混乱。不仅如此，他还体验了家族由盛至衰的
过程以及家破人亡的悲惨经历。

每当看家珍死亡的部分时，总感到鼻子一酸，一股热泪总涌
上眼眶。那是一段最宁静的死亡过程，看着福贵抱着家珍的
尸体，一步步艰难地走向西村口，那个埋着儿子有庆的地方，
他默默地将家珍也埋了进去。此时此刻，看似平静的福贵，
那撕心裂肺的痛感应该早涌上心头了吧!然而，他万万没有想
到的是，他家族的悲剧并没有到此结束。女儿凤霞生孩子时
因大出血而死;女婿二喜在工作时被水泥板夹死;就连他那唯
一的孙子也难逃厄运，在吃饭时被噎死了。

但他并没有对命运屈服，独自一人顽强地活着，我想这就是
生命的意义吧。人活着时被命运制造的坎坷绊倒是必然的，
但唯有你不屈服，才能战胜命运。

面对生与死，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生存。要战胜命运，活得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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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读后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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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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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自己的过去是否清楚地知道并
且敢于面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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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希望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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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希望能按自己的意愿选择一个方式，真正清醒并
发自内心地去实现它的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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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着读后感篇三

我是活着的，能打字能思考，说明我确实是活着的，可是我
为什么活着，活着是为了什么，这既是严肃的哲学问题，也
是关乎我人生的基本问题，所以我要好好想清楚才行。我得
老实承认我是个懒散的学生，没有学会学习学会品味，网上
的快餐信息接受得多了，好书没怎么看过，以至于习惯了断
章取义。

近期拜读了稻盛和夫的《人为什么活着》，一开始偶尔看到
一两句不顺眼的就想反驳，但继续看下去又觉得先生的话很
有道理。他把道理一层层地剥开讲给我们听，用严谨的思维
一步步地论证他的观点，而他又能说得通俗易懂，再深刻的
道理也不觉得晦涩。

我，已深深为先生的价值观、人生观所折服。先生告诉我们：
人生就是一个修炼的道场，活着就是为了不断提升自己的灵
魂和心智，使其达到最高的境界，这样，人的意识体(即灵
魂)在肉体死后就可以转世托生到更好的地方，也就是说，人
不仅仅要对此生的自己负责，还要对来生的自己负责，活着



就是为下一个“我”寻找更好的寄托。芸芸众生只是活着或
想着要比别人活得更潇洒，至于究竟为什么活着，生活的意
义何在?稻盛和夫在书中写道：人生的目的在于“提升心性、
磨练灵魂”，或者叫“净化心灵”、“纯化心灵”、“提高
人性”、“提升人格”等等。

人生目的在于“为世人、为社会做奉献”，因为只有心灵纯
洁、人格高尚的人才能一辈子为别人、为社会做贡献，而不
计较自己个人的得失。在我看来，能够参透生死大彻大悟的
人，活得达观洒脱、自在超然，他们明白“荣枯盛衰乃世之
常情”，少了“戚戚于功名”“汲汲于富贵”的辛苦，多
了“宠荣不惊，得失淡然”的从容。

这样说来，有一种信仰是一件幸事!信仰不是迷信，信仰是一
种强大的力量。信仰使你远离孤独和寂寞，信仰使你抛却烦
恼和忧愁，信仰使你的心灵不再飘忽和空洞，相反，信仰使
你心存善念，信仰使你心灵充盈。信仰使你无坚不摧，无往
不胜!可不可以这样认为：人是为了一种信仰而活着!我知道
稻盛和夫是位成功的企业家，“以心为本”是其经营哲学中
的核心概念，“敬天爱人”是他的公司的社训。这些是做企
业的道理，也是做人的道理，也正如他书中说的秉持利他之
心而活。不论是生活还是工作我们总是不断解决问题然后又
产生新的问题，有些问题总是会让我们感到不知所措，成功
的喜悦与幸福一样，也需要和痛苦和艰难来对比。

当我们遇到阻碍时，不会为此感到胆怯和失落。与其失落不
如乐观的去做某一件事情，不论结局如何，最起码我们赢得
了经验和保持乐观的心态，因而心怀感恩、欣然接受这个考
验并且乐观地全力以赴、努力奋战、不断设法摆脱困境，心
中始终相信对未来的期望。

我们要如何做到不去烦恼了，稻盛和夫给出了一些易懂的方
法：如果有时间去烦恼，就比别人更加努力地工作;保持谦虚
绝不骄傲;每天自我反省，反省并不是意味着让大家每天烦恼



一下;以知足、感恩之心而活;秉持利他之心而活。

这样即使在遭逢苦难时不能以平和的心态接受这些命运，或
者保持有个感恩的心，至少可以避免自己嫉妒和愤恨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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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读后感篇四

这是第二次读《活着》这本书了，记得上一次读这本书是高
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读书完全是奔着写作素材去的，囫囵
吞枣。

现在不一样，再次读这本书，真真切切的能够感受书中所描
述的每一个场景，也会产生一些思考与感悟，触动颇深。

《活着》这本书故事主线很简单，就是通过主人公福贵从解
放初期到--再到80年代的种.种遭遇与不幸，阐述了活着的意
义。

通过福贵一生的苦难，写出了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
乐观的态度。人是为了活着本身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
的任何事物活着。

福贵年轻的时候，家里是地主老财，风花雪月，无所不为，
上个私塾都有佣人背着上学，吃喝嫖赌，甚至侮辱自己的老
丈人。

福贵爹娘都管不了他，老婆家珍知道也管不了他，福贵另有
一子名有庆，一女名凤霞。

由于赌博，福贵被龙二骗光所有财产，家境没落，福贵他爹
先没了。一年后，福贵他娘也病了，紧接着福贵进城找医生



被国民党抓壮丁，被迫当兵，中间经历无数苦难变故，差点
死去，但为了再见到家人里，他拼命活了下来。3个月后，娘
也病死了，女儿凤霞因发烧没钱看病，变得又聋又哑。

后来，全国基本解放，福贵回到村里，和老婆家珍、女儿凤
霞，儿子有庆四人相依为命，儿子女儿都很懂事，日子过得
艰苦，相继的经历了大跃进时期和--时期，但全家依然坚强
的活着。

紧接着，变故一个接着一个，先是学校里的儿子有庆为县长
夫人献血，被抽血过度而死，再是女儿凤霞嫁给偏头二喜后，
难产而死，福贵有了外孙苦根，后来，家珍在家安乐的死了，
女婿二喜在工地被水泥般夹死。致此，一家人就变成了福贵
和外孙苦根相依为命。

生活仍然过得异常的艰苦，外孙苦根也因吃豆被呛死。到这
里，就剩下福贵一人活着了。

福贵的发家理念，是一只鸡变成一只鹅，一只鹅变成一头羊，
一头羊变成一头牛。家人全部离他而去，这其中经历的苦难
与折磨，常人难以想象，但福贵仍坚强活着，他拿出全部积
蓄，买了一头将死的老牛，老牛名字也叫福贵，然后就没有
了然后。

读完，感触很深，难以言表。人的一生，说长也长，说短也
短，似乎丑恶的事情总在身边，美好的事物却远在天边，但
我们仍然需要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不抱怨。生不带来，死
不带去，苦难的一生会很长，快乐的一生会很短。

置身其中，方能感受《活着》带的种.种启发。而我，仍然在
寻求活着的意义，学习、阅读、写作...好好的活着，去体验
那些没有体验过的美好。



活着读后感篇五

余华在《活着》这本书中讲述了，地主少爷福贵嗜赌成性，
终于赌光家业，变成了一贫如洗的人。父亲一气之下去世了。
妻离子散，整个家都衰败了。为了生活，福贵开始了艰难的
起步，为生活而努力。

两年后，妻子带着年幼的儿子回来了。我为文中的福贵高兴，
我以为，他的命运会好转了。没想到，命运如此艰难，岁月
不饶人，母亲也由于年老，一病不起。为了生病的母亲，福
贵前去城里求医，没想到半路上被抓了壮丁，等他好不容易
终于回到了家，女儿已经因为生病而成了一个永远也无法开
口再讲话的人，母亲也因病在两年前去世了。

然面这些灾难还只是开头，我为文中的主角们抓了一把汗。
心情也随着书的情节动荡起伏。福贵，命运真是不福也不贵
啊。一次又一次战乱和动荡，这个家庭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
新中国成立，在大跃进运动中，福贵的妻子家珍得了软骨病，
生活举步为艰。当饥饿来临时，邻居们为争抢剩余的发了霉
的红薯大打出手，福贵的儿子有庆，为救县长的老婆产后大
出血，踊跃献血，忙乱中被抽多了血，献出了年幼纯真的生
命。然而，真正的悲剧从此才开始渐次上演，每看几页，都
有我眼泪湿润的感觉，坏运气总是降临到福贵的头上，在小
说的最后，悲剧和失败越来越多，眼泪和痛哭几乎成了家常
便饭。

随着女儿凤霞的出嫁，孕育，我以为他们从此可以结束悲惨
的命运了。但接下来，我不禁有点责怪余华，为什么要把人
家写得这么悲惨。女儿因生产而死，妻子也跟着病死了。女
婿二喜做工时被板车压死了，外孙子吃豆子吃多了也死了。
死亡一个个的接着来，最后，只留下了福贵。最后，福贵老
了，故事也就结束了。但年老的福贵依然乐观豁达地面对人
生。到风烛残年之时，依然牵着一头老牛做伴过日子。



书的最后似乎没有忘记又留下的讲述者自己在慢慢降临下来
的夜幕中说的一句令人回味的话，“我知道黄昏正在转瞬即
逝，黑夜从天而降了。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
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
黑夜来临。”

活着在一般理解上是一个过程，但是，活着本质上其实是一
种静止的状态。我猜测着，余华想不是想告诉读者：生命中
其实是没有幸福或者不幸的，生命只是活着，静静地活着，
有一丝孤零零的意味。人只要活着，就有希望。人只要活着
就是一种胜利。没有比活着更好的事，也没有比活着更难的
事!生不可选，死不该选，惟有硬着头皮活着!

这本书好像一面镜子，可以照出社会的疏漏，同样也可以照
出我们自己身上的缺点。从这方面讲，它也很有教化的意义。

活着读后感篇六

为什么要写?这种涌动的情绪，认为心灵得到的洗礼救赎，他
让我思考生命意志，获得良多。时间是可怕的，生活的惯性
是冷漠的，我不想忘却，更恐惧它将是在清醒认识中剥夺。

耳边依然响着《老黑奴》这首歌曲的旋律，让我有种沉迷。
放却思考不要挣脱束缚。我想起了是有庆的死，心头的涌动
传到了眼眶。他的死，让我恐惧战栗，是什么让人变的如此
的可怕，稚嫩的童真被人心的黑暗吞噬，不留一点痕迹，依
稀我能想像那清亮的声音，他跑的是多么的快啊，他的小脚
丫不怕冻也不怕磕痛了，他满头大汗的笑脸是多么清亮，伴
着光晕凝滞。

家珍多么让人心疼的女人，她的爱让人心动，她是谁?所有的
女人都有她的影子。我的母亲，我的外婆，我的婶婶。那个
时代妇女的缩影。



凤系和二喜的结合让人精神有了些许的轻松，由心的高兴和
祝福。我忘不了凤喜的眼神，她的眼神中有着太多太多的渴
求，但她不是有了二喜了么还有了苦根。

富贵，他的命运是谁撮成的。他得到很多，同时却又残忍的
生生被剥夺。合上书本时，我沉默了许久，想什么，瘦弱的
老牛前面是佝偻的身影模糊而又真实。活着本就是为活着本
身。我不知道我领悟了什么，也许有也许什么都没有。起身，
走出图书馆，四个小时的充实。我的嘴角不自觉擎着淡淡的
微笑，周围的风调皮的在我指尖跳动，脚下的路从我身边延
伸。生活的本身或许就是这样的轻快，眉梢的喜悦可以是所
有人的。

富贵把于亲人之间本能、朴素、温暖的亲情寄托在了老牛身
上。在苦难的折磨下不断的充实和升华，成为他活着的精神
支柱。如果一天老牛死去，富贵还要活着，因为他还要为自
己活着。就像作者说的那样：“人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
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活着读后感篇七

《活着》，主人公福贵用平静地近乎陌生人的语调，讲述了
自己与身边人的命运，父亲气极猝死，母亲念儿而死，战友
中弹身亡，儿子抽血夭折，闺女难产而死，妻子抱病而终，
女婿工伤致命，外孙吃豆噎死。在他的身边，所有他倾注了
情感的人，都离他而去，唯有那头名字也叫“福贵”的老牛
与之相依。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在我一口气看完这本书的那天，我在
微信上这样说：“今天看完了余华的《活着》，起初看得仔
细，到后来已不忍深读，实是难以承受这平白叙事里的悲凉，
到最后竟是看到苦根走后心里反有解脱之感。许是黑色更显
生命的张力?在时间与命运面前，人能有多少自主的空间?活



着，要真切地活着。”在那时，我更大的感触是感恩，谢谢
命运对我的宽容，让我过得平凡，但也拥有了平凡的幸福。

后来，无意间看到《活着》的外文版中译序言，余华在韩文
与日本版序言里，巧合地提到了两个词，命运和时间。在韩
文版序言中，余华说：“《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
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的友情，因为他们互相感激，同时
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
对方。他们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又一
起化作雨水和泥土”;在日文版序言中，他又说：“谁创造了
故事和神奇?我想应该是时间创造的。我相信是时间创造了诞
生和死亡，创造了幸福和痛苦，创造了平静和动荡，创造了
记忆和感受，创造了理解和想象，最后创造了故事和神奇。
我想《活着》是关于一个人一生的故事，因此它也表达了时
间的漫长和时间的短暂，表达了时间的动荡和时间的宁静。
在文学的叙述里，描述一生的方式是表达时间最为直接的方
式，我的意思是说时间的变化掌握了《活着》里福贵命运的
变化，或者说时间的方式就是福贵活着的方式。我知道是时
间的神奇让我完成了《活着》的叙述，可是我不知道《活着》
的叙述是否又表达出了这样的神奇?我知道福贵的一生窄如手
掌，可是我不知道是否也宽若大地?”究竟是同行止的朋友，
还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催化剂?余华自己也在思考。

我不知道，作为当事人，福贵是如何看待命运与时间的。不
过，我一直认为，即便将命运视作了朋友，福贵也一直没有
停止战胜这位朋友的努力;即便时间何等神奇，时间也并未冲
淡福贵的伤痛。对一个人而言，在时间与命运的尽头，还有
一个朋友，名叫死亡。也许，要了解命运和时间，还应当了
解死亡?生命的本质原本就是不断改变、成长和衰退的过程，
生命中来来往往的人，本只能陪彼此一程，或长或短。但无
论长短，都只有用心陪伴方不枉同行一程。余华说人当与命
运成为朋友，其实也许同样可以将死亡当做“永远的伴侣”或
“最忠实的朋友”(如同《少有人走的路》?人生苦短，爱的
时间有限，值得我们好好珍惜与把握，这或许是另一个可以



让我们更易与命运及时间相处的方式。

爱，且请深爱，只因，韶华不再。

活着读后感篇八

作者：崔晓戈

余华《活着》这本书，我用四天如饥似渴地“啃”完了富贵
的一生，回首相顾，我想富贵文中的最后一笑有太多意义
了……他原本是个地主家的独子因吃喝嫖赌而家破人亡，从
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让富贵这个从小锦衣玉食的富家子
弟体验了底层劳动人民的艰辛。他的一生坎坷艰难，父母被
活活气死，妻子跑了，女儿生产大出血死了，女婿干活的时
候被工地掉下来的钢管砸死。只剩爷孙俩相依为命，上顿饱
下顿饥的日子孙子实在是过怕了，好不容易有点豆子的富贵
煮好了去干活没看着孩子，孙子最后因撑死而亡。富贵前半
生奢侈繁华家人在伴，后半生孤苦伶仃只有一头老黄牛为伍。
他说：“人这一生唯独不能做错三件事，进错门，上错床，
吃错饭。”

身为中学生的我生活条件幸福，家庭和睦，老师同学亲切，
实在体会不到富贵那一笑的辛酸，我无法做到感同身受与换
位思考，我虽然是千万万人中的一个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学
生，平凡到就连聚光灯都会错认成太阳。但我不甘心，谁
说loser的热情就不值钱。我会努力做个星星，有棱有角还会
闪闪发光，我想抬头找到真正的太阳，我在这茫茫薄雾中也
有属于自己的小小目标。我清楚诗与远方都很美，可我需要
不断地拼搏前进才行，诗虽美，但也需要一定的文化程度才
能读懂，远方虽美，但通往旅途的车票很贵。初中时代已经
所剩不多，我将不断磨练以最好的自己迎接中考。有志者事
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
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每个人都有赢一次的权利，对！站



起来！别趴下！

身为实中学子，我现在的意义就是考上好高中为我校增添光
彩，为自己谋取出路，不负老师的谆谆教导，不负父母的满
心期望。我活不成富贵，绝不。去经历，去选择，去做我想
做的，我想告诉他们：“我可以！”

不妨大胆一些，反正我们谁都无法活着离开这个世界。只希
望明年夏季，微风不燥，扬帆起航，可以迈着坚定而热忱的
步伐，一步步走向属于我的光明大道。是，我为自己而活，
我活着的最终意义就是可以让他人看到我拼搏的足迹，我可
以！

作者：谢星寰

生命是个永恒的话题，人们不断讨论生的意义，而作家余华
直接以《活着》为题，以中国特有的年代，特有的人的方式
来展示他心中的话。

与书名《活着》的深沉不同，书一开始描写一个旧社会的地
主家的儿子福贵，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甚至带着妓女去
当众羞辱大人。“这样的人死了也罢了吧，他的生命有什么
意义呢”，我心中暗想。不出所料，他很快输光了家里所有
的财产，在父亲临终的话下，他开始重新做人，而悲剧从此
在他的生活里渐次上演。

他进城为母亲买药被国民党了抓了壮丁，在战场上失去了难
得的朋友。几经辗转回到家，母亲已死，妻子含辛茹苦养大
孩子，可女儿却是哑巴。接着妻子病倒，女儿含泪送人，唯
一指望的儿子因给人输血失血而死，女儿在生孩子时死了，
女婿又在工地事故中丧生，最后的亲人苦根竟因吃豆子撑
死……如果说世上真有因果报应的话，那么福贵一定是最好
的体现。



面对无数次的“天崩地裂”，福贵的反应却令人惊叹。他并
非拥有处变不惊的能力，而是有着超脱凡人的韧性。倾家荡
产，他还有老婆孩子和一小片田地；被抓壮丁，他作文心里
坚定着回家的念头；妻儿死去他还有哑女儿和孝顺女婿；他
俩死了还有未谙人事的孙子等他抚养；最后连孙子都离开了
他，他就放十块钱在枕头下让人替他收尸，终日以黄牛为伴！
从令人憎恨的纨绔子弟，到让人泪流的悲惨农民再到受读者
心生敬畏的老者，作者笔下的福贵用自己从旧社会开始，历
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自然灾害的一生展示了人的生命的
韧劲究竟多大。

任凭残酷生活的拳打脚踢，他总能找到活着的重心，让自己
摆回最合适的位置，就算命运残酷的像一把铁锤，将他最后
一点的盼望也砸得粉碎，他也要捧起一抔土将它小心埋好，
让自己死后的骨灰能与之相伴。

余华以《活着》为题，却专注描写一个小人物的故事，演奏
的是壮丽生命诗篇，却以琵琶轻轻弹唱，激起的是深沉的生
命鼓点，却像哄孩子一样温柔拍打。正是这样以平淡的口吻
诉说着一个平凡人的平凡故事，给人以最朴实、最厚重的生
命力量。

活着，在苦难中静静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