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儒林外史阅读心得和体会(通用9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
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儒林外史阅读心得和体会篇一

花源记》，更平添了一份悲伤，一份希望无法实现最终湮灭
的无奈伤感。追溯过往，追溯那个城外纷乱的年代，作者写
此文只是为了平静内心不安和混乱，唤起尘世的纯真，唤起
尘世对美的追求，不懈的追求。

联系今日，无数人生活在欲望的桎哠中，受尽金钱权势的牵
制和诱惑，他们终日思量着如何稳居其位，如何尔虞我诈，
如何勾心斗角，他们心中没有了美的印象，或歪曲了对美的
审评标准。他们内心浑浊，全身充满着让人嗤鼻的恶臭，他
们失去了美，更失去了对美的追求。纵然将沈先生呕心沥血
的作品捧之当前，恐怕只是依旧“羞见于刘郎才气”。

彼之美，铸成人之美，心之美，纯之美，则万物皆美。

儒林外史阅读心得和体会篇二

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每个人都背负着不小的压力，
就连朝气蓬勃的中学生也被考学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每个
人都在忙碌着，甚至抱怨着。

我也曾经抱怨生活，抱怨自己玩耍的时间不如别人多，抱怨
别人有的东西我没有，抱怨学习压力大。但我读完《活着》
之后，我发现生活并没有那么糟。我仅仅是因为一些小事抱
怨，而故事的主人公福贵经历了种种磨难却仍没有对生活失



去信心，坚强的活着。

福贵曾是一位富家子弟，整天游手好闲，最终因为赌博输掉
了祖上几代人的心血，成为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后又因
去城里请郎中遇到了军的连长被抓去充兵，在炮火与硝烟中
死里逃生，诱因解放军的开明政策得以重返家乡。但回乡后
他发现自己的娘已经永远的离开了自己，女儿又因感冒永远
失去了声音和听觉。尽管这样，福贵仍选择与家人继续生活。
几年后，福贵的儿子因给自己的校长献血而死掉，老婆又一
病不起生活陷入了困境，好在不久后自己的女儿凤霞嫁了人，
无论是在经济还是精神上都得到了一定安慰。然而好景不长，
凤霞有因难产死在了医院，富贵的老婆终于忍不住悲痛永远
的离开了富贵。不久后自己的女婿又因水泥板倒塌死于非命。
就只剩下逐渐老去的福贵与小孙子相依为命，谁知不久后小
孙子因吃了太多的豆子也离开了他。坚强的福贵尽管命运再
三捉弄他他仍然选择了坚强的活下去！

正如《西雅图时报》所说：这是一次残忍的阅读。我无数次
的感叹福贵命运的悲惨，而他自己却勇敢坚强的面对了这一
切，令我既佩服又感动。

想想看，我的生活其实十分美好我有一个和谐美好的家庭，
我的家人和我都十分健康。并且我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生活，
我不用担心自己的吃穿。比起福贵，我没有任何理由来抱怨
生活。

一个人在遇到困难是不应该总想着抱怨，而应多想想解决办
法克服困难，并永远保留一个信念：坚强的活着！

远处传来，他的歌声在空旷的傍晚像风一样飘扬，老人唱道：
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 三句歌词总结了
人生的三个阶段，初期的迷茫，中期的奋争和末期的淡然。
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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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林外史阅读心得和体会篇三

（一）聂赫留朵夫的死亡与新生

年轻时代的聂赫留朵夫有着年轻人独有的对于世界的天真的
善意，他因为年轻而纯洁，因纯洁而高贵。这种高贵是一种
无所失去的一往无前，父母留下的财产不是他们的财富，相
反他们最大的资产是青春与理想，在那个年纪，这些是挥霍
不光的。那一时期的聂赫留朵夫让我感到惊奇与快乐，因为
他并没有像许许多多别的在贵族家庭成长的孩子那样沾染上
富态的恶习。但我觉得，这种出淤泥而不染的品行在很多情
况下是不会一直存在的，因为在染缸中保持纯洁的底色是困
难的。于是，聂赫留朵夫内心中的人代替精神的人掌控了自
己的身体。堕落是很迅速的，而获得新生般的重拾美好品行
却是艰难的，但总有一些契机可以使复活发生。譬如说爱。
在爱情的洗礼下，聂赫留朵夫在小镇的复活节夜里重焕了精
神的我。聂赫留朵夫在成长，他在前往彼得堡周旋，去乡下
将田产归还农民，与犯人们一同前往西伯利亚的路程中学会
了怎样去爱人。他学会了博爱，我看书时时常觉得他为陌生
人付出太多了，就算萍水相逢也会竭尽全力。

（二）玛丝洛娃的死亡与新生

玛丝洛娃相较而言，就简单得多了。我感觉到她在精神上是
不曾堕落的，死亡的是她心中的爱，她身体上的堕落即使生
活所迫的无奈，又是爱消磨殆尽以后的报复与放纵。于是当
她对于聂赫留朵夫的爱意复萌以后，她内心的纯洁与高尚又
复活了，她为了他而拒绝求婚。托尔斯泰也曾表示过他最先
构想的结局其实是幸福大团圆，然而最终还是选择了最真实
的一种。于读者来说这或许不是最美满的结局，但于玛丝洛
娃来说，不与聂赫留朵夫在一起，不背负致使他身份受损的
内疚或许会更加幸福。



（三）社会的死亡与新生

列夫·托尔斯泰所看到的那个社会是一个极其腐烂瘫痪的社
会。上层官僚主义严重，人与人之间来往做作、讲究利益。
官员只关心自己仕途与财富，漠视底层人民的生活，不在乎
也不理会有人在他们的所谓找规章办事之下陷于无尽的痛苦
之中。而许多原意良好的制度却往往起反作用。就像当初的
王安石变法，没有人否认它的初衷，但因为制定者与实施者
与受用者的隔阂，往往不仅达不到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将许
多人推入更深的深渊。

聂赫留朵夫凭借自己的身份救助了许多人，然而不是人人都
有机会与上一位愿意帮助自己的贵人从而走上原本就属于他
们的道路。大多数的百姓受到冤枉以后都就此毫无悬念地越
陷越深，永不见天日。反观底层社会，农民贫穷而愚昧，小
市民市侩而计较，听差暴力而冷漠，罪犯凶恶而肮脏，他们
活在一个吃人的世上。人们互相影响互相诱惑，致使大多数
人一旦加入某个团体就会急速地被改造的面目全非。底层人
民无力改变，上层人视而不见事不关己，于是社会呈现出书
中所描写的模样。

儒林外史阅读心得和体会篇四

《简•爱》是英国女作家夏洛蒂. 勃朗特的代表作，也是英国
文学史上的一部传世之作。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对爱情、生
活、社会都采取独立自主、积极进取态度，敢于斗争、敢于
争取自由平等地位的女性形象。小说以其真切感人的情节和
细腻传神的笔法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

简•爱追赶求平等与自主的知识女性，可怜的她出生在一个年
经济困顿、多灾多难的家庭;居住在一个远离尘器的穷乡僻
壤;上帝并没有因为这而同情她，更是残忍地夺走了她的父母。
之后简•爱生存在一个父母双亡, 寄人篱下的环境。从小就承



受着与同龄人不一样的待遇：姨妈的嫌弃, 表姐的蔑视, 表
哥的侮辱和毒打. 然而, 她并没有绝望, 她并没有自我摧毁,
并没有在侮辱中沉沦. 所带来的种种不幸的一切, 相反, 换
回的却是简. 爱的无限信心, 却是简. 爱的坚强不屈的精神,
一种可战胜的内在人格力量.

在上学期间，简•爱仍是饱受屈辱，学校的施主罗可赫斯特不
但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诋毁她, 而且把她置于耻辱台上示众.
使她在全校师生面前丢尽了脸. 但简. 爱仍坚强不屈, 坚持
不懈。不但在学习上飞速进步, 而且也取得了师生们的理解。

她的爱情也充满了悲惨，情路坎坷的最终还是和罗切斯特走
到了一起。虽然罗切斯特最后没有了美丽的庄园，还成了残
废。正是这样, 使简爱不再在尊严与爱之间矛盾, 而同时获
得满足，她在和罗切斯特结婚的时候是有尊严的, 同时也是
充满爱的。

儒林外史阅读心得和体会篇五

说实话谈到日本，我还是带有不少民族情绪的，因此平时不
太感冒日本的事物。然而稻盛和夫这个日本人，以及《活法》
这本来自日本的书，却能让我由衷地敬佩。

了解了他的思想和经历，你会觉得稻盛和夫不愧为经营之圣，
实在是世界第一等的人才。他也是我目前知道的唯一一个亲
手创建了2家世界500强企业的人。任何一个人，在有生之年
能创办一家世界500强，也不枉此生了，何况是2家不同领域
的企业!

这本书很多地方都让我颇有感触，其中映像最深的是2个地方：

1、人生公式=思想观念×个人能力×努力程度



2、人生经纬线=命运+因果循环

这两个总结我不在此处多说，感兴趣的可以自己看书，个人
觉得真是够精辟、够简练，时刻用它们来参考自己的人生，
必将获益匪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通观全书，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思想跟
中国古典中的精华部分是传承的，是一致的，甚至有些地方
作者都在直接引用中国古籍。就此又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实
在是一个宝库，有时间了大家可千万要去淘淘金啊，免得都
被外国人学去了。

儒林外史阅读心得和体会篇六

我们生活在一个丰富复杂的世界。世界没有距离，汽车、火
车、飞机。这些现代交通工具让世界失去距离感;人类不存在
秘密，手机、互联网的存在让人类如同生活在露天广场中永
远打开着的屏幕上，秘密，也许就在你将要产生想法前的一
刹那。我们生活在一个单一简单的世界。人人可以写出论文，
互联网的便捷让每个人都有写出需要的论文的可能;娱乐不用
出门，足不出户就可从互联网或电视中知天下、“行”天下。

但，为什么人们却感觉快乐在逐步远离活着的意义越来越模
糊。什么才是健康、积极地活法稻盛和夫在《活法》一书中，
把自己的创业心得，更确切地说是健康、积极地一种生活态
度一点一滴剖析出来，文字中透露出一位智者对当下人焦虑、
盲目生活的殷殷劝告。

想起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则小故事。

其一曰：“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
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
曰：‘吾一瓶一钵足矣。’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



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
富者有惭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
而贫者至焉。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一件事的成功
很多时候并非取决于外部条件的优劣，更多是取决于做事人
的态度。稻盛和夫亦说“努力过好今天”、“把问题化繁就
简”。如同到达南海的贫者，用脚步丈量去南海的路途，路
途中的艰难困厄只是达到目标的过程。忘记曾在哪本书上看
过一句话，至今印象深刻：“每天进步一点点。”人的习惯
思维认为只有目标定得远大，将来可能取得的成就才会大。
其实，宏大的目标很多时候会使人丧失努力实现的信心，稍
遇挫折便否定了既定的目标。现实中的每一天都要竭尽全力
踏实地重复简单的工作，一毫米、一厘米的前进。问题的关
键是“前进”。

其二曰：“有幡被风吹动。因有二僧辩论风幡，一个说风动，
一个说幡动，争论不已。六祖慧能便插口说：不是风动，也
不是幡动，是你们的心动!”这虽是佛教禅宗中的小故事，却
清楚地阐明了心在对待万物中的绝对作用。心为物役，物便
成为心的主宰。哲学上有著名的二元论，一切事物和现象都
有两面性：物有美丑之分，人有善恶之别，事有好坏之称，
情感有快乐和痛苦。我们的眼睛在繁杂的社会中看到最多的
是什么我们的心在繁杂的社会中感受和体悟最多的是什么既
然心灵有如此巨大的作用，那么，如果摒除过多的欲望，让
心灵在繁杂中保持宁静，真正做到事忙而心不忙，那我们的
眼睛看到更多的是世间的美，他人的善，心灵感受和体悟到
的更多是一种享受。在踏踏实实努力工作的同时，以一颗宽
厚仁慈之心生活，用双眼和人类独有的心灵更多关注社会中
的美好的一面。

著名作家王蒙前不久在上海图书馆进行的演讲《思想的享受》
中有一段话，对我触动颇大。他说：“人除了要享受喜悦，
享受自在，享受逍遥，享受主动，享受智慧以外，还需要享
受大喜大悲。正因此，人才会有激—情的享受，包括生离死
别。”《活法》一书在告诉人们锲而不舍、化繁为简工作的



同时，也强调了“美丽心灵”的重要，指出了什么是正确
的“活法”。正如以上两个小故事：认准目标后，脚踏实地
努力工作，思维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就在每天前进的一点点中;
在认真工作的同时，尽量减少对外物的欲望，保持心灵的宁
静，用一颗享受的心对待人生的一切悲喜起落。

最后，用古人的一句话结尾：“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
雁过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故君子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
随空。”这句话也许更多地强调了心灵的洒脱，但心灵的洒
脱正是建立在对工作和生活得心应手的前提下。

题外话：单位发了《活法》一书，并要求写读后感。读书是
件很享受的事，但写读后感的压力让这种享受丧失了不少。
我想读后感的目的是：书一定要读，读一定要有感受，有感
受一定要写成一篇作文。于时，少了乐趣。书看了一半便放
弃了，《活法》的观点存在于我们中国传下来的许多古典书
籍中，且阐述的比这本书更深刻，更透彻。稻盛和夫在书中
的许多例证都是引自中国古代。近来正读着几本中国古典书
籍，对这本书便实在看不下去了。文笔和思想都比我们的文
化差远了。

儒林外史阅读心得和体会篇七

活着，看似很简单，可有时却很难。尤其是在读过余华的
《活着》后，才深刻的体会到活着所代表的含义。

《活着》讲述了名叫福贵的一个老人的一生，他年少时是一
个少爷，却因为好赌丢失了一切。终于结婚，但是婚后面临
的贫困不可想象，更大的问题是他的父母，亲人、媳妇、孩
子相继去世，最终只留下他一个人，还有一头牛。故事极为
悲惨，几度让人落泪，这是一个人的一生，但同样是那个时
代人所经历一切的缩影。



故事最后让人深思：一个人活着，只要活着，是不是就代表
没有绝望?人，或许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其他
事物而活着。《活着》这本书让我见证了那个年代，见证了
真正的贫苦与无奈，但同时也让人思考，如果福贵开始没有
进入赌场，也许一切的悲剧就不会开始。那是不是代表，有
时候，人不可以走错一步路，一步错，从此再也没有了回转
的余地。

活着，究竟是为什么?这个问题现代人也值得思考。不同的时
代，不同的角度，或许会有不同的答案。

活着读书心得个人感悟

儒林外史阅读心得和体会篇八

今天，我读了一个故事名字叫《小红帽》。

故事讲得是：有一个姑娘，很可爱，奶奶很疼她，奶奶给她
做了一顶小红帽，所以，别人都叫她小红帽，奶奶住在森林
里，小红帽去森林里找奶奶，见了一只狼，狼问小红帽：”
你奶奶在哪里呀?“小红帽说：”向前15米。“狼抄小路去小
红帽的奶奶家，把小红帽的奶奶吃了，穿上奶奶的衣服，小
红帽到了奶奶家，狼向小红帽扑了过去，把小红帽吃了，最
后，老百姓用剪刀剪开了狼的肚皮，把小红帽和奶奶救了，
在狼的肚子里放了许多石头，到最后，狼死了，还有一回，
有一只狼和小红帽说话，这一次，小红帽和奶奶想了一个办
法，狼上当了，最后淹死了。

这个故事让我们知道了：遇到陌生人，不要和他们说话，遇
到坏人，要想办法，才不会让自己受伤害。

儒林外史阅读心得和体会篇九

孔子，我相信这个名字大家都不陌生吧，他是我国古代著名



的思想家、教育家，在他的一生中，无时不闪现着他仁爱、
好学的影子，他的一生固然坎坷，但仍阻止不了他对知识的
渴望，除此之外，孔子还有一个伟大的梦想——使世界和平。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孔子在各国之间奔走，曾在许多国家做
过官，但总觉得这官职不适合自己，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
就一一放弃了。为了和平，他曾去过楚国等一些大国，他所
创立的儒家思想已经成为华夏精神的一种内涵，已经溶入到
了我们的生活之中，我可以不夸大其词地说，孔子文化思想
是我们中国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
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句话是孔子在
《论语》中告诫我们后人要忠心，讲诚信，常复习所学的知
识。

孔子在他那个时代得不到的和平，我们今天拥有了，可在他
那个时代几乎人人都有的品格，我们今天遗失了，不过也不
能说遗失了，只能说是拥有的少之又少了，倘若把这些东西
找回来，那么就真的是太好了。

在《孔子》这本书中，我最赏识孔子的教育思想——有教无
类。孔子可以在那个时代不论富贵贫贱，不论年岁地位，只
要你好学，他就愿意教，教任何人，使古代诗人倍出。可与
之相比呢?现在的辍学儿童、留守儿童越来越多，和这些儿童
相比，我真是太幸福了，有父母的疼爱，有老师的教育，这
是这些儿童所无法享受到的啊!

孔子在普及文化教育的事业上做了很大的贡献，我由衷地期
望我们这个时代也能有更多像孔子这样的人，以实现我们的
美好愿望：使幼有所爱，中有所为，老有所养，我们的生活
更加美好，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