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活着读后感(汇总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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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
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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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着读后感篇一

《活着》讲述的不是一个人的故事，是一段历史的剪影，是
一首社会的挽歌，是一位不幸者对后来幸者的悠悠叙述。他
款款而谈，他让我们陷入一个巨大的哲思漩涡，让我们重回
那个生命起点的终极疑题。活着，该是怎样地活着。

。

中国有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妯娌间的
谑语在福贵的世界里无限放大。他曾是徐家少爷，花天酒地，
挥金如土，拿着家里的田产一次次做赌资，骑着妓女给老丈
人请安，当众殴打怀胎的妻子家珍。最终，他为此也付出了
不小的代价---家产四散而空，一家人守着一座茅屋艰难度日。
但福贵自知是孽子，自此也就安心过着他的贫苦生活。徐家
少爷拿起锄头，正如一个老农般一下一下地耕作着一家人的
希望。卖田以后的他，再也没有富裕过，其间起起落落，最
后还是剩下了一个人。他亲眼看着靠赌博发家的龙二被击毙，
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官战场上未放一枪就被流弹击杀，做县
长的春生文革时被迫害。他们发迹好像一瞬间，所谓张扬也
不过一刻，恶事做多了，要还；放肆太久了，要还；太过突
出了，也都有突出的代价。而最沉重的代价，莫过于死。余
华好像在清算着每个人的账目，每一个人都死得明明白白，
意料之外而情理之中。他就是把最简单，最明白的道理如水
一样浸在看似千疮百孔的人生当中。每一个人物的退场都没
有悲痛的理由，但魔术般的氛围已经完全笼罩在读者的内心，



在一次次地拷问中，余华让我们从自己的心里寻找答案。

有人说，福贵苦了半辈子，但苦的半辈子也是甜的，毕竟他
拥有了多少人不曾有过的。当他被抓壮丁抓去两年，归去家
乡，与妻子家珍的抱头痛哭，见到凤霞时激动地哽咽，那一
刻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一个家的温暖，柔软的温情地始终
伴他左右。妻子任劳任怨，拖着病体下地干活；凤霞伺候一
大家子，无怨无悔；有庆一边养羊，一边上学，心疼鞋子光
脚在雪地里奔跑。他身边的人太多太多，太暖太暖。福贵遇
不到好事情，但身边总有许多好人。一家人虽然贫苦，虽然
常常挣扎在生死线，但他们的每一个行为都在传递着爱的火
把，正是这把火，驱散了黑暗，在生活的压迫下救出了福贵。
也是它，让福贵恰拥有了一切的一切。我们总是习惯现代电
视剧中的家庭关系，妻子与丈夫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总是
经不起一点火星，好似随时会爆炸。活着，有时更多是为了
他们而活着。

《活着》有许多语言版本，外媒对这部小说的评价也都很高，
看我看到外文序的时候只能摇摇头。我想作者和我的观点一
样---这是中国的故事，没有中国文化沉积是很难理解这部作
品的。所以在外文序中，他更像是把自己的福贵直接点开，
外国友人们或许在书中找的只是证据，但在中文版序中，他
正像是引导读者进入他的世界，并祈祷其从中获取新东西。

小说的背景贯穿了中国一个起伏涨落的大时代，那些好的东
西，坏的东西或许都给福贵留下了痕迹，或许说他的幸与不
幸并不是他自己的幸与不幸，而是当时病态中国的幸与不幸。
他嫖，他赌，是在那个时期地主阶级普遍的丑恶面貌，是那
个曾经黑暗的社会给他们烙下的伤痕。兵、匪、饥荒、文革，
每一个社会的灾难都爆发了大量的冲击波，无一例外地给这
个本已无奈的家庭增加不幸。那是中国的故事，是中国的泣
血自白，是对那段心酸历史的回望，而福贵做了一个时代的
牺牲品，他的身后，是新的光芒。



《活着》有一种魔力:当你不幸时，看看它，无论你对情节已
经多么烂熟，合上书时，精神还是会骄傲地升华，阻挡不了。
有些书是百读不厌的，《活着》正是如此。在困苦下，活着
不意味着单是生存，是有尊严，有温情地使用上帝赐予的一
分一秒。

活着读后感篇二

当时同学的回答五花八门，为了父母，为了养家糊口，为了
报效国家，为了活着。是的，单纯的为了活着而活着，我们
不清楚为何自己会来到这个世界，具备了这样的灵魂和思考
能力，但是我们清晰的知道，自己是一个生命体，确实地存
活于此。通过自己的所做所为与外界，留下印记，透过耕耘
的时间去感知世界。

余华的作品很少说教式的对白，他总是用口白平实的语言去
描述那些低微的人，却带给你不平凡的思索和感触。他把自
己的人生哲学都融入了他作品的角色中，透过他们的一颦一
笑，慢慢地流淌出来。他对土地和困难时期，有着特殊的情
怀，诸如《兄弟》，《许三观记》，《在细雨中呼喊》无一
例外有相关的故事背景和描写。王小波说过：别人的痛苦灾
难才是艺术家创作的源泉，而绝不是艺术家自己的。这也难
怪有种比较调侃的说法，说每一个作家都是后娘，不把故事
中的男女主角折磨得不成样子誓不罢休。虽然玩笑成分居多，
但也体现出创作者借他们创作的人物去表达自己，文以载道
人以载情。

我看着《活着》的主人翁福贵，从一个游手好闲的地主少爷，
到败尽家财，最后白发人送黑发人，与一头老牛做伴度过残
年。看到最后我并没有太大的心理波动，当一个再普通的人
的一生如同一帧帧的幻灯片在你面前放映时，你会发现，那
些大喜大悲，其实最后回过头去看，只是为你生命做上了一
个注脚而已，所谓乐天知命虚室生白，讲的也就是一个心安
理得。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是独特的，绝不雷同的，那些细小



的枝节，却是你有同于他人最大的亮点所在。

“可是我再也没遇到一个像福贵这样令我难忘的人了，对自
己的经历如此清楚，又能如此精彩地讲述自己。他是那种能
够看到自己过去模样的人，他可以准确地看到自己年轻时走
路的姿态，甚至可以看到自己是如何衰老的。这样的老人在
乡间实在难以遇上，也许是困苦的生活损坏了他们的记忆，
面对往事他们通常显得木讷，常常以不知所措的微笑搪塞过
去。他们对自己的经历缺乏热情，仿佛是道听途说般地只记
得零星几点，即便是这零星几点也都是自身之外的记忆，用
一、两句话表达了他们所认为的一切。在这里，我常常听到
后辈们这样骂他们："一大把年纪全活到狗身上去了。"

福贵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喜欢回想过去，喜欢讲述自己，似
乎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一次一次地重度此生了。他的讲述像
鸟爪抓住树枝那样紧紧抓住我。”

也许是余华采用的记叙方式，使得福贵这样一个农民的经历
如此身历其境地展现在我面前，但更重要的，是福贵他本身
知道如何精彩地讲述自己。人们常说要趁年轻，多去经历一
些事情。其实比起经历更为重要的，是讲述，是思索。你从
你经历过的事情当中汲取养分，你客观地去分析去评价，得
出你的专属结论，构成你自己的人生哲学。干瘪的讲述可不
是我想要的，我想在我自己年老或者有足够多的经历时，可
以绘声绘色地讲述我自己的经历我自己的见解，学会讲述，
本身就是在学会做人，这就是活着。当你在讲述自己的经历
时，你从记忆中又获得了一次重生，痛苦让你隐忍坚韧快乐
让你自信豪迈，你从过去的时光中看到了最好的自己。

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小有所成大富大贵，你的一生不一定会
有这些东西。但人生肯定是有其规律性的，像正弦函数那样
有高潮也有低谷，盛极必衰否极泰来。勇敢地去面对你的经
历，同时当自己在讲述这些的时候，稍加修饰面带微笑，那
样你就是一个生活的智者，对你过往的事通透清明，那么孔



子所说的知天命的境界，也就不远了。

一旦一个人不停地叙说着传奇的事，那么，他本身也就变成
了传奇的一部分。

活着，没那么多深雠大恨。这是余华的《活着》，这也是我
的活着。

活着读后感篇三

余华的小说《活着》语言平实感人，令人深思。

活着，可以理解为以下三种词性。作为动词，活着的意思就
是去活着；作为一个形容词，活着表示某个生物还具有生命；
而作为一个名词，对于人来说，活着简直是一个无所不包的
课题名称。从动词到名词是一个活着的意义越来越丰富的、
逐渐上升的过程。

小说主人公福贵的家庭上演了一部凄凉、绝望的悲剧。福贵
命运在戏剧般变化，导致了家庭生活极度拮据，再加上家人
一一死亡，这种突如其来的、接踵而至的打击让福贵的家庭
一一承担。

福贵从一个阔少爷落魄到一个佃户之后穷的叮当响。这种身
份落差改变家人的人生轨迹，但他们还是在努力的去活着。
在去活着的路上，他们也经历了种。种幸福。穷人往往志短，
他们的生活盼头总是很低，能够吃顿饱饭，家人在一起，能
精打细算地计划买头牲口耕田，即书中的小鸡到鸭子，羊，
牛的理想。这是最为普通最为平淡的理想，也是最真实的幸
福。然而，命运是一个不可预测的东西，当他们在这种幸福
沉浸时，家人却一个一个的发生变故，儿子有庆意外死亡，
女儿凤霞生孩子时死了，这种子嗣的变故给福贵和妻子家珍
给了晴天霹雳，最终家珍也病死，留下了孤独的福贵、女婿
和外孙。然而，命运还是如此狠心地留下了福贵一人孤独地



活在世上。这种悲剧一幕接连一幕，但命运并没有消灭这个
家庭，这个家庭还是努力地去继续活着。

为什要去活着？活着就有了生命。个人有个人的生命，家庭
有家庭的生命。有庆死了，凤霞死了，沉重的打击下福贵和
妻子为什么没有结束生命？人死了，家还存在，家还要继续
活着，即便死亡了，死亡的灵魂不能无家可归啊，于是死后
他们埋在了一起，还是一个家。也许还有些许其他因素，在
当时的环境下，生命其实是一个很贱的东西，战乱、饥饿、
运动随时都在死人，这虽然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对于死亡的恐
惧感，但这种感觉是他人的死给来的，并非自己给自己的。
其实，环境也同时给人带来了一种对生命、尊严的淡忘和麻
木，他们忘记了自己还有生命，忘记了自己有灵魂，也就忘
记了去挣扎心灵上的东西，于是能够和别人一个模式地去活
着，不足为奇，这种感觉是自己给自己的。

虽然福贵不会去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但福贵只是毫无察觉
的以自己的方

式，在自己的时代和地点上去回答了这个活着的问题，福贵
去活着那是福贵自己对生命意义的解答。对于人来说，活着，
是一个多么包罗万象，变化多端，高深叵测名称。时代的命
运往往会强制的加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常说时代变了，
人变了，然而又是每一个人们共同创造了时代的命运。这种
自因自果的，复杂多变的命运的几乎是我们不能企及的事情。
活着虽如此复杂，我们还得以自己的方式去简单地活着，以
我们自己的方式，用我们的脚，走完人生的路。

活着的意义就在于去活着。一切思想上的活着其实不过是思
想实验。只有去活着才有生命，才能给生命赋予意义。总之，
去活着，作为一个生命的诠释者，赋予生命意义。



活着读后感篇四

《活着》是作家余华所著的长篇小说，于1993年出版。此文
讲述了主人公福贵坎坷崎岖的一生。文章语言简洁无华，却
写出了底层小人物的悲苦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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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福贵是徐家的败家少爷，嗜赌成性，他娶了贤惠的老婆家珍
之后，不懂得珍惜，家珍怀孕了跪着求他不让他去赌坊，还
被他打了一顿。他在赌场把家产尽数输给龙二，父亲被他活
活气死，佣人被遣散，家珍也被气走了，他跟母亲搬到了一
间茅草屋里，开始贫困潦倒的一生。

家珍对他不离不弃，生完孩子后又回来找福贵。福贵意外被
拉去当兵，死里逃生回家后发现母亲已去世，女儿因发烧变
成了哑巴。儿子有庆为了给县长夫人献血被医生抽干血，福
贵想讨个说法却发现县长是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只能
把苦咽下去，家珍因此大病一场。

女儿凤霞长大后嫁给了虽然是个偏头却勤劳本分的二喜，两
人过着美满的日子，但好景不长，凤霞在生孩子时因大出血
去世，家珍也因病去世，二喜从凤霞去世后就变得消沉，在
一次搬运中被水泥板夹死，留下四岁的儿子苦根。

福贵一个人带着苦根艰难度日，有一次给苦根煮了一些豆子，
苦根因为吃的太多竟给撑死了。

从此福贵只有一头老牛与他作伴，耕作于田间地头，寂寥而
落寞。

02



阅读感悟

看完这本书后，最大的感受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然后是悲
伤，再是为福贵对苦难的承受能力感到钦佩。对书中的人物
投入了很多的情感，但人物却得不到一个美好的结局，这对
于读者来说，实在是太过于残忍。他们每一个人离去的时候，
心就像被狠狠揪住，再用钝器一下一下闷捶着。

俗话说，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总缠苦命人。当我以为福贵
的生活会逐渐好起来的时候，老天爷又开始捉弄这可怜的一
家。福贵的家人离去总是毫无征兆，该怎么形容这种感
觉——就像是作者给你一颗糖，你满心欢喜地打开却发现其
实满是玻璃渣。

全文十几万字组成了一个苦字，这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悲剧。
我的悲伤情绪在看到有庆被抽干血而死的时候达到第一个顶
峰。“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
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洒满了盐。”这一句看
得泪流满面。对抽血的医生，用“痛恨”这个词都不能将我
的愤怒和厌恶表达完全。

看到有庆凄惨的状态和福贵埋葬有庆的情节，觉得人间再苦
也不过如此，但当我读到苦根的时候，才知道竟然还有这么
残忍的时刻。苦根是福贵最后的亲人，他竟是被撑死的，第
一时间我感觉有些荒诞，但是回看苦根的生活与境遇，只觉
得悲从中来。命运就是那么残忍，不肯放过这个可怜的老人，
连他最后的亲人都要夺走。

读到文章结尾，我仿佛正坐在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身旁，看
着他在夕阳下回望他的一生，带着一丝通透的语气向我叙述
他的经历。他的一生不乏苦难，但他铭记着那些短暂的美好
瞬间和幸福时刻，并且是那样乐观豁达地活着，完全出乎人
的意料。



文章语言朴实接地气，却又能给读者强大的冲击力。那些出
乎意料的死亡，更加彰显了活着的意义和难能可贵。只要能
活着，就绝不选择死亡，这才是生的力量。

“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
所活着。”既已来到这个世界上，那就好好地活着。若感叹
命运不公，厌恶事事不易，那就去和这糟糕的命运抗争。命
运想打压你，想制你于死地，那你就好好活着。活着，就是
一种反抗，接下来还有什么苦难，就尽管来吧！

活着读后感篇五

读完整本书后我很愤怒。

作者写的这句话我喜欢：“对自己的经历如此清楚，又能如
此精彩地讲述自己。他是那种能够看到自己过去模样的人，
他可以准确地看到自己。”

书中女主人家珍如果放在现在社会她一定是个有作为的女人。
她代表了那个社会一代人的生活环境及中国女性所具有很多
优点，可谓是三从四德。但也反映出那时人封建思想根深蒂
固。故事里的男主人福贵家经历，我很疑惑最后活下来的为
什么是他？换作现在人或许以各种方式自杀了。我自己的观
点分析是，家珍的聚给福贵组成了一个温馨的家，龙二被枪
毙也带来一个重生的福贵，他彻底和自己的过去说拜拜。但
对家珍来说她的压力痛苦付出始终未变，有庆的死家珍实际
上倒下了家跟着也慢慢没了，家珍的散带走了一个温暖的家。
在家珍的生命里，有庆的死使她第一回开始憎恨社会憎恨世
态炎凉。我想福贵不是完全了解家珍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看苦根的死，他根本不是个好男人，一直都是。他连个孩子
也照顾不好怎能照顾好家珍和其它人呢？听邻居对家珍的评
说无是非。想想她付出很多。福贵活着就促成这个故事的传
播。



附言：有庆的死使我想到20xx年发生在江西一个六男孩双眼
活活被挖，凶手竟是朝夕相处的人。惊人相似。我顿时也惊
出一身冷汗，原来这么多年过去了，农村地貌虽然变化万千，
可人的思想并没扭转。大家都太在乎表面现象确无意识人内
心那股强大叛逆前进的思想。

人类无法忍受太多的真实。

有，我非常肯定，因为在经历过很多事之后，你会觉得大富
大贵是活，穷困潦倒也是活。

他们那个年代的信仰就是吃饱穿暖，顺其自然，听从生命的
召唤，需求层次就停留在那。

有时候读书，头脑里若没有那个时期的一些影像，你看活着
会有很多不解的。但是电影给你创造出来了。

活着就是表达一件事。

历史给人的踏实感那是无法言明的。

好好活着，所有不能让你死的都能让你坚强，好好活着。

锻炼自己强大的内心，这个社会永远击不跨你。

世界没有给希望的时候自己不能给自己希望，比较可怕。

明白自己为什么活着，生命才会更精彩。

余华的书让人看着很绝望，让人窒息。

镜头语言毕竟是有限的 文字能展现更多镜头表现不了的东西
但是通过镜头 人物故事主题却也更为集中 这很考验导演功
力的 很多人说活着是张艺谋拍过的最好的片子 很大原因是



故事本身好。

书中有一点，福贵极少提到老丈人，家珍的娘家在帮助家珍
婆家时福贵似乎描述不多，可能作者有些偏心。

余华是”先锋派“的代表作家，早年的小说带有很强的实验
性，以极其冷酷的笔调揭示人性丑陋阴暗的角落，罪恶、暴
力、死亡是他执着于描写的对象。

我们不是为了了解他，而是为了更了解自己。（关于读作者）

我觉得他们之所以写小说，就是因为小说可以把他们藏到背
后，他们也许并不愿意读者打探自己。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句：谁也不知道前面等待我们的是什么。

我最喜欢的是，富贵妈的说的，只要人活的高兴，就不怕穷。

我觉得活着是一种纯粹的欲望，也是一种责任。

活着为了体验生命的过程。

人为什么可以淡然，是因为心里可以放下很多东西。

活着，好沉重的话题。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活
着是一个很重大的责任，就像小说里，富贵的所有作为都是
为他他的家庭，活着也承担家的责任。

鄙人见解，我觉得最大的是一种责任，有太多的你必须要做
的事，责任这方面淡然不起来啊，有时想人真的连有死的资
格都没有。

人要是经历很多，他对生的意义会看的更重。

讨论也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会有什么结果出来 只是希



望大家能在交流当中 更加了解自己 了解作品 了解活着的意
义。

书读的越多越觉得自己无知。

杨绛：想得太多而书读得不多。

我觉得作者的手段，只有一个就是不断摧毁树立起来的美好
形象。

虽然一气呵成 但是觉得用力过度了，节奏掌握的不对，到后
面不能再让我感动了 而是和福贵一样 对人物的生死麻木了。

有点过于为了表现死的悲而用各种方法营造死亡。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经历的很多，其实只不过是自己经历的方
式跟别人有些不同而已。

被安排，肯定到最后会被现实妥协，最后的最后，最大的会
是不甘心！

大多数都想要自己的人生 但是往往到了后面都不得不妥协。

有人选择抗争，好比你翅膀硬了，有时候你就有抗争的底气。

努力！不一定有好的结果！但是我一定有个自己喜欢的过程！

打着爱的旗号做的事情是最可怕的。

没有在深夜痛哭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我觉得书中有个观点不对——人不能只为了活着而活着。

那个时代的人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的吧。



读第一遍，我觉得心被撕扯，读第二遍，我觉得或许人生就
是这样，读第三遍，我觉得自己非常非常幸福。

余华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因为他能给予人们幸福感。

对于幸福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喜欢钱和房子的人也不能
否定，毕竟他们觉得那就是幸福，他们得到了，就觉得幸福
了。

人生就是可能意料不到的时候陷入绝境，我很庆幸今天，它
没来，这就是我的幸福。

没有什么幸福不幸福的……我觉得幸福不是恒定的。我会因
为一件突如其来的小事感到幸福，也会因为一件准备已久并
成功的事感到幸福。

生存法则不允许他再不懂事了。（书中人物苦根）

要么死，要么像牛一样活着。

可以说福贵这名字是作者在这部小说中最大的反讽吗？

也是很多劳苦大众对美好未来的寄托吧。（回答）

不仅活着，还要有价值。

苦难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苦难是人生宝贵的财富—— 回首时能让你记住的往往也是最
痛苦的。

活：就是要尝尽人间酸甜苦辣。死：是生命中最好的发明。

西门吹雪一个人的时候不怕，有了爱的人就怕了，我肯定也
怕。



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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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
苦难、无聊和平庸。

所以在那些悲伤的情节之间，福贵仍然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

述说苦难的时候，眼睛里流出了奇妙的神色，分不清是悲伤，
还是欣慰。

我们的幸福很多时候都在别人的眼里。

活着读后感篇六

看完【活着别太累】以后，突然觉得自己的思想成熟、开放
很多。面对很多事态都可以坦然而纵容的面对了。

最重要的是我知道了，微笑的过是一生，伤心的过又是一生。
我们何尝不选择快乐一点过呢？那些烦恼琐碎的事情，偶尔
要先通通忘掉，待自己心情稳定了再一一处理。

我学会了冷静看事物体态。每一件事都有两面一性一，我们
要看最好的一面，结果却想着最坏的一面，这样不管结果是
好是坏，对我们的伤害最少，起码心里有个底。

我还学会了淡忘。

人生中难免会有伤心事，这时候我们要把一切忘掉，把它锁
起来。渐渐地，你就会忘记曾经有那么一件事，你就会忘记
曾经有那么一个人伤害过你。

把一切都淡忘，让它随风而去，不染尘埃。



但有的时候，当我们的心需要发泄的时候，就要大哭一场。
就放心的哭吧！没有人会笑你，没有人会怪你。哭完后就忘
掉，因为，眼泪流干了，只剩下笑容。

笑一笑，是人生；哭一场，是人生。那就哭够了以后一直笑
吧！笑到了生命的终结，因为你已经没有眼泪了。

活着读后感篇七

如果外星人到地球看到的第一个生物就是这个总是带着笑脸
的无臂钢琴师刘伟，那他一定会觉得地球人都是像他一样的
两肢生物，如果这时候再出现一个四肢健全的人，也许还会
觉得那个人身上畸形多出来两支东西，如果硬说有什么不协
调的地方，那一定是“刘伟”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名字跟他不
寻常的人生。

男版维纳斯：最美的是梦想

作为卢浮宫镇馆之宝之一的维纳斯塑像，无论你是否可以真
正领会这尊塑像背后的艺术价值与意蕴，却一定知晓她作
为“人体美”的象征。已经有了无数闪闪发光各类头衔的刘
伟，虽然无法撼动维纳斯肉体美的巅峰，也许可以象征人类
的另一个方向，属于生命的坚韧的力量。

原本是产于1987年的合格产品，原本也应该稳稳妥妥地过一
把自己的人生，在生命的第十个年头彷佛是从命运的列车上
被丢弃，意外失去的双臂埋葬了少年绿茵场的梦想，如果你
跟我一样在他回忆自己经历的时候试图在他的身上寻找那时
留下的蛛丝马迹，结果只能是徒劳的，那些灰霾要么是被深
锁在内心的深处，只有黑夜的梦魇得以窥见，但是我更倾向
于第二种可能，苦难的东西已经成为这个大男孩身上的养分，
深入骨髓，隐匿于血液，成为支撑着他的成长。

12岁的刘伟开始学游泳，出色的成绩使他在19岁的时候已经



可以为残奥会的金牌而努力了，“我以前学游泳的时候是很
苦的，那时候差不多就是游100米喝75米的水，但是那时候就
想咬着牙坚持。”然而时隔9年之后人生第二次急转弯，细胞
严重损害的刘伟必须做出新的抉择，又一次成为命运的弃儿。

也是“北京爷们儿”式的性格使得刘伟可以以“多大点儿事
儿”的精神驱散不幸的烟雾弹，泪水流过之后，还可以继续
享受艳阳天。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事情坚持下去就可以熬到终
点，当我们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可以找到足够多的理由
坚持走下去，同样我们可以找到许许多多放弃的理由。

“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虽然有很多困难很多不顺，但是毕
竟所有的事情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你不可能与生俱来什么事
情都会。而且我心中一直有一样东西支撑着我，可以说是我
所有精力的力量源头，那就是梦想。”

如我们所有人见证的一样，刘伟在音乐中获得的第三次新生，
而且日益强壮。

达人亦凡人：我做的都是小事儿

这是一个全民励志的时代，几乎所有的畅销书榜单都有励志
书类的身影，年轻人都需要给不知所措的自己打上一针强劲
的鸡血，用来确认自己的手里还掌握着自己的明天。80后逐
渐进入而立之年，姚明、刘翔、韩寒、李宇春……这么几个
数的过来的名字即使媒体的焦点，依然成为困惑焦虑青年
的“梦想导师”。刘伟，这位中国达人秀总冠军，感动中国
十大人物，也成为80后的样板式人物，人们开始把他的名字
与上述几个名字并列在一起评价比较。

提到媒体的评价，他欣然接受，并没有中国式的欲迎还
拒，“能得到大家的肯定和喜欢，我当然很开心”，话锋一
转，“但是我并不会过多在意这些评论。不要过多在意别人
的看法，眼睛跟嘴巴是长在他们身上的。他人的看法并不会



因为我的一句话或者一个举动得到很大的改变。”刘伟从来
没有把自己当做励志的标杆，他一直在做的就是那个满口京
腔的音乐大男孩。

在开始写《活着已值得庆祝》这本自传式的书时，刘伟觉得
写书好像不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应该干的，之所以这么
做的初衷是“想到也许自己的经历能够帮助很多人明白生活
没有那么复杂，那么困难，突然就有了一种使命感。”打字
对刘伟来说依然不是一件可以享受的事情，用脚练习打字的
那段经历堪称折磨，这次写书刘伟说也花了他大概半年的时
间。“我就是想把我这种努力生活但是知足常乐的幸福告诉
大家，在我看来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很多人用金钱买不来
的生存。每个人的生存都是有一定意义和力量的。”

这个大男孩还一直不忘感谢他的妈妈，提到母亲的时候，他
用了“可爱”这个词，一起打麻将打牌，把刘伟当成平常的
孩子，有时候迷糊，有时候比一般的家长严厉。没有虎妈狼
爸，再普通不过的'亲子关系。

刘伟是一个很容易让你产生交流欲的人，你在他身上看不到
达人的光环，“我觉我做的都是小事，我怀着梦想去坚持自
己想做的，然后做到自己能做的，仅此而已。”

版本x.0：梦想在音乐 我不是娱乐圈的人

有了以自己故事为蓝本的电影《最长的拥抱》，电视剧《我
的灿烂人生》展露银屏，也写书了，还发行了个人首张ep，这
不是一条标准的造星路线吗？也许我们当中不少人已经认定
刘伟成为娱乐圈的炙手可热的新星。这个问题，刘伟坚决地
给了个“no”的答案，“我不是娱乐圈的人”。

在达人秀之后，刘伟的人生走上了快速道，他就像是天文学
家突然发现的超新星，所有人都向他投以关注的目光，不
管“娱乐至死”这个说法是否准确，但是我们一定可以肯定



这是快速消费的时代，我们见证了太多选秀活动出来的新人
成为天际转瞬即逝的流星，眨眼间就被消费掉了。“我一直
走在我所坚持的音乐梦想的道路上，所以幕前的昙花一现不
会成为我考虑的问题，也就不会有担心被遗忘之类的问
题。”

足球小子到游泳冠军再到钢琴师，如果按照软件的更新升级
话，刘伟现在已经是一个够炫的版本，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奏
《梁祝》更可以视为刘伟在音乐上成熟的一个标志，完成了
一个对于一些音乐人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完成的梦想。如果刘
伟就此止步，他依然有足够多的资本使他居于“励志导师”
之列，只是在他接下来人生的规划中并没有出现任何一个小
节的休止符。正式表演15天前接到演出通知，并没有特别充
裕的时间给刘伟来进行排练以及与交响乐团配合，他依然惊
艳了奥地利。维也纳的一切更加坚定了他的音乐梦想。“接
下来我要做的最多的就是学习，学习如何制作和创作音乐。
如果是升级的话，一定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在学习中慢
慢让自己成长为更好的音乐人。”

在采访的最后，刘伟送给大家这样一段话作为结尾：“没有
梦想是可悲的。哪怕你的梦想与现实发生了冲突，但只要你
能负担得起这样的后果的话，那就去做吧。有梦想就迈开双
脚去走，看不到希望并不代表不在希望之中。”

活着读后感篇八

翻开这样一本书，一个过客，一个耕地人，一问一答，问者
无意，说者拾忆。像是溯流的河水，流回那年的春夏秋冬，
流回那段夜幕下的人生百态，岁月暗哑。

作者说过这样一句话：“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
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所以作者觉得自己写下
了高尚的作品。对文中主人公富贵而言活着到底有多难？回
顾他的一生，他也曾享受过荣华富贵，家财万贯。可以说他



的年少时期将一个纨绔子弟展现的淋漓尽致，随心所欲，放
荡不羁是他的代名词；他也曾遭受劫难，家道中落；也曾悔
不当初，痛改前非；也曾想靠自己的一双手抓住仅存的一点
点温情。可这曾经种种犹如指间漏沙，再握紧也抓不住沙子
的流逝，再努力也改变不了残忍的现实。

读完这本书后，我也曾深深思考过，到底是什么会使一个人
短短的一生遭遇如此多的劫难，使得人无可奈何，无力反抗。
重温一遍，我似乎明白了，是黑暗的社会，是丑恶，麻木，
冷漠的人性，是懦弱，顺从的奴性，是用尽一切方法，也要
活着的欲望。

所谓真理法度的镣铐死死地锁住了大家的前进的步伐，狠狠
地鞭挞了小家的温情，欢声笑语在嘶吼喊叫中弥灭，曾经肆
意奔跑的少年在无声泪流中体味绝望。有人打出了未来一片
光明的口号，也放出了人性的丑恶。人们深陷于明天的美好
憧憬，可蜂拥而来的现实几乎都在诉说着阴险。可叹，可笑，
丑恶的事物总在身边，我们选择视而不见；美好的事物远在
海角，我们却伸长了脖子企图望到。

我从未看过一本书，笑着笑着就哭了，一字一句朴实无华，
甚至带着市井间的流气，却如利刃般将现实撕碎，将苦痛一
遍遍回味。著名诗人维克多说：“如果生活真的有意义的话，
那么痛苦一定能给生活带来意义。”因为痛苦能让我们随时
意识到我们还活着！

若说我在书中唯一看到的微光，便是主人公富贵对生活一次
又一次的重拾希望，命运与他开了许多过分的玩笑，他却一
次又一次的站起，对生活怀有信心和动力，因为信念，为了
家人，为了自己活下去的信念。可当亲人一个个的离去，到
最后的孑然一身，他也曾想结束，却仍旧苟且而生。为追求
阳光而奔跑，最后发现是在黑幕中徒劳，却仍然不愿停下，
自欺欺人的相信，终会跑到太阳升起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