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培根随笔读后感(优秀7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那
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是
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培根随笔读后感篇一

《培根随笔》里不仅仅是一篇篇论文，还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人类文学的宝库，里面装满了无穷的.真理。其中，令我印象
最深的是《论友谊》和《论时机》。

培根说过：“把欢乐告诉朋友，欢乐就会加倍。把忧伤告诉
朋友，忧伤就会减半。”可是，人生中，有多少友谊是真诚
的呢正像《论时机》一样，要把握一切好的机遇，才能成功。
否则，只能到头来感概机遇的流逝。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得
抓住友谊的机会，友谊就会离我们而去。

我必须要好好的抓住友谊的机会!不再让友谊离我而去!

必须要好好抓住友谊的机会!否则，友谊将会一次次离你而
去……

培根随笔读后感篇二

读书能给人乐趣、文雅和能力。人们独具或退隐的时候，最
能体会到读书的乐趣;谈话的时候，最能表现出读书的文雅;
判断和处理事务的时候，最能发挥由读书而获得的能力。那
些有实际经验而没有学识的人，也许能够一一实行或判断某
些事物的细枝末节，但对于事业的一般指导、筹划与处理，
还是真正有学问的人才能胜任。

耗费过多的时间去读书便是迟滞，过分用学问自炫便是矫揉



造作，而全凭学理判断一切，则是书呆子的癖好。学问能美
化人性，经验又能充实学问。天生的植物需要人工修剪，人
类的本性也需要学问诱导，而学问本身又必须以经验来规范，
否则便太迂阔了。

机巧的人轻视学问，浅薄的人惊服学问，聪明的人却能利用
学问。因为学问本身并不曾把它的用途交给人，至于如何去
应用它，那是在学问之外，超越学问之上、由观察而获得的
一种聪明呢!

读书不是为着要辩驳，也不是要盲目信从，更不是去寻谈话
的资料，而是要去权衡和思考。有些书只需浅尝，有些书可
以狼吞，有些书要细嚼烂咽，慢慢消化。也就是说，有的书
只需选读，有的书只需浏览，有的书却必须全部精读。有些
书不必去读原本，读读它们的节本就够了，但这仅限于内容
不大重要的二流书籍;否则，删节过的书，往往就像蒸馏水一
样，淡而无味。

读书使人渊博，辩论使人机敏，写作使人精细。如果一个人
很少写作，他就需要有很强的记忆力;如果他很少辩论，就需
要有急智;如果他很少读书，就需要很狡猾，对于自己不懂的
事情，假装知道。

历史使人聪明，诗歌使人富于想象，数学使人精确，自然科
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学和修辞学使人善辩。
总之读书能陶冶个性。不仅如此，读书并且可以铲除一些心
理上的障碍，正如适当的运动能够矫治身体上某些疾病一般。
例如：滚球戏有益于肾脏;射箭有益于胸部;散步有益于肠胃;
骑马有益于头部等等。因此，假若一个人心神散乱，最好让
他学习数学，因为在演算数学题目的时候，一定得全神贯注，
如果注意力稍一分散，就必得再从头做起。假若一个人拙于
辨别差异，就让他去请教那些演绎派的大师们，因为他们正
是剖析毫发的人。假若一个人的心灵迟钝，不能举一反三，
最好让他去研究律师的案件。所以，每一种心理缺陷，都有



一种特殊的补救良方。

培根随笔读后感篇三

培根，是英国十七世纪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经验主义哲
学家，说起他的名字，大家都会想到他的《培根随笔》。在
这个暑假，我有幸拜读了他的文章，从书中我看到了他对哲
学的执着、对政治的热衷、对生活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和
对困难决不轻言放弃、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态度。

《培根随笔》这本书分为《论求知》，《论美》，《论善》，
《论真理》，《论健康》，《论家庭》，《论友谊》等多篇
随笔，语言简洁，短短的一小篇就可以让人受益匪浅。

《论韬晦》、《论野心》等篇章中叙述的做人之道，实际上
是典型的市侩哲学。《论帝王》、《论贵族》等篇幅中则旨
在向君王介绍统治经验和权术。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生命掌握在自己
手中，命运会因你而改变，人生会因你而绚丽多彩。所以，
挑战是必不可免的。生命本是一泓清泉，只有挑战自我的人
才能体味出它的浩荡；生命就像一首优美的歌曲，只有挑战
自我的人才能谱出优美的旋律。

培根随笔读后感篇四

培根在《谈诤谏》中写道“多读书是有好处的，尤其是读那
些在公众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人写的书。”而《培根随
笔》就是一本这样的好书。

《培根随笔》一共收入了随笔58篇，每一篇文章都不长，但
是每一篇文章都讲了一些至理名言，而且至理名言俯拾即是，
而且大都不再开头，就在结尾。这种语言放在开头，具有凶
器有力、引人入胜的作用；放在结尾，则有概括全文、余味



无穷的效应。培根的随笔没有西方很多散文随笔作家的那种
散漫和随意，而是具有诗的凝练圆满，小说的布局严谨。培
根的58篇随笔，篇篇结构严密、行文紧凑，培根的随笔不是
文人的闲适小品和游戏笔墨，他是以政治家改造社会、富国
利民为目的的进行说教的.。58篇随笔涉及国家、人生的各个
方面，但每篇的核心都离不开人和国家的利害关系。培根用
客观冷静的笔调写这些短小精悍的说教文章。

《培根随笔》的作者就是弗兰西斯·培根，1561年生于一个
官宦之家，这种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再加上才华出众，培
根就被伊丽莎白称为“朕的小掌玺大臣”。他12岁时就上了
剑桥大学。23岁就当上了议员。培根这么年轻就取得了议员
的职务，可见培根的才华。

《培根随笔》是一本有很多至理名言的好书，这本是就像是
一笔宝藏。书中讲的道理也是需要我们记住的，所以我希望
大家都仔细地把这本书阅读完，把书中讲的至理名言和道理
都记下来。

培根随笔读后感篇五

很多人都喜欢这个伟大的哲学家——培根，但我却不！！我
讨厌这个站在贵族立场与男权视角的培根，我讨厌这个工于
心计、老于世故的培根，我讨厌这个拥有着功利主义思想、
深谙于官场运作的培根！

不过，前两天读了《培根随笔》后，我才发现了另一个与我
想法完全不同的培根。我看到他对哲学的执着，对政治的热
衷，对生活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与对困难决不轻言放弃、
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态度。

我恍然明白："噢！原来还有这样一个培根！"

在这数十篇随笔中，《论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避开



这文章中写的都是美、德兼备的男性帝王不说，这则是一篇
关于"美"的经典之作。它着重论述人应该怎样对待外在美和
内在美的问题展开评述。"善犹如宝石，以镶嵌自然为美；而
善附于美者无疑最美，不过这美者倒不必相貌俊秀，只须气
度端庄，仪态宜人。"不错，形体之美要胜于颜色之美，而优
雅行为之美又胜于形体之美。因此我想，人的外表固然重要，
但如果没有内涵，光有外表，只是一个躯壳，行尸走肉，又
怎么能算得上是美丽呢？所以，人是因为可爱而美丽，而不
是因为美丽而可爱。

读完这书后，我忽然想起，人是没有十全十美的，而且每个
人的理想与信念不同，当然，所追求的事物和追逐的梦想也
各不相同，不可把自己的喜好强加在别人身上，也不能依照
自己的喜好来评判他人。况且人是有两面的嘛！应多看看别
人的优点，吸取精华之处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为将来漫漫人
生路打下坚实的基础。

培根随笔读后感篇六

睿智的人在许多事上都有与常人不同的见解。培根就是这样
的一个人。最近，我读了他所着的《培根随笔》一书，对于
培根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感悟。

培根的一生为哲学和文学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本《培
根随笔》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首先，在观念和视角上它具
有独到之处。他相信不懈的努力总能将厄运变成好运。面对
许多人的迷信和盲从，他大胆提倡无神论，希望他们用理智
和亲情战胜心中的专制统治等等。

出于对培根本人的敬仰，我在阅读此书时十分专注，也从中
受益匪浅，特别是在思想观念方面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读罢
此书，我发现：其实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有解决
不了问题的人。只要有对待问题的正确态度，一切困难都会
迎刃而解。就好比一位登山运动员在爬山，倘若他抱定信心



要爬上山顶，就定能攀上顶峰。

正如培根先生一样，他坦然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社会中的不
良风气，用理智从根源上分析并解决问题。这显然是做人做
事应有的态度。

《培根随笔》一书集合了培根先生一生的思想精髓，读起来
就像是在与一位睿智的老人对话。我想：我应该在今后的日
子里，以正确的态度去对待生活以及我身边的人，把培根老
先生作为我的榜样，做一个坚定执着且一心向善的有才有智
之人。

《培根随笔》读后感

《培根随笔》读后感【精】

【热门】《培根随笔》读后感

《培根随笔》读后感【热门】

【热】《培根随笔》读后感

【荐】《培根随笔》读后感

《培根随笔》读后感【热】

【推荐】《培根随笔》读后感

《培根随笔》读后感【推荐】

培根随笔读后感篇七

《培根随笔》为英国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弗兰
西斯·培根所著。《培根随笔》分为《论求知》、《论美》、



《论善思想家》、《论真理》、《论健康》、《论家庭》、
《论友谊》等多篇随笔。

在《论友谊》中，培根说道：“如果你把快乐告诉一个朋友，
你将得到两个快乐；而如果你把忧愁向一个朋友倾吐，你将
被分掉一半忧愁。”这说明了朋友是我们身边必不可少的一
个角色，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看看《培根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