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活着读后感初中(实用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
写才比较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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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着读后感初中篇一

《活着》是一个名叫福贵的老人用一天时间对其一生苦难的
叙述。大家读了余华《活着》这本书有什么感想。下面是小
编给大家整理的活着600字读后感初中，希望大家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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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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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自已的过去是否清楚地知道并
且敢干面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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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希望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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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希望能按自已的意愿选择一个方式，真实清醒并
发自内心的去实现它的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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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华的《活着》这本书是通过别人介绍才知道的，当时的朋
友对我说这样的书很感人，我一直不大相信，我想可能这样
的书一般都是为了骗取不太理智的读者的眼泪而使得他们浪
费自己的感情和金钱的，所以，我也就一直没有心情看这本
书，直到前天自己百无聊赖的时候突然想，我到要看看这个
让无数人或者叹服或者痛斥的书到底有多大的魅力。

作者在此书中讲述了，地主少爷富贵嗜赌成性，终于赌光了
家业一贫如洗，穷困之中富贵的富贵因为母亲生病前去求医，
没想到半路上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等他再回到家，女儿
已经成了哑巴，母亲也病了，家里一点吃的也没有。命运就
是这样的作弄人，这样的令人无法琢磨，令人尴尬的无奈着，
痛苦着。一次又一次战乱和动荡，这个家庭在生存线上苦苦
挣扎。新中国成立，在大跃进运动中，饥荒饿得福贵的妻子
家珍驼了背。邻居们为争抢剩余的发了霉的红薯大打出手，
福贵的儿子为救学校校长的老婆产后大出血，踊跃献血，忙
乱中被抽多了血，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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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想继续我的痛苦，我真的不想再折磨自己，想自己
也算是个“久经考验”的读书不少的人了，怎么在这个时候
会为了一个并不关乎自己任何前途命运的一本书而“浪费”
自己的感情，我当时真的在心里痛斥大骂这个余华，为什么
一定要把人家弄那么悲惨，仗着自己有点才华就那么肆意的
折腾读者的感情，真是太没人道了，不过，倔强的自己还是
顽强的把这本上看完了，另一个心思却不得不叹服作者的文
学艺术造化，我不得不承认，这本书是我看过的书中最有艺
术价值的书之一，我也因此想到了美国短篇小说作家艾米
丽·卡特对中国作家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的评价，艾米
丽对《活着》的语言、情节，娓娓道来的叙述方法，简朴优
美，未曾雕饰的魅力及小说中关于生、死、命运的内涵都给
予了高度的评价。艾米丽写道：“如果现在要读一些东西，
显然你应该读一些永恒的东西。《活着》就是这样一流的作
品”。

读完余华的《活着》，我得到了一个人生感悟——为活着而
活着。这篇小说主要讲述了民国时期一个地主家的富少爷徐
福贵，年轻时由于嗜赌放荡，输尽家财。父亲被气死后，徐
福贵一家沦为佃农，并很快因为国军抓壮丁卷入国共内战。
随着内战、三反五反、大跃进等社会变革，他的人生和家庭
也不断遭受磨难，所有亲人都先后离他而去，仅剩他和一头
老牛相依为命。或许读完这篇小说你会感慨主人公徐福贵的
悲惨人生，但是于此使我们收获最大的应该是徐福贵在奢靡
生活后的转变，在经历了多于常人的苦难后，依旧坚强乐观
地活着。

作者余华自序中说自己创作《活着》的原因是听到了首美国
民歌《老黑奴》，歌中的那个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
人都先后离他而去，但他依旧有好的对待这个世界。他深受



打动，决定写下一篇改样小说。而他在写作中得到了这样的
启示——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事
情而活着。

我们的一生中定会经历很多磨难，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
的。对于那些磨难，在你第一次面对它的时候或许它很困难，
但当你咬紧牙关挺过去，人到暮年，再回首时，这些磨难将
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真相后依旧
热爱生活。”从某个角度看，主人公徐福贵未必不能称作英
雄，他看透了世间冷暖，仍乐观地生活。我想当我们都能做
到这些时，我们亦可以成为自己的英雄。

这世间磨难虽多，你我未必不可一笑而过。

所以，为活着而活着!

一个暮年的老人，回忆他自己的一生。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
呢?

中国人的生活几千年来都是有点盼头的。所以，一个人活着
就像是在为别人而活。这也算是中国的特色吧。

我们不去讨论这种特色的优缺点，只是当一个极端的个例发
生的时候，一切解释都这样的苍白。

富贵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讲起自己的经历，是那样的平淡
和满足。

一个曾经的纨绔子弟，家里有很多的钱。但是，摊上了两个
败家子。爷爷地传到父亲手里就少了一半。再到他的手里，
干脆输了个精光。有钱的时候，它可以赌。可以事无忌惮的
开老丈人的玩笑，可以骑着别人满街乱跑。完全是一种奢靡



的生活。

一个这样的人，当一切都改变之后，也很快适应了新的生活。
可以下地干活了，可以自己走路了，可以自己承担起家庭的
重担了。当他挑着两大筐的钱还个龙二时，肩膀磨破了皮，
全身的骨头就像散了一样。他终于明白了钱是不容易挣的。

可惜，一切都已经太迟了。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是在最后才明
白这样的道理。能够尽早明白这个道理的人，我想一定是作
家，要么就是伟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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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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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着读后感初中篇二

我总认为人世间最悲痛的事莫过于亲人对你的不理解，当看完
《活着》你会明白，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是看着身边一个个亲
人慢慢的死去，直到只留下你孤单的.一个人。当身边的人一
个一个都离你而去的时候你才明白什么叫痛苦。

当生活在80年代的我们还在为物质上的需求挑三捡四时，我
们从来不明白上一代人为了生存而挣扎的情形；当我们还在
抱怨命运的不公时，是不是也应当想想这世上更苦难的人，
与他们相比，我们是不是更应当感到幸运呢！

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当一次次邪恶的观念充斥着我们的大脑时，我们是不是应当
冷静的思考一下人生的意义呢！

活着，就要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第一件事，千万别为自我
找什么借口，因为“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



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活着读后感初中篇三

后到东京当黑户口，打工还债，供女儿读书留学，并最终成
就了女儿。飞鸟镇一个荒凉的地方，寒冷落后，成片的寒带
针叶林中隐藏着野熊与狼，丁尚彪的辛酸人生从这里开始。
身无分文，求学渺无前途，还负债几十万日元，丁尚彪只能
来到东京打工还债。他原先对知识的渴望已无法实现，所有
的希望都寄托在女儿身上。

人生再塑的价值完全落空，但对丁尚彪来说，他的梦想永不
会泯灭。人生就是为梦想而生的。在当时的日本打工，中国
人实在很艰难，何况丁尚彪已经成为非法滞留人员。打工的
地点不固定，生活艰苦，连洗澡都无着落，这种一般人难以
忍受的生活，丁尚彪忍过来了，即使含着泪，他也从未放弃
对女儿的希望。

《含泪活着》片首有句话，“在连续三年，每年有三万人自
杀的日本，有这样一位中国人含泪活着”。拘留的可能，但
他却抓紧时间努力工作，任何脏、累、苦的活，不论大小难
易，丁尚彪从未懈怠。抓住机会努力赚钱，披星戴月，晨出
夜归，有时甚至几天几夜地干活，他住的是破旧板房，没有
洗澡的设施，平时省吃俭用，只是为了给女儿积累下出国留
学的费用。诗人顾城有句名言，“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对于丁尚彪来说，他心中的梦想遥不可及，追求的路途漫长
而无际，即使成真了，他也容颜老去，鬓发花白。但他从容
不迫，生活的黑暗没有压垮他追求光明的梦想。整整十五年，
丁尚彪没有回家一次，没有和妻儿团聚一次，放弃了天伦之
乐，也把他一生中的黄金时期全部投入打工，全部融入了对
女儿的希望中。十五年，可使一个初生婴儿成为一个活泼的
少年，也能让一个中年人老去，这是怎样的十五年啊，可怜



的`丁尚彪最后算是等到了希望，他的女儿终于被美国的一所
大学录取，含泪活着的前半生终于没有白费。

这是一个真实的励志故事，主人公丁尚彪也是一个普通人，
没有许多感恩他人的故事，但我认为，他怀揣梦想，不离不
弃，对梦想、对知识永不抛弃，即使生活十分不如意，也一
无所顾地追求梦想，这该说是他对生活、对人生的感恩吧。
现实生活无法改变，即使丧失了梦想，生活还是原状。倒不
如抓住梦想拼搏一番，不错过人生，对生命真切地感恩一回！

活着读后感初中篇四

《活着》讲述的是福贵的一生，一个历尽沧桑与磨难的老人
的回忆历程。《活着》之所以能够引起共鸣，是因为福贵坎
坷的一生折射出了一代人的艰辛与苦楚，福贵个人对苦难的
承受能力更令人感到人性的宽广与丰富。福贵这个人物是当
时整个底层社会的缩影。

福贵的人生之路并不平坦，崎岖盘旋，除了苦难还是苦难，
但他用了一生诠释了“活着”二字。青年时的福贵荒唐淫乱，
整日吃喝嫖赌，输光了家业也气死了父亲，此时的他为了玩
乐而活着。年轻时的福贵被人抓作壮丁，在战场上九死一生，
捡回了一条命，一心只想回到那残缺但又温暖的家，此时的
他为了回家而活着。中年的福贵在田间勤恳劳作，而命运却
是如此的不公，也经历了突如其来的丧子之痛，妻子也得了
绝症，此时的他为了家庭而活着。老年的福贵身过的亲人一
个个地离去，只留下他独自一人与老牛生活着，了无牵挂，
此时的他为了自己而活着。

福贵是一个真正的勇者，贫穷困苦是他一生形影不离的“伴
侣”。他从一个衣食无忧的阔少年沦落成一个吃了上顿没下
顿的农民，他亲手送葬了所有至亲的亲人，最后孤苦伶仃地
活着。他的“勇”即在于他具有强大的承受能力，扛起这些
从天而降的沉苦负担，在这些突如其来的变故前没有一击就



垮，继续为了活着而奔走。对比《骆驼祥子》中的祥子，本
是个勤劳恳干的车夫，但他在遭受多次身心打击后自甘堕落，
成为了又嫖又赌的行尸走肉。同是生活在较为贫瘠的年代里，
拥有着可怜的命运，祥子变得堕落、自私、肮脏，而福贵换
种姿态坚强的应对造化弄人。

若是为了外物而活，这样的人生有着太多的负担与牵挂，总
有一天会不堪重负。应遵从自己的心意，不为他人、为金钱
等外在事物活着。意外的变故很轻易便能剥夺那些我们很看
重的名利、夺走我们很珍爱的亲人，我们都有可能在某一天
变得一无所有。福贵将祖辈的田产挥霍一空，又经历了所有
亲人的死去，他孑然一身，却与老牛踏实的度过余生。因为
所有亲人都已离去，所有财产都已输光，他没有什么事情值
得担心，不为金钱或他人而活。有村民说他和老牛是两
个“老不死”，认为他只是幸运，而他真正地为了活着而活
着，泰然自若地活在当下。

《活着》就像一首历经沧桑的诗歌，它用朴实无华的语调向
我们讲述着生命的脆弱与顽强，活着的艰辛与苦楚，让我们
体会到即使是卑微的生命也要坚强、乐观地活着，让我们懂
得人性的光芒可以驱散苦难笼罩下的黑暗，更让我们明白为
了活着而活着。

活着读后感初中篇五

余华在此书中讲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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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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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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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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