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着读后感高中生(大全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
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活着读后感高中生篇一

《活着》讲述了福贵的一生。

他是地主的儿子，娶了城里一个有钱人的女儿，过着无忧无
虑的生活，三十他嗜赌如命，每天都进城里的赌馆赌钱。赚
得不多，输了的不少。终于有一天赌光了家业一贫如洗。一
次福贵爸爸上茅厕时死了。也许这是报应，他是地主，是败
家子。地主位置被一个以前经常借钱给福贵赌博的人坐了。
一贫如洗的福贵因为为救母病去城里抓药，没想到半路上被
国民党部队拉去当兵。在战场上九死一生，当他幸运归家时，
女儿却已经成了哑巴，母亲死了，家里一穷二白。福贵的儿
子意外身亡；后来女儿好不容易嫁了出去却因产后失血过多
而亡；妻子中年病死；女婿二喜做工时被板车压死了；外孙
子吃豆子时死了。福贵老了，故事结束了。

福贵经历了人生最大的痛苦，当他看着亲人离自己而去时，
心底那时就像在被刀割般地痛，割得很深，痛在全身，鲜血
都流出来了……但他却奇迹般地挺了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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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因为亲人的离去而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活着是为了
让死去的人安心。其实福贵并不知道什么是活着，他只知道
人活着就是这样，经历一下酸甜苦辣，有钱就赌一赌，没钱
就种种田。活着就是这么简单。



余华在书中写道：“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
自于进攻，而失去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人们的责任。”责
任，是活着的意义，也许生命有些事你无法预料，无法改变，
但是更多的是需要你去负责，去担当。因此不论活着多么痛
苦，你都要活下去，为了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活着这件事
本身也是你的责任。

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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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着读后感高中生篇二

《活着》一书的作者是余华。当读完这本书，我的内心激荡
不已，感受颇深。

书中讲述了富贵的一生经历的故事。福贵是地主的儿子，娶
了一个有钱人的女儿，整天无所事事，就每天进城到赌馆赌
钱，终于有一天败光了家业，父亲也因此断气。或许是报应
吧，地主位置被一个以前经常借钱给福贵赌博的人坐了。一
贫如洗的富贵因母亲病危到城里抓药，却没料到半路被国民
党部队拉去当兵，在战场上九死一生。当他幸运归家时，女
儿却因发高烧变得又聋又哑，母亲也死了。家里一穷二白，
福贵的儿子也因县长夫人危产抽血抽死了;女儿好不容易嫁出
去却因产后失血过多而亡;妻子中年因软骨病死了;女婿二喜
做工时被板车砸死了;外孙子吃豆子撑死了。富贵经历人生最
大的痛苦，手下葬下了代代的灵魂，他也曾颓靡过，也曾迷
茫过，也曾把自己淹死在付出了却没有预期回报的痛苦旋涡
里，但又奇迹般挺过来了，依然豁达乐观地面对人生。到风
蚀残年之时，和着老牛做伴过着。两个进入垂暮的生命将那
块古板的田地耕得哗哗翻动，犹如水面上荡起的波浪。

作者余华说，世界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也没有一个人
是可以代替的。活着不为别的，只为活着本身活着，而不是



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人活一世，不可能事事顺
心，与其因苦难痛楚而悲伤绝望不如将其化作前进的动力，
笑对前路的挫折而悲凄命运的不公，因为所有的磕绊都是为
了教会你什么，所有的苦难都是一场试练，富贵在诸多苦难
中摸爬滚打，顽强的活着。脆弱如苇草却韧如蛛丝。通过则
升，弗则堕。比起浑浑噩噩的混日子，苦难会让你更清楚知
道自己活着以及未来如何活。正因为你活着，才有机会感到
痛楚。就如泰戈尔说：“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如果成功有捷径，我想那一定是笑对苦楚。

在神圣的黑夜中走遍大地，热爱人类的痛苦与幸福，人手那
些必须人手的，歌唱那些应该歌唱的。太宰治说：“我本想
这个冬日___的，可我最近拿到了一套鼠灰色细条纹的麻质和
服，是适合夏天穿的和服，所以我还是活到夏天吧。”当痛
苦到达顶点，忍无可忍的最后关卡，那就是他觉醒的时刻。
总有些微笑细碎的美好事情使你活下来。可能需要强大的意
志力和对这人间悲凉却盛大的爱吧。就如蜉蝣朝生死中浪费
一丈时间，婵在地底蛰伏十七年，只为惊艳一个夏天。人必
须先活着，爱才会有所附丽。

最初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因为不得不来。最终我们离开这
里，是因为不得不走。生的终止不过一场死亡，死的意义不
过在于重生或永眠。死亡不是失去生命，而是走出时间。以
笑的方式哭，以死亡的伴随下活着。只要你自己觉得自己活
着，就算身躯湮灭殆尽化作灰烟散去，而唯那高傲灵魂自身
的熠熠生辉，依然于长夜中亘古闪亮。

最后，我在这天极痛苦的泪水中摆渡着，却再也找不回了，
那所谓生命的起缘。哦!竟然忘记了，在这凡俗雍容的时代，
我早已走出了时间的束缚，也好，我自由了。



活着读后感高中生篇三

余华的这本书点出了一个离我们最近又或者最远的话题：活
着。是的，我们喜、怒、哀、乐，我们活着;我们失去，我们
得到，我们还是活着。在这样的大环境中，衍生出了一个困
惑了几十代人的问题：我们为何而活。

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式地教育：为了以后的生活、前途而活，
为了父母家人老师而活，为了成就一番事业而活……殊不知，
我们抛掉了活着的本质。这些看似美妙的“大道理”，骨子
中是荒唐的——因为这种活着是为了得到，是为了获得权力、
金钱、认可等等。只要你失去了这些，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可是，为什么福贵却能活下去?

因为他愿意活着，他为活着而活着。丢失东西并不是最可怖
的，失去了活着的意志，才是最致命的。我们活着若只为了
实现哪些看似伟大实则空洞的目标，那就是机器了。活着的
目的其实很小，就是活下去面对世界。定位太高，反而容易
迷失自我。

活着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一种意义。福贵，在家道中落时可
以自杀，在当兵时可能被击毙，在亲人去世时可能悲痛而
死……但他选择了活下去。有人认为这是软弱的行为，但作
为一个生命个体，活着不是第一重要的事吗?书中，曾是地主
的龙二被枪决;曾是县长的春生在_中自尽;曾是生产队队长的
村长被拉去批斗……他们都“曾”是什么大人物，也都站到
过人生顶峰，但都跌下来摔了粉碎;他们也都“曾”对福贵的
保命行为嗤之以鼻，但最后自己却丢了命。因为他们为了钱
财、权力、地位活着。解放、_，社会大变，丢失了这些，就
不活了——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把活着本身当回事，久而久之，
就失去了活到最后一刻的意志。

要我说，社会永远在变化，你也在不断在挪着位置。你随时



有可能得到一切，也随时有可能丢失所有。其实成功并不重
要，因为成功只是让生活更好而已。最重要的，还是如何在
最困难的时候活下去。而这时就要确定一件事：我们只为了
活着而活着。

活着读后感高中生篇四

那纸醉金迷的城市诱惑了多少清澈如水的眼眸，那人潮暗涌
的街头污浊了多少明亮如星的心灵，那炙手可热的名利扰乱
了多少坚定不移的方向。有些人死了，但他还活着；有些人
活着，但他已经死了。纵然世俗会阻挡前进的步伐，但能否
走下去却是自己的事。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陈述的，活着不为别的，只是为了活着本
身而活。在那个世事更替的时代里，福贵由地主到败光家产，
只有强迫自己接受事实。无论生活有多么打击，都不能忘记
迎接明日的太阳。

世上的人就像各种植物，有的是荒漠仙人掌——艰难求生；
有的是沙漠绿洲——今日虽好却不知明天是否就存在；有的
是藤蔓——攀附于参天大树；有的是胡杨——孤立于大漠却
将种子撒向四方；有的是高山古松——淡然望着脚下的灼灼
凡世。人们以各种姿态活着，时而平行，时而相交，然后绽
放出不一般的光彩。

福贵的一生起伏跌宕，从富足到穷困潦倒，从玩世不恭到懂
得珍惜，他失去后拥有了，又在拥有后失去了。父母亲、家
珍、有庆、凤霞、苦根、二喜一一离去，就连患难共渡的春
生也受尽苦难。最终，曲尽人已散。他只有和他的记忆、那
头与他同名的老牛为伴。黄昏日下，他和他的牛相依，他卖
力的吆喝，为了给牛它不是一人的错觉。其实是在给自己一
个错觉，家珍、有庆他们还在。

我折服于作者朴实平淡的语言给我内心的震撼力，折服于福



贵艰苦的一生，折服于旧中国所经历的那段历史，我折服于
那一片黄土上的每一条生命，折服于活着本身的魅力。

尼克·武伊契奇，一个生而无四肢的残疾人，以顽强的意志，
特立独行不为世俗的心，创造出一个残疾演说家的奇迹。他
是为了活着本身而生活，这么一颗纯粹的心，走出了云雾，
拨开了生活的本质——活着不为什么，就是为了活着本身而
活。

为了活着本身，俗世不会阻挡前进的步伐，不会扰乱理性的
思绪。生活依旧有着不一样的魅力。

活着读后感高中生篇五

《活着》讲述了一个人一生的故事，这是一个历尽世间沧桑
和磨难老人的人生感言，是由一幕一幕人生苦难所组成的戏
剧。小说的叙述者“我”在年轻时获得了一个游手好闲的职
业——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在夏天刚刚来到的季节，遇到
了一位名叫福贵的老人，他在田里对老牛吆喝着：“二喜，
有庆不要偷懒;家珍，凤霞耕得好;苦根也行啊。”

老人是地主少爷福贵，年轻的时候不务正业嗜赌成性，一夜
之间赌光了家产一贫如洗，父亲当即被气死倒在了茅坑中，
穷困之中福贵因母亲生病前去求医，没想到半路上被国民党
部队抓了壮丁，后被解放军所俘虏，再次回到家乡时，他才
知道母亲已经过世，妻子家珍含辛茹苦带大了一双儿女，但
女儿不幸变成了哑巴。

真正的悲剧从此才开始渐次上演。妻子家珍因身患软骨病从
一开始的干不了重活到后来只能卧病在床;儿子有庆与县长夫
人的血型相同，为救县长夫人被抽血过量而死;哑巴女儿凤霞
嫁给了队长介绍的城里的偏头二喜，生下了一名男婴后，凤
霞因大出血而死在了手术台上;在凤霞死后不久身患软骨病的
家珍相继去世;二喜是搬运工，在工作时因吊车出了些差错，



被两排水泥板夹死;富贵便将苦命的小外孙苦根接到乡下，爷
孙俩生活的十分艰难，就连豆都很难吃上，福贵心疼便给苦
根煮豆吃，不料苦根却因吃豆子撑死……生命里难得的温情
将被一次次死亡撕扯得粉碎，只剩得老了的福贵和一头因同
情而牵回的老牛。

这本小说展现出了作者余华对于生命、对于亲情的理解。在
余华看来，生命既可贵又高尚。然而，对于主人公福贵来说，
生命的高尚似乎是一种过分的要求，他用自己的一生来向我
们述说着生命的可贵。生命之所以可贵，主要体现在它对于
一切的包容。余华通过福贵向读者展示了生活中的善与恶、
真与假、喜与悲，它们共同组成了生活的全部，人们都经历
过这些，即便在形式上有所区别，但是其对生命的意义却是
相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