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铁生散文读后感(实用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
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
有帮助!

史铁生散文读后感篇一

埃利亚斯有篇文章叫《思想着的石像》，是说人的内在思考
和外在表象是断裂的，每个人都像一尊思想着的石像，其他
人所能看到的，只能是他冷峻的外表，丝毫不能领会他内心
的思想。人与人的距离由此拉开，人的孤独感油然而生。什
么知人知面不知心，什么同床异梦，描述的就是这种感觉。
可以说，人生来就是孤独的，所以人要有语言，一方敞开心
扉，不断的表达，内心满盈的情感倾泻而出，另一方则要懂
得聆听，接纳对方所有的情感，并理解她。理解，号称能够
穿过厚实的石像表面，触碰到灵魂，理解使人们不再孤独。

可是人啊，有时候也挺贱的，渴望理解，可又为理解设下重
重障碍。有时候那个石像的外表就是人们自己搞出来的。他
会穿上厚厚的伪装，一颗渴望理解的心被包装成满不在乎的
模样，走入人潮中，接受绝大部分旁人冷漠的眼光，内心深
处却渴望着有人能够真正懂他。前段时间微薄上看到句
话，sometimes when i say “i’m ok”, i want someone to look
at me in my eyes, hug me tight and say “i know you’re
not.” 说的就是这么回事儿了吧。可是人为什么要伪装呢，为
什么不能从心所欲率性而为呢?是为了自我保护，还是为了让
理解来的更加珍贵?有首歌里唱的好：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
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你决定不恨了/也决定不爱了/把你的
灵魂关在永远锁上的躯壳。歌里唱的那个人如果听到有人对
他唱出这样的歌，一定会感动的稀里哗啦吧。可是，太多时



候，这样的题目似乎都太难了。可是人就是这么悖论，人的
想法就是这么复杂。谁又能琢磨的透谁呢?难保不被人说成是
自作多情。时间长了以后，已经很难分辨哪个是伪装，哪个
是真相。

史铁生说人们追求爱情是为了摆脱孤独。好像有点片面了，
不过起码也说对了一部分吧。有人说最好的爱情就是共同成
长，这样日久天长，比较容易识破对方的伪装，比较容易相
互理解。可是在共同成长并日久天长之前，这样的爱情该如
何开始，爱情的对象该如何选择呢?一见钟情似乎很不可靠，
日久生情貌似比较靠谱。因为友谊，也可以识破伪装、相互
理解。可是友情跟爱情的区别在哪里?也许是性吧，它让爱人
之间更加坦诚相见。那多年的朋友成为情侣，也不是为了性，
而是为了进一步加深了解。这么看来爱情是比友情深刻一点。
可是有时候，深刻的这一点点，让两人看到了对方更多不好
的方面，所以闹掰了，以至于连朋友都做不成了，那真是莫
大的悲剧。可能这样的人还没明白，爱的真谛是自由，是卸
下一切抱负无拘无束的自由，爱人彼此之间是最真实的自我，
无关乎优点或缺点，真实的才是最珍贵的。

当然，爱情跟婚姻可能是两码事。

前几天去旧书店淘书，买了一本《史铁生散文》。于我，一
个从小就对语文不感冒的人来说，买散文倒是件稀罕事。说
到从理科转文科，好象是大学之后的事。其实，高三的时候，
就对散文之类的挺感兴趣了。那个时候在准备高考，几乎每
天都要做阅读训练。读的文章要么是大家的作品，朴实无华
却含义隽永;要么是不出名的人写的，辞藻华丽而形式精美。
我渐渐的能从文中体会点儿什么、参悟点儿什么，语文成绩
也越来越好了。其实，一直以来，语文课本上的文章都是经
典之作;其实，按道理说，我应该很早之前就爱上阅读。也许
是课文后面的“背诵全文”让我心生抵触，也许是归纳中心
思想的教育让我只感到枯燥，总之，相比于对趣味数学的热
爱，语文确实受到了我的冷落。也因此，我一直都是个偏科



的学生。语文和数学，两大最最基础的学科，少了其中任何
一科，都只能是个瘸子。如果说数学带给人的是缜密和智力，
那么语文带给人的则是细腻和智慧。好的文章，应该抛却杂
念，用心来读。

“她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

文章很短，但是却把母亲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对于史铁
生来说，应该没有一个人比母亲更重要了吧。但是，直到失
去了，他才后悔，怎么以前一直都没发现。

“上帝从来不对任何人施舍‘最幸福’三个字，他在所有人
的欲望面前设下永恒的距离，公平地给每一个人以局限。如
果不能再超越自我局限的无尽路途上去理解幸福，那么史铁
生的不能跑与刘易斯的不能跑得更快就完全等同，都是沮丧
与痛苦的根源。”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自己的不幸。在史铁生看来，
刘易斯应该是最幸福的人了，但是他也有他的不幸。这不是
站着说话不腰疼，也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围城，确确实实
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感觉。什么是幸福?幸福不是像别人那样，
而是不断的超越自己。有多少人能如史铁生一般的达观，难
怪人们都说，虽然史铁生的身体是残疾的，但是却没有人比
他的精神更加健全。

“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

“人真正的名字叫作：欲望。”

“只是因为你还想活下去，你才不得不写作。”

这些话，怎么看都像是出自马克斯·韦伯之口。你不用急着
死，那是早晚的事。你一定想活，那就是欲望。人的名字叫



欲望，在欲望的支配下，人怎么才能自由?只有把欲望当作目
的，而不是手段。你想活着，就别为自己找那些个冠冕堂皇
的理由，否则你就是活着的奴隶。你活着是为了什么吗?不，
是为了活着而必须做点什么。活着不是为了写作，活着不是
为了功名，活着不是手段，活着本身就是目的。如果你真想
写作，那就把写作业当作目的吧，它也不应该是活着的手段。
把目的本身当作手段，人才能自由。

“苦尽甜来，对，这才是最为关键的好运道。”

“过程!对，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者过程的美好与精彩，
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的欣赏这过程的美丽
与悲壮。”

其实，痛苦与快乐，其实都是挺好的。快乐的好，在于曾经
拥有;痛苦的好，在于即将得到。痛苦到了极端，也就只是剩
下快乐了。我喜欢自虐，是因为自虐过后才能达到更上一层
的快乐。纯粹的快乐是没有的，即使有也是无聊的。令人惊
叹的是，史铁生居然可以如此有条理有逻辑的将这样一个道
理讲清楚。

生命在于过程。生命的起点是不能选择的，生命的终点是无
法改变的。我们所能决定的，唯有生命的过程。生活的全部
意义，也在于过程。能够有多少体验，能够有多少收获，都
在于过程。每多一份体验，每多一份收获，都是生命过程的
成就。所以我喜欢让心灵有各种体验，酸甜苦辣，都尝一遍。
所以我愿意去尝试任何新鲜事物，无论容易、困难、舒适、
艰苦，都试一下。

第一次都史铁生的散文是他的《我的梦想》。在此之前，我
一直觉得散文总是十分晦涩，好似雾里看花，叫人读不懂，
对散文实在是没有好感。但是《我的梦想》却带给我另一种
感受，没有虚情假意，没有矫情做作，朴实的语言直达心灵。
从此，我记住了史铁生。



开学伊始，作业不算多，闲来无聊，便在此捧起了这本《史
铁生散文》。可能是在青年时突如其来的下肢瘫痪让他对人
生产生了更多的疑惑，更多的思考，在他的文章里，常常是
一个问题连着下一个问题。这些问题串起了文章，虽然这些
问题并不都能够得到解答，有时甚至会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
点，但这并不妨碍你在跟随文章一起思考的过程中得到自己
的收获。

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许多文章我还是读不懂(王文洁同学说
《我与地坛》很感人，我还真没这种感觉……差距啊差距)，
但在阅读的过程中，我难得地感觉到了放松与平静。一味地
读小说，那些或惊险、或离奇、或喜或悲的故事已经让我们
的心灵过于冲动，过于敏感。不如暂时放缓脚步，静下心来
读一篇这样的文章，放松一下，也为下一次启程做好准备。

关于史铁生的散文，最喜欢的应该是《好运设计》了。如果
我拥有一个完美的人生该多好啊。这样的梦想想必每个人都
做过，但像作者这样规划得如此详细的却是不多见。然而，
当你顺利地拥有一切时，生命似乎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于是，
之前的“好运设计”一项项地被推翻，“设计”了半天，到
头来却发现：享受现在、热爱生命、注重过程，这才是完美
的人生。这个结尾可以算是俗了，但之前的铺垫却让这一切
显得顺理成章，而且富有内涵。

这本书我读的很慢，也不需要读得快，慢慢地读，细细地思
考，才会有所收获。

史铁生散文读后感篇二

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地等了四百多年 。

细腻的心情，深沉的联想，打动着一个个在这个社会沉浮的



人，心灵得以有半刻的宁静。

命运冷酷的催残他的双腿，可是他身后有默默为他付出的母
亲，几度他想不开，母亲便伤心。当他在那个地坛进行灵魂
的洗涤时，母亲便在背后默默含泪。当回到老家，看见橡树
时便想起那个操劳的母亲。母亲如繁星在史铁生黑暗的命运
大幕下默默眨着眼睛，如春水般滋润干涸的心田。那是人间
纯真的爱。

当命运继续折磨着他时，有人说他，是当代最喜欢笑的作家~

第一次读史铁生的散文是他的《我的梦想》。在此之前，我
一直觉得散文总是十分晦涩，好似雾里看花，叫人读不懂，
对散文实在是没有好感。但是《我的梦想》却带给我另一种
感受，没有虚情假意，没有矫情做作，朴实的语言直达心灵。
从此，我记住了史铁生。

暑假开始了，时间比较充裕，闲来无聊，便在此捧起了这本
《史铁生散文》。可能是在青年时突如其来的下肢瘫痪让他
对人生产生了更多的疑惑，更多的思考，在他的文章里，常
常是一个问题连着下一个问题。这些问题串起了文章，虽然
这些问题并不都能够得到解答，有时甚至会发现自己又回到
了原点，但这并不妨碍你在跟随文章一起思考的过程中得到
自己的收获。

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许多文章我还是读不懂，但在阅读的过
程中，我难得地感觉到了放松与平静。一味地读小说，那些
或惊险、或离奇、或喜或悲的故事已经让我们的心灵过于冲
动，过于敏感。不如暂时放缓脚步，静下心来读一篇这样的
文章，放松一下，也为下一次启程做好准备。

关于史铁生的散文，最喜欢的应该是《好运设计》了。如果
我拥有一个完美的人生该多好啊。这样的梦想想必每个人都
做过，但像作者这样规划得如此详细的却是不多见。然而，



当你顺利地拥有一切时，生命似乎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于是，
之前的“好运设计”一项项地被推翻，“设计”了半天，到
头来却发现：享受现在、热爱生命、注重过程，这才是完美
的人生。这个结尾可以算是俗了，但之前的铺垫却让这一切
显得顺理成章，而且富有内涵。

这本书我读的很慢，也不需要读得快，慢慢地读，细细地思
考，才会有所收获。

细细品味，一定大有收获……

读过很多散文，但最喜欢的仍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那
是他十五年来摇着轮椅在地坛思索的结果，文章中饱含了作
者对人生的感悟，对亲情的讴歌，朴实的文字间洋溢着作者
心灵深处的情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

史铁生在二十一岁时因腿疾回北京住院，从此他再没有站起
来，在人生最狂妄的年龄忽地失去了双腿。这惨痛的灾难降
临到了他头上，对一个年轻的生命来说如雷轰顶。用他自己
的话说是“曾一连几个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情”，
在经历了一次次心灵与死神的斗争之后，他最终拒绝了死亡。
是母亲的爱唤起了他的意志，他决定把自己的心变成一片沃
土，母亲已在这片沃土上洒下了第一把种子。然后，是一对
老夫妇、一个唱歌的青年、女教师、长跑运动员、弱智的女
孩……无数次给作者鼓励和感动的人无心地创造了一片生命
的森林，作者在这里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坚强地走了过来。
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对于这仅有的一次，
我想我们应该好好把握。诚然，人生难免有许多坎坷，但这
不应成为逃避生活的理由，又有哪个人的一生是一帆风顺的
呢?与其悲伤痛苦，草率结束自己的生命，何不将它看作是生
活赐予我们磨练自己的机会呢?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正是
有了这些磨练，才使我们体味到人生的乐趣。我们应该懂得
热爱生命，重视生活的磨练，体验友爱、负责、学会珍惜自
己，省悟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古人尚知“留须蓄发”，谓



之“父母所赐”，我们当代青年又岂能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尊
重生命，是一个生命最起码的责任;尊重生命，是一个生命对
他的母亲的敬重。

史铁生没有放弃自己的生命，顽强地走了过来，文坛上多了
一个新秀。当他的第一篇文章被发表的时候，他想与母亲分
享快乐，但母亲没有留下过什么隽永的誓言，或要恪守的教
诲，只是让他活下去，简简单单真正做到善待生命。作者感
受到了母亲坚忍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很遗憾的是，他的
母亲再也不知道了，已经永远在天涯守护着他。

我们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很多东西失去后才懂得珍惜，
才知道他的珍贵，但有时已经晚了。对待自己的父母更是如
此。“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引自《韩诗外
传》)，何必要让自己感到悔恨时才醒悟呢?还是父母在身边
的时候，对他们好一点，狼且有反哺之事，何况人呢?且父母
在乎的也不是你对他们多好，而是希望你过得好。文中作者
多次问到：“我为什么要活着?”我在自己内心深处回答的是：
为了母亲，为了亲人，为了自己的梦想，为了自己未尽的责
任。

其实史铁生在文中不但写了自己感受到的母爱，还有老夫妻
间的恩爱，兄长对弱智女孩的关爱以及作者对女工程师的敬
爱等等，这些丰富的感情足以升华人的心灵，拉近人的距离，
温暖社会关系，这些都是生命的意义，都是让人坚强的理由。
文中充满了对生命意义的思索，对生命目标的探寻，鼓励人
们善待生命，善待生活。

史铁生散文读后感篇三

如果说，有一种东西在逆境中生存，却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的，那应该是生长在岩石上的松了。



——题记

初遇史铁生是在课本里，有一篇他的《秋天的怀念》。史铁
生是中国作家、散文家，他富有才华，但上天却待他不公，
二十几岁时，双腿瘫痪，后来又患肾病并发展到尿毒症，靠
着透析来维持生命。看起来，他十分不幸，但他也是幸运的，
顽强地靠着自己坚强的意志及文学素养，拿起笔，为我们留
下一个又一个优秀的作品。

在他的作品中，总是能够让我看得泪流满面。当他在地坛时，
看见了人生百态，有幸运的、有悲惨的，有欢笑的、有痛苦
的……，但无论怎样，他都没有放弃自已，始终认为困难像
弹簧，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

如果说，要用一种东西来比喻史铁生，那应该是生长在岩石
上的松了。松，即使在那坚硬的岩石上，依旧能靠着自己的
力量，扎下根来;同样，史铁生即使在这困难重重的地步，依
旧能够笔耕不缀。看向他们，我的心中涌起了一股敬佩之情。

那块坚硬的岩石，再硬也没有那松的的决心硬，我要向史铁
生学习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还记得刚入学时，起初还不十
分适应，前几次数学考试成绩都不尽人意。心中一直在质疑
自己，一遍又一遍，是不是我不是学习数学的胚子呢?是不是
我的学习能力不行呢?是不是我也很不幸呢?一股颓丧之心、
委屈之心萦绕着我，面对卷子，我只能苦笑。

不经意间，我翻到了史铁生的作品，横看他的人生经历，在
逆境中依然坚毅前行;竖看自己的中学生活，虽然才刚过几天，
因为一点挫折就被止步不前。瞬间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
应该像史铁生那样，以自己为武器，去挑战那坚硬的岩石，
去挑战生命中的逆境。

苦难与豁达，这看起来不是两个互相搭配的词，但史铁生却
做到了，他承受着人生的苦难，却将它转化为面对一切乐观



豁达的态度，最终走向胜利的彼岸。

机会将逆境转化为动力，史铁生则会将苦难转化为豁达。

史铁生，一棵生长在岩石上的松。

史铁生散文读后感篇四

翻开书本，与作者一起忘却苦难，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嘴
角笑意浮现……。

他是我最近才认识的一位作家，名叫史铁生，他终生近乎瘫
痪，却从不向命运低头。而最震撼我心灵的，是他写的著作
《我与地坛》。书中的他面对死神伸出的魔抓毫不畏惧，受
到了沉重打击的他却顽强地屹立着，思绪还飘回了过去：儿
时教堂里响亮清脆的钟声;年幼时与幼儿园的两位老师共度的
那些日子;二姥姥那慈祥的面孔上灿烂的笑容……。

在他还很小时生命便猛然对他开始了残酷的考验，不给他喘
息的机会，不断地对他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打击。却也给了他
独特的经历，与医院里的一位位病友的谈笑，在地坛公园的
奇闻妙见，老家四合院内的那棵高大的合欢树……。他在苦
难中学会了以微笑去面对，在逆境中学会了用双眼去发现生
活的乐趣。与死神共舞间，他渐渐释然，不再沉浸于消沉悲
观的生活中了，而是重拾信心，以微笑去面对。

这样一位身体残疾的人都能笑看生活中的苦难，我们又为何
不能呢?平时里的我们，有的已经成为了小公主，小皇帝，成
天依赖着父母使我们遇到困难就用“不”来回答，是永远不
能在苦难中成长的。

史铁生的经历又将另一个人的影子带入了我的脑海之中——
海伦。凯勒。这个双目失明，双耳失聪的女孩却在苦难的面



前豪不屈服，奇迹般地学会了说话，又考入了普通人都梦寐
以求的哈弗大学，又创作了大量作品。为自己的人生在黑暗
中添上了闪光的一笔。

是啊，他们俩个都身残志坚，拥有厄运打不垮的信念。因为
他们都相信，在光明前有黑暗，在暴雨的尽头一定会有彩虹。
史铁生在死亡威胁下仍保持对过去时光的美好回忆。海伦凯
勒在命运面前仍不屈不挠地做着斗争。是的，他们都会用笑
来面对苦难!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
亲切的怀恋。——普希金(后记)

史铁生散文读后感篇五

一张轮椅，一个青年，一位母亲，一段亲情，一种对于生与
死的思考，这大概就是我最初理解的《我与地坛》。后来，
我每每夜起，翻开这本书，我开始为作者的痛苦遭遇而惋叹，
开始为作者母亲而担忧、心痛，以至于开始思索人生。

作者史铁生，在他人生最灿烂的时候，迎来了命运的玩笑：
失去了双腿，终日只能以轮椅为伴。而在他最无助的时候，
他找到并来到了地坛，也不妨说是地坛选择了他。从此，他
成了那个园子里一切的见证者，而那个园子也成了他灵魂唯
一的住所。

母爱的伟大无私震憾着我。作者的双腿瘫痪带来了他痛苦的
青春，也就注定了他母亲痛苦且短暂的一生。当他年少无知，
自暴自弃时，他母亲所承受的痛苦可以说是无法想象的，但
她没有终日以泪洗面，而是用自己的不动声色去放纵他，去
呵护他，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独自忍受煎熬。这也无异于给
自己判了死刑。也许作者是以现在的成就来告慰母亲的再天
之灵，可昔人已故，只能追悔莫及。再看看我们现在，一个



个孩子在家都是小王子、小公主，利用父母对自己的爱来胡
作非为。时不时对父母呼来唤去，毫无半点感恩之心，羊都
有跪乳之恩，鸦亦有反哺之义。朋友们，醒醒啊，别等失去
了才知道珍惜。

作者的博爱感染着我，虽然作者自身残废，可是对生活的热
爱流露于笔尖，如果没有爱，他怎么发现地坛的内在?如果没
有爱，他怎么能观察数年来地坛的变化，以及每一位进出地
坛的人的特点。只有对生活充满热爱，情感升华到博爱的人，
才能细心的观察这一切，用心的记录这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