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的智慧读后感(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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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
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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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的智慧读后感篇一

对叔本华的哲学了解不多，不敢妄加评论。这本书告诉你怎
样能活得更幸福，是本比较通俗易懂的人生指南。

人们被自己的意欲支配，追求外在的快乐，金钱财富地位荣
耀。这些外在的快乐与幸福，只有取得了人们才得到满足。
但是，这满足不会长久，内心的意欲又会叫嚣着想要得到更
多。

于是，人们就深陷在这样奔波忙碌中去满足自己的欲望。欲
望得不到实现就痛苦，没有欲望实现时就迷茫无聊。叔本华
告诉你，要摆脱这种在痛苦和无聊二者之间像钟摆一样的过
程，就要去寻求自己的内心与精神世界。

同样一件事情，有的人就会悲观看待，有的则是乐观面对。
这是出于每个人个性的不同，而个人自身的内在素质，直接
决定了这个人是否能得到内心的幸福。一个人在精神思想上
越是丰富多彩，越有可能得到快乐，沉迷于感官上的满足只
会陷入欲望陷阱。

感官的满足简单举个例就是现在的碎片化阅读，获取短时的
快乐，最终却只剩空虚与无聊。叔本华总结了三类人们获得
快乐的方式，值得参考与学习。一是吃饭睡觉等基本生理需
求。二是肌肉力量带来的快乐，例如运动、舞蹈等体育活动。
三是感觉能力方面的乐趣，包括观察、思考、阅读、创作、



演奏音乐等。

在满足基本需求后，发展第二第三类乐趣会给人们带了更大
的幸福。叔本华在书中还阐释了很多人生的智慧值得学习，
我的叙述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片段。有人认为叔本华是悲观
主义者，觉得他认为人们不是在痛苦就是在无聊中转换是悲
观认识，这本书却是在教人们在认清自己后在这样的人生中
也能得到自己的乐趣。

和叔本华一样不喜社交，选择独处思考自己人生哲学的人大
有人在，那些有着思想乐趣的人会在他这里找到共鸣。

叔本华说过：“人们在这个世界上要么选择独处，要么选择
庸俗，除此以外，在没有更多别的选择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个庸俗的人，但我也在努力追求自己的
幸福。

人生的智慧读后感篇二

带着敬畏的心真正意义的读完了第一本所谓的人生哲学书。
叔本华的名字在上一本哲学的慰藉中被提到了，在那本书中
提及叔本华是因为他对爱情的解读，而这本书提到了一个人
一生的一切所需要经历的事情。

快乐，幸福，痛苦，无聊，爱情，欲望，

当然叔本华也指出了什么是对的，追求精神和健康层面的满
足要远高于满足自身原始需要(沉迷于肉体刺激)，同时对于
身外之物名誉，声望，财富也做出了注解。这些也是属于低
一级别的欲望满足。

当然作者最后在谈论青年与老年的区别时也提到了当老年丧
尸体力后，也就失去了赚钱的能力，这个时候面临贫困则是



十分痛苦的事情。同时作者对老年的生活也做出了正面的肯
定，因为欲望的消失，人们可以在年老的时候变得更加深刻，
透彻有智慧并且更快乐，这刷新了我所理解的对老年生活的
认识。

最后，用简介中的一句话作为结尾：“不沉溺在世俗的事务
中，不沉浸在感官的享受中，不把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对
情和爱没有过分的渴求，如此，你便可以得到自由。”

希望每一位看过本书的人都能够得到精神层面的自由，这也
是最最宝贵的。

人生的智慧读后感篇三

叔本华的哲学在他30岁的时候，就已经完全成熟。接下来的
其他著作都是他对这部著作里提出的哲学观点的发挥和补充
阐述。而尼采，是一个永远的精神思想的漫游者、飘泊者，
他永远不会停留在已经获得的结论之上，永远都在激烈地、
大幅度地变换和修正自己的观点。

人们辛苦挣来的闲暇，就是为了让人能够自由地享受意识和
个性所带来的乐趣。所以闲暇是人生的精华。

用闲暇去培养和发展自己的精神才能，享受自己丰富的内在。
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一个拥有内在丰富的人，就像在
冬月的晚上，在漫天冰雪当中拥有一间明亮、温暖、愉快的
圣诞小屋。

财富犹如海水，一个人海水喝得越多，他就越感到口渴。这
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名声。

哲学是这世界上唯一能够对付道德和智力范畴的庞然大物的
大力神。



人生智慧的重要一点就是在关注现在和计划将来这两者之间
达致恰到好处的平衡，这样，现在与将来才不致于互相干扰。

孤独为一个精神禀赋优异的人带来双重的好处：第一，他可
以与自己为伴；第二，他用不着和别人在一起。真正伟大的
思想者，就像雄鹰一样，把自己的巢穴建筑在孤独的高处。

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具备一定的预见能力和宽恕能力合乎我
们争取幸福的目的：前者帮助我们避免受到伤害和损失，后
者则为我们免除了人事纷争和吵闹。

“生活，也让别人生活。”不要心存改变，没有一个人能够
改变自己的真实个性，这包括道德气质、认识能力、长相脾
性，等等。

通常，那些具有高贵本性和出众思想禀赋的人，会令人吃惊
地暴露出缺乏对人情世故的了解，尤其在他们年轻的时候。

如果不是为情势所迫，那么最好就是对占人类总数的六分之
五的人敬而远之，尽量避免与他们接触，这是由这一人群的
自身道德和智力构成所决定的。

人生就像一盘掷骰子游戏，掷出的骰子如果不合你的意愿，
那你就只能凭借技巧，去改进命运所摊派的骰子。

在这一个“铁造的骰子决定一切”的世界，我们需要铁一般
刚强的感觉意识，作为承受命运、防范他人的盔甲武器。因
为，人的一生就是一场战斗。

每个人都有一些与生俱来的具体原则，这些原则深藏于每个
人的血液和骨髓之中，因为这些原则是人们全部的思想、感
情和意愿的结果。

伏尔泰曾经相当美妙地说过：一个人如果没有他那种年龄的



神韵，那他也就会有他那种年龄特定的种种不幸。

我们终其一生都只是生活在现时此刻。不同时期的现时此刻
相互之间的差别在于：在生命开始的时候，我们前面是长远
的未来；但在生命临近结束时，我们却看到了我们身后走过
的漫长的过去。虽然我们的性格保持不变，但我们的心境却
经历了某些显著的变化。

在童年的世界，一切事物都带有一种新奇的魅力。在并不清
楚自己目的的情况上，“从永恒的一面看视人和事”。

因此，在童年时期我们就已经打下深刻的或者肤浅的世界观
的坚实基础。

诗的本质就在于从每一单个事物把握这一事物的柏拉图式的
理念，也就是把握这一单个事物的最本质、因而也是这类事
物所共有的整个特征。

人生的智慧读后感篇四

找到将来和过去和现在的平衡，享受每一段什么都没有时光，
没有痛苦，没有快乐，这才是理想的幸福生活。幸福的标准
是：尽量少的痛苦和也没有无聊的状态那就确实得到了尘世
间的幸福。

对子虚乌有猎物的追逐都会带来苦恼，疾病，忧患等,追逐到
手的欢娱，它只是欲望暂时抑制，欢娱只是失而复得的片刻
快感。一切快乐来至身体里健康出现问题而恢复或某种欲望
得不到满足，快感就是欲望得到了满足的结果。一满足后快
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不满足时又相当的苦闷。

但如果我们牺牲欢娱以避免痛苦，那我们肯定获得收益，摒
弃所有快感，就等于摒弃快感的反面：所有的痛苦。我们就
会认识到这个世界所能给予我们的最好东西，不外乎就是一



种没有苦痛的、宁静和可以让我们勉强忍受下去的生存；我
们必须限制对这个世界的期望和要求，这样，我们才能更有
把握实现它们。而要避免很不幸福的最保险的办法，就是不
要要求很幸福。快乐是一场梦，痛苦却真正实在的。因此，
一个人所能得到的最好运数就是生活了一辈子但又没有承受
过什么巨大的精神上或者肉体上的痛苦，而不是曾经享受过
强烈无比的欢娱。所谓幸福论就是平平安安的，减少了许多
不幸生活的活法。

该选择什么工作为人生目标？

选择工作唯一的标准是选择你喜欢做的工作，如果它能为你
带来好处，那更好不过。人类整个存在其实就是有不如无的
东西，所以实在的东西都是虚无的，所有虚无的东西都是实
在的。如果只为了金钱而埋头做事，到了目标实现的时候，
我们所取得的成果已经不再适合我们的需要了；或者，我们
成年累月为某一工作做准备，但这些准备工夫不为人知地消
耗了我们的精力，到头来，我们再也无法进行计划中的工作
了。所以，经历长年的拼搏，历尽诸多风险，我们终于获得
了财富，但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已不再有能力享受这些财富
了。我们其实就是为了别人苦干了一场。或者，经过艰苦努
力，终于如愿爬上了某一职位，但我们却已经无力胜任这一
职位的工作了。诸如此类的事情屡见不鲜。这是因为我们所
追求的结果来得太晚了。或者，与此相反，我们太迟着手做
事情了，也就是说，就我们做出的成就或者贡献而言，时代
的趣味已经改变了。新一代的人成长了起来，他们对我们成
就的事情不感兴趣；其他的人走了捷径，赶在了我们的前面，
种种情形，不一而足。贺拉斯的这些话就包含了这方面的意
思：为何耗损你的灵魂！

把欲望调节到一个中庸的尺度，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里
不经意地说过一句话，我视这句话为人生智慧的首要律条，
我还是把它译成德语吧[1]：“理性的人寻求的不是快乐，而
只是没有痛苦。”这一句话所包含的真理在于：所有的快乐，



其本质都是否定的，而痛苦的本质却是肯定的。谁要是完整
地接受了我的哲学的教诲，并因此知道我们的整个存在其实
就是有不如无的东西，而人的最高智慧就是否定和抗拒这一
存在，那么，他就不会对任何事情、任何处境抱有巨大的期
待；不会热烈地追求这尘世的一切，也不会强烈抱怨我们计
划的落空和事业的功败垂成。相反，他会牢记柏拉图的教导：
“没有什么人、事值得我们过分的操心。”

人为什么会有烦恼？

在这里我用一个日常司空见惯的事实对此真理加以解释。假
如我们整个身体健康无恙，但只有一小处地方受伤或者作痛，
那我们身体的整体健康并不会进入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注意
力始终只集中在那疼痛的伤处。我们生活中的总体舒适感觉
就会因这一小处伤痛而烟消云散。同样，尽管各样事情都按
照我们的想法进行和发展，但只要有一件事情违反了我们的
意愿——尽管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这一并不如意
的事情就会进入我们的头脑；我们就会总是惦记着这一件事
情，而不会想到其他更重要的、已经如我们所愿发生了的事
情。在这两个例子里面，我们的意欲都受到了伤害。亚里士
多德：理性的人寻求的不是快乐，而只是没有痛苦。

除了你自己嫌弃自己，没有人能伤害得了你。别人的看法只
对他自己产生作用。谁要是听到别人背后说他的话，还有说
话的那种语气，几乎每个人都会非常气愤。最后，我们要知
道：甚至名誉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也只是间接而非直接的。当
我们终于成功地摒弃了这一普遍的愚蠢做法，那我们内心的
安宁和愉快就会令人置信地增加。同样，我们的举止和态度
会变得更加自信、踏实，更加真实和自然。

从这些特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自身的影子，因为极端的例
子往往最清晰地说明事情。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的忧心、
烦恼、操劳、愤怒、恐惧都确实与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有关。
所有这些都和上述那些可怜的罪人的所作所为同样荒谬。我



们的嫉妒和憎恨也大都出自同一根源。

读书能知道人性的弱点，否则被淹没于芸芸众生的愚蠢的看
法中，过于看重别人的看法，悲喜寄托在些凡夫俗子身上，
你的心就飘浮不定。

怎样去看待成功？

莫忘初心，伟大的人不是因为被别人认为伟大而伟大，而是
它本身的伟大。能慢慢成熟的作品，经过时间的沉淀，会焕
发出持久的生命力。比起一年长大的杂草，一年之后连根拔
起。虽然成功有一定偶然，但是好的作品迟早会受到肯定。

人生的智慧读后感篇五

在疫情中，我见到了许许多多顽强的英雄，同样见证了无数
普通人坚守、坚强的故事。作为一名交通行业从业者，每当
我看到我们守护的'交通动脉，每当看到辛勤工作的同事们，
我心中的自豪感与责任感油然而生。

在这短暂而又无比漫长的抗疫征程中，我相信，每个人的脑
海中都激荡着思考与疑问。是的，天灾犹如一面镜子，照亮
了人性中的闪耀和光辉，也展露了我们生活与精神的脆弱。
在灾难面前，每个人都不乏迷茫与焦虑，我们是否应该返璞
归真。

带着这些思考，我投入了属于我们高速行业的“抗疫”战争
中。如果要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我的2020，我相信首当其冲的
应该就是“坚持”，在疫情中坚守职责，在业余时间里坚持
阅读。在这段艰苦奋斗的日子，文字无疑为我带来了许多力
量。其中给我带来最大震颤与激励的是叔本华所著《人生的
智慧》。在艰苦的奋斗路途中，坎坷与困难无疑是常态；在
面对困难枯燥的抗疫工作时，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过动摇
与怀疑。尤其是在我们面对到以我们一己之力无法掌控与预



测的天灾人祸时，正如加缪在《鼠疫》中讲到那样：“当未
来成为了触不可及的彼岸时”在不安中如何掌控我们自身的
精神，成为了我在疫情期间的思考。而《人生的智慧》中的
观点让我窥见了端倪：理性的人不追求快乐，只求摆脱痛苦。
正如书中所提到：没有真正的需求，就没有真正的幸福。唯
有摒弃个人的惰性与趋利避害的自我心理，在实现个人意义
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我们才不易误入歧途。

随着疫情发展，我这本书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想要收获
价值与成就，唯有将自身的精神与价值投入到真正有意义的
工作与事业中，我们才会收获那“肯定”而“确切”的满足。
一次次耐心的排查，一个个忘我的昼夜……我们在思考，我
们在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