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培根随笔读后感(模板6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
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
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培根随笔读后感篇一

《培根随笔》为英国17世纪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经验主义
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所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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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求知》中，培根说道：“人
的天性犹如野生的花草，求知学习好比修剪移栽。”可见求
知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在我们的一生中是相当重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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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数十篇随笔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论美》。这是一篇
关于“美”的经典之作，语言简洁，内涵深刻，充满哲
理。“美”本身是个很广泛的话题，本文着重论述人应该怎
样对待外在美和内在美的问题。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
美的，所以，不要抱怨自己外在的缺陷，只有内在的美才是
永恒的美。美德重于美貌，把美的形貌与美的德行结合起来，
美才能真正发出光辉。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形体之美要胜
于颜色之美，优雅行为之美又胜于形体之美。”形体是一个
人的整体形象，体形、颜色指五官相貌，主要是脸部，是局
部的。而行为之美，指举手投足的动作神态，是后天的，是
内在美的折射表现，在三者中最高。如今，有些人只注重外
表的美丽，而忽略了内在，他们虽然具有美貌，却由于缺乏



优美的修养而不配得到赞美，所以一个打扮并不华贵却端庄
严肃而有美德的人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因此，把美的形貌与美的德行结合起来吧！只有这样，美才
会绽放出真正的光辉。

培根随笔读后感篇二

“进步的阶梯，人生的镜子”

——题记。

培根，是英国哲学家、思想家、作家和科学家。培根是近代
哲学史上首先提出经济论原则的哲学家，被罗素尊称为”给
科学研究进行逻辑组织化的先驱“。他一生追求真理，被马
克思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的始祖，并且他也
是第一个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人“。

培根随笔在”论真理“曾说道：”人们宁愿追求诡言，也不
去追求真理的原因，不仅由于探索真理是艰苦的，真理约束
人的幻想，而且是由于诡言更能迎合人性中的恶习。“其实，
这只是人类的一种弱性。”论死亡“人们畏惧死亡，是因为
死亡的神秘”，也正如培根所说：“伴随死亡而来的一切，
甚至比死亡本身更可怕。””论逆境“？人人也都处在过这
种不顺利的环境中，因为相对我们或者各个层面的人来说，
逆境也有助于激发我们的潜力。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与
安乐“我们只有在逆境中，把压力变为动力，然后努力。”
论家庭“所罗门曾告诫人们：”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
之子使母亲蒙羞。“父母对孩子不要太过于苛刻，应以对孩
子的成长是否有利为标准。《培根随笔》？中还有许多为人
所赞赏的至理名言，真理犹如珍珠，它要在阳光的照耀下才
变得明亮。真理不是那种红玉或钻石，需要借助摇曳不定的
烛光而焕发出五彩缤纷的色彩；复仇之心可以压倒死亡，爱



情之心能够蔑视死亡，荣誉感可以使人献身死亡，哀痛之心
可以使人奔赴死亡……而怯懦软弱却会使人在死亡尚未来到
之前，心灵就先死亡了。还有许多至理名言，这里就不多做
解释了。大部分的名言都能穿透事物的表层，引发人类的深
思，并且让我们从中吸取到这些启示。

总而言之，《培根随笔》可以说是一部少有的“世界书”中
的一部，这种书不是为一国而作，而是为万国而作；不是为
一个时代而作，而是为一切时代而作。

培根随笔读后感篇三

在《培根随笔集》这本书语言简洁，短短的一小篇就可以让
人受益匪浅，最适合我这种不喜欢读长篇大论而又想得到多
点东西的人看了。虽然只是：“论”“说”“谈”但是，我
读起来却觉得有好多地方都不懂啊！可能因为写的都是人生
的哲学。所以要很高的悟性吧！

我挑一篇来说吧！“谈读书”这篇讲的是读书有三个用处：
一为怡神旷心，二为增趣添雅，三为长才益智。又说了有些
书可以前尝辄止，有些可以囫囵吞枣，但是少量书则须细细
品尝，慢慢消化。

读史书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透，数学使人精细，物理使人
深沉精细，伦理使人庄重，逻辑推理使人善辩，正如古人所
说的学皆成性！不仅如此，连心智的各种障碍都可以解开。
身体健康之百病皆有相宜的调养运动。

我觉得这本书就是要细细品尝，慢慢消化的茶。要读透了才
能知道，其中的道理，要喝到最后了，才可以尝到甜头。虽
然这只是一本随笔集！但是好比一本史书、诗、数学、物理、
伦理、逻辑推理般让你明智、灵透、精细、精细、庄重、善
辩。



培根随笔读后感篇四

弗兰西斯·培根作为英国杰出的哲学家和文学家，想改变社
会现状。青年时代的他，就开始用写作拯救人类的思想，一
生从未放弃。《培根随笔》融入了他一生经验的五十八篇文
章，播撒向国家，走进了世界。

《培根随笔》在政治、人生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辩证的讨论，
面对身边的社会问题，他尖锐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字
里行间表现出他对高尚品格的追求和急于改变黑暗的梦想。
一个爱国、平等、正义、热爱生活的形象在我们眼前逐渐高
大着，我们的内心也强大起来。

其中有几篇文章对我有较大感触。在《论帝王》中，面对这
个崇高而不可触犯的人，他并没有畏惧，也没有花言巧语。
他用客观公正的态度谈论了帝王的原则与做法。他主张约束
君王权力，限制帝王欲望，同时对帝王的下属进行了分析阐
述。他的侃侃而谈无时不让人为他的智慧所屈服。

在《论美》中，培根的看法更是独特。不管是当时还是现代，
人们对美的追求从未消退，不少人对外貌不满，甚至为此失
去信心，但培根说：“天生容貌胜过粉黛胭脂，而优雅之举
又胜过天生容貌。”培根喜欢一切自然的事物，认为做善事
使人更美。这对处在青春期的我们有很大启发。

厄运是人类最恐惧最厌恶的东西，但培根在《谈厄运》中却
提到厄运的好处。“厄运中也不乏种种慰藉和希望”，经历
了一生大起大落的'培根，被挫折磨练得更加成熟勇敢，厄运
会给一个人带来好的一面，与厄运斗争过的人，善的德行更
显著，被打磨后的人生才会露出生命最璀璨的光芒。

培根在汹涌的时代潮流中显得渺小，然而他的思想成为永不
褪色的章节，他睿智的大脑和慈悲的心时刻激励着我们，鼓
舞着世界人民去进行正义斗争。培根对善的诠释感化了亿万



人民心中的良知。这就是他语言的力量。

培根随笔读后感篇五

随笔，亦称杂文，为散文之分支，为议论文之变体，兼议论
抒情之特性；篇幅短小、形式多样，常借各种修辞手法曲折
传达自己之见解情感，语言灵动，婉而多讽。欧美随笔，自
法国蒙田始，情感生活、天地万物，谈笑之中，无不涉及。
然十七世纪英国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培根，位高权重、
目标宏远，其《随笔集》虽名从蒙田，而写法却与传统迥然
不同，凸显缜密思维、大家风范。

所以读完他的随笔，我听不到他灵魂深处的絮语，也不想再
和作者犹如朋友般谈心，到好像是在听一名高人赐教、一名
法官判案。

培根随笔的题材，既没有“论悲伤”、“论口才”这种个人
化的色彩，也没有“论宇宙万物”、“论灵魂永生”这种飘
渺唯心的色彩，他热衷的是人、社会、国家的利害关系。工
作之余创作创作随笔，谈谈国家真正强大的方法，谈谈宗教
统一的利弊……随笔竟成为了他抒发个人建树的平台。培根，
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兴贵族，一个才华横溢的政客，对治
国处世都思考出了一套体系与说法。可惜的是，在文章中宣
扬节俭的他，却过着连母亲都看不过去的阔绰生活，又因受
贿从大法官权力顶峰跌落，这个理性的人还是摆脱不了世俗
的纠缠。或者说，他其实是一面论述，一面提倡利己主义，
大有中国古代法家的气息。因此，读他的随笔，我也读出了
不少对底层人民一贯的冷漠，以及一个政客有些令人讨厌的
圆滑。

正如培根所说：“人类智慧和知识的形象将在书中永存；它
们能免遭时间的磨损，并可永远得到翻新。”对于一本书，
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们不得不感谢培根，他的集
子展现了一个真实的培根，分享了他来之不易的人生智慧，



并在无数人的理想中传承。

培根随笔读后感篇六

美在任何人的字典里都是一个褒义词，代表被人喜欢的意思。
人人向往，人人追求。美丽的人成为焦点，成为佳话；美丽
的事成为记忆，成为定格。总之，美是自然界创造出来最令
人兴奋和倾心的事。

美的形式不同造就了不同的.赏美人群，也就是——职业。

美在每个人的思维里，几乎都是不尽相同的。数学家喜欢方
正无差的几何美，音乐家喜欢悦动自由的抒情美，政治家崇
尚权利，美术家品析肌体……但不管是毫厘间的测量，疯狂
的高歌，一呼百应的自豪，浑然天成的神奇，都是美。巅峰
美感因人而异。

人对于美的判别是善变的，就如同我们喜欢吃多种多样的食
物一样。

而且人对于美的欣赏是无法阻拦的。

仗剑天涯的剑客视剑如生命，我老师说她认识一个老师傅，
颇爱舞剑，可当年文革的时候，把他的传家宝——一条围腰
软剑毁掉了，他就愤然自杀。疯狂不羁的车手爱车胜过自己，
《速度与激情》这系列的电影就恰好诠释了这一点。

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美丽的一面，而这一面，不一定在所有
人眼中都是美的，但在少数人眼中那就是最美。就如同人人
都有自己的天使一样。

对我来说，关于美的讨论时没有结果的，因为巅峰美感无须
负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