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后感和随感一样吗(实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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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
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
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读后感和随感一样吗篇一

什么才是聪明，什么才叫聪明，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明确
的定义。按字义理解，应该就是“耳聪目明”的意思吧。但
现在人在解释聪明的时候，如果以一个人“耳聪目明”就可
以算作聪明的话，可能就有点片面了。而《现代汉语词典》
上对“聪明”的释义是：智力发达，记忆和理解能力强。

而培根好象并没有去特别的论述这样的聪明，他只在论说小
聪明。他列举了一些小聪明的例子，比如说，善于保密的人，
故弄玄虚的人，装腔作势的人，藐视一切的人，百般挑剔的'
人……等等。他把这一类人归入小聪明的行列。小聪明的人，
并不是真正的聪明，而其实是实实在在的大糊涂。因为，善
于保密的人，其实际原因是自己的货色不在阴暗处就拿不出
手；故弄玄虚的人，除了略知皮毛外，其它就一无所知；装
腔作势的人，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高明……几百年过去了，
当年培根所描述的英国社会的小聪明的现象，到了现代的中
国，仍然生生不息，随处可见。

也说小聪明 —— 随风摇曳 —— 梦 里 梦 外也说小聪明
—— 随风摇曳 —— 梦 里 梦 外生活和工作中，经常可以
见到玩小聪明的人。对一个事物，不懂装懂，夸夸其谈，显
示出高人一筹的样子，这种人可以说在任何单位，任何部门
都大量存在着。两面三刀，左右逢源，欺上瞒下，这种人也
不少。而我自己就经常的与据别人之劳为已功，说别人之非
而显已是的人同事或共事，那情那境，虽过数年却历历在目。



玩小聪明者，投机钻营，八面玲珑，其言其行，让愚笨者眼
花缭乱，看不清真面目而自叹不如，或佩服得五体投地。

更见过一些小聪明的人，在一个环境下，可以说人人知其能
力深浅，人人知其徒有虚名，但恰恰领导不知而欣赏有加。
这也算是上世积下的阴福。至于以毁人声誉而打开自己通道
的小聪明，以上下周旋左右逢源前倨后恭获得青眯的小聪明，
实在是数不胜数。

玩小聪明而玩过头的也不少。如培根言，许多小聪明的动作
言行，其实是拿不出手的，能拿出来的也只是皮毛，或故意
做作而已。于是，遇到较真的人，处在较真的环境下，小聪
明者往往没有生存的市场。而一意孤行，硬要把自己的小聪
明玩下去，也许会被摔得头破血流，甚至赔上区区性命。这
样的案例也随处可见，随时可闻。只是一听到因为小聪明丢
掉人生的一切，就会唏虚不已。

喜欢玩小聪明的人，是不值得相交的。我经常反省自己，别
玩小聪明，那会害人害已！

读后感和随感一样吗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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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角，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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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求知能够改变人的命运，在
我们的一生中是相当重要的。

在《论猜疑》中，培根说道：“当你产生了猜疑时，你最好
还是有所警惕，但又不好表露于外。这样，当这种猜疑有道
理时，你已经预先作了准备而不爱其害。当这种猜测疑无道



理时，你又可避免因此而误会了好人。可见在人生中猜疑，
是人的思想在做乱。

在数十篇随笔中，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论美》篇。这是一
篇关于“美”之作，语言简洁，内涵土独特，充满哲理
性。“美”本身是个很广泛的问题，本文着重论述人就应怎
样对待外在美和内在美的人生观问题。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
十全十美的，因此，不好抱怨自己外在的缺陷，只有内在的
美才永恒的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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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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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才
会放射出真正的光辉。

《论嫉妒》中，我也领会不少彼此越了解，嫉妒心将占据越
高。人能够允许一个陌生人的发迹，却绝不能容下让身边人
的种种上升的趋势。一个循序渐进地高升的人也不会招来嫉
妒。正因这种人的提升被看作是正当的。

读后感和随感一样吗篇三

福楼拜曾说：“你问我读什么书好，读蒙田吧……它能使你
平静。”在与《蒙田随笔》的接触中，总感觉这个世界就在
你面前无辜地对你说：“我本来就如一个简单的小孩，只是
你用太多的叹息和眼泪把我复杂化。”

蒙田生活在文艺复兴后期，正值血腥的宗教改革。当外界是



一片令人窒息的混乱和黑暗之时，当四周像魔鬼一般逼近每
个灵魂，继而侵噬他们的自由和安宁之时，蒙田毅然选择重
返蒙田城堡，坚守内心一方宁静之地。疯狂失控的外界成就
了蒙田心灵的自由和平静，而这份自由和平静正是语言质朴
平淡、风格率性的《蒙田随笔》的土壤。蒙田是一位人类感
情的冷峻观察者。在蒙田随笔中，他结合自己丰富的人生阅
历和渊博的知识洞察和揭露人类纵多共同的情感。他独特的
见解深化了人们对自我的认识，同时表明了“自知”的重要
性。

在《论忧伤》中，有一句这样的话“痛苦得变成了石像”，
当人们对情感达到了极致，灵魂似乎瞬间脱离且失去了控制
肉体的能力。平凡的肉体经受不起世间的至喜至悲，突如其
来的强烈情感，不管它给我们的是一眨眼间的黑暗还是光明，
都有可能成为刺杀我们的隐形匕首，此时理性对情感的约束
就有了必要。

在如今这个追求速度的年代里，许多的人渴求停下来，渴求
大脑的片刻休息，而蒙田在《论无所事事》中引用的卢卡努
一言“大脑也无所事事，就会胡思乱想”正是直指大脑“休
息”的可怕之弊。当然我并不是赞同人应该无休止地忙碌，
只是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休息”。
当我们放下手上的一切事务后，我们的大脑是不是正如蒙田
所说的“如果不让大脑有事可做，有所制约，他就会在想象
的旷野中驰骋，有时就会迷失方向”。蒙田于混乱的年代里
隐退，他要的“休息”并不是无所事事，而是读书、思考和
写作。他给自己的是精神和思维上的自由而不是空虚、堕落。
我们要让自己的大脑休息并不代表让它梦幻地运转，而是选
择让它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徜徉。否则真正累垮、腐蚀我们
的不是繁忙的工作而是幻觉丛生的无所事事。

再看蒙田的《论发怒》，在这一章中，蒙田赞成怒火到心外
的世界张牙舞爪，但他又理性地强调节制。将怒火压制在平
静的外表下是对心灵痛苦的折磨，但当发怒失去了理性，我



们也就失去了自我即被愤怒所控制，因此人们要在认识自我
的过程中学会理性面对自己的情感。

蒙田虽然是评论家，但他的随笔论证没有犀利和咄咄逼人之
风，他反而运用了亲切活泼生动的笔调向我们阐明了人自身
的局限性，并真诚地向读者描绘自身的矛盾。让我们对“自
知”这一人生命题更为深思。

虽然隔着时间和空间的遥远距离，但从《蒙田随笔》中我们
可以发现蒙田对教育的看法会让我们觉得他确实像是生活在
那个时代的现代人。无论是在《论学究气》中，还是在《论
对孩子的教育》中，蒙田对学生实践能力和判断能力的锻炼
都给予高度重视，并极为反对应试记忆教学。如果拥有知识
却毫无本事，那么对知识的记忆就是荼毒学生判断力的罪魁
祸首，是扼杀创造力危险的剑，而教育培养出来的就是外表
华丽的骷髅。那么正如蒙田所说的“你就会看到学问的处境
会和以前一样能够凄惨”。学习、受教育的过程应该是完善
自我而不是剥夺自我的过程。当蒙田谈到哲学因被诡辩蒙上
苍白可憎的假面具而使学生对它的接受成为一种压力时，我
想到了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的一句话“如果人类创造的
文明成为其沉重的精神负担，那么总有一天人类会被自己的
创造压垮”，若真是如此，那该有多可悲。作为哲学宗旨的
美德，蒙田认为我们应该“认为它栖身于肥沃丰饶、百花盛
开的平原上”而不是“把它复杂化为茫然不知所措的形象”。
那么在看待现实生活时，如果我们能本着简单的心态自然地
面对，兴许我们的世界就会减少许多的矛盾和压力。

当然，我对《蒙田随笔》的解读仅是冰山一角，而在这冰山
一角里，我深刻地感受到《蒙田随笔》堪比一朵绽放于圣洁
天山之巅的雪莲。它的字里行间都渗透出蒙田对生活恬静淡
然的态度，是身处浮躁社会、行色匆匆人们的静心剂。走近
《蒙田随笔》，唤醒尘封已久心灵的自由和平静。



读后感和随感一样吗篇四

说实话，关于真理之巅的快乐，我是半信半疑。

说信呢，我也有过这样体验，就是自己数学考试半小时就交
卷了，然后看着同学们还在苦思冥想而不得其解，或者得了
解最后也会被老师判错。这时候，出人头地的快乐，同班德
比的快乐，异性倾慕的快乐，学业有成的快乐，光宗耀祖的
快乐，未来期待的快乐，失利报复的快乐，等等等等说的出
口说不出口的`快乐，荡漾在心间，隐藏于脸上，透露出行为，
实在难于言传，又实在憋不住言传。小小的数学题也许戴不
上真理的大帽子，然后数学题里的数学其实也正是真理的一
个小山头。培根的话让我回忆起这些快乐，所以当然是相信
的。

说不信呢，我也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是酒桌上一位数学不及
格的同学，身家财产n年前就足以过n辈子富足生活了，然后
怜悯地看着数学比他好n倍的我等，或者买单后小小地对我等
闪耀了一下他小小的眼睛。这时候，上述我等在真理小山头
上的种种快乐，我想也同样荡漾隐藏透露在他的心间脸上行
为，这些快乐，他不用言传，我们早已被言传。无商不奸，
何况在中国特色的政商勾结的社会，那么他肯定是在真理的
洼地了。他的快乐显然是对培根的讽刺，所以当然就不能相
信了。

真理之巅快乐的说法，在培根随笔集1里。这说法引自古罗马
诗人卢克莱修，原诗大意是：在岸上看船在水里颠簸是快乐
的，在城堡里看别人在底下厮杀是快乐的，然后这些快乐都
比不上在真理之巅看众生处于错误迷茫之谷的快乐。培根认
为真理是天光，在烛光下辉煌的假象被天光一照就会原形毕
露。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下，培根说的真理之巅的快乐几乎可
以说是不需要证明的公理。

然而，培根的时代相对于现在是简单的，培根对真理的看法



也是相对简单的，不管是不是因为那时候有宗教。现在蜡烛
早已被电灯取代，新一代人造光源也许比不上天光，但是在
绝大部分给定空间里的亮度流明值很可能大大超过日光。如
果天光就是日光，那么天光就不用想了;如果天光不是日光，
那么20xx年之前天光还有戏吗?所以，假象的辉煌还是辉煌的，
或者可以说就是辉煌的。大部分被社会承认的快乐都是在真
理洼地而不是在真理之巅或真理小山头上的。真理之巅的快
乐也是可能的，但是很可能要关上大门关上小门自己独自享
受。社会也许认为这些在真理之巅没事偷着乐的人是神经病
或自闭患者，这些人则需要这样的座右铭：偷自己的乐让别
人掉沟里去吧。

读后感和随感一样吗篇五

“名著”之所以能称其为“名著”，是因为它具有不朽的品
质。而《培根随笔》这本书就真正诠释了名著的含义。

《培根随笔》就像是一座绵延不断而又轮廓清晰的精神山峦，
它是由一部部文化经典构筑而成的。其中，令我感触最深的
便是《论真理》这篇文章。

“真理是什么？”犹太总督彼拉多曾向耶稣嘲讽地提出，想
必许多人是无法回答这个看似简单而又复杂的问题的，我也
为此困惑了很久。终于，我从这篇文章中找到了答
案——“真理赤裸如日光”！是啊！曾和许多人一样，认为
真理十分深奥，只有伟大的人才能领悟。

但读过此篇，我知道了，只要努力地去实践、体验，就算再
平凡的人也能体会到真理的真谛。富兰克林就是个很好的例
子，他大胆的推测曾被一度认为是无稽之谈，但是他丝毫没
有放弃，勇敢地进行了著名的“风筝试验”，用行动否决了
人们的冷嘲热讽，创造了又一项伟大发明。

但现实生活往往是残酷的。更为可怕的是，人们常常将谬论



误认为是真理。在我看来，追求真理的道路很艰难，而真理
本身又修正了人们的妄想，但是谬误恰恰迎合了某些人的恶
劣天性，从而备受青睐。

我相信，无论人类社会多么无知，多么fu败，真理的力量必
定取得最终的胜利。追求真理的美好，理解真理的本质，将
是体现人之本性的最高境界！

读后感和随感一样吗篇六

培根，是英国十七世纪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经验主义哲
学家，说起他的名字，大家都会想到他的《培根随笔》。在
这个暑假，我有幸拜读了他的文章，从书中我看到了他对哲
学的执着、对政治的热衷、对生活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和
对困难决不轻言放下、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态度。

《培根随笔》这本书分为《论求知》，《论美》，《论善》，
《论真理》，《论健康》，《论家庭》，《论友谊》等多篇
随笔，语言简洁，短短的一小篇就能够让人受益匪浅。

《培根随笔》读来给人一种享受，简洁优美的辞藻让人忍不
住读完全文，让每个读过的青少年受益匪浅。这本书工有58
篇随笔，包括“论逆境”、“论善良”、“论自私”……很
多都联系到了我们的生活，与我们息息相关。所以它深受各
国读者欢迎，据说还有不少人曾受到这本书的熏陶。

对于这本书我也有许多的感触，毕竟这是我第一次认真读完
一本书。

其中，最让我感慨的还是“论死亡”这篇随笔。因为，我认
为这是最重要的。人如果没了生命，那还谈何友谊，谈什么
幸运、财富呢？因此，只有活着，才能实现你的愿望。然而，
人活着并不是虚度年华，而就应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刻、一分、
一秒都不能够错过。人生在世就会得使你的生命有好处，所



以要为自我的目标、追求不懈努力，你要相信：胜利的曙光
时刻在等待着你的凯旋。然而我还有另一种感悟他也是我慢
慢品出来的。

“采菊冬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悟出了人生的真
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文天祥宁
死不屈的浩然正气；“享受人生，并且帮忙别人享受人生”，
这是茅于轼在晚年思考出的人生好处；“从这天开始，做一
个幸福的人”，郑海啸明白了人生是有意思的……古今中外，
很多人都感悟了人生，明白了人生，懂得了人生的真谛，这
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而我们呢？真正明白了吗？虽然很多人都很畏惧死，虽然这
个字眼会让我们的恐惧油然而生，但是如果你的人生已经很
充实、很完美了，“死”又算得上什么呢？你已经不枉此生
了，你会觉得人生好幸福。聋哑盲人海伦。凯勒，这是一个
众所皆知的大人物了，对待她，你抱什么样的态度，心里就
应很敬佩吧，我想只要有一点点怜悯之心的人都会感动，甚
至为她而哭泣。这样一个残疾人和我们这些正常人相比，我
们当然占了上风了。那又畏惧什么呢？我们为什么就不如她
呢？照理说，我们有潜力学得比更好。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生命掌握在自
我手中，命运会因你而改变，人生会因你而绚丽多彩。所以，
挑战是必不可免的。生命本是一泓清泉，只有挑战自我的人
才能体味出它的浩荡；生命就像一首优美的歌曲，只有挑战
自我的人才能谱出优美的旋律。

所以要把握你的生命，努力奋斗，撒下汗水，不断耕耘，为
你的人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读后感和随感一样吗篇七

每个少年的眼睛，黑白分明，犹如一块幕布。勇敢、冲动、



懦弱、嫉妒、困惑……所有属于青春的绚丽色彩都在那黑白
分明的幕布上上演。我也曾经让嫉妒冲昏了头脑，最终，理
智还是胜利了。

读完《培根随笔》之《论嫉妒》之后，我才知道嫉妒给人带
来的危害之大。培根曾经说过，嫉妒是一种病，一种传染病。
它还是一种最邪恶、最堕落的情感，因此也是魔鬼的本性。
原来，我也当过一回魔鬼。小时候的我，总是羡慕邻居家孩
子的漂亮衣裙，恨不得将这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据为己有。
长大了才知道，原来这是嫉妒，是一个布满陷阱的深渊，我
胆怯地迈出第一步，于是就有了第二步、第三步的存在，让
嫉妒暂时蒙蔽双眼。

小学的我，开始羡慕班级里的“领头羊”，也开始变得不喜
欢与其他人交流学习，生怕其他人超越自己。心里的魔鬼在
不停咆哮，挣扎，指示着我嫉妒成狂，变得自私自利。不，
我讨厌这样的自己。与此同时，我也渐渐明白了，成长如同
参加跑步比赛。看到别人比自己跑得快时并不一定会着急悲
伤，唯有被同一起跑线上的人日渐超越时，才会着急悲伤，
甚至嫉妒。我急了，也曾经想过做一个“趁着黑夜在麦田里
撒播裨子的嫉妒者”，可理智告诉我，做人要光明磊落，不
能做一些偷偷摸摸的事，否则最终害人害己。我想如今，理
智已走在嫉妒的前头，而我的心智也渐渐成熟。随着时间的
推移，那段年少无知的往事也被埋进了青春的坟墓。

其实，羡慕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向前走一步，可以变为钦
佩，将其视作榜样。向后退一步可以变为嫉恨，将其视作敌
人。可是，没有人是完全的天使，也没有人是完全的魔鬼。
于是，就有了一颗漂浮不定的心。可我相信，方法总比困难
多，就算是深渊，就算跌入谷底，也有爬出来的一天。少年
的我们，不会让嫉妒充斥着我们眼前的世界。我们都不是天
使，都不完美，可我们依旧喜欢爱护这个缺点多多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