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我和地坛读后感(通用10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如何才
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
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我和地坛读后感篇一

在我的.黄金时代很幸运的读到了史铁生的书，在我初中的语
文课本上曾有过他的文章，可当时毕竟年少，没有读懂。此
刻的我处于一个不懂愁却强说着愁的年纪，天天忧郁着，但
偶然之间读到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猝不及防地被他深沉
的情感所淹没。

翻开《我与地坛》，我对自己说好好看吧。看看那些被时光
所剥蚀的浮夸的琉璃，看看那些被风霜所淡褪的朱红，看看
那些依旧苍幽的古柏……他的文字是如此的干净，而他的思
想又是如此的坦荡，就像他所说的：“可是太阳，他每时每
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
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散烈烈朝晖之时。”

命运虽然是如此的不公，却没有击跨强者。我本无法想象，
他怎能如此坦荡回望“生”的事实，又磊落地应对“死”的
结果。而我又似乎明白，也许经历命运不公的打击，才能够
变得坚强不屈吧。

我们谁不是带着一颗脆弱的心来到了这个世界呢，此刻的我
们看一切都是完美的，经历了懵懂无知的少年，我们正处于
热血的青年，在象牙塔中的我们不谙世事，看外面所有的一
切都是如春般的花红柳绿。当我们走出塔去，才发现命运的
不公。外面的世界虽然精彩，但外面的世界是如此残酷，命
运反复无常，人生路漫漫，荆棘密布，人生终会走向孤独，



与命运抗争，你不必须干过上帝。可是我们不与命运抗争就
会成为命运的奴隶。

与命运抗争，做一个斗士吧。正如史铁生所说的：“若这路
不能再用腿去趟，便用笔去找。”这是属于他的抗争，我们
也应当像一个斗士一样，不甘于平凡，不向绝望低头，追求
人生的至真，追求超脱命运的梦想，就像我自己一样，种种
原因来到了一个荒芜的沙丘，不甘于被风沙掩埋，所以去反
抗命运让沙丘变成一个绿洲。不甘于命运，与命运斗争，或
许仅有那些正在反抗的心灵才会明白，何谓斗士的意义。

向死而生，爱这个世界吧。不论这个世界做了什么，我们始
终要爱这个世界一切完美的事物。爱这并不完美的人生，不
论未来的路通往何方，珍惜当下，活在当下欢乐幸福也好，
痛苦折磨也罢，认真享受这个属于你我的世界，拼命抓住生
命那道微弱的亮光。

黄金时代的你我，幸运的生活在当下，我们青春韶华，我们
经得住命运的磨砺，用我们的真诚和坦然去应对命运吧，至
少我们行走在这世间，不畏黑暗，不觉羞愧。

我和地坛读后感篇二

《我与地坛》饱含了作者对人生的感悟，对亲情的讴歌，这
地坛只是一个载体，而文章的本质却是一个绝望的人寻求希
望的过程，以及对母亲的思念。

史铁生在二十一岁时双腿瘫痪，就在这年少轻狂之时丢失了
自己的双腿，对一个年轻的生命来说如雷轰顶。

在这本书中他说过“曾一连几个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
事情”还有他自己也说了“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可他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拒绝了死亡选择了生活。



是他的母亲的爱给了他力量，点燃了他生的渴望，还有书中
写到的中年夫妇，热爱唱歌的小伙子，中年女工程师，长跑
运动员，漂亮却智障的小姑娘……他们都给了作者无数的感
动。

许多人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打击不知所措，甚至绝望，扼杀了
自己的生命，而史铁生他投身于写作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
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

看到了史铁生，我便想到了许多身残志坚的人。

约翰库缇斯，他天生的残疾，但他却热爱生命，用他那清晰
的头脑，很好的幽默感告诉了世界生命的坚强，告诉了世界
生命的自尊、自信和自立。

还有海伦。

凯勒，贝多芬，斯蒂芬。

霍金……都是大家熟识的伟人。

我们不能做到他们那般的坚强，但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他
们不惧怕病魔，我们便不畏惧辛苦。

我们没有他们那般的觉悟，但我们需要做我们可以却偷懒做
的一些小事。

作者其中的一句话引人深思“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
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不禁让我想到
《背影》中朱自清的父亲为了给儿子买橘子，虽然只是短短
几个字却写出了父母对儿女的疼惜。

这又让我想到了我的父母，我的爸爸妈妈虽然没有过其他父
母舍身救儿女的经历，但我看得出，每天夜里爸爸就从睡梦



中醒来为我掖被子他眼神中有一股柔情。

妈妈不是什么家庭主妇，她不能为我料理好一切，但她经常
为我找些老师，辅导我学习，她的一通又一通电话，接受长
时间的辐射都是为了我。

史铁生天天在轮椅上过着，他的母亲为了他不再受到伤害，
便让“跳”“跑”等字眼在嘴里消失了。

这一点小小的细节，正常人注意不到，这一种默默的伟大的
母爱。

更让人感动。

史铁生的文章让人学会了感恩，学会了坚强，学会了正视。

也让我们进行了一次对心灵的搜索和对生命的诘问，对生命
的意义又加深了理解。

《我与地坛》是一位身残者在一座废弃的古园中对自己所见
到的人生百态所发出的感悟、思索。

作者以地坛作为寄托自己情感与发泄情感的地方，同时也是
思考人生的佳境。

由于作者在“活到最狂妄的年龄忽地残废了双腿”，他体验
到了更多的人生的痛苦，但他依然在命运中挣扎时，找到了
一片古园，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的轮回，
深刻地感受每一个季节的特点，体会每种人生的价值。

他思考了死与生。

死是必然的归宿，当我们感到累了，上帝会自然安排我们休
息。



而活着，是我们一生都需想的问题，即使活着是饱经苍桑的，
世界仍然在运转，古园依旧是古园，我们不能逃避，只能欣
然接受，改变现在的自己。

当我们能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净地了，应理去心中的一丝杂
绪，认识真实的自我，进行自我完善。

思考人生是每个人的必备之路，不同的人，思索的结果、内
容不一。

史铁生不仅思考着自己的逆境，他还在思考自己的亲人所受
的痛。

“时间能证明一切”，作者始初并没考虑到母亲所感到的痛
苦，只沉浸在自己的忧伤中，经时间的酝酿，他感知到母亲
的忐忑与无奈。

与此同时，也鸣响了我心中的警钟，母亲对孩子的爱意志坚
韧、毫不张扬，而我妈妈正顽强地与病魔抵抗，同时还要承
受不成器的我给她带来的'巨大痛苦。

我应庆幸我母亲还在，我有机会能让妈妈摆脱苦恼，并且除
去我那一丝倔强与羞涩，不至于到时后悔莫及。

因此，我感谢史铁生的经历警醒了我。

在课本未节选的部分中，还有作者从各个方面诠释所感受到
的春夏秋冬;在园中曾经出现的人们及对他们人生的思索;对
逆境人生的理解，差距是必然的;作者对自己的生涯理解;许
多美好的事物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人生是如此复杂但却纯真、质朴，以至于我们要用一生的时
间去思考，作者在十五年的思考中，逐渐成熟，认识更清晰，
从失落、烦躁转变为稳重、深情 。



如此大千世界，还需一片净地，细细地品味人生。

算来这是我第二次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了，心灵的共鸣
许是我最大的收获吧。

读着这书，仿佛不是在读书，而是在听一位知己细细地向自
己叙说他生活中的种种，他的遭遇、他的所见、所闻、所思
所想。

有人说，《我与地坛》给人一种沉重的压抑感，凄凉而沧桑，
但我却并不认同，大概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缘故吧。

在我看来，《我与地坛》给人的是一种静下心来细细思考人
生的静美。

说到人生，不可回避的便是出生与死亡。

记得上大学时，常常为着“人为什么要生下来，为什么要活
在这世上”的问题所困扰，想不明白想不透彻。

且每每对同学、朋友提起，他们都劝我要想开些，在他们看
来似乎我是有着自杀倾向之人，总让他们觉得不安。

想了许久也没有想透，却也累了，便不再去想，竟平日里多
了些开朗活泼，日子过得也亮堂了些。

只是偶尔这个问题仍会从脑海中蹦出来，但常常也是尽量避
免去想，去深思，就做些其他的事情将这种思绪排挤到脑后
去。

近日来，这一问题又频频在脑海中闪现，不得排遣，遂又读
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

对于生与死的问题，我没有想明白，而史铁生在地坛呆了那
么多岁月，却终究是想明白了，在书中写到:“一个人，出生



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
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
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
会降临的节日。

”是啊，生只是上帝交给我们的一个事实，既然只是个事实，
想来也只有接受罢了，已经无谓为什么生下来，为什么来到
这世上。

心中的不明与疑惑稍稍有些明了。

1.《我与地坛》读后感

2.我与地坛读后感

3.我与地坛的读后感

7.我与地坛读后感500字

8.我与地坛读后感800字

我和地坛读后感篇三

《我与地坛》，是我国当代作家史铁生的一篇散文。作者借
北京的地坛，表达了对母亲的深切思念。读完之后，给人一
种沉重的沧桑感。史铁生身处荒芜的古园地坛，思索的却是
人世和人生。

史铁生在双腿残疾的沉重打击下，在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
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的时候，走进了地坛。从此，
与地坛结下了不解之缘。作者从这座历经400多年沧桑的古园
那里，获得了生命的启示，汲取了顽强生活与奋斗的力量。



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散文的第二部分“作者对母亲的回
忆”。作为一个被“命运击昏了头”的儿子的母亲，面对一
个在“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的儿子，她总在
期待，期待自己的儿子最终的幸福。甚至，为了自己的儿子
能在心灵上有一份宽慰和自由，她不惜自己承受心灵上
的“痛苦”与“惊恐”。在史铁生第一次获奖的日子里，在
希望能给母亲一个安慰的日子里，他是多么希望母亲还活着，
用自己的成绩给她一个小小的安慰，但是她不在了，事与人
违。

由此，我想到了母亲对我的爱。十几年前，一个炎热的夏日，
是母亲，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我睁开惺忪的小眼睛，第
一个看到的便是母亲的笑脸。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母
亲牵着我的小手，我依着母亲的怀抱。给我讲故事，教我学
古诗，陪我读英语，带我去旅游……我前进的每一步，成长
的每一天，都和母亲的爱紧紧相连！

记得一年暑假，母亲带着我参观云南石林。我们在形同蛛网
的石林中，时而平缓前行，时而艰难挺进，时而侧身贴过，
时而钻入缝隙，就像走进了“迷宫”。我走得满头大汗，母
亲累得筋疲力尽。我开始叫苦，母亲却鼓励我坚持。那天，
我们在石林足足走了七、八个小时，见了那么多从未见过的
奇石。晚上，我发现母亲的脚上磨起了很多血泡，而她却笑
呵呵地说：“不光要读万卷书，还要走万里路。”

为了体会作者的心情，我特意去了一次北京地坛公园。走在
院内，作者的话又响在我的耳边：“母亲没给我留下过什么
隽永的哲言，或要我恪守的教诲，只是她艰难的命运，坚忍
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随光阴流转，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鲜
明深刻。”

是的，母亲是对孩子的影响是终生的印记，对孩子的希望是
毕生的寄托。《我与地坛》，充满了人生的哲理，是一本人
生的教科书。



我和地坛读后感篇四

四百年历尽沧桑的等待，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造就了一个世
界，一个小小的、深深的世界。

残废的双腿在二十一岁那年劈尽了史铁生所有的狂妄，却带
着他进入了一个安静的世界，地坛。于是才有了《我与地
坛》，让所有人一起感受独自坐在地坛树丛间的那份沉淀在
心底的美好。地坛，记载了史铁生对母亲的思念，对人生的
感悟，对生命的思考。或许他曾在一棵老柏树下像牛顿思考
苹果为什么掉落一样想着人活着的原因；或许他曾因为树上
飘落的残破的柏叶而黯然神伤；或许他曾在地坛的某个角落
躲避母亲焦急的呼唤。他在地坛的每分每秒都是难忘的记忆
深刻的印象。

“我想，那就不必再去地坛寻找安静，莫如在安静中寻找地
坛”。史铁生的双腿残废了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像上班
一样每天都去地坛，在一片苍幽中寻找安静。这么多年过去
了，他也不再需要去地坛寻找安静了。史铁生还是史铁生，
地坛也还是地坛，但他是在安静中寻找地坛。园中的树叶应
该还记得他默默的忧愁，祭坛应该还记得他崇敬的观望，野
草应该还记得他深刻的痕迹。就像是一种宿命，它等着他，
他等着它；它记得他，他记得它。

“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时隔多年，史铁生的轮椅碾
过每一片土地的声音依然飘荡在树林上方，却让地坛显得更
加安静，而地坛如母亲般的呼唤也飘荡在他的心中。地坛早
已存在于他的心底，静静的。

《我与地坛》的封面有着安静的蓝色，就像地坛一样，就像
史铁生的心一样。

我与地坛，在一个小小的、深深的世界里。



我和地坛读后感篇五

还是这座古园，还是这个北京，可是，一切却又好像不一样
了。

总是说，出生的婴儿嚎啕大哭时，双手是握紧的，仿佛要抓
住这世上的某物，而逝去时，双手又无力地垂下。终是带不
走的，人，在这红尘俗世中，又能在造物主中拿走什么？给
你的，终是要还的。

是吗？真的是带不走？可是，逝去前，那安详的面容又不像
是不舍啊？其实，已经带走了，带走了身边之人心底的呼唤，
带走了，在这人世间最精彩的所有－－你的回忆，你的无论
欢喜、苦涩的回忆。

但人生在世，为的真是带走些什么吗？只是心中不甘，不甘
就此走一遭离开，虽不能留名万世，但总得在世间划过轻轻
的痕迹。

那么，史铁生的坎坷与不放弃，其实不过是人之常情，但只
因这路太坎坷了，许多人坚持不下去，于是，“物以稀为
贵”，史铁生才被我们牢牢记住。

说是容易，其实史铁生有没有放弃过？沧桑的地坛啊，在与
你细细述说的，是他不为人知的最深的梦啊？或许他也有他
的梦，可是现实把他的梦深深地打击，压碎，他，不敢奢望
了，只敢在你的怀里静静地述说着他的梦。

史铁生在文中说：“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
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虽说我也确实不赞同庄子的观点，可
是，在死面前无所畏惧，真的，不是说的那么容易的。

还是不行的，人，总要负点责任的，不单单是在生活中为他
人、社会负责，更要对自己负责，其最重要的就是对自己的



生命负责。

活下去需要勇气时，请你试一下，试一下活下去，虽然这话
说的好像有点不负责，生命不是试验，我们是必须活下去，
可是试一下总比放弃好，试一下，再试一下，你就会发现这
个世界的美好的，你就会不愿意舍弃这个世界去寻死的了。

有时候，死，不是件痛苦的事，可是眼睁睁看着你死去的亲
人的心却必定不能平静，不如学会“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吧。

啊，地坛，我的母亲，交给你的，是我最深最深的梦了，请
你一定要好好保管啊！

我和地坛读后感篇六

爸爸曾说，感动不是觉得这个人太惨了，我想帮助他；而是，
这个人原来和我一样啊！我或许还不能说自己和史铁生很像，
既没有像他一样双腿瘫痪，也没有写出他那样的惊世篇章，
但我确实曾和他一样想离开。

曾经，我被来自外界和内心的各种压力逼迫得身心俱疲，几
近崩溃。我不止一次盯着天花板上一块块掉落的墙皮问自己：
“我一辈子都要像这样熬不出头吗?”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并不
是一句玩笑话。没有目标和生之愿望的日子是最艰难的`黑暗
之日。在某个想就此了断的夜晚，突然从半睡半醒中惊醒，
反应过来自己在想什么，突然就泣不成声。

几百个夜晚，天幕转暗，我就戴上耳机，去附近的公园，听
着很吵的音乐，发疯般地走上十几圈。其实我很明白史铁生
为什么不愿待在家里，而想去地坛。家里太安静了，在一个
内心已无希望的人耳中，寂静时刻会如针扎般刺进心脏。地
坛有着自然又不聒噪的虫鸣，起码有些生气，“园子荒芜并
不衰败”。



对一个抑郁的人来说：“人生很美好”，就好像冲一个窒息
将死的人说：“周围空气很清新”。痛苦不发生在你身上，
你永远不知道有多痛，有些事情只能自己去想明白。对这样
的事，我妈妈和史铁生的母亲选择了一样的做法：小心翼翼
的叮嘱与沉默。

我一直以为妈妈不知道我当时那么多消极的想法，而一年以
后，妈妈说起当时她看见我写的一些东西，很害怕我晚上出
去走路时会出事，我顿时回想起自己最后能走出来的原因。

在一个天色苍白的午后，我终于站上了窗台。当我伸出手，
颤抖着握住把手时，却迟迟不敢拉开。窗外，雪花飘飘。我
明白，如果我真的拉开窗户，我的自尊心和倔强就绝不会允
许我回头了。我已经记不太清当时的心情，或许当时自己已
经麻木了。

我想起了妈妈，父母只有我一个孩子，我走了，他们怎么办？
亲情有时是一种累赘，我只想让自己的离开轻如鸿毛。我想
起小时候的一些画面，在小公园的草地上，我穿着一件明黄
色的小裙子，手里还攥着一朵未开的蒲公英，我们都笑得特
别开心。有些往事就像一瓶汽水，我很久不敢想起它们了，
害怕它们会整瓶炸掉。而现在，我才发现，这些汽水早已被
我喝光，往事存在心中，至今隐隐回甘。我从未放下这世间
的一切，我不能死，我想活下去，为那些美好的事物。

人生并不全然是痛苦，被逼到极点时，才会回忆起曾经那些
如雪花般缥缈又美好的往事。我顿悟，之前的我总爱远望天
边绯红的云彩。

看吧，人们总是喜欢遥望，好像望得越远就越能够忘记曾经
的脆弱与天真。最后却发现，望而忘，不如不望，永不淡忘。

这之后，我才终于开始回想妈妈在我的不眠之夜里到底经历
了什么。她说，每次我出去的时候，她就把家里其它地方的



灯都关了，只留一盏客厅的灯，然后坐在沙发上，什么也不
做，时不时看一眼挂钟。其它时间就翻看我写的文章，一遍
遍地担心。她和我说的时候，我哽咽了，泪水蒙住了双眼。

她其实比我痛苦。那段时间我都不怎么愿意和她说话，一直
很冷漠。她和爸爸说过，爸爸只是不断安慰她，没事的。她
不敢和姥姥姥爷说，但她觉得他们看出来了，因为姥姥云淡
风轻地对她说：“我已经给佛祖上过香了”。

我第一次觉得我的家很坚固。

我也觉得我们家很幸运，我和妈妈都熬过来了。

但史铁生的母亲没有，他比我悲哀。

从那以后，我一直非常乐观，不再把所有的顺逆看得非常重，
我很愿意这样活下去。我曾把生活当做一个任务，一个必须
完成的任务；然而现在，对我而言，生活是一个机会。而且
正因为我经历过真正的低谷，所以我知道自己要努力。我不
能再掉进那个我拼尽全力才逃出来的漩涡中去，我要奋斗，
用奋斗改变那些我不想接受的命运。

每个人的梦和苦只有自己懂，我没有体验过史铁生的苦，但
最后的释然都是一样的。

有人觉得，生而为人，他（她）很抱歉。但更重要的，或许
是，生而为人，结果已定，不必抱歉，尽力而为。

我和地坛读后感篇七

“其实，人这一生能得到什么，仅有过程，仅有准备这个过
程中的心境。所以，必须要注满好的心境，但如果你要逃避
困境——困境可不逃避你”也许史铁生先生的生活范围十分
狭窄，但他的时间却被拉长了。他在残肢之后连续几年都在



地坛中不分时间、地点，耐着性子专心致志地苦苦思索生与
死这一严肃的人生主题。他不要逃避困境，他要在困境中撞
开一条路。

在过去，我很害怕应对困境，尤其是死与生这一刹那的事。
我不敢回答“要是你仅有几天的时间，你会怎样办”之类的
问题。读了《我与地坛》后，我感到我们活着，就得有勇气
去应对生命给人生道路上设置的关卡。如何去拆掉关卡？拆
开关卡后又怎样做？这些都是我们不可避免思考的问题。上
帝创造人类，不是要人类帮他做事，而是要人类思考生命的
真谛。上帝不会死，他不明白生离死别为何物，就不会去想
这一类问题。而我们会死，我们要在有生之年思索未来发生
的问题。

“母亲生前没给我留下过什么隽永的哲言，或要我恪守的教
诲，只是在她去世之后，她艰难的命运、坚忍的意志和毫不
张扬的爱，随光阴流转，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鲜明深刻。”

在史先生的生命里，母亲一向扮演着一个默默支持他的配角。
史先生的母亲不曾支配他的人生，要他生或死。她总在某个
角落凝视着史先生，深情的祈祷：期望儿子能克服生理和心
理上的残疾，更期望他能在精神世界里找到寄托。她做到了，
并且做得很好。

此刻，我想到了自我的母亲。她在我读初中时常对我唠叨。
这样做不对，那样做不好，我听了不止几千遍。待我听厌了
也就是我上了高中，她开始不对我唠叨了。每逢星期五回家，
她都会问我学习怎样，交到朋友没有，零用钱用完了没有。
除此之外，她甚至没多说什么，我反而不太习惯。我以往想
母亲会不会因为我的学历比她高而自卑，不好“教训”我。
此刻，我懂得了，我的母亲，她是我的守护天使。守护天使
是不会带被守护者走她的人生，只会默默守在他身旁，看他
喜而喜，听他哭而哭，藏住温柔的暖手，要他坚强走自我的
路。



我怨过母亲，也恨过母亲，但更多的是对母亲的爱。小时侯，
我听收音机里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是这样：如果某个母亲今
世活得很苦，等下一世，她就能够当儿子（女儿）的女儿了。
我不期望母亲活得很苦，但我期望母亲下一世能当我的女儿。
我想让母亲明白，做为他儿子的我，感到有多么幸福！

我和地坛读后感篇八

我第一读《我与地坛》，完全是搞不清楚它要讲些什么；可
是在我第二次读的时候似乎渐渐体会到它在指引些什么；为
了弄明白它的意味，我不厌其烦地读第三遍，结果理清了思
绪，对其进行探索，我最终想通了。当然感触最大的并不是
史铁生悲惨的身世，不公的命运，而是地坛引导他所感悟到
的人生真谛。

因病瘫痪的史铁生想要寻死，之后因地坛的命运与其相似，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对人生的看法实现了成功的过渡，
进取的人生观战胜了消极颓废的思想，对生与死的问题释然
了，明白到我们的出生不是由自我决定的一样，死亡也不该
由我们自我来决定，有权决定这一切的是上帝——自然法则，
我们的任务则是在法则允许的时限和条件下自然地生存，生
命的自然进程就可带给个体和周围世界以和谐安宁。

只要活着，我们就能看到更多的；只要活着，我们就能听到
更多的；只要活着，我们就能摸到更多的。对于随时都有可
能死去的人来说，或许他们还有未完成的梦想，或许他们还
有未解决的心愿，这个时候活着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多么奢侈
的事情，他们是多么期望能够看到明天的阳光。这本来是那
么简单的事情，可是他们就快要死了，他们想要在人间多逗
留一天，只是他们危在旦夕。

所以我们应当庆幸我们还有时间活在世上，应当抛弃所有关
于死的念头，应当在允许的时限和条件下自然地生存，这或
许也是对死去的人的一种安慰。



只要我们活着，那就是期望。

我和地坛读后感篇九

《我与地坛》，这篇文章的题目对于我来说并不陌生，对于
许多同龄人来说也亦是如此，因为这篇文章在小学初中课本
里便有收录，但当我再重新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却有着完
全不同的感受，我与地坛读后感1000字。准确的来说应该是，
以前小的时候看这篇文章，压根就没有产生任何的感受。

作者围绕着地坛，用一种平和而坦然的语气叙述着那些与地
坛相关的人与事。诉说着那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诉说着淡
褪了的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同时，对于在地坛里的那对多年
来相濡以沫的老夫妇，对于那个热爱歌唱的小伙，对于那个
不幸失聪的女孩，作者也用一种旁观者的眼光，静静的在一
旁凝望着那一幕幕悄然发生在地坛中的不起眼的故事。就像
是这个园子的历史见证者。

很喜欢史铁生那细腻的笔触和那种娓娓道来的口气，没有过
分的情感波动和浮夸，也许瘫痪的病痛让他煎熬过，愤恨过，
最终认清了，接受了，平静了，形成一种看透了尘世的坦然
和从容，那样的一种淡定，便渗透在文笔中了。正因为如此，
在那些文字中，时而透露着的睿智，时而又流露出真挚朴实
的可爱。人生经历了那么一遭，已经没有什么能让他生出愤
怒和狭隘的情感了，因而就能坦荡荡的，随性表露任何他想
表达的东西，大约是如此，才会动人。

我和地坛读后感篇十

我固执地认为，《我与地坛》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典。

史铁生的文字很美。我喜欢《我与地坛》用细腻的笔调呈现
在读者面前的那沧桑古园，喜欢作者描绘古园中那“谁也不
能改变的”落日光辉、雨燕高歌、苍劲古柏、夏雨秋风，以



及对与四季相应的多种事物的排比铺陈。但他那情真意切的
文字并不是吸引我的主要理由，尽管我是个美文崇拜者。因
为我读这篇文章不象欣赏那些闲情逸致的文字那样轻松，而
是时时停下来，反反复复地想，努力去捕捉文字背后蕴涵着
的深厚意蕴。

使我难以摆脱的是弥漫在文字中间的那股沉重和苍凉。当史
铁生在“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当他终于明白
自己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余生之时，他的心绪荒凉。很自然地，
他想到了死。是地坛，让他在惨遭厄运之后，慢慢地平静下
来。

十五年前的那个下午，“失魂落魄”的他“摇着轮椅进入了
古园。”这次偶然的“进入”，是作者生命史上的转折。这座
“荒芜但并不衰败”的古园，“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
多年”，仿佛就是为了等他，为了给他一个思索生与死的地
方，寻找一个活着的理由。

古园是一座神圣的祭坛。它的上面曾经供奉过无数祭品，象
征着生的欲望，也表达了对死的恐惧。沧海桑田，如今的祭
坛上早已没有了那些祭品，有的是斑驳的琉璃，颓圮的老墙，
飘摇的树叶，还有那“摇头晃脑”的蚂蚁、“一朵小雾般
的”蜂儿、“会忽悠一下升空的”瓢虫。古园的败落，自然
界的生生不息，似乎蕴藏着生命的奥秘，也紧紧拽住了史铁
生。于是他几乎天天来到地坛，摇着轮椅，走遍园子的每一
个角落。在那里度过他的春夏秋冬，专心致志地思考着生命
的意义。

古园是一个思考生死最适宜的场所，尤其对一个血气方刚便
遭命运残酷一击的人。史铁生置身于“这样一个宁静的去
处”，达到了物我合一的境地，渐渐想明白了：一个人，出
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代他
的`一个事实。“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
会降临的节日。”把死当作生命中必然要降临的“节日”，



他便安心多了，因为参透了死亡，便开始面对厄运而不再逃
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