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语文读后感 蒙田随笔读后感(汇
总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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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文读后感篇一

近期阅读了法国作家蒙田（1533——1592）的《蒙田随笔》
一书后，个人认为该随笔大多以议论形式出现，真正是个包
罗万象，处处散发出浓郁的人文主义色彩，也映射出作者对
人生的乐观、积极和智慧，也教给了我们一种生活态度。正
如书中所写“世界上各种见解都能达成共识：追求快乐是人
生的目标，无论我们采取何种方式去实现它。”人生的快乐，
也就是忘记不愉快，如塞内加“让我们跳过无关紧要的琐事。
”

为什么要抱怨命运？它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吗？是你决定你
的命运还是命运决定你的生命？生命本身并无善恶之分，其
好坏都是由自己掌控的。当生活中遭受人间不幸的时候，智
慧和愚蠢相会在感伤和果断的焦点之上。智者能够控制并战
胜灾祸；愚者却不知道大祸已降临到头顶。

从古自今，人的行为往往是自相矛盾，复杂多变，为何要跟
别人比，为何要抱怨命运，我就是我自己，只要细细聆听自
己的内心世界，会发现自己从未有过一模一样的心境。此时，
人生需要不断学习，只有坚持不懈、专注学习，提高自己的
注意力和穿透力，才能摆脱不必要的骚扰，最终培养出自由
精神、独立人格。

正如普劳图斯“智者掌握自己命运的人。”反之，作为一个



成年人，如果连自己都约束不住，管束别人谈何容易。卢克
莱修曾说“服从要比管理来得容易。”说到底，人的一生，
均掌握在自己手上，看你是如何看待，加里克加莱：“过分
的超脱有害无益，他劝人不可身陷于以至于超越有益与无益
的界限。”

“虚荣心和好奇心是我们灵魂受苦的两大祸根，后者促使我
们凡事都想插足，而前者则阻止我们对值得怀疑或待定的事
物保持探究的精神。”只有坚持阅读，勤于思考，摆脱孤独，
增长知识，才不易轻信别人，受外界的影响，让时间成为最
稀缺的资源，同时，也应学学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每年阅读
图书一百本。

即“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命运摆好了棋阵。”

语文读后感篇二

培根1561年生于官宦之家，贵族的家庭背景和出众的才华，
从小就有出入宫廷的机会，十二岁上剑桥大学……
这种简历实在让人羡慕不已。
他是第一位英文随笔作家，文章短小，注重文字的深刻老练，
沉重有力，讲求实用。
在他的随笔中叙写了许多关于人的，事物的，死亡的，宗教
的，各种命运和机会的名言警句，距今约有四百年前的作品，
现在读来，也含有很深刻的寓意和对人们的警醒作用。培根
的随笔不是文人的闲适小品和游戏笔墨，他是以政治家改造
社会，富国利民为目的进行论说的。所以从内容到形式都讲
究实用。
真理恰如磊落的天光，所有假象盛典在烛光下显得典雅堂皇，
但经它一照，则难免穷形尽相。
成人惧怕死亡恰如儿童怕进黑暗，儿童天生的恐惧，随着故
事同步增长，成人情况亦然。
宗教带给信徒的是和平，和平包含着无尽的福祉。
幸运产生的美德是节制，厄运造就的美德是坚忍。



掩饰是一种荏弱的策略和智谋，作假是一种恶行，起因不是
生性虚伪，就是天生胆小，要不就是因为有重大的生理缺陷。
父母的欢乐藏而不露，他们的悲哀与恐惧也是这样。(从小到
大，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经历的父母都是这样吧，他们把快
乐，辛苦和艰辛都深埋在了心里。)
妻子是青年时的情人，中年时的伴侣，老年时的保姆。(那丈
夫是什么呢？)
在所有的感情中，嫉妒是最难缠磨最持久的，也是最恶劣最
堕落的事情，所以它是魔鬼的固有属性。
恋爱，明智实难两全。
谁主张爱情之上，谁就会放弃财富和智慧。(爱情至上，就一
定会变成傻瓜和穷光蛋吗？)
人居高位三重仆——君王式国家之仆，声明之仆，事业之仆。
当权的四大弊端是:拖拉，腐败，粗暴，耳朵软。
胆大是盲目的，因为它看不见危险和不便，所以它拙于计议，
长于实干。
善是习性，性善是倾向，在一切精神的高风亮节中，这是最
伟大的。
粗浅的哲学常识使人倾向无神论，深入的哲学研究却使人心
皈依宗教。
迷信类似宗教，所以更加讨厌。躲避迷信本身也许会造成另
一种形式的迷信。
旅游对于年轻人是一部分教育，对于年长者是一部分经验。
旅游对我们来说是什么？乱哄哄的人群，急匆匆的脚步，这
是我最深刻的印象。真希望能有像培根所说的那样的旅游过
程。
阅读中的对谈“假聪明″印象深刻。假聪明是做事的祸根。
生活中确实有一种人，自认为口出狂言，头头是道，可以压
服人，便气势汹汹的一直往下说，把不能自圆其说的东西说
成理所当然的正确。这种人在我们身边很多。尤其是这个时
代，为什么人们都可以把自己的无理讲的非常有理。简直都
没有道德标准了。
现在的人们都推崇养生指导，其实心情舒畅，精神愉快是延
年益寿的诀窍之一。



慎言胜过雄辩。
财富是德行的包袱。
人的天性往往隐而不露，有时可以将它压服，却很难将它消
灭。
人的天性在这几种情况下最容易显露出来:
在私下里，这种场合不用装模作样。在感情冲动时，会忘乎
所以。遇到新情况和新考验时，这时候习惯已经不起作用。
人的天性中不是生香卉，便是长毒草。
幸运大多是由外在的偶然事件促成的，然而造就一个人的幸
运，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双手。就像我们说的，机会总是垂青
于有准备的人。人人都是自己幸运的设计师。幸运之路就像
天空的银河，它是许许多多小星星的聚会和集结，这些小星
星分开了是看不见的，但合在一起就会发光。
用培根最经典的话来结尾:阅读使人充实，讨论使人灵敏，笔
记使人精确。因此，人如果懒于提笔，就必须长于记忆；如
果不爱讨论，就需要十分机敏；如果不爱读书，就必须有随
机应变的能力，方能显不知为有知。历史使人明智；诗歌使
人韶秀；数学使人缜密；科学使人深沉；伦理学使人庄；逻
辑修辞学使人善辩：“学养终成性格″。

语文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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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文读后感篇四

我赋予某些词语特殊的含义：拿“度日”来说吧，天色不佳，
令人不快的时候，我将“度日”看作是“消磨光阴”；而风
和日丽的时候，我却不愿意去“消磨”，这时我是在慢慢赏
玩，领略美好的时光。坏日子，要飞快地去“度”，好日子，
要停下来细细品尝。“度日”“消磨时光”这些常用语令人
想起那些“哲人”习气。他们以为生命的利用不外乎将它打
发、消磨，并且尽量回避它，无视它的存在，仿佛这是一件
苦事，一件贱物似的。至于我，我认为生命不是这个样的，
我觉得它值得称颂，富有乐趣，即便我自己到了垂暮之年也
还是如此。我们的生命受到自然的厚赐，它是优越无比的。
如果我们觉得不堪生之重压而白白虚度此生，那也只能怪我



们自己。“糊涂人的一生枯燥无味，躁动不安，却将全部希
望寄托于来世。”

不过，我对随时告别人生，毫不惋惜。只有乐于生的人才能
真正不感到死之苦恼。享受生活要讲究方法。我自认为比别
人多享受到一倍的生活，因为生活乐趣的大小是随着我们对
生活的关心程度而定的。尤其在此刻，我眼看生命的时光不
多，我就愈想增加生命的分量。我想靠迅速抓紧时间，去留
住稍纵即逝的日子；我想凭时间的有效利用，去弥补匆匆流
逝的光阴。剩下的生命愈是短暂，我愈要使之过得丰盈充实。

常言说一千个人有一千种活法，因为文化是多元的，我们不
能要求别人什么，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活法，选择有意
义的活法。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是为别人，而
是为自己。这样的人生，不仅是有意义的，而且是无后顾之
忧的，安全的。不是吗？我们看过了多少风云一时不可一世
的人，最后的结局是何等的悲哀，纠其原因就因曾有的一时
糊涂。

我们也看到了多少已过耄耋之年的人，仍精神矍铄，意气风
发。就因为他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认真的、努力的、奋斗
的、坦荡的。是这样的生命历程把他们的生命滋养的如此绚
烂，如此光芒四射。

努力过的人不会后悔，人生最美的享受是奋斗之后的奋斗。
让我们关心生活吧，生活像镜子，你笑它也笑。正如蒙田所
说，生活乐趣的大小是随着我们对生活的关心程度而定的。

生命的意义寓于生活的每一天，让我们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吧，
因为生命是大自然给予我们人类的厚赐。

语文读后感篇五

四季轮回，花开花落。我们总是把友谊高高捧起，像歌颂圣



洁的天使那般去赞扬它，把一切美好的东西（比如一颗赤诚
的心、”心有灵犀“、”善解人意“等）都赋予它，让它成
为我们心中最美好的东西。诚然，我也喜欢歌颂友谊，一句
贴心的话语、一个任你依靠的肩膀······这些确实让
人心中充斥着温暖。我曾做过一篇名为”朋友“的演讲，中
心大意是让同学们珍惜彼此的友谊。却殊不知，这些东西，
被包上了华丽的外表后，人们所见到的，根本不是本质。一
味地褒奖，照样会使人迷失。

看到此处，满心欢喜地以为培根会在这篇文章中大力夸赞友
谊的我像是被人毫不留情的讽刺了一般一样，脸悄悄的红了。
他话中含的讽刺意味我看出来了，我在心中暗暗的告诉自己：
以后遇见一件事情，一定要自己去体验去分析，不然这次只
是看书时被”嘲讽“了一通，下次可能就被人当面批评了！

一切的一切，自己亲自分析体验才是上策！

语文读后感篇六

《培根随笔》是与《海底两万里》一起买的，起初，我对它
比对《海底两万里》更没有兴趣，除了看起来古板的书名，
还有刚开始翻阅时乏味的内容，都使我不愿再看它第二眼，
于是，它被我残忍地扔到了乱七八糟的旧东西里。在网上，
我了解到这是一本评价极其高的书，看了出于书中的各种真
理名言，我便知道了，这是绝对是一本值得一看的好书。从
杂物堆里将被埋几个星期的《培根随笔》翻出来，沉下心，
将书翻开。

《培根随笔》是英国随笔文学的开山之作，在世界文学史上
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读之犹如聆听高人赐教，受益匪
浅"。作者弗兰西斯·培根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哲学
家和文学家，被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
正始祖"。他竭力倡导"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
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



人善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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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美》是一篇关于"美"的经典之作，语言简洁，内涵深刻，
充满哲理，重点论述人应该怎样对待外在美和内在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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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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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美貌与美的德行
结合，美才能真正发出光辉。如今，有些人只注重外表的美
丽，而忽略了内在，一个打扮华贵的人的美是供人欣赏，转
眼便是过眼云烟；而端庄严肃而有美德的人是令人肃然起敬
的，永垂不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