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自传读后感(模板8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
望大家能够喜欢!

自传读后感篇一

杰克・韦尔奇是伟大的，我无法用精确的语言全面地概括他
的管理理念，只能是跟着他的阐述，搜取只言片语，以期产
生思想的共鸣和心灵的激荡。全书通篇读下来，其实就是在
讲用人的问题。两次选ge的董事长兼ceo都分别花费将近十年
时间，这是何等恢宏的工程啊。韦尔奇的前任雷吉，从著名
的飞机面试，候选人从几十人逐步缩小到几人，最后产生唯
一一位幸运儿韦尔奇的过程都让人感到既残酷又公平。而韦
尔奇也从其前任身上学习到经验，他选接班人同样也花费了
八年的时间，虽然在在具体方式上与雷吉有所不同，但其精
髓却是如出一辙，都有以下方面的要求，即：诚实、价值观、
经验、愿景、领袖气质、锐利、名望、公平、精力、平衡性、
勇气。根据这些要求，雷吉选重了韦尔奇，韦尔奇选重了杰
夫。

书中讲述的韦尔奇从一个工程师成长为世界上最好公司的ceo
的过程同样值得我们深思。年轻时的韦尔奇是一个锋芒毕露、
富有才华、同时又是一个时不时会犯一些小错误的小伙子，
但是ge很幸运，因为韦尔奇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伯乐选马的
过程，在成为ceo前的任何时候，韦尔奇的背后都有一个巨大
保护伞在何护着他，在他成功时鼓励他，在他失败时保护他，
使韦尔奇不断成长，最终成为ge的ceo。试想，其在ge工作期
间，如果在其背后没有保护伞保护他，韦尔奇绝不可能成
为ge的ceo。这又从另一个方面验证了“千里马常有，伯乐难
得”这句中国古话的寓意，如果没有伯乐，ge的ceo可能会是



王尔奇、李尔奇，ge的历史也就要重写了。

书中还谈到ge的另一个用人方面做得很好的例证就是其人力
资源总监的较高地位。自从引进了“人力资源”这个词，这
个词就开始泛滥了，其实现在国内有许多人力资源仅仅是一
个部门经理，或者仅仅是人事部的概念，离真正的人力资源
还差得很远。ge的人力资源总监的地位是极高的，在选ge接班
人时，甚至副董事长也不能了解整个进程的进展情况，这在
国内是难以想象的，由于文化的因素，国内的等级制度中，
职务只有自高到低的垂直结构，ge却在垂直结构外还有平行的
结构。人力资源负责人较高的地位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
在ge，在美国大公司里，人的重要性。

总之，看过《杰克・韦尔奇自传》后让我深深体会到韦尔奇
管理理念的精髓就是在于用人，这贯穿于他所有的管理思想
和40余年ge的管理过程，他将本书献给ge数以十万计的员工，
并特别强调所有的成绩都是同事们共同合作的结果，管理的
终极真谛在于用人，人是ge的核心竞争力，ge就是人的企
业。“如果不是以人为本，我们的成功是会受到很大限制
的”，因此，“我尤为注重把人作为ge的核心竞争力，在这
一点上我倾注了比任何其他事物都多的热情”。这便是韦尔
奇在这部书中一以贯之的思想红线。建立在对人的高度关注
这块基石之上的管理理念，使韦尔奇确认正是优秀的`人才而
非宏大的计划成就了一切，企业造就了不起的人，然后由他
们造就了不起的产品和服务。如果要说泄露天机的话，我想
这应该就是韦尔奇所有成功的核心秘诀了。

以上就是本人读过《杰克・韦尔奇自传》后的一点感受，我
想中国的国有企业只要努力做到以“人”为核心，视人
为“资本”，积极为人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同时，能够注意把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提升到战略的高度，持
续构筑人力资源的竞争力，我们的企业也必定能够基业长青。



一、国家、个人的和谐相融

在《杰克韦尔奇自传》中，能读到一份真诚而又理性的爱国
之情，这种感情中饱含的是公民对于国家的关切与眷念。他
写到母亲一个人厨房里悄悄哭泣，全家空气凝重，父亲无言，
幼年的韦尔奇得知原来是罗斯福总统病逝，这就是父母亲伤
悲的原因。罗斯福总统的伟大世人皆知，他的突然去世对美
国人民的打击毋庸多言。读到此处，我心深处突然涌上一股
既说不清、也道不明的惆怅。一个普通美国家庭的普通人民
对一个国家领袖的诚挚情感，一个普通家庭对自己国家的真
挚情谊、寄托、祈望，以及将自我与国家溶为一体的认同，
就算如我这般从小学一直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中国人静心细
想后也自叹弗如。这份真诚而又理性的爱国之情对于已惯于
忘却、背叛以及麻木、怀疑，自堕操守于富贵荣华之前并对
修饰得美丽无比的政治理念见惯不惊的我们，犹如一瓢冷水，
将自我虚化的伟大感觉，冲刷得一干而净。在那样的环境下，
总统不是一个无限膨胀的神灵，爱国也不是一个大而无当指
向虚无的口号。

真诚而又理性的爱国心，兼备了个人的正直品质与放眼世界
的阔大与包容，庶几近乎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
理。

二、理解、信任；人性化的管理

韦尔奇在理解、信任氛围中获得的成长，而当他开始做了ceo
后，也有了属于韦尔奇的深具细节魅力的人性化管理。

每个人无论学习或工作，置身其中的团体，具有良好的工作
和生活氛围在成长的过程中，是很重要的。28岁、匹兹菲尔
德、实验室。第三章韦尔奇叙述到，在实验过程中实验室发
生巨大爆炸“爆炸的气流震碎了顶屋所有玻璃……我害怕极
了，作为负责人，我显然有严重过失”。到集团公司查理理
德那里解释事故的起因，韦尔奇叙述“他表现的异常通情达



理。他几乎是以苏格拉底的方式来处理这起事故。他所关注
的是我从这次爆炸中学到了什么东西，以及我是否认为自己
能够修理反应器的程序……这一切都是充满理解，没有任何
情绪化的东西和愤怒”，最后他说“谢天谢地，没有人受伤。
”

反观诸己，在我们的环境中，很多上级管理人员在从事管理
活动中，落实、检查、验收时对种种脸色转换以及由此体现
出来的浅薄应用得是多么广泛。任何一级管理人员和下级执
行人员，在工作中出现纰漏是难免的，而由于工作失误或者
是没有达到上级所期许的层次，被上级痛骂和数落的现象也
是常见的。我们每一天生存的意义多都用在了许多无聊的事
中，用在了“应付”这两个字上。“苏格拉底”式的处理方
式，这种管理修养在1963年的春天给韦尔奇留下的深刻影响
是铭心的。

韦尔奇1963年的过失并未使他停下走向ge最伟大的ceo的步伐，
这种优良的企业文化和良好的管理素质只有在专业管理团队
中才会出现。查理的理解和宽容以及他的辨证领悟能力，在
不经意间为一个年轻人创造了一个更伟大的前途，为一个团
体种下了一颗忠心耿耿的树。很多管理者和上级领导每天嘴
上都大谈企业文化，什么是文化？这就是文化。企业、团队
文化不是如何熟练应用《厚黑学》，不是时刻想着怎样对上
级和下级使用《三十六计》，不是领会了王阳明、曾国藩的
思想精髓、处世哲学就会管用，不是将权力的光辉化为高傲
冷漠凶狠的面部表情生产“威望晕”，不是靠建立小帮派和
依靠小团体制造虚假气势就能达到一定威望值。而那些妄图
将从古书中以偏概全得来的权谋之术与官场哲学实践于现代
化的企业管理，便颇有些缘木求鱼的戏剧味道了。

韦尔奇在第三章最后一句话是：我终于上路了！他是去佛罗
理达参加公司高层管理会议。

韦尔奇深知理解、宽容、信任在他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他



成为管理者后也以小便条的形式实施了他那极具细节魅力的
人性化管理策略。韦尔奇的自传中没有花过多的笔墨来描述
在管理过程中伤心费神的“内耗”现象，也没有提到与员工
有多大的冲突以及由此郁积下的不可饶恕的过错而后悔，倒
是他多次对自己写的小便条的作用进行描述，而这体现出的
便是韦尔奇管理的细节魅力所在。于韦尔奇对杰夫写
道：”……我非常赏识你一年来的工作……你准确的表达能
力以及学习和付出精神非常出众。需要我扮演什么角色都可
以――无论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就行。”在本书的后部有韦
尔奇从19至写给杰夫的便条，这些便条在完善韦尔奇管理理
念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这些充满人情味的
便条对下级或者是朋友的激励是多么让人感动，这种尊重付
出，肯定成果的胸怀令多少管理者自叹弗如。

任何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始终都会将尊重人、以人为
本当作自己管理实践的指南，并在实践中随时随地体现自身
良好的个人素质来感动别人，从而达到共赢的目的。

三、荣誉、责任；用人

荣誉心、责任感是每位管理者均应具备的优良品质。而这荣
誉心责任感一代一代的良性的承袭，对管理者而言，进而细
化至管理者用人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本着超越自身利益
的荣誉与责任，雷吉与韦尔奇在用人不疑和各尽其才方面给
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

文化传承理想、历史，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世界是多
样性的，纷呈绚丽的多样性文化激发了人类无穷创造力。在
接触过的西方文化中，一般留给我们深刻印象的就是对责任
的推崇和对荣誉的爱惜。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对一个政党的
责任、对家庭的责任、对爱情的责任、对子女的责任等等。
一个具有高度责任感的人是值得信赖的。阿尔伯特《把信带
给加西亚》发表于上世纪初，经一版再版，而于近年才被我
国大多数管理人员发现其中的内涵，加西亚的主要精神就是



崇高的责任感促使加西亚把信送到将军手中，无论遇到多大
困难。加西亚没有丰功伟绩，但加西亚精神对美国民众的影
响是深远的。

每一个

自传读后感篇二

沈从文写出来的书是属于全世界的。他的经历是可以让世上
善良而充满好奇心、渴望走向远方的漂泊者们和他一起感受
自己生命中的渴望与迷茫、痛苦与欢乐的。这里的漂泊者，
指的是灵魂漂泊者。

这个月的“每月一书，姐妹共读”活动，推送的是《从文自
传》。在读此书之前，我阅读了《沈从文与他身边的人们》
一书。在此书里，我神游般的游历了沈从文的一个个传奇故
事。游历中，我时时会有震撼、顿悟和感慨。时而为他欢喜、
时而为他揪心、时而也会为他潸然泪下。

书中沈从文身边的众多人物，烘托着他成长、成功的历程。
一个初小文化程度顽劣湘西少年，成了一个文学青年，甚至
最终成为文学领域里的一棵参天大树、与二十世纪诺贝尔文
学奖失之交臂的文学巨匠，除了他具有的写作天赋，还得益
于诸多杰出人物对他的欣赏和帮助，得益于他自身坦然而勇
敢地面对自己生命的艰难历练。

我在《从文自传》中，找到了问题解答的蛛丝马迹。

小小少年时，沈从文是个爱逃学贪玩、对世上一切有深切兴
趣的天真的孩子。“心总是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
鲜气味而跳动”，他不断地逃学，是去寻找和享受这些新鲜
玩艺，放学时常常特意绕远路，是去看城里城外的许多新鲜
有趣的人和事。若把一本好书同这种好玩地方尽他捡选一种，
他觉得不必看这本用文字写成的书，应当去读那本用人事写



成的大书。他觉得“生活中充满了疑问，都得自己去找寻答
解。”他说，“我要知道的太多，所知道的又太少”，“面
前的世界够宽广了，但我似乎还得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得用
这方面弄到的知识证明那方面的疑问，得从比较中知道谁好
谁坏”。私塾里不能解决他这么多的问题，只能逃学自己去
找寻，不能逃学，那只好做梦。这种奇特的求知欲，使沈从
文对私塾的教育不屑一顾，为以后的独立成长垫实了基石。

沈从文从小生长在民风彪悍，匪气十足的湘西乡间，刚知
道“人生”时，又值军阀混战时期。听到和看到的，是无辜
的被害、血腥的杀戮。“城边抬回四百一十个人头，一大串
耳朵”、“衙门口平地上一大堆肮脏血污人头”、“云梯木
棍上悬挂着许多人头”、小小的人儿知道了许多杀人的故事。
所幸的是，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件，他没怕，只是疑问，觉得
哪儿错了，没给他的性格造成扭曲。所幸的是，由于他是从
社会大动荡恐怖黑暗中走出来，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有一种
冷静审视的习惯，养成了特立独行的品性。

人的兴趣就这么奇怪，命运让沈从文读书时，他不爱读，当
命运让他到腥风血雨中去讨生活时，他却变得嗜书如命，成
了书迷。

使他改变顽劣性格的，让他爱读书讲礼仪的人，是他刚到军
营里认识的姓文的秘书。面对口口声声叫自己是“老子”的
少年沈从文，文秘书礼貌的称呼他“小师爷”，还把厚厚的
一本《辞源》翻开来给他看，告诉他“老子”是谁，还对他说
《辞源》是宝贝，天下什么都写在上面，你想知道的各样问
题，全部写得有条有理。这句话深深触动了这个爱想问题却
不想读书的少年，他两眼放光，看着这本厚厚的《辞源》，
对它产生了敬畏之心。

从此，沈从文从一个厌烦读书的人变成了一个见书就想读的
人。



越来越多的阅读，沈从文与身边的人渐渐变得不尽相同。日
益增多的阅读，他的“幻想更宽”，对于生存意义的追求，
也不同于周围的人。开始“不安于当前事物，常常为人生远
景而凝眸”。

沈从文认识了一位印刷工人，他非常感谢这位印刷工人，因为
“若没有他的新书，虽时时刻刻为人生现象和自然现象所神
往倾心，却不知道为新的人生智慧光辉而倾心”。他在印刷
工人给他看的的新书里“知道了些新的，正在另一片土地同
一日所照及的地方的人，如何去用他们的脑子，对于目前社
会作一度检讨与批判，又如何幻想一个未来社会的标准与轮
廓”。起初，他不适应，有点反感，不久，便被这些大小新
书所征服了。

于是他不再看《花间集》、喜欢上了《新潮》、《改造》杂
志，羡慕那些写作者知道的事情多，写得是那么好。于是，
他想进一个学校，去学自己不明白的问题，去听去看使他耳
目一新的世界。于是他结束了在小小天地中度过的二十年，以
“五四”运动为转机，争取到处理自己命运的主动权，完成
了向社会学习的前一阶段，开始进入一个更广大复杂的社会
大学。

《从文自传》拉开了沈从文的人生序幕，自此，开始了他寻
找自己的生活和理想之路。

自传读后感篇三

杰克·韦尔奇，通用电器的首席执行官。他在全球享有盛名，
被誉为“美国当代最成功、最伟大的企业家”。作为通用电
气历史上最年轻的ceo和董事长，从1981年上任至2001年退休，
在短短的20年时间里，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使通用电器的
市值达到4500亿美元，增长30多倍，排名从世界第十位提升
至第二位。杰克·韦尔奇是二十世纪商界的传奇人物。



《杰克·韦尔奇自传》是韦尔奇退休前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回
望与再现。他在书中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了自己从童年到退休
的主要经历，将其成长岁月、成功经历及经营理念娓娓道来。
透过他朴实而又坦诚的语言，我为杰克和他母亲间的母子深
情所感动，为杰克无处不在的自信、突破、激情和协作所感
染，为一段段公司变革、愿景的提出与实施、新产品开发或
者新观念的推广所激动。

要让母亲以他为荣。由此，我想到了自己的父母，他们在我
的成长中也是严厉中透出无限的关爱。在物质上不算富足的
年代，为了我的茁壮成长尽了最大的努力，然而从幼小时起，
哪怕一次小小的跌倒，他们都总会严肃的对我说“永远不要
为错误找理由”。我感激我的父母，他们为我成长倾注了无
尽的心力。如今我已长大成人，应当担负起责任，回馈父母。
父母所需要的不只是物质上的孝敬，更需要精神上的关心与
体贴，我是他们生命的延续，精神的寄托，如果有一天也能
让他们以我为荣，那是对他们最好的回馈。

探索。正如那句家喻户晓的广告词“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突破就是永不满足，不断改进。要实现突破，我们在工作中
就要多思考、多探索，积极寻求更具指导意义的新理念，更
合理的工作程序，更先进的工作方法。我局目前经营发展情
况较好，正是这样我们更需要寻求突破，建立远大的愿景，
以此抓住市场机遇，更好的发挥已有优势，拓展更有前景的
领域。

书中还提到许多商界的真实案例，主要讲述了杰克·韦尔奇
在通用电气工作时候的一些关于公司的招聘，管理理念，企
业战略，企业文化，绩效考核等有关于管理的部分。

在杰克·韦尔奇的职业生涯中，他最引以为荣的是他独创的"
无边界"理论。韦尔奇将“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升华为了
“无边界”行为，正是由于有这样一种思想指导，真正实现
了对官僚主义的终结，将自己的团队建成了一个学习型的团



队，讲协作精神、好学精神，不仅能在公司内部推动先进思
想的传播，更能推动企业向外部组织学习，进而实现了集体
智慧与能力的最大化，使通用电气汇集了一群有激情有活力
的精英，创造了一个世界级的企业。我局现在已经认识到了
这种管理模式的重要，我们正积极建设学习型组织，组织各
种形式的学习，集思广益，全局上下共创愿景，我想这也算
是无边界行为的一种雏形吧。

公司销售额从250亿美元攀升到1110亿美元。通用电器的案例
告诉我们，愿景的实施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它需要整
个企业自上到下、每位员工都树立并长期坚持共同愿景。在
完成共同愿景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甚至是抛弃劣势
项目或裁员，但任何困难都不能动摇企业掌舵者对实现共同
愿景的坚持。

通用电器为实现“数一数二”愿景的过程中，还进行了财务
系统的变革，过去财务体系所处理的事情当中近90%都是单纯
的财务记录，只有10%是一般性管理，改革后则能做到近一半
的内容是放在管理和领导上面。并将审计人员变为了业务部
门的支持者，而不再是公司里的警察。由此，将一个审计控
制导向的财务系统转变成了一所培养管理精英的优秀学校。
目前我局的财务工作基本上集中在财务记录的工作上，我认
为我局应向通用学习，不仅发挥财务会计的作用，更要发掘
管理会计的职能，利用有限资源极大地提高经济效益，客观
预测经济前景，能动参与经济决策。

杰克·韦尔奇是天才的，同样也是幸运的。他达到了自己所
追求的事业目标，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亲密的家人和朋友也
让他享受着生活的无尽乐趣。他的品质值得我学习，他的情
感值得我感动，他的功绩值得我景仰！

自传读后感篇四

余秋雨说，谢谢读书笔记，概括全书的神采和脉络，记述自



己的理解和感受，这种读书笔记，既是在描述书，也是在描
述自己。我也应该好好写写自己了，有些东西不能再次逃避
了。

看完《林语堂自传》，我觉得林语堂有几个地方是让人羡慕
的，或者说值得我去拜读他的作品以及尊崇他的为人的。

林语堂少时也是一个穷小子，但是，他就觉得自己是一个不
一般的人物。事实证明，他确实不是一个一般的人。骨子里
面有这种感觉，什么时候都不会放弃。

林语堂的老婆也是令我羡慕的。这么好的老婆在现在这种社
会，应该比较难找的吧。不过并不是因为她是一个富家小姐，
而是因为她是一个富家小姐，竟然还可以跟着林语堂这个穷
小子跑来跑去。(不知道有没有怨言，但是从文中看不出不和
谐的声音)。

有幽默会让生活更美。林语堂就是这么一个充满幽默的人。
我是一个缺少情趣，缺少幽默的人。在大学之前更不值得一
提了。死板的生活，在家庭的管教之下，丝毫没有什么度量
与大气。不过到了大学，我觉得已经改变了很多了。至少，
别人和我开玩笑的时候，我可以厚着脸皮，或者坦然的接过
话题，自我调侃他一番。其实这种感觉没有什么，过去了就
过去了，根本不需要回想。

林语堂算是一代大师，文章名扬天下，人格也是高尚无比。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从来没有为任何写过一篇自己不想写的
文章，连一句话都没有。太强了。自由的人格。

林语堂的幽默、周润发的洒脱、刘德华的认真。

自传读后感篇五

20xx年的一天，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声，在20世纪末的婴儿



名单中又多了一个我。我就是那传说中的跨世纪少年，也就
人们口中的xx后。我叫任丽，出生在济宁的一家医院里。岁
月飞逝，我已在人生的旅途中经历了xx个春夏秋冬了。

自出生以来我就沐浴在爸爸妈妈无私的爱河中。被爸爸妈妈
无理由的溺爱着。在我的生活中没有“不”这个字眼。我的
字典里也没有“挫折”俩字。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养成了自私
任性不懂事的性格。虽然在溺爱中成长，但我的性格却没有
那些被溺爱着的孩子的一丝气息。

我从小就是一个好脾气的乖乖女。从不计较别人过错，但因
此容易受欺负。记得那时小学3年级的时候，因被嫉妒买了个
漂亮的发卡，而平白无故的被班上的“母老虎”挖破了
脸。“啊”随着我一声尖叫，脸上立刻出现了两道被她划伤
的疤。我立刻哭了起来。过了一会，班主任气冲冲的朝着我
们走来了。经过一番询问老师搞清了来龙去脉，责骂了那个
同学。然后很温和地擦去我眼角的泪，说：“以后受欺负跟
老师说”。我却说：“老师，没事，我比她大，我是她姐姐，
应该让着她。你不是说不让妹妹的姐姐不是好孩子吗？我还
是好孩子吗？”老师听后，连忙点头。

我虽然是个好脾气的孩子，但不意味着我就是一只任人宰割
的小绵羊。对于那种原则的性的问题，我确实十分认真的。

那次期中考试，我不经意间发现了前面的两位同学作弊。我
当时很愤怒，但没有鲁莽的举手告老师，我先写了一个小字
条给他提醒他。没想到他不知好歹地会给我：“敢告老师，
放学让你难堪”。我气坏了，还敢威胁我，怒火一下冒了三
丈。于是气势汹汹地“拍桌而起”，当场向老师高发他们。

这就是我，一个好脾气的我，同事又是一个严肃的一丝不苟
的我。

时间飞快的流逝，xx个年头从我手中飞走。在这15年里，世事



变化很大，但我的性格没变，依旧是当初的我，独一无二的
我。

自传读后感篇六

国学现在是一个很虚的词，尤其是现在的所谓各位国学大师，
自新文化运动前后一干大师们纷纷逝去以后，国学已经变成
了一个虚词，大家都在雾里看花，处于这个目的，探究一下
林语堂的相关。

看的电子版本，分为4个部分：从异教徒到徒/我的自传/八十
自叙(80高寿时编撰)/自传拾遗，断断续续的看了大约半个月。
前三部分其实都是比较完整的自传，所以放在一起看，感觉
就把林语堂自传复习了很多遍，尤其是林先生重点落墨的童
年和游学阶段。第四部分，从几个角度，将一些散文归集成
册。

看这本书意外的发现：

2/勤于发明，热衷中文打字机

文风朴素又不失风雅，果然是大师风范。对当前人的最大启
发，文理兼修啊。

注：这本纸板图书，只有我上面提到的二/三部分。

自传读后感篇七

“我的认识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
上吸收消化，却不须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

看《从文自传》时总会不自觉把从文先生融入《边城》，且
并不觉得会违和。仿佛从文先生就是他笔下湘西世界里的人，
在向你道出边城湘西生活。



那生活以外的生活，城市以外的城市，是怎样的山水蕴育出
沈从先生一般淳真浓烈的人？

《从文自传》也许就是答案。

城市以外的城市是他日昼岁月灵魂的自我对话，是他创作湘
西世界中一切梦想和美丽的源头。

城市以外的城市给了他生活以外的生活。

童年的从文先生心中总是充满对界的好奇，因为天资聪明，
生性洒脱，他总是逃学，领略到许多书本上无法授予的知识。
是啊！智慧本无须从一书一词中学来，从生中吸收消化就够
了，别人再多的经验也只会变为我们心中别人的道理，无法
支配行为。

这生活以外的生活不是只有高楼，有小集市，有铁匠打出的
火光，有郊区的蟋蟀，有被罚时还能想象的自由。

生活以外的生活，给从文先生戴上一顶“土皇
冠”—————乡下人。这乡下人总是空持用乡下人眼光使
自身置于灯红酒绿之外。

书中的一字句都那么客观又平静，这些不夸大的观点让人在
阳光下悲伤，也能以人的胸怀和对生命的热爱把它包客。

“看待世界角度还有这么多，视野还有这么广。”也许乡下
人真正的含义，就是他本人赋予的一段话吧！

读完《从文自传》才发现原来《边城》里他生活的影子那么
重，也许那湘西世界就是那乡下人的乐园吧。

这生活以外的生活也有几分血色。从文先生刚正不阿，厌恶
专权，或许源于他在辛亥革命里上的一课。农民总是被别人



玩弄命运，军队的残酷和社会底层人物的抗争，使他寄希望
于驻军为当人民群众出点力。

所以在从文先生的作品中，即使主人公背景灰暗，但我们却
总读不出痛苦的呻吟，而多了一份从容的生活态度。这也许
得之于从文先生历经波折后对生命独特的理解。

不批评，不呐喊，告诉你他看到的，经历的。

从文先生以散淡韵味的文字，构筑起自己心中的风月——那
是生活，生活外的生活。

自传读后感篇八

昨夜熬夜将《伊莎多拉。邓肯自传》看完了，想到了林语堂
的评论“这本书直率得让人发指”。一直都被作者那种坚持
不懈地追求梦想，追求自由的精神所鼓舞，为自己这么大年
龄了还一事无成而自惭形秽，为自己现在依然年轻却还在等
待而心潮澎湃。她是一名有着高贵的爱尔兰血统的美国人，
她的一生都在尝试着突破某些枷锁，她是那样的富有冒险精
神。也只有像她这样的人才能找到自己，才能看到被人常人
看不到的地方。

虽然作者一直在书里面讲自己没有很好的文学才华，可是作
为读者的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部自传，更是一部充满浪漫
色彩的欧洲20世纪初的旅游传记，是一本充满文学描述和风
景描绘的散文。所有的景物总是被赋予了生命，所有的话语
总是充满的深情。她不允许自己的生活平淡，快乐和苦难至
于她都是生命中最美的色彩。我被其中的美景深深的吸引了，
以至于对欧洲产生了无限的遐想。欧洲是孕育了美景，更加
孕育了20世纪初那么多优秀的艺术家，作家，画家，诗人等
等，当然还有舞蹈戏剧，这里是艺术家的乐园，如果时光可
以倒流，我真的很希望自己也可以到那里畅游一番。



她能够穿越整个美国到达巴黎，到达伦敦，到达希腊，那种
对艺术对文学的痴狂有时会让我这个读者喘不过气来，因为
这感情来的太热烈了，太不真实了。但是我却又接受了，我
知道这里面就算有夸张的成分，但这就是最真实的伊莎贝拉。
她可以没有金钱，可以没有爱情，可以没有孩子，可是她不
能没有艺术。每一次到人生的最绝境的时候，他总能在艺术
中找到令自己振作的东西。她的一生就是为舞蹈，为整个人
类的舞蹈而生。她总是在巡回演出的路上，其实她一生都是
一部传奇都是在进行巡回演出。

艺术家总是孤独的，纯粹的艺术家都是被饿死的，我们经常
这么认为。他们看到的东西都太深刻了，他们领悟的都是这
个世间最珍贵的情感。我们这些俗人又是如何能够理解呢？
他们的孤独时幸运的，因为他们获得了另外的一个世界。艺
术家们往往处于经济状况非常糟糕的境地，并不是因为他们
不会挣钱，而是因为他们太会花钱，说得现代一点就是不会
理财。伊莎多拉每次总是会在自己经济状况较好时开始疯狂
地痴迷艺术，然后又在自己身无分文时回到现实。她一生挣
得的财富不计其数，但是却一直处于穷苦的状态。就如同比
她早了几个世纪的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换个角度讲，也许金
钱对于她只是负累，都是她登上艺术的天堂路上的尘埃。

我其实很不想谈论她的爱情，我觉得其实爱情给了邓肯灵感，
也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太多的磨难。虽然也给她带来了许多幸
福时光。她在爱情与艺术之间的抉择也更凸显了她对艺术的
执着甚至说是偏执。

《纯粹理性批判》是一本貌似在书中作者多次提到的书籍，
是一直激发作者创作灵感的书籍。没有看过，现在想去看看。
书中提到了太多关于欧洲艺术的东西了，作为一个门外汉，
我一次一次地感受到自己的浅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