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心得名人名言(大全6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读书心得名人名言篇一

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是罗曼·罗兰尊为英雄的
三位伟人。不同国籍，不同职业，不同人生，却有同样不屈
的灵魂。

《孟子》有言：“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这句话用在这三位伟人身上再恰当不过。

贝多芬，德国著名音乐家，被尊为“乐圣”，而谁又能想到，
他竟然是个聋子。从小，他就生活在父亲的鞭打之下，被迫
练习小提琴和钢琴。在青年时期，耳疾就在悄悄叩门。这对
一个以音乐为生，正值大好青春的年轻人来说，该是多么大
的打击!爱情的不顺，疾病的困扰，生活的窘迫，并没有使他
一蹶不振，他选择报之以歌。他的世界一片寂静，但他那不
屈的灵魂，使他在寂静中勃发，奏出铿锵有力的生命之声。
也正是命运的打击，铸造了他不屈的灵魂。

米开朗琪罗，意大利著名雕塑家，却因为性格孤僻，一味被
排挤，甚至遭到陷害。但他一生追求艺术的完美，坚持走自
己的艺术道路，不惜顶撞恩主。为了工作，他可以把自己锁
在教堂里，只留一个仆人在身边。疾病的折磨，精神的重负，
他一概不怕，也不在乎，他那早已被磨练出来的不屈的灵魂，
让他在艺术的道路上只顾勇往直前，旁人的排挤，孤独的处



境，都无法成为他道路上的绊脚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还在为《耶稣的死难像》工作。

托尔斯泰，俄国著名作家。与上两位不同的是，他拥有着财
富和地位。虽然是贵族出身，但他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
重重矛盾，他同情着下层人民，对沙皇暴政有着强烈的愤慨。
于是他决定以笔为枪，为底层人民发声。他不怕遭到镇压排
挤，因为他相信他追求的是真理，他有着面对强权不屈的灵
魂。《复活》《战争与和平》，他用独到的眼光审视这个社
会。而八十二岁那年，因为看透世间炎凉，他决定离家出走，
不久后死于火车站。他那因为追求真理而不屈的灵魂，将被
后人所铭记。

“人生是艰苦的，充满了贫困，忧虑，孤独和辛劳”，而只
有拥有不屈的灵魂，才能笑对人生，在命运的打击下，顽强
绽放出自己的光彩。

读书心得名人名言篇二

当我读完《名人传》这本书之后，我被其中三个名人的故事
所吸引，也对他们的故事有所感触。

这本书是罗曼·罗兰著作的，他是法国著名的作家，这部
《名人传》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贝多芬传》;
第二部分是《米开朗琪罗传》;第三部分是《托尔斯泰传》。
贝多芬是一位著名的音乐家，但是他的人生却是坎坷不平的，
迷茫、无助、绝望充斥着他的心。在他双耳失聪后，贝多芬
用自己坚强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屈服于挫折。他在病魔缠身
的情况下，创作出了许多比以往更加有秀的作品。终于，他
的意志力占了上风，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把他那阴沉的思想
悉数涤荡。

生命的沸腾掀起了音乐的终曲。这时，贝多芬渴望幸福，他
不愿相信自己的不幸是无法医治的：他渴望治愈，渴求爱情，



又开始追求新的生活。后来，贝多芬在演出时受到的礼遇竟
然超过了皇族驾临。在最后，贝多芬患了胸膜炎，在一场暴
风雪中，伟大的贝多芬从容、宁静地走了。贝多芬恰好给我
们提供了一面镜子，他照出了我们内心的那份卑微与渺小，
给我们的心灵以良好的启迪，贝多芬是一位不朽的英雄，他
让我们呼吸到了强烈的“英雄气息”!

米开朗琪罗出生高贵却有着强烈的个性，家里人想让他出人
头地，但他却要坚持自己的追求，这让他经历了很多苦难。
米开朗琪罗对自己的每一项工作都十分地投入，然而命运给
予天才的恩赐太过吝啬，他总是用幻灭的苦涩、希望的破灭、
意志的摧毁作为对天才努力的酬谢。米开朗琪罗也因此变得
沉默和日日忧郁，未能完成的作品正是此时他心理崩溃的外
在表现。因为身为充满偏激、狂热和激情的佛楼伦萨的一分
子，米开朗琪罗始终坚守着民主与共和的信念，而佛罗伦萨
的失陷，米开朗琪罗同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迅速跌落到了
崩溃的深渊，这是一种比任何东西都更致命的打击。当卡瓦
列里和维多莉亚的出现使米开朗琪罗有幸感受这对他来说非
常可贵的幸福。

无论是真挚的友情还是甜蜜的爱情，都让米开朗琪罗重新盎
然生机。优美的十四行诗，还有雕像相继完成，让人不能不
叹服于爱的力量。伟大的艺术家都认为工作是他们最好的酬
劳，米开朗琪罗也是这样的人。在他七十岁时，担任了圣彼
得大教堂的建筑总监，为了完成这一宏伟大业，米开朗琪罗
倾尽了一切心力。而对饱受磨难的艺术家而言，死是最好的
解脱。守候在他身边的人则等待着遗嘱和财产。当平和的天
国的第一日，他安息了。

托尔斯泰是一位大家再熟悉不过的俄罗斯作家。可他的童年
却是残缺亲情的，在2岁时，失去了母爱，9岁时，失去了父
爱，这种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包围着他的人生。当托尔斯泰
来到了一个安宁的处所，便去找上帝，但他在向上帝询问的
同时，自己的情欲却在折磨自己，使自己无法真正理解上帝。



成年以后，他评价自己写的《童年时代》，并指出了自己的
错误和不足。这揭示出了托尔斯泰对自己的不满的原因。土
耳其战争爆发后，托尔斯泰去当兵了，这让他的思想层面又
到了另一个层面，想去追求自身的解脱，但是战争生活让他
对生活有了另一种体验。所以，他写的著作打动着我们，在
弥留之际的话语震撼了我们，要去驱逐现实的黑暗，达到人
生的最高理想和境界。

读了这本书，这三个名人都是伟大的，他们背后都隐藏了一
个故事，他们摔倒了，爬起来继续向前走，而我们，有一点
困难却不会自己处理，他们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应向他们学
习!

读书心得名人名言篇三

《名人传》由《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
传》组成，它们均创作于20世纪初期，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
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作者是法国著名文学大师罗曼·罗兰。音乐家贝多芬在耳聋
后，经常阅读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的《名人传》，从而获
得精神上的抚慰。受到这种启发的罗曼·罗兰决定写一些英
雄人物的传记，宗旨在安慰和鼓励“世界上不幸的人们”。

“在这英雄队伍的前列，我将首席位置给了坚强而纯粹的贝
多芬。他在受苦时，曾祝愿他的事例能给其他不幸者提供支
撑，‘但愿不幸的人，看到一个与他同样的不幸者，不怕自
然设下的障碍，竭尽所能使自己成为一个无愧于人的称号的
人，能从中获得慰藉’。经过多年超人的奋斗和努力，克服
了困难，完成了他所谓的‘向可怜的人类吹送勇气’的大业
后，这位胜利的”普罗米修斯，回答一个乞灵于神明的朋友
说：‘人啊，靠你自己吧！’他的这句豪言壮语，应对我们
有所启迪。让我们以他为榜样，重新恢复对生活、对人类的
信念吧！”这段话便是作者罗曼·罗兰对于贝多芬的评价。



的确，我最欣赏的便是贝多芬，他被德国公认为有史以来最
伟大的作曲家之一。在记述贝多芬时，作者不仅记述了贝多
芬光辉的一生，而且以耳聋、爱情挫折为线索，写出了贝多
芬的痛苦，以及对于命运的反抗。罗曼·罗兰更以诗一样的
语言热烈赞颂贝多芬以大众欢乐为生命最高欢乐的崇高精神
境界，语句在此时几乎要飞跃出纸面，火一样的激情洋溢在
词句之间。

贝多芬的苦难更多的是因为耳疾，比之于童年时缺少家庭温
情，成年后爱情屡屡幻灭，耳疾对他来说是致命的。正如傅
雷所说：“耳聋，对平常人来说是一部分世界的灭亡，对音
乐家是整个世界的灭亡。”这一打击曾把贝多芬引向绝望，
他说：“我却愿和我的命运挑战，只要可能；但有的时候，
我竟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

伟大的作曲家贝多芬，在他成功的背后，是常人难以承受的
痛，是身体的痛，更是心理的痛。童年生活的苦，他不曾享
受家庭的温暖。成年之后的痛，更让他无法释怀。耳聋症开
始肆虐，耳鸣整日整夜地折磨他，不但如此，还是懵懵懂懂
的两次爱情，因为他的疾病，双双坠入深渊。

这些痛苦的回忆对于贝多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的
心灵因此被摧残，备受煎熬，痛苦的他几乎想自杀，但他那
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最终阻止了他。

然而，对于我来说，贝多芬所经历的事情是我无法想象，更
是无法承受的。无人知晓，是怎样的一种力量迫使他坚持了
下来，克服障碍，冲向人生的顶峰；无人知晓，是多大的勇
气让他面对现实，抛开世俗的眼光，坚强而痛苦地生活着。
因为他知道，放弃，意味着最后一丝希望都将不复存在！坚
持，才有可能重获新生！



读书心得名人名言篇四

《名人传》描述了处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三位伟大艺术
家的精神力量和心灵之美，他们是19世纪德国伟大音乐家贝
多芬、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著名雕塑家米开朗琪罗、俄国文
坛巨子托尔斯泰，写出了他们与命运抗争的崇高勇气和担荷
全人类苦难的伟大情怀，让我们用心去贴近英雄的伟大人格，
感受他们为追求真善美，真理和正义而长期忍受苦难的心路
历程，令我们启示更多，获得更多。

他在《贝多芬传》的结尾这样写道：“一个不幸的人，贫穷、
残废、孤独，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给他欢乐，他却创造
了欢乐来给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难来铸成欢乐，好似他用那
句豪语来说明的——那是可以总结他的一生，可以成为一切
英勇心灵的箴言：用痛苦换来欢迎。”确实，“用痛苦换来
欢乐”正是罗曼罗兰追踪贝多芬一生命运的视野，这句话构
成了《贝多芬传》内在的紧张和扣人心魂的思想魅力之所在。
是什么支持着贝多芬？是不向皇权低头的品质，是不被金钱
收买的决心，是扼住命运咽喉的勇气！

正是依靠着这些超凡的精神力量，贝多芬越过了人生的无数
个痛苦险峰，达到了对人生最清醒的领悟。

《复活》是托尔斯泰暮年的又一部力作，罗曼罗兰所
说：“妻子、儿女、朋友、敌人都没有理解他，都认为他是
堂吉诃德，因为他们都看不见他与之斗争的那个敌人，其实
这个敌人就是他自己。”“托尔斯泰，你是否依照你所宣扬
的主义而生活！

”他痛苦地回答：“我羞愧欲死，我是罪人，我应当被人蔑
视。”终于，在82岁的暮年，托尔斯泰在一个寒冷的冬夜，
独自逃出了家门，在一个无名的小城一病不起。弥留之际，
他号啕大哭，对守在他周围的人们说道；“大地上千百万的
生灵在受苦；为何大家都在这里只照顾一个列夫托尔斯



泰？”其实，托尔斯泰发出的是对苍生的疑问，也是对痛苦
心灵的回应，在这里我们分明又听到了贝多芬对生命的欢乐
歌唱。

只要我们体会到《名人传》给我们心灵崇高的升华，使英雄
的鲜血呈现在我们面前，英雄的红旗在我们的头顶上飘扬，
我们就慢慢地感受到，在这个人们躲避崇高、告别崇高而自
甘平庸的社会里，我们的灵魂也被所升华为一种崇高。

读书心得名人名言篇五

《名人传》的作者是罗曼·罗兰，他指出人生是艰苦的，生
活里充满了贫困，忧虑，孤独和辛劳，人们彼此存在隔膜，
不懂得互相安慰，所以他写《名人传》，把伟大的心灵献给
受苦难的人们，使他们得到安慰和鼓舞。

首先介绍的是贝多芬，之所以先介绍他，是因为贝多芬希望
他自己的苦难经历能给予别的受苦难者以力量。

作者说他外貌平平，并用细腻的手法将外貌描绘得格外生动。
贝多芬的童年与莫扎特相比，是无光的，艰苦的，并且少年
时代的他就开始为经济问题操心，中年疾病缠绕着他，但他
依旧与病魔抗争。

他饱受身与心的折磨，多次想向命运屈服，但他说：“我要
扼住命运的咽喉。在别人的眼中，他是一个骄傲而孤独的伟
人，没有人理解他，懂他。从他的经历中，我知道他一生都
处于困苦中，友情，亲情，爱情，他也未能好好感受。罗
曼·罗兰说贝多芬的这一生就像是一个雷雨天。

我能感到贝多芬一直都在与命运抗争，与思想抗争，他对艺
术的热爱，追求促使他的生命拥有力。米开朗琪罗一生遭受
历任教皇差遣，始终处于超负荷的工作之中。他的创作伴随
着贫困、疾病、劳累、仇人离间、亲人薄情寡义……然而，



他没有放弃努力，用血泪创作出了不朽的传世佳作。

最终，米开朗琪罗取得了成功，他的作品已成为西方美术历
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托尔斯泰随人家境优裕，但他一直牵
挂在受苦难的民众。他甘愿放弃自己的一切，冲破世间束缚，
用生命去追寻信念、真理和正义，可谓“最清醒的现实主
义”的“天才艺术家”。

本书的作者罗曼·罗兰也想告诉我们一些道理：悲惨的命运
和痛苦的考验不仅降临在普通人的身上，同样也降临在伟人
的身上。当我们遭受挫折的时候，应该想到这些忍受并战胜
痛苦的榜样，不再怨天尤人，要坚定自己的信仰。

名人传读书心得篇7

读书心得名人名言篇六

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是罗曼罗兰尊为英雄的三
位伟人。不同国籍，不同职业，不同人生，却有同样不屈的
灵魂。

《孟子》有言：“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这句话用在这三位伟人身上再恰当不过。

贝多芬，德国著名音乐家，被尊为“乐圣”，而谁又能想到，
他竟然是个聋子。从小，他就生活在父亲的鞭打之下，被迫
练习小提琴和钢琴。在青年时期，耳疾就在悄悄叩门。这对
一个以音乐为生，正值大好青春的年轻人来说，该是多么大
的打击!爱情的不顺，疾病的困扰，生活的窘迫，并没有使他
一蹶不振，他选择报之以歌。他的世界一片寂静，但他那不



屈的灵魂，使他在寂静中勃发，奏出铿锵有力的生命之声。
也正是命运的打击，铸造了他不屈的灵魂。

米开朗琪罗，意大利著名雕塑家，却因为性格孤僻，一味被
排挤，甚至遭到陷害。但他一生追求艺术的完美，坚持走自
己的艺术道路，不惜顶撞恩主。为了工作，他可以把自己锁
在教堂里，只留一个仆人在身边。疾病的折磨，精神的重负，
他一概不怕，也不在乎，他那早已被磨练出来的不屈的灵魂，
让他在艺术的道路上只顾勇往直前，旁人的排挤，孤独的处
境，都无法成为他道路上的绊脚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还在为《耶稣的死难像》工作。

托尔斯泰，俄国著名作家。与上两位不同的是，他拥有着财
富和地位。虽然是贵族出身，但他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
重重矛盾，他同情着下层人民，对沙皇暴政有着强烈的愤慨。
于是他决定以笔为枪，为底层人民发声。他不怕遭到镇压排
挤，因为他相信他追求的是真理，他有着面对强权不屈的灵
魂。《复活》《战争与和平》，他用独到的眼光审视这个社
会。而八十二岁那年，因为看透世间炎凉，他决定离家出走，
不久后死于火车站。他那因为追求真理而不屈的灵魂，将被
后人所铭记。

“人生是艰苦的，充满了贫困，忧虑，孤独和辛劳”，而只
有拥有不屈的灵魂，才能笑对人生，在命运的打击下，顽强
绽放出自己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