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培根随笔读后感(精选8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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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
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培根随笔读后感篇一

读书能给人乐趣、文雅和能力。人们独具或退隐的时候，最
能体会到读书的乐趣；谈话的时候，最能表现出读书的文雅；
判断和处理事务的时候，最能发挥由读书而获得的能力。

耗费过多的时间去读书便是迟滞，过分用学问自炫便是矫揉
造作，而全凭学理判断一切，则是书呆子的癖好。学问能美
化人性，经验又能充实学问。天生的植物需要人工修剪，人
类的本性也需要学问诱导，而学问本身又必须以经验来规范，
否则便太迂阔了。

读书不是为着要辩驳，也不是要盲目信从，更不是去寻谈话
的资料，而是要去权衡和思考。有些书只需浅尝，有些书可
以狼吞，有些书要细嚼烂咽，慢慢消化。也就是说，有的书
只需选读，有的书只需浏览，有的书却必须全部精读。有些
书不必去读原本，读读它们的节本就够了，但这仅限于内容
不大重要的二流书籍；否则，删节过的书，往往就像蒸馏水
一样，淡而无味。

读书使人渊博，辩论使人机敏，写作使人精细。如果一个人
很少写作，他就需要有很强的记忆力；如果他很少辩论，就
需要有急智；如果他很少读书，就需要很狡猾，对于自己不
懂的事情，假装知道。

那些有实际经验而没有学识的人，也许能够一一实行或判断



某些事物的细枝末节，但对于事业的一般指导、筹划与处理，
还是真正有学问的人才能胜任。

培根随笔读后感篇二

很多人都喜欢这个伟大的哲学家——培根，但我却不！我讨
厌这个站在贵族立场与男权视角的培根，我讨厌这个工于心
计、老于世故的培根，我讨厌这个拥有着功利主义思想、深
谙于官场运作的培根！

不过，前两天读了《培根随笔》后，我才发现了另一个与我
想法完全不同的培根。我看到他对哲学的执着，对政治的热
衷，对生活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与对困难决不轻言放弃、
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态度。

在《培根人生论》优美且充满睿智的文字的感召下，我一口
气通读了两遍，仍觉意犹未尽，便十分想将其推荐给更多的
朋友，正谓之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我印象最深的是《论时机》。他在篇中说到当危险逼近时，
善于抓住时机迎头邀击它要比犹豫躲闪更有利。因为犹豫的
结果恰恰是错过了克服它的机会。

人的一生很多事情是不可能用确定论来准确描述的，但机遇
确是成功的首要因素，就人生而言，一生中大的机遇可能十
几年、几十年一遇。大的机遇是历史和社会造成的，因此要
想有所作为，一定要善于省时度势，看清发展的大趋势，用
良好的洞察力去感知哪里有“金矿”。

还有一种机遇是社会造成的，我国生活在六七十年代的人就
没有很好的机遇可以利用。机遇往往是突然地或不知不觉地
出现的，有时甚至永远不为人所知、或只是在回首往事时才
认识到过去的那件事是个机遇，庆幸抓住了它或者后悔失去
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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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经充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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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友谊的真正含义描写了出来，而且使我们切身体会到，即
使刚刚吵完架的朋友看到了这句话，也会不由自主地想对对
方道歉，因为友谊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然而培根
又将友谊的真谛描写的那么自然，无论是谁，都不会否认这
两点。

当我们遇到困难时，朋友是一个可靠的支柱，让我们可以得
到依赖；当我们跌倒时，朋友是一枝拐杖，扶助我们站起来。
这永远是其他人所不能替代的。每当一个人迷茫时，第一个
伸出援手的人，必定是他的朋友。只有朋友才会时刻帮助你，
保护你，让你走出黑暗的地方，一起欣赏阳光的灿烂。

培根随笔读后感篇三

前两天读了《培根随笔》后，我才发现了另一个与我想法完
全不同的培根。我看到他对哲学的执着，对政治的热衷，对
生活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与对困难决不轻言放弃、自强不
息的精神和态度。

我恍然明白：“噢！原来还有这样一个培根！”

在这数十篇随笔中，《论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避开
这文章中写的都是美、德兼备的男性帝王不说，这则是一篇
关于“美”的经典之作。它着重论述人应该怎样对待外在美
和内在美的问题展开评述。“善犹如宝石，以镶嵌自然为美；
而善附于美者无疑最美，不过这美者倒不必相貌俊秀，只须
气度端庄，仪态宜人。”不错，形体之美要胜于颜色之美，
而优雅行为之美又胜于形体之美。因此我想，人的外表固然
重要，但如果没有内涵，光有外表，只是一个躯壳，行尸走



肉，又怎么能算得上是美丽呢？所以，人是因为可爱而美丽，
而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

读完这书后，我忽然想起，人是没有十全十美的，而且每个
人的理想与信念不同，当然，所追求的事物和追逐的梦想也
各不相同，不可把自己的喜好强加在别人身上，也不能依照
自己的喜好来评判他人。况且人是有两面的嘛！应多看看别
人的优点，吸取精华之处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为将来漫漫人
生路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本好书可以使人明白一个道理，一本好书可以为人建造一
条捷径，一本好书甚至可以改变人一生的命运！如同培根所
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
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

培根随笔读后感篇四

正如培根所说，我们其实并不是惧怕死亡本身，而是惧怕伴
随死亡而来的种种一切。日益衰竭的器官，变得十分丑陋的
容颜，不能进食的口腔，再也无法说出来的言语，倦曲的身
体……都会让我们联想到别离的那一天，联想到永别，联想
到死亡。而更突出的是，当昨天还在一个办公室同事，同个
餐桌就餐，同一条小道上散步。仅仅一个夜晚，也许就是一
瞬间，一个意外就可能阴阳两隔。那时候，我们对死亡是多
么的憎恨和恐怖啊!

面对死亡 —— 随风摇曳 —— 梦 里 梦 外面对死亡 ——
随风摇曳 —— 梦 里 梦 外面对死亡 —— 随风摇曳 ——
梦 里 梦 外面对死亡 —— 随风摇曳 —— 梦 里 梦 外但
是，岁月会让我们成熟，岁月会让我们坚强和伟大。只要我
们回首人生时无所遗憾，我们也许就会平静的面对死亡，无
论是我们的亲人、朋友，还是我们自己。这就是“人生最好
的挽歌，无过于当你在一种有价值的事业中度过了一生后能
够说：‘主啊，如今请让你的仆人离去。’”(培根语)释意。



见过了太多的生离死别。在已步入老年人行列之后，对死亡
已没有年轻时的那种忧虑和恐惧的心理。就是今年父亲在住
院最严重最让人忧心的日子里，好象也没有太多的对死亡的
概念。那个时候，只是想如果有能力，有办法改变或改善他
的痛苦，就是最好的对他的回报和安慰了。所以，当看到年
轻的护士为给他找血管注射，慢慢的从手背一直打到手腕的
时候，就特别想有一个经验丰富的人来给他注射，以减轻他
的痛。而在这个过程中，与死亡无关。

有时候，想到安乐死。从内心真实来说，我赞成实行安乐死，
无论是对我的亲人，还是对我自己。人的一生其实是很痛苦
的，所以应该让善良的人们，让经历了诸多痛苦的人们，在
生命的最后时刻，快乐、安祥、平静的离开这个美好的世界。

爱玩小聪明者，一般得实惠多多。许多小聪明的人，虽然没
有特别能耐，也没有惊人业绩，却每每总能玩得让领导心花
怒放。于是，升职、提薪、加级……便一一如期而至。

无论怎样，面对死亡，我肯定会无所畏惧。虽然，我会悲伤，
但不会怕。

培根随笔读后感篇五

知的目的不是为了吹嘘炫耀，而应该是为了寻找真理，启迪
智慧。

人的出生并不是什么都懂，因为知识不能靠遗传得到的。需
要不断地去学习，我们的精神和思想上虽然不是十全十美的，
但可以靠获取知识来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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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是人一生的财富，要靠自己去求知，学到的东西都是属
于自己的，要通過實踐，把閲讀的知識發揮到現實當中去。



因爲实习尝试则可检验修正知识本身的真伪。

活到老學到老，知識就是力量這些名言一直教育著我们要博
學，來充實自己的人生，發揮個人價值，乃至對社會作貢獻。
這一切一切都需要以知識來作扎實的根基。

培根随笔读后感篇六

《培根随笔》是十九世纪英国的著名作家弗朗西斯·培根一
生心血之结晶。在这本书中，培根几乎谈遍了人类生活的的
方方面面。他见解独到，发人深省，令人回味无穷。

我是在六年级的时候接触这本书的，当初是因为朋友的极力
推荐，其实我当时很不以为然。但之后某一天因为实在无聊，
才让它重见天日。不知不觉中，我竟然迷上了这本书。每个
章节我都要看许多遍，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论死亡》中
的一句：“复仇之心可以征服死亡，爱恋之心足以蔑视死亡，
荣誉之心会献身死亡，悲痛之心会奔赴死亡，恐惧之心会预
期死亡。”

对此，我深有感悟：一个人在仇恨的驱使下，可以做出任何
事，为了报仇，就连付出性命都在所不惜;当两个人相爱，并
且爱得很深的时候，死亡便在他们心中变的微不足道;人为了
获得赞赏，为了让自己名留青史，为了让别人在提到自己的
名字时用华丽的辞藻来修饰，可以将自己的生命献给死亡;一
个人在极度悲痛、伤心之时，可能会因为承受不住而自杀什
么的;人在因为什么东西而担惊受怕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的
想起自己的未来，为自己的命运而担忧……虽然我可能永远
不会因为这些东西而投向死亡轻柔的怀抱，因为我的人生很
平淡，而且可以说大部分的人生都是很平淡，但这并不妨碍
我追求轰轰烈烈的人生，甘于平凡，却不甘于平庸。

虽然我现在并不大，但也并不小，已经能明白死亡的含义了，
死亡意味着离别、痛苦，不仅是自己的，还有家人，如果争



气一点的话，可能还会有更多人，但我觉得能为别人作出贡
献的死亡才是有意义的，像普通人一样，碌碌无为的过完自
己的一生。我不想在生命的尽头，当走马灯放映时，像看一
场烂片一样索然无味，甚至心生厌恶。“生当做人杰，死亦
为鬼雄”，每当我吟诵李清照的这句诗时，就会心潮澎湃。
有人可能觉得我好高骛远，都还没成年就想死的事，但我觉
得这是对人生的一种不满，是一种拒绝平庸的表现。

培根的每句话都蕴藏着做人的道理，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出，
他是一个三观非常正直的人。《培根随笔》中，他的每一句
话都更能让读者在阅读中塑造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看
完这本书后，我印象中的培根是个语言正中红心，但同时令
人遐思的牙尖嘴利的英伦绅士的形象。

《培根随笔》这本书让我懂得了许多道理，我很享受与它相
伴的时光。

培根随笔读后感篇七

培根是英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政治家。当我翻开他的
随笔时，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么短的文章能写出些什么道理来
呢？可当我耐心读下去的时候，一点一点的惊奇慢慢蔓延在
我的心头：他写的每一个字都好像有着自己的价值，每句话
都好像在诉说着一个哲理。

在他的随笔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谈美》和《谈友谊》。

美，是自古至今人们谈论的永恒话题之一，而每一个人对于
美的看法也各不相同，所以培根也写了一篇《谈美》。培根
把美分为了内在美和外在美，他说：“论及美，容貌美胜过
肤色美，文雅得体的举止美又胜过容貌美。”我想，在培根
心中，外在美胜过于内在美，当一个人虽容貌不如人意的时
候，他的德行举止却位于人上，那么，他就是美的。而现在
更多的人只注重于外在美，用形形色色的化妆品把自己的外



表包装的光鲜亮丽，但却不注重于自己的行为举止是否文明，
那么即使他的外在如同仙子般美丽，那他也称不上是美的，
所以，让我们在注重外在美的同时，也注意提升我们的内心
修养，让我们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培根随笔》如同一杯值得让我细细品味的好茶，读熟它，
读透它，对我们的人生将不无裨益，也将使我们的人生更加
丰富多彩！

培根随笔读后感篇八

弗兰西斯·培根就是这本书的作家，他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
作家和科学家。他竭力倡导“书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
数学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
使人善辩”他推崇科学发展科学的进步思想和崇尚知识的进
步口号。一直推进着社会的进步。他还有许多著作如《学术
的发展》、《论说文集》、《论事物的本性》等。

在这数十篇随笔中，《论真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真理是什么东西？”彼拉多当年玩世不恭地取笑说。
他提这个问题是不指望得到答案的。世人多数心随境变，他
们认为坚持一种信念就等于自戴一种枷锁，会使思想和行为
无法自行其是。虽然作为一种学派的怀疑论早已消逝，但持
这种观点者仍大有人在——尽管他们的观念未必像古人那样
清晰而透彻。

谎言--虚伪的代名词（不包括善意的），文中说的一句话我
很认同，人们之所以愿意去追随诡言是为了是“由于诡言更
能迎合人性中的那些恶习”，人性，一个强壮到不能再伟大
的事物，，却又同时渺小到不能再脆弱，追随诡言，是在逃
避，去逃避那些内心中的某些事物被活生生、血淋淋地揭开。
文中说得不错，气炸地行为像蛇，只能靠肚皮爬行。没有任
何罪恶比虚伪和背叛更可耻的！所以蒙田在研究“骗子”这
个词为何如此可憎时说得好：“深思一下吧！说谎者是这样



的一类人，他敢于狂妄地面对上帝，却不敢勇敢地面对世
人！”

正是如此！曾经有一个预言，说基督返回人间的时刻，就是
在大地上找不到诚实者的时刻——而谎言就是请求上帝来执
行末日审判的丧钟之声。对于虚伪和欺诈者们，这乃是一个
严肃的警告啊！别真的让童年成为最“纯真”的时光，然后
永远尘封在回忆最深的角落里。

读完这书后，我忽然想起，人是没有十全十美的，而且每个
人的理想与信念不同，当然，所追求的事物和追逐的梦想也
各不相同，不可把自己的喜好强加在别人身上，也不能依照
自己的喜好来评判他人。况且人是有两面的嘛！应多看看别
人的优点，吸取精华之处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为将来漫漫人
生路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本好书可以使人明白一个道理，一本好书可以为人建造一
条捷径，一本好书甚至可以改变人一生的命运！如同培根所
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
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不得不
肯定，从某一方面来说，这是一本使人上进的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