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皮囊读后感(模板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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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
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皮囊读后感篇一

有一群爱读书的朋友。读完一本书，自然而然的就愿意与其
分享。

那天也是如此，说起蔡崇达写的《皮囊》一书。

有的朋友说以前读过，但是过了许久，有些情节已经模糊了，
可是那个“倔强”的一定要盖房的作者母亲，一直在印象却
十分深刻。

母亲这个人物是写《母亲的房子》那一章节里，作者写他自
己的母亲为了盖房子，经历的许多波折，而盖房子也是“母
亲”的生活希望的信念。

这本书里不止是“母亲”这么有着一个鲜明性格的人物，里
面的每一章都有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比如在《皮囊》里
的“阿太”、《残疾》里的父亲、《张美丽》里面的张美丽、
还有《阿小和阿小》里的两个阿小以及《天才文展》里的.文
展、和《厚朴》里的厚朴，里面的每一个人都与作者有着密
切的联系，他们或是“母亲”那样倔强、或是像“阿太”那
样内心澄明、或又如同“文展”那样无师自通的自律还有
和“厚朴”那样放飞自我的“自由”……那一个个角色，在
人群里穿插，在岁月里游走。

某个时候时候或许有种错觉，书里面那些生动的人物，就是
我们身边某一个人，是亲朋好友、邻里街坊、是同学同事、



也或是只是每次见面熟络而不知道姓名的某一个人。

他们就这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擦肩而过，却经常在某一个
意识中影影绰绰，又或许是我们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那一
个连自己都不曾发觉的部分。

其实自己未必真的了自己，就像书中的人物文展和厚朴，当
时都以为自己会达到自己预期的目标，走向他们内心深处的
成功之路，可是尽管他们的性格一个极其“自律”；一个放
飞自我“自由自在”，可是结果却终究因为根本就不了解自
身的存在的致使缺点，而连他们曾经认为的普通人都不如，
一个颓废度日，一个以致丧命。

复旦大学教授陈果说，以我观书，以书观我。

是的“以书观我”，很庆幸在这本让人不舍释手的《皮囊》，
看到了自己的某个部分。

孔子说，温故而知新。

希望在以后的日子，再次重能从中看到并发现更多的更全面
的自己。

皮囊读后感篇二

突然发现书客这个平台，正好活动里有准备看的书，所以就
参加了。

一开始《皮囊》无意间翻过没看，后来补起来，”肉体是拿
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深得我心，因为我是通过自虐性
登山来放空自己，看清自己的。我们的生命本轻盈，都是被
这肉体和各种欲望的污浊给拖住了。

后边关于母亲与父亲的故事，家庭里一个人的疾病随着时间



慢慢消耗着这个家庭的希望，这样的故事在农村不少见。有
时候甚至消耗着生的念想。但是更可怕的是困难来临的时候
乡亲们的冷漠与旁观。

张美丽的故事，人言可畏，闲言细语如刀般割着张美丽坚强
的心。

两个阿小、文展、厚扑，以自己的认知看待这个世界，并努
力疯狂的冲向自己向往的地方。阿小们只会模仿，没有明白
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为什么去追求。文展足够努力，但太
较劲，太看重自己，他一句“困惑、一时找不到未来的大目
标这很正常，没有几个人能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可以过什
么样的生活，你做好眼前的一件件事情就可以了。”可惜了
这自以为是的社会。厚扑追求激情、挑战和自由，可惜生活
梦想飞的太高，没好好走过什么路。

写作是一种内省，是解剖自己的思想，当自己动笔去写的时
候才会去思考自己真正的想法。这是一本关于回忆的书，也
是一本内观自己的书。

皮囊读后感篇三

打开《皮囊》这本书是因为之前在书城里面看到，这本书是
刘德华推荐，刘德华在推荐语里面说，他读了这本书有很大
的启发，就如同生命中多添一盏明灯。

我打开了这本书首先看到的事这本书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皮
囊》，希望也可以给我的生命中多一盏明灯，故事讲述了蔡
崇达活到九十九岁的阿太，她为人处世平淡，在女儿死的时
候别人都担心她会出什么事情的时候，她却表现出一副事不
关己的样子。

蔡崇达听说舅公小时候差点被阿太丢到海里淹死，而受到别
人指责，然后他问阿太真假时，阿太说：是真的啊，如果你



整天伺候着个皮囊，不会有出息的，只有会用肉体的人才能
成才。

俗话说：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美丽的皮囊千篇一律。我们
生而为人，每个人都有一副皮囊，阿太一直以为皮囊是用来
用的，九十九岁的阿太离开了人世，留下一句话给蔡崇达：
死就是一脚蹬的事情，我已经没有皮囊这个包袱，来去多方
便。

在文章最后作者说：我们的生命本来多轻盈，都是被这肉体
和各种欲望的污浊给拖住。是啊，我们的灵魂是多么轻盈，
在现在的生活中，无数人成为车奴，房奴，卡奴，拖着沉重
的皮囊，却忘记了我们的灵魂本来就是非常轻盈。

读完皮囊这一节，然后思考以前的人生，为了很多事情担心，
在痛苦的时候让自己难受，其实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
都会烟消云吧。最后我读完《皮囊》后，感觉以后一定要善
待自己，善待家人，善待每一个善良的人。读完《皮囊》这
本书给我的生命多了一盏明灯。

皮囊读后感篇四

陪我一起看黑狗达，对皮囊你还介意吗？小芝麻，只能叫你
我开始流下眼泪也更刺痛我的眼睛，我的心。

小芝麻，可能我想抒发的情感以及文字都是在找借口，未来
几天我们将离开彼此皮囊。你发誓我的心真的好痛、好痛…。

小芝麻，我不胖的身体在你到来后，睁开眼睛臃肿的到下午
才能看出双眼皮的'我，一直持续着燥热，又不得不喝水。整
个身体臃肿不堪。

小芝麻，心悸和呼吸困难也影响你的舒适程度吧？因为我尽
力想找到我们彼此舒服的姿势或者空气，很遗憾，你的肚子



疼疼的，你猜，小芝麻你很不开心吧、也许以上种种原因都
是我们彼此不能真正的见面的惩罚。

小芝麻，眼前的世界，和接下来的世界，没有多姿绚丽，所
以我想说的是，我会默默的为你祈福，给不了你最好的皮囊、
无法给你多姿绚丽的世界，忘你可以释然，因为我也相信，
举头三尺有神明、待缘份尽头，你我曾有过，或是母子或是
灵魂深处，有地方可以寄托哀…思。

夜已深，我们一同入眠，我含着泪，你呢？

皮囊读后感篇五

我这两天在攻读《皮囊》一书，作者蔡崇达用一种冷静、细
致、客观的笔触，将“太过在乎，太过珍贵，而被自己刻在
骨头里的故事，最终通过文字，一点点重新被扒出来，呈现
出当时的样子”所以，整体来讲，读《皮囊》一书，没有那
么轻松，眼泪会禁不住的流出来，叹息会从心底涌出来。

皮囊，无论再坚实，再怎么伪装，终究有朽败的时候。一旦
被揭开，里面的人心可能脆弱无助到你不能想象。

作者写道阿太——我外婆的母亲，活到九十九岁，从来不在
乎自己的身体，认为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她
每次切菜都很用力，有回生生切断一根手指，家人乱成一团，
她却像没事人一样。看见一只从菜刀下逃生，洒着血到处乱
跳的鸡，她一路小跑出来，抓住它，狠狠地摔死在地
上，“别让这肉体再折腾它的魂灵。”阿太，在那副看似强
悍的皮囊之下，她曾白发人送黑发人，挥别先她而去的女儿；
也曾在摔伤腿之后，靠一把椅子一步步挪到门口，只为等待
家中娃娃放学回来的身影。

回忆了自己的父亲，自中风瘫痪后，会突然号陶大哭，会像
小孩一样耍赖，发脾气，也会因为绝望而整天跟家人嘀咕，要



“抓紧死”。真正死了之后，他又跑到儿子的梦中，责怪儿
子只给他烧小汽车，不烧摩托车，“小汽车我不会开”；跑
到老伴的梦中，说他“想骑摩托车去海边逛逛”，要赶快给
他。原本带着几许幽默的话，此刻却仿若一枚枚坚硬的钉子，
要锲而不舍地楔进读者那柔软的心里去。

讲述了母亲坚持建房，出于对父亲的爱，那种感情固执而倔
强，甚至不顾生活的拮据和家人的反对，一个人对另一个人
最原始最简单的爱就是成就他，想尽一切办法让他开心和骄
傲，哪怕自己吃再多的苦也要让他抬头笑，这是人间最质朴
实在的爱。

此外，作者也写了很多遇到的普通人。比如重症病房里的病
号和小心翼翼陪伴的家属；敢爱敢恨却为世俗所不容的小镇
姑娘——张美丽；离开家乡闯荡最终一事无成的天才少
年——文展；两个阿小的故事，城市的阿小和农村阿小的种
种不适；以及那个想要摧毁一切规矩，活出最真实的自己的
却一直活在规矩中的厚朴……他们离当今社会上所描述的那种
“成功人士”似乎相去甚远，生活里的失意与痛苦，他们一
一尝尽。他们也许有过意气风发，有过拼搏与执着，但无常
的命运最后还是把他们一股脑地裹进忧伤的洪流。

“我们的生命本来多轻盈，都是被这肉体和各种欲望的污浊
给拖住。”多少人每天都拖着疲惫的身体工作到深夜，但是
有几个人会因为这样的辛苦而快乐？有几个人还在坚持做自
己想做的？做自己想做的，成为自己想成为的，这是人生最
快乐的事。假如喜欢读书，就一本接一本的读，想写字就写，
想写什么故事就写什么故事，没有限制，就像每个人的人生
一样不设限，千万个人有千万种活法，找到自己想要的就足
矣。把生活过在自己心上，而非别人的嘴上。这一副皮囊只
是为了让你的灵魂更丰富和深刻，而不是为了肉体的享受让
灵魂遭受折磨。

评论家李敬泽在这本书的推荐语里说：“人生或许就是一具



皮囊打包携带着一颗心的羁旅。心醒着的时候，就把皮囊从
内部照亮。”

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具鲜活的皮囊，不管这皮囊是什么质地，
它包裹着一颗心。心就像一盏明灯，把皮囊从内部照
亮，“荒野中就有了许多灯笼，灯和灯由此辨认，心和心，
人与人由此辨认。”

我们也都该给自己一个清醒的时刻，让自己从纷扰的尘世中
暂时释放出来，看见忧伤，看见人心。

皮囊读后感篇六

读这本书会有种亲切感，因为我们很多人的人生轨迹和作者
是一样的：出生于一个小地方，成长为一个典型的小镇青年，
一路奋斗到大城市，对家乡却依然情怀满满。

深究起来里面的每个故事其实平淡无奇，但是作者文字越是
写得克制，读来越是觉得里面饱含深情，朴实易懂的文字反
而充满张力。我想这一切都是因为作者拨动了我们心中的那
根弦，引起了感情的共鸣，那就是——有一天我们感叹岁月
的流逝，同时惊醒——身边一个个人匆匆而过，甚至有些人
就此别过，而我们还没来得及仔细“看见”他！我们没有真
正地“看见”他们！

这是一本关于“看见”的书。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越来越理解有些事、有些人。理解源
于我们审视自己的朋友圈，审视自己的言行，推己及人。最
终我们能理解我们的父亲母亲为什么执拗要在老家建房子？
最终我们能从母亲看似平淡无奇的言行中发现她对父亲那深
沉的爱！

就像作者说的：我常对朋友说，理解是对他人最大的善举。



当你坐在一个人面前，听他开口说话，看得到各种复杂、精
密的境况和命运，如何最终雕刻出这样的性格、思想、做法、
长相，这才是理解。而有了这样的眼镜，你才算真正“看
见”那个人，也才会发觉，这世界最美的风景，是一个个活
出各自模样和体系的人。

“肉体只是个皮囊，如果你整天伺候你这个皮囊，不会有出
息的，只有会用肉体的人才能成材！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
拿来伺候的！”九十九岁的阿太一语道破人生的'本质。

拂去人性的尘埃，看见人性的“光辉”，这本书提醒我们：
透过皮囊，“看见”自己，也“看见”更多的人。

皮囊读后感篇七

在《皮囊》中，有这样一段故事，说的是作者想去看一对新
生连体婴儿，在门口被两个护士拦住，让他先消毒后再入内
清洁，作者感到自己被歧视了，狠狠地跑了。

也许对于当时的作者来说，自己的父亲在重症病房，而自己
却给不了相对好的照顾，心里本来就有点自卑，而且文章细
节描写原来的保洁人员是一身汗味。自己连一个满身汗味的
保洁人员都比不上，心里肯定是有一种被嫌弃的感觉。

说来也是，谁对新的生命不感兴趣呢?尤其是时日不多之人，
对生命是更加的眷恋，对生的渴望，又无法将生命继续，只
能通过看新的生命来缓解内心对死亡的恐惧，所以说这两个
护士好像有点不近人情了。

但，这也是有理由的。在中国的传统中，时日不多之人或多
或少都会有一些不祥之气，这对于新生儿来说是不大吉利的。
再说了，即使妇产科中有个别母亲同意，但大多数还是持反
对票的。而且这两位护士也是要做母亲的人，八成也不希望
自己的宝宝出生时，守病房的人将来自重症病房的人放进来，



让自己的宝宝沾染上疾病的气息，这会使母亲很愤怒也会很
伤心的。这么一想，无论对方是怎样的人，都肯定是要拦在
外，对于“可疑”的人当然是要按规矩消毒入内的，所以这
也算不上是对作者的歧视了。

况且作者也是以猎奇的眼光去观赏那对婴儿，当然除好奇外
肯定还有对那对连体婴儿以后的生活的担心。但他没有思考
清楚就贸然行动，所以受阻是在所难免的;对于一所医院来说，
最重要的不是让每一个人都夸赞医院里的服务，而是让患者
痊愈，让患者放心，所以作者被拒也是情理之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