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堂手记读后感 稻草人手记读后感(汇
总6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
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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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堂手记读后感篇一

最近看了三毛的《稻草人手记》，感觉跟《撒哈拉的故事》
是一样的，只是我已经不太记得撒哈拉到底说了什么故事了。

三毛说荷西是有很重的大男子主义的人，荷西的家人也和很
多中国家庭一样重男轻女。三毛嫁做人妇以后，依旧需要面
对很多普通妇女需要面对的问题，也一样存在婆媳间无硝烟
的战争。当刚刚震后余生，婆婆不打声招呼就过来旅游，他
们也丝毫不问三毛他们的近况。三毛还是要像普通的家庭主
妇那样，担起照顾这一大家子的责任。尽管已经在竭尽全力
做好事情，但还是不断被挑毛病。当感到委屈无奈晚上默默
落泪时，荷西也并不能理解安慰她。

以前听说三毛的爱情故事总是只看到了表面，觉得无限美好，
但现在看来，一旦结婚了即使是洒脱如三毛也还是要不得不
面对生活的琐琐碎碎，差别就在于多和少而已。庆幸的是三
毛大多时候是自由自在的，只是不可避免的在逢年过节的时
候需要面对这些问题。三毛说，爱情如果不落到穿衣，吃饭，
睡觉，数钱，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去，是不会长久的，真
正的爱情，就是不紧张，就是可以在他面前无所顾忌地打嗝，
放屁，挖耳朵，流鼻涕，真正爱你的人，就是那个你可以不
洗脸，不梳头，不化妆见到的那个人，所以说，见过你最丑
陋最难看的样子，还依然跟你在一起的那个人才是碰到真爱
情了。



大抵她是碰到了吧。

可能是三毛生活的时代不比现在，她嫁做人妇后的遭遇比许
多那个时代的妇女已经好太多了。换做现在这个时代的话，
三毛必定是个女权主义人士，那她还会为了爱情甘于忍受这
些么？想想三毛都是如此，即使时代不同了，我等普通人要
是结婚了也必定会遭遇这些琐碎。想想都觉得可怕呢。

天堂手记读后感篇二

这个稻草人是三毛，三毛的幸福如稻草般短暂停留，然后被
狂风卷走，飞散在天涯海角。

三毛的这本《稻草人手记》是写给她爱的荷西，内容是回忆
两人在撒哈拉与加纳利的生活，语言风趣幽默。她在序言中
写了一个稻草人，当麻雀啄着稻草人的帽子时，稻草人只是
定定地看着远方金黄的麦田，轻轻微笑。这个稻草人就是三
毛，三毛的幸福如稻草般短暂停留，然后被狂风卷走，飞散
在天涯海角。

三毛第一次出国的时候，父母小心叮嘱，告诉她吃亏就是占
便宜。三毛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道理，到了国外后，按照父
母说的话去做，却失去了自我。在一次大打出手后，那个充
满个性与激情的三毛又回来了。三毛写道：“国民外交固然
重要，但是在建交之前，绝不可国民跌交。那样除了受人欺
负之外，建立的邦交也是没有尊严的。”她称飞机上的男性
服务员为“空中少爷”，把她的外国同学都称为洋鬼子，当
然，在外国同学眼中，三毛也是“洋鬼子”，这是“群鬼对
阵”。三毛在德国时，邻宿舍的女生天天折腾到半夜，许多
行为在校方条例中都是非法的。三毛被骚扰得不耐烦，找到
校方，校方说没证据，于是三毛第二次去就把磁带拿了过去，
校方介入调查，很快解决了。所以，无论在哪里，都不能放
弃抵抗。“在洋鬼子的不识相的西风里，做一个真正黄帝的
子孙。”



三毛住在北非加纳利的时候，有一个义务打扫街上卫生的瑞
典老人，三毛称他为“瑞典清道夫”、甚至是“老疯子”。
当然，有“老”就有“小”，这个小疯子就是三毛。小疯子
把树上的叶子全都摇下来，老疯子一板一眼地认真扫，扫过
的地简直清洁得不能穿鞋踩。同时，她还结交了许多老年人，
因为这就是个“老年人社区”。本来三毛认为老年人只会絮
絮叨叨陈年往事，谁知，这些老年人很时尚很健康很有活力。
一对老夫妇邀请她一起沿海湾看落日，结果回来的时候三毛
坐在石阶上一动都不能动，那对老夫妇仍然精神抖擞。这些
老人们的可爱让三毛打破了自己不结交邻居的“原则”，与
他们“玩”到了一起。“人生的尽头也可以再有春天，再有
希望，再有信心。这是他们对生命执着的热爱，对生活真切
的有智慧的安排，才创造出了奇迹般灿烂的晚年。”

还有一个人，让三毛和她的丈夫荷西“胆战心惊”，那是个
卖花女，她可以用任何无赖没有逻辑的借口把花“强卖”给
你，三毛与荷西屡受其害，以致到最后，当前院木棚的门被
卖花女一推开，三毛对荷西道“警报”，然后两人以光速将
客厅通往花园的门锁上、奔到浴室躲着。荷西坐在马桶上看
书，三毛在用指甲刀挫手指，两人大气都不敢喘，尽管外面
的门、玻璃已经被卖花女拍得震天响。两个天不怕地不怕的
人被一个“死缠烂打”的卖花女“逼”到这步田地，可见这
个卖花女把他们骗得很惨。

三毛的散文充满了情趣，读到幽默处便是会心一笑。女人难
得有幽默感，更何况是个有才情的女人呢。可惜，三毛的幸
福如稻草，短暂地停留了6年。荷西离开了，带走了稻草，带
走了她的幸福。

天堂手记读后感篇三

《漂泊手记》，安妮·麦珂尔斯著。我在书店打开后就很难
放下。“我无法把痛苦从死亡的一瞬转移开。我被迫关注着



那历史性的一秒钟：那萦绕于心的三位一体画：罪犯，受害
者，证人。”这是最初撞入我眼帘的一段话（我从当中翻开
书），也像是我后来每读这本书时的心情写照。它并无完整
的故事和奇巧的情节，只有一个个片断，像陷在泥沼里，刻
在岩石上，被风暴裹挟着：屠杀，犹太人尸体，囚犯，亡魂，
音乐，诗歌，痛苦，爱……那些缓慢渐进的一个个历史和心
灵的时刻，如时断时续的悲歌，有着最惨痛的底色，而记忆
的天空上仍现出一朵花的影子，那么顽强地绽放着，朝向爱。
很难想象在人类最大的暴行面前，仍有这么一种博大、温暖
的情怀存在。这是小说主人公雅各积60年的经历和思考所达
到的。但绝不是建立在对历史、记忆的忘却和背叛上。恰相
反，自从7岁时他在墙缝中目睹父母姐姐被纳粹杀害，惨景就
没有一天离开他。他们生长在他的身体里，先是死去的亲人，
后是无数被杀害的犹太人。他每次进门都要略作停顿，好让
死去的姐姐贝拉的亡魂先进去。他在最幸福时也会看到亡魂
的眼睛。私人记忆在对历史的寻找中渐上升为人类记忆的一
部分。拯救并收养了雅各的学者阿索斯对他说：“你的记忆
就是你的未来。”阿索斯领引雅各进入人类的历史和地球的
历史——这本书里有最美的关于地球自然现象的文字——告
诉他：“我们无法控制生命中的偶然小事，这些细小的东西
凑在一起，就成了我们的命运：你重新回去拿忘记带的东西
的这段额外的时间或让你躲过了一桩祸事，或为你带来了灾
难。但我们每天都可以坚持最高的法则，那是最高的人类价
值观，是我们唯一可见的法则。”雅各是这么做了。他在目
睹耳闻纳粹的暴行也看到普通人救助犹太人的善行。他得到
阿索斯及其希腊朋友们（无论学者还是平民）的小心呵护。
他在到处搜集纳粹对犹太人暴行的过程中看到人类生命（包
括生命的愿望、人性）是怎样被拒绝、蔑视、践踏、毁灭。
他在堕落最甚的地方寻找灵魂。他学会尊重并爱护有人性、
有渴望的生命，从人类的最高价值观上、也出于本心这么做。
这是艰难而缓慢的过程，悲痛需要时间，但是他终于看到亡
魂们“在银河系的某个角落，正一刻不停地朝赞美诗篇飞
去”。



这本书里有愤怒，有关于罪恶的描述，却找不到任何卑琐的
字眼。

爱终结了全篇。在第一部的末尾，雅各对尚未出生也不知性
别的孩子这么留言：“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愿你们永不会
对爱无动于衷。”在第二部中，一个犹太集中营幸存妇女在
日常生活中对晒过太阳的被单气味的珍爱（她总爱去嗅一嗅
那上面的阳光味），在烘烤面包时悄声说出的话语（那么细
小的对生活的愿望），都被诗一样的语言写出，令人心痛和
心动。她的儿子在最终理解了父辈（他们保持记忆的方式，
他们在现世生活中的缄默），寻找到雅各的心灵轨迹后，发
出的忏悔就像是对雅各留言的呼应：“我荒掷了爱，我荒掷
了爱啊。”他开始柔软而丰盈，爱充实了他。

天堂手记读后感篇四

一口气读完了三毛的《稻草人手记》。只是序言，就让我不
愿意放手。

这个心始终在流浪的女子，竟然有那样桀骜的自我。她的旅
行，她和荷西的爱情，都让我无法不颠覆之前的所有看法，
去开始深深喜欢这样的三毛。

偶然间看到一段话，说世界上是有这样连走路都不发声音的
精灵般的女子。始终爱着自己爱的人，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说着自己想说的话。我想，在这个纷繁的世界上，即使是身
为精灵的女子，也要面对一些无法轻挥翅膀或者踮起脚尖就
能避过的沼泽吧。我其实没有权利去不屑于三毛的选择。就
好像地铁里常常有人自杀，我难过他们选择这样凄厉的死法，
却终于明白人生始终有太多无奈，已不是勇气就能抗衡。三
毛，应该有她的理由。就是非常自然的文字。却诉尽一个叛
逆女子的率真无邪，以及她的疯狂和沉溺。真的就像独自职
守麦田的稻草人，别人眼中的凄凉确是它脸上最甜蜜的微笑。



她笔下的人，真实动人。那些生活中细微的情节，被合理的
放大呈现。以一颗包含爱的心，观察着别人爱的生活。喜欢
这本书里关于老人的描写。让人动容。不自觉听到心脏变柔
软的声音。有人说，一个人不管如何，她能活到80岁就是英
雄。活着的人要把死去的爱人的那半一起活好。他们不能忘
记过去的爱，却也要让生活在爱中继续。这已无关生存，而
只是生。所以，老人的微笑总是格外平和却也格外深邃吧。

想说谢谢，对三毛，把这样的爱写给我们。尽管我们都是人
生的稻草人，却有不一样的微笑。而你，在天上，看得到吧。

天堂手记读后感篇五

假若你似我一般百无聊赖，在呢喃三遍沙漠、三毛以后，你
或许就能理解我突然生出的这种冥冥之中的感觉。沙漠终究
化成一杯土；世上叫作三毛的人，纵然免不了千千万万。

而我不能忘。

说起沙漠，你最先想到什么？还记得《东邪西毒》中油画般
浓烈的颜色吗？金黄、银白、鲜红。苍茫戈壁，大漠孤烟，
黄沙漫卷西风。驿站里刀客冰冷，枯树下女子孑然……随沙
飘舞的自由任欧阳锋变成循循善诱的西毒。他是孤星入命的
人，一心要独守空旷寂寥。其实那边也不错，可惜已经不能
回头，将就罢了。千方百计地选择却不是因为归宿，拿捏得
不错，大漠果然容他任性。

当年誓言铮铮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如今也只
孤零零地站立着断断续续的古国墙垣。地处丝绸要道，加上
水土肥美，曾经盛极一时的城，历史的车轮碾过只留下满目
黄沙。繁华靡丽，过眼云烟。沙埋古城就像是海市蜃楼般的
传说。

千百年来不断有人向往着沙漠的生活，他们义无反顾地踏上



了对沙漠之心的朝圣之旅。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有幸领略在
沙漠扎根的风尘仆仆，但，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片大漠。

那年抱着而立之年的流浪情怀，只身搭上了飞往撒哈拉的大
铁鸟。“远方”似乎永远是个令人着迷的词汇，午夜的火车
行驶声在似梦非梦中响起，只缘起于无意看到的一组撒哈拉
图片。正如三毛所说：“我只看了一遍，我不能解释的，属
于前世冋忆似的乡愁，就莫名其妙，毫无保留地交给了那一
片陌生的天地。”好一个率性的女子。

至此，小她六岁等她六年而后结伴生活六年上帝就把他抢了
去的西班牙男孩荷西终于带着苦守的承诺又出现了。这次他
紧紧捉住了三毛，二话不说就独自提前去撒哈拉安置新家。
相濡以沫，成为彼此生命中最美的桥段。三毛也幵始安心创
作，其敏感善良一步步迈进人们的视野。从20世纪60年代
到80年代，文艺风情盛行一时的华语世界里，她用自己独特
的方式为所有封闭的人们打幵一扇闪耀着远方色彩的窗户。
在她闪烁着新鲜光泽的文字里，所有蒙尘的心灵都会发
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喟叹。至今他们的故事仍是人
们心中的一段沙漠佳话，历久弥新。

荷西与她，一个神往着大海，一个醉心于沙漠。众人从生而
来，向死而去，为的是要活成所追求的样子。为了精神自由
死去怎么能不算一种圆满？屈原为国，黛玉为情，太白为月，
志摩为云。荷西游荡在深海，三毛被孤独湮没。

那又如何呢？不虚此行。

记得余秋雨曾在游历西班牙时，在巴塞罗那写下一篇《流浪
的本义》，其中有些句子让我在三毛身上找到了契合点：

除了少数逃罪人员和受骗人员，正常意义上的远行者总是人
间比较优秀的群落。他们如果没有特别健康的情操和体魄，
何以逃离早已调适了的生命温室而去领受漫长而陌生的时空



折磨？天天都可能遭遇意外，时时都需要面对未知，许多难
题超越精神储备，大量考验关乎生死安危，如果没有比较健
全的人格，只能半途而返。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
方，流浪。

天堂手记读后感篇六

在读完了作家三毛的《哭泣的骆驼》，再读完了她的《稻草
人手记》，感触良深。

稻草人的执著与无私让人想起家中的父母，难过得想哭。在
爱情中的缠绵中，在婚姻的束缚下，失去了自我的米盖让人
想起恋爱中的我们，无奈把握理智的难度。卖花老太婆欺骗
的嘴脸，让人想起可恶的奸商，无奈得摇头，叹息得无力，
愤怒得抓狂。达尼埃巨人般的精神与支柱，毫无血缘关系的
亲情，艰难的生活倔强的支撑，苦难的贫穷善良的回赠，让
人想起那颗感恩的心，那份早熟的重，那片高贵的情，那株
叫苦难的生命之树。留学他乡所遇见和感知的所有，让人想
起南京的屠杀，圆明园的毁灭，东亚的病夫，耻辱的关检，
肤色的歧视……三毛是好样的，因为她用自己的方式换回了
做人的尊严和人格的关键，她只不过是换了一种适合自己也
适合别人的方式而已。荷西写给三毛的警告信和诱骗信，让
人想起那句“只羡鸳鸯不羡仙”，人间字字见真情，点点滴
滴总关怀。

如此之夫，妻复何求？公婆的来访打破三毛平静的生活，让
人想起三毛、荷西留给彼此自由的空间是多么的令人遐想和
神往，想起三毛荷西对爱的豁达和心灵的'那份自由。三毛，
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