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灵魂的读后感 灵魂的微笑读后感(大全9
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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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
看吧。

灵魂的读后感篇一

阅历和经历随着年龄增长，接触社会阴暗面越多，想法也就
越多。当你对不良现象产生长时间的无奈时，你期待的想法
就会在现实面前死亡。很多年前，我对社会也有与田新、逄
志尧一样的美好憧憬，但现实把我慢慢地从幻想中一步步推
向了麻木，那时我说，社会出了毛病。从此，我就坚持着自
己追求的方向，过起“两耳不闻窗外事”，“小灶灯前自煮
茶”的清静日脚。

旅程给我带来的本就是一本普通的书，可它却象橄榄枝上浸
满能洗涤灵魂的圣水，洒向了这个社会，洒向了生活在这大
地上的人们，并渗透到每个人的心灵，呼唤着人们勇敢地直
面现实、面对人生。

我不会写也不能吹，可我会“看”。

如果说，他乡燃起一盏灯，点亮黑夜追梦人，是作者著书的
初衷的话，我从此愿做那个点灯的人，把尘封已久的阳光释
放出来！把旅程中彷徨后的微笑带给更多的人！

灵魂的读后感篇二

?灵魂只能独行》是哲学家周国平的经典之一。以前这种没有



情节，没有文笔情绪，纯粹谈三观的书基本没读过，但它还
是引起了自己的共鸣，至少知道了曾经的挣扎与迷惘并不是
个例，连大师也没能躲过这些历练。只是有时觉得周国平还
是没走出自己的围城，本来独行灵魂是个多么洒脱的背影，
把天地都甩在身后，只细心感受每一段路上的风景，可周先
生在字里行间不时透露出对最终答案的渴求，并总希望用哲
学理论的探索来解决困惑，要我看这就是拘泥了。答案不在
某时某处，只在寻求的路上，且因人各异，我们只需保持细
腻和好奇的心，从不同旅程中得到营养就足够了。

看过一些这本书的读后感，要么文艺到不行，辞藻优美却过
于空浮;要么就特别心灵鸡汤，鄙视尘世喧嚣，鼓吹灵魂恬
静;可能5年前让我写，估计也是这类带些酸味的文字吧。现
在开始明白大音希声，大道无形，周先生用平实的行文来传
递他的信念，而我们则要把这些智慧和心情渗透在普通日常
中，无需铭心刻骨，也不用执意强调清高，这份自然才是真
正修心之道。

很喜欢一段话，肖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
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我更愿意
反其道而言之：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
西，于是你可以去寻求和创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
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体验。

灵魂的读后感篇三

认真品味一部名著后，你有什么总结呢？写一份读后感，记
录收获与付出吧。那么我们如何去写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
为大家整理的灵魂伴侣读后感，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
大家。

灵魂伴侣，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字眼。也从没有奢望过，
冥冥之中还会有这样一个人，她会在灵魂上默默把我陪伴，
她能包容我的一切优点缺点，不计较我的容貌和地位，没有



理由，毫无条件，无怨无悔地关心我，帮助我，爱护我，于
我灵魂息息相牵，只为欣赏我的独特与唯一。我微微一笑，
觉得有点玄幻，有点天方夜谭。

有一点都是实情。亲人们一般会关心我的生活，工作，健康，
温饱，心情，但极少会触及灵魂方面。夫妻之爱也大多是肌
肤之亲，生活上的互相帮扶关心，恩爱夫妻老来也只是为做
个伴，很少会走进灵魂深处。更何况夫妻爱好大多会各不相
同，正如我爱看书写诗，而她爱k歌，玩个麻将乐此不疲。我
想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转一转，而她只喜欢呆在家里一般，
一次次，把我的旅游梦阻拦。

如今我已到了五十知天命之年，我已看惯了春花秋月，淡泊
了名利钱权，把人生的经历都视为过眼云烟。如今，我在生
命的轨道上，平静地、波澜不惊地漫步向前。任四季的风，
吹散我的头发；任岁月的`风雨，打湿我的衣服，我都不为所
动，淡然一笑。

我已过了做梦的年龄。但并不是说心中不再有梦，不再有幻
想，只是更多的把视角由外界转向自己的内心。我只愿偏安
一隅，寻一有山有水有树有花的幽静处，捧一卷书，执半盏
茶，静静地度过人生剩下的美好光阴。趁腿脚还算灵便，头
脑还不太迟钝，到处行一行，走一走，把胸怀寄情于山水，
把山水溶解于我的诗篇，把诗篇置于枕边，抚慰我的梦境，
不求成名成家，只求百年之后，儿孙们在我的坟前诵读我的
诗篇，抑或一页页撕下来，焚化为一缕轻烟，化为黑色的蝴
蝶翩翩，呵呵，那就是对我最好的祭奠。

我不知道，前世我是否修行圆满，今生能否遇到我灵魂的伴
侣。只因我的独特，我的唯一，大部分都是半生心酸，如果
真有那么一个人存在，我不舍得她为我做出那么多牺牲，心
甘情愿地为我付出，把我陪伴。我已经习惯了这份孤独，我
习惯了一个人在黑暗中默默踯躅向前，把心灵的话语寄托于
自己才懂的诗篇。我只知道，爱是给予，不是索取。这是我



今生信奉的格言。我不愿后半生再有情债，再有遗憾和不安。
如果真的有缘，有那么一天，一个人在我的生命里真的出现，
那我也会将角色转换，把我的爱及生命，加倍奉还！

灵魂的读后感篇四

老家回来，感觉有点不太适应这里生活了，慢慢过渡吧。

窗外夏雨淋漓，随手拿起史铁生先生的《灵魂的事》，翻了
篇文章，躺在沙发伴着雨声细读。

一直记得先生在《命若琴弦》里隐喻的道理，故此当我看到
先生讲：“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
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
丽与悲壮”时，突然之间，明白了先生几乎在自己的每一个
作品里，都在强调着的人生诉求，那就是：“人生，你唯一
具有的就是过程，使过程精彩的人，死亡也变成了一个精彩
的过程。”

想年轻时，我们从事太过看重结果对人生的意义，于是总喜
欢与事情过不去，与人过不去，遇事心里常常想着一定要如
何如何，才能如何如何，我必须如何如何，才能让那些观望
的人如何如何？此刻回望，却发现世事自然流淌最好，所谓
的如何其实纯属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就如先生所说：“当你
看懂了目的的虚无时，你才能把绝境送上绝境，这样痛苦也
是一种享受，生命便以美的形式证明了其存在的价值。”

一直喜欢先生的东西，现在读来每篇文章仍有意犹未尽之感，
想自己年少时，读不懂先生所要表达的人生真意，随着年岁
和心智的增长，才真正明白了先生的内心。就如听懂乐曲一
般，你必须首先训练出一双音乐的耳朵，才能感觉到贝多芬
钢琴曲里所蕴含的澎湃之情。心境成熟后，才能读懂那些心
境成熟之人的内心世界，人世间的相懂并没那么容易。



夏雨仍在淋漓，一抹难掩的笑意荡漾在唇角，是啊，那些生
命的种种，我们如果都能当过程来欣赏，人生哪有诸多不如
意呢？用先生的话来说就该是：面对一切神灵鬼怪我们都该
说句：谢谢你们给我的好运！

灵魂的读后感篇五

在一个静静的夜里，我躺在床上看着一篇文章——《穿透灵
魂的微笑》。这篇文章是我受益匪浅。

非洲一座火山爆发了，随之即来的泥石流一泻千里，狂奔而
下，迅速扑落在山脚下不远处的小村庄。滚滚而来的泥石流
惊醒了一个年仅141岁的小姑娘。赶来的营救人员一筹莫展地
围着她。营救人员没有办法就这个小姑娘。但是她却一直保
持微笑，一直保持手中那“v”字型的动作。最后她被淹没在那
汹涌澎湃的泥石流中。

我十分敬佩那个小姑娘的勇敢，坚强，对营救人员充满了信
心。如果她不勇敢，她还会一直保持着微笑吗？如果她不坚
强，她还会一直保持着“v”字型动作吗？如果她不对营救人员
充满信心。那她还会咬牙微笑，不停地向营救人员挥手致谢
吗？正是因为她的勇敢，坚强，充满信心的精神才会让在场
所有的人们的泪水潸然而下。

在生活中，我们也遇到种种不同的困难。如：生病时，你要
打针，你要吃药，你难道不会哭闹吗？在学习上，你被来时
批评，你考试考不好，你难道不会想要放弃吗？或者你正处
于像文中小姑娘当时的处境，你难道不会害怕，不会大哭求
救吗？我想大多数人们的回答是：“我会哭闹，我会放弃，
我会害怕，我会大哭求救。”

在想那个小姑娘，她只有14岁，这么小的小姑娘在当时的情
况下难道不会害怕吗？我想她一定会害怕。那么她为什么还
要保持着微笑呢？我想大概是因为她那勇敢的的`精神吧！



灵魂的读后感篇六

今天在下午茶阅读时间里读的书目是周国平先生的《灵魂只
能独行》，本来读过之初觉得实在道不同难以接受，但仔细
思考过之后，却又觉得这不过是又一次被大家之言照见了自
己浅薄的见识。毕竟只是因为观念不同，便无法置身客观角
度去看待不同的见解，有些过于不成熟的情绪化了。

但说回来，一时片刻的我恐怕也暂时不会继续阅读这本书了，
至少在我能更客观平静的对待它之前。接着来说说我对周先
生提到的，比较受他肯定的一些理念的不同看法。

周先生以史铁生作例，说到关于智慧是天分，而并非是由于
某些特殊经历造就。这一点我还是比较认同的，智慧从来与
境遇无关，你需要学习知识，接收信息，但智慧无从习得。
智慧只是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上，需要我们每个人通过不同的
手段去激发出来，让它在我们的身上得以显现。

不过周先生关于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关系，我便不太认同了。
周先生认为灵魂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肉体只是
先天的由神制定的对于人的限制。由此先生进行了一系列的
关于灵魂、智慧与信仰的探讨。

可惜对于怀有一个开放而又包容的信仰的我来说，我在真正
的找寻到自己的信仰之后，反而认识到灵魂虽然确实很重要，
但肉体也绝不意味着禁锢、束缚，或者说是来自神的“限
制”。恰恰相反，肉体乃是灵魂的凭依，是我们的灵魂得以
与这世间产生联系的桥梁，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现实当中通过
种种经历获得体验、认知自我的最大倚仗。

或许有不少人会说肉体是灵魂的牵绊乃至负累，肉体遭遇的
苦难可以拖垮一个最坚强的人的灵魂。但事实上，灵魂或许
可以在肉体上反映伤害，可伤害是无法通过肉体去折磨灵魂
的.。所有能够真正伤害到灵魂的折磨必是来自同样无形的存



在，那或者是自己对于自身的厌弃，或是来自旁人的评判，
或是来自社会的所有人为创造的所谓规则。它们没有一样是
拥有实体可以直接通过摧残我们的肉体来伤害我们的灵魂的，
可在一些人身上、一些环境当中，它们却是威力巨大的。

在我看到的不过40页的随笔当中，我还看到了周先生用了不
少段落去描述的关于“素食主义的伦理”。这也是我一直都
不太能接受和认可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我的身边就有
这样受所谓的不杀生的素食主义的影响，而全然不顾自身的
承受能力与需求的去进行食素实践的人。

所以说到底，许多事情若只是全然出乎于自身，从利己或者
是利人（指代整个人类群体）的角度去看，那么自然只能得
出我们想要看到的结论，可若跳脱出去，就会发现这种结论
是多么的狭隘。

正如我一直较为推崇的观念所言——当我知道的越多，我才
越发现自己的无知。不记出处，但与君共勉。

希望我们都能让自身的智慧显现出来。

灵魂的读后感篇七

暑假中我读了《一头灵魂出窍的猪》这本书，这本书的男主
角叫“黑旋风”。

它是一只有思想的猪。跑起来像风一样的快，它很神秘，每
天早出晚归，谁也不知他干了些什么，他和一般的猪最大的`
不同之处是：它有本事，有理想，有智慧。

例如，有一次黑旋风在山上伐木，它用肩将一颗老树从地上
扛起来，气吞山河的大吼一声，老树便立在了地上。黑旋风
趴在老树的顶端。一眨眼之间，黑旋风就抱着树干从树上滑
了下来。老树上枯萎的枝叶纷纷飞离树干。老树变成了笔直



的原木。黑旋风不停地将一颗颗老树刷成原木，然后它把那
些原木推下悬崖，通过激流，冲到山下的岸上，一会儿功夫
就伐了很多木材。

通过这本书，让我感受到每个人一定要多学习，学成很多的
本事，要当一个有智慧的人，只有这样将来才能干成大事。

灵魂的读后感篇八

本书共分为自由、美、放下、爱、快感、大我、潜意识、入
世、苦难、坚守、开悟十一个主题。其内容是以毕淑敏老师
个人对以上十一个主题的观点为要。在每一个主题里，他都
深刻地阐述了自己在面对各种社会大标题时的个人经验与内
在感受。

她的言语钻进我的耳朵、沁入我的心灵，使人读了产生一种
豁然开朗的感觉，仿佛置身于宁静安详的野外，让人身心放
松。她的字里行间处处透露着长者的气息，仿佛一个身边的
老友，用优雅细腻的文字分享她的经历与感受，如同一股股
透着神奇力量的泉涌，直入心扉，能够让人从喧嚣中找回自
我，为那些迷途的人明方向，给予那些人生旅途中孤独行走
的人温暖的火种。

在本书中毕淑敏老师通过叙述自己的经历来现身说法表达自
己面对各种问题时的状态、内心世界以及自己身为一个医生、
作家、心理治疗师等的职责与感触。

她有时从内心世界出发，仿佛离我们并不遥远，她好似不再
是我们心中让人敬仰的那个人，而仅仅是一个普通人。她让
我们真真切切地认识到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都会遇到各种各
样的状况，她又以自己处理这些状况时的行为、想法、经验
来给我们指点迷津。

毕淑敏老师在书中写到，"苦的力量远比甜的力量要强大的多。



不要把黄连掰碎，不要让它丝丝入扣地嵌入我们的生活。""
太多的人，喜欢珍藏苦难，甚至以此自傲和自虐。这种对苦
难的持久迷恋和品尝，会毒化你的感官，会损伤你对美好生
活的精细体察，还会让你歧视没有经受过苦难的人。这些就
是苦难的副作用。"所以我们不要让难过的情绪，放大了生活
中的苦，多去感受生活中的甜，用感恩的心努力生活，努力
做一个让自己满意的人。生活中处处都是幸福，如果眼睛看
不到，那么，就用心去感受。

其实生命中的每一步都在带着人们向死亡之境跌落，但最重
要的是认清自己、接纳自己，快乐、悲伤学会转化，对自己
的生命负责，那么，才可能成功。

想象现在繁星点点的夜空下，闭着眼睛嗅着清朗的空气，细
细思考，感知生活；当你睁开眼时，一定会觉得茫茫夜空下
自己的喜怒哀乐多么的微不足道，而幸福又是多么的简单，
简单到一个微笑、一句问候、就足以让你开心良久。

人生的某些时候就要学会放下。毕淑敏老师说"回忆是个很奇
妙的东西，如果回忆是幸福，那就好比一罐子泡泡糖；如果
回忆是苦闷，就是嚼了金鸡纳树皮。"我们常常说，时间会治
愈一切，但时间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请我们有意识的将这
些回忆重新拾起，只看到反面的把正面也翻过来瞅一瞅，搞
错了的重新恢复原状，赋予它们不同的解释意义，直到伤口
真正愈合"。其实，生命中的痛苦就像盐，关键看你把它溶解
在一个多大的容器中。

《星光下的灵魂》已然成为指向光明的又一只坚定的手，愿
我们每个人都能觅得阳光。

灵魂的读后感篇九

很喜欢书的封面，好像是西藏的阿里天空的颜色，看似宁静
却复杂多变，而书的风格也神秘而柔和。上网查了一下，原



来这本《星光下的灵魂》，集合了毕淑敏近些年来未出版的
所有散文。

书中，毕淑敏以11次的灵魂拷问、44篇的心灵美文、30个问
答的形式，探讨了她内心深处对自由、苦难、幸福、坚守的
领悟。让人感触深刻的是序言记录的那一段西藏阿里的旧事。
她仰望360度的天空，并心生感叹，也正好点题。而在她的叙
事中，不经意间，你就会发现，那躲闪不及的灵魂撞击，从
而找到灵魂的归宿。

这些耐人寻味的故事往往都是周边人的映射，也照射出我们
人类内心的真实案例。毕淑敏指出，现在人的在激烈的竞争
中，往往找不到灵魂的归属，虽然就像大房子，但灵魂的居
所却住着疲惫的心灵。

她认为中国人现在最大的心里危机是分裂。“中国是全世界
最需要心理医生的地方。”

她直言说，中国人说的，想的，做的，都不一样，在人的面
前和背地里也不一样，到处弥漫着喧嚣的氛围。长期后就形
成了分裂。而分裂是非常耗人心灵能量的一个过程，医学称为
“精神分裂症”。我也觉得她说的真的很对，所以，挽救中
国人的心理危机势在必行也必须马上执行。

毕淑敏那细腻、优美的文笔让人深有感触，而且书中有些很
经典的句子，字体还加了粗，便于品味。她是在用心写这本
书。也许，在我们读她的书时，也在抚慰我们那颗躁动的心
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