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月亮与六便士读后感(精选6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月亮与六便士读后感篇一

听着巴赫，写着月亮与六便士的读后感，看着这本毛姆自我
和解的文字，他是走了出来，从自我的枷锁中走了出来，我
该怎么走出来？刚开始看的时候我就确信，这是一本如同少
年维特之烦恼的文字。写这书不是为了成就什么经典，只是
他要通过这个故事与自我和解。到底什么是意义，欲望是枷
锁，那么无论是自由意志还是生命意志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枷
锁，月亮到底是六便士还是六便士本身就是月亮，总之我很
混乱。

这本书大概用了四个小时读完，看到47页老思所谓的抛妻弃
子去巴黎画画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明白毛姆要说什么，之后
行云流水的读完，如同在和毛姆谈话，探讨我们自己。小说
无非就是在讲一个故事，有要表达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思
想是自己的思想，也可以说是对自我冲突的总结。

我向高老板推荐此书，并告知老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本
书讲的什么故事。果不其然的一通大骂，她是如此的鄙视书
中的人物。我在想如果毛姆不是将高更作为老思的原型，这
本书还能不能成为世界经典小说。我想是会的，如同加缪的
局外人，这些经典的人物身上都有一种普通人难以达到的东
西，这个东西是持久与强烈的意志，而这种意志必定是离经
叛道不被世界的普遍道德所容纳与认可的，除非这种背叛的
人最终成为英雄。这也是为什么如同乌合之众的普通人为什
么崇拜英雄，只有从英雄身上他们才能看到自己一直有却一



直没有出现的意志。

老思之所以是英雄，与他人无关，他是自己生命的英雄。他
的自由意志与生命意志凸现出来的时候，如同毛姆所说，如
同着了魔，身体里似乎隐藏着某种力量要喷薄而出。也许这
种力量注定是孤独的，注定是在开始不被理解的，因为很多
人根本就看不到这种力量是什么，如何谈理解。

人会觉醒，觉醒之后首先面对的是否定，质疑。这也是叔本
华讲的生命意志的否定，如同否定当下的一切理所当然。要
把自己想看到想做到的事情去做一做。这个过程是痛苦的，
也是清醒的，是孤独的，是远离庸俗的。最后这个成长是属
于自己生命的，与他人无关，与道德无关，与社会关系也无
关。

老思为什么理所应当的告诉别人，他抛妻弃子，放弃优渥的
生活去画画。只不过他想做自己，想做一个人。这个世界就
是如此，你先是一个人，才能是父亲、丈夫、儿子、朋友等
等。这些外在的身份都与人本身是无关的，对于老思这类人
来说，所有的这些不是羁绊，只会是累赘。累的是他自己向
上的生命意志与自由意志。很明显的，这其中的冲突会是很
大很激烈，甚至是悲剧的。也正因为人所固有的向上的意志
与当下的冲突是如此之大，所以才会成就经典。如同这意志
是月亮，当下是六便士。没有月亮人总想抬头看看，也许直
到死去也都在遗憾，为什么当初不能去追一下月亮。只不过
很多人是害怕追月亮的时候自己会被饿死。

老思就是如此，差不多快饿死了，找人借钱，别人不借给他。
并且被人告知，你对别人没有义务，别人对你也没有义务。
是啊，确实是如此。人不仅仅有个体属性，同样也有社会属
性。如果不是高更是原型，老思在人看来就是一个疯子，一
个傻子。固然做的事情令人感慨，只不过他在外界看来就是
一个故事。这让我想起了个体的价值一定要在他体身上体现
出来，也许老思不固执的把自己的画留给自己去欣赏，他就



不会那么悲惨。反过来讲，他不那么悲惨，他就不会成为经
典，他所谓的真正的追寻自己的生命意志，也就成了一场表
演。一场看似追寻的哗众取宠。

再说老思对带爱情的观点。爱情这个关系，在人的一生中是
非常重要的。幸福三要素，物质基础，情感依靠，精神支柱。
有些人一辈子都不知道什么是精神支柱，所以爱情就变成了
支柱。他们轻信爱情可以战胜一切，其实是不能的。正如最
近火的一踏糊涂的‘后来的我们’。其实哪有什么后来，只
不过在那个时间段你们不在合适了。人要用动态的眼光看待
自身与外在关系的变化，如果一味的抓住从前过去，那么这
个人必然是会受伤的。别人变了，你还没有变，并且其外改
变的人不去改变用过去的态度对待你，结局一目了然。

老思在差点病死的时候是老勃救了他，老勃的太太开始反对
老思住在自己家里。其实这个女人已经意识到了恐惧的事情
会发生。这个恐惧的事情就是老思会点燃自己的自由与生命
的意志。果不其然，老勃的太太爱上的老思，并且一发不可
收拾。老勃痛苦万分，也被感慨。女人这个物种，永远都会
原谅伤害自己的人，却无法宽恕救赎自己的人。也许吧，这
就是人性，至于是什么心理，我现在还没有深究。按照常理
说，老思的太太容貌身家都十分优于老思，这个爱情关系里
应该是幸福的。没看到结局我就知道，他俩注定是悲剧。当
真如此，这个女人在和老思吵了一架之后自杀了。她固执的
将自己信奉的爱情当成了一切，只不过是她自己认为的这是
爱情，是一切，和老思是无关的。也正如老思所讲，每个人
都该为自己负责，自己不对自己负责，还能指望谁对你负责？
这个女人有点像安娜 卡列尼娜，喝药自杀与卧轨自杀没什么
区别，只不过是基于轻信的不透彻。

后来老思去了一个岛上，画出了自己灵魂想要的东西，那副
超越了所有物质唯有纯粹灵魂的画作。所以他又开始被世界
所尊崇，正如死后的高更，成了后印象派的巨匠。只不过这
都和他无关，和他有关的时候你们又看不出来，你们看出来



了又关他什么事情。这也许就是所谓的疯子吧。在一些时代，
天才注定得是疯子，不成疯子就无法活着。在这个地方，人
类学倒是真为人做了些好事，就是不停的将正常人的范畴扩
大化。

这部书的悲剧在于月亮与六便士无法兼得，为什么无法兼得？
这是一个大的课题，不同的人，不同的环境，又因不同的环
境产生不同的三观，不同的三观造就了不同的角度。不同的
角度产生的话语会把另外角度的人逼疯。这也许真不是人的
错。也许看到了这一点，如今的人本主义开始繁盛起来。

这是一个缺乏理性的时代，先学会如何理性吧。少些道德审
判，道德评价。

如上字数半小时，想到哪写到哪，虽然还无法透彻，感受到
身上的束缚，至少此时此刻也算是自由。

月亮与六便士读后感篇二

毛姆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以法国著名画家保罗·高更为
原型，写的是年过四十的.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抛家弃职去
巴黎画画，几年后去了南太平洋岛塔希提，在那里度过余生
并创作出了价值非凡作品的故事。

月亮代表梦想，遥远却皎洁！每个人都看得到却很难触及；
六便士代表财富，咫尺但难免俗气，它是大多数人选择的方
向。选择月亮的人很难为别人所理解，即使得不到金钱，追
梦人依然快乐、享受！作者毛姆透过小说表达了梦想和财富
的选择关系。

追逐梦想就是追逐自己的厄运？在满地都是六便士的街上，
他抬起头看到了月光。怎样的驱动，才能不要六便士，赏着



月光，衣衫褴褛，包不果腹？可惜，我们还是被六便士所困，
抬头看见月光，低头捡起了六便士！

人如果没有梦想，和咸鱼又有什么区别！

可惜，我们中的不少人大概都不清楚自己的梦想吧。如果没
有梦想，那可不可以退而求其次，明白到底想要什么，想过
怎样的生活，想成为怎样的人？太多的束缚，太多的需求，
太多的逃避，最后我们就这样走完了一生。

也许所有人在小的时候都追逐过梦想，可家人，朋友的不支
持，嘲讽，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不再抬头望月亮，而是
踏踏实实低头捡地上的六便士。也许还会偶尔幻想，抬头看
看皎洁的月亮。可最终还是低头。太多人给我们出谋划策，
那我们还是自己吗？我们都应该抬头看看月亮，追逐自己的
梦想。而不是活成自己不想要的样子。他人是为了我们好，
可我们不是他们。也许我不是他们心中想要的样子，但我一
定是我自己想要的样子。

人生就这点，不冒几次险怎么知道不会成功？别给自己留下
遗憾！

月亮与六便士读后感篇三

这是一本很容易读完的书，全篇就像是喝酒遇上一个极善言
谈的江湖兄弟，神采飞扬、妙趣横生，席间聊起“我的一个
哥们”，神魔共舞、天花乱坠，偶尔还蹦出“经典”，例
如“爱情不会长久”“女人小肚鸡肠”，不由得开怀畅饮。
曲终席散，回想宴中种种，虽自知不过是酒中戏言，劝君多
喝一口，却也有种沉醉其中，不愿消散的快意。

那快意，便是“做一回思特里克兰德”——心为身纲，心行
合一。在我看来，人——当然我并不懂动物怎么想——最多
的烦恼便是：我想这么做，但需要那么做；这么做使我不爽，



但我必须这么做。儿时，以发现了“理智与情感的矛盾”洋
洋自得，人总是怒火中烧、心如刀绞的选择“理智”。思特
里克兰德的故事，就是内心那个“情感的我”的终极呐喊，
大声宣告：我才能创造伟大。这稍有点像时下一些流行歌
词——“我才不管那么多”“我要做独特的我”之类的，只
是这些叫唤更不过是一种顺应“流行”的叫卖，跟两广街
头“正宗凉茶”无所差异。

人为什么要“反情感”“违背自己意愿”的生活呢？时不时
会收到自己内心发出的“灵魂拷问”。我更愿意从人性的起
源去思考，或者说去说服自己。当我们还是动物时，我们
是“想干嘛就干嘛”的伊甸园天使，想在泥潭打个滚就打个
滚，可以扬着蹄撒着欢儿拉撒，可以自由恋爱甚至强迫恋爱，
过着随性自在的生活……相伴的，还有自然灾害、猛兽强禽，
经过了朝不保夕的漫长岁月，我们走向人类，组成社会，产
生社会意识，形成意识形态。当人征服自然时，意识形态也
征服了人类。意识形态规制着人的言行举止，仿如一张严密
的网把人笼罩得压抑愤懑，聪明的人开始“反思、觉醒”，
呼喊口号——“自由至上”“逃出牢笼”。

祖宗们创造社会时，也许是自然使然，他们并不曾主动考虑
过变成人类、形成社会后，生活、思想会发生多么翻天覆地
的变化，但唯有立足现实，社会已然存在……回到思特里克
兰德，他头顶五色光环，抛家弃业，不在乎风餐露宿，不管
人风言闲语，只求心之所向，身往趋之……可惜全是建立在
伤害别人或别人施舍的前提下，作者显然严重高估了世人的
同情心，同情心本是一种道德教化，思特里克兰德们是消费
不起的。现实里如果真有思特里克兰德，他一定很早就死在
法国的某个角落，尸身腐臭无人问津。

当然，作品从头到尾没有歌颂思特里克兰德似人生，但无疑
把思特里克兰德生涯粉饰得天花乱坠，只有跳出这个圈，才
能筛选名著中那一颗颗亮闪闪的金子。作品中的闪光点俯拾
皆是，这也是很少的一本篇幅短小，我却勾画了不少“重



点”的小说，很多字段深邃真切，直捣灵魂，让人不由目睹
那些自己不愿认可的现实，增添更多理性（这也让我在构思
读后感时，腹稿花样繁多），实值得多读几遍。在读的过程
里，还如同喝酒一般，可以神游太虚，过一段思特里克兰德
式生活，也未尝不是一大乐事。喝酒时，世界都是你的，
看“月亮”时，地球都是可以给你拿球踢的。

原本结尾是：刚好看到今天（1月5日）长安剑的公众号推出
一篇文章，引为评述：同情心和共情力，才应当是一个文明
社会滚烫的“核心”，有温情和人性的文明社会才能永
葆“生命力”和“活力”。

近期莫名的忙碌，文字码完了一直没定稿。忙碌也有所得，
无意翻到一句更契合的表述：“我们的生活需要的不是玄想
和空洞的假设，而是我们能够过没有迷乱的生活。”（马恩
全集第1卷）

月亮与六便士读后感篇四

窗外太阳已经高高升起，是个晴天。也算不上多么晴朗，但
比起昨天来，绝对是个大晴天，春光明媚，绿意盎然。

只是，今天是清明节。不能对别人说节日快乐的，需要在心
里，至少在心里寄托一下对逝去的人的哀思。

拉上窗帘，室内光线依旧充足。

睡不着了，干脆就不睡了。坐起来，倚在墙上，拿起那本
《月亮与六便士》来读。

对于这本书，新书，按说应该有兴趣，可是前面大部分都读
不下去，通常是，读着读者就失迷了眼睛，失迷了脑子，等
着那些虚幻的文字，不知道在想什么。



媳妇告诉我，要读一读这本书。况且属于经典著作，读，一
定要读下去。我倒要看看，这本书好在什么地方。

仅看着封面，不让人讨厌，且对我有一定的吸引了。

可是为什么里面的文字，我总是读不下去呢。

弃之不读，我不忍心。读，必须读。

往后走。想当初，谈对象的时候曾对喜欢的姑娘说，试一下，
给我们相处一个机会，也说不准能碰撞出火花呢。

事实是如此。

越往后读，兴趣越足。并且在内心激起了涟漪。

慢慢地，十章，二十章，三十章；慢慢地，拿起了笔，做起
了在书上标画的营生。

艺术是这世上最伟大的东西。这是书里的一句话。

我笑着对骂我一早起来也不做早饭的媳妇说：我是艺术家。

哈哈，我做的可是艺术的事情哦，我也曾经长发飘飘过。今
天，一整天，我要去演出的。

别人认不认我不管，哈哈，在我心里，我是艺术家的。

依旧是迷迷糊糊读完的，也只是大致地对本书有个了解。

月亮，六便士。

理想，现实。

艺术，生活。



月亮与六便士读后感篇五

什么是孤独？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说，布恩迪亚家族和
马孔多镇是孤独的，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母女之间、兄弟
姐妹之间，没有感情沟通，缺乏信任和了解，恰如彼时的南
美洲，各个国家、民族之间渗入了狭隘思想，成为阻碍民族
向上、国家进步的一大包袱；古龙的《天涯·明月·刀》说，
孤独就是傅红雪直到某一天，武功尽失，再也无法挥刀，他
仍会拖着残废的身躯缓缓迈进，追逐自己内心的那一束光芒。
无疑，他们都是孤独的，而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中主人
公思特里克兰德的原型—高更，也许是孤独的一个典型代表
了。孤独于他而言，就是在生活的残酷和对艺术不懈的追求
中产生的必然产物。

思特里克兰德没有任何的绘画基础，他只是爱好画画而已。
他的生活变得窘迫，他画的画也完全不像个样子，除了有个
蹩脚的画家伯朗士—施特略夫把他当成上帝外，任何人都不
会买他的画，事实上他也从不轻易卖画。他不停地流浪，最
后来到了塔西提岛，与一个土著姑娘爱塔结了婚。他们生活
在与世隔绝的地方，他每天都在那里作画。但不幸的是，不
久他就感染了麻风病，在他病逝的前一年，他成了xx。爱塔一
直照顾着他，直到他完成了自己的巨型壁画，身体溃烂而死。
他的妻子依照他的遗言焚毁了挂满壁画的屋子，甚至没有留
下一根木头。

那么，为什么思特里克兰德毅然放弃了原本锦衣玉食的生活，
选择了常人所不能理解的孤独呢？正式因为他有着一颗骚动
而不安的心，他天生为艺术而生，所以，他注定在“神谕”
的召唤下，在驱之不散的念头的驱使下冲出世俗的樊篱，走
向了艺术的至境。他正是在孤独中仿徨，在孤独中冲突，在
孤独中生成，在生命的最后一瞬间，在孤独中实现了灵魂的
自由。

我认为，思特里克兰德只是披着孤独的外衣，他内心是完全



不孤独的。不仅如此，我相信思特里克兰德的内心绝对是非
常充实和满足的，因为，心安处，便是吾家。孔子说，不义
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对思特里克兰德来说，不能为了自
己的艺术追求而放弃一切，再富足的生活，同样也是浮云罢
了。唯有在追求艺术的伟大征程中，方可心安，方可生存。
《霸王别姬》里说，不疯魔不成活，就是对思特里克兰德这
种生活方式的完美诠释。

反观自己，怎样的我才是心安，何处才是吾家呢？我希望能
把自己完全沉浸在教学工作中去，用自己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让孩子们可以去追求自己向往的生活。在孩子们的人生大路
上为他们点起一盏指路的启明灯，在孩子们要爬坡过坎的时
候给他们勇攀高峰的勇气和能力，在孩子们需要选择的时候
帮助他们作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我觉得，当我看到我们孩
子们，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在人生道路上直挂云帆济
沧海的时候，我一定会无比心安的。

心安处，便是吾家。

月亮与六便士读后感篇六

小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描述了一位天才画家的一生，
由此引发出对人生的思考。

开篇先简要描述了英国上流社会对艺术作品的追崇，然而都
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虚伪、贪婪、自私，唯利是图等秉性
通过聚会、拍卖等形式展现无遗。随后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德
登场，出场方式却是相当的不起眼，典型的社会普通人民群
众的形象，妻子贤惠，家庭和睦幸福。但一切皆是假象，主
人公斯特里克兰德内心的追求是画画，完完全全被当时的社
会已经家庭生活所束缚。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他做出了抛
妻弃子的决定。在此过程中，其自私、冷漠、无情表现的淋
漓尽致。一个人孓身来到法国后，过着凄苦无依的生活。这
也反映了主人公内心之痛苦，追求艺术信念之坚定。



在法国，有位朋友叫戴尔克·施特略夫，极早便对主人公斯
特里克兰德有着极高的评价。为此，不遗余力的帮他。然而，
斯特里克兰德却忘恩负义，霸占其妻子，随后又弃如草芥，
可以说的上是禽兽不如，但其一切行为的出发点也都是基于
追求画画。由于与人结怨，主人公踏上了漂泊、乞讨的生活。
最终在塔希提找到灵魂的归宿，精神的追求，并经人介绍，
娶妻生子。

在此过程中，无论经历什么，主人公始终无法放下的就是自
己对艺术的追求，强烈的画画欲望使他能够克服一切艰难险
阻，他不在乎金钱、名声(抛妻弃子，忘恩负义，冷漠无情等
等)，展现给世人的完全就是一个病态的人格，可以说是付出
了相当大的代价，然而即使如此，仍然不忘初心。

主人公之所以能在塔希提找到自己灵魂的归宿，是因为这里
环境清幽，最接近大自然的状态。摆脱了世俗的一切困扰，
又有自然环境的衬托，主人公内心追求的无拘无束的自由灵
魂终于得以释放，精神得以解脱。可以集中心力进行艺术的
创作。所作的画皆是展现自然、原始之美，却也附带着恐惧
邪恶之意。既表现了内心对自由、自然的向往，又揭示了人
性丑陋罪恶的一面。

小说言语之间含有邪恶反讽之意，部分观点不表赞同。但值
得欣赏的主题就是：人应该心怀理想，追求心灵的自由。正
如文中的步吕诺船长所说，他和斯特里克兰德其实一样，都
在追求美，只不过一个是艺术，一个是生活。我们更应该学
习的是步吕诺船长的生活心态，积极乐观向上，追求生活的
美。不论艰难困苦，始终保持一颗热爱生活的心。正所谓生
活虐我千百遍，我待生活如初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