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皮囊读后感(实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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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
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
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
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皮囊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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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囊读后感篇二

剥开《皮囊》，认识你自己。

李敬泽在序言中说：“皮囊有心。不管这具皮囊是什么质地，
它包裹着一颗心。人生或许就是一具皮囊打包携带着一颗心
的羁旅。

这颗心很多时候是睡去了，有时醒来。心醒着的时候，就把
皮囊从内部照亮。”

看到很多短评，褒贬不一，有说作者没有灵魂，无病呻吟，
凤凰男，各种难听的话，也不乏泪目，说戳心，真实的评论。

不得不说，我被蔡崇达的真实与犀利给震撼到，从小生活在
福建海滨小镇的经历冷静而理智的一点点叙述，父亲生病后
从最初有一点希冀，到慢慢绝望，大雨里父亲执意要出门的
那一幕看得我内心五味杂陈，可是作者却仍然是理智到冷漠
的笔触去叙述。

对母亲执意要盖房子的决定从内心隐隐觉得没有必要，到后
来母亲对父亲的想念，念叨隐约明白理解她对父亲埋在心底，
没有言说出口的深爱。

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细节是父亲为了不让儿子被大海所误，



一直隐瞒儿子，而蔡崇达，仅用简单的寥寥几笔：“再次去
拜访外祖母的路上，我突然放开步子往甘蔗林那冲，母亲气
恼地追我，把我追急了，竟扑通往那一跳，海水迅速把我淹
没了，那咸咸的海水包裹着我，把我往怀里搂。我看到，这
海水之上那碎银一样的阳光，铺满我的瞳孔，醒来的时候，
已经在医院的病床上。”形容他被海水淹这样看似惊心动魄
的经历。又是一段克制理智到极致的叙述。

后来又是张美丽，文展，阿小，厚朴的故事，可能我们身边
都有这样的影子，可是蔡崇达用他冷静又细致的笔锋，为我
们绘出了这些特点鲜明人物形象。

每个人都有这副皮囊，蔡崇达用自己锋利的笔刀，剖析自己
的过去，剖析自己的回忆。

看介绍的时候说这是一部能看哭人的书，作者没有刻意渲染
悲伤与绝望，却给人以极强的代入感，让人不禁能回视自己，
自看自省。不要让灵魂负重前行，你也应该剥开皮囊，重新
认识你自己。

皮囊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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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囊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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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囊读后感篇五

读完蔡崇达的作品集《皮囊》，它是来自于朋友微信上的推
荐，那个推荐链接了他书里的第一篇同名文章《皮囊》，写
他外婆的母亲，那是一个坚硬而睿智的女人，看这篇文章，
那个失去了女儿还能冷静的在祭祀上一下摔死挣扎的公鸡，
并说出“别让这肉体再折腾它的魂灵”精彩话语的老太，真
的让我喜欢的不行，于是，买来书细细品读，第一次从书里
看到闽南人的生活，第一次渐渐明白为什么闽南人会那么尊
崇大家族，原来他们是始终有信仰的，他们从来都没有忘记
妈祖和各类祖先，逢年过节会一家人去祭拜，遇到大事小事
会选择和神灵的对话沟通，因为一直内心有坚定依靠，使得
作者和他的老太、妈妈哪怕经历最艰难的人生，也依然心存
希望。

《皮囊》里写外婆的母亲，失去了女儿却没有哭泣，问她为
什么，她说因为她“舍得”，当作者询问她对舅公游泳训练
的狠心传言时，她说“肉体不就是拿来用的，又不是拿来伺
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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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个坚硬如石头的老太，92岁



高龄还可以攀到屋顶去修补漏洞，我想蔡崇达的人生，能够
坚强的面对一次次挑战，从那个大海边的小镇走到北京，走
向更辽阔的世界，老太的人生观应该是他成长路上的第一份
人生礼物吧。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始终不能理解在老家执着于建房子的父
母，不能够明白为什么所有的身家要去盖那个根本就知道很
快要很拆掉的房子，在《母亲的房子》一文里，随着蔡崇达
的叙述，我渐渐明白了他的母亲内心的那份近乎令人感觉不
近人情的坚持，盖房子是因为母亲对父亲的爱，无论父亲是
健康，是生病，还是离世，这份爱成为母亲人生最坚定的目
标和信念，作者从最初的不可理解到最后和母亲的统一战线，
也从这篇文章里读懂老人家坚持背后的诉求，所以读完第一
时间给朋友推荐了这本书，也许他能在这里找到和父母沟通
的契机。

我在通篇的书里感受着母亲对父亲、儿子的爱，感受着母亲
对于儿子寄予的无限的信赖，儿子从高中开始就那么自觉的
开始承担一家之主的角色，挣钱养家，照顾瘫痪的父亲，因
为这个儿子，让家再一次有了家的感觉，也因为父亲的生病，
缺失，成就了蔡崇达的坚强，独立，目标，常常说磨难是最
好的学校，临近高考两周倒下的父亲，最后没有令到作者沉
溺，反而成为了人生最强大的动力，让他的大学生活变得紧
张严肃，有计划有目标，一切就是这样成就了这个原本在青
春期的时候无比迷茫的少年，而《天才文展》里的主角却那
样意外的最后变成了废柴，看文展的初中阶段，我还计划把
文章分享给儿子看，让他也如天才文展那样早早开始有计划
有目标的前行，但文章看到最后，我发现已经不能分享了，
人生的变化真的让人难以捉摸，文展的命运让人唏嘘，其实
看开了，就知道一个人的命运里最关键的除了智商这个必要
条件外，还有情商、逆商和更多的东西。

之前并不知道蔡崇达这个人，因为对这本书的好奇，才去网
上查阅了他的信息，一个看着阳光的知识青年模样，典型的



闽南人长相，虽然年轻却履历丰富，如今的身家已经超过10
亿，读这些信息的时候很是好奇，是什么促使了他的快速成
长和蜕变，等到读完这本集子，已经没有了疑问，因为至少
这是一个有情有义，有思想有目标的男人，大学四年他不曾
虚度，尤其是最后一年的实习，他很好的为自己早早筹谋，
并最终落定职业生涯的第一步，看他的经历，再对比身边太
多孩子的抱怨，无业或者彷徨，我们曾经以为现在的就业确
实有着无比的压力，可是为什么这个来自闽南小镇的一个师
范学院的男生能够在满是北漂的京城落脚，任何时候，机会
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也是给这种有情义有责任的人的，老
天也会眷顾这个爱家爱故乡的男孩，不愿意看到他们家真的
坍塌吧。

《残疾》是一篇让我感动泪流的文章，这里面写的是他的父
亲，虽然那时候的父亲已经因为中风而偏瘫，虽然他们全家
穷的只能每天吃母亲捡回家的烂菜，但是家的温暖却从来没
有消失，父亲就算是从顶天立地变成胖乎乎的孩童，他们依
然相爱相扶，最后父亲走了，蔡崇达难以纾解内心的愤怒，
但那所有的咆哮和怒吼却让我泪流，因为那里面承载的是一
个小小男生最大的压力和爱，那份爱是压抑的，变成了全部
儿子对家的责任。

“春节不回家无家，清明不回家无祖”蔡崇达母亲的话语用
最通俗的表达，告诉了我们最质朴的情感，就是这种情感坚
定着所有游子回家的信念，让蔡崇达无论走到哪里都坚信自
己是有家的人，我很羡慕他文章里关于祭祖的描述，那样的
情景我们只存在于想象中了，新生的生命一个个涌现，长辈
们一年年渐渐变成被祭拜的对象，而家族因此生生不息，无
论去的，还是在的，都知道这里是家，这里是归宿。

有家的感觉，真好！有爱的感觉，真好！这是勇气，这是力
量，这是生命的传承......



皮囊读后感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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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