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沉默的大多数读书感悟 沉默的大
多数读书心得(模板5篇)

心得感悟是指一种读书、实践后所写的感受性文字。我们如
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心得感悟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
一讲心得感悟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沉默的大多数读书感悟篇一

一开始见到这本书，是在学校的图书公益活动上，一眼被封
面与标题吸引，快速的把它攥在手里带回了教室，被同学借
去读完后刚好赶上忙碌的日子，闲置了很久。最近重新翻阅，
但还是没有读完，只能写一写并不完整的读后感了。

还没看这本书前，我觉得作者王小波先生，是想写一写现如
今遇事避事的大多数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可能是想在王
小波对大多数的批判中寻求一点伸张正义的勇气，我买下了
这本书。可是当我慢慢读完每一页，事实却并非如此。

在正序中，作者谈起了伦理问题（尤其是社会伦理），在他
眼中，伦理问题的是与非，不在于一己之言，因为世界上没
有能顾及所有人的圣人。正如书中萧伯纳笔下的安德谢夫老
爷子对自己的儿子所斥：“这件事难倒了一切科学家、政治
家、哲学家，怎么你什么都不会，就会一个明辨是非？”

明辨是非不易，因为伦理是大家的事。其实，不懂明辨是非
的人不可怕，可怕的是觉得自己已经能明辨是非实则一无所
能的人。正如安德谢老夫子的儿子，但不是每个自以为是的
人都有像安德谢老夫子这样清醒的父亲，能给出逆耳的劝诫。
这也就造就了愚蠢甚至恐慌。

很多人害怕成为这样的捣乱者，沉默似乎成为一种明哲保身
之举。但是，在这本书中，作者并没有批判那些沉默者，而



是把过去的自己归入其中甚至成为代表，向读者静静讲诉自
己沉默的选择与原因，自己决定不再沉默的契机与感悟。

谦逊，是作为发声者的态度。我想，正如书中作者想表达的，
把自己的观点是非坦坦荡荡的交付公论。把判定是非的权力
从一个人扩散到公众；把发声者的角色从决定者转化为建议
者、传递者。这样发出的声音，才能长且远。

再来说说这本书不容忽略的一大方面，俄国文学家别林斯基
说过：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
深深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沉默的大多数》有一个
不容忽略的背景——七十年代，一个让无数中国学者耿耿于
怀的年代。

奇妙的是，王小波先生笔下的那个充满血与泪的年代，却是
平淡的。他用诙谐自嘲的笔触，写下那个时代“无趣”的书
籍、“无话可说”的伙伴，以及“无味”的思维。他亲历痛
苦却能思考痛苦，在他的笔下看不到仇恨与控诉，读者能直
面那个时代所发生的，在叹息时又能真切的感受到，那些在
枷锁中保持独立思维的少数人的可贵；然后去思考——是什
么造就了那个时代。

直面过去，直指未来，才是这本书最珍贵的。

沉默的大多数读书感悟篇二

还记得第一次读到王小波的文字，是在读研期间。在那座爬
墙虎铺满整墙、建于六七十年代的图书馆里，在写论文困乏
时，我四处翻看小说打发休息间隙。无意翻到王小波的文字，
已不记得是哪段文字了，只记得我被他妙趣横生的叙述方式、
荒诞不经的想象力、酣畅淋淋的表达所吸引，看着很过瘾，
以至于一口气就接着读了下去，直到图书馆的闭馆铃声响起，
我才意识到自己是来写论文的，匆匆收拾好东西离开了图书



馆。于是，后来就自己买了这本《沉默的大多数》。

这是一本杂文集，内容涉及历史、政治、文学、艺术等多个
领域，既有阳春白雪，又有下里巴人，既有政治导向意味很
重的部分，也有个性鲜明的部分。每篇杂文的标题都很特立
独行，看似八杆子打不着的几个词就组成了一个标题，比
如“皇帝做习题”、“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长虫・草帽・
细高挑”等等，让人迫不及待地想要读下去；短文开头常常
从贴近生活的事情讲起，把平常的琐事和深奥的道理糅在一
起；文中每次引经据典、借用俗语都显得很自然，毫不突兀。
读这样的文字，就像是与文学巨匠在做面对面地交流，感受
他的博学，接受他的熏陶。

这本杂文集中，说了很多中国人的.国民性，与林语堂的《吾
国与吾民》有异曲同工之处，比如中国人不太懂幽默、比较
寡言少语、有受虐受压迫倾向等等。不得不提的是开头第一
篇杂文《沉默的大多数》，分为六个小节讲述了王小波他自
己怎么从怀疑话语、不爱说话的小孩转变为走进话语圈的文
学创作者，因为他感觉“有义务谈谈子自己的所见所闻”，
所以他最终挤进了话语圈。他说大家之所以保持沉默，原因
有些是因为没能力或没机会说，有些是因为有隐情不便说，
有些是因为对话语世界厌恶。这让我开始思考，现在很多大
学生为什么他们“在公众场合什么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则妙
语连珠”，在课堂上不主动发言甚至一问三不知，在课后以
及微信qq等各种社交平台上吐槽起来却妙语连珠，一个堪比
一个精彩。这样看来，他们不是因为没有能力而在课堂上保
持沉默，也许是出于对课堂这个公开场合的担忧，又或者与
老师对话让他们提不起兴趣。不管是哪个原因，如果出于对
这个课堂、对这次学习有一种责任感，那么我想他们也会像
王小波一样，做一个主动掌握话语权的人。

读到《用一生来学习艺术》这篇时，我心里有很深的感触。
我是个没有艺术细胞的人，画画不好，即使是临摹也能临个
四不像，也欣赏不了什么世界名画；唱歌唱不在调上，甚至



还可以在合唱的时候把别人带偏……王小波开篇就说理科老
师比文科老师提到更多的艺术，想起来，好像我的化学老师
在完整地做完一个实验并且分毫不差地得到所有的反应和现
象时，他也说过类似的话“怎么做对是科学，怎么做好是艺
术”。文中，他通过对杜拉斯、道乾先生、穆旦先生作品的
怀念，道出了“比之科学，艺术更能使人幸福”的感叹。诚
如王小波所言，科学教给人的是规则，艺术作品是一种潜移
默化的影响，可以给人以精神世界的饱足感。

读完这本杂文集，收获的不仅仅是王小波播种的精神食粮，
文中提到的诸多优秀作品，他们是经由王小波删选后呈现给
我们的，我想这些也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汲取到我们自己
需要的营养。

经典语录：

2、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沉默
的大多数》

沉默的大多数读书感悟篇三

拿到《沉默的大多数》这本书的时候，我便产生了共鸣，应
为自己也是属于这种性格的人，因为我平时也不喜欢怎么讲
话，或者不喜欢在公共场合发言，套用书中一句话就是“在
公共场合什么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却是妙语连珠。”现在的
社会中，总有一些人干什么事都比较积极，争先恐后的表达
自己的观点，生怕自己的才华被淹没。

福克先生说过，说话即权利，可见他们和乐忠于这种权利。
但我喜欢听他们说完，自己在内心思考，而这种思考对于大
家是否知道都是次要的，王小波说这是大部分人的通病。王
小波说，从话语中，你很少能学到人性，从沉默中却能。或
许是从沉默中才能得到更多地思考。



从王小波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以及在此隔
阂下的互相抨击。这是一个太过复杂的时代，充斥着太多的
诱惑，不同的思想观念左右着人们的行动，有人愿意舍己救
人，有人愿意披露真相，有人愿意散布谣言。因此有的话该
讲的要讲，不该讲的还是要用沉默来代替。

沉默往往代表的是行动，沉默往往也代表着力量的凝聚。在
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中，不同信仰的人们沉默着，包容着，同
时也关注着。沉默是一种内在性的处事方式，沉默或许是一
种积蓄的过程，谁也不知道爆炸后的结果是什么。

沉默的一代人绝不会是垮掉的一代人，二十世纪闹得太多喧
嚣太多，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更多的崇尚理智和谨慎。对于杂
志上刊登的调查，我们都清楚那是要登出来吸引人眼球的，
所以我们沉默了，所以我们含糊了。因为我们绝不愿意说谎，
因为沉默是对选择权的尊重。

我们坚信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沉默，我们理性，
我们耿直。但沉默绝不违背自己的内心，当时代召唤之时，
沉默的大多数会挺身而出，奋不顾身。

读了这本书之后，还有许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和借
鉴。希望从现在开始能对我们大家有所帮助。

沉默的大多数读书感悟篇四

王小波的的这篇《沉默的大多数》很是耐读，这或许与作者
的人生经历和对生活的敏锐洞察力相当大的关系。

与王小波文中所讲的一样，我也属于“沉默的大多数”的那
类人。这是少年时代养成的习惯，是一种难改的积习。小时
候我也贫嘴聊舌，但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就开始沉默寡言。
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不会说话--在私下里我说的话比任何人



都不少--这只意味着我放弃了权力。

后来，这样的情况有了较大的改观，其原因大概如王小波文
章所写的“不说话的人不仅没有权力，而且会被人看作不存
在，因为人们不会知道你。”我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但有时
不得不说很多话，从内心深处来讲，我觉得是那么得言不由
衷。

尽管平时话语不多，但并不妨碍我对事物的观察，这也许与
自己学过新闻学有关吧。虽然自己性格内向，但是也有自己
的表达方式，或许被常人不易差距，比较含蓄而已。

文字，对于自己来说，是最好的表达方式。可能很少有人读
懂自己的文字，正所谓“知音难求”。虽然，知道这不是个
好习惯，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多年养成的性格，是很难一
下子改掉的。不是说“江山易改，本性难易”吗，其实讲的
就是这个事。这也谈不上“好不好”，只是最初与人沟通时，
给人沉默寡言、不善言辞的感觉。

“沉默是金，说话是银”，国人以“含蓄”著称，以“中
庸”为准则。所谓“沉默的大多数”是由其根本原因的。虽
然在信息社会的今天，“沟通”是与人交往的一个“不二”
法则，但还是有很多人喜欢含蓄的方式，我大概就是其中的
一个吧!

沉默的大多数读书感悟篇五

前几天，有幸读到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略有感触。

文章以王小波的自身经历为线索，先讲述了他怎样选择沉默
的经过。从小时候，到大学时候革命及让人啼笑皆非的现实，
很难让人联想到所谓的美好。周围很多人喊着所谓的口号与
教条，以此来成为这个主流群体“话语圈”的一部分。从内



心鄙视话语圈的王小波，选择了沉默。选择沉默，是因为一
些话在某一环境下无法说出口，或说出了也无用。沉默有自
己的语言。他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有人常在你楼道门口放了
一辆自行车，妨碍了你的进出，而你又是一个认真的人。你
劝告他，或去跟居委反映，说：同志，五讲四美，请你注意。
对方的很有可能，会说你这人真“事儿”。同时你也可以用
沉默的方式来表达你对这种行为的厌恶，把他车胎的气放掉，
当然是在四周无人的情况下。

一种文化必有一些独有的信息，沉默也是有的。戈尔巴乔夫
说过这样的话：有一件事是公开的秘密，假如你想给自己盖
个小房子，就得给主管官员些贿赂，再到国家的工地上偷点
建筑材料。这样的事干得说不得，属于沉默;再加上讲这些话
时，戈氏是苏共，所以当然语惊四座。还有一点要补充的，
那就是：属于沉默的事用话讲了出来，总是这么怪怪的。

沉默也可以传播。在某些年代里，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了，沉
默就像野火一样四下漫延着。把这叫作传播，多少有点过甚
其辞，但也不离大谱。在沉默的年代里，人们也在传播小道
消息，这件事破坏了沉默的完整性。好在这种话语我们只在
一些特定的场合说，比方说，公共厕所。最起码在追查谣言
时，我们是这样交待的：这话我是在厕所里听说的!这样小道
消息就成了包含着排便艰巨的呓语，不值得认真对待。另外，
公厕虽然也是公共场合，但我有种强烈的欲望，要把它排除
在外，因为它太脏了。

我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从我懂事的年龄，就常听人们说：我
们这一代，生于一个神圣的时代，多么幸福;在甜蜜之余也有
一点怀疑：这么多美事怎么都叫我赶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