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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月亮与六便士的感想篇一

小时候以为，人长大了之后就会开始谈梦想。后来长大了才
发现人更多的是怀念年幼时的敢想敢做。我以为，人只有在
青春期才会迷惘，是因为后来大家都找到了梦想，慢慢才发
现是大家都习惯了生活。

理所应当地，每个心里装着梦想的人都会被迫害。真不怪我
们，在我们看来，梦想就是白日梦。

人总要吃饭。用劳动来交换粮食比直接生产粮食更轻松一点，
这样我们可以省下时间来做喜欢的事情。为了省下更多时间，
我们要花更多时间去熟练技能。于是我们就陷入了这种怪圈
之中。幸好啊，我们还能够繁衍后代，延续我们做不完的事
情，然后投入时间不断纠正他们往既定方向前进。生活可能
就是这样吧。只吃饭不干活的人是非常无耻的。

我讨厌毛姆笔下的斯特里克兰，他太过于冷酷无情，他伤害
了那么多爱着他的人。

书中的男主角是以保罗。高更为原型的，而保罗。高更比男
主角的生平看上去有了很多人情味。

所以一切都是作者的构想，斯特里克兰只是一个纯粹的梦想
化身。也好，世界上从来没有过这么薄情的一个人。



一个心怀梦想的人也许会名垂青史，也许不会;但必定不会被
大多数人所理解。这大概就是人类社会最大的幸庆和悲哀吧。

“虽万千人，吾往矣”，“十年一觉扬州梦，不负青楼薄幸
名”，“忍把浮名，换了浅斟轻唱”。

月亮与六便士的感想篇二

看着您的头像，双眼放射出自信的亮光，却又不失几分深遂
和坚持定的信念，直视前方，这双眼睛应该时常出现在那些
铁路工人的眼前吧!当遇到困难时，有一双眼出现了，那是坚
定的眼神，这点困难算什么?继续。

看那一双手和一双腿，不知您走过多少路啊!手里拎着经纬仪，
扛着标杆，穿山越岭，而不是坐在屋子里，等着手下给你报
告，给你地图，让您不到现场，安全的工作。

您没有，您一直把自己看成工人詹天佑爷爷，我想遇到这样
的事一定不少出现，据我在课本上所学的知识，你是经常和
工人去好好干活，天天向上的，从不摆大架子，还和工人同
吃同住。

塞外常常黄沙漫天，让人不能看到路，很有可能进去就出不
来了，而且还有峡谷深涧，如果一不小心，一脚踏空，后
果……不光如此，还有大陡坡，弄不好就要坐一回滑滑梯，
从上面摔下来，而且又冷的不行，但您还是凭着自己坚强的
信念坚持下来，像我们现在的“小公主”“小皇帝”是坚持
不了的，估计没两天就要跑回家吃香的喝辣的了。

您什么也不怕，因为他让自己坚定了信念，为了给那些帝国
主义者们一个有力的回击!为了不受外国人讥笑，为了让中国
工程师们充满信心(众人：标准的爱国工程师)!



当您接受任务时，有多少人冷嘲热讽，“自不量力”“不过
花几个钱罢了”更有甚者，说您是“胆大妄为”，您一定知
道困难重重，但您毅然接受任务，体现了您爱国知识分子的
爱国心和民族责任心，让那些想控制我国北部的帝国主义者
望洋兴叹。

1905年8月，京张铁路正式开工，紧张的勘探、选线工作开始
了。您亲自带学生和工人着，背着标杆，经纬仪，日夜奔波
在崎岖的山岭上。一天傍晚，猛烈的西北风卷着沙石在八达
岭一带呼啸怒吼，刮得人睁不开眼睛，测量队急着结束工作，
填个测得的数字，就从岩壁上爬下来。您接过本子，一边翻
看填写的数字，一边疑惑地问：“数据准确吗?”“差不多”
测量队员回答说。您严肃地说：“技术的第一个要求是精密，
不能有一点模糊和轻率，‘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该
出自工程人员之口。”接着，您背起仪器，冒着风沙，又吃
力地攀到岩壁上，认真地重新勘测了一遍，修正了一个误差。
当您下来时，嘴唇都冻青了。

可见您对这次修建的重视，和对这次修建的负责。

詹天佑爷爷，您不愧为中国杰出的爱国工程师，不愧是“中
国铁路之父”，您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铁路事业，您是我
们中华儿女学习的榜样!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于谦的《石灰吟》
也正是您的精神写照!

月亮与六便士的感想篇三

卸去繁琐的工作，我终于在寒假的时候翻开了毛姆的大作
《月亮和六便士》，这个尘封在我书桌上半年多的精装书，
终于被我剥去了封塑。

一开始吸引我的是它的书名—月亮和六便士，两个看起来毫
无关联的事物，会发生哪些故事呢?怀着这颗好奇心，我一面
读着晦涩难懂的人名、地名，一面领会作者的写作意图。就



像作者本人一样，一开始我并不认为思特里克兰德就是本书
的主人公，因为他太平凡了，几乎没有可以写的地方。直到
突然有一天，他失踪了，毫无征兆、毫无理由的消失在大家
的视野。各种猜测、各种质疑他统统不理会，因为他已经下
定决心要放弃安逸的生活去追求心中的理想。此后，为了生
存，他辗转去了许多地方，但经历无数波折后，他选择去了
原始森林并娶了一位土著人为妻，这段时间，他开始大量创
作，并将自己的创作才能发挥到极致。可死神并没有放过这
位胸怀理想的艺术家，一场麻风夺去了他的性命。他在生命
尽头的日子里，不屈不挠，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创作出艺术
瑰宝。可惜，遵照他本人生前遗愿，这个瑰宝同他一起进入
了天堂，因为这幅画的完成，让他的灵魂得到了解脱，他感
觉自己追求的东西已经得到，在骄傲和蔑视间，他又将它毁
掉了。

读了这本书，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一方面我被思特里克
兰德追求艺术的执着和无谓所打动，另一方面我对自己碌碌
无为的生活进行了反思。

思特里克兰德心中有份远大的理想，这份理想曾经被残酷的
现实所淹没、曾经被人世间的温情所遮盖、曾经被安逸的生
活所尘封。但这份理想从未消失，它在慢慢的发芽、生长。
而我我也有理想，这个理想也从未消失，可是它什么时候才
能更茁壮?我忘了曾有多少个早晨，当万物还在深睡、当太阳
还在梦里的时候，我的心脏会突然像听到什么指令一样，砰
砰砰地快速跳动起来，脑海中尘封的理想便褪去浮华，一点
点膨胀、膨胀，直到浑身的血液都像沸腾起来一样，毫无方
向的乱窜一气。于是，漫漫长夜，我与理想进行了零距离接
触，各种思想也进行了强烈的碰撞。等到闹钟一响，我睁开
布满红血丝的眼睛，洗了把脸，看着镜子中日渐沧桑的自己，
同情的嘲笑了一下，便开始像机器一样工作。

我也曾想过放下乏味的现实去追求我崇高的理想，可是我做
不到像思特里克兰德那样放弃亲情、友情、甚至做人的尊严



去追求理想。也没有信心像他那样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为社会、
为人类做出贡献。这对我来说是一场几乎没有胜算的博弈，
到头来，我会落得一无所有，甚至背负绝情绝义的骂名。他
能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痛楚，所以他取得了常人不能取得的
成就。

看了思特里克兰德的故事，我觉得他是只勇敢的青蛙，适时
地跳出了蒸煮自己的锅炉，而我却是只呆头青蛙，虽然不甘
心被温暖的小锅炉束缚，也很向往美丽的田野和池塘，但是
却怎么也不敢跳出去，因为我没有足够的才华去支撑膨胀的
野心!

月亮与六便士的感想篇四

《受戒》描写了一个令人向往的世外桃源。在清香的芦苇荡
中，幽静寺庙里青涩拘谨的小和尚明子，淳朴水乡里率性天
真的农家女小英子，发生了一段纯美得惊世骇俗的初恋故事。

故事发生在庵赵庄，这里的人们淳朴善良，热爱生活。“在
庵赵庄这个地方，是出和尚的。” 荸荠庵里的僧侣生活与一
般人们印象中的迥然不同，完全没有一般佛门寺庙里的清规
戒律，甚至连“清规”这两个字都没有人提起。

荸荠庵里的和尚，只要会一点做法事的基本功如放瑜伽焰口，
拜梁黄忏之类，从此就可以吃现成饭，可以赚钱，可以还俗，
可以娶亲，还可以买田置地，过优哉游哉的神仙日子。

庵里的老师傅终日枯坐在那“一花一世界”里沉醉。大师父
仁山是“当家的”，管着经账，租账，债账三本帐簿，在庵
里从不穿袈裟，经常是披件短僧衣，袒露着他那黄色的圆肚
皮，光脚趿拉着一双僧鞋;其他两位师傅也是各有千秋，二师
父仁海是有老婆的，甚至每年还把他老婆接来避暑纳凉;三师
父仁渡更是不仅人漂亮，还有一手“飞铙”的绝活，甚至每



场法事之后，村里就会有大姑娘或小媳妇蓦然失踪，跟和尚
跑了。最让人诧异的是他们吃肉从不瞒人，甚至过年的时候
就在大殿上杀猪。

这里的和尚过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祥乐时光。和尚们娶
妻养子，打牌赌博，杀猪吃肉，唱山歌小调。他们过着“俗
人”的生活，享受着人性、人情焕发出来的欢乐与愉悦。这
些都印证着和尚的俗人化与宗教的世俗化。《受戒》解构了
佛门的庄重严肃，打破了人与宗教间的隔膜。小说的主人公
明海随舅舅仁山和尚来到了荸荠庵当和尚，认识并熟识了活
泼可爱的小英子，渐渐的，他们成了好朋友，明子经常上小
英子家，就这样，他们间朦胧的初恋就悄然萌生了。

明海看到小英子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家，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下
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
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
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
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这就是朦胧，纯美的初恋，有着爱
情的懵懂，有着爱情的想往，就是这种感觉，小英子和明子
之间的感情缠绵悱恻，婉而成章，深深印到人心里去。再后
来，小英子划船接去烧戒疤的明海回来，两人互许终生。

小和尚明海与小英子相爱的过程描写是一种返璞归真的象征，
表明了对美好自由人性的礼赞。本文自始至终渲染的这种古
朴淳厚的民风得到了升华与深化。“受戒”与“情爱”这两
个看似对立的命题在这里奇特地统一起来了。

《受戒》通过江南水乡佛门弟子世俗化的故事，描写了普通
人的人生欢乐，表现了人性的解放，表达了对淳朴的民间日
常生活的肯定与赞美，也含蓄地表现出对清规戒律的否定与
嘲讽。汪曾祺说：“我写《受戒》主要是说明人是不能受压
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
我写了人性的解放。”光明洁净的明海与淳朴多情的小英子
之间“桃花源”式的自然纯朴生活理想正是自由人性的写照。



《受戒》采用了散文化的小说结构，结构散漫、随意、淡泊，
具有诗的格调和韵律，风俗化的气氛营造，体现出民间生活
的闲适和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向读者铺开了一幅幅优美的水
乡风俗画。文章语言风格闲淡典雅，叙述用语具有文言色彩，
古朴而老成。

月亮与六便士的感想篇五

生活中也许我们能够忍受孤独、寂寞，也能够忍受谎言甚至
背叛，但是却无法忍受观念不同，更无法打败理想不同而产
生的背离。很多人分手的原因不是为了名和利，也不是不能
容忍对方的缺点，只是简简单单地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

正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与薛宝钗，其实宝玉是喜欢宝钗的，
她举止端庄，容貌出众，说话很条理，做事有分寸。特别是
宝钗会体贴人，对老太太问寒问暖，对母亲恭敬孝顺，对王
夫人和凤姐更是有求必应。可是宝玉只是喜欢她外在的东西，
看见宝钗露出雪白的粉嫩的臂膀，却想如果换成林妹妹，也
许自己会摸一把。可见宝玉对宝钗根本就无非分之想，更讨
厌她劝自己追求仕途经济。

或许人性本来就是相通的，地球本来也是圆的，所以英国作
家毛姆在他的小说《月亮和六便士》里的主人公思特里克兰
德也是如此，甚至结局都有些相似。宝玉是抛弃了娇妻薛宝
钗当了和尚，他是告别了糟糠之妻，去追求自己所谓的理想。

那么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简单地介绍一下故事梗概。男
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本来是一位很普通的证券交易员，他有
一个富裕和美满的家庭：妻子漂亮，只不过与大多数女性一
样，有点爱慕虚荣，两个孩子也健康快乐。他真应该满足于
人世的快乐，尽管这种生活未免庸俗和平静。但在他们婚后
的第17个年头，他突然离家去了巴黎，抛弃了在外人看来有
前途的事业和美满的家庭。人们都以为他有了外遇，事实却
让人大跌眼镜：他原来只是为了画画，而且他以前根本不怎



么专长绘画。

别人都以为他疯了，他几次险些因饥饿和疾病而死，他的画
作也完全没有品味，除了个别蹩脚的画家把他当成上帝外，
任何人都不会买他的画。他不停地流浪，最后来到了一个小
岛，与一个土著姑娘爱塔结了婚。他似乎很知足，只要每天
都在那里作画。但最后他感染了病，而且又成了盲人。新婚
妻子一直照顾他，帮助他完成了自己的巨型壁画。后来他身
体溃烂而死，妻子依照他的遗言焚毁了挂满壁画的屋子。

故事似乎很荒唐，也确实是艺术的再创造，但是你我的身边
也许就有这样的人。为了追求梦想，可以抛弃所有的荣华富
贵，可以做出我们认为非常荒唐和绝情的事情，比如弘一法
师李叔同。可是对他个人来说，是一次壮举，一次人生的涅
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