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遥远的救世主感悟(优质5篇)
我们得到了一些心得感悟以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感悟，这样能够给人努力向前的动力。好的心得感悟对
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心得感悟那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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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远的救世主感悟篇一

看了《天道》的电视剧与小说后，有一点想法，可能不太正
确或者没有直击重点，但也是一点小小的个人观点。

像丁元英这样的人，也许是存在的，虽然我只见过这种人的
碎片化，但我还是相信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是包容一切的，
只因为太明白，他脑中永远是事物的本质，万事万物的规律。
他只想静静地提升自己的普世智慧，把自己酝酿成一个淡淡
的有点智慧的人。这样的人如果抛开除他本身之外的一切物
质因素，他是不会被绝大多数异性喜欢的。因为追求觉悟的
女性太少了，他觉得有无限乐趣的事在异性看来很迷惑，更
没有趣味性。所以他的生活注定是孤独的，而这份孤独并不
是他本身的孤独，只是世俗意义上的孤独，因为他内心太丰
富了，并不断丰富下去。

可能有人会想，他万一生了大病或者老了生活不能自理，那
不是太悲剧了，一个人没人照顾或者被社会组织照顾但不会
有儿女那种情感的牵挂与交流。这一切在他看来可能是必然
的，他既然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就要为决定承担，接受它。
这就是他在他父亲归去前所表现出的一种尊重道的体现。他
的那种超越当下世俗的思想，周围人无法理解。他把这些人
提到井沿上扒在井沿向外望了一眼，真正能最终爬上井沿的
人却极少，可能他以前的助手亚文算一个。剩下的都是恍惚
了一下，仍然回到井底。这可能与缘与悟有关。



小说中与电视剧中把一种巧合、缘分从众生中提了出来，展
现出了两个有相似境界的人相遇是怎样的。

芮小丹可以说是世俗中天国的女儿。她能被丁元英吸引这就
是缘。她能在丁元英影响下不断开悟，并发展为自悟，这是
天分，只需要一个开启它的引。她与丁的相处方式只有他们
两个人懂，其他人并不理解。而普通人相处的潜在的东西，
提出来后，人们能理解。丁芮两人潜在的东西，提出来后大
多数人并不理解。他们两个人可能都不会有悔恨，因为他们
这种人能相遇就已经是天恩了。这种情感的一部分就像武侠
小说中武学已臻化境的人，他的一辈子能遇到另一位相似的
人，这种感受与情感可臆想，可心会不可言传，我们这些人
或只能略微知晓一二。

或许他们两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宇宙，能相互映照，但不可
能融为一体。

遥远的救世主感悟篇二

“这是一部可以傲然独尊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可遇不可求
的完美佳作。”这是对豆豆的作品《遥远的救世主》给予评
价。这本书打开之前，朋友要我看由这部作品改编的电视剧，
由于自己错过了观看时间，因此买来作品读读，而且看的时
候并没有那种急于想看到底的想法，可是看过了，掩卷深思，
发现这是一本能够给你带来巨大震荡的书，谁是救世主？我
为什么称其为我？人的本色来源于什么？这是读这本书后，
我想到的问题。也算是在其中能够找到答案的。

“透视社会依次有三个层次：技术、制度和文化。小到一个
人，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任何一种命运归根结底都是那
种文化属性的产物。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
这是规律，也可以理解为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什么是强势文化？什么是弱势文化？强势文化是遵循事物规



律的文化，弱势文化是依赖强者的道德期望破格获取的文化，
也是期望救主的文化。”

“他跟咱们不是一路人，这个人你拿不住！”

“至于拿住拿不住，能拿住的不用拿，拿不住的不能拿，还
拿什么？爱就是了。”

“你是一块玉，可我不是匠人，我不过是一个略懂投机之道
的混子，充其量挣几个打法凡夫俗子的铜板。你要求的，是
一种雄性文化的魂，我不能因为你没有说出来而装作不知道。
接受你，就接受了一种高度，我没有这个自信！”

“什么是窄门”

“不因上天堂与下地狱的因果关系而具有的极高人生境界，
就是窄门。”

“神即道，道法自然，如来！”“文明对于不能以人字来界
定的人无能为力！”

“任何一种命运，归根到底都是那种文化的产物。五千年的
文化积淀足以让你拍着胸脯说：我们有文化！但是，五千年
的文化积淀却不能让你拍着胸脯回答：我们有什么文化？因
为有文化和有什么文化不是一个概念！”“我们的文化是皇
天在上的文化，是救主、救恩的文化！”

“随缘惜缘不攀缘！”这是在《遥远的救世主》中，足以给
我震撼的句子，有些话，读起来有些生涩，可是背后的含义
却十分深刻，发人深思，引人遐想。一个人坐在窗前，掩卷
而思的时候，就知道生的高度有多么不同了。在看六六的
《蜗居》时，那是品生活，是集生活的道道于一身，可是如
果和这本《遥远的救世主》比较，《蜗居》似乎在下里巴人
的行列，而它是阳春白雪的魁首。什么是爱？就是不自主的



想去疼他。这种发自内心的，没有条件，没有回报的疼，才
是爱，而爱就爱了，不讲时间，不计较未来，有今天就是幸
福的。在今天有几人能如此超度？自在而性的做好自己，这
是真我。而因为“我不知道我，所以我才是我”这样的出发
点，才有真爱的相守！求什么？求真我，除此之外，都是虚
妄！

遥远的救世主感悟篇三

《遥远的救世主》一书以丁元英及芮小丹大美奂绝伦的天国
之恋展开，着重叙述叙述了丁元英在王庙村的扶贫，从深层
次讨论了一个国家、社会的文化属性问题，小到一个个人、
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任何一种命运都是文化属性的产
物。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这是天道，也
是规律。

强势文化就是遵循客观事物本来发展规律的文化，讲究直接
获取，讲究通过自身的奋斗改变命运，归根结底是命运掌握
在自己手中，自救者得天助。弱势文化是不讲究事物本来发
展规律的文化，期望破格获取，期望不劳而获，期望世上有
救主，不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崇尚个人奋斗，期望
外界的给予。

因此，丁元英在王庙村开展的扶贫工作，一开始设计的时候，
就使公司与农户在产权上相互独立又在市场上相互联系，既
可通过公司的发展来拉动农户又可避免农户拖垮公司。农户
成为独立的经营主体，自负盈亏，从一开始就不给农户期盼
天上掉馅饼的机会，不给农民心里植入世上存在救世主的期
望。从一开始就给农民植入靠市场生存的观念，他们唯有自
救才能得救。

结合目前正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扶贫工作，国家的初衷是值得
称道的“小康的路上一个也不能少”，但是做的方式方法是
值得商榷的。不间断的填表及做毫无意义的资料且不说，给



一大笔钱及贴息贷款给农民盖房子，盖房子由统一的包工头
施工建造，不给农民足够的参与机会，生病、孩子上学由国
家保障，让农民享受天上掉馅饼的好处，究竟是在扶贫还是
在增加部分农民等、靠、要的思想，培养他们的懒惰，让他
们患上精神的绝症。如此式的扶贫，究竟是政绩的需要，还
是政策设计上的失误，抑或对客观规律缺乏认知。

选择了市场经济，选择了有活力的社会，就要接受差距的产
生，接受等级的存在，接受相对贫困的永远存在。要维持一
个稳定的社会，就需要政府的调节，但这并非简单的利益上
的给予，并非通过利益上的给予来对相对贫困阶层进行扶贫。
窃以为，政府的主要工作应有三项：一是搞好交通、水利、
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一个地区的发展，为贫困阶
层的脱贫创造基础条件；二是办好教育，做好教育的均衡发
展，让贫困者拥有通过接受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三是做好
制度的建设，维护好社会的公平正义，打通阶层流通的通道，
让劳有所得，奋斗有所成，获得成功是因为你足够聪明与勤
奋而非你是谁的孩子、你有一个好的背景成为一种可能。

遥远的救世主感悟篇四

似乎用“读后感”这样的表述方式，显得特别幼稚，惭愧自
己并不是专业的文字工作者，也不敢贯之“书评”之类的标
题，仅作为自己读后的一些感悟随笔吧。

在我看来《遥远的救世主》是作家豆豆最著名的作品，也是
最能反映她对于“文化属性”的理解及观点的作品。全书通
过讲述商业奇人“丁元英”和天国的女儿“芮小丹”因一张
唱片结缘发展成爱情的“发烧友”，从扶贫公司“格律诗”
公司在强力“杀富济贫”下，与名族音响品牌“乐圣”公司
之间的商战事件，引出了人们对于“得救之道”的讨论，和
关于“文化属性”的思考。后在05年根据这本书改编的电视剧
《天道》在国内热播。



我曾把它推荐给我身边每一个好朋友，我觉得这样好的作品
不应该被遗忘。这本书对不同文化属性的人物在面对同一件
事情的不同思考方式以及处理方式，得到不一样的结果，这
看似是命运实则又是必然。其中涉及很多关于宗教、传统文
化的思考。我想先以我最喜欢的三个人物为线索来分享我的
一些感悟，当然，我并不敢为书中的人物下判词，只作为自
己一些感悟的分享。

看完这部电视剧后就彻底被王志文大叔圈粉了。这个人物是
这本书的灵魂人物，关于这个人物，我只能说，他高明而自
知自觉，但是他的高明太过独到而很难有知己，用书中韩楚
风的话说是“更高级的哲人独处着，这并不是因为他想孤独，
而是因为在他周围找不到他的同类”用时下的话，因不可复
制无法传承，而成为绝版。他的逻辑说到高处，是扒拉人灵
魂里的那点东西，不可说因为一说就错。说到简处，大道至
简，万物发展皆有律，按规律办事。

肖雅文可以说整部戏里我最喜欢的女性角色，毕竟芮小丹
是“天国的女儿”，太过美好的事物最好的归宿往往是毁灭，
因为毁灭所以不容玷污、因为毁灭所以永恒。欧阳雪呢，似
乎多了一丝丝柴米油盐味儿，少了那么一点点阳春白雪的感
觉。雅文似乎是这两者之间有更为平衡的体现。

而且雅文的成功是可学可复制的。我之前说丁元英的“得
道”是自觉自知的，这种自觉自知多少有天时、地利、人物
命运和那点“慧根”共同发酵的，读后感而雅文的“得道”
却是看到、悟到、学到。她的命运发生的改变，既有自
身“结善缘种善果”的初心和一点点运作成分，又有自身本
身素质过硬的前提条件，这无疑是给了每一个站在井底的人
一种可以爬上井沿儿的可能性。

其实在全书中，我最喜欢的人物是冯世杰。这看似奇怪却也
顺其自然，因为我的成长环境、原生家庭都与冯世杰非常相
似。在我看来冯世杰是底层小人物的行为典范，却有着不世



俗的初衷，有着一份难得的“真”。

从某种角度来看，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道”，是每个人的
头脑中的主宰，是一个人的文化属性、价值体系、道德底线。
也有一套自己“为人处世”“行事作风”的“术”。

冯世杰是最先有拉拢芮小丹、接近丁元英的企图，这
些“术”让他看起来演技拙劣、不够憨厚，也引来丁元英的
那句“你说咱俩谁成心的？”在芮小丹那儿也碰了一些灰。
而他的“道”却很不俗，他是真想为“王庙村”做点什么，
不得不说这个“道”让我没办法讨厌他。这并不是出于道德
绑架，我不能抨击他，而是这个社会“有招有术”的人是在
太多了，冯世杰只算是演技拙劣的小角色，而有“道”有心
的人却很少。

他自然自知没有能力拯救王庙村的能力，也不懂“大爱不
爱”的道理，即使这样他也愿意卖力表演求一个机会，而且
他实际、他肯干、不怕失败，是多少传统农民的写照。叶小
明是个聪明人，刘冰是爬上井沿看了一眼又流落回井底换上
精神绝症的人，而冯世杰能走到最后，是因为他的初衷。

其实这本书，真的不好讲，天国的恋情、神话礼物、杀富济
贫、得救之道都不足以盖之，书中关于文化属性、关于宗教、
关于传统文化的解读，也很难去讨论，因为一说就错，还是
很推荐大家可以去读一下，电视剧版的现在也可以找到，只
是删减了很多片段。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的话：它给了我一个新的视角，就像开了
一扇窗可以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遥远的救世主感悟篇五

通过男女主人翁的爱恋展开了对文化属性的讨论以及人性深
层次的探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芮小丹为了留住不可能留住的丁元英，希望他通过扶贫的方
式给自己留下一个念想，并通过扶贫引发芮小丹自身思想的
升华。

正常的人做正常的事情就是不正常的人，并且能够达到出人
意料的效果，从而可以反映出社会的扭曲。

丁元英通过构思设计，完成了女主的交代，利用了人性的恶
完成了法律允许范围内的杀富济贫，可最终的济贫也如男主
预料，给了大部分生的机会，少部分趴在井沿观看外部世界
的机会，有人守住了内心回归正常，有人放纵了内心的贪婪
与欲望，最终走向了万劫不复。

何为救世主？救世主在哪？遥远的远方还是咫尺的自己？这
是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代表，也是对人性的考验。

男主的离开，不可谓不缜密，打扫战场，完成对爱人的承诺，
虽然这个承诺对爱人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

最引发内心触动的是刘冰的跳楼，他的一生如井底之蛙一样
生活，丁元英给他打开了通往外界的天窗，忘乎所以的自我
认同以及错位的身份认同，贪欲战胜理性，最终看清了自己
也看清了道。

全文行文流畅，文字优美，细节刻画到位，故事丝丝入扣，
代入感非常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