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月亮和六便士读后感(实用8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
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
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月亮和六便士读后感篇一

初期读感觉非常的枯燥，隔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再读，后来硬
着头皮慢慢读下来的。到最后读完仔细思考后才觉得主人公
逐梦的代价和魄力!

理想与现实，是文学作品四大永恒的主题之一，这本书用月
亮与六便士做比喻真是极为恰当。第二次读毛姆的书，开头
真是有点味同嚼蜡，我一度以为第一章是作者写的序，看到
斯特里克兰不告而别那里，才算开始看到故事情节了。但全
书读完了，才发现这就是毛姆写作的腔调，有点淡淡的漫不
经心和距离感，有分寸的嘲讽和恰到好处的评议，不着痕迹
地融入了作者的价值观，讲故事和写作的手法实在是高明。

好的小说让人看完后掩卷思考，回味无穷，这本书就是如此，
虽然是差不多1前完成的小说，但内容在今天读起来依然鲜活，
也许这就是此书经久不衰成为经典的原因吧!

月亮和六便士读后感篇二

我喜欢买书，喜欢买有眼缘的书，喜欢书名好听的书。这本
《月亮与六便士》就是我一眼相中的，毛姆的大名听闻已久，
却未曾翻阅过一二，是正好看到了译文出版社出的一套精装
版，封面相当别致。但真正买下它，最大的原因却是这个名
字。



月亮与六便士，戏剧般的冲突感，典型的英国式幽默，人们
总是在追逐着皓洁的月光，赞美它，热爱它，却总是忽略了
黯淡的光线下，那一枚六便士。矛盾的对立，孩子般纯真的
暗喻。

开篇毛姆煞有其事地为主人公查理斯立传，列举其各张名画，
极尽称颂之词，我不禁觉得好笑，看过了梵高等人的传记，
我倒想看看，这据说以高更的生平为基础的小说独树一帜在
何处。

熟料，故事一幕起，百转千回，唏嘘叹呃。一个典型的英国
绅士，做了一件最不英国的事。抛妻弃子，放弃稳定的工作
与和睦的家庭，只身一人来到法国，只为了画画。

为此，他在病榻中生死徘徊;为此，他几乎不能吃上一顿饱
饭;为此，从伦敦到巴黎，从巴黎到马赛，最后自我放逐到了
一个与世隔绝的太平洋小岛上。

正如书中所说，他很像一个终生跋涉的香客，不停地寻找一
座可能根本不存在的神庙，不知道他寻求的是什么不可思议
的涅槃。如同所有在身前穷困潦倒、身后大红大紫的艺术家
们的经历似乎如出一辙，又是那样迥然不同。

他的身边围绕着许多矛盾而又典型的人们。巧妙的利用查理
斯出走为噱头，最终名利双收的妻子;将查理斯奉为天才甚至
放弃了对他间接害死妻子的仇恨的好友;有着属于自己的秘密
却坦然相交的船长。

他本身也是充满着矛盾却又是如此的理所当然。

他似乎厌恶爱情，却最终与一个非洲女子爱塔生死相依;他从
不对别人的帮助与赞美感到任何的感激，却可以将挚爱的画
随意赠送;他用失明的双目创造了可能是这世上最伟大的伊甸
园，却总终与重病的他一起付之一炬。



生命的长短与艺术的隽永相比是如此的不值一提，他本就不
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但他却将所有的热情与专注倾泻于画
布之上，用最简单的线条，用原始的笔触，描摹他梦想中的
世界。他从来都不曾回过头去看自己走过的路，他甚至不愿
去翻动完成的画作。对于他而言，这一页翻过就是翻过了，
没有什么遗憾，也无需遗憾。

既然是心灵的召唤，那必定是自己的热爱。

有多少人耽于安逸而扼杀了心灵的萌芽?又有几人能正视?即
使是面对自己羞于启齿的欲望，他也坦承的果断洒然。这样
一个不世之天才，在浊世走了一遭，留下的却是一脉清流。

那一天，闭目在经殿的香雾中，那一月，转动所有的转经筒，
那一年，磕长头匍匐在山路，那一世，转山转水转佛塔。这
般的虔诚，仓央嘉措是为了一个只见过一面的女子。

也许只是那一日月光正好，口袋中整好有一枚六便士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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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和六便士读后感篇三

或许月亮和六便士本来就是个矛盾的选择题，或许可以不是
个单选题。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追逐的是月亮，因此他抛弃
一切去寻找他的理想地，去完成梦想，可是他也捡起了六便
士，虽然说抛弃了他那稳定待遇又好的工作，却还是迫于生
计到处打工赚钱，其实这不只是书中的选择题而已，生活中
的我们也面对过这样的选择题，比如说选专业，找工作等等，
而不同的是主人公比我们勇敢，而我们可能比主人公负责任
点。

《月亮和六便士》这本书是听人推荐来看的，刚开始时难以
入其境，不知故事的所以然，但后面作者用第一人称，来写



这故事，引导着我们走入作者的心境，跟着他好奇，跟着他
的书写而有小情绪，也跟着他对事情的处理和事情的一点点
打开来认识主人公，与主人公做个“讨厌”的朋友，来了解
主人公。阅读的同时喜欢上了作者写文字来描绘人的锋利而
又戏谑的语言，三两句戏谑的语言却将一个人物的长相外貌
给生动的形容起来了。也被思特里克兰德的性格所吸引，在
对他的第一印象只是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然后他慢慢的颠
覆我对他的印象，他抛弃了他家庭，甘愿过着流浪生活，他
对施特略夫造成伤害却不自愧等等情节，都会让人感到好奇，
于是在这钟好奇心的指引下，我渐渐地一步步去解开自己的
好奇，就这样读完了这本书。

小说中刻画了许多人物，每个人物都具有其特色。思特里兰
德太太，她是个虚荣的人却也是个独立的女性，她以好交作
家等来显示自己的大方与清高，时刻包装自己的形象，在思
特里德的画出名后，即使是赝品，她也把它挂于家中，来衬
托自己的形象，然而她却也是独立的，在被丈夫抛弃后，她
靠着自己打拼，养活了她的两个孩子与她自己，即使她向来
认为这些工作配不上自己的气质。难以捉摸的勃朗升和充满
戏谑性的角色施特略夫，他们的爱情戏谑又可悲，施特略夫
拥有卓越的识别优秀作品的眼光却没有画作的天赋，但他却
是一个善良到愚蠢的人，可能是天生怜悯人的情怀，救起了
被抛弃的勃朗升，并打算娶她，但他未想到自己的同情却是
勃朗升打开装满了悲惨记忆的盒子的钥匙，这也最终导致两
人的分离，他对她的爱是无私的也可以说是卑微的，而他的
同情心也是泛滥成灾的，在勃朗升给他带绿帽子后，为了不
让勃朗升与思特里克兰德露宿于街，他自己搬走，把房子留
给他们两人。他对思特里克兰德更是上演了一部“任他虐我
千百遍，我却待他如初恋”的戏码，尽管别的人骂思特里克
兰德不领情，甚至最后抢走勃朗升，他却始终还是对思特里
克兰德好，是个可怜又可悲的人物。

作者描述的最多的当属其主人公思特里德，他是一个冷血而
又没人情味的家伙，性格古怪却才华横溢，低头拾六便士却



又不忘追寻月亮，他身上有着令人欣赏的点，他是个谜，他
所有的决定都像个谜一样，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背弃家庭
一人流浪画画，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在最后把房子的墙画给
付之一炬，他的一生好像在追寻一种东西，一股强大的力量
使他抛下了朝九晚五的生活，他是个谜，似一道光茫，吸引
着许多人去了解他，其实这个人物我们吸引的地方可能是他
的放荡不羁刺中了我们这些装正经人、这些被社会条条框框
所约束的人的内心，而他身上有着我们所缺乏的勇气与追逐
梦想的决心。

在这个说出梦想会被嘲笑的时代，在这个许多人的梦想因为
被嘲笑而被扼杀在摇篮的时代，思特里克兰德不在意别人眼
光，认定的东西就坚持下去更是他这个人物中最吸引人的一
点，而这吸引实际上也映射着许多人的懦弱。月亮与六便士，
不以追寻月亮而清高，不以拾起六便士而鄙俗，世界上千千
万种生活方式，不论是追寻月亮还是拾起六便士，只要我们
心中无悔则好。

月亮和六便士读后感篇四

除非真正找到让自己淡泊宁静，与世无争的生活方式，我还
是会不太安分的。我以前觉得有没有人理解我这种反叛性很
重要，所以喋喋不休也说过许多，但是现在我觉得其实不然，
这种不理解其实反而给我保护。我并不需要解释太多，同一
个世界的人，一点即明，而跟你另一个世界的，永远南辕北
辙。

“我们每个人生在世界上都是孤独的。每个人都被囚禁在一
座铁塔里，只能靠一些符号同别人传达自己的思想;而这些符
号并没有共同的价值，因此它们的意义是模糊的、不确定的。
我们非常可怜地想把自己心中的财富传送给别人，但是他们
却没有接受这些财富的能力。因此我们只能孤独地行走，尽
管身体互相依傍却并不在一起，既不了解别的人也不能为别
人所了解。我们好象住在异国的人。对于这个国家的语言懂



得非常少，虽然我们有各种美妙的、深奥的事情要说，却只
能局限于会话手册上那几句陈腐、平庸的话。”

我把以上这些滔滔不绝讲给了某个信任的人听，我并不要求
任何回应，因为我知道不会有任何我期望的回应。我喜欢那
些善良的人，我愿意和他们作朋友。但是我也很清楚，在精
神世界里，可能注定是要孤独地行走的：

“我认为有些人诞生在某一个地方可以说未得其所。机缘把
他们随便抛掷到一个环境中，而他们却一直思念着一处他们
自己也不知道坐落在何处的家乡。在出生的地方他们好象是
过客;从孩提时代就非常熟悉的浓荫郁郁的小巷，同小伙伴游
戏其中的人烟稠密的街衢，对他们说来都不过是旅途中的一
个宿站。这种人在自己亲友中可能终生落落寡台，在他们唯
一熟悉的环境里也始终孑身独处。也许正是在本乡本土的这
种陌生感才逼着他们远游异乡，寻找一处永恒定居的寓所。
说不定在他们内心深处仍然隐伏着多少世代前祖先的习性和
癖好，叫这些彷徨者再回到他们祖先在远古就已离开的土地。
有时候一个人偶然到了一个地方，会神秘地感觉到这正是自
己栖身之所，是他一直在寻找的家园。于是他就在这些从未
寓目的景物里，从不相识的人群中定居下来，倒好象这里的
一切都是他从小就熟稔的一样。他在这里终于找到了宁
静。”

月亮和六便士读后感篇五

你我都翻开了一本叫做《月亮和六便士》的书籍还都是这一
版翻译并不是很好的版本这是不是一种缘分呢有时候译者仿
佛又写了一遍小说或是断章取义读者觉得莫名其妙却又无从
解释。

小说开头我觉得每个人物都过于极致思特里克兰德从一个过
于沉默的丈夫突然变得不负责任易怒在孤独中成长，施特略
夫认识到了克兰德的天分但他的软弱也是无人能及仅仅是出



于对天才的敬畏让自己什么都唯听是从，后半部分对人物印
象渐渐有一个改观所以作者后半部分的“洗白”是成功的。

这只是保罗·高更的一个生活轮廓毛姆创造的完全是另一个
艺术家。

月亮和六便士读后感篇六

也许这会是一篇“标新立异”的读后感。

我花了数天时间，草草地看了一遍《月亮与六便士》。在读
此书之前，我陆续看到过许多读者对此书的夸赞，大家都夸
主人公查理斯是一个执着的艺术天才，为了理想可以付出一
切的追梦者。

《月亮与六便士》一书的故事情节很简单，讲述了一位证券
经济人——查理斯原本工作稳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和两个
孩子，可是他在40岁时忽然想去追寻梦想，当一名画家，于
是离开了妻儿去巴黎学画画。经过病痛、饥饿等各种折磨，
最后画出了惊世之作的故事。

查理斯病重时，得到了好朋友施特略夫的帮助，为他治病，
给他创造条件画画。可是，查理斯做了什么?他对施特略夫破
口大骂，说他是“滑稽的小丑”，还夺走了斯特略夫夫人。
最后施特略夫为了成全他们，选择了离开。而查理斯呢?他也
选择抛弃施特略夫夫人，导致施特略夫夫人自杀，他依然无
动于衷。看到这里，我真想找一根大棍子，把这个长着长长
的红胡须的、满口“去他妈的”的冷血家伙给狠狠地揍一顿。

后来，他在荒岛上得了麻风病，双目失明……我觉得：活该!

我真的非常不认同这本书。诚然，我敬佩为了理想而努力的
勇士，例如居里夫人为了心爱的科研事业呕心沥血，却从未
不管不顾自己的孩子;文天祥为了民族大义，牺牲了自己妻儿



的自由，却着实让人敬佩。查理斯呢?我只觉得他是一个自私、
冷酷、绝情的家伙!

让喜欢他的人为他唱赞歌吧，我只想对他翻一个白眼，再吐
一口唾沫，恶狠狠地说一句：“呸!人渣!”

月亮和六便士读后感篇七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的小说《月亮和六便士》，是一本关
于梦想与追寻的书,小说讲的是，一个英国证券交易所的经纪
人斯特里克兰德，本已有牢靠的职业和地位、美满的家庭，
但却迷恋上绘画，像“被魔鬼附了体”，突然弃家出走，到
巴黎去追求绘画的理想。他的行径没有人能够理解。他在巴
黎不仅肉体受着贫穷和饥饿煎熬，贫病交加，躺在小阁楼里
奄奄一息，若不是朋友相救，几乎一命呜呼。而且为了寻找
表现手法，精神亦在忍受痛苦折磨。经过一番离奇的遭遇后，
他最后离开文明世界，远遁到与世隔绝的塔希提岛上。他终
于找到灵魂的宁静和适合自己艺术气质的氛围。他同一个土
著女子同居，创作出一幅又一幅使后世震惊的杰作。在他染
上双目失明之前，曾在自己住房四壁画了一幅表现伊甸园的
伟大作品。但在逝世之前，他却命令土著女子在他死后把这
幅画作付之一炬。

月亮和六便士读后感篇八

我接触这本书是在高三上学期，老师让我们看央视节目《一
本好书》，当中便有这本书的真人演绎版，看完后念念不忘，
所以我立刻买了原版书籍，在高三生活中抽空看，于是，
《月亮与六便士》成为了高三时让我放松和鼓舞我的一股力
量，给予我莫大启示。

《月亮与六便士》的主人公是查尔斯·斯特里克兰，他原本
在证券交易所工作，在周围人的眼中是一个无趣、沉闷、乏
味、可有可无的人，然而，忽然有一天他毫无征兆的离开了



家，去到了巴黎。当时所有人都认为他是因为有了新的人而
抛弃现下的生活，然而当“我”受斯特里克兰夫人所托去巴
黎寻找时，发现其实斯特里克兰到巴黎只是为了画画，而非
众人所猜测。在巴黎，德克·斯特洛夫是斯特里克兰的忠实
拥护者，认为斯特里克兰是个画画的天才，在斯特里克兰生
病命悬一线的时候，把他带到了自己家里悉心照顾，然而，
斯特洛夫夫人竟然爱上了斯特里克兰，最后，为了成全斯特
洛夫夫人和斯特里克兰，德克·斯特洛夫离开了家回了阿姆
斯特丹，后来，斯特里克兰也离开了，斯特洛夫夫人自杀了。
斯特里克兰离开巴黎到达马赛，最后到达塔希提岛。在塔希
提岛，斯特里克兰和阿塔结了婚，倾尽心血的作了一幅壁画，
但在命悬一线之时，他嘱咐阿塔将其烧毁。

第一次看这个故事时，我感觉非常荒唐，无法理解主人公抛
妻弃子去实现个人梦想的行为，但在第二次看的时候，我忽
然理解了这一行为，艺术源于生活，其实在生活中确实存在
这样为了梦想而抛弃平凡、抛弃安逸、抛弃荣华富贵的人，
这一类人或许被视为异类，但实际上，如果生活中没有这类
人，每个人都满足于享受安逸的生活，都对枯燥乏味的生活
环境安之若素，在一潭死水中生活，没有一丝波澜，更无法
掀起惊涛骇浪，这是多么可怕啊。

我想，作者写下这本书是为了赞扬斯特里克兰的勇气，鼓励
大家追求心中所想，追寻更有价值的人生，不要平凡的泯于
众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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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的这句话让我感触很
深，那些选择月亮的勇士在人群中是渺小而孤立的，或许他
们会得不到家人朋友的理解，被他人嘲笑，被认为是特立独
行的，逆着社会的主流前行。尽管如此，但还是有人放弃一
切去找寻属于自己的月亮，这需要的巨大的勇气。

在看了此书后，我曾暗自发誓，我定要成为那个不被六便士
牵绊，勇敢追寻月亮的人，即使被视为特立独行的怪物。但
在我填志愿时，我感受到了排除各种牵绊的困难之大，像查



尔斯·斯特里克兰那样孤注一掷的行为，背后需要的是莫大
的勇气。我一直想到外省读大学，希望到达一个全新的城市，
认识一些素未谋面的同学，了解许多曾经陌生的东西……然
而，在各种外界的担忧和问题面前，我还是屈服于现实，留
在了本省，也似乎读懂了那句“一般人都不是他们想要做的
那种人，而是他们不得不做的那种人”。

但我依旧抱有希望，我相信：普通的生活其实和理想是可以
相容的，即使我不出省，我依然可以认识新事物新朋友，这
并不妨碍我去追寻我的月亮。大多数的我们不像查尔斯·斯
特里克兰，没有极大的勇气抛弃一切，没有极高的天赋去成
为一个非常成功且对他人影响深重的人。但我想说：找到一
个热爱的兴趣，一份向往的职业，一个喜欢的人，一群志同
道合的朋友，然后让自己的生活充实有趣，这便是我们大多
数人的月亮，这和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月亮是同样的崇高
而伟大。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我们容易被他人的光芒闪晕、被
生活的日常击昏，忘记了心中的理想，那个属于自己的月亮，
这是可悲的，我不希望在某天夜晚枕在枕头上思考生活时，
对现状感到恍惚，对未来感到迷茫，而后环顾四周，心生悲
凉，我要不忘我的月亮，我要在满是六便士的路上矢志不渝
的追寻那个属于我的月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