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六便士与月亮读后感(优秀8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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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
下吧。

六便士与月亮读后感篇一

大学时看职场节目《非你莫属》，咖啡之翼的老总尹峰提到
了毛姆作品里的一句“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到了月
亮。”我一下被这富有诗意的句子吸引了。假期里再读《月
亮与六便士》，才发现书里的内容琐碎多于诗意，主人公斯
特里克兰的一生也不是诗意的一生。

思特里克兰德是伦敦的证券经纪人，工作稳定，生活富足，
妻子温柔贤惠，善于社交，估计在大多数人看来他就是妥妥的
“人生赢家”。但思特里克兰德却突然“着了艺术的魔”，
抛妻弃子，绝弃了旁人看来优裕美满的生活，去巴黎追求绘
画理想，经历种种离奇遭遇后，在南太平洋某一小岛，同当
地一位姑娘结婚生子，创作出一系列惊世杰作，最后被绝症
和双目失明击倒，将生命献给自己热爱的绘画事业。

有人认为思特里克兰德的原型是法国印象派画家高更，也有
人觉得思特里克兰德的性格更像荷兰印象派画家梵高。在我
看来，思特里克兰德不是一个好丈夫，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
也不是值得信赖的朋友，甚至已经丧失了道德底线，家庭、
世俗、道德、友情……他什么都不在乎，他只在乎自己的理
想，他是个自私的人。但又不得不承认，他为了理想抛弃一
切，穷困潦倒，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他不被世俗羁绊，不受
家庭束缚，不禁锢自己的欲望，活得洒脱自然，他是敢于追
求真正理想的勇士。人与人的追求不同，价值观不同，我们



也有梦想，却没有思特里克兰德的勇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思想，我们没有资格去评判他人的选择，也不能妄图去改造
别人，而应该从不同的人身上受到启发，综合他人的观点与
行为来规划自己的人生路线。别人的路尽管借鉴，自己的路
还要脚踏实地自己走。

这句话想必很多人印象深刻，是朋友和作者开玩笑时所说的，
我特地去查了一下，六便士是当时英国通用货币的最小单位，
代表了目前所处的现实情况，而月亮则代表美好的理想。

关于理想与现实，向来都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体，是不得
不辩证看待的，在这里仅就本书简单谈谈自己的看法。满地
都是六便士，但只有思特里克兰德抬头，看到并追向月亮，
实现了自己一生的梦想，这确实是现实生活中追寻理想并成
功的少数人。而屈服于生活，一生都低头苦苦寻找六便士才
是大多数人不可逃脱的宿命。追逐理想固然可敬，但选择安
逸的生活也不可耻。正如书中所说：“世界上只有少数人能
够最终达到自己的理想。我们的生活很单纯、很简朴。我们
并不野心勃勃，如果说我们也有骄傲的话，那是因为在想到
通过双手获得的劳动成果时的骄傲。我们对别人既不嫉妒，
更不怀恨。”

在书的最后，思特里克兰德选择用火烧掉了他这一生最伟大
的杰作，我刚开始不理解，自己用尽一生心血创作的东西怎
舍得如此轻易毁掉。但其实换个角度来想，思特里克兰德这
幅画，或许就是给自己看的，他只是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
所以在那场大火燃起的时候，思特里克兰德就已经到达了他
梦想的彼岸。至于这幅画有什么价值，别人能不能看到它蕴
含的意义，对于思特里克兰德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只有知道
自己想要的，失去的一切才有意义。斯特里克兰已经找到了
他的月亮，而我们还在路上。



六便士与月亮读后感篇二

本书讲述了一个40岁的英国中年金融男突然抛妻弃子，毅然
决然地跑到巴黎去学画画，而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最后
因麻风病客死在大溪地一村落里。从中产到流民，他丝毫不
在乎。他不在乎吃不在乎住不在乎女人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他不会对救他性命的人说一句感谢的话，他不会对为他自杀
的女人掉一滴泪。正如裴多菲说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
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他是世人觉得不可理喻的怪
人，生前没人欣赏他的画，死后几年突然扬名天下。所有跟
他接触过的人都后悔当年没有留几幅他的画......

书名叫《月亮和六便士》。月亮代表了理想，它在天上，有
点孤单有点凄清，需要抬头才能见。六便士代表了生活，它
在地上，看似卑微却无奈和现实，低头找寻六便士就无法抬
头看月亮。

男主在前四十年按着人生既定的轨道读书、工作、结婚、生
子。作者在第一次见到他时写道：“我能想象他们正派体面
波澜不惊的生活，膝下一双端庄开朗的儿女，显然注定要正
常延续他们的家族地位和传统，可谓颇有成就。夫妻俩将不
知不觉变老，看着儿女长大成人，时机成熟结婚成家，一个
娶来漂亮姑娘，复又生儿育女；一个嫁给英俊威武的男子，
肯定是个军官。最后，老夫妻骄傲优裕地隐退，备受子孙爱
戴，过完幸福充实的一生，在耄耋高龄安然入土。”然而，
在外人看来完美幸福的家庭，一夜之间全变了。

男主给家里寄来一封信，声称去了巴黎，再不回来永不悔改。
太太以为他跟人私奔了，委托作者我去巴黎劝他回来。我到
了巴黎却看见他住在肮脏的小旅馆，带着不管不顾的偏执说
他要学画画。“我说了我非画不可，由不了自己。落水的人
不管泳技好坏都要游，不游出来就会淹死。”男主的理想和
渴望在久久的压抑后，到了40岁终于不可遏制地苏醒了，内
心的声音告诉他，我必须这样做，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诚



如弘一法师李叔同，40多岁抛家弃子与佛相伴。然而游出来
的大多数人都没游到岸，他们在意的不是结果，是一定要游
出来。人生几十年，一定要为自己活一次！

在这种人面前，马斯洛需求是暂时失效的。他们可以直奔第
五层而去，实现自我。按毛主席的说法，这是一个纯粹的人，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这本书里我很佩服（不是喜欢）男主的太太。她是一个爱结
交文艺人、热衷聚会、待人接物拿捏得当、家里布置优雅整
洁的太太。当她收到丈夫的信时伤心不已，一把鼻涕一把泪
地央求作者帮她劝回丈夫。她说不计前嫌等他回来。然而当
作者告诉她，男主不是私奔是去画画时，这位太太缓缓扫视
众人，说：“他不会回来了。如果他不是为爱情走的，就全
完了。”多么清醒的认识，小三好对付，一个人的理想却是
无力战胜的。

然后这位太太没有再自怨自艾，学会了速记和打字，凭借着
交际能力和不幸的遭遇，开始自己养活自己了。在那个年代，
女人自食其力是不体面的。当然她没有同意离婚，她恨他，
她不会给他自由。

若干年后，男主死了，出名了。这位太太继承了姐姐姐夫的
遗产，过着依然得体的生活。她对来访的人巧妙地暗示自己
与丈夫的关系向来美满。作者写道：“那时我还不懂人性的
矛盾，不知真情掺杂几多造作，高尚掺杂几分卑鄙，邪恶蕴
含几多良善。”狭隘和慷慨、恶毒和善良、仇恨和热爱能紧
紧并存在一颗心里。

这位太太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认清事情不可挽留后，不
再徒劳，该面对的就面对，所以我佩服她。



六便士与月亮读后感篇三

我停下了笔。

“在满地是六便士的街上，他却抬起头看见了月亮。”生命
的旅途，往往是在梦想与现实的痛苦抉择中挣扎，是应该做
自己想做的事情，不顾一切的追寻心中那一束月光，还是栖
身世俗，担负起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呢?我带着这个疑问，
阅读了毛姆所著的《月亮与六便士》。

我想，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人只有一生，走过的路再也
无法回头，正因如此，很多人往往害怕作出那个决定命运的
抉择。但是人生无对错，要认真思考如何走过人生之路，遵
循内心的选择，并为之付出努力，向往道路尽头的晨光，忘
却身后的泥泞，这样的人生便也是值得的。

青春如初春，如朝阳，我们手握韶华，应该加倍珍惜。仰望
星空，脚踏实地，勤奋学习，追寻心中的理想!

我不禁再次提起了笔。

六便士与月亮读后感篇四

《月亮与六便士》很早之前就躺在我的电子书文件夹里了，
但是一直没看，也许早几年看也是看不下去吧，有时候人跟
书的相遇也是需要缘分的。这次之所以能开始看这本书，要
感谢《一本好书》这个节目，而能看下这本书可能是因为自
己又到了一个选择理想还是现实的路口，希望能够从这本书
里得到某些启发或者说定心剂。

我并不认为理想一定如月亮般高高在上，现实也不一定总是
和六便士一样深陷泥泞，选择理想还是现实，只是选择了不
同的生活方式而已，没有谁比谁更高贵，谁比谁更低贱，因
为不管是选择理想还是现实，你总是会有所牺牲的。王尔德



说，爱自己是一生浪漫的开始，王尔德还说，我不想谋生，
我想生活。嗯，那就选择让自己舒服和有趣的生活方式生活
吧！

书的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在世俗的眼光里就是一个极度冷漠无
情、自私自利的人，抛妻弃子、抢恩人老婆、靠女人养活。
但是看到最后却对这个人讨厌不起来，因为他追求梦想果断
决绝，从来不在意生活的舒适和别人的评价，纯粹而热烈。
而这种纯粹和热烈是我所没有的，所以到最后我反而油然敬
佩起他来了。无法在理想和现实中抉择的人都是太贪心了吧，
既想追求理想带来的精神满足，又无法舍弃舒适的物质生活，
所以在理想和现实中徘徊，消耗自己，最终可能不仅一事无
成，还痛苦不堪。

书里关于男人、女人和爱情的观点也很有意思。“一个女人
可以原谅男人的伤害，却无法原谅男人的牺牲”。原本对这
句话很困惑，看了大家的讨论才豁然开朗。可能不只是女人，
换做是男人，也是如此吧。伤痕总有一天会愈合会忘却，而
牺牲却如道德枷锁，如影随形，你无法拒绝，还必须感恩戴
德。“如果恩情超过了能报答的范围，感激就让位给了憎
恨”，所以才会出现那么多让我们无法理解的恩将仇报的事
情吧，这可能也是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不愿意欠人情债的原因
吧。很多小说都在歌颂爱情，让我对爱情有很多美丽的幻想，
可毛姆打破了我的幻想。毛姆说，一般而言，爱情对男人只
是插曲，是许多日常事务的一件，它并没有那么重要。而我
看到这里，也并没有幻想被打破的惊慌与焦虑，更多的是平
静。平静可能是因为看清了现实，才不会有那么多不切实际
的期待，才能更好地与现实相处吧。

德克的妻子布兰奇为情自杀后，作者有一段话意味深
长：“它发生了和没发生几乎一样。世界已然继续，没有谁
因这件事而活得更惨。我觉得，就连德克也很快会忘记，他
是一时悲痛，而非爱得深沉。”前文为德克对布兰奇的爱做
了很多铺垫，他可以接受布兰奇的出轨，甚至在布兰奇为斯



特里克兰自杀之后还频频对布兰奇示好，这样一个爱布兰奇
爱到低到尘埃里的人，也很快会忘了布兰奇。所以，好像一
切都没有那么重要了，回到了王尔德的那句话，爱自己，是
一生浪漫的开始。这爱，我想也包括对自己内心的尊重吧！

六便士与月亮读后感篇五

梗概：以作者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以高更为原型的查尔
斯·史特利克兰的故事。他原本是位股票经纪人，有个幸福
的家庭，中年时期背离他原本稳定的生活，去追求成为画家
的梦想。

制造神话是人类的天性。这是人的浪漫心理对乏味生活的一
种抗议。

“造神”与“弑神”，对某个人的膜拜，对某个人的同情，
对某个人的关注，又何尝不是当今互联网时代下常见的造神
现象，突如其来的关注与爆火，突如其来的谩骂与攻击。潮
起潮落，就在一瞬间。

每个人都被囚禁在一座铁塔里，只能靠一些符号同别人交流，
而这些符号并没有共同的价值，因此它们的意义是模糊而不
确定的。

我们只能踽踽独行，虽彼此并肩，却形同陌路，既不能看懂
我们的伙伴，也不能被他们看懂。

符号的意义是人所赋予的，它确实模糊，但又确切，共通意
义的符号促成了人们之间共同的认知与行动。只有如此，人
与人之间才能理解沟通，整个社会才能良性运转。但资本、
权力背后隐藏的控制，让囚禁在铁塔中的人们看似自由却难
寻自由。



六便士与月亮读后感篇六

这本书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讲述思特克里兰德放弃
美满家庭，稳定社会地位，追求绘画理想的故事，书中主人
公为了追求梦想，不畏生活的贫穷，无视病痛的折磨，几十
年来从不后悔，这种做法也许只有天才才能做到。

读这本书的经历有些曲折，天才画家梵高和高更的故事一直
很传奇，得知《月亮与六便士》中主人公的原形是高更，而且
《月亮与六便士》的名气很大，便想一探究竟，想看看书中
到底写了什么故事。先是从图书馆借，没能借到，只借到了
一本作者毛姆写的评论其他著作的书，想着同一个作者，应
该也不错，结果书中所涉猎的故事都不太了解，读不下去，
心里有些失望。后来有幸从朱老师那里借来一本，书到手便
立马读了起来，也许是期望太高，前几章作者只铺垫了一些
事情，很无趣，心里有些小失望，此书就被搁置一边了。突
然有一天朱老师发了一些关于本书的评论，很有意思，又有
了赶快读完此书的兴趣。

本书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讲述思特克里兰德放弃美
满家庭，稳定社会地位，追求绘画理想的故事，书中主人公
为了追求梦想，不畏生活的贫穷，无视病痛的折磨，几十年
来从不后悔，这种做法也许只有天才才能做到。此书越往后
越精彩，思特克里兰德最后和土著人结婚，生活在与世隔绝
的小岛上，每天画画，得了麻风病后依旧坚持作画，眼睛瞎
了仍然阻挡不了，他的遗言是死后要把挂满壁画的房子一起
烧掉……他是用生命在画画。

虽然小说的故事有些夸张，我想作者正是想要通过这种对比
来表达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月亮高高在上，虚无缥缈，六便
士很不起眼，却很实在，两者差距很大，但都不可或缺。在
生活中，我们埋头奔波忙碌的同时仍需抬头仰月亮，不忘追
求梦想，只有这样生活才更有意义。



最后特别感谢朱老师，能读完此书，多亏了朱老师！

六便士与月亮读后感篇七

在刚开始读到这本小说主人公的时候，对他的外形，和个性
的描写总让我联想到梵高，原来小说主人公 charles
strickland 的原型是paul gauguin （保罗 高更）。而高更和
梵高的友谊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们在艺术上相互借鉴，共同
学习，可分歧却也无时不刻的存在着，最后俩人的友情在短
暂的62天亲密接触后，以梵高的割耳闹剧收场。

梵高疯了，梵高死了，高更也从此离开巴黎去了南太平洋的
一个默默无闻的岛屿tahiti；其实两个人有很多相似之处，都
差不多是疯子一样的天才，梵高是确确实实的疯子，高更可
能还差那么一点儿就是疯子了，所以他走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才最终达到了自己的艺术天堂，而梵高相对于他来说要幸运
的多，梵高早早的找的自己的艺术之路，在巅峰时刻结束了
自己的生命。

高更的晚年确实是贫困交加，疾病缠身的，但是具体的情形
谁也不知道，毛姆在小说中的描写异常凄惨，可能是小说的
缘故，作者加了很多大胆的猜想，和语言的加工，借此增加
对主人公悲惨命运的烘托吧。我觉得毛姆这篇小说的主人公
身上有着高更和梵高两人的影子，高更和梵高的个体互相矛
盾，他们的命运和对艺术的执着又互相辉映，可能毛姆也是
想对这段友谊给予些美好的诠释吧！

六便士与月亮读后感篇八

“我不想谋生，我想生活。”

《月亮与六便士》一书的开篇，就以这句话作为开头。的确，
全书描写了斯特里克兰作画的一生，而他的一生，就是在追
求月亮中度过的。



《月亮与六便士》的作者是毛姆，一位著名的英国小说家，，
本书描述了一个原本平凡的伦敦证劵经纪人斯特里克兰，抛
弃妻子和孩子，突然转行到艺术领域，奔赴南太平洋的塔希
提岛，用画笔谱写自己光辉灿烂的生命，把生命全部关注入
绚烂的画布的故事。

这本书令我触动，我非常喜欢书中的一段话，想要分享给大
家：“我承认这种生活的社会价值，我也看到它井然有序的
幸福，但是，我的血液里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渴望一种桀骜
不驯的旅程。这样的安逸总让我惊惧，我的心渴望更加惊险
的生活，只要我能有所改变——改变和不可预知的冒险，我
将踏上嶙峋怪石，哪怕激流险滩。”这是斯特里克兰的内心
独白，他说出了自己的心声，他也这样做了。在如今的世界
中，有谁能够像斯克里克兰一样，抛弃一切，，不管金钱和
权利，只为自己的梦想前行呢？斯特里克兰的一生虽然没有
金钱和权势，但他真正的活出了自己，活出了自己想要的样
子。

“世界冰冷残酷。没有人知道我们从那里来，到哪里去。我
们必须身怀谦卑；我们必须看到宁静之美；我们必须隐忍的
活着。让我们去寻找淳朴、善良者的爱吧！他们的无知比我
们的知识更可贵。让我们保持沉默，满足我们小小的角落，
像他们一样平静温顺吧，这才是生活的智慧。”

祝愿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生命中的“月亮”，活出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