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亮与六便士读后感(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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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
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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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亮与六便士读后感篇一

如果说变形记体现的是一个人的价值在于对家庭、身边的人
贡献，月亮与六便士传递的则是一个完全相反的生命观。

主人公斯里兰卡抛妻弃子（忘记了是不是有小孩来着），抛
弃体面的工作，奔往异地画画，因为画卖不出去，也险些被
饿死。以世俗的眼光来看，斯里兰卡不仅对她人造成了巨大
的伤害，也成为别人眼中落魄可怜的人。

但看了这本书的人，会体会到斯里兰卡的这种精神是多么的
宝贵，斯里兰卡的生活是多么的让人羡慕———那种可以只
专心于绘画（绘画实际上体现的是斯里兰卡对精神的追求）
而不被一切枷锁束缚的境界。

斯里兰卡是天才也是幸运儿。他在生命的某个时刻被神所感
召，明确了人生的追求，完全跳脱了社会结构下的人的身份。
从传统的角度上，我们是如何评价一个人的？普通人的成功
是家庭美满、事业有成。不普通的人的成功是推动社会进步，
是对社会作出突出贡献，比如科学家、政治家等等，这些人
太不普通的暂且不讨论。我们常常接收到一个这样的价值观：
我们要成为一个对他人，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样才能加深我
们生命的质量。这样的价值观没有什么不好，毕竟如果人人
都奉行这样的准则的话，每个人都积极承担自己在社会结构
中的责任的话，社会就能够维持稳定。



可是，在一部分追寻生命的意义的人的心中，人的一生居然
要为他人而活，一个人的价值居然要依靠对他人的贡献来衡
量，似乎是不能被接受的。或许，一般人是不会被“人生的
意义”这种重大问题所挑战的。

是因为“利己主义”追求的东西太俗气？而斯里兰卡的追求
太高尚？也似乎是“利己主义”一方面想占尽好处，另一方
面又不想直视自己的无耻，粉饰自己。而斯里兰则完全不会，
他承认他的无耻，接受一切指责，并且不打算因此而改变的
潇洒让人欣赏。

斯里兰卡实际上对抗的是什么？是在枷锁之下生活而不自知，
也不自拔的人吗？总之，斯里兰卡是一个“极点”，我们由
于各种原因，不可能实现他那样的状态，但希望我们不要在
别人订立的框架下活着，可以去探索然后追逐自己认为值得
的。

月亮与六便士读后感篇二

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中写到“月亮是那崇高而不可企及
的梦想，六便士是为了生存不得不赚取的卑微收入，有多少
人只是胆怯地抬头看一眼月亮，又继续低头追逐赖以温饱的
六便士？”

六便士是现实，是衣食住行，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书中斯
特里克兰原来的生活是众人赞许甚至向往的：有恩爱贤惠的
妻子，可爱的女儿，一份虽无聊却收入不菲的工作。“现
实”是极有道理的，价格更高的食物的确更美味，更具营养
价值，无论我们追求与否，“六便士”都是我们一生中不可
或缺的。

月亮是理想，是从心所欲，是看似飘渺的追求。在《月亮与
六便士》中，斯特里克兰为了梦想几乎放弃了自己前半生奋
斗所获得的一切。他说“我是为了不愧对自己而不顾一切，



就让那梦想的熊熊烈火，烧掉所有道德与社会的羁绊，烧亮
我穷尽一生的追求。”他在现实与理想中选择了理想，用美
好平静的生活换来了传世芳名，他不是为月亮而放弃六便士
的嚆矢，只是其中的成功典型。“理想”亦是极具道理的，
不从心所想的去追求，永远也不知道自己多优秀，昊大无边
的天，看似平淡无奇，却有一轮明月，成为多少人追逐的美
好。

月亮与六便士中的任何一个都难以割舍，如果做不到斯特里
克兰般的绝对，我们不妨于现实的路上向理想的方向奔跑，
袁隆平热爱研究，致力于解决人民的粮食问题，如今的他让
理想充满现实意义；霍尊热爱传统、弘扬传统曲艺，人们喜
爱欣赏他，也喜爱欣赏着传统曲艺；《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
他的巡礼之年》中多崎作自儿时起就喜欢观察火车站，长大
后成为火车方面的工程师。由此可知，梦想与现实可以兼得，
正如七堇年《被窝是青春的坟墓》中所写“我们要有最朴素
的生活，与最遥远的梦想，即使明日天寒地冻，路远马
亡。”

其实梦想是一个说出来就矫情的东西，它就像扎根在现实的
土壤中的一颗种子，只有破土而出，奋力生长，终有一日开
出花来，才能光明地凌驾于现实之上，让所有人知道。在此
之前，除了在现实中苦苦坚持，我们别无选择。廖一梅有
言“跟梦想有关的一切对我是禁忌，在生活里你可以随意伤
害我，我无所谓，但是你不能碰我的梦想。”把理想藏在现
实之下，仅仅是因为理想尚未开花，不代表有人可以伤害种
子。

倘若月亮与六便士不可兼得，我会首选天边月。

月亮与六便士读后感篇三

“只要月亮你会饿死，只要六便士你会活得庸俗。若是想月
亮六便士两手抓，又会陷入这样一个困境——月亮你够不着，



六便士你嫌少。”

也许我们都一样，总是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踯躅。告诉自己要
忠于理想可最后还是会跪倒在现实面前。

现实苍冷，就在脚下，触手可及，在平俗的包围中，偶然间
瞥见了一抹月光——那种前所未有近似玄幻的光辉被我们冠
以理想之名，让为生计奔走到疲惫麻木的人们觉得热血沸腾，
恨不得立刻顺着那道光束攀爬以摆脱一味苟且的自己。

看完很是震撼，虽说早就知道是以高更为原型，也没先去了
解高更本人，从未知的角度，抱着好奇之心去了解小说主人
公，在翻阅的过程中也找出与文章内容契合的高更作品细细
体味，在作者描述下的他的.精神世界和他的作品感受到斯特
里克兰（高更）的伟大！

其结局并不让人意外，作者前期描述的对话和对斯特里克兰
内心世界的揣测预示了那座海岛，星辰，大海……以及斯特
里克兰悲戚而伟大的死亡。

很有感触，可以说是理想与现实的较量，我总结是灵魂与世
俗的较量。作者描述的那种无形的力量，邪魅缠身，很神秘
很有力量，是一种执念，最让我感到印象深刻。

在读的过程中，精彩之处常常看其他人的评论和感悟，就像
与许多人交流。有的人分析透彻有深度，有的。人结合自己
的生活感同身受，有的人愤愤不平，有的人同情理解，有的
人观点与我达成一致，有的人的想法我不苟同……完完全全
读下来，收获很多。

看的很慢，平时坐车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排队等候的时
候……积累下来发现自己竟然能够用这些零散时间读完一本
书，读完这么多字。真的是，很好啊。



月亮与六便士读后感篇四

作者：[英]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译者：徐淳刚麦克安德鲁上校煞有介事描述的那种浪荡浮华，
连个影子也没有。斯特里克兰把椅子上胡乱堆放的衣服扔到
地上，让我坐下。

趾高气昂 梦想活在上层社会的可怜女人

“有人建议让她当演员，我当然不同意。有名的剧作家我都
认识，只要我张口，明天就有角色给她演。但我不想让她和
那些人打交道。”

欲情故纵 总得想点手段才能得到听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沉迷于自己的精神世界 牛奶面包??????又算是什么呢

他完完全全过着一种精神生活，真是令人钦佩。

追求理想的人是这么一副行尸走肉的状态嘛？！

他走出来，带上了门。在我的想象中，我看见斯特里克兰把
他的帽子往桌上一扔，坐下来，点燃了一根烟。同样坠入情
网，男人和女人的区别是：女人可以一天到晚谈恋爱，而男
人只有几分钟。

世界冰冷而残酷。没有人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
们必须深怀谦卑。我们必须看到宁静之美。我们必须隐忍地
生活，这样命运之神才不会注目我们。让我们去寻求淳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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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于我们小小的角落，像他们一样平静温顺吧。
这才是生活的智慧。



当你的所作所为超出一般人的认可范围之外，他们就是觉得
你脑子有病，没有个性

亚伯拉罕没个性。”“上帝的磨盘转得很慢，但磨得很细。

月亮与六便士读后感篇五

我觉得，大多数人这样度过平庸的一生好像欠缺点什么。我
承认这种生活的社会价值，我也看到了它井然有序的幸福，
但是我的血液里却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渴望一种更狂放不羁
的旅途。这种安详宁静的快乐好像有一种叫我惊惧不安的东
西，我的心渴望一种更加惊险的生活。只要在我的生活中能
有变迁和无法预见的刺激，我是准备踏上怪石嶙峋的山崖，
奔赴暗礁满布的海滩的。

毛姆说：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单枪匹马的战斗。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孤独的个体，孤独的来到这个世界，又
孤独的离开。尽管在人生中的不同时间段都会有人来陪我们
走过一段生命旅程，但是没有谁会是谁永远的陪伴，我们注
定孤独的走过自己的一生。

刘同在《你的孤独虽败犹荣》中有这样一句话：有一种孤独，
不是做一些事没有人陪伴，而是做一些事没有人理解。我们
当中有的人可能一生都在执着地希望被人所理解、所承认，
但这个愿望似乎很难达成。

现实社会中的钟子期和伯乐总是那么的可遇而不可求。可是
不被理解，不被承认又如何，只要我们遵从自己的内心，过
着我们自己心中所想的生活，孤独又算得了什么呢？无论如
何，请一定要记住你的孤独，虽败犹荣！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我们都只是滚滚向前的时代浪潮
里微不足道的一员，我们疲于生计，日复一日的重复着索然
无味的生活。



我初读这本书的时候，觉得主人公是个疯子，他不仅放弃了
体面的工作，还抛弃了自己的妻儿，而这仅仅只是因为他头
脑中突然冒出的一个荒诞的想法。但是现在我却认为斯特里
克兰德是一位勇敢的人，在众人都只看见满地的六便士时，
斯特里克兰德却抬头看见了自己的月光，为此他抛下一切不
停的流浪，最终流浪到了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用画笔谱写
了自己光辉灿烂的生命。

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渐渐磨平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耐心，
我们不再对安稳生活以外的东西产生兴趣，我们慢慢地成为
了一个个只会赚钱的机器，没有思想，没有灵魂。但生活不
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也许我们每一个人
的心中都曾有过那样一轮明月，那样一方田野，但未必人人
都会有像斯特里克兰德那样放弃一切重新开始的勇气。

也许只是我们心中某一时刻突然冒出的想法，也许我们会觉
得它很荒诞，但是人的一生总要为了自己而活着，为了自己
心中所想疯狂一次又如何，愿所有人都能充满着激情去对待
生活。我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抬头看见自己的明月光。

月亮与六便士读后感篇六

什么是孤独？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说，布恩迪亚家族和
马孔多镇是孤独的，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母女之间、兄弟
姐妹之间，没有感情沟通，缺乏信任和了解，恰如彼时的南
美洲，各个国家、民族之间渗入了狭隘思想，成为阻碍民族
向上、国家进步的一大包袱；古龙的《天涯·明月·刀》说，
孤独就是傅红雪直到某一天，武功尽失，再也无法挥刀，他
仍会拖着残废的身躯缓缓迈进，追逐自己内心的那一束光芒。
无疑，他们都是孤独的，而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中主人
公思特里克兰德的原型—高更，也许是孤独的一个典型代表
了。孤独于他而言，就是在生活的残酷和对艺术不懈的追求
中产生的必然产物。



思特里克兰德没有任何的绘画基础，他只是爱好画画而已。
他的生活变得窘迫，他画的画也完全不像个样子，除了有个
蹩脚的画家伯朗士—施特略夫把他当成上帝外，任何人都不
会买他的画，事实上他也从不轻易卖画。他不停地流浪，最
后来到了塔西提岛，与一个土著姑娘爱塔结了婚。他们生活
在与世隔绝的地方，他每天都在那里作画。但不幸的是，不
久他就感染了麻风病，在他病逝的前一年，他成了xx。爱塔一
直照顾着他，直到他完成了自己的巨型壁画，身体溃烂而死。
他的妻子依照他的遗言焚毁了挂满壁画的屋子，甚至没有留
下一根木头。

那么，为什么思特里克兰德毅然放弃了原本锦衣玉食的生活，
选择了常人所不能理解的孤独呢？正式因为他有着一颗骚动
而不安的心，他天生为艺术而生，所以，他注定在“神谕”
的召唤下，在驱之不散的念头的驱使下冲出世俗的樊篱，走
向了艺术的至境。他正是在孤独中仿徨，在孤独中冲突，在
孤独中生成，在生命的最后一瞬间，在孤独中实现了灵魂的
自由。

我认为，思特里克兰德只是披着孤独的外衣，他内心是完全
不孤独的。不仅如此，我相信思特里克兰德的内心绝对是非
常充实和满足的，因为，心安处，便是吾家。孔子说，不义
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对思特里克兰德来说，不能为了自
己的艺术追求而放弃一切，再富足的生活，同样也是浮云罢
了。唯有在追求艺术的伟大征程中，方可心安，方可生存。
《霸王别姬》里说，不疯魔不成活，就是对思特里克兰德这
种生活方式的完美诠释。

反观自己，怎样的我才是心安，何处才是吾家呢？我希望能
把自己完全沉浸在教学工作中去，用自己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让孩子们可以去追求自己向往的生活。在孩子们的人生大路
上为他们点起一盏指路的启明灯，在孩子们要爬坡过坎的时
候给他们勇攀高峰的勇气和能力，在孩子们需要选择的时候
帮助他们作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我觉得，当我看到我们孩



子们，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在人生道路上直挂云帆济
沧海的时候，我一定会无比心安的。

心安处，便是吾家。

月亮与六便士读后感篇七

由《刀锋》和《月亮与六便士》所引发的有关人生的哲思的
确振聋发聩，但是书中对女性人物个性的刻画不免令人心生
遗憾。

这两本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男性，男性在性别上被社会赋予了
一种天然的自由，无论是在行动上还是在思想上，相较女性
而言都拥有高度自由。如果主人公的性别置换成女性，这两
部小说就不会那么成功，因为女性在追求独立思想和独立人
格的道路上仍受一定的限制，而且那种四处“流浪”的生活
对女孩来说也有很大的风险。不久前新闻里出现过的，一个
南京女孩晨起锻炼，结果遇害了。这类骇人听闻事件的发生，
使得女孩的社交范围和时间限制又往回缩了一缩。

毛姆笔下的男主人公恣意、洒脱，过着“漫不经心”的生活，
但是单从这两本书来看（其他作品我没有看过），里面女性
的形象都很单一，甚至可以说是刻板印象，大多数女孩的生
活里只有家庭，眼里只有爱情，她们没有寻求人生价值的追
求，好像生来就是男性的附属品。男性社会造就了这样的女
性，反过来又给女性打上狭隘、无知的标签，在那些塑造成
怀有雄心壮志的男性角色的衬托下，更显得鄙陋、可憎，这
真是不应该！

前几天，我读到一个《张素英和她的“城堡”》的故事。张
素英是个60多岁的中国农村妇女，丈夫死后她过起了流浪生
活。她“漂流”到甘肃省的某个小村子，一个砖块一个砖块
地拾起废弃的砖石，纯手工打造自己的小小“城堡”。当地
人不知道她打哪儿来，为什么要在这里落脚，为什么要建造



一座稀奇古怪的建筑。后来有位艺术家发现了她，用相机记
录下她的生活，使得更多的人们知道了这个毫不起眼的农村
妇女。她平静的生活没过多久就被打破，城堡是违章建筑后
来被有关部门无情地拆除了，于是她又开始了流浪之旅。同
样，这一次也没有人知道她将去向何方。

如果有小说家讲述她的故事，我想这故事一定和那些伟人的
故事一样动人。这个故事动人之处在于张素英特有的女性魅
力：她是农村妇女，但她却从不“循规蹈矩”，以流浪为生；
她一无所有，却靠拾荒打造了一座造型奇异的“城堡”；她
是年逾六旬，却能坦然直率地言及婚姻爱情。

张素英的故事唯其是女性，才更显动人，活脱脱像活在21世
纪的追求自由平等的简·爱！我的拙笔塑造不出这样一个个
性十足，富有魅力的女性角色，唯愿下半场人生能尽量向她
靠拢，不用舌头赘述智慧，而用行动表态人生，活出一份恬
淡、洒脱与豁达！

对人生的哲学思考没有性别之分，女性之中也有深刻的哲思
者，也有超然物外之人。

月亮与六便士读后感篇八

窗外太阳已经高高升起，是个晴天。也算不上多么晴朗，但
比起昨天来，绝对是个大晴天，春光明媚，绿意盎然。

只是，今天是清明节。不能对别人说节日快乐的，需要在心
里，至少在心里寄托一下对逝去的人的哀思。

拉上窗帘，室内光线依旧充足。

睡不着了，干脆就不睡了。坐起来，倚在墙上，拿起那本
《月亮与六便士》来读。



对于这本书，新书，按说应该有兴趣，可是前面大部分都读
不下去，通常是，读着读者就失迷了眼睛，失迷了脑子，等
着那些虚幻的文字，不知道在想什么。

媳妇告诉我，要读一读这本书。况且属于经典著作，读，一
定要读下去。我倒要看看，这本书好在什么地方。

仅看着封面，不让人讨厌，且对我有一定的吸引了。

可是为什么里面的文字，我总是读不下去呢。

弃之不读，我不忍心。读，必须读。

往后走。想当初，谈对象的时候曾对喜欢的姑娘说，试一下，
给我们相处一个机会，也说不准能碰撞出火花呢。

事实是如此。

越往后读，兴趣越足。并且在内心激起了涟漪。

慢慢地，十章，二十章，三十章；慢慢地，拿起了笔，做起
了在书上标画的营生。

艺术是这世上最伟大的东西。这是书里的一句话。

我笑着对骂我一早起来也不做早饭的媳妇说：我是艺术家。

哈哈，我做的可是艺术的事情哦，我也曾经长发飘飘过。今
天，一整天，我要去演出的。

别人认不认我不管，哈哈，在我心里，我是艺术家的。

依旧是迷迷糊糊读完的，也只是大致地对本书有个了解。

月亮，六便士。



理想，现实。

艺术，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