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灵魂是谁的著作 一堂课的灵魂读后
感(优质7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
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论灵魂是谁的著作篇一

在拉斐尔的著名画作《雅典学院》中，用现在的话说，两位
先哲的位置绝对是c位。柏拉图一只手拿着他著名的《蒂迈欧
篇》、一只手指向天空，他推崇超越人类社会的理念世界，
认为心灵可以升华，是一种精神体验；而他的旁边，就是柏
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一手拿着《伦理学》，另一只手
则掌心朝下，他要告诉世人，现世的秩序和规则，是包括法
律、道德、伦理的。一个感性、一个理性，构成了西方哲思
的两大源头，也是人们追求智慧和真理的开始。

今天这篇读后感，就是对亚氏《论灵魂》的复习与思考。

《论灵魂》的汉文译者绪言中，先是把亚氏理论的衍变及本
书做了比较详尽的介绍，不要忽视，这个很重要。一般认为，
作为弟子学生，一脉承袭老师的观点，是常理所在。然，我
们从拉斐尔画中表现的俩人完全不同的两个手势，就看出亚
氏与老师柏拉图观点的背道而驰。万事皆有因。亚氏的父亲
是宫廷御医，加之较为宽裕的家庭环境，使得亚氏从小就受
到科学行为的熏陶。即便后来从学医转去柏拉图学院，即便
所有学生都听不下去柏拉图讲课、唯一留下来听课的就是亚
氏，即便柏拉图称亚氏为“学园之灵”，亚氏还是在接受过
生物学和实证科学的影响下，开创了自己的哲学领域。我觉
得，如果说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很多论证不需要通过肉身，
只靠大脑去思考就行的话，那亚氏对灵魂的论证，则运用到



了所有的感官，当灵魂触碰到末梢神经的那一刹那，就是灵
感乍现、哲思泉涌的时刻。

和上一篇阅读的《裴多篇》不同，《裴》采取的是对话方式，
而《论灵魂》则分3卷论述：第1卷，亚氏梳理和辨析了前辈
哲学家关于灵魂问题论述，探讨了灵魂学说的地位和研究方
法，以及前人关于灵魂的几种说法，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
值；在第2卷前3章中，亚氏论述了灵魂的定义，探究“质料-
形式”“潜能-现实”问题，认为灵魂是形式、肉体是质料，
灵魂是肉体的动因、是实体，灵魂包括理性、感觉和营养的
机能3个部分，最终确定了“灵魂作为生命的本原”的观点；
在最后9章中，他集中研究了感觉的问题，也是《论灵魂》的
精华所在。

还有一件事，就是虽然我们是看的翻译过来的中文版，但是
文章的基础架构还是西方的，得学会能“设身处地”，去习
惯这些“繁琐的”论证方法，才能阅读的进去，或许还能啃
出滋味儿。

412b10―我们已撰成了“何谓灵魂？”的一个通用（普通）
定义：这是凭形式为之表现的本体（实是）。412b25―我们必
须理解，所说那个潜在地具有生活功能的物身，只应是现正
寓有灵魂（生命）保持着灵魂的，不可是一个失去了灵魂
（生命）的物身；种籽与果实就是这样的潜在地活着的物
身。413a―躯体相应的具有生活的潜能，但恰如瞳子与视功能
之合而成眼，灵魂与身体合成一个活动物。于是，这可就明
白了，“灵魂与躯体是不可分离的”。

对上面这段论述，我肯定的说深信不疑。前一篇读后感，我
提到晚年的莫奈几近失明，却仍创作了睡莲等很多优秀的绘
画作品，看似好像眼睛已经失去了作用，仿佛是灵魂在指引。
但，瞳子有如照相机，拍照留存在记忆的档案库里，视功能
则是可以加工、区分、提取的打印机。我们睁开眼睛好像可
以看见很多景象，但若让你现在马上闭上眼睛细想一下，你



刚才都看到了什么？我想，你说不出来太多，除非你经过刻
意的训练。莫奈正是如此，倘若没有几十年的绘画积淀，没
有他在花园里那么多年仔细观察睡莲的每时每刻，他所有当
时的视觉、感知都已经牢牢的深锁在大脑中，所以才能在想
要作画的时候，不需要眼睛也可以绘画创作。我想这就是灵
与肉的联系。

有了前一段文字的铺垫，现在，再去理解“质料-形式”“潜
能-现实”可能要容易些许了。还是围绕灵魂的定义，其中提到
“实是”，亚氏认识，412a5――实是有三分义：

（1）物质（材料）（简称质料）由己而言，物质不是一“这
个”；

（2）形式或形状，事物恰正由以得其怎是（个性）而成
为“这个”（某物）；

（3）前两者的合成。质料是潜能，而形式为实现或现实。可
是，现实须在两个涵义义上来应用，譬如，说“具备知识”和
“运用知识”是为义两异的。

比如，斧。斧的质料，可能木头或铁，但是我们不能把木头
或铁叫做斧，它并非“这个”；斧有斧的形式，我们之所以
把斧叫做斧，是因为这件事物拥有“斧的形式”，形式附带
着它的功用与价值，由于它事物才被称为“这个”；斧作为
存在的事物，必然是质料和形式的合成。质料作为潜能的存
在，如木头，它可以形成斧，可以形成椅子，也可以形成房
屋等等，形式是实现或现实。

“可是”后面，说“具备知识”和“运用知识”是为义两异，
字面意思我们很好理解。但是我们在这里还需要了解一点的
是，西方有神的存在，所以，在谁具备知识和运用知识的理
解层面，不同的哲学家也会有不同的思考。亚氏，就不认为
知识来源于神，在他的《论灵魂》中就取消了神的维度，他



认为知识来源于人对宇宙和整个自然的观察和研究，因为人
是有灵魂的主体性存在，灵魂作为第一重要的知识，灵魂不
能脱离人的躯体而单独存在。nice，我也是无神论者，这里只
是从科学维度去考量，与信仰无关。

关于“灵魂作为生命的本原”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认为世界
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实体。他将灵魂所属的范围由人推广到全
部生命，认为灵魂是生命的“形式”，灵魂也就是生命的实
现。415b10――灵魂是有生命物体（生物）之因与原（第一
原理）。灵魂通有一切生物诸原因中的`三因。灵魂作为生命
的实现（功能），首先，是不可以脱离“质料”的，起码是
必须通过“质料”（肉身）才能实现的方面是不可以脱
离“质料”；其次，是具有主动性的，甚至是绝对主动性。
木斧头在被制作之前，在没拥有斧头的“形式”之前，只是
木头和铁罢了；第三层含义，我们可以通过把握生命的功能
来把握灵魂。

而有生命的躯体，具有各个部分，又是怎么实现其功能的呢？
基于亚氏长年的科学实证性，也就有了长期的对各类事物的
观察，因此，他把五官（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
是怎么实现生命的躯体的，一一做了详尽的论述，这些构成
了躯体形成的灵魂。另一部分，我们的思考思辨，则是形成、
或知识实现的灵魂。灵魂还使生命体具有四种能力：营养能
力、感觉能力、思维能力及运动能力。这四种能力分别作用
于有生命的躯体，才是有生命的躯体存在的真正原因。

我也在想，无论是五官对身体产生的作用，还是思辨能力，
我觉得，都是相辅相成的，虽然不知道敏感度与思辨的强弱
关联度到底是多少，也不能确定四种能力共同的合作作用之
比例，但是它们相互之间肯定是有影响的。

思维跳转回东方，我们都敬佩苏轼，现在仔细想想，自古都
说东坡先生儒释道三通，如果说灵魂是独立存在的，那他的
思想岂不就纷乱烦扰了吗！我觉得就是灵与肉的结合。所有



他经历的贬职、降级、外调、入狱，他都用四肢和五官在体
验，他很敏感，他的寒食帖，给我的启示，不仅仅是他书法
上淋漓尽致的体现，那是他在黄州异常艰苦的环境下，对自
己人性思考后才产生的笔触。而这种体验与思想的结合，非
热爱生活人士之不能掌握，越是如此，越能充分的发挥生命
之功能，去展现他丰富的精神世界，即灵魂。

我感动于“406b10――凡凭其自性而成善的，就必不于任何它
物为善。凡为自己所求取的善，验之于任何它物，不必就是
善”。细细品来，平日里，我们经常要求的许多事物，很多
是为了其它的目的而去求取，为了需要在世界上活着，做好
工作，更有甚者为了体现自己的高贵去求权敛财。却很少有
真正为了自己而求取的一个善物。这一由己之善，既不由于
任何从属的目的，大概就是世界之“至善”吧！我想，亚里
士多德，也是如苏轼一般的人，他们毕生勤求的，就是这
个“至善”。

愿我们都能积极的生、热情的活，用生命去体验精神上能带
给自己的力量，那时，内心的强大才可能“至善”到更多，
由心而生的喜悦，才会更长久！

论灵魂是谁的著作篇二

内容简介：无论你多么热爱自己的事业，也无论你的事业是
什么，你都要为自己的保留一个开阔的心灵空间，唯有在这
个灵魂空间，你才能把你的事业作为你的生命果实来品尝。
一切交往的质量都取决于交往的质量。唯有在两个灵魂充实
丰富的人之间，才能有真正动人的爱情和友谊，人生最好的
境界是丰富的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界虚名浮利的诱
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宝藏。

读了周老这本充满哲理意味的书，很多地方比较难懂，但是
也有很多感同身受之处，灵魂的行走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寻
找上帝，灵魂之所以只能独行，是因为每一个人有自己寻找，



才能找到他的上帝，无论你多么热啊自己的事业，也无论你
的事业是什么，你都要为自己保留一个开阔的心灵空间，唯
有在这个心灵中，你才能把你的'事业作为你的生命果实来品
尝，一切交往的质量都取决于交往本身的质量，唯有在两个
灵魂充实丰富的人之间，才能有真正动人的爱情和友谊。

肖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
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立足点仍是占有，所以才会
有占有欲未得到满足的痛苦和已得到满足的无聊，这双重悲
剧。如果把立足点移到创造上，以审美的眼光来看人生，我
们可以反其意而说：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
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寻找和创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
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尝和体验。

世界上没有其他事物，强大过一个独行朝圣的灵魂。

《一堂课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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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灵魂是谁的著作篇三

《灵魂只能独行》集是他的心灵守望卷，在周国平眼中，人
最重要的莫过于精神世界，也就是他所强调的灵魂。一个人
在在物质上可以贫困，而在精神上必须是富有的。拥有灵魂
的人在他眼中也是“天才”，“知识分子”等。他们有一个
共同的特征，总是处于极端寂寞之中总是不被人所理解，甚
至成了一些人心中的疯子。他们总是与时代潮流保持一定的
距离，他们可以是被废黜的国王，可以是有灵魂的疯子，可
以是懂得满足的猪，可以使唯一的尼采，可以是有信仰的光，
可以是人所能及的神圣，可以使守望者，守林人。

以下是我所摘抄的一些话，慢慢品味：

1.人高贵的灵魂必须拥有配得上它的精神世界。

2.一颗觉醒的灵魂，它的觉醒的鲜明征兆是对虚假的生活突
然有了敏锐的察觉和强烈的排斥。这时候他就会因清醒感到
痛苦。

3.许多人所谓的成熟，不过是被习惯磨去了棱角，变得世故
而实际了。那不是成熟，而是精神的早衰和个性的夭亡。真
正的成熟，应当是独特个性的形成，真正自我的发现，精神
上的结果和丰收。

4.人们不是献身于抽象的历史，而是献身于大地上活生生的
生活。

5.智者是不会有失落感的。领袖无民众不成领袖，导师无弟
子不成导师，可是对智者来说，这样他守护着人类最基本的
精神价值，即使天下无一人听他，他仍然是一个智者。

7.世上本无家，渴望与渴望相遇便有了家。



8.大智者必谦和，大善者必宽容。唯有小志者才咄咄逼人，
小善者才斤斤计较。

9.一个行为有两个动机，一个光明，浮在表面；一个晦涩，
沉在底里。当它们各居其位时，灵魂风平浪静。有谁想把它
们翻一个个儿，灵魂就会涌起惊涛骇浪。

10.即使两个人相爱，他们的灵魂也无法同行。世间最动人的
爱仅是一颗独行灵魂与另一颗独行灵魂之间的最深切的呼唤
和应答。

11.读书的心情是因时因地而异的。有一些书最适合在羁旅中，
在无所事事中，在远离亲人的孤寂中翻开。这时候，你会觉
得，虽然有形世界的亲人不在你的身旁，但你因此而得以和
无形世界的亲人相逢了。在灵魂与灵魂之间必定有一种亲缘
关系，这种亲缘关系超越于种族和文化的差异，超越生与死，
当你和同类灵魂相遇时，你的精神本能会立刻把它认出。

14.所谓信仰，其实就是不完美这对完美境界的永远憧憬和追
求。无知并不可笑，可笑的是有了一点之时便以为自己无所
不知。缺点并不可恶，可恶的是做了一点善事便自以为有权
审判天下人。在一切品行中，狂妄离智慧，也离虔诚最远。

15.凡真正的信仰，那核心的东西必是一种内在的觉醒，是灵
魂对肉身生活的超越以及对最高精神价值的追求和领悟。

16.日记的作用是帮助既享受孤独，在孤独中于自己谈谈心。

17.在所有的人生模式中，为了未来而牺牲，现在是一最坏的
一种，它把幸福永远向后推延，实际上是取消了幸福。人只
有一个青春，也只能是在青春期。有一些享受，过了青春期
诚然还可以有，但滋味是不一样的。

18.我们每个人都最终要面对一种没有任何前途的苦难，那就



是死亡，而以尊严的方式承受死亡的确是我们精神生活的最
后一项伟大发明。

19.我受人世的不幸胜过受天堂的幸福。我受过我的不幸胜过
受他人的幸福。

20.痛苦使人深刻，但是如果生活没有欢乐，深刻就容易走向
冷酷，未经换了溢润的心灵太硬，它缺乏爱和宽容。

21.不要对我说：“苦难净化心灵，悲剧使人崇高。默默之中，
苦难磨钝了多少敏感的心灵，悲剧毁灭了多少失意的英雄。
何必用舞台上的绘声绘色，来掩盖生活中的无声无息。

22.人生不可挽回的事太多。既然活着，还得朝前走。经历过
巨大苦难的人有权力证明，创造幸福和承受苦难属于同一种
能力。没有被苦难压倒，这不是耻辱，而是光荣。

23.当你遭受巨大痛苦的时候，你要自然，懂得自己忍受，尽
量不用你的痛苦去搅扰别人。

24.诗借瞬间把握永恒，哲学想直接把握永恒，但做不到，最
后只好像诗求援。

25.春天是诗人的季节，秋天是哲学家的季节。

26.哲学家生活在永恒中，诗人生活在永恒中，他们都不会变
老。

27.一般人追求可望也可及的东西，诗人追求可望不可及的东
西，哲学家追求不可望也不可及的东西。

28.哲学和事都孕育于神话的怀抱。神话是永恒的化身，她死
了，留下一双儿女。直到今天，哲学一醒来就谈论死去的母
亲，诗一睡着就梦见死去的母亲。



29.诗宣泄激情，哲学则把激情转向深沉的思考。

30.哲学是男性化的，诗是女性化的，哲学充满理性之光，诗
充满感性之美。

31.我剪除哲学的晦涩为它嫁接上诗的含蓄。

论灵魂是谁的著作篇四

一直以来，我都坚信孤独是可耻的，直到我看到这本书。谢
谢晓明的推荐。孤独并不可耻，孤独是应该享受的。

读完这本书，有很多感同身受之处。做些许摘录，大家共享。

（1）灵魂的行走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寻找上帝。灵魂之所以
只能独行，是因为每一个人只有自己寻找，才能找到他的上
帝。

（2）无论你多么热爱自己的事业，也无论你的事业是什么，
你都要为自己保留一个开阔的心灵空间。唯有在这个心灵空
间中，你才能把你的事业作为你的生命果实来品尝。

（3）一切交往的质量都取决于交往者本身的质量。唯有在两
个灵魂充实丰富的人之间，才可能有真正动人的爱情和友谊。

（4）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
界虚名浮利的诱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宝
藏。

（5）孤独的价值p27、不擅交际固然是一种遗憾，不耐孤独也
未尝不是一种很严重的缺陷。从心理学观点看，人之需要独
处，是为了进行内在的整合。所谓整合，就是把新的经验放
到内在记忆中的某个恰当位置上。所以，有无独处的能力，
关系到一个人能否真正形成一个相对自足的内心世界，而这



又会进而影响到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不管你与谁同睡，你
都只能独自进入你的梦乡。同床异梦是一切人的命运，同时
却也是大自然的恩典。

（6）生活的减法p59、旅行时不得不精简的行李。有多少是你
真正生活必需的。即使有一座大房子，又何妨要填满它。

（8）生命的得失p141、婴儿、老人、中年人均诉说自己的不
幸。一个声音问：“众生啊，那已经逝去的和未曾到来的都
不属于你们，你们有什么可失去的呢？”三个灵魂齐声喊道：
“主啊，难道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最不幸的人吗？”上帝答道：
“最不幸的人不止一个，你们全是，因为你们全都自以为所
失最多。谁受这个念头折磨，谁的确就是最不幸的人。

（9）流浪者和他的影子p142、命运如同一个人的影子，有谁
能够摆脱自己的影子呢？一个流浪汉对于自己的命运不堪忍
受，请求神允许他和别人交换命运。神说如果能找到一个对
自己命运完全满意的人的话就和他交换吧。结果事实上，世
人所见的确只是他们的命运之河的表面景色，底下许多阴暗
曲折唯有他们自己知道。流浪者终究没找到能跟他交换命运
的人，直到今天，他仍然拖着他自己的影子到处流浪。

（10）白兔和月亮p143、有一只白兔，独具审美的慧心，她
是赏月的行家，在她眼里，月的阴晴圆缺无不各具风韵。于
是神将月亮归属于兔。说也奇怪，白兔从前的闲适心情一扫
而光了，脑中只想着“这是我的月亮”，勾起了无穷的得失
之患。她终于去拜见神，请神撤销了那个慷慨的决定。

（11）肖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
的东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立足点仍是占有。
所以才会有占有欲未得到满足的痛苦和已得满足的无聊这双
重悲剧。如果把立足点移到创造上，以审美的眼光来看人生，
我们岂不可以反其意而说：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没有得到
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寻求和创造；另一是得到了你



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体验。

（12）我相信人必定是有灵魂的，而灵魂与感觉、思维、情
绪、意志之类的心理现象必定属于不同的层次。灵魂是人的
精神“自我”的栖居地，所寻求的是真挚的爱和坚实的信仰，
关注的是生命意义的实现。幸福只是灵魂的事，它是爱心的
充实，是一种活的有意义的鲜明感受。肉体只会有快感，不
会有幸福感。奢侈的生活方式给人带来的至多是一种浅薄的
优越感，也谈不上幸福感。当一个享尽人间荣华富贵的幸运
儿仍然为生活的空虚苦恼时，他听到的正是他的灵魂的叹息。

论灵魂是谁的著作篇五

爱是什么？假如它是清凉的甘霖，便要不畏艰辛地滋润久逢
干旱的田地。若它幻化成歌谣，就温柔地抚慰人们受伤的凄
楚的心灵。或许它会变作五彩缤纷的颜料，把黯淡的世间装
点得多姿多彩。爱，平凡之中蕴藏伟大，它教我们读懂亲情，
学会感恩。

在一个夏日午后，日影斑驳，懒洋洋的微风徐徐拂过，吹来
远处清新的稻香，熏得我沉醉其中。

“阿姨，行行好。”一个细嫩的声音吸引]我的注意力，却见
是个七岁左右的小男孩。他衣衫褴褛、瘦骨嶙峋，正小心翼
翼地伸出一双脏兮兮的小黑手向一位富婆乞讨着，“我已经
两天吃饭了，可怜可怜我吧。"汗水已浸透他的衣襟，捧在手
心的碗却依然空空如也。

“去去去，哪儿来的脏小孩，滚一边儿去。”那位穿着时髦
的.富婆厉声呵斥，话语里满是不屑。

“阿姨，给一元钱也行啊。帮帮我吧。”小男孩尾随其后。
谁料富婆抛来一个狠厉的目光，便扬长而去，徒留满脸失望
的男孩还在原地。他无奈的摇了摇头，蜷缩在一个角落里，



独自哀叹。

须臾，天渐渐阴了下来，白云蒙上了一层灰色，风也夹杂着
丝丝凉意。路人一个个都对小男孩视而不见。

又一对情侣经过，小男孩颤巍巍地站起身，：“大哥
哥……”话没说完，就被那个男人一把推到，重重地摔在地
上，小男孩眼里噙满了委屈的泪水。男人一脸鄙夷，刚想破
口大骂，又想起了一旁的女友，为了保持形象，犹豫再三，
极其不愿地从钱包里翻来覆去地找着什么，最后摸出一张皱
巴巴的五毛钱，扔给小男孩，和女友说说笑笑地走开了。

小男孩拭去眼角残留的泪水，擦伤的手紧紧攥住那来之不易
的5角钱，微微苍白的脸上露出欣喜的神色。

我在一边思忖着：这个世界还有爱吗？不复存在了罢；人们
的灵魂还活着吗？怕是早就沉睡不醒了罢。

正想着，小男孩已来到跟前：“可怜可怜我吧，我已经两天
没吃饭了。”我低头看着他那鹰爪般的小手，那双澄澈的眼
睛在太阳微弱光芒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好像点亮夜空的星辰。
他还这么小，就要独自扛起生活的重担，确实不容易。

雨声淅淅沥沥，街上开出了一朵朵伞花。

我进了一家卖花店躲雨。置身在花的清香中欣赏雨景的确是
个不错的主意，花香与雨水的气味交融在了一起，令我心旷
神怡。

“欢迎光临。”我循声望去，咦？进来的不就是刚才的小男
孩吗？“想要看点什么？”店员显然没想到乞丐也会买花，
却依然礼貌有分寸。“一束康乃馨，谢谢。”小男孩沉思了
一会儿：“请再写上‘亲爱的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店员手脚麻利，很快就包好了花儿。“一共是十元。”小男
孩从口袋里抠出钱来，放在收银台上，一把纸币被他叠得整
整齐齐。他捧着花出去了。

“他买花做什么？”我纳罕着。却见他毅然向公墓的方向走
去，每一步都那样坚定。我能想象，此时此刻，他脸上挂着
的一定是世界上最纯真、最幸福的笑容。

他的身影渐行渐远，康乃馨在风雨的吹打下更为美丽动人。

我的眼前一片迷蒙……

论灵魂是谁的著作篇六

文：李慧敏

读了《灵魂与肉体》一书，我深深知道自己灵魂的价值！灵
魂这个词并不陌生，世人们也常常去说，但是他们却不真正
认识灵魂，他们只是观念性的知道、认为灵魂是人的精神、
思想、感情等，但却并不认为灵魂是实际存在的。

认识真理之前，我不认识灵魂，虽然也在过信仰生活，但却
像宗教人士一样，只是单单为了满足自己的良心，认为也许
我去教会了，上帝就会祝福我，就会得到上帝的福分。

记得我高考那一年，每天都是在紧张忙碌的去学习，每天像
机器一样，重复着做着无数的各种考试卷子，那时压力也是
很大的，因为家人还有自己为此付出很多，每一个考生都想
考入自己理想的大学，考试临近了，妈妈还有家里人也是在
为我祷告。但是高考之后，我没能考入自己理想的大学。那
时我埋怨上帝了，上帝啊，你不是全能的吗？祷告了不就成
就吗？为什么我还是没能成功呢？我认为上帝根本不存在，
或者他根本就不爱我，全世界那么多的人，我又这么渺小，
他怎么可能会注意我呢？对于信仰我陷入了迷茫的状态！



认识真理之后，信仰还是在跌跌撞撞的时候，我读了《灵魂
和肉体》一书，这使我在初入信仰的道路上更加清楚的指明
了方向！让我更加认识了自己的信仰。人不仅有肉体还有灵
魂，人不仅仅要为肉体活，更应该为灵魂活，肉体是宝贵的，
但是比这更值得珍惜的是自己的灵魂，这是我前所未闻的。
肉体需要食物来维持生命特征，然而灵魂需要上帝的话语来
维持灵魂的生命。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太4:4

对于信仰的迷雾我终于打开了，原来不是上帝不爱我，是我
不理解上帝的爱，就像在襁褓中的婴孩一样永远无法理解父
母的爱，上帝不但爱我，更把他的挚爱独生儿子耶稣赐给了
我，也为我预备了天国更美好的家园，就像金牧师在书中说
的，“上帝一样在爱着我们，并且已经显明了对我们灵魂的
爱！耶稣甘愿为我的灵魂舍命，这爱又是何其伟大。”即使
在地上我们受尽苦楚、挫折，但是这些都不重要，能胜过这
一切的是我灵魂得到了这爱！

我的灵魂终于苏醒了，我的灵魂是多么的渴慕上帝的爱，多
么渴慕永恒的生命。

人也是和上帝有同样的属性——渴慕永恒的生命，世上没有
哪一个人会不怕死亡，在中国古代人们也不是想方设法的去
追求长生不老吗？即使现在，养生、保养也是一个很热门的
话题。但是上帝命定肉体的年岁也就120个春夏秋冬，谁都无
法超越上帝的法则。肉体是非常软弱的存在，肉体来自与尘
土，也要归于尘土。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创2:7

肉体的属性很强大，这个世界非常适合肉体去居住，可以满
足肉体的一切欲望，世上不信者不是每天都在为自己的肉体
去考虑吗，竭尽的满足自己的肉体的需要吗？但是我们作为



属灵人要知道，灵魂最安逸的`地方是天国。我们要克服肉体
的私欲，要让自己的肉体成为灵魂的工具，要让自己的灵魂
当家作主。

世界有很多的东西迷惑我们，信仰稍不留神，就会被世界的
风俗文化影响，要知道这个世界是属魔鬼的，魔鬼想尽一切
方法不让我们认识上帝，让我们误解上帝，让我们按照自己
固有的观念去生活，他也会利用世界暂存的荣耀来诱惑我们，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这和上帝国度永恒的荣光是无法比拟的。

作为属灵的人，看待问题的角度、视野应该更开阔全面，要
站在上帝的立场来看待世界，不要被眼前的假象所迷惑，而
抛弃了上帝给予我们的永恒的福分，要知道万有的主人是上
帝。在上帝哪里才能得到源源不断的属灵的生命、福分。

认识了灵魂和肉体，就应该合理的去安排自己的灵魂和肉体
的关系，肉体是灵魂的衣服，是灵魂在地上得到生命、奖赏
的机会，如果不好好利用肉体在地上短暂的时间，那么等到
自己灵魂和肉体分开的时候，灵魂就只有死亡、黑暗、刑罚。

但是相反如果在地上积极的认识耶稣，认识真理，努力的真
实的为灵魂过信仰生活，那么将来也会得到极大的冠冕、荣
光和奖赏。

要清楚的认识自己是如何的存在，自己是离开上帝就无法存
在的，今天我们在主耶稣里面得到了上帝永恒的生命，就不
要轻易抛弃，因为这样的机会稍纵即逝，我们灵魂不要和天
国擦肩而过，要紧紧抓住耶稣基督的救恩。

要在信仰里面做一个真正的属灵人，不要欺骗自己，要为自
己的灵魂预备，将来让自己的灵魂披着美丽的嫁衣等待耶稣
的再来！

感谢上帝使用金牧师写出这么属灵的书籍，感谢圣乐教会汉



语翻译中心，感谢教会的属灵前辈和我分享这宝贵的话语，
感谢为真理的话语默默奉献的灵魂！感谢！感恩！

论灵魂是谁的著作篇七

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神”和“神圣”只一字之
差，意义上的巨大差异凸显无疑。在这个世界上，无论
是“神”还是“神圣”都有一大拨信仰者，相同的是这两类
人都有一个自我的崇高精神追求，而不同的是一个人可以不信
“神”，但却不可以信仰“神圣”。

是否信仰神取决于个人的民族文化传统或者特殊经历，这是
一种宗教信仰，不需要勉强。拥有宗教信仰的人，一定有一
个高尚的精神标杆；但一个人不信奉宗教，仍可能是善良的。
然而“神圣”就有所不同了，信仰神圣价值和观念的人有所
敬畏，在他们心中总有一些原则性的东西是不可亵渎和侵犯
的，人格就是一种体现。一个人一旦人格沦丧，丢失了做人
的基本信仰，任何物质或欲求的满足都无可挽救，并且表面
越是丰富越是反映其本质的颓败。

一个高贵的灵魂不仅仅需要神圣的信仰，还必须在人生的旅
途上孜孜不倦地前行，并且灵魂只能独行，这就是作者周国
平本书想要表达的思想。没人敢说百分百地清楚另一个人，
最熟悉的人莫过于两个心心相印的爱人，但是他们不可能达
到彼此透明的境界。史怀泽在《我的青少年时代》中提到，
彼此透明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任何人也都无权对他人提
出这样的要求；他认为心灵也有其外衣，我们不应该脱掉它，
他人也应当尊重。所以，相爱的至多也只是可以在黑暗
中“并肩行走”，他们最动人之处在于两个独行灵魂之间深
切的呼唤和应答，相互的感应和鼓励。

每个人都是一个秘密，所谓知己，难过或者开心他们扮演了
比普通人多得多的情感分享者的角色，在精神的最深处，或
伤痕或甜蜜都只有自己可以主宰。事实上，灵魂只有在独行



的时候才能沉淀下来，真实地思考，人的灵魂往往在极尽孤
独之后得到升华。

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尼采，他的成就可以说与他几乎一生
的孤独息息相关。尼采一生的经历十分坎坷，历尽人生的各
种辛酸和艰辛，他曾不止一次地感到生命的无力和孤独。幼
年时父亲的死亡让他深刻感受到死亡的无常，变得孤僻，他
曾这样形容自己：“那一切本属于其他孩子童年的阳光并不
能照在我身上，我已经过早地学会成熟思考。”小小年纪便
开始灵魂孤独的行走，让他悟到了生命哲学、存在意义、悲
观主义等对后世哲学影响巨大的哲学思想。尼采的母亲是虔
诚的清教徒，她对尼采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尼采终生保持着
清教徒的本色，如同白玉石雕一般纯洁，这又恰恰印证了灵
魂中信仰的重要性。

人穷尽一生都是在与孤独斗争，同时在孤独中领悟世事。一
个人不论多么热爱一份事业，都要为自己的灵魂保留一片开
阔的灵魂空间，唯有这个空间才能细细品尝你生命的果实。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许多人已经迷失，他们被欲求的满
足蒙蔽了双眼，以拉帮结派或者灯红酒绿来排挤灵魂的孤独。
结果却是截然相反，物质越是富足，精神越是空虚，这样的
人已是见惯不怪了。

面对死亡的孤独可谓最是深刻，也许有人可能会和你共赴死
亡，但是没有人能同你一样体味到走向死亡那段心理历程；
因此，许多迷失了灵魂的人往往会在将近死亡的时候幡然醒
悟。

斯托尔曾说，孤独的最后一种价值好像是留给人生的最后一
个阶段的。他写道：“虽然疾病和伤残使老年人在肉体上必
须依赖他人，但是感情上的依赖却逐渐减少。老年人对人际
关系经常不大感兴趣，较喜欢独处，而且渐渐地较专注于自
己的内心。”作者显然是赞赏这一变化的，因为它有助于老
年人摆脱对人世的依恋，为死亡做好准备。



灵魂只能独行，只能以信仰和孤独为伴，而我们则应该学会
在品味孤独，并在孤独中提升灵魂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