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淑敏昆仑殇读后感(汇总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
义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
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毕淑敏昆仑殇读后感篇一

这部小说给我一种强烈的震撼，毕淑敏用一种几近残酷的方
式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用生命作为誓言的爱情故事。一块看似
普通的.油布，一段相隔已久的时间，一次穿越流年的讲述，
描绘出一双相守不渝的恋人所经历的最初的也是最后的爱情。

两张相距很近的病床，却足以构成隔断了一对恋人的距离，
但是有谁说过，在最远的距离，心丽的最近，因此他们选择
了将歌声化为翅膀，在拘束的病房中就能展翅翱翔。

最终，当呻吟的低沉割断了歌声的命脉，冥冥之中已经为这
对恋人判了死刑。我想，他们并不是失败的，他们的爱情短
暂的，正如他们的身影永远镌刻在陈旧的油布上却总也无法
清洗一样，不要说什么海誓山盟，刻骨铭心的爱情最终是刻
在两个人的心里，可在时间的流沙中的。

我一直在想，他们的皮肤应该不是紫色而是黑色的吧，但是
读到文章的最后我才明白，他们，拥有了最浪漫的颜色，最
耀眼的爱情。

《昆仑殇》一群普通的军人，用生命与感情写就了一段回响
在世界最伟岸山脉上的凯歌。作者之所以用"殇"这个字，不
是为了夸张深重的面对死亡的悲痛，也不仅仅是为了弘扬军
人的光辉，我想或者毕淑敏有着最单纯的表达，这只是一群
人的祭歌，但是这群人，却让整个昆仑背负了难以排遣的沉



重。

在拉练的一路上，太多的军人有着想说却说不出的话，他们
已经没有机会诉说。有太多的军人失去了本可以成为亲人的
战友，他们已经没有机会表达。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行军
队伍如一条巨龙盘卧在昆仑的脊梁，但是谁都知道，他们又
是那样的脆弱，因为在自然的面前没有谁能称的上是坚强。

人是如此，感情亦是如此。爱情，亲情，它们都被埋在了昆
仑的冰封白雪之下，铸就了永远却不久远的殇。

看完这篇文章，沉重的不是见证生命的陨落，只是为那总也
不能说明的，久久不能排遣的情感纠结不清，念念不忘。

《预约死亡》文章开头的幽默让人觉得心情沉重。一张预约
死亡的诊断书，一段临终呼吸的录音，不得不说，这是震撼
人心最好的证据。"临终关怀"四个字有多少人不屑去了解，
有多少人不敢走近，又有多少挣扎在死亡边缘的人们期待着
社会的关注。

从临终关怀医院普通的护士，到院长，再到－读后感迫于出
国又无法承受道德谴责的儿子，一个个人物形象展现的不仅
仅是不同的人对于死亡不同的看法，我想更多的还是我们每
个人内心中对于死亡的矛盾心理。

文章想要唤起的是人们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群体的关注，更多
的也是对于生命的关注，如果亲情不再，责任不再，那么，
生命的尊严也就不再。或者，这也是血缘所不能解释的存在
吧。

毕淑敏昆仑殇读后感篇二

《昆仑殇》是毕淑敏处女作，她以自己在西藏当兵的所见所
闻写下了这篇小说，发表后一举成名。她所描写的是边疆一



支兵团在世界最极端残酷的条件在昆仑山进行拉练的故事，
故事中的几位主人公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人生、结局，但
他们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创造世界军事史上拉练的一个传
奇，让中国军人铁一般坚硬的军魂屹立世界。

故事中头号是主人公是一位代号为一号的首长，这里也许不
方便写出他的名字，但他却是一位铁骨铮铮的军人，为了完
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他带领着他的军队行走了世界气候最严
酷的无人区之一，只为了保护他所坚信的信念。也许有人会
觉得他不近人情，为了完成目标不惜让士兵们冒险，以致有
人还失去了生命。这也是他最矛盾的地方，要完成任务就要
不惜一切代价。

金喜蹦因为一点可有可无的政治问题不能以烈士之名安葬，
郑伟良和肖玉莲是一对情侣，因为政治问题不能在一起，为
了战士的荣誉和军人的纪律，他们生前不能在一起，死后不
能埋在一起，甚至在甘蜜蜜的恳求下不能埋在一起，正如一
号所说，死了也是战士，就要为战士荣誉分开。看到这里，
觉得一号很残酷无情，人都死了，为什么不能给死人一点温
暖，让他们的墓离得近点，仅此而已。只因他们是军人。军
人只是军人。

书的最后，一号把自己唯一的儿子，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送
到那里，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其实是一号唯一的儿子，他来这
里是要走过前辈们走过的路，看到这里，又觉得一号大公无
私，为了祖国，他们可以一代一代的牺牲，一次又一次的奉
献。对他的怨恨又少了一些。一号最后的愿望是和永远留在
昆仑，留在这片他付出和令他感动的土地上，虽然没能如愿，
但他曾经来过。

这里是没有硝烟战场，有的只是昆仑山的静寂和人心的痛，
有的只是寒冷的风和一支无畏的军队，但是用什么来弥补人
心的痛呢。也许只有昆仑山呼啸的风低低的为他们痛哭了。



毕淑敏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细腻的笔法写下了这本书，写得
真实感人，质朴而纯，也只有这样真实的故事才能真正打动
读者的心，震撼读者的心。是要让我们永远记住一群年轻的
人用生命与尊严铸就了一段传奇、一段历史、一段军事胜利。
“殇”与“伤”同音，但“殇”更能体现出悲壮，所以毕淑
敏选择了“殇”，用它来寄托作者的情情和感情，不只是为
了表达作者情感和衰痛，也是为祭奠那群年轻而可歌可泣的
生命，为了让人们不会忘记在祖最遥远的边疆，有一群平凡
也最不平凡的人在守卫着，为此，他们献出了青春、热血、
亲情、爱情，乃至生命。

毕淑敏昆仑殇读后感篇三

这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最为惨烈，最为悲壮的史诗般的中篇
小说。没有硝烟，没有战火，有的只是昆仑山的静默和心中
沉甸甸的痛。

恨死了一号，他的冷酷无情，他的固执强硬，他的我行我素，
他的愚昧爱国，他的争强好胜，驱使他近乎丧心病狂的率领
队伍进行一场惨绝人寰的拉练——向海拔5000米以上的昆仑
山下战书，这岂止是以卵击石?!

为什么?仅仅是一次军事演习，值得这么多人为此付出惨重代
价吗?大手一挥，千百个忠贞不渝的战士写好遗书，然后无比
信任地将生命交到你的手中。

是的，你很敬业，是一名合格的军人，为稳定军心，你轰走
了自己的老婆;在异国军官面前，你表现的不卑不亢;为给士
兵充饥，你亲手杀了心爱的白马。但你想过没有，当兵是要
吃苦，可他们也是人哪!你为了建立功勋，竟对自己的兵苛刻
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你的心残忍的可怕，比莽昆仑冷峻的冰
川和威猛的山风更可怕!

只是一切都来不及了。



对于军人，到底什么更重要，是荣誉，还是生命?或许答案本
身就是一种悲哀。

一号啊一号，我真的读不懂你，但我永远都不想读懂你。

毕淑敏昆仑殇读后感篇四

春光过眼，只是一瞬，你我情谊，可传万载；

白云悠悠，只是须臾，你我情谊，千秋如恒；

草木青青，远来佳宾，心如金玉，振振有声；

佳人绽笑，少年开怀，友人是谁，说与你听，

西方巍巍，大哉昆仑！

当然，不是只有这些。

昆仑也有很多推陈出新的地方。尤其是算学一块，不知道会
不会是后无来者，但端地是前无古人！男主角梁萧就是个算
学大家。通过他的种种经历，我们深切的感受到了祖冲之，
杨辉等先人的智慧光芒，让我们体会中国古代数学中蕴涵了
丰富的算法思想；让我们感受到我国古代数学对人类文明的
贡献。书中的天机十算多来源于中国古代第一部数学专著-
——《九章算术》。对于那些在忙碌的学习中偷空看这部小
说的同学们，希望你们不要纠结于其中的爱恨情仇，而能从
中激发出一点学习数学的兴趣，若真能如此，善莫大焉。

好了，扯了那么多，也该提提书中的主人公们了。

阿雪是我最喜欢的女主角，她是一个完美的人，现实社会中
你能看见这么纯洁的人的吗？如果有，我一定娶她为妻！她
的心是透明的；她的灵魂是善良的；她的爱是刻骨铭心的。



她有崇高的理想，她有一般女孩子的爱恋，她是痛苦而又快
乐的。她是理想的女神。她的纯白的裙子；她的甜甜的微笑；
她的淡淡的心思；她的执着的追求；她的晶莹的泪珠；最后
她飞蛾扑火似的选择，身葬钱塘江的悲哀…她的所有的所有，
都久久激荡在我的心田，让我久久不能平静……世上真的有
这么一个女孩吗？书中的阿雪，让我想起了电视剧《神话》
中的素素，不同剧情里的相同戏份，让我们在悲痛哀伤之余
只能感叹“她们只配出现在神话中”。

梁萧就不用我多说了，科学主义构成梁萧武功和人生的智慧
动力，他最大程度地得益于其数学造诣，融合东、西方两大
数学传统的智慧。金庸的智慧动力主要是哲学，陈家洛的庖
丁解牛掌和令狐冲的独孤九剑都是如此。哲学是人文之母，
数学是科学之母，科学技术的先进生产力性质在凤歌这里得
到高度重视，体现了科学主义对武侠文体的动力作用。

凤歌和我谈过“职业小说”概念，赋予主人公特殊才能，让
主人公成为专才，他举了大卫。科波菲尔香水嗅觉天赋和约
翰。克利斯朵夫音乐天赋的例子，特殊的科学才能赋予作品
以现代性。近50年来，西方出现了一批专业性很强的小说类
型，如律师小说、警察程序小说、高科技小说等，在其中，
科学主义已经成为创作的第一动力。这是值得我们将其与中
国传统武侠相结合而开创大陆新武侠崭新局面的。理想主义
代表了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人类对自身终极性价值的
追寻，最终会体现为永恒的乌托邦性和彼岸性认识，而这在
现实中都是永不能达到的，我们只能最大限度地去接近它。
而梁萧发现，他爱的每一个女子、他每一次的.辉煌功业，都
终是不幸，他总是摇摆着。有人把这当作是梁萧的一个不足
我以为，他的摇摆正是他先觉者意义的体现，是一种坚韧，
是他对理想信念的不懈追寻，他不断地在反思、否定、超越
和提升自己。他越来越孤独，这是每个先觉者都必有的痛苦。
梁萧的复杂民族成分，他在痛苦思索中的两难和摇摆，使他
集中了金庸小说中郭靖、张无忌、萧峰共有的光辉，梁萧因
此是一个站在前辈武侠巨人肩上的新的巨人，闪现着崇高的



理想主义的光芒。和平主义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此段引用
专家看法）再说有着绝世容颜的柳莺莺柳女侠。一开始，基
本上就认定她和梁萧是一对了。但是，她预置晓霜于死地的
心眼未免太小了。这醋意发的未免太狠毒了！所幸，莺莺也
没有那么不堪…当二女以为梁萧已死的时候，莺莺充分展示
了她坚强机智的一面，也明白了梁萧对晓霜的情意，不再吃
醋。此时的莺莺，是女中豪杰。难怪将来能成为天山十二禽
的首领！对她的敢爱敢恨，拿得起放得下我是由衷的佩服。

至于花晓霜，我想了想却发现真的没什么好的评价，总觉得
这个人…不真实，还望哪位书友有时间帮小子填补一下其中
的空白。

当然，昆仑之中还有很多角色人员，比如看到就想摇头的花
生，死的太突然了点的梁爸爸，鄙夷了几乎一本书到最后才
敬佩起来的花清渊，觉得可怜的云姝，明归等。

毕淑敏昆仑殇读后感篇五

在公司的职工书市活动上，我看到了几本经典的武侠小说，
突然就勾起了曾经的那段武侠回忆，有那么几本书，曾伴随
我度过整个少年岁月。

也许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我还是能记得我是在哪一天从新华书
店的哪个柜子上看到的《昆仑》。那是我刚上初二的那个冬
天，一个下着小雪的周末，书店里潮湿的气味，慵懒的店员，
穿着深色外套站在书柜前的顾客，都还在留存我的记忆里。
顾客的脸上印着寒冬带来的红晕，头上还有初融的雪水，他
们百无聊赖地在书店里游逛着，享受着惬意的午后时光。

我自小就是个武侠迷，还记得看过的第一本武侠小说是古龙的
《绝代双骄》，是我从家里书柜最顶层翻出来的，书页泛黄，
也已经卷了边，书脊也有散架的危险。之后再看到《天龙八
部》的时候，电视上也正在放黄日华主演的《天龙八部》，



然后就被那些神奇的招数迷得神魂颠倒。后来我在书店里发
现了武侠小说专柜，对于一个充满好奇的少年来说，真是打
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从小就一直梦想有一套金庸全集，但是大人们不给买怕影响
学习，加上其中的大部分也几乎都在电视上看过，所以至今
没能如愿。上大学的时候在学校的书摊上买了《昆仑》的全
集合订本，来来回回看了多遍。书中的情节不想赘述，其内
容大抵写尽了主角梁萧的一生，无数离奇的境遇，遇到三个
很爱他的女人，最后为救众人几近身死，随着花晓霜流落海
外，归隐江湖。

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也跟着梁萧一点点成长。第一遍看的时
候，我只是一个初中少年，惊叹于书中惊心动魄的情节，痴
迷于各种波谲云诡的武功，一刻不停地看，等到不得不放下
的时候，揉着酸涩的眼睛走进朔风里。当我第二遍看的时候，
看到梁萧别离母亲，看到阿雪为救梁萧殒命，看到柳莺莺骑
着胭脂带上兜里穿着水绿衣衫消失在绿柳边，我竟然有种想
哭的感觉。或许每一个少年的心中都藏着一个大侠梦，英雄
救美，仗剑天涯。大学时第三遍翻阅时，突然就对主角在面
临国家大义，儿女私情时的矛盾及无奈有了深深的认同感。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当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遭遇入侵时，
正是该有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时过境迁，那些匆匆岁月已
近十年，之间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有些事情不能如初见
时的美好，有些事情留下了诸多的遗憾，但是却都分明地留
在了我的心里，就如同梁萧脸上那道疤痕一样，仿佛看到他
一剑横天，笑傲群雄的英姿。

有些人物写下了之后，他的行为源自他的性格，作者的想法
若是随意左右了人物的行为，那一切便显得牵强。梁萧曾是
元朝的大将，也是最后守卫天机宫的死士。人生多么可笑，
天机宫给了梁萧痛苦的岁月，但是他最后还是选择一人挡下
所有飞羽箭矢，就像是他从未想过会和柳莺莺分开。年华从
来不饶人，再见时柳莺莺只是为曾经的梁萧，后来的西昆仑



刮去了胡子，洗净了风尘，爱情却从来没有一刻熄灭过，相
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从初看昆仑到如今已有十年，山海经第二部沧海早已完结，
第三部灵飞经也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开始了连载。然而我始终
觉得昆仑写的最好，铁血天骄也写的最好。虽然沧海里的情
节描写，更加精彩绝伦，但是我读起来却少了一份感动。谷
神通毙命之时，我也只是一声叹息。也许在写昆仑的时候，
凤歌还只是由着心性写书，而后来，成了职业作家之后，多
少心境也会有些变化。

我早已分不清我是爱这本书，还是爱我的回忆。我有时会十
分怀念那一段年少无知的时光，沉浸在虚幻的武侠梦中，一
人一剑，浪迹天涯。昆仑留给我的，是感动，是回忆。所以
我谢谢凤歌，我也谢谢时光。我居然这么久了还记得书里的
那些情节，还记得那家书店，还记得那段青葱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