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遥远的救世主读后感(精选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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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
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遥远的救世主读后感篇一

丁元英是个非常现实和理性的人。他对女人的看法有两句经
典台词：“女人是形式逻辑的典范，是辩证逻辑的障碍，我
无意摧残女人，也不想被女人摧残。”“说美女是魔，是要
指出起烦恼的因。为的是了心苦、不起苦。”故对丁元英而
言，不屑于通常意义上的情感表达。他甚至认为将时间和精
力用于追求小情小调的浪漫，满足女人对于形式逻辑的追求，
对他而言是一种摧残。所以，远离女人才是正途，用芮小丹
的话来说，在古城清静的丁元英本质就是出家，剃了头就是
个和尚。

芮小丹不端不装、物质上不缺不贪、为人处世不卑不亢、作
为女人不矫情不多心，芮小丹的出现让丁元英找到了红颜知
己，丁元英又重新入世。两者的相爱遵循阴阳之道，尊重男
女特质的生物性和差异性，男人去承受男人的东西，女人去
承受女人的东西。芮小丹发挥自己的母性特质去疼丁元英，
丁元英用雄性文化的魂引领芮小丹成长、觉悟。同时，两人
又坚持人格独立和精神对等。两者的爱是精神世界的相融、
是用灵魂的吸引、碰撞、交织与共鸣去体悟人生。

芮小丹和丁元英都是非常理性的人。他们之间讨论问题，纯
粹从理性的角度，不参杂个人情绪和好恶，不使用招数和技
巧。但对大多数女人而言，丁元英就是一个不招人喜欢的直



男。比如：

丁元英要去五台山烧香、拜佛、讨个心安。

——芮小丹说：“现在刑警队里太忙，谁都不好意思请假，
我不能陪你去了。”

——丁元英说：“请了假你也不便去，这事多少都有点寻经
求道的意思，少不了楚风也去凑个热闹，带个女的就不合适
了。”

——芮小丹自嘲一笑：“是我自做多情了，可我已经说不能
去了，你深深表示一下遗憾不就得了。”

——丁元英说：“这就是圆融世故，不显山不露水，各得其
所。可品性这东西，今天缺个角、明天裂道缝，也就离塌陷
不远了。”

芮小丹心底顿生一种融通契合的心灵感应，默默点了点头。

在讨论两个人将来的时候

——芮小丹说：“如果5年以后你嫌我老了呢？”

——丁元英说：“有可能，而且不止这一个如果。也许5年以
后你嫌我平庸了，也许有一天你把我扫地出门了，但这都不
影响独立的债权债务关系，也不改变今天的事实。5年以后我
不嫌你老，你就可以不老了吗？5年以后我变成了一个色狼，
值得你回头看一眼吗？”

——芮小丹笑了笑，端起杯子说：“采纳你的建议，定
案！”

从上面的对话可以看出，正如肖亚文所言，丁元英这种人对
女人没有意义，是女人就有贪嗔痴，没有贪嗔痴的女人是天



国的女人。站在女人的角度，丁元英并不招女人喜欢，不实
惠，没有女人想要的那些东西。但是不端不装、不矫情不多
心的芮小丹却能从与丁元英的对话中，找到一种融通契合的
心灵感应。

当芮小丹提出，希望丁元英送她一个礼物——就是在王庙村
写个神话。丁元英痛快答应了，因为在丁元英的价值体系里，
人生冷暖论到极致，就是男人女人的一个‘情’字。千金易
求、红颜知己难得。虽然追求小情小调的形式逻辑没有意义，
他也不屑于这样做。但是与芮小丹共同经历一件事，这件事
能促使芮小丹成长和觉悟，比任何外在的东西都要重要。正
如丁元英对芮小丹说：“聪明如你的女人不多，奢华如你的
女人不多。”

欧阳雪曾问丁元英，格律诗音响和王庙村扶贫你图什么？丁
元英说：“这个问题很现实，但是我确实很难回答。如果我
现实了，就不会有这件现实的事。有了这件现实的事，我就
很难回答这个现实的问题。”

韩楚风也曾目瞪口呆：“啊？我的天！你知道格律诗音响和
王庙村扶贫这事儿得折腾多少人？得惹多大动静？原来就
是……就是给一个女人的礼物？”并感叹：“古有千金一笑
之说，如今一看，那千金一笑又算得了什么？”

大多数成功男人还是把女人当成了花瓶和附庸，可以给女人
制造浪漫，也可以随手给女人丢个包包、首饰，甚至买房、
买车。却不可能用自己的知识与智慧，再花大量的时间、精
力、资源，为的却是让一个女人成长和觉悟，所以，丁元英
给芮小丹的礼物真是来自天国的礼物，这份礼物里没有丁元
英和芮小丹任何现实的经济利益。而丁元英却要耗费自己的
知识、智慧、几年的时间、精力、德国强大的人脉关系、韩
楚风的资金等等，就是为了芮小丹能通过格律诗事件去理解
和思考“文化属性”。而这件事中利用的人脉关系和资金，
丁元英都要在将来有所回应和补偿，甚至当‘得救之道’的



讨论浮出水面，芮小丹收到这件叫“觉悟”的礼物时，丁元
英还要为此背负骂名。

丁元英对芮小丹的爱还不止如此，当芮小丹提出为了既能与
丁元英天长地久，又能站着对话，想养着丁元英的时候。丁
元英给芮小丹的建议是：我借钱给你买房子，你用这个房子
养我。而他引领芮小丹成长和赚钱，以此来偿还借款。

芮小丹是无憾的，既会扒拉铜板，又会扒拉灵魂的丁元英曾
经这样爱过她，她曾经这样做过女人。

遥远的救世主读后感篇二

excuseme？傲然独尊？可遇不可求的完美佳作？被简介骗进
来，一次引起生理不适的阅读体验。主角人设行动让人难以
理解，通篇说教炫技故弄玄虚，商业逻辑野蛮原始无法自圆
其说，男主居高临下俯视众生智商全靠配角降智衬托，叙事
野心太大题材复杂让人眼花撩乱。

难怪这么多人说豆豆不是真正的作者，跟学历阅历无关，而
是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对女性赤裸裸的歧视和不屑，但同时又
塑造了这么多近乎完美圣洁的女性形象，严重怀疑作者是个
受过女性伤害有恐女症但又对女性身上的神性无限向往的中
老年直男，还是个自以为掌握了天道和中华文化密码的外籍
华裔精英知识分子，这部小说只是为了传教，根本不是写出
来给读者看的，一句话来说，我装我的逼，你看得舒不舒服
是你的事。

不能理解这高分和简介里的盛誉是怎么来的，一些非常经典
的文学作品也才8～9分，这部作品既没有文学性也没有生活
性，那些打高分的人，你身边真有人这么说话做事的吗？可
能年代相隔太远，恕我难以共鸣。



遥远的救世主读后感篇三

这是一则90年代的现代寓言故事。

从丁元英讲起，小说将其赋予了神的角色。何为神？知晓世
间一切规律并能将其应用的人，便是神，即掌握了道的人。
无论是股市的涨跌，法律的限定，或者文化属性，都是规律
的一部分。丁元英是从头到尾没有成长的人，他却从出场开
始，一直给予身边的人成长，无论是帮助也罢，教训也罢，
爱也罢。他总是准备好给予，难以想象向他人索求，他是寓
言故事的核，是客观规律的总结，所谓“是魔，是鬼都可以，
反正不是人”。

我们看到芮小丹爱着丁元英，更加接近自己生命的意义；肖
亚文尊敬丁元英，获得事业和财富；而王庙村的股东们，因
为怀疑，不信任，不尊重“神”，而遭到了“惩罚”。

但小说终究不是在歌颂神，丁元英毕竟是肉体凡胎，香是一
个下凡的神仙，有着七情六欲。可他掌握着道，也被自己的
道所束缚。芮小丹是他生命中最完美的女人，他一次次地被
芮小丹所震撼，也一次次更加尊敬芮小丹，但是这并没有影
响他的道，他也始终无法脱离自己的道。客观规律不会随着
人的意志所转移，坚信如此的他，没有向小丹表达希望他停
下来的愿望，最终痛失爱人。这给这则寓言更深化了一层，
也许掌握了道，依然无法守护一切，在适当的时候，仍需要
区突破道，才有可能让事情又转机。

遥远的救世主读后感篇四

《遥远的救世主》看后感觉也没有能免俗。

再说爱情，一个绝世聪明的男人和美丽无暇的女人之间的感
情就比普通人之间的感情要美丽吗?未必!灵与肉的交融，幸
福对于幸福的人来说，没有太大的差别。



聪明的人们啊，能不能不要那么自我感觉良好，一方面满嘴
的禅啊，悟啊，觉啊，一方面仍然跳不出自己那个对另一些
人来讲“俗”的圈子。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跳不出的圈子，都有自己俗的地方。谁
也未必比谁高明。小的时候觉得瞎子摸象很可笑，其实谁不
是在瞎子摸象?恐怕真能跳得出自己的局限，纵观全局，有一
个完整认识的，也就只有上帝了。

不过这本书的主题是对的，这个世界上没有救世主，要靠自
己，唯一能救助自己的，只有自己。只有自己从态度观念的
改变，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也是我在外漂泊最
大的感受。亲人朋友能给与的是情感上的寄托，如果还对自
己有更高的要求，只有自己努力，每一次痛的涅磐，都会有
一次质的腾飞。

再补充一句，听说这部电视剧在很多地方禁演了，我很支持。
这部小说的结尾是个败笔，三个人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自杀
来解决问题，这对于年轻人和很多不年轻的人都是个非常不
好的误导。自杀不解决问题，勇敢地面对，珍惜自己的生命，
没有过不去的坎!

遥远的救世主读后感篇五

初次听说《遥远的救世主》，是一年前在一个国学群里，当
时并没在意，不久前的因缘际会，让我不得不读此书，转一篇
《遥远的救世主》读后感，分析的很不错。于是上个星期用
了三天的闲暇时间读完了这本书，感触颇多，不吐不快。

这是一部融合了释道两家文化且有一定深度的小说，不同的
人对这部小说的理解会有很大的出入，本文只代表我自己的
观点。纵观整部小说，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词就是文化属性
了。文化属性是什么?引用主人公丁元英的话，“透视社会依
次有三个层面：技术、制度和文化。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任何一种命运归根到底都是那种文化属性的
产物。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这是规律，
也可以理解为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强势文化就是遵
循事物规律的文化，弱势文化就是依赖强者的道德期望破格
获取的文化，也是期望救主的文化。强势文化在武学上被称为
“秘笈”，而弱势文化由于易学、易懂、易用，成了流行品
种。”

文化属性是作者贯通全书的主题，很多的桥段都在印证着作
者关于文化属性的定义。

先说说小说的主要人物。男主人公丁元英，是“道”的化身。
道家尚自然，循规律，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对于“道”的定
义。丁元英的一切行为都在诠释着他的“道”，给人印象最
深的就是芮小丹最后的那个电话。电话中芮小丹告诉丁元英
自己准备去搏命，但是他听了后什么也没说，因为他知道，
当一个人看破生死的时候，一切的言语都是多余的，这就是
自然规律。所谓道法自然，这就是丁元英的“道”，或许也
是作者心目中的“道”。

女主人公芮小丹，是“释”的化身。释家，就是禅宗，其本
身就是大乘佛教传入中土后吸收了本土老庄思想甚至是易经
的部分思想发展而成的，最易被普通大众所接受的佛教分支。
释家求觉悟，证涅磐，认为世间一切皆为泡影，看破方可得
正果。芮小丹从初遇丁元英到最后的自杀，就是一个“觉”
的过程。当她最后看破人间泡影的时候，就有了顺理成章的
涅磐而去。

男女主人公都不能代表真正的人，至少不能代表绝大多数的
人。书中的主要配角们，才代表了当今社会下的众生百态。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刘冰。他是弱势文化的代表，他无
时无刻不在诠释着作者所定义的弱势文化。世上本没有救世
主，自救者得救。他的自杀起到了点题作用，从文学角度来
讲，他和芮小丹都是不得不死的。



说完了人物，说说小说中给我印象很深三段话。首先是丁元
英通过芮小丹之口说给王明阳的话，“神是什么?神即道，道
法自然，如来。”抛开最后的如来二字，我曾经说过一模一
样的话，看到这句话，不禁大生知己之感。道法自然这四个
字，包含了太多太多，读了十年道德经，年年感悟各不相同。
此中乾坤，真可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第二段是丁元英对智玄大师说的话，“晚辈叹服佛法究竟真
理真相的辩证思维，如是不可思议。但是，晚辈以为佛教包
括了佛法，而佛法有别于佛教。佛教以佛法证一，进而证究
竟，最终是为给心找个不苦的理由，成佛，无量寿，极乐。
佛教以假度真的方便法门住福相、住寿相、住果相，是以无
执无我为名相的太极我执，致使佛教具有了迷信、贪执的弱
势文化特征，已然障蔽佛法，晚辈以为，如果佛教能依佛法
破除自身迷障，不住不拘个人解脱，以佛法的如是不可思议
究竟生产力与文明的真理真相，则佛法的佛教即出离宗教的
佛教，成为觉悟众生的大乘法度，慧于纲纪泽于民生，是名
普度众生。”这段话让我第二次大生知己之感。长久以来我
都对佛教和佛法分的很开，我崇尚脱离脱离了宗教信仰的佛
法，而对宗教信仰很浓重的佛教一直不感冒，对待道家和道
教也是这个态度。绝大多数信佛信道的人，信的是教还是法?
那些进庙就烧香看似无比虔诚的人，只是尊重习俗，还是弱
者祈求强者的庇护?所以前面在说丁元英和芮小丹的时候我用
的是道家和释家，而不是道教和释教。之所以用释而不用佛，
是因为佛教分支繁多，差别很大，而禅宗是吸收了本土文化
的分支，是整个东亚地区的绝对主流。

第三段是丁元英告诉韩楚风为什么会讨论“得救之道”的对
话，韩楚风笑了笑，说：“一招杀富济贫引出得救之道的讨
论，骂的是你，疼的却是传统观念。一年多不见你怎么有了
这么高的境界?”

丁元英摆摆手说：“哪里是境界，我还没冲动到为了让舆论
溅几滴水花就去招惹那种骂名。当‘得救之道’的讨论浮出



水面，那就是我要送给小丹的礼物。”

韩楚风顿然目瞪口呆，脱口一声：“啊?我的天!你知道这件
事得折腾多少人?得惹多大动静?原来就是……就是给一个女
人的礼物?”

丁元英说：“天下之道论到极致，百姓的柴米油盐。人生冷
暖论到极致，男人女人的一个‘情’字。这两个极致我都没
敢冒犯，不可以吗?”

看到这段话，我只有一个想法，丁元英真乃吾辈楷模!

说了观点相同的，再说说相悖的。作者对于传统文化的定义
有很大的问题，作者所说的传统文化只能代表满清以来百姓
所普遍存在的世俗文化，虽和所谓的奴性文化不同，却颇有
相似之处，有人说如今中国处于后清时代，还是很有道理的。
然而何谓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真应该被舍弃?在当代，国外的
企业通过研究易经，道德经，孙子兵法等等中国传统文化的
产物来融入到到现代企业管理，松下就是个著名的例子。如
何对传统文化去芜存菁，尽其所长，值得国人深思。中国的
文化博大精深，诸子百家，各有所长。何为文化属性?仅仅以
所谓的强势弱势来给文化定性，显然太偏颇了。

在“文化快餐”泛滥的时代，这样能够引人深思的好作品实
在是凤毛麟角，真希望在韩寒郭敬明之流充斥着文化市场的
今天，能多几个豆豆这样的作家，可惜在网上搜不到关于豆
豆的具体资料，真想和作者好好的聊聊。这是一部思想性很
强的小说，如果你是一个在精神上有所追求的人，不妨好好
读读这部小说，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