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仑关读后感(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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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仑关读后感篇一

当品读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记录下来很重要哦，一起来写一篇读后感吧。读后感你想好
怎么写了吗？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古典之殇》读后感，
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古典之殇》读后感1

高尔基曾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我们成长的经历
与记忆中，自然少不了书的存在，书不仅传授我们知识，而
且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思想。

在我印象中还真没有几本书会被我反反复复的阅读、品味、
感叹，唯有一本《古典之殇》。几年前偶尔在书店里看到这
本书，我被书上那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幽蓝色的神秘所吸引，
于是买下了这本书。

初读，大概因为那时思想还未成熟，初步的体验只是这本书
不同一般，阅读中，感觉似乎是在拉家常，可当时我却认为
这本书没有多少“营养价值”,对我的写作不会有多大帮助，
自然地它就被放在书柜的一个角落，静静地等待着我的再次
发现。

再次发现它，是几个月后一个无聊的节假日，我又打开它阅



读起来，渐渐地我了解了原来的大自然与现在的大自然，了
解了真实与本质，也看清了一些社会现象。看到这些文字，
心里产生了一些共鸣，产生了那种不能言传的特殊感受。但
这种感觉太缥缈，太朦胧。往后的日子里，我开始听起新闻，
观察起生活，注意到周围人身边事，渐渐地对一些社会现象
有了自己的看法。

我开始渐渐明白这本书的价值。这本书有一个副标题是“纪
念原配的世界”,意思是为了表达与原配世界的离别之意。在
作者眼中，原配世界是一个天光明澈、风物灿烂的世界，我
们今天正在告别这样一个世界，正在用自己过度膨胀的欲望，
抛弃延续数千年之久的传统与习俗。

这本书让我懂得了原始大自然的美，让我理解了作者回忆往
事时所流露出来的感情，我们产生的共鸣越来越多了。作者
揭示了社会上一些不正之风，一些不道德的行风。他把最现
实的生活，彻底展示在我们眼前，使我学会了道德、责任的
坚守，学会了诚实、善良地对待他人，懂得了要与大自然和
谐相处。

于是，我一口气读完整本书，那种正义、善良的品质已深深
感动了我。那种百分之一百的实话的文章，虽没有任何华丽
的词藻，却用真实诉说着永恒。

这本书唤醒了沉睡的自然美景，这本书洗涤着我心灵的污垢，
它告诉我许多道理，这些道理将伴我一生，让我无时无刻不
提醒自己，改变自己。与高尚的人谈话你也会变得高尚，读
好书就如同与一个高尚的人谈话，他会改变你的一生。

《古典之殇》读后感2

初见它，我原以为它很普通，与普通的书一般。充满了心灵
鸡汤，让我觉得索然无味。



书是神奇的，当你打开它的时候，你会明白，它是一位孤独
的旅行者，在荒芜的土地上寻找着它的同伴。

读起它的第一句话，手再也不舍得将他放下。

它是一位引路者，带领着我进入一个缠绵而又动人的世界。

时间原来会流逝，来到书中，来到主人公所在的地方，让我
领略古典消逝的殇痛。

城市的喧嚣，自由的舞者，奔跑的幼童，看着这个纯洁又肮
脏的世界呐喊彷徨，古典的温暖在消逝，现代的冰冷在冻结
这个世界。

王开岭先生用他的文字让我们体验属于古典之殇的独特伤痛，
殇字吐出口，缠绵在嘴中，就像茶的清香在嘴里，久久不散。

读出它你会惊喜的发现，它很美，如一位有着愁丝的美丽女
子，看着它，心里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

时代在麻木的前进，属于古典的`美丽在流逝，属于我们的温
暖在消逝。属于我们的情感在悲鸣。

时代的发展，城市的崛起，有趣的农村被高楼大厦截断，炽
热的情感被掩埋在冰冷的外壳下，童年回忆被埋葬在高楼之
下。

纯粹的美好不再完美，属于你的殇痛在出现，一点一点的扩
大，一点一点的在侵蚀曾经的美好。

纯粹的美在流逝，古典的殇痛，不可忽视。

回忆曾经的痛苦，才会明白最初的美好，明白最初的美好，
才能领略，最初的是世界。



人总会不端的安慰自己，麻木自己。

麻木自己的情感，忘记自己身上最初的美好，忘记自己最初
的样子。

有人常说，经常回头看看自己，你会发现，你早已不是那个
赤条条的样子，身上带无数的包袱，将你自己显得臃肿不堪。

低头看不见你自己的脚尖，抬头费力的看向天空，浑浊的眼
睛想要看清世界的样子，却也怎么都看不清。

古典之殇，殇在心中，千言万语，却无话可说。

《古典之殇》读后感3

接触到这本书，还是有次坐我们周校长的车，闲聊中，他说
自己都会随身携带一本书，包里放着的刚好就是这本《古典
之殇》，顺便就向我推荐了这本，说挺不错的。回头我也立
马买了一本，但是拿到书一看，其实我是很排斥的，不是我
喜欢的类型，感觉会很难读懂，也就随手扔一边了。再次拾
起这本书，是在怀孕期间，想着打发时间用的，没想到越看
越入迷，很多字不认识，边查字典边标记，倒是认识了很多
生字。

突然记起小时候，自己也曾和小伙伴在小石子路上蹦蹦跳跳
地疯跑，在小河边摘下一串串狗尾巴草，并做成戒指戴在手
上，蹲在墙角甩弄石缝间的小虫子，一帮人爬树上偷摘无花
果吃，跑去田间烤番薯吃的美好时光。原来我也曾离自然这
么近，或者说，离原配的世界那么近，然而这些都不存在了，
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已经流逝了，而且已无迹可寻。这让我
害怕，害怕找不到以前的自己，害怕那些美好的事物会被时
光淹没掉，怕自己也会随波逐流。

但是这又能怪谁呢？这是时代的发展必然。时代变得复杂，



变得危险，“现代人过早地进入了心灵的黄昏”，这是“古
典之殇”，其实也是我们人类之殇。但是我很庆幸读到了这
本书，让我了解了过去的美，唤醒了我的童年记忆。

跟随《古典之殇》，向原配致敬。

《古典之殇》读后感4

这个时代，不变的东西太少了，慢的东西太少了，我们前行
得太快，以至于那些生活中的美好渐行渐远，只能用来缅怀。
当山间若隐若现的点点流萤无迹可寻，当夜晚的静谧被浮躁
的声音打碎，当曾经的繁星点点化为现在的霓虹灯浓重的商
业气息，当当年踏雪寻梅，煮酒对歌，变为现在的奢靡攀比，
欲望涌动。我们将何处寻找当初的生活。

为什么不慢下来呢?为什么不回头看看呢?为什么一定要固执
于创造一个又一个相似的高楼林立的城市而不寻找当年的大
漠孤烟圆月,小桥流水人家?缺失了的是对自然的景仰，丢弃
了的是慢的生活节拍，沾染上了浓重的商业气息，多了的是
市井纷纷的闲言碎语。

“我们唱了一路的歌，却发现无词无曲。我们走了很远很远，
却忘了为何出发。”王开岭如是说。在工业化，城市化这条
路上疾行的我们，是否也该看看，当初梦想被丢到了何处。
当初的信仰又在何方?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我
们能做些什么，不止是暗自神伤，【《古典之殇》读后感】

昆仑关读后感篇二

小说的主人公一直没有被写出名字，而是用“一号”来代替。
这个“一号”代表了一种最高的威严。“一个除了零以外最
小的数字，又是一切天文数字的开始。谁能逾越过'一'
呢！”一号在小说中是一个矛盾的人物，他心里备受煎熬。
一方面他痛惜那些在拉练中牺牲的战士，感到悲痛，不断地



谴责自己，因为是他要在海拔五千公尺的高原上拉练，是他
要进入无人区。可以说战士们的牺牲一部分原因来自于他的
个人决断。

另一方面他是一名军人，作为昆仑防区最高军事指挥官，他
必须重视使命，他必须为国家和人民训练出一支高素质，能
吃苦的边疆守卫军。小说结尾一号要被调离他为之奋斗一生
的地方--昆仑，离开埋在这儿的战友和士兵们，但他的心永
远地留在了这一片土地上，因为他爱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在我们追求生活的品味，美味的食物的时候，有那么一群人
默默在祖国的边疆守卫着。我想我们不该遗忘他们！

昆仑关读后感篇三

《昆仑殇》是毕淑敏的处女作，主要讲述了昆仑防区部队进
行军事拉练过程中发生的事。这项军事拉练是严格和残酷的，
有许多士兵被高原严寒的气候冻伤冻残，有的甚至失去了年
轻宝贵的生命。

小说主人公一直没有被写出名字，而是用“一号”来代替。
这个“一号”代表了一种最高的威严。“一个除了零以外最
小的数字，又是一切天文数字的开始。谁能逾越过“一”
呢？”

一号在小说中是一个矛盾的人物，他心里备受煎熬。一方面
他痛惜那些在拉练中牺牲的战士，感到悲痛，不断地谴责自
己，因为是他要在海拔五千公尺的高原上拉练，是他要进入
无人区。可以说战士们的牺牲一部分原因来自于他的个人决
断。另一方面他是一名军人，作为昆仑防区最高军事指挥官，
他必须重视使命，他必须为国家和人民训练出一支高素质，
能吃苦的边疆守卫军。

后悔？不后悔？这些字眼在一号的脑海里盘旋过很多次，或
许从个人情感方面他后悔了，他的命令把喜爱的警卫员金喜



蹦，救命恩人的.儿子郑伟良，美丽善良的肖玉莲，李铁推向
了死亡。但从国家立场上考虑，我相信一号是不后悔的，祖
国和人民的安全高于一切，并且他会为之继续奋斗。

小说结尾一号要被调离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地方——昆仑，离
开埋在这儿的战友和士兵们，但他的心永远地留在了这一片
土地上，因为他爱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昆仑关读后感篇四

也许引用狄更斯的双城记便足以回答“那是最美好的时代，
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昧的时代；那
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时期，那是黑
暗的时期.„„”那样的时代似乎更像是现在这个时代，复杂无
比。

时间上溯到5000年前，那时虽然任就是洪荒时代，一切的文
明任就处于萌芽。而一切任就是原本的面貌。随着时间的渐
渐推移，临海而渔，欲林而猎的渔猎文明被农耕文明所取代。
人么不必再去为生活东奔西走，只需守着一方土一片天便可
安然一生。人与土地依然其乐融融。

在一季又一季的谷物收割后，一年又一年春夏秋冬的交替后，
一代又一代的人生老病死后。渐渐地一生困守在一方土的人
们不再满足，开始去探寻世界的奥秘。于是哥伦布，麦哲伦，
达伽马等航海家开始探寻世界、阿基米德，伽利略，牛顿等
科学家开始寻找宇宙的奥秘。终于在爱因斯坦，瓦特，法拉
第等一系列科学家的发明开始改变世界。工业时代开始取代
农业时代。

终于自人类诞生以来的原配的世界开始渐渐远离。



那么怎样才算是一个好的时代？我觉得凡是好的东西都应该
免费或者傻瓜也能活得好好的。

最后借海明威的话结束这篇不知从何谈起的读后感
吧——“这世界很美好，值得我们去奋斗”

（字数823）

昆仑关读后感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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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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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希望书友们能抽空看一下这部小说，说实话，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