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蔡康永的说话之道读后感第章读
后感 蔡康永的说话之道读后感锦集(优

质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
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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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康永的说话之道读后感第章读后感篇一

天堂是什么颜色?蓝色的。旅行需要理由吗?需要，33个理由。
这是《蓝色天堂》所带来的真情告白，也是毕淑敏环球游历
真情实感。

蓝白的书皮，展开来竟是附赠的一张手绘的航海地图及娓娓
叙来的33个旅游理由，蓝色的书页带有扑面而来的海洋气息，
闻之有香袭来，打开扉页，一张沁香的的船票静躺书怀，装
帧精致新颖，读者的心就这样被捕获，更何况还有图文并茂
的精彩内容。

双休日的午后，我倚着沙发，捧着这本心仪的书，随着毕淑
敏的笔端，眼睛旅行，心灵散步，去倾听素颜的地球的诉说。

隶属于职场的自主企划居然被毕淑敏作为汶川大地震的捐款
平台，就如一颗硕大的爱心在“和平号”上砰然绽放，给这
本游记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虽则因送款回国而中断了旅
程，但爱心传递，义举永存。

哈瓦纳雪茄，3年的时间，222道工序，纯手工制作，除了人
工还需天意的赞助(雪茄叶需经晾房天然晾晒，这与新疆葡萄
干有异曲同工之效)，因此引用她的就是“每一支哈瓦纳雪茄



都清白”。无怪乎吸雪茄，更多的时候是在享受那种情调，
那种享受对一个深谙雪茄享用之道的人而言，与香烟之比有
云泥之别。我在填补知识空白的同时，也弱弱地满足了小资
情结。

毕淑敏用她的脚和眼睛在地球上画出了一个巨大的圆，她不
是单纯地讲述沿途风土人情，也不是欢乐与激情的简单堆砌，
而是从立体的多方位的角度来解读世界的多元文化，用让心
灵获得幸福的文字睿智地诠释那一时冲动带来的众多充满激
情的独特体验。

当我翻到94面，《蓝色天堂》给了我一个小小的惊喜，试看：
“冰岛的景色真是超绝美丽。我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若是
让我说那里的景色最让留恋，那么除了阿里的冈仁波齐，就
是冰岛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两地都是同样的荒凉?同样的纯
净?同样的人烟稀少，大地保留着我们这个星球刚刚凝固时的
模样?”游记中有记载冰岛的险与乐的专题素材，冰岛可是我
梦牵魂绕的地方，在她的字里行间我觅到了文字所带来的视
觉刺激与探险的游历，不经意便间唤醒了心灵深处的出行因
子，不知何时，我也能泡在这魔鬼般调出的蓝色湖泊——蓝
湖中，在氤氲的蓝色水汽中享受到冰火两重天的极致快乐?由
此，我郑重地收起那张5000元的船票，幻想着某年某月的某
一天也能登上和平号，来到这个拥有火山、温泉、极昼、极
夜的神奇岛国。

一个双休日我读完了这本来自天堂的香书，仿佛作了全身心
的spa，释放了浊气，舒展了身体，也找到在路上“行走”最
给力的足音，或许这就是《蓝色天堂》所带给我的最大收获
吧。

蔡康永的说话之道读后感第章读后感篇二

素净的封面，以及如诗般的书名，想来作者是一位安静的女
子。



作者在序言中写道：这凡尘到底有什么可留恋的?原来都是这
些小欢喜啊!它们在我的生命里，唱着歌，跳着舞。活着，也
就成了一件特别让人不舍的事情。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触
动了我的心，忍不住往下看。

丁立梅用那些朴实的句子，向我勾勒出一幅幅温馨动人的场
景，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在她的眼中有着别样的韵味。

给我印象较深的一篇文章叫作《让梦想拐个弯》。从小到大
我有着或大或小的梦想，有些梦想我稍稍努力就可以实现，
而有些梦想则需要长期的积累，在没读文章之前，我一直认
为，有梦想就要通过努力去实现，遇到困难要克服，要永不
言弃，梦想终会实现。而文中作者却说：梦想很可爱，但也
很现实。当梦想飘渺如天上的云彩，任我们再踮起脚尖，也
无法与它相握，这时，我们要学会认知自我，懂得放手，让
梦想转拐个弯。

作者用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两件事说明了这点。一件是作者的
高中同学迷上了诗歌，荒废了学业。没考上大学，失业，离
婚，这些都是因为诗，然而付出了这么多代价，他写的一麻
袋诗，发表了的却寥寥无几，旁人对他的劝告，他不听，他
的老母在离去时对他是一万个放不下，在最后的最后他终于
明白，这辈子，他成不了诗人。忙忙碌碌最后却无所成就，
多么的悲哀啊!

第二件事情是发生在作者认识的一位服装设计师的身上，他
曾经的梦想是一位钢琴家，父母倾家荡产栽培他，他在一次
音乐会后突然觉悟，台上钢琴家行云流水般演奏风格，是他
永远无法企及的，他不顾父母的反对，放弃了音乐，改行学
起了他感兴趣的服装设计，并且很快脱颖而出。

相比之下，第二件事中的服装设计师是机智的，当他发现自
己没有弹钢琴的天赋时，他毅然放弃钢琴，改行学习自己感
兴趣的东西，闯出了一片天地。



“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有时不一定是对的。

在哪里跌倒，还要在那里爬起来，岂不是加倍的难?也许，我
们在哪里跌倒，应该赶快到别处爬起来。

兴致勃勃从事一项事业，结果一败涂地，为什么还要和自己
作对，强撑下去?换一个行业好了，也许这个行业不适合你。

你短跑也许永远都是二三名，永远也超越不了第一个人，那
就换长跑试试吧!或许你天生长跑就好!

正如文章在最后所说：野杜鹃一定也做过成为大树的梦的，
当那个梦想遥不可及时，它让自己落入尘土，努力地在悬崖
上，盛开出属于它自己的绚烂。

我们的梦想或许怎么都无法触及，那么就换一个梦想吧，你
曾经为这个梦想付出的努力会让你成为业余者中的佼佼者，
有时拿出来陶冶下情操，那便是极好的。

执着是一种可贵的品质，然而盲目的执着，却是对生命的浪
费和伤害。亦如：生命之弦，原有它承载的极限和底线，绷
得过紧，势必弦断。

蔡康永的说话之道读后感第章读后感篇三

《大淖记事》是汪曾祺晚年的作品，写的是他的家乡高邮的
风土人情。每当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是会联想起其老师沈从
文的《边城》。同样是描写家乡朴实的民风，同样是清新空
灵的语言，连故事的主人公也有一点点相似。只是，和《边
城》相比，《大淖记事》的情节更加淡化，就像是在静静的
水中投入了一块小小的石子，荡起了几圈涟漪，又迅速地平
静下来，融入大淖安宁和谐的生活之中。

有人物，有情节，的确是小说重要的元素——故事，但是在



大淖这个足够大的生活背景下，这样的故事很容易就被湮没
了。因此，《大淖记事》这篇小说，让读者记忆深刻的不是
主人公的爱情故事，而是获得了一种心灵上的平静。从这一
点上来说，这篇小说收到的功效是与散文类似的。这就有悖
于大多数小说的特征，打破了传统的小说和散文的界限。

首先，作者以绘制地图一样的热忱详细描述了大淖周边的环
境。大淖就像是地标一样被定格在中央。北去是北乡各村，
东去可达邻县兴化，而南面是一个废气的轮船公司。对地理
的描述并没有到此为止，接着又以轮船公司为轴介绍了西面
的瓦房和东面的茅草房，以及南面的东大街。在文章开始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感觉都像是一篇中规中矩的写景散文。而
且在这个过程中很能感受到散文的细腻。一方面，作者细致
得唯恐有丝毫的遗漏，连雪白的粉墙上，黑漆大书的“鸡鸭
炕房”四个字也不放过。另一方面，把人的感官也充分地调
动了起来，“紫红色的芦芽”、“灰绿色的蒌蒿”、“雪白
的丝穗”、“沙沙作响”、“吆吆喝喝”、“骚尿”让读者
在视觉、听觉、嗅觉上都受到刺激，仿佛身临其境。汪曾祺
就像一位临摹现实的画家，非常忠实于原貌，多少让我们感
受到了一些散文写实写意的味道。

在建构故事方面，汪曾祺并不急于让主人公登场，在叙述了
足够多的乡土风貌后，才有了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小锡
匠十一子的亮相。故事开始了吗?似乎不是。作者让十一子露
了一下脸就转而着手写与锡匠生活完全不同挑夫生活。看到
第四节，文章过了一半，两个主人公终于接上头了，这才觉
得有了故事。但是，如果想就此以看小说的心态，急急地期
待情节的发展变化的话，就会再一次的失望。显然，在《大
淖记事》中，每一个主要人物的出场都不是直白的。在作者
写尽了锡匠如何打锡，日常如何消遣后，我们盼到了十一子;
在了解了什么是挑夫，见识了豪爽的女挑夫后，巧云出现了;
而认识刘号长前，作者也没吝啬笔墨讲述他的保安队。

渐渐的，读者已经习惯于人物出场前，故事被有意无意的阻



隔。这种阻隔当然是在为每一个人物的出场做铺垫，但是感
觉作者的意图并不仅限于此，他是在介绍他的乡亲们和乡亲
们的生活，把故乡的方方面面都展现在读者眼前，这是一幅
有声有色的乡村全景图，是作者熟悉的，感到亲近的，清晰
印在大脑中的。这种阻隔也模糊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没有
了小说那种情节与情节的连贯，我们随时可以沉浸在风土人
情的描述中，将故事远远抛在脑后。如果硬要给故事找一个
高潮的话，应该是十一子被打这一段。但是就在读者的情绪
刚刚紧张起来，并没有到达顶峰的时候，作者又使我们放松
下来，似乎不愿意打破整篇文章追求的平静。有意思的是，在
《大淖记事》中，和祥写故乡的物故乡的人相比，汪曾祺是
惜墨如金地勾勒出了整个故事，而多使用短句和对话是推动
情节发展的主要手段。这样的阻隔和写作侧重点的不同，达
到了情节淡化的效果。

《大淖记事》没有惊心动魄，虽有波折也绝不是跌宕起伏。
文章的基调始终是平和的，再大的事都有平静的时候，总之，
生活在继续。汪曾祺的家乡的确是个很与众不同的地方，首
先，没有多数乡村的保守，相反它在很多问题上是让人惊异
的开放。这里的女人没有“三从四德”的束缚，可以做男人
的工作，她们生活得很随意很自由，正是在这个并不富裕的
乡村有着很多地方无法实现的男女平等。

其次，这里人人凭本事吃饭，几乎从来没有为生活担忧过，
就算是巧云这样柔弱的女子也能靠劳动养活两个大男人。大
淖的人没有生活的重担，也没有过多的欲望，他们是一群为
了生活而生活的积极又简单的人。在这里，时间几乎是静止
的。最后，是大淖淳朴的民风。人们不爱嚼舌头，也不背地
里说长道短。当十一子受伤后，大家纷纷杀鸡凑钱，全都是
真心实意的热情。所以，大淖本来就不是一个容易发生大事
件的地方，当然也不会是小说理想的取材地，因为这里太闲
适，太宽容，太和谐，只适合淡淡地品味。

把《大淖记事》当做小说来读是会失望的。或许汪曾祺没想



让我们记住十一子和巧云，只是在向我们描绘他的家乡，让
我们记住一个风光独特的地方，一群热情纯朴的乡亲。

蔡康永的说话之道读后感第章读后感篇四

看完了白落梅写的《林徽因传》，感叹于林徽因爱情与事业
的传奇经历，尤其佩服于她对待情感上的果敢和淡定。

我总认为经受了大痛大难的人，才可能对人生的感悟更深刻。
当有人说我已不敢付出真爱时，是多么的难受和无奈啊。其
实你付出的就是假爱，也日久生情，难以割舍。

可林徽因一个十六岁的少女在情窦初开时，遇见了极具浪漫
气质的徐志摩，相拥在康桥。徐志摩愿为她抛妻离子，证明
他们当时是已经多么的激情四溢。然而她却果断地离开了徐
志摩。当印度诗人泰戈尔来中国时他们两人又作陪、又演戏，
相聚在一起。难道林徽因一点儿也不留恋他们之间的感情吗?
决不可能!

当那种情感像潮水般呼啸而来时，两人却不在一起，心应该
就像刀割一样，都在流血。如果是冲动的人，早已不顾一切
了，所以我们的历史上才留下这么多缠绵而悲壮的爱情故事。
就是一般的人也很难控制住这种相思之苦。况且他们还有这
么多的时间在一起，和梁思成当时其实还没有真正在一起。
林徽因真是个奇女子!

试问芸芸众生，能有几人能做到。

“你想过普通的生活，就会遇到普通的挫折;你想过上最好的
生活，就一定会遇上最强的伤害”。爱情可能是你最大的拥
有，也可能是你最大的伤害，可以让你疯狂，可以置你于死
地。

学一点林徽因吧，更何况我们都是平常人，承受不了爱得迷



离和疯狂。不轻易言情，不轻易去爱。爱情像一杯浓烈而甘
醇的美酒，能让你意乱情迷，神魂颠倒，但酒醉后的难受向
谁诉说!

我很欣赏林徽因的这种性格，但我做不到，永远。

蔡康永的说话之道读后感第章读后感篇五

时迷茫了，难以决定。

有一部作品在50年代，让女性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如何保持应
有的尊严和发扬自立、自强精神。她就是英国女作家夏洛蒂。
勃朗特写的《简爱》，全书塑造了不屈于世俗压力、独立自
主、积极进取的“灰姑娘”式人物，具有强烈的震撼心灵的
艺术力量。

夏洛蒂.勃朗特有着不幸的遭遇，使她最后投身于文学,高贵
的灵魂在命运的拨弄下痛苦不堪。夏洛蒂在现世所受的苦难
几乎达到了人们所能承受的极限，她生活过，创造过，尝尽
人生的痛苦，也体验了创造一篇篇“新人生”的美好。文学
是她的另一个美丽的然他向往的人生。她用坚强来走过这段
人生，使她的作品也主要是描写贫苦者的孤独以及反抗和奋
斗。

在《简爱》女主人公简爱身上也体现反抗，奋斗，坚强的精
神。她从小忍受不幸的遭遇，但她坚强不屈将悲愤转化为力
量，不但在学习上飞速进步。同时获得了老师和同学的理解。
然而，承认的简爱又陷入了爱情的巨大漩涡，但是个性极强
的她任保持着个人的高贵无比的尊严，她在情敌面前落落大
方，对于英格拉姆小姐的咄咄逼人，她从容面对，在罗切斯
特的面前，她从不因为自己是一个地位低贱的家庭教师而感
到无限的自卑，她认为他们是平等的，不应给因为她是一位
仆人，而不能受到主人的尊重。也因为她的正直、纯洁的心
灵没有受到别人的鄙视，使罗切斯特十分惭愧，对她肃然起



敬，并爱上了她。但简爱得知罗切斯特的前妻还活着，便离
开。但最终又回到了一无所有的罗切斯特身边。

《简爱》告诉了我们人的价值=尊严+爱，其独特之处不仅在
于小说的真实性和强烈的感染力，还在于小说以浓郁抒情笔
法和深刻的心理米描写，展示男女主人公曲折起伏的爱情经
历，自强自立的人格和美好的经典著作，是追求自由与平等
的精神资源，是昂然矗立的女权图腾柱，世界上名个国家一
代代的青年，常常都从拜读它开始踏入英国乃至世界文学的
欣赏园地。

我们要保持人性的尊严和心灵的自由，无论面临着多么严峻
的挑战或是多么残酷的考验，我们都要奋斗，爱拼才会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