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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汇总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什么样
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读苏菲的世界的读后感篇一

都说《苏菲的世界》是一本出色的哲学普及读物，一本写给
大众的哲学史。然而本文，却要写给不仅仅作为哲学史的.
《苏菲》。是的，《苏菲》远不仅仅是一本哲学普及读物，
它本身就是哲学的思考。

作家总尽力要让自己笔下的人物鲜活真实，然而《苏菲》的
作者乔斯坦却故意不想如此。作者故意先让我们读到一个真
实如你我的苏菲，经历着许多谜一般的事情，也随着神秘哲
学家艾伯特渐渐走进了哲学的世界。然后却在作品的中途突
然揭示，这无数谜的原因是苏菲其实是席德父亲假想出的人
物。残忍的是，作者还要让苏菲自己知道这个事实，知道自
己是一个虚幻。但更加别出心裁的是，乔斯坦竟让苏菲与艾
伯特去反抗那个主宰他们命运的席德父亲，而且最终逃脱，
来到了永恒之地，甚至影响了了席德与她父亲的那个世界。

是的，《苏菲的世界》不仅是哲学普及读物，它是一个普通
的哲学教师，对哲学终极问题的思索。《苏菲的世界》原著
的副标题虽是“一本关于哲学史的小说”，我却以为它真正
主题乃是“存在与虚无”。

这是一个绝妙的映射。人类本是平凡如苏菲地生活着，并没
必要思考存在抑或是虚无，然而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本
能——爱智慧，让人转向哲学，思索自身的存在，沿着这条



路越走越远，直至惊惶地发现竟无法证明自身的存在，发现
一切都可能是虚无。

这正是整个西方哲学史的映射。“你是谁？”“世界从何而
来？”苏菲接到的两个问题，是早在三千年前，就被希腊先
哲固执地提出的，他们不甘心仅仅活在这世界中，他们偏要
去认知，思索这世界的本原，证明真正的存在。从泰勒斯至
普罗泰格拉，从苏格拉底至亚里士多德，他们为他们提出的
问题奋斗终生，甚至不惜生命的代价。他们将他们的事业命
名为“爱智慧”，不是“智慧”而是“爱智慧”，便是意味
着也许他们的问题永远无法真正解决，但对于智慧的热爱让
人成其为人，让哲学家成其为哲学家。千百年来，关于存在
的思索在一代代哲学家中延续，即使未找到答案，却也从未
断绝。面对这些对于人类太过沉重的问题，我们曾求助于上
帝，如是，可以认为自己站在宇宙的中心，生来就是其他物
种的统治者，但这一切终归幻灭。我们也求助理性，如是，
便可以认为我们拥有独一无二的天赋，动物所没有的理性，
但终究无法忽视太多的非理性因素。非理性主义与虚无主义
渐渐滋生。因为人类日渐发展，却也日显无助，人类争取着
自由，但却突然发现自己已被孤零零的抛到这世界上，没有
上帝，甚至没有任何永恒的存在之物能够依靠。我们自由了？
也许。但，我们没有任何选择就不得不面对自身的自由，我
们最终，同样没有任何选择就必须失去所有的自由。这自由，
轻到无法承受。存在？抑或是虚无？人类前所未有的惶惑，
甚至是痛苦。无论是在弗洛姆的《逃避自由》还是萨特的
《存在与虚无》中，我都能或多或少读出这种无奈。如果，
如果人类不曾想过这些不必思考的问题，我们不会有这样的
痛苦，但，如果那样，我们，也就不是人类。爱智慧是我们
的本性，来自智慧的痛苦是我们的宿命。

《苏菲的世界》中，我能读到这种悲哀、压抑与无奈。苏菲
是席德父亲笔下的人物，席德父亲又是作家笔下的人物。那
么我们呢？我们以为自己每天真真切切地生活着，然而也许，
我们不过是另一个作家笔下的虚幻人物，我们没有自由意志，



那个作家就是我们命运的主宰，我们的上帝，而更可怕的是，
我们的上帝也许不过是另一个虚无……谁又能证明不是呢？
上帝不能，理性不能。是的，无人能够证明，以为是存在的
东西也许不过是虚无，虚无，一切皆无，没有任何东西是是
坚实而可以确定的。

《苏菲的世界》中，我却也能读出一种顽强，一种带着悲剧
色彩的，震撼人心的顽强。当苏菲和艾伯特知道了自己是虚
幻的人物，他们没有选择逃避，像其他人一样不去相信，而
是选择了反抗。而最终，他们虽然未能是自己成为真实存在
的人物，但却逃出了小说本身，作为虚幻的人物来到了“永
恒之境”。不仅如此，他们甚至以虚幻人物的身份影响到了
真实世界。读到最后，不禁想，存在与虚无间，真有这么大
的分别么？在“永恒之境”苏菲问艾伯特“这只表示，和周
遭的东西比起来，我们只不过是空气一般的精灵而已”艾伯
特却说“不，对我们来讲，周遭的现实世界才是像空气一般
的奇怪东西”。是的，也许存在与否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
存在与虚无间，并没有那么清的界限;更因为，无论是终极的
存在还是永恒的不存在，都不应是人类研究的最终目的。最
终的目的，应是自我。我们追寻，我们求索，最终目的不应
是自我的存在或虚无，而是存在，抑或是虚无的自我。苏菲
的逃离，似乎宣告着“无论我是否存在，我终究是我”。这
是一种悲剧的伟大，震撼人心。

是的，也许哲学的所有终极问题，都永远不会有完美的答案，
但正是对它们的思考，让人类，与众不同。如哈姆莱特的著
名台词：“存在抑或虚无？这是个问题。”而目的，则是自
我，是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上那句如带魔力的铭文“认识你自
己！

读苏菲的世界的读后感篇二

最近阅读《苏菲的世界》一书，对书中提到的柏拉图的学说
深感兴趣，作者热情的赞颂“哲学家总是试图避开这类没有



永恒价值的热门话题，而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永远 ＇真＇
永远 ＇善＇ 永远 ＇美＇的事物上”，即永恒的真善美，柏
拉图却是做到了，他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千年之后当我读
到他关于理型世界的学说时，我彻底地为这位伟大的哲学家
所折服，他当之无愧为欧洲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
至今影响世人，为人们思考世界，观察世界提供一种思路和
方法论。

理性世界认为世界上的万物都是不完美的，万物都是理型世
界投影到现实世界的影子，是万物的模型，所以世界上没
有50块一模一样的姜饼，但可以有50块近似的姜饼，这些近
似的姜饼都是由一个模型所制造出来的，这个模型就是理型
世界。

那么我们推而广之，人呢？人是否也是理性世界的投影？如
果是的话，就可以解释人为什么是不完美的，因为投影下的
人类和万物一样，都是有缺陷的，但是人有和其他动植物不
一样，他可以通过主观的能动性，比如，读书，学习，法律
等手段使自己变得完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总结为，人总
是需要朝着完美的自我发展，追求理型世界中的自我。

而柏拉图又言道，人除了有变化的身体外，还有不朽的灵魂，
灵魂在回归，或者是回忆起理型世界一切的过程即释放灵魂
的过程，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释放灵魂或者都会释放灵魂，
只有真正释放了灵魂的人才能回归到理型世界中。

那么怎么能释放灵魂呢？苏菲的世界中并没有详细介绍，我
们是应该按照朱熹所提倡的“明德至善 格物致知”还是说应
该学习阳明先生的“心学”，达到“知行合一”呢？这些都
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不断的让自
己进步，把所学的和所知的相结合。



读苏菲的世界的读后感篇三

十四岁的少女苏菲如同我一般，每当我思考，就宛如进入了
苏菲的世界，哲学的世界。这是一本最易懂的哲学启蒙书，
但我真正的进入它却费了不少的周折。我开始用哲学的眼光
审视世界，发现身边的哲学无处不在。

小鸟有没有思想，我想，我不是鸟，自是不知其是否所思。
优雅的旋律传入耳中，一种对哲学的思考，在电影的潜移默
化中，悄悄展开。

影片用奇幻的手法穿插着一些传奇人物的历史故事及其思想，
苏菲的一次次探索，从启蒙到进化，引领着我们进入了一个
神奇，理性而又充满魅力的哲学世界。

你是谁？世界从何而来？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又
将是为何而存在？一个个问题，不仅仅只是引导着苏菲，还
让我们发出了深深的震撼，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是那样
的难以回答，正如电影中所说的，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对于饥饿的人来说，是食物；对于寒冷的人来说，是温暖；
对于痛苦的人来说，是幸福。

存在的意义，怕是没有人能理解。就犹如世间万物一样，世
界为何存在？其意义又是什么？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标准
答案，恐怕是连提出这些答案的人，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正确
吧。

我们迷茫，并不是因为年轻，而是因为，我们不懂得这个世
界。一个人的成长，就是对外面世界的探索，对内心世界的
创造，每个人都在不断成长，直到死亡。人有多大成就，并
不是他做了什么事，而在于他是否洞悉了世界的本质，创造
的内心世界是否有价值。



读苏菲的世界的读后感篇四

也不知某年某月某日，一觉醒来发现世界上有这麽多的矛盾，
这可能也是从看苏菲的世界开始的吧。

看苏菲的世界时，看到她每件事都刨根问底，竟然从心底油
然而生出一种共鸣；但是自己内心深处却觉得她是一个而不
折不扣的笨蛋，竟然什么事都想那么多，搞不好学习也会一
落千丈。

此处我想了比较长的时间，到底是应该较为成熟些，每件事
逆来顺受，还是应该每件事刨根问底，这是多么的矛盾啊，
当时我想；这个问题可能连哲学家也解不出来吧，我的内心
的两股思想像五线谱一样交织碰撞，我的五脏六腑在都被烧
灼，我是多么渴望像泓泉一般的真理啊。

聪明的，请你告诉我，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明天太阳依然升
起，时钟依然运转，我们的问题，却可能已悄悄的尘逝了。

读苏菲的世界的读后感篇五

因为时间太短暂,我花了几个晚上就把这本书看完了,内容太
多了,结果什么也没发现,记住的也很少.印象非常深刻的倒是
作者的构思.书的开始几章,不觉得有什么异常,但越往下读,
越觉得诡异,仿佛作者也有预料不到的结尾似的;尤其是那个
哲学宴会,真是个悲惨的结局,也真是个奇怪的想法.这奇怪的
是苏菲和艾伯特竟然渐渐察觉到了少校和席德的存在,而这种
察觉又是通过少校的笔写出来的,这种角色的反抗,一边是虚
幻的,因为它和角色一样,存在于少校的内心;一边又是真实的,
因为它是苏菲和艾伯特的真实情感,脱离了少校的控制,最终
获得了成功.被创照者的安排下逃出了创造出的世界,同时也
逃出了创造者的安排,这个小小的扭结,使人有一种糊涂的感
觉,真实其实就是虚幻,二者无法分开.小说原本是虚幻的,就
必须用心去承认小说里所谓的现实世界,唯有这样去读才能把



自己融入道小说中,体会书中任务的喜怒哀乐,激起共鸣,最大
显得地去体会作者地原创动机.可是当我把小说中的世界当成
是真实的时候,作者笔锋一转,竟然搞出了原来的世界也是虚
幻的现实.在那一刻,冲击在心间的感觉竟是昨天已成虚幻,一
切事情在我脑海中好像都变得千奇百怪,一个又一个的版本在
脑海中浮现,到底那个版本是真?这好似看美国的恐怖片,总会
给人惊耸的感觉.刹那间,我不知道自己是谁,谁又该是我,最
可怕的是连自己是否存在都需要证明呢…….

以前看小说总是去追求文藻的美丽,去追寻美丽感人的故事情
节,可这本书看过以后,我却不为书中的人物评头论足,不为作
者独具匠心而连连赞叹,而是只有恐惧.我不知道别人读完此
书后是什么样的感觉,这是我真实而荒谬的心灵体验.”马克
思是最伟大的哲学家”我觉得这句话说的一点也不过份,纵观
此书的各个哲学伟人,各个哲学流派,马克思无疑是最伟大的.
书中并未对他们进行任何的评价,这是值得学习的,每个人都
有每个人的贡献,他在这个领域,他在那个领域,这些本来就不
能相提并论的.谁能说,他们的思想不是受时代和环境的限制?
谁能说,他们那一个不是用尽了心智和头脑.苛求古人是愚蠢
的,更是不道德的,没有古人的失败与缪误,又何来今天的成功
与真理,这些都是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

《苏菲的世界》，即是智慧的世界，梦的世界。它唤醒了每
个人内心深处对生命的赞叹与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关怀和好奇。
掩卷思索,真实的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去看这个世界了,不要
总是觉得凡事都理所当然,这个世界什么东西的产生都有它的
根源,都有他的道理,我们要抱着好奇的心去探索,去发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