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棚屋中的四年读后感(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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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棚屋中的四年读后感篇一

《棚屋》讲述一个残忍但又美丽的故事。三年前，在一次露
营旅行中，麦克的小女儿梅西在山间一个鄙陋不堪的棚屋遇
害，她那被撕成碎片、血迹斑斑的红裙子时常在麦克眼前浮
现，然而就在一个邮差无法送信的风雪天里，麦克意外收到
一封署名“老爹”的来信，邀他去棚屋见面。“老爹”是妻
子南和孩子们对上帝的称呼。这是杀害梅西的凶手精心设计
的阴谋？是一场不怀好意的邪恶玩笑？还是真的来自上帝的
邀请……虽然对来信感到不知所措，但麦克“相信是上帝是
因为关心我才给我送字条”，于是他只身赴约。当他到达棚
屋的时候还在埋怨，但是当他走出棚屋后一切又变了，于是，
他看到了“老爹”、耶稣和萨拉玉。于是他们带着麦克开始
了一段心灵与思想的旅行……
《棚屋》让我领会到了宽恕，让我学着用宽恕的眼睛看世界。
当我们陷入自己的悲伤，就会看不到别人的痛苦，而当我们
只看到自己的痛苦时，上帝就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所以
要想时刻与上帝在一起，就要放下自己的痛苦和悲伤，而要
放下痛苦悲伤，便要放下自己对事物的善恶判断。譬如一颗
毒草，它的本质就是一颗毒草，与善恶无关。我们只需要小
心与它相处甚至远离它以保护自己。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学
会去原谅和包容。而学会了饶恕，便远离了悲伤，与其说解
放了他人，其实首先解放的是自己。



棚屋中的四年读后感篇二

开学初学校组织南下杭城买教学参考书，拥挤在书店里买了
一本《棚屋》，吸引我的仍然是它的悬疑。

原本以为故事的情节会很刺激，结果有些失望。里面只是频
频出现对话，根本没有任何悬疑。

上帝邀请麦克到棚屋相会，棚屋也就是麦克的小女儿梅西遇
害的地方，对麦克来说这是他的“巨恸”。再次到达棚屋的
麦克内心是痛苦的。麦克极度地恨，极度地想找出凶手进行
报复。

在棚屋，他和上帝、耶稣生活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上帝
与他过着人间生活，通过呈现各种美好的事物，向麦克解释
梅西的死。曾经充满仇恨的麦克在上帝的感染下竟放下了恨，
学会了宽容。因为他懂得，只有宽容，自己才能面对以后的
生活，才能像跟上帝一起生活一样快乐。

《潘多拉的救赎》中苏菲梅耶失去女儿选择了报复，最后导
致所有的人痛苦；《棚屋》中麦克选择宽容，他相信远方的
女儿生活得很开心，于是他以后快乐地生活着。

生活在纷繁的现实世界，我们每天都在忙忙碌碌，或者确切
地说我们一直在争斗。很多人为了生活，为了金钱，为了权
力，精疲力尽。一点小事，斤斤计较。确实，适者生存，不
适者淘汰。在这个社会中，很多东西需要我们自己的去争取，
但是很多人在争取的过程中是不是丢失了什么呢。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巨恸”，每个人经常面对着“杯具”。

笑着是一天，哭着也是一天；开心是一天，郁闷也是一天。
何不以一颗宽容的心，开阔的视野看看这个世界。



作家纪伯伦说，一个伟大的人有两颗心，一颗心流血，一颗
心宽容。

有时候我们不能改变什么，也没有什么能改变自己，关键是
自己的心态。

学会调整心态，学会宽容，再大的“巨恸”也会融化。

棚屋中的四年读后感篇三

答应了美国友人写这篇东西，作为一个疯子写出来的读后感，
大家意思意思看一下就是了，《棚屋》读后感。我也知道大
伙也不会太当真，呵呵。以下内容涉及剧漏。整个故事，则
在短暂回忆的幸福过后，以一个悲剧作为回忆的结束。男主
角经历着内心多次的挣扎，来到棚屋，随后以内心深深对上
帝的不满为开始，经历一次从内在的.心灵之旅。这段历程，
男主角通过天父，耶稣以及圣灵的帮助下，诚实地面对着自
己内心的不满甚至愤怒。而最令人觉得舒服的是，没有过多
的神学道理，而是将与神的关系，以拟人化的出现在读者面
前。让人觉得天父，耶稣以及圣灵是何等的接近，简直就像
自己的一个朋友，一个亲爱的长辈，读后感《《棚屋》读后
感》。

三位当中，彼此相亲相爱的描写，让读者可以略体会到那融
洽并无条件接纳的爱。最不可思议就是将天父拟人化成一个
黑人大妈的形象，这超出一般想像的比喻，也的确提醒了我
们神的形象是超乎我们一船人的想像。整个与神相遇的过程，
用了许多基督徒以熟能详的例子。像是男主角在水面上与耶
稣一同行走。又或被邀请在的宝座上审判被男主角认为不公
的上帝。再者就是对苦难的解释，对善与恶的理解，三位一
体等，让一些神学性的观念溶入了男主角的救赎中。而在这
一系列的过程与对话当中，男主角一直被爱，被接纳。同时
他自己亦不断地认识自己的内心，承认自己的内。原谅了自
己，甚至最后原谅了凶手。与神相遇后，回到现实，亦改变



了男主角的生命，同时带来了其他人生命的改变。故事的最
后没有给出一个结局，但那结局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男主角
的救赎以及释放，让人去体会到，神并不是那遥不可及，而
是伸手可到的程度。本书的确如后面书评所说到的，是现代
版的《天路历程》。有基督教背景的读者，看起来可能会更
为亲切。而不太了解的话，可能看着会有点辛苦甚至混乱的
感觉。

棚屋中的四年读后感篇四

开始简单的小说很好看，但是之后主角麦克与上帝的对话，
就开始慢慢要费脑子看了。看了下一段，有时候要再想想之
前的，或者返回去再看看之前的。与上帝的对话，给人以启
发，文中很多话都值得人深思。

《棚屋》是一个及现实又离奇的故事。麦克是一个在人群中
很难找出来的普通人，他因童年的家庭创伤和中年的丧女之
痛，生活信念和宗教信仰陷入的危机。尽管他仍维持做基督
徒的表面文章，但在内心深藏这对上帝的疑问和责难，个人
情绪似乎总是被巨恸的冰雪覆盖。在那个正常时间里并不存
在的周末（可能上帝进行了时间转换），他满腹狐疑地赴上
帝之约，前往女儿梅西被残害的棚屋，通过与上帝恍然如梦
的对话，通过对神圣关系的体验，不仅治好了内心难以愈合
的伤口，也使他的信仰方式有了积极的转变，他讲述的离奇
经历也成为深刻影响他周围人的“见证”。

学会了饶恕便远离了悲伤，与其说解放了他人，其实首先解
放的是自己。这就是《棚屋》所要告诉我们的：从今天起，
放弃自己的标准，重新学着爱和饶恕，重新认识世界。以上
帝的眼睛看世界。

棚屋中的四年读后感篇五

读这本书的时候觉得这本书的文学性艺术性都不是异常强，



或许因为威廉?扬曾就读于神学院，所以他更像一位传教
士。“当某人宣称自我与上帝共度了整个周末，并且是在一
间棚屋之中，谁会相信呢?然而这就是《棚屋》的故事。”作
者的朋友威利如是说。虽然不相信，可是又有什么关系呢?因
为它已经教会我们宽恕和原谅，这或许就是《棚屋》的魅力
所在吧。

我想我们中或多或少大多都有过悲痛，有过破碎的梦想以及
受伤的心，我们每个人都有与众不一样的失落，有着我们自
我的“棚屋”。我们不仅有“棚屋”，同时我们又十分恐惧
回到“棚屋”，“棚屋”里深藏的是黑暗的过往、邪恶的事
件，或是惨忍的画面与创伤的经过。“棚屋”可能是实际的
某处，也可能位于我们内心深处。

或许，当我们一稍微想起有关“棚屋”的片段，我们的心就
剧烈疼痛得快要窒息，我们的全身就充满了混乱与愤恨的情
绪，让人想要对天怒喊：“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要在我身上发
生这样的事?为什么?”

其实苦难与创伤不是神为了考验人所出的功课，那是人类的
邪恶与贪婪所造成的错误，可是神的怀抱却是生命不会改变
的归处，这归处有着无条件的爱与疗愈力，等着人回转，安
靠心灵，重获新生。当愿意以比自我更大的力量支撑自我、
爱护自我时，生命才得以稳当下来，重新理解生命、领悟人
生。

如果，一向拒绝回到内心所害怕的“棚屋”，那么，生命会
活得浑浑噩噩。即使，用强大的防卫机制隔绝所有的感受与
情绪，能够蒙着头继续过日子，但那日子却无法让生命感受
到期望、热情与爱，而最终，不仅仅远离自我的心，也不再
能和任何人建立亲密信任的关系。

我们所处的生活世界，被创造的原本，是万物平衡的世界。
苦难、破碎、失丧、痛苦确实存在，但疗愈、缝补、获得与



平安也同时的存在。在巨恸之后，我们都能够领受一份恩
典——以勇气与爱，选择良善的力量，响应创伤的发生，然
后承诺，愿意牵着自我的手，陪自我继续未完的人生。

当我们愿意以爱与良善回应创痛遭遇时，疗愈便能发生了。
这并非一个有信仰的教徒才能经验的历程，许多遭遇创伤后
的人或许没有信仰，他们却愿意将自身的苦痛遭遇、创伤阴
影转化为帮忙这世界的一份动力，只为了更好的明天。

他们承受住了悲恸，并且，为了不再让悲苦发生，愿意有所
牺牲，只为了人类群体的幸福。就如本书中的父亲，以勇气
回到棚屋，再次应对丧女的痛苦记忆，也所以重新找到线索，
终止了一场无尽的杀戮，阻止了其它杯具发生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