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时间梁实秋读后感(大全8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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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时间梁实秋读后感篇一

天气似乎越来越冷了，忙碌的一年也过去了一大半的时间，
对一个生活工作在固定城市或者偶尔出行周边城市的人来说，
天气的变化就是一个时间流逝的信号，四季更迭，年复一年，
在时间的定义里面永远不会停止。时间的年轮不知疲倦地转
动着，与之并行的是步履蹒跚的人类，我们总是喊累，感叹
时间流逝太快未活出人生的精彩、抱怨工作压力太大跟不上
日新月异的变化、痛恨社会秩序里的不公却无法改变的无奈。
我们都很累，都渴望别人体谅我们的累，并允许我们暂停前
进的步伐，好好享受这个时刻。可是，并没有人考虑过时间
本身到底会不会累，它会累吗，每时每刻都在工作，它好像
没有抱怨过呢，不对，或许同我们一样，在某个结束一天忙
碌工作后的凌晨，走在不知是照亮夜晚还是照亮清晨的路灯
下，也曾悄声喊累，而后却又转身走向回家的路途，因为我
们知道，即使再累，也不能停下脚步。

越长大越懂得要从真正意义上去热爱生命，并懂得“热爱生
命”这四个字包含的含义。我们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也
终将赤裸裸地回去，在时间的往返复始中，我们能跨越的不
过百年而已，而在时间的长河中这只不过是沧海一粟。突然
想起前段时间的一部电影《寻梦环游记》，电影里面有一段
台词特别的催泪：“当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人记得你，你也将
从这里彻底消失”。确实如此，生而为人，我们与除自己之
外的人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都记得彼此，这些人包
括我们的亲人、朋友、恋人等等，我们会一起沟通、相互拥



抱、做很多很多幸福快乐的事情，通过电影中的影射就是这
些人以及我们彼此的联系构成了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存在
这个时空的“印证”，当世间没有人记得你，在心里甚至没
有一丝关于你的记忆的时候，你将彻底地消失，不会再留下
一丝痕迹。这一个过程是一点一点进行的，因为你在别人的
记忆里面是一点一点消失的。但是，我想说：这个世界还很
美。经典电影《入殓师》有一句话：“死可能是一道门，逝
去并不是终结，而是超越，走向下一程。路上小心，总会再
见的。”

谈时间梁实秋读后感篇二

赶高铁时习惯性的在候车厅书店翻翻捡捡，然后就看到这本
整体设计低调淡雅，封面清新安静的《时间的果》，作者黎
戈。看第一页的序――树状的幸福，不疾不徐娓娓道来中可
见遣词用句的灵气通透和冷静克制，就觉得喜欢，随机翻了
后面几页便买了下来，之后读了一遍觉得不过瘾，断断续续
又读了两遍，如细品一杯上好的碧螺春，清香优雅、柔和清
澈，余味无穷。

前几年经常熬夜加班导致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人也变得有
点焦躁，于是想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规律和节奏，可以不必
慌慌张张的往前赶那已知的终点，而忽略一路多彩斑斓的风
景，所以近两年有意识的放慢节奏，简化人际往来，以调养
身体和多一些时间体味生活。随着工作和生活节奏的调整，
紧绷如满弓的状态慢慢舒缓松弛，浮躁焦虑的内心渐趋平和
从容。生活中的选择也多偏于宁静致远中的细水流长，而非
慷慨激烈的热血沸腾。

这本书很契合我现在的状态，让人看的平静宁和。全书分为
叶舟和根岸两部分，前者是作者对书、电影、各种人物的分
析体会，后者是作者自身生活经历的记录和感受。前部分令
人惊叹于作者渊博的知识面和独到的拆分比对能力，将看过
的书籍整合揉碎在一起抽丝剥茧后梳理出自己的阅读体验，



直至查阅作者的背景资料知她多年来保持每日十万字的阅读
量，而且会以考究的心态去系统性的查阅相关资料，也就难
怪了!后部分作者写自己生活经历中所闻所见所感的一切，着
眼细微，笔调细腻，在那一点一滴铺成开来的叙述中，你可
以看到南京城里热气腾腾的日常生活，安静的伫立在烟雨中
的古城墙和墙脚下摇曳的各式野花，庭院里的“金井梧桐一
叶飘”，也可以看到作者因老公生意牵绊多年奔波于官司中，
同时几年中相继面对自己生病住院、孩子车祸住院、母亲几
近失明、父亲癌症去世的变故，然生活本质的沉重没有改变
作者应对的坦然豁达，一点点耐心的去拆解生活给出的题。
作者那一篇篇恬淡雅致的文字是浸润过柴米油盐和悲欢离合
后的水到渠成，并非凌驾于人间烟火之上的风花雪月。生活
的重与碎给予了她内心的轻和灵!这也是我喜欢她的原因。

“是谁来自山川湖海，却在傍晚的暄暄人流中，飞奔向昼夜、
厨房和爱?对尘世烟火的热恋，对精神世界绝美风景的渴求，
这两者，在我心中角力多年，终于拧成一股狂奔的热力。在
轻与重，上与下之间，跑，是一个最好的平衡。”这或许是
作者的自我写照，也是大多数的我们的写照!

谈时间梁实秋读后感篇三

《暗时间》是一本讲述关于对时间的认识，分配与全面利用
的书，但是如果在讲的细些，那就可以说是作者本人的全方面
“修炼笔记”，因为《暗时间》囊括了各种各样的方法论，
无论是学习的方法论，还是时间管理的方法论，思维的方法
论，认识到书写的必要性的方法论，面对问题的思维的方法
论。

作者的种种对方法论不同的观点循序渐进的在引导着我如何
成为一个能够充分利用暗时间的人，并在无形之中多处一大
块生命，同时也许也会发现成为这样的人似乎玩的.不比别人
少，看的不比别人多，但不知咋么的就是走得比一般人更好
更远。



如果说人的一生是那一幅幅壮美绝伦的山水画，那么那个人
对暗时间的利用就是那一笔笔炉火纯青的勾描。

如果说人的一生是那一棵棵盘虬卧龙的古树，那么那个人对
暗时间的利用就是那一根根深深扎根于地下的根脉。

如果说人的一生是那一项项突破创新的实验，那么那个人对
暗时间的利用就是那一次次精密的调试。

也就是有这样一个人——亚历山大亚历山德洛维奇柳比歇夫，
他在他的一生中可以说并没有建树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丰功伟
绩，看是他却建树的要比功绩的意义更为重大——过得很好
的一生。他像是果戈里笔下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他在抄
抄写写中找到了乐趣，他在学书中也很愿意发现新的事实，
结果就是他写了许多东西备而不用。同时，凡是最重要的著
作，他都会写提纲，再进行分析研究。这样的读书方式使青
年时代的柳比歇夫在某种意义上落后于别人，因为他看书岁
精细却不够多，即使别人看书比较浮皮潦草，却总也在某些
方面胜过了他。但随着岁月的推移，他对阅读量的库存渐渐
比别人多了起来，也远比别人丰富。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的方法让他的优点越来越突出。
他仿佛什么都是提前几十年计算好的，仿佛连他的长寿都是
事先预计到的，他似乎将什么事情都考虑的周周到到，甚至
连空闲的时间也充分利用起来。

就像在克里米亚，他就已经注意到路上边走边打毛衣的女人，
他从中领悟到许多，于是，他的每一次散步，都用来捕捉他
要研究的昆虫，在那些废话连篇的会议上，他在底下默默地
演算习题他对暗时间的利用，考虑得无微不至，他借助一种
内在的注意力，感觉得到时针在钟面上移动——对他而言，
时间的流逝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他仿佛置身于这急流中，感
受着光阴冷冰冰地流逝。



也只有像柳比歇夫这样的人，才是时间的朋友，他了解时间
的一切行动——自顾自的流逝，也只有充分了解世间的人，
才可以充分利用时间之间得间隙——暗时间。柳比歇夫就是
依靠他那对按时间最合理的使用那个方法，一手造就了自己
与过得很好的一生。

喜欢《暗时间》也许是对可以充分利用暗时间的向往，亦或
是对柳比歇夫那般奇特的一声的向往，《暗时间》给了我一
个不一般的梦想，一个需要抓住每分每秒的梦想——为自己
量身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完美人生，充分利用暗时间走得比
别人更好更远。

谈时间梁实秋读后感篇四

在20xx年的最后一天，写下这篇读后感，我觉得会更有意义。
这是朋友@大猫felix送给我的一本书，只读了一半，就让我有
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非常愿意写下一些自己的.感想，
这也是我对朋友的一个承诺。

这本书的作者叫刘未鹏，84年出生，现就职于微软亚洲研究
院。是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看了他的著作和博客，让我真
正体会到了“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的尴尬。

这本书主要是作者博客中一些文章的集合，分成三个部
分：1.暗时间2.思维改变生活3.跟波利亚学解题。个人感觉，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二部分：思维改变生活。

先说第一部分：作者主要以自身的经历，结合心理学的理论，
阐述了如何更好地利用时间学习和个人成长。很多内容对于
我们这些gtd玩家来说，并不陌生。作者在心理学方面的知识
基础，却让这些内容变得更加地有趣。让我记忆比较深刻的
是这样一段内容：

“这是一个细节，但我相信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上去拦住名



人问普通问题的，我们会给自己找很多很多的理由和借口，
我想最常见的应该是两个原因：

1.如果被批评了自尊心会受到打击。

2.认为问了也问不出特别的信息。

然而事实却是相反：

1.自尊心受到打击算不上实质性的损失。

2.你想不出能问出什么特别的信息并不代表就真的问不到重
要的信息。别把不知道当成没有。”

第二章是我认为本书的精华部分，“逃出你的肖申克”是其
中精华中的精华。作者把我们头脑中认知、思考上的偏差形
容为我们头脑中的肖申克。作者在这里用了很多社会心理学
方面的知识，对我们经常出现的认知偏差进行了阐述。看完
这一章后，竟然激发起了我对研究心理学的兴趣。事实上，
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策，心里的每一分喜悦，每一份恐惧，
每一份担忧，都是我们心里上得出的结果。正所谓“万事有
因就有果”,任何事情都是由原因的。只是以前我们不知道，
或者我们没有注意到。看完这本书后，我忽然有了一个想法。
准备去学习剖析一下经常困扰我们的一些思想中的负面情绪
的由来，从而知道如何化解并最终战胜它们。这是一个很艰
难的课题，但我相信这对我们的心智成长会有很大的好处。

谈时间梁实秋读后感篇五

1、我们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尴尬，在假期之前，总是信心
满满，觉得可以做好多事情，可是真正到了假期，睡睡懒觉、
看看电视、刷刷朋友圈，时间一晃就逛去了，结果就是大把
的好时光啥正事也没干。



当然，还有很多类似的情况：说好的要早睡早起呢，可是到
凌晨了还在刷着抖音停不下来;说好的要每天运动呢，可是下
班一回到家只想葛优躺;说好的健康饮食呢，可看到烧烤小龙
虾又流口水......

2、只能怪我们的自制力不够强?其实问题不只这么简单。我
们的大脑经过漫长的年代进化而来，有一些本能反应(低级认
知模块)是适应远古时代的。例如，在远古时代，人类吃甜食
是有好处的，因为甜食有足够的热量，为人类战胜饥饿提供
了巨大帮助。因此，在本能的支配下，看到甜食我们就想吃。
虽然理性(高级认知模块)告诉我们，高糖高脂肪的东西不宜
多吃。

原始的本能反应往往拥有更强大的力量，因为它是在千万年
的进化长河中生存下来的。而理性则是相对较近的年代人类
刚刚才拥有的。只要我们的低级模块首先认定了一件事情，
理性思维便很容易屈从于低级模块发下的命令。

3、所以说，自制是一件痛苦的事情，高级认知模块知道怎么
做才是对的，低级认知模块却不买账，少数意志比较坚定的
人可以抵制本能的诱惑，可对于一般人来说却很难。我们可
以使用的一个办法是刻意练习，练习用理性去思考问题。大
脑符合用进废退的原理，如果经常用高级认知模块去思考，
那么这块区域就会越来越强大，这样形成一种思维习惯后，
我们的低级认知模块就无可奈何，只能灰溜溜地投降了。

4、这样的刻意练习，可能会让我们觉得不舒服，但只有走出
舒适区，勇敢地去面对挑战，才能获得更好的生活。正所谓，
困难的路越走越容易，容易的路越走越艰难。让高级认知模
块支配的大脑，才能够拥有高级的人生。

谈时间梁实秋读后感篇六

秋是萧瑟的，伴着秋雨，伴着落花。



偶然的一个机会，让我遇见了黎戈的这本读书笔记《时间的
果》。本以为随意读读，消磨一下gotrain上的时间，结果一
拿起就爱不释手，感觉自己突然又回到了那段废寝忘食读休
闲书目的大学时光。

黎戈的文字是清澈的、安静的，时而像山谷里的泉水，叮咚
叮咚地绕山而行，给人一种空山静远的感觉；时而又像冬日
午后的暖阳，照在身上，温暖舒适；时而像杯中的黑咖啡，
苦涩但余香缥缈；时而又像一杯淡淡的绿茶，幽香得令人回
味......比如，在介绍西班牙诗人赛尔努达的时候，她着重
强调他诗歌的美，“它的美总是被它自己的盛开刺穿“。她
是这样描述他的语言的：“他不停变换着文字的容器，以盛
放流淌溢出的诗情。他一路精简着语言，在饱满之中留白一
把剑，不是看铁匠铸剑的工艺，而是闭上眼睛，回味剑客舞
动它的手势。词语止步处，诗歌开始吟唱.....”

黎戈的语言变换无穷，在介绍莫兰迪的画时，她说：莫兰迪
的画让人从喧闹的城市逃逸出来。如果他的画能够发音，大
概会是夜间大海的涌浪声，单音节地往复，却又辽阔致远。

《时间的果》的内容丰富多彩，而且通俗易懂。有关读书笔
记内容的作品其实很多，比如爱默生的《西方正典》、梁文
道的《我读-陪你读到世界尽头》等等。《西方正典》是美、
加等国语言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之一。我在国内的时候，也
曾读过一部分，但不知是翻译的问题，还是我自己的水平有
限，读起来总觉得太深奥，有种抓不住的感觉。梁文道的
《我读-陪你读到世界尽头》，侧重点好像在历史和政治领域，
文字也略显干涩。

读黎戈的文字，总会产生共鸣，而且很想沿着她的`介绍，顺
藤摸瓜地去找她文中提到的其它作品，那种感觉就像在美国
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开题报告一通过，就要按
照referencelist上的书目，去翻阅所有相关的文章，几百篇、
几百篇的通读，那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致学态度好像突



然又回到我身上。

读黎戈的文字，总是有种亲切感。她把人的成长比喻成一棵
树，常有的小心思、小情绪会自开自落，瞬间即逝。其实，
这些小情绪就是“我”这棵树的“落叶”。多形象的比喻啊！

读黎戈的文字，宛如在落叶飘飞的秋日里漫步，安静的不止
是林中潺潺的小溪，还有我那颗驿动的心。

谈时间梁实秋读后感篇七

翻开黎戈《时间的果》序言――树状的幸福，被惊艳了。讶
于有人对时间理解竟如此干净透彻，忍不住拍照发给好友，
并兴冲冲地上网下了订单，期许朋友能第一时间收到赠书。

给月说三五天就能把书读完，然后仔细整理一份笔记。没想
拖了半月，才用支离破碎的时间完成任务。当然，不高兴倒
不至于对时间利用的拖沓，而是书的内容和序言略有差距，
几乎可以断定，序言是作者最后才郑重写上去的，而不是从
纷繁的生活笔记里面摘取了一篇佳作。毫无疑问，序言是全
书最精华的部分，如作者所说，如果书是树，那序言就是枝
干，其余的文章倒像招展的枝叶。

那些招展的枝叶，是作者对生活的细微体察，也是絮絮叨叨
的生活日记，并不完整的生活片段。夹杂着日本文学的鸡毛
蒜皮，西方文学的貌合神离，知名或者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来承载着作者的映像。

不能说文字没有温度，黎戈自己就很在意这点。只是温度少
了厚度，这种温度与厚度并非来自夏日里被摇碎的阳光，而
是来自被我们思想辐射的生活。并非来自林林总总光怪陆离
的阅读之森，而是来自我们对喜爱作品的深度思考。并非来
自虚化或者不虚化的意象，而是来自生活无时无刻不在的敲
打和锤炼铸造的韧劲。只有这样淬炼的文字才能兼具温度与



厚度，这正是我不满意的地方。

至于作者每天不低于十万字的阅读量，且不说是否夸大，然
而我认为正是这十万字，摊薄了文字的厚度。阅读获得的体
验是需要蚀刻在生活的电板中的，就像不管多么巨量的晶体
管，始终要蚀刻到那小小的cpu方块上才能发挥作用。正是因
为生活的矛盾与冲突，理想的压抑与折转，在高速流逝的时
间长河中，我们才能发现沉淀下来的东西。如果时间本身都
缓慢无比流淌着，那所有的都留下来了，无论好的还是不好
的，你无法提炼，无法利用，直至河道淤塞，源流枯竭。

想起很久以前在学校旁边的旧书店淘到的一本散文集，在里
面，你才真正能够体验时间的温暖与醇厚。那本书现在遗失
了，但我隐约还能记起部分作者的大名――沈从文、张爱玲、
林语堂、余秋雨、三毛、冯骥才、林徽因、徐志摩、朱自清、
谢婉莹……这本散文集是我对散文理解的分水岭，质朴甚至
显得粗粝的文字，却如老艺人的刻刀，将生活篆刻出它应有
的模样和味道。

时间是什么？它是百年高僧涅盘留下的舍利，它是千年文明
迭代传唱的青史，它是万年高温高压晶化的钻石，它是生命
的刻刀，剥离生命所有的浮华与愆业，留下本真的璀璨，或
消散。

最后，以身为壤，愿时间结果！

谈时间梁实秋读后感篇八

寒假里，我终于读完了马嘉恺写的长篇童话小说《时间之
城》。这部《时间之城》讲的是：有一对兄妹，石久和千幽
子，他们有一天误入了时间之城，石久变成了毛绒玩具，千
幽子历尽了千辛万苦，在侦探从从果果、查特里警官、哈贝
阿姨和其他热心人的帮助下，最终将哥哥变回人，并把哥哥
和自己带回了现在的世界。



在我们现在的世界里，人们出生、成长、衰老，最终死去，
这中间的时间都是从时间之城里面造出来的。如果不小心误
入了时间之城，有些人因为贪玩会变成毛绒玩具，最后被灵
魂工厂的机器转化成时间；有些人会被困在时间之城，永远
回不去了。如果想回到原来的世界，救回自己的亲人，就必
须做一件让时间之城认为对它有帮助的事情。

千幽子做了什么样的好事呢？原来，她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
救另外一个变成“吃公路怪物”的小男孩。因为，这个小男
孩也非常不幸，他先变成了毛绒玩具，为了不被灵魂工厂的
机器转化成时间，他不得不向“暗神”出卖灵魂，变成了害
死很多人的“吃公路怪物”。其实，小男孩也不想做那么多
坏事情，他只是饿得不行了，才会去吃公路，才会在无意中
咬死、踩死许多人。在千幽子的努力下，小男孩不用再
做“吃公路怪物”了，他变成了时间花园的守护者，让那些
靠近时间之城的好人赶快离开。

我喜欢里面可爱执着的千幽子、勇敢机智的从从果果、打麻
将打出老茧但心地非常善良的哈贝阿姨，但我更喜欢那个整
天笑哈哈、瘦瘦的查特里警官，他为了救千幽子，失去了自
己逃生的机会。读到这里，我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这本书让我感到了友情的力量，我也要学习千幽子的正直和
执着。这本书不仅很好看，而且用词非常优美，仿佛在看动
画片一样，我希望能早点看到《时间之城》的动画版。希望
大家都去读一下这本书。最后，我告诉大家一件好玩的事情：
从从果果其实就是千幽子的哥哥—石久。怎么回事呢？请大
家到书里找答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