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厚土读后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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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
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
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厚土读后感篇一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元稹)

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
之道也。(《礼记》)

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礼记》)

知识就是力量。(培根)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苏洵)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

至长反短,至短反长。(吕氏春秋)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晏子春秋)

竹直心虚乃吾友，水淡性泊是我师!

谨慎的人很少出差错。—谚语

惧则思，思则通微；惧则慎，慎则不败。—张居正

谦而四益。—班固



谨慎并不是延宕。—谚语

人们要发展自己首先要虚心向别人请教。—-武者小路

缄默和谦虚是社交的美德。—蒙田

不慎其前而悔其后，嗟乎！虽悔无及矣。—韩婴

人因为博学才谦逊，因为勇于牺牲才力量无比，

—吉卜林

地洼下，水流之；人谦下，德归之。—魏征

温和、谦逊、多礼的言行，有时能使人回心转意。—萨迪

一个真认识自己的人，就没法不谦虚。—佚名

谦虚使人的心缩小，象一个小石卵，虽然小，而极结实。结
实才能诚实。—老舍

一个人在受到责备而不是受到赞扬之后仍能保持谦虚，那才
是真正的谦虚。—里克特

在人生道路上谦让三分，就能天宽地阔。—卡内基慎虑无后
患。—亨德尔

在一个人民的国家中还要有一种推动的枢纽，这就是美
德。—孟德斯鸠

人不能象走兽那样活着，应该追求知识和美德。—但丁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
人。—刘备



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智之不
博。—张衡

厚土读后感篇二

近日，看了两部近代小说，一部《黄天厚土》，一部《济水
汉子》。相比之下，《黄天厚土》更值得一读。
民国时的一个小山村，原本是闭塞，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旧思
想笼罩在这片土地上。村里有视土地为生命的牢靠，有德高
望重的秀才抱缺（抱残守缺），有野大夫张代儒，有槐树庄
第一俊白大妮，第一媒黄五婶，第一仙李仙姑，还有为祸一
方的土匪张九。故事从张九绑架白大妮开始，引发了一连串
的故事。这片闭塞的土地上，开始有了传教士的基督教思想，
有了大川带来的红色思想，有了日军的奴化教育，还有各式
外来物涌入这片小山村新事物，新思想，带来的是动荡，也
是一种洗礼。
虽然是民国的事，但还是有很多志怪小说的神奇色彩。像”
治馋虫“那一章，三个村民从偶尔的偷鸡摸狗到每天晚上都
要去弄点肉来尝尝，本村偷不了了偷外村，外村偷不了了再
回本村偷最大户家的，曾经惧怕的土匪也吓不倒他们了。馋
虫上身，一身是胆。三人最终被抓起来了，村人用肉引诱馋
虫出来，终究灭了这一大害。
馋虫是种隐喻，那些极小的贪欲，都能演变成抵抗不了的诱
惑，让人失了心智。就像我上个周末，想起了吃糖炒栗子，
去街上转了一圈没找到，买了一堆其他吃的。第二天去看电
影的路上看到了卖栗子的，特意在回来时下了车，买了解馋。
然后再上公交没了座位，站了一路。这也不算什么大瘾，有
什么大的的代价，然而想到这个馋虫的事，还是有所触动。
这一周再次路过许多糖炒栗子店，都没有再买了。一袋栗子
已经解馋了。
《黄天厚土》里也有一段朋友间背叛的事：抱缺与张大夫是
君子之交，一儒一医，相得益彰。但日本人来了后，逼迫张
代儒给抱缺的药里添加鸦片，让抱缺染上了烟瘾。得知真相
的抱缺最终自杀了，张大夫也整日活在愧疚中。虽然是胁迫



的，但想到最好的朋友的背叛，还是觉得惋惜。不设防的人，
可能是伤你最深的人。只有朋友才知道你的软肋在哪。
慎交还是挺重要的。认定一个朋友，就得无惧他的伤害，用
真心换真心。人，如果学不会原谅，至少还可以选择遗忘。

厚土读后感篇三

唐时东去的灞柳随风飘荡

总是揉碎送君一别的心房

送行在长安漫天飞雪的冬季

沿着泪水滚滚的灞河

远送亲人的人群，徒步

站成一排排银发披散的灞柳雾凇

送出那条牵肠挂肚的连岸桥梁

长衣飘动的寒风中

不知远去的亲人飘向何方

隔岸恍恍东望

莽苍接天的霸陵塬上

李元霸似乎还在挺着胸膛

一代英杰，怒叱天雷



魂归锤下的英灵吼声悲沧

沿渭河八百里长着灵气的长安

用关中刀客的脾性流放秦人的豪壮

掀动出阿房宫的胭脂气

掩藏了秦汉唐多少枭雄与帝王

厚葬了多少繁荣和衰落的气象

旷世的王朝以作悠悠千古

残留在泥土上的庙宇和城墙

让日子剥蚀成一种历史的风信

那些沉湎在此而有灵气的.人们

一如兵马俑，怎耐地下寂寞的酿藏

昭陵下的太宗骑六骏面世了

本就不耐消停的上官婉儿

也挽着白云桃花

出来开篇她的绝世文章

华清池的汤浴漾出贵妃的清香

老谋深算的武媚娘，牵手着

抱日月桀骜而眠的秦始皇



做客西面为邻而居的汉武帝

说很幻想鸿门宴上的朱门酒肉

羡赞如今带个大盖帽就是风光

老子骑青牛悠然于关中厚土

姜子牙依渭水垂钓周室八百年

那是风月柳动、画中留白的无尽畅想

那个姑娘

炊烟袅袅月上树梢

这是我的古老村庄

阵阵花香小河流淌

萤火虫儿月下流浪

穿过一条悠长小巷

看见我那心爱姑娘

辫子黑黑睫毛长长

站在阁楼深情凝望

她像丁香一样忧伤

多想温暖她的心房

她像丁香一样芬芳



在我心中悄然绽放

婀娜渐远钟声又响

回眸很短思念如霜

丁香花一样的惆怅

在岁月的风里飘荡

炊烟袅袅月上树梢

依然是我古老村庄

月光流淌萤火徜徉

那首情歌还在传唱

穿过那条悠长小巷

姑娘如今你在何方

辫子黑黑睫毛长长

最后为谁穿了红妆

你像丁香一样忧伤

多想融化你的冰霜

你像丁香一样芬芳

依然在我心中绽放

婀娜渐远钟声又响



你如丝絮飘向远方

丁香花一样的惆怅

在岁月的风里飘荡

厚土读后感篇四

今天，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读了马金真老师的作品《苍天
之下》。

这篇文章写的是两只燕子夫妇养了五只小燕子，在一次觅食
的时候，燕子夫妇被一个拿弹弓的人打死了。五只小燕饿死
了三只，还有一只被淹死了，只有一只小燕子被好心的大燕
子抚养大，飞向了它向往已久的蓝天。

愿苍天之下充满爱……

厚土读后感篇五

当代文学正在成为经验的王国。尤其是小说，更是成了经验
的狂欢。然而，好小说决不只是一些故事和经验，也不只是
简单地在生活经验的表面滑行，它应该深入到人性和世界隐
秘地带，应该在精神和存在面前展示一种力度。从这个意义
上说，我很看重廖红球在《苍天厚土》（中国青年出版
社201x年8月版）中的写作努力。这部长篇小说写得沉着、冷
静，25万字的篇幅读下来，你完全感受不到一丝当代文坛的
喧嚣和嘈杂。这些年，外面虽然风云变幻，但廖红球的写作
一直是独立的，诚实的；他不仅面对自己的故土、记忆和经
验，更重要的是，在他所呈现的经验下面，还潜藏着一道精
神的暗流——这道暗流，就是作家对苍天和大地的敬畏，对
人性、人情的温暖呵护，对故乡和亲人的赤子之心。有了这
种心灵维度，《苍天厚土》才显得厚重：它的精神方向不是
前进，而是后退的——退回到大地、文化的腹地，以期重新



理解人性与伦理在当代所面临的复杂境遇。

这也是《苍天厚土》一书最重要的特色：它在精神上是有根
的。这个根，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人物是从哪里走来的，他
又将走向哪里。这个根是大地，也是文化——这些，共同构
成了人物灵魂徘徊和挣扎的基本场域。这种写作上的扎根，
在我看来，也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回家——回到内心的故乡，
从而为一种人性曾经的沧桑作证。

正因为存着这样一颗温润的赤子之心，廖红球的写作，在
《苍天厚土》里才透着一股劲，一股追索人性冲突、探究文
化命运的劲，这是一般作家所没有的。这是一部沉入大地、
接近心灵的好小说。它写的是客家山区的故事，描绘的也是
客家人的精神——在此之前，我还很少看到有哪一部小说，
能把客家文学的韵味传达得如此悠长。客家人是迁徙的部落，
身上带着中原文化的记忆，同时也在漫长的行走中多了一份
勤劳、进取和坚毅。他们多依山而居，和大地保持着亲密的
关系，但他们的心，永远在寻找自己的远方。因此，他们既
是走得最远的族落之一，也是在异地把根扎得最深的人群之
一。他们的精神血统里，忘不了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以致
在走向未来的路途中，也扔不下那些沉重的文化记忆、历史
传统。

因此，客家人往往是最矛盾、最复杂的一群人。《苍天厚土》
充分书写了这种矛盾和复杂。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李大
牯、月秀、李高堂、李二牯、三叔公等），既有客家人那种
责任感和道德情怀，又很难突破历史和现实的束缚，走向内
心的自由——他们因此而陷入重重的伦理漩涡，在情和理、
爱与恨、族规和法律之间，他们矛盾、痛苦、彷徨，他们有
冲动，也有愚昧，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希望和社会、和大
地、和优美的人情和解。他们的坚韧使他们能承受一切苦难
和不公；他们的进取，又一次次地激发他们与命运抗争、与
时代同行——他们的爱恨悲欢，生动地体现出了客家文化和
客家精神在时代大潮中所受到的深刻考验。



这一点，可在《苍天厚土》中的两场重头戏里得到印证：一
是女主人公月秀出走八年之后重回月影湾村时，亲人、族人
的不同反应；一是族人误解月秀，欲将她以“七出”罪名装
猪笼沉潭处死（这是一种古老而残酷的宗族刑法）时。这两
件事的主角月秀，是一个典型的客家女子，勤劳，勇敢，能
忍受生活一切的`错待。她爱着自己的丈夫李大牯，但在那个
到处饿死人的年代，她不得不带着儿子自卖自身，换得三百
元救命钱，试图以自我糟践的方式来让自己的丈夫——李大
牯父子三人活命。没想到，这三百元钱却被月秀的姐姐暗中
独吞，月秀的屈辱和苦心化成泡影。而整部小说最令人震撼
的是，月秀始终没有为自己曾经遭受的屈辱、苦难辩解，也
没有说出自卖自身的事实真相，她默默承受一切加在她身上
的不公的罪名，甚至到了要把她装猪笼沉潭的前夕，三叔公
喝令她向列祖列宗磕头认罪时，她还使劲扬着头喊：“你们
打死我吧，我就是死也不磕头！”

当代文学正在成为经验的王国。尤其是小说，更是成了经验
的狂欢。然而，好小说决不只是一些故事和经验，也不只是
简单地在生活经验的表面滑行，它应该深入到人性和世界隐
秘地带，应该在精神和存在面前展示一种力度。从这个意义
上说，我很看重廖红球在《苍天厚土》（中国青年出版
社201x年8月版）中的写作努力。这部长篇小说写得沉着、冷
静，25万字的篇幅读下来，你完全感受不到一丝当代文坛的
喧嚣和嘈杂。这些年，外面虽然风云变幻，但廖红球的写作
一直是独立的，诚实的；他不仅面对自己的故土、记忆和经
验，更重要的是，在他所呈现的经验下面，还潜藏着一道精
神的暗流——这道暗流，就是作家对苍天和大地的敬畏，对
人性、人情的温暖呵护，对故乡和亲人的赤子之心。有了这
种心灵维度，《苍天厚土》才显得厚重：它的精神方向不是
前进，而是后退的——退回到大地、文化的腹地，以期重新
理解人性与伦理在当代所面临的复杂境遇。

这也是《苍天厚土》一书最重要的特色：它在精神上是有根
的。这个根，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人物是从哪里走来的，他



又将走向哪里。这个根是大地，也是文化——这些，共同构
成了人物灵魂徘徊和挣扎的基本场域。这种写作上的扎根，
在我看来，也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回家——回到内心的故乡，
从而为一种人性曾经的沧桑作证。

正因为存着这样一颗温润的赤子之心，廖红球的写作，在
《苍天厚土》里才透着一股劲，一股追索人性冲突、探究文
化命运的劲，这是一般作家所没有的。这是一部沉入大地、
接近心灵的好小说。它写的是客家山区的故事，描绘的也是
客家人的精神——在此之前，我还很少看到有哪一部小说，
能把客家文学的韵味传达得如此悠长。客家人是迁徙的部落，
身上带着中原文化的记忆，同时也在漫长的行走中多了一份
勤劳、进取和坚毅。他们多依山而居，和大地保持着亲密的
关系，但他们的心，永远在寻找自己的远方。因此，他们既
是走得最远的族落之一，也是在异地把根扎得最深的人群之
一。他们的精神血统里，忘不了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以致
在走向未来的路途中，也扔不下那些沉重的文化记忆、历史
传统。

因此，客家人往往是最矛盾、最复杂的一群人。《苍天厚土》
充分书写了这种矛盾和复杂。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李大
牯、月秀、李高堂、李二牯、三叔公等），既有客家人那种
责任感和道德情怀，又很难突破历史和现实的束缚，走向内
心的自由——他们因此而陷入重重的伦理漩涡，在情和理、
爱与恨、族规和法律之间，他们矛盾、痛苦、彷徨，他们有
冲动，也有愚昧，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希望和社会、和大
地、和优美的人情和解。他们的坚韧使他们能承受一切苦难
和不公；他们的进取，又一次次地激发他们与命运抗争、与
时代同行——他们的爱恨悲欢，生动地体现出了客家文化和
客家精神在时代大潮中所受到的深刻考验。

这一点，可在《苍天厚土》中的两场重头戏里得到印证：一
是女主人公月秀出走八年之后重回月影湾村时，亲人、族人
的不同反应；一是族人误解月秀，欲将她以“七出”罪名装



猪笼沉潭处死（这是一种古老而残酷的宗族刑法）时。这两
件事的主角月秀，是一个典型的客家女子，勤劳，勇敢，能
忍受生活一切的错待。她爱着自己的丈夫李大牯，但在那个
到处饿死人的年代，她不得不带着儿子自卖自身，换得三百
元救命钱，试图以自我糟践的方式来让自己的丈夫——李大
牯父子三人活命。没想到，这三百元钱却被月秀的姐姐暗中
独吞，月秀的屈辱和苦心化成泡影。而整部小说最令人震撼
的是，月秀始终没有为自己曾经遭受的屈辱、苦难辩解，也
没有说出自卖自身的事实真相，她默默承受一切加在她身上
的不公的罪名，甚至到了要把她装猪笼沉潭的前夕，三叔公
喝令她向列祖列宗磕头认罪时，她还使劲扬着头喊：“你们
打死我吧，我就是死也不磕头！”

——这是一个何等倔强、勇敢的女子。她的勇气，显然来自
天地良心、来自人生大道。她是清白的，在出走这件事上，
她以自己受难的奇异方式，表达了对亲人特殊的爱。事后大
家误解她，她不喊冤，不为自己辩解，只在自己的内心，默
默面对“苍天厚土”——她坚信，自己的苦心和大爱，苍天
可鉴、日月可昭。她不求别人理解，只求在“苍天”和“厚
土”之间，做一个良心无愧、胸怀大爱的人。所以，经过沉
潭噩梦之后，她决心再次出走，这次，她“心里只有一个念
头，那就是离李大牯远一些，不要再影响别人的生
活”，“对今后的生活，她感到自己没有更多的要求，只要
能有一个可供住宿的地方，自己养活自己，一切的一切她都
满足了。至于那个地方在哪儿，她只知道在前面，只要自己
一路走下去，就能找到。”——她又一次选择了受难，也许
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解开李大牯及其族人心
中的伦理死结了。

就在这时候，月秀的姐姐出现在月影湾，她出于天良发现，
说出了当年月秀卖身救家的实情。真相大白，但月秀已经远
行，李大牯向连绵的山野发出了悲愤而痛苦的吼声：“一个
弱女子，为了我们李家几个男子汉不至于饿死，自我卖身，
自我卖身……”原本因月秀的回来而引起的那些家族冲突、



伦理裂变，还有那些愚昧、落后的观念，都被月秀的受难精
神所彻底溶解。“苍天”“厚土”最终为月秀作了有力的辩
护，天道人心再次朗现于世间，这既是人与人、人与历史、
人与大地的和解，也是一种新的叙事伦理——诚如哲学家牟
宗三先生在论到《红楼梦》、《水浒传》的精神境界时所说：
“必须饶恕一切，乃能承认一切，必须超越一切，乃能洒脱
一切。”而在这种“饶恕”和“超越”的背后，一个大写的
客家女子，就这么伫立在天地之间，这是多么的令人感动和
慨叹。

我也是客家人，所以特别理解《苍天厚土》所呈现出的这种
伦理冲突和精神难题。该书除了描绘月秀、李大牯、左千叶
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还见证了在社会思想、伦理裂变时期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客家人艰苦创业（以李大
牯办自行车轮圈厂为主线）的心灵历程。这期间，尽管有文
明和落后的冲突，有人情和法律的对峙，但在苍天厚土的朗
照下，善良正在被累积，心灵正在被滋养，困难正在被克服，
愚昧正在被抛弃，客家文化那种开放、包容的气质，在新时
代里又一次焕发出自身独特的魅力——这或许就是《苍天厚
土》一书的精神旋律。作者廖红球对故土的深厚感情，对历
史经验的精微处理，对一种文化精神的温暖体认，以及他笔
法的细腻、写作立场的诚实与稳健，都是目前略显浮躁的文
坛所匮乏的。

当越来越多的作家只热衷于书写欲望的喧嚣，《苍天厚土》
却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宽广和丰富；尤其是它的仁慈与丰厚，
大大扩展了我们对广东文学的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