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在人生的高处相见读书笔记 自由
在高处读后感(模板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来小
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在人生的高处相见读书笔记篇一

读罢《自由在高处》这本书感触颇多，作者熊培云围绕“自
由”--这一古老而复杂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字里行间
透出作者理性、独特的思考。阅读过程中我接触了很多新颖
的观点，在此，我希望把自己关于书中所提“自由”的理解
与大家分享。

社会每天都在发生牵动人心的大事，比如暑假期间媒体报道
比较多的：达芬奇家具问题，挪威爆炸枪击事件，7。23动车
追尾事件，方正县开拓团碑墙，王蒙打架离队、故宫损坏哥
窑瓷器等一系列事件。天天面对这样的负面新闻，难免会使
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对社会的关切之情变为对问题的麻木，
变为对问题的“习惯性接受”，感到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是社
会大背景所致，不是个人的关心与努力就可以改变的。

卢梭曾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处在枷锁当中。的确，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我们有许多自由被看得见，看不见的枷
锁限制，但这并不是我们可以悲观地看待社会，消极地面对
问题的理由。作者熊培云告诉我们：在枷锁当中，我们仍可
以做自己生活的主宰者。因为“你即你选择”你的世界在于
你的选择。许多的不自由都是自己施加的。

书中引述了一个前苏联笑话做了很好的解释：



q：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有没有警察?

a：没有。

q：为什么?

a：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人都学会了逮捕自己。

其实许多令人感到不自由，个人价值无法实现的时代，都会
有那些“自我逮捕”的人，他们曾经有改变社会的热情，但
许多大胆的念头先被自己打消了，许多大胆的行为先被自己
扼杀了，他们为自己戴上了许多枷锁，这些枷锁让他们认为
自己的自由被社会限制了。更为糟糕的是，这些学会“自我
逮捕”的人还会逮捕其他人，以善良和友好的口吻劝诫他人，
告诉他们不要胆大妄为。所以，一个人无论有多大地热情，
多高的能力，都会被加以限制，他的自由也被别人戴上了枷
锁。相比社会中实际存在的枷锁，这些自己的制造的枷锁才
是最可怕的。因此，我们不要在不太自由的社会环境中，再
给自己套上一个枷锁。要相信每一天都比昨天好，相信时代
在不断前进。

书中提供了一种卸掉自己内心枷锁的方法，那就是打破思维
定式，换个积极的角度看问题。比如书中写圣诞节不过是世
界文化的一个小样本，不是所谓的“西方文化入侵”;比如你
只代表你自己，不需要自己强迫自己代表整个中华民族;比如
火星文并不是对文字规范性的破坏，只是一种交流工具;比如
新闻报道的大部分是负面新闻，但那只是对现实生活的部分
取景，我们不能因此而对社会全盘否定……书中还以全新的
角度对很多生活中令人不快的事件重新作了解读。

当我们心中没有那么多的监视者，努力按自己的意愿做事，
会惊喜地发现我们比想象中的自由。然后我们尽自己所能去
冲破那些看得见的枷锁，对自己进行自救，每个个体的自救
才会让整个社会从枷锁中脱离。柏林墙不也是在无数个东德



人的自我救赎中倒下了吗。如同书中提到的易卜生的
话：“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的船，最要
紧的还是救出自己。”

读过此书，我最大的感受是自己的生活是可以自己选择的，
对自由的向往是谁也无法剥夺的。而且我相信，每一个人为
追求自由所做的点点滴滴，最终会凝成巨流，奔出山口，走
向开阔的茫茫平原。正如作者所说：“改变不了大环境，就
改变小环境，小环境改变了，大环境也会随之改变。”

在人生的高处相见读书笔记篇二

《自由在高处》是一本有思想的书，读了这本书，我们能够
获取许多珍贵的思想，我们能够用更独特的角度重新审视这
个社会，我们甚至能够通过这本书更好地了解自己，用文字
来解放自己。《自由在高处》不是简单的社会评论，作者熊
培云在评论各种社会现象的同时不断地启发读者，让读者不
得不怀着批判与质疑来阅读这本充满思想的大作。

在忙碌的生活中抽出一点时间快速地浏览这本书，这不是一
本需要每一句都得细细品读的美文集，你只要用心去品味，
这本书就能给你带来非凡的感受，你会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思
考，思考书中谈及的自由与责任。

"每个人都应该是自己人生的领导者。那些能够带领千军万马
的人，未必能带领好自己。要么成为自己，要么一无所成。"
这是此书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的一句话。"领导自己的人生"
看似简单，但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做到这样的人却甚是寥寥。
如今有多少学生能领导自己而不是被分数所领导呢？也许多
数人会说没有分数就没有以后考学的保证，但如果我们一直
只被分数所领导，而不是用自己的思想领导自己去走我们向
往的那条路，那么我们无疑会成为那些放弃自由的流浪者，
在缺少思想财富的生活中麻木地活着。



社会上有太多希望带领千军万马的人，但他们往往连自己都
无法带领好，正如新闻上频频出现的腐败官员，或许昨天他
还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呼吁大家反腐反贪，希望带领着大家
坚定正确的道路，而在今天他却因贪污被打下马。这样的例
子实在太多，自由与责任是密不可分的。在生活中，我们不
知不觉中就失去了自由，被套上无形的枷锁；但自由过度，
又有太多的人看不到责任的边界。

在这个围绕自由的话题中，作者还谈及了那位在瓦尔登湖离
群索居的.梭罗。在我看来，真正的自由是像梭罗这样的生活，
在那样的生活中，我们不必害怕时间的不够用，不必为了讨
好别人而伪装自己，我们可以尽情思想，在这安静的环境中
获得物欲与成功之外的自由。

"在那里，你可以坐在时间的溪水里垂钓天上的星星，不必终
日奔波于风尘。看大地寒来暑往，四季消长分明；看种子播
撒信念，古树支起苍穹。

在人生的高处相见读书笔记篇三

读罢《自由在高处》这本书感触颇多,作者熊培云围绕“自
由”——这一古老而复杂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字里行间
透出作者理性、独特的思考.阅读过程中我接触了很多新颖的
观点,在此,我希望把自己关于书中所提“自由”的理解与大
家分享.

社会每天都在发生牵动人心的大事,比如暑假期间媒体报道比
较多的:达芬奇家具问题,挪威爆炸枪击事件,7.23动车追尾事
件,方正县开拓团碑墙,王蒙打架离队、故宫损坏哥窑瓷器等
一系列事件.天天面对这样的负面新闻,难免会使任何一个有
思想的人对社会的关切之情变为对问题的麻木,变为对问题
的“习惯性接受”,感到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是社会大背景所致,
不是个人的关心与努力就可以改变的.



卢梭曾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处在枷锁当中.的确,处于
转型期的中国,我们有许多自由被看得见,看不见的枷锁限制,
但这并不是我们可以悲观地看待社会,消极地面对问题的理由.
作者熊培云告诉我们:在枷锁当中,我们仍可以做自己生活的
主宰者.因为“你即你选择”你的世界在于你的选择.许多的
不自由都是自己施加的.

书中引述了一个前苏联笑话做了很好的解释:

q: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有没有警察？

a:没有.

q:为什么？

a: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人都学会了逮捕自己.

其实许多令人感到不自由,个人价值无法实现的时代,都会有
那些“自我逮捕”的人,他们曾经有改变社会的热情,但许多
大胆的念头先被自己打消了,许多大胆的行为先被自己扼杀了,
他们为自己戴上了许多枷锁,这些枷锁让他们认为自己的自由
被社会限制了.更为糟糕的是,这些学会“自我逮捕”的人还
会逮捕其他人,以善良和友好的口吻劝诫他人,告诉他们不要
胆大妄为.所以,一个人无论有多大地热情,多高的能力,都会
被加以限制,他的自由也被别人戴上了枷锁.相比社会中实际
存在的枷锁,这些自己的制造的枷锁才是最可怕的.因此,我们
不要在不太自由的社会环境中,再给自己套上一个枷锁.要相
信每一天都比昨天好,相信时代在不断前进.

书中提供了一种卸掉自己内心枷锁的方法,那就是打破思维定
式,换个积极的角度看问题.比如书中写圣诞节不过是世界文
化的一个小样本,不是所谓的“西方文化入侵”；比如你只代
表你自己,不需要自己强迫自己代表整个中华民族；比如火星
文并不是对文字规范性的破坏,只是一种交流工具；比如新闻



报道的大部分是负面新闻,但那只是对现实生活的部分取景,
我们不能因此而对社会全盘否定……书中还以全新的角度对
很多生活中令人不快的事件重新作了解读.

当我们心中没有那么多的`监视者,努力按自己的意愿做事,会
惊喜地发现我们比想象中的自由.然后我们尽自己所能去冲破
那些看得见的枷锁,对自己进行自救,每个个体的自救才会让
整个社会从枷锁中脱离.柏林墙不也是在无数个东德人的自我
救赎中倒下了吗.如同书中提到的易卜生的话:“有的时候我
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的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
己.”

读过此书,我最大的感受是自己的生活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对
自由的向往是谁也无法剥夺的.而且我相信,每一个人为追求
自由所做的点点滴滴,最终会凝成巨流,奔出山口,走向开阔的
茫茫平原.正如作者所说:“改变不了大环境,就改变小环境,
小环境改变了,大环境也会随之改变.”

在人生的高处相见读书笔记篇四

什么是国家?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自我?这可能是我们每个人常
常自觉或不自觉思考的问题。

《自由在高处》就像航海图，让我们看到了自身拥有的力量，
看清了我们自身的位置，让我们有了一条明确的路线，犹如
醍醐灌顶，让人耳目一新。

我注意到《自由在高处》的封面人物是一尊雕塑素描，这尊
雕塑的名字叫做"self-made man"?——自我塑造者，人如其
名，他是一个右手执锤，左手执凿，正在把自己从石头里雕
刻成人形的人。于是，自由在高处，欲得需自塑的主题呼之
欲出。



这本书前三分之二是时评，后三分之一是演讲与独白，一以
贯之的思想是强调国家与社会以及个人的界限：人类有废除
死刑的自由吗?中国人有过洋节的自由吗?两个成年人有在公
共休闲场所亲热的自由吗?……这些争议中，有的即使现在看
来也只能博人一粲，有的看起来则是任重道远，还有的仿佛
是无解的悖论。

人的自由是自己给的，心灵的禁锢也只有自己才能施行。不
论处于哪一空间时间，拥有心灵的自由，能自由的思考，就
能拥有全世界。

纵然如此，作者的乐观也绝非盲目，自由和奴役是两种精神
状态，自由任何时候都不是唾手可得，熊培云先生告诉我们"
不自由，毋宁死"的教条主义太过严苛，生活教会我们的是"
不自由，仍可活。"

这并非是在为苟且偷生寻找借口，而是在纷扬中寻找一种现
世安稳的自我平衡。我是我的作品，对大多数人而言，命运
并没有在生命和自由之间设立单项选择，我们只需要对自由
和时间、自由和金钱、自由和地位……各种代价进行换算。
然而，你我知道，这种换算没有想象中困难，把握方向，我
们也可以拥有权力塑造人生。

虽然，当前社会存在经济的成长，文化的交融，在新旧交替
的碰撞中，不稳因素难免凸显，但我们要做的不仅是保持清
醒警觉，看到社会发展的不合理、不足之处，提出质疑和不
满的意见，更应当充满信心，坚定地相信改变正在渐渐地向
前推进，满怀勇气保持在路上的忙碌，从自己开始行动起来。
我以为作者是一个勇敢而清醒的写字人，正是由此而来。

虽然我们的网络还不够自由和开放，但是较于没有网络的时
间空间，我们获得信息的广度，表达意见的渠道，交流思想
的平台都毫无疑问地拓展了;虽然对于一些世界的和我国历史
上的事件，我们无法探寻得真相，但是我们仍然在很大地程



度上享有阅读典籍的自由，由此我们可以无限地接近和探求
事实的真相;虽然我们的媒体还难免以宣传的口吻做报道，但
是我们的新闻教材中仍然把宣传和新闻的概念解释得清清楚
楚。

自由的前提是信赖。用作者的话来说：你多一份悲观，这个
社会就多一份悲观。再借胡适的话："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
是为国家争自由!"

一个初中生就可以从思想品德这一科中学到：公民基本政治
权利其中第一项就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然而现实的状况是，
相较于教科书上的白纸黑字，更为深入人心的却是一种对政
治的漠不关心。

所以，生于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尚大有可为。我们要充分
激发内心的个人意识，只有个人觉醒，争取个人最大限度的
自由，承担自由带来的责任，履行相应的义务，才有国家的
自由。身处于社会中，表现出对事物的参与甚或关心都是"
为"的一种形式。

将来的人们回望现在，也许会为我们今天的纠结忍俊不禁，
或为我们走过的冤枉路感到忿忿不平。但要知道，这些纠结
和弯路自有其意义，每一个思考都是我们自我塑造的一步。
再回想那个自我塑造者，他不仅从石头中赋予了自己希望拥
有的形象，也将送给自己一双能奔善跑的腿脚;他从石头中诞
生的那一刻，不仅是他完成对自己的塑造的一刻，也是他从
桎梏中获得解放的时刻。

自由在高处，欲得需自塑。

以上是小编为大家整理好的范文，希望大家喜欢



在人生的高处相见读书笔记篇五

最近读了熊培云《自由在高处》一书。读罢此书，深深感受
到熊培云把写作当成了推动时代进步的使命，并一点点地努
力着。“以独立之志，做合群之事，以思想与良心去担当”，
希冀让我们所处的时代成为更好的时代。

熊培云的文章，既有理性，又有心灵，让我们感受到他文字
的安宁豁朗、乐观宽容与烂漫纯朴。他依靠自己的经验和理
性发言，做着思维的训练，思想的加法。

最重要的是，这本书向我们传达了一种乐观向上、顽强生活
的态度。他特别注重生活，他认为生活可以让一个人获得自
由。“没有比生活更古老的过去，也没有比生活更高远的未
来。”“改变不了大环境，就改变小环境。小环境改变了，
大环境也会随之改变。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你不能决定
太阳几点升起，但能决定自己几点起床。”大环境可以决定
一个人的自由度，但是个体的内心也有一个小环境，它有你
对美好生活的自由裁量权。对生命的体悟，对世界的理解，
都可以让你获得足够的独立和自由，以推动社会的发展。

他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宽容之精神、乐观之态度、
人文之关怀，正是这个热言时代有稀缺的，也是我们所需要
汲取的时代养分和生活营养。

《自由在高处》如同阳光从高处照下，让我想起了海子的诗，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
菜”愿我们都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我们都在尘世获得幸福，
愿我们都有一所得以自由的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