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城读后感 顾城的诗读后感(优秀8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
达的含义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
望对大家有帮助!

顾城读后感篇一

我想一定会有人并不喜欢这本书。

快乐的人，长大的人，无所畏惧的人，每天乘地铁上下班从
来没有表情的人，有很多钱的人和想有很多钱的人，生活精
彩的人和生活苍白的人，不会发呆和浪费时间的人，说谎和
不说谎没有分别的.人，坚强的人，幸福的人。

几乎所有人都背得出只有一句的《一代人》，我买到这本书
后开始追究要去寻找白昼的顾城，他用裤脚裁成的厨师帽，
岛上的日子，爱情或者仅仅只是纠缠，血和死。越看越没有
头绪，这是个匪夷所思的人，他活着只为了自己，死了也是。
找到他生前一次诗会的录影资料，只见单薄的南方男子，腔
调细软矫揉，草草看到一半就关掉窗口，我也不知是怎么了。

想要认识一个人需要读他的历史，但想要认识一个诗人，或
许就只需要读他的诗歌。

他的很多话并不像真正意义上的诗，不太刻意和修饰，没有
斟酌过用词和断句，也没有特别固定使用的意象——然而，
却非常好听，如果你读出来的话。

绝大多数时候他用第一人称写作，只用眼睛看你会觉得它们
扑进你的目光里寻求庇护和温暖，他说“我是一个任性的孩
子”，他说“我唱自己的歌”，他说“我是一个悲哀的孩
子”，他说“在你的门前/我堆起一个雪人”。你的心会不由



自主被他的句子软化，你会不忍心责难这个可能随时垂下眼
睑无声哭泣的孩子。我试着读出来：“在纸角上/我还想画下
自己/画下一只树熊/他坐在维多利亚深色的丛林里/坐在安安
静静的树枝上/发愣/他没有家/没有一颗留在远处的心/他只
有，很多很多/浆果一样的梦/和很大很大的眼睛”。我试着
读出来，陌生的句子，却那么像是我自己的声音。

他常常说使人哑然失笑的句子，星星月亮是怎么来的，喜欢
发言的鸟雀讨论贮存谷粒的方法，不要告诉庙里的乌鸦那个
偷苹果的故事，装着花籽而不是钱币的生日小钱夹，人要用
布把星星盖好然后把灯碰亮。我常常在看的时候笑，读出来
的时候哭。

夹杂在这些梦话一样的句子里，也有一些突然之间冷静了的
话。“下山吧/人生需要重复/重复是路”；“有门，不用开
开/是我们的，就很美好”；“村子里有树叶飞舞/我们有一
块空地/不去问命运知道的事情”。他喜欢用祈使句，微微有
些疲惫，但饱含真诚。把这样的句子截出来用即时贴粘在随
处可见的地方，就能布下温暖，埋下力量。

有时候我觉得他是个根本就没长大的孩子，可能直到死他都
没明白这个世界的真相。但又有些时候，我觉得他深邃得可
怕，嘴角时刻都潜藏轻蔑，举起利斧时都不恐慌。他用孩子
的口吻说话，一字一顿，认真用力；他也用复杂和迷离的词
句，像昂着头的法师说出的谶语。他的世界大概就是黑白交
叠的，是颠倒的，时老时幼，时真时幻。就像这个版本里选
入的顾城手绘的插画，有些根本就是儿童简笔画，另一些却
显得诡异奇谲。你很难说，哪一个才是真正的顾城。

但不管怎样，我也相信，一定会有一些人喜欢这本书。

做错事会脸红哭泣的人，收集糖纸和星座卡片的人，对着公
车里的小朋友微笑做鬼脸的人，摔倒了自己爬起来不掉眼泪
的人，正在长大的人。



一头一尾的两种人不一定不会是同一个人，他们有时候是这
样，有时候是那样，有时候长大了，有时候变小了，有时候
醒着，有时候睡着。就像这个在黑夜和白昼之间徘徊的诗人，
他是谁，我们永远也无法说清楚了。

顾城读后感篇二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与顾城的相识，大约是从这首诗开始的。

当然顾城不认得我，但我很熟悉他。

记得大约六年前，课堂上老师偶然间说起了一首诗。我记不
得老师怎样描述顾城，只记得那简单的两句话“黑夜给了我
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我无法形容一个孩子懵
懵懂懂的震撼，只觉得这首诗与众不同。“柴门闻犬吠，风
雪夜归人”类似的工整诗句是那个时期我接触的全部。回了
家，我照起自己的眼睛，不是黑色的，是深棕色的，可我相
信我也在寻找光明。

仿若是在初中毕业那年的某天，我在《读者》文摘上看到了
一篇文章，《天真的创伤》，我蓦然间看到了那首诗，《一
代人》。我始终没有忘了它，这一次，它又跃入眼帘的时候。
我有了不一样的感受。我仿佛看到了一群黑夜中的行者，执
着的走向那虚幻的并不见得真实的光明。时代与环境的黑色
给了人审视生命命运的能力，却要用这样的赋予完成对荒谬
的战胜。诗中有种力量，推动着我，我说不清是重还是轻。
于是我来了兴趣，渐渐的入了文章。没有让我想到的是，文
章提到了顾城的死亡。它提到了顾城用斧头先砍死了妻子，
然后上吊自杀。文章接着分析了顾城的性格以及诗中透露的
性格缺憾，可我再没看下去。虽然我们现在知道顾城的死亡



一团重重，可是当时的我至为相信。那时正是我对于死亡的
理解正要加深而未能深刻的时候，到现在我也不能确认是否
当初了解顾城的死的震撼影响了我的人生观世界观。我也了
解海子的坠落。那时我始终认为两个人自我牺牲式的毁灭难
以理喻，是不能容忍的，是对于生命的亵渎。读《一代人》
的时候，我不知道诗人是谁，我怀着神秘的崇敬;再读《一代
人》的时候，我认识了顾城，可我怀了偏颇的鄙夷。

时间的马，累倒了。

后来大约就上了高三，就是不远之前。我生日的时候，朋友
送我一本书，《顾城的诗与顾城的画》。她在封面上写道：
希望你能享受活在书中的片片刻刻。又是这个人，我心想。
我打开书，读诗，品画，然后彻底沉沦。手不离这本书，就
算去剪头发，吃饭的时候，我依然捧着。捧着看的时候，什
么都忘了。现在很多时候我想到那时景象都是感到幸福与恬
静。“我拿把旧钥匙/敲着厚厚的墙”“我和无数/不能孵化
的卵石/叠在一起”“我的心爱着世界”“梦太深了/你没有
羽毛/生命量不出死亡的深度”等等的诗句萦绕在脑际。也许
是高三忙碌的生活让人喘不过气，在顾城那些诗与画毫无关
系又深有关联的艺术中，我的呼吸舒畅极了。久违的自然味
道，久违的真实呈现。再想到他的死时，我已不想从前的那
样妄下推断，我尊重他的选择。我渐渐明白有些东西比生命
要重要的多，当这些东西失去的时候，死又足兮呢?我也明白，
一个8岁开始写诗，十几岁就读完个中国名著的天才而言，他
自有他的理由。他的诗，虽然童真，梦幻，意识和印象，也
许我看不明白，但确实是发自灵魂的作品。顾城，给了我在
生活中停下来，慢下来的机会。

最后的最后，我想的是，与顾城的相识是一场旅程，既是走
向顾城，也是折返回自我。我难以评判他的诗作，还是用他
自己的话作结，正如开篇一样：

《我的诗》



我的诗

不曾写在羊皮纸上

不曾侵蚀

碑石和青铜

更不曾

在沉郁的金页中

划下一丝指痕

我的诗

只是风

一阵清澈的风

它从归雁的翅羽下

升起

悄悄掠过患者

梦的帐顶

掠过高烧者的焰心

使之变幻

使之澄清

在西郊的绿野上



不断沉降

像春雪一样洁净

消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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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城读后感篇三

我以前写过篇名为《麻雀》的作文，老师在评语中写到“颇
有些顾城的味道”，那是我第一次好奇顾城是谁。之后读到了
《一代人》、《远和近》才算真的与顾城的诗有了接触。但
大多都是朦胧诗。

透过查阅资料，我发现顾城并不单单创作朦胧诗。所以在那
里我更想说说朦胧诗外的顾城与顾城本身。

在《走了一万一千里路》这本书中，我看到了一个存在于我
记忆之外的顾城。

这是一本用来纪念的书。每首诗旁都影印着顾城手抄的诗稿，
上方还会有些他随性画下的图案，许多诗后都附上了顾城姐
姐的注解，或是校正词句，亦或是描述弟弟写作时的情绪、
背景，这些都很好地勾勒出了记忆的味道。

这本新的诗集带给我的是另一个顾城，一个写着古体诗和寓
言叙事诗的顾城。他的不少古体诗会让人惊讶，“才高凌天
庭，狂歌万世行。自嫌天地小，却到山海空。”“词若清泉
酒，命如黄花消。尘世葬千回，诗魂总轻飘。”。字里行间
透着一股子同李白一般的飘逸与洒脱。仔细看来，发现写作
时光大多在他少年时，开始超多写朦胧诗后，古体诗变得少
了，也依然断断续续地写着，味道却和他晚期的现代诗一样，
有一种澄清的悟性。



书后半部的寓言诗，诗写得十分生动，想象丰富又鞭辟入里。
在手抄诗集的扉页上有这样一段话，“讽刺多有点荒诞，于
一时一事，及至真荒诞，便成大讽刺，已不是对某些不存在
的事，而是对存在本身了。”有人说“这话说得很透彻，用
在他自我的寓言诗上是再恰当但是了。”而我到此刻依旧是
似懂非懂。

顾城认为“诗是理想之树上，闪耀的雨滴”，他要用“心中
的纯银，铸一把钥匙，去开启天国的门”，去表现“纯净的
美”。这种诗观，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之上：现实世界的不可
弥合的分裂，不和谐的痛苦将在诗观中得到解决，以实现人
的心灵的“绝对自由”。他在用稚气的理想拯救天地，他要在
“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
悲凉又崇高，崇高又圣洁。一语洞悉了大世界的斑驳，用孩
子般的梦想诉说这一切大概比成人的呐喊更具震撼。北岛呼
喊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时，
顾城却在执著的画着“笨拙的自由”，他让小河快乐，
让“长满淡淡的茸毛的丘陵相爱”。他没有诅咒黑暗，而是
把自由和光明搬进诗中，就像一场暴风雨后，一切都十分平
静，世间甚至没有一星半点的尘埃飘动，受了洗礼般变得干
净，心也不染风尘。在物欲横流的人寰世界里，会出现一个
十分无辜的小孩，便是顾城。

我很长一段时光无法理解顾城最终杀妻后又自尽的行为，我
父亲说正是顾城到末了也没有看透人情与世故，才没有舒婷
一样的超然与恬淡。此刻想来顾城大概是看透了的，但最终
也无法理解，妥协。正是看透了，所以黑暗更加黑暗，正是
因为与生俱来的高洁才更加憎恶丑恶吧，终究是无法容忍了，
于是有了精神分裂的结局。这样的顾城变，脆弱的内心一触
即发，而做出了最后令人诧异的行为，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
中。

对于顾城最后的做法，虽然我不明白自我的理解对不对，但
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认同。这样的高洁过于极端，过于偏执，



而导致最后精神上的分裂。虽然是因为心中所向往的，编织
的世界过于干净纯洁，而应对世俗的心里落差也就越大。顾
城的结局就像海子的卧轨自杀一样，让人万分遗憾。

顾城读后感篇四

《别》(在春天，我把手帕轻挥)

顾城

在春天，

我把手帕轻挥，

是让我远去，

还是马上返回?

不，什么也不是，

什么也不因为，

就象水中的落花，

就象花上的露水……

只有影子懂得，

只有风能体会，

只有叹息惊起的彩蝶，

还在心花中纷飞……

《远和近》



顾城

你，

一会看我，

一会看云。

我觉得，

你看我时很远，

你看云时很近。

《一代人》

顾城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小巷》

顾城

小巷

又弯又长

没有门

没有窗

我拿把旧钥匙



敲着厚厚的墙

《山影》

顾城

山影里

现出远古的武士

挽着骏马

路在周围消失

他变成了浮雕

变成纷纭的故事

今天像恶魔

明天又是天使

《微微的.希望》

我和无数

不能孵化的卵石

垒在一起

蓝色的河溪爬来

把我们吞没

又悄悄吐出



没有别的

只希望草能够延长

它的影子

《雨行》

云,灰灰的

再也洗不干净

我们打开雨伞

索性涂黑了天空

在缓缓飘动的夜里

有两对双星

似乎没有定轨

只是时远时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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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城读后感篇五

顾城，也算是个伟大诗人了，可是他却和很多伟人一样，自
己拿着生命的花瓶，摔在了地上。

他的诗集一，我最喜欢，孩子与母亲，母亲和孩子，孩子犯
了错，母亲从不手软，孩子有困难，母亲从不袖手旁观，这
首诗，那么轻盈、乐观。但是我完全想象不到，他却杀了自
己的妻子，自己又自杀身亡。也许他事业受挫，也许是不受



关注，更也许是没能摆脱阴影，可是，他为什么不能把他诗
中乐观开朗带到生活中，这样一颗文学明星也许就不会熄灭，
继续放射明亮的光芒，照亮黑暗的人间。

再想想我们自己，我们也许也没有把自己写东西的情感，真
用在生活中，伟大永远是口头禅，文章中写得惊天地、泣鬼
神的感情生活却很难做到，何不从现在开始，打开心扉，吸
取自己所产生的精华，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实兵演练，所
有人都做个“伟大的人”。

顾城读后感篇六

在我的印象里诗人的情感是十分丰富的，并且也是多愁善感
的。有一种“罗纱轻遮伊人面，眼目含情似无情。樱唇欲语
又还羞，婷婷袅袅似烟飞。”的神秘气质。

顾城也不例外，可能有很多人都会问：“他为什么走到哪儿
都会带着一顶帽子?”顾城的帽子是用他的一条牛仔裤的裤腿
做的，在访谈录中张穗子也曾问过顾城:"为什么你无论在什
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永远戴着这顶帽子?"顾城说:"当我
完全不在意这个世界对我的看法时，我就戴着这顶帽子，也
就是说，我做我自我想做的事情。但是这顶帽子确实是我和
外界世界的一个边界，戴着它给我一种安全感。它像我的家。
戴着帽子我就能够在我的家里走遍天下。"这是为了避免尘世
污染的思想，也是想持续自我有一颗纯洁，干净的心。

火纷飞的战场，被摔得支离破碎，又被烟熏得乌黑，变得一
文不值。戒备心也是如此恐怖：它带走了人性的美，带来了
人性的恶;它带走了纯洁的友谊，带来了笑里藏刀;它也代替
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人生苦短，每一天如此勾心斗角，不如快快乐
乐的过，多去为别人着想着想，收获心灵的快乐，这也不尝
是给自我最大的回报。



人心与人心之间的距离遥远，但“你看云时很近”。这云代
表的是大自然，可见人们对大自然的喜爱，对大自然的热恋，
对大自然的崇敬。大自然的鸟语花香，能够使人抛开一切凡
尘俗世的杂念，来净化心灵的圣地，它能够让你敞开心扉，
大声倾诉自我的心声与难以说出口的苦衷。站在原地，让鸟
儿的歌声来安抚你的心灵，把疲惫的双脚伸进凉爽的清泉，
抚平浮躁的心，微风带来一阵阵花朵的清香，时刻围绕着周
围，就像一片片柔软的花瓣，轻轻地落在身上，尽情的把自
我融入大自然，放松情绪，这世界就与你无关了。

《一代人》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是一种对黑暗的抗衡，对光明的渴
望。黑暗想要吞噬光明——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但这黑
暗反而激起眼睛要寻找光明的渴望这是一种叛逆，这是一种
反抗，对光明的向往。黑暗与光明的对立，可见顾城的清澈，
纯净的心，是一种与生俱来，也是对心灵上的光明的憧憬，
就像泥土对水分的憧憬;就像花朵对阳光的憧憬;就像大人们
对童真的憧憬。

尘世纷杂，便多给自我留一席清净之地吧。

顾城读后感篇七

黄昏。模糊。惑。

太阳不知何时已沉入云朵背后。从直射中解放出来的光与影
开始融合，世界的轮廓变得斑驳柔和。这时候的夕阳除了耐
看，则更多了一层须用心体验的味道。

这个时候，我带着这卷书出门看夕阳。

光在树梢上、在屋顶上、在草叶上、在未曾合上的这卷书上
无遮无拦的去。轻飘飘的灰尘在一道道长长斜斜的夕阳里翻
滚、调和——模糊，看不清了。一个遥远的背景，向我徐徐



推近，当第一阵清新风吹过，我便走进了顾城的诗里。

我们相遇了。

一个人，戴着一顶很是奇怪的帽子，像是由裤脚修改而成的。
他站在小路的深处，站在柔软凄凉昏黄的光中，他让阳光没
有遮拦穿过透明的肌肤，像个未涉世的孩子。无拘束的，我
靠近了他，他的模样变清楚，很清秀干净，黑色的眼睛宛如
潭深水没有尽头，一直飘向远处的沙地，很久。

我问，为什么要戴这个帽子。他说，这是一个天线，可以收
听福音。他的话很古怪就像他的人一样，他对着昏黄的夕阳
沉思，话像夹杂在梦话之间：“我知道永逝降临，并不悲伤，
松林间安放着我的愿望。下边有海，远看像水池，一点一点
跟着我的是下午的阳光。”我不解，海在哪里而他的愿望又
是什么。须臾他变得冷静：“没有一只鸟能躲过白天，正像，
没有一个人能避免自己，避免黑暗”。他还向我宣布自己是被
“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任由自己的想法，固执地编制自
己的梦，这是他的执着，也是他的魅力。在纷繁、肮脏的成
人世界里，很难说准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他。他的诗句，不太
刻意修饰，也不斟酌用词。那些诗句在我脑海里默读一遍又
一遍，话中的感觉、意境便自遥远一点一点过来，像默片突
然有了配音。

这时，天空好像一盏乏了油的灯，红光渐渐减弱，只见那光
一跳一跳地沉下去，非常细微。

我慢慢地了解到，他的名字叫“顾城”，那顶帽，是为了避
免尘世污染了他的思想。曾几何时，我的脑海里多了他的诗
萦绕耳畔，波光明灭里依然如旧：“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这时，有人把手指竖在唇边：嘘——世界一下子静了。哦，
我似乎懂了些什么，又好像什么也还不大清楚。黑夜，眼睛、



光明那新奇的组合，看似相悖的转折，却蕴含着令人难以置
信的合理性。他将心中那些倏忽而至的想法与色彩转化为飘
忽、绚丽的诗句，童话般明媚，还带着些许忧伤。文革后的
顾城双眼被“黑夜”所欺骗、所熏染，但在黑暗之中，他的
意志并未抹灭：“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我想涂去一切不幸，
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
光明”。他用自己儿童的理想改造着成人世界。诗里的孩童
形象如清新的风，敲击着成人世界的污尘。他在用稚气的理
想拯救天地，他的那种冲破世俗的力量象征着他寻找光明寻
找生命与真理，也象征着这一代人。

但希望的力量难免带来对世界的失落与痛诉。“黑夜像山谷，
白昼像峰巅。睡吧！合上双眼，世界就与我无关。”此刻的
顾城，想必是绝望，他渴望孩童的光亮能帮他唤醒黑暗腐朽
的世界，感受是撕心裂肺的创痛，是一种日积月累的沉淀，
他对世界的信心一点点地摧毁、碾碎。

黑是光的坟墓，吞噬着光明的眼睛，在黑夜看不见甜甜的红
太阳，即便这样顾城还是保存着一点点的希冀。“太阳会回
来的，我会变得淡薄，最后幻入蔚蓝的永恒。”想到这，并
不到感到顾城的孤独，他用自己异于常人的思维和笔墨构筑
着一座属于自己乌托邦，他用诗人的敏感审视着这个世界，
透过他头上的厨师帽，他分开了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我仿
佛能够隔着两个不同的世界与他对视，如诗中所说“变得淡
薄，幻入蔚蓝的永恒”。用诗去回想，用诗去寻找，用诗启
发这一代人觉醒于黑暗，使一代人产生更强烈的寻找光明的
愿望与毅力。

“人时已尽，人世很长，我在中间应当休息。”兴许，顾城
也累了——他是个在黑夜与白昼之间徘徊的人，他在黄昏之
前醒着，又在黄昏之后睡去。他黑色的`眼睛一直在光明里张
开。

终于，我知道了死亡的无能，它像一声哨，那么短暂。1993



年10月8日顾城的妻子死于顾城的利斧之下。妻子死去了，顾
城也自杀了。很多人不解，认为诗人都是愤青，也有人质疑
所谓安徒生的继承人，这还是那个凄美的童话吗？在我看来，
他或许是找到了他最好的归宿，人时已尽，“中间”便是黄
昏，是灵魂清醒的时刻，不用在白天黑夜之间挣扎，和他的
爱人一起永远——在那个停留在黄昏的世界。

天暗了，夕阳沉入了天边的尽头，上一刻的满天绚丽宛如被
风吹散，轻描谈写间烟消云散。看不清了白纸上的黑字。他
的轮廓渐渐由清晰转变得隐隐绰绰，轻轻念出――昏黄之时。
人影，重叠在一起。

视界氤氲，彼方为谁，谁为彼方。

他消失了，我用敬慕的眼神目送，

顾城读后感篇八

初次接触顾城的诗是因为那首“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
用它寻找光明。”后来，“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你看我时
很远/你看云时很近”也让我印象中的顾城多了一份浪漫气息。
但直到我真正看完了他的诗集后，我才对他有了更全面的认
识。

从他诗中我能够感受到他丰富而温柔的内心。他的诗就像是
一个孤单而又笨拙的小孩。不论是《野草》中略带寂寞的无
名小花，又或是《远和近》中因为感情而苍凉的心思，还是
《结束》中悲壮的被上帝藏进浓雾的砍残的月亮，都看得到
他如同晶石般在不断低吟，呐喊的心。

这本新的诗集带给我的是另一个顾城，一个写着古体诗和寓
言叙事诗的顾城。他的不少古体诗会让人惊讶，才高凌天庭，
狂歌万世行。自嫌天地小，却到山海空。词若清泉酒，命如
黄花消。尘世葬千回，诗魂总轻飘。字里行间透着一股子同



李白一般的飘逸与洒脱。写朦胧诗后，古体诗变得少了，也
依然断断续续地写着，味道却和他晚期的现代诗一样，有一
种澄清的悟性。诗集中后半部的寓言诗写得十分生动，想象
丰富又鞭辟入里。

顾城认为诗是理想之树上闪耀的雨滴，他要用心中的纯银，
铸一把钥匙，去开启天国的门，去表现纯净的美。他在用稚
气的理想拯救天地，他要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
的眼睛/都习惯光明。悲凉又崇高，崇高又圣洁。一语洞悉了
大世界的斑驳，用孩子般的梦想诉说这一切大概比成人的呐
喊更具震撼。

北岛呼喊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时，顾城却在执著的画着笨拙的自由，他让小河快乐，让长
满淡淡的茸毛的丘陵相爱。他没有诅咒黑暗，而是把自由和
光明搬进诗中，就像一场暴风雨后，一切都十分平静，世间
甚至没有一星半点的尘埃飘动，受了洗礼般变得干净，心也
不染风尘。在物欲横流的人寰世界里，会出现一个十分无辜
的小孩，便是顾城。我很长一段时光无法理解顾城最终杀妻
后又自尽的行为，我父亲说正是顾城到末了也没有看透人情
与世故，才没有舒婷一样的超然与恬淡。此刻想来顾城大概
是看透了的，但最终也无法理解和妥协。正是看透了，所以
黑暗更加黑暗，正是因为与生俱来的高洁才更加憎恶丑恶吧，
终究是无法容忍了，于是有了精神分裂的结局。

可是无论最后结果怎样，从顾城的诗中却始终都能感受到他
清澈、纯净的心，裹这一种与生俱来，对心灵上的光明的憧
憬。尘世纷杂，便多给自我留一席清净之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