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文道常识读后感(优秀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
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为大
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梁文道常识读后感篇一

近来才读梁文道先生的作品，从《常识》到《我读》，再到
《味道》，深深为他的文笔、逻辑所折服。

梁先生肚子里定是储藏了无穷尽的知识，要不怎么会在写文
章时信手拈来，通古博今、学贯中西，记得读《味道》第一
篇的时候，看文章思路由简单的吃跳跃到希腊民主政治传统，
跳入动物界就餐顺序，笔峰一转，又马上跳回当下，这种转
换一点儿违和感都没有。倘若换做自己来写，估计又要变成
干巴巴的讨论，拿不出例子来支撑论点，大概读者读起来兴
趣全无。但愿以后阅读过程中，能够多留意留意这种例证方
法，好歹也显得文采斐然点儿。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梁先生表达论点时不偏不倚，站在中立的
立场去表达观点，这和读马家辉的作品时体会完全不同。读
马家辉作品时，总觉得他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香港人的.傲慢
和对内地人的嘲讽，虽说同胞优缺点，可是站在那个角度点
评，谁读起来都会觉得不舒服吧。可是，梁先生的作品没有
这种港式精英傲慢感，大概这才是真正的精英。()我记得中
间有一篇说，香港人被英国殖民统治那么久，居然没有学会
英国人的低调绅士，结合前一段时间的新闻报道，这种评论
放在当下仍不为过。这也是需要学的一个技巧，切不可摆出
高高在上的姿势，修养应该是让别人觉得舒服自在。



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又犯了老毛病，读得太快，没有记完整的
摘抄。以后再如此读法，定要打爪子。

慢下来，慢下来，细细品味。

梁文道常识读后感篇二

梁文道味道读后感

近来才读梁文道先生的作品，从《常识》到《我读》，再到
《味道》，深深为他的文笔、逻辑所折服。

梁先生肚子里定是储藏了无穷尽的知识，要不怎么会在写文
章时信手拈来，通古博今、学贯中西，记得读《味道》第一
篇的时候，看文章思路由简单的吃跳跃到希腊民主政治传统，
跳入动物界就餐顺序，笔峰一转，又马上跳回当下，这种转
换一点儿违和感都没有。倘若换做自己来写，估计又要变成
干巴巴的.讨论，拿不出例子来支撑论点，大概读者读起来兴
趣全无。但愿以后阅读过程中，能够多留意留意这种例证方
法，好歹也显得文采斐然点儿。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梁先生表达论点时不偏不倚，站在中立的
立场去表达观点，这和读马家辉的作品时体会完全不同。读
马家辉作品时，总觉得他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香港人的傲慢
和对内地人的嘲讽，虽说同胞优缺点，可是站在那个角度点
评，谁读起来都会觉得不舒服吧。可是，梁先生的作品没有
这种港式精英傲慢感，大概这才是真正的精英。()我记得中
间有一篇说，香港人被英国殖民统治那么久，居然没有学会
英国人的低调绅士，结合前一段时间的新闻报道，这种评论
放在当下仍不为过。这也是需要学的一个技巧，切不可摆出
高高在上的姿势，修养应该是让别人觉得舒服自在。

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又犯了老毛病，读得太快，没有记完整的
摘抄。以后再如此读法，定要打爪子。



慢下来，慢下来，细细品味。

我还要读梁先生的作品，大爱他的风范。

梁文道常识读后感篇三

梁文道常识读后感

很庆幸，当我读完《常识》一书时，我可以肯定地说，并不
是。至少，还有这样一个人，即便身处世界大局中，依然可
以犀利地看到一切的本质，他就是梁文道。

时评，顾名思义，是对于时代现象的评论，它很容易让人联
想到那些生命短暂的报刊，好像过了这段时期，时评就显得
落后而毫无价值了。

真的是这样么？就拿《常识》中的一篇《城管死于抽象的市
容概念》一文做例，在我们都对于全国各地城管的野蛮执法
口诛笔伐时，梁文道却用短短几百字犀利地点中了这一现象
的根源―抽象的市容概念。说白了，就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
义的碰擦，当我们一心一意打造现代化大都市，当我们的政
府下大力整治那些所谓的“非法小贩”时，理想主义蒙蔽了
他们的眼睛，让他们不管不顾现实中市民的心态：如果有一
个地方的商品能更便宜，我为什么不去买呢？事实上，我们
的领导将人看成了那些城市规划图上冷冰冰的.模型，他们遗
忘了人性的需要，生活的需要。

让我们再想一想，这种理想主义真的只体现在这一个方面吗？
其实不然，小到那些随口一说的承诺，大到某个领导的信誓
旦旦的发展计划，()哪一个不是可笑的理想主义的产物？为
什么中国每年的gdp增速让全世界都羡慕不已却至今无法摘去
发展中国家的帽子？我们在高速的发展中越来越忽视现实的
重要性，我们躺在理想主义的摇篮里，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现在，你还认为时评没有长久的意义吗？时评和那些文学名
着一样，都充满了对于时代的反思。所不同的是，时评以更
现实的角度，更贴近生活的现象，更凝练的文字来揭示和批
驳当世的种种问题，也许时评中的事件是时效性的，但其中
蕴涵的思想决不会过时。

当我们生活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中，你需要一本《常识》这样
的书来擦亮你浑浊的眼睛，没埋没的思想，让你能身在局中
却仍旧清醒。

梁文道常识读后感篇四

书名曰《常识》，正如梁氏自言：“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
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是因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
时代。”

对人的绝对尊重是我们的常识底线

“比起许多同行同道，我的环境比较宽松，我的信息来源比
较多元，我冒的险比较小，我怕的事也比较少。”

“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老
是重复出现。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
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
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
是种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
江山不幸诗家幸。”

时评作者叫聂以真，这个人太逗了，前一阵子看他写过的文
章，在大陆肯定发不了。他是一个经济学家，他讲共产党作
为一个组织来看它的成本效益怎么样。他说世界上原来最大
规模的组织宗教不算就是共产党，他有八千万人，这八千万
人花了多少钱？能够做到多少事。算一下得出的结论，世界
上成本效益最低的一个组织。这就是经济学家，这种东西我



们不会做，我们不懂也没这么想过，但是他就会这么搞。香
港是一直有这个传统，文人论证的传统，后来经济学家论证
的传统。你当然就会受他的影响看他们的东西，很好玩。

我特别喜欢张-五-常老师的文章，文笔又好，娓娓道来。

两次短期出家，真剃头，但是头也不用太怎么剃，换一个袈
裟过那种沙弥的生活，在寺院呆九天十天。因为我学南传佛
教所谓小乘，他们这些国家泰国、缅甸很习惯年轻人都去当
几天和尚，很常见的。

主持人：我觉得这也是对日常生活的一个算是难得的醒察的
机会。

梁文道：很舒服的，你想想看在那个状态底下，没有电脑，
不能发电邮，没有手机，还不准说话，要静语，不能看书，
不看电视不看报，停止跟外间世界一切联系全断了，就清清
静静，早上四点多就起床，一天到晚去坐禅过午不食，吃饭
吃的特别少。你很干净很舒服，我很向往那种生活其实，真
的生活很好很好。

为人的评价：

他会双手给路人递名片

哪怕成名之后，他第一次致电给人还会自我介绍：“你好，
我姓梁，我叫梁文道。”有人夸他，他听完总是说“想不到
我写的这点东西都会有人看，真感谢你”。梁文道在见面会
上给十几岁的小朋友们名片，也都一一双手递过。

他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

《开卷8分钟》片尾处，梁文道说完就走，那种潇洒自信和戛
然而止绝尘而去的感觉为粉丝津津乐道，彷佛一个好电影的



结局。他自己说，这不是表演，节目都完了还坐在那里假装
看书才是表演。

他坚持观点但没有戾气

他永远很认真

据说梁文道每日睡五六个小时，有时候3天才睡10小时，所以
才有办法做节目、开讲座、办免费杂志、写专栏，现在又出
书，他对每件事都很认真。但最讨人喜欢的，还是他很认真
和你说话、很认真听你讲话的感觉。

他懂得等待

他是个明白人

知道和明白是两个境界。资深电视人王巍说：“中国公共知
道分子和文化名人就五个明白人，王朔、陈丹青、长平、梁
文道和80后韩寒。他们既不偏狭阴险，也不注水膨胀，在这
个注定没有伟人和大师的年代，他们都是红太阳”。

他的语言直白

他熟练地掌握了与大众交流的技巧，不会故做晦涩，精英知
识分子的专业用语到了他的嘴里就成了直白通俗的大众化语
言，偏偏他关注的重点又是与公共生活、公共空间密切相关
的问题，注定与公众有太多的相遇机会。

梁文道常识读后感篇五

《常识》这本书，可以说是一本时事评论集，但它却更像是
一本充满智慧的提醒世人一些什么的书。大家读了之后会有
那些感受呢?下面就跟本站小编来看看常识梁文道著读后感



吧!

其实，读完梁文道的《常识》已经有一段时日了，我有些读
后感的习惯，但这次，却迟迟不能下笔，主要的原因是自己
的知识浅薄，见识颇少，很多社会时事都没有很好的掌握，
所以在阅读的过程中，很难有自己的见解，从而来发觉了自
己在这些方面缺乏，有些惭愧。但，今天，还是想写点什么，
说是浅读，那自然也给自己留了后路，写的东西也是泛泛。

认识梁文道是在锵锵三人行，一个戴着黑色边框眼镜的睿智
男人，这是我对他的影响，后来，因为moss经常提起，并表
示对他的欣赏，我也在网络上对他的进行了了解，梁文道，
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从事多种工作，属于自由职业者，而
我更愿意把他看成一个时事评论者，很多关注他的朋友告诉
我，说，对于梁文道，总是带有一种挑剔的眼光，觉得他颇
为自大，对大陆事情的发言颇有隔阂，当然我不否认，长期
居住香港，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对难理解我们大陆发生的
事，而且看问题的眼光也有所不同。但，在看了他所写的
《常识》之后，我倒觉得，梁文道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或
者说是强烈的在场感。

梁文道所说的“常识”当然不是我们广泛意义上的“常识”
那么简单，还只是以谦虚的说法，来论一些当今社会所发生
的时事政治问题。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若觉可怪，是因
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这话颇有几分讽刺，这个时
代常识并不绝少，只是人们的认识角度有所改变，把本为常
识的问题看成了更为复杂或者不知所谓的问题，常识其实是
很启蒙的东西，但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缺少的正是这种理
性地看待事物的方式和眼光，或者索性说是头脑。

20xx年在我们身边发生了许多事，国际上的，国家的，还有
个人的，比如奥运火炬，家乐福，范跑跑事件，毒奶粉事件，
等等，梁文道在书中一一作了个人的评论。这些不管是涉及
到那个层面上的，其实在我们的思想层面上来说，都是常识



性的问题，不断的提及，是希望我们每个人有所坚持，坚持
自己的观点。梁文道的这本书，其实写得并不十分深奥，他
所评论的都是当下最热门的一些事件，也可以说是普罗大众
都在关注的问题，他在文中是纯粹的就事论事，当然有些看
法也未必一定是每个人心中所想，算是一家之言。但还是十
分喜欢他的表述方式，用开阔的眼光看世界，是很值得效仿
的。我记得以前在博文中写道过，较大陆的谈话类节目，我
更喜欢看港台的，一方面他们的言论自由程度高于我们，敢
说一些我们想说而不能说的话，再者，就是生活在香港中国
台湾的评论人受到的教育和接受的信息，以及看待事物的态
度和我们有所不同，这也是作为我们，从另一个视角来看世
界，和问题，有人说，梁文道有着亦正亦邪的剑客形象，这
个说法很风趣，但看起来也有些意思。

梁文道，我始终认为他是一个睿智的评论者，充满智慧，有
趣，幽默，很难说，他的文采有多好，可他也并没有说自己
是一个作家，写他自己所认为的事情和观点，又不是小说家，
要笔下生花，文采华彰，所以看常识是对自己看待事物的一
个提示，也是学习的一个过程，从中的收获不小，可谓是受
益匪浅。

《常识》这本书，可以说是一本时事评论集，但它却更像是
一本充满智慧的提醒世人一些什么的书。名为“常识”，但
看了之后，发现用“常识”命名真是匹配，虽说是常识，但
却是隐藏在事实真相背后不为大众所关心所反省到的层次，
也就可以直接说是真相，是令人深思的真相，本来普通的知
识、常理。在此，我对敢于说出背后真相的梁文道先生表示
敬意，同时也对我自己被某些世事迷惑而感到羞愧。

梁文道先生谈了许多现在看来是颇为敏感的话题，就例
如“日本问题”和“网络信息问题”。“日本”问题可以说
是非常让当今中国人异常敏感的话题：当今时代，反日本的
激进分子的数目呈现有增无减的趋势，在他们看来，日本犯
下的罪行是不可原谅的，不把日本置于死地就不罢休。就像



当时无聊人士疯传于qq群的反日宣传的邮件一样，把日本人
民说得个个都充满了邪恶。他们没有弄明白历史是什么和自
己所要反对的对象是什么，所以他们就盲目激进，盲目地反
对日本。其实，历史是可以记得但不能记恨的东西。我认为
历史上种种人类无知所犯下的罪行，我们可以记住，可以了
解背景了解精神层次的东西，但我们不可以把历史上别人犯
下的罪行发展成为对他们国家一切的仇恨。

我曾听说过一个极其反对日本的人，他生活中凡是一切有出
于日本的东西他都不碰，他说他活得极快乐，因为周身处处
都可见到中国制造。而我觉得他其实活得很痛苦，历史的日
本是曾犯下滔天罪行的，现在的日本也不消停，我们依然会
记得，看清楚。但是日本国家的科学技术却是有很多东西是
值得称赞的，就像日本的电视机，日本的小汽车，日本的动
漫等等。这些东西还是要批判的吸收好。

说到底是他们没有弄清楚反对的对象，我们要反对的是罪恶
而不是日本，就是梁文道先生讲的“不是反日本，而是反罪
恶”一样，罪恶才是人类犯下罪行的根源，根源不除，世界
永远不清净。所以说这不是“中日问题”，而是“反罪恶”
的问题了，这是必须搞清楚的，只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
看问题才不会肤浅，才会越接近事物的本质。

现在有不少人在反对韩国，原因在于韩国“意淫”了中国的
文化，把孔子呀之类的历史名人经过一系列看似仔细实质荒
唐的调查后纳入自己门下，令有些人深恶痛绝，因而仇视韩
国的人之类的。其实韩国政府和媒体就算再搞多一些这样的
荒唐事出来，但如果我们中国人不注重自己的文化修养，也
许有一天会变成那样。但是总会有人去揭穿骗局的，表明真
相的，会有像梁文道先生一样的人，毕竟中国历史悠久，人
口众多，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国家。在这，我们也并不是要反
对韩国，而是反对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犯下的文化罪恶。

梁文道先生的《常识》真的令我感悟很多，鉴于我的文笔拙



劣，在这里就不一一写出，同时也希望大家都去看看这本书，
了解了解世上事实的种种真相，因为这也是常识!

书名曰《常识》，正如梁氏自言：“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
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是因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
时代。”

对人的绝对尊重是我们的常识底线

“比起许多同行同道，我的环境比较宽松，我的信息来源比
较多元，我冒的险比较小，我怕的事也比较少。”

“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老
是重复出现。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
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
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
是种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
江山不幸诗家幸。”

时评作者叫聂以真，这个人太逗了，前一阵子看他写过的文
章，在大陆肯定发不了。他是一个经济学家，他讲共产党作
为一个组织来看它的成本效益怎么样。他说世界上原来最大
规模的组织宗教不算就是共产党，他有八千万人，这八千万
人花了多少钱?能够做到多少事。算一下得出的结论，世界上
成本效益最低的一个组织。这就是经济学家，这种东西我们
不会做，我们不懂也没这么想过，但是他就会这么搞。香港
是一直有这个传统，文人论证的传统，后来经济学家论证的
传统。你当然就会受他的影响看他们的东西，很好玩。

我特别喜欢张-五-常老师的文章，文笔又好，娓娓道来。

两次短期出家，真剃头，但是头也不用太怎么剃，换一个袈
裟过那种沙弥的生活，在寺院呆九天十天。因为我学南传佛
教所谓小乘，他们这些国家泰国、缅甸很习惯年轻人都去当



几天和尚，很常见的。

主持人：我觉得这也是对日常生活的一个算是难得的醒察的
机会。

梁文道：很舒服的，你想想看在那个状态底下，没有电脑，
不能发电邮，没有手机，还不准说话，要静语，不能看书，
不看电视不看报，停止跟外间世界一切联系全断了，就清清
静静，早上四点多就起床，一天到晚去坐禅过午不食，吃饭
吃的特别少。你很干净很舒服，我很向往那种生活其实，真
的生活很好很好。

为人的评价：

他会双手给路人递名片

哪怕成名之后，他第一次致电给人还会自我介绍：“你好，
我姓梁，我叫梁文道。”有人夸他，他听完总是说“想不到
我写的这点东西都会有人看，真感谢你”。梁文道在见面会
上给十几岁的小朋友们名片，也都一一双手递过。

他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

《开卷8分钟》片尾处，梁文道说完就走，那种潇洒自信和戛
然而止绝尘而去的感觉为粉丝津津乐道，彷佛一个好电影的
结局。他自己说，这不是表演，节目都完了还坐在那里假装
看书才是表演。

他坚持观点但没有戾气

他永远很认真

据说梁文道每日睡五六个小时，有时候3天才睡10小时，所以
才有办法做节目、开讲座、办免费杂志、写专栏，现在又出



书，他对每件事都很认真。但最讨人喜欢的，还是他很认真
和你说话、很认真听你讲话的感觉。

他懂得等待

他是个明白人

知道和明白是两个境界。资深电视人王巍说：“中国公共知
道分子和文化名人就五个明白人，王朔、陈丹青、长平、梁
文道和80后韩寒。他们既不偏狭阴险，也不注水膨胀，在这
个注定没有伟人和大师的年代，他们都是红太阳”。

他的语言直白

他熟练地掌握了与大众交流的技巧，不会故做晦涩，精英知
识分子的专业用语到了他的嘴里就成了直白通俗的大众化语
言，偏偏他关注的重点又是与公共生活、公共空间密切相关
的问题，注定与公众有太多的相遇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