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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精神家园读后感(通用7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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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柳林风声第五章重返家园读后感篇一

最近读了王小波的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其中大部分是
和别人“对着干”的文章，用通俗易懂的话讲——他是个愤
青。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我也是个愤世嫉俗的主，因此，
与他产生很多的共鸣。

王小波1997年去世，在1992-1997这五年间，他写了很多有名
的杂文，这本书将它们都囊括其中，所幸离我们生活的这个
年代并不很远，除了他为“250块在中关村买到一个8mb的内
存条”感到兴奋不已之外，大部分生活情景和环境，都可以
轻而易举地对应到我现在的生活，并由己及人地联想。

愤怒之作我读过不少，可能正是人以群分之故。这些作品或
油腔滑调、或热血喷涌、或彻头彻尾的偏激之论，总而言之，
没有人做到王小波这样，可以延伸出一个严肃的社会问
题——可见知识在文章中的重要性。他学过逻辑学，懂英文，
明白一点概率论和社会学，这些知识帮助他分析问题，生成
高一个层次的判断，虽然不能说完全、绝对客观，但有了学
术理论的支持，就是理性得多。

王小波承认自己文章“格调不高”，我则认为这是一种自谦
的说法。情绪不分等，忧伤、愤怒、高兴等等，统统可以成
文。而每种情绪却分层次，譬如愤怒，我曾写了一篇《有关



应试教育》的文章，痛陈中国应试教育之劣，我拿它去比较
王小波的文章，只能说我看到什么便说出什么，指着对方的
鼻子骂，这不巧妙，也难得深刻，就连高中退学的韩寒也比
不过。而王小波，一个“知识愤青”，不仅能够从社会和人
文的角度分析问题的成因，而且能够反过身来提出一点解决
意见，换而言之，他不仅知道“为什么”，而且知道“怎么
办”。他的骂便是深层次的骂，连着对方老祖宗也骂，语毕
还能微笑着劝人改造自己的基因，以免遗祸后代，这种狠毒
当然比一般人有力度得多。他看问题不仅有深度，而且有宽
度，而我们的可悲在于，总是久久矫情地纠缠在一个点上。
谁能说他“格调低”？热血固然是重要的，但内涵更重要。

初中尚未念完，我当然不敢妄称自己有知识，然而这并不意
味着某支愤怒的笔将失去书写的权利，谁都有否定过去的过
程。王小波和王朔都嘲笑年轻时候的自己，就连钱钟书都说
四十年前的自己有一个“不甚朴素的人生观”。如果问题久
久压抑，我一定不是积郁，而是将它们呈于纸上。经历了成
长这个必然的过程，我或许会站在一个高一些的位置上，用
入流的方式重新诠释入流的愤怒。

柳林风声第五章重返家园读后感篇二

读了《美丽中国我的中国梦》这本书，我知道了人类对大自
然的破坏非常大。比如说泥石流、地震、火灾、海啸等等。
它们虽然都是自然现象，可是这些可怕的自然现象都是人类
破坏环境造成的。

以前湛蓝的天空现在已经变得乌黑乌黑的了；以前清新的空
气现在已经变得臭气熏天了；以前葱郁美丽的小山坡现在变
的一座垃圾山了。因为人类破坏环境小鸟变少了，大叔变少
了，河流不再清澈了，小鱼也没了。你们别以为随地扔一个
垃圾袋没事儿。其实一个垃圾袋埋在土里要几百年、几千年、
甚至几万年才能被分解。虽然科技越来越发达了，这环境污
染却更严重了。我们不能因为科技的进步而毁了我们的环境。



地球只有一个，人类的家园也只有一个。

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地球不能让地球妈妈哭泣。我们要从小事
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从爱护身边的.环境做起，一起保护
我们美丽的家园。

柳林风声第五章重返家园读后感篇三

和小说不同，觉得杂文更显示了作者贴身的思想，更适合描
绘一个立体的作家形象。读完此书可以感受到小波与同时代
人们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

最大的不同是真实。不以道德观束缚自己，看重自身的体验，
他是一个灵气的通路尚未被切断的人，无论是主动或被动。

其次是勇敢，敢于面对真实的人性，也敢说真话。如果身后
的读者不开化不理解，他极容易被扣上各种帽子。许多读者
都把他“有趣”的原则奉为圭臬，殊不知在有趣前面，还
有“智慧”和“性爱”两件大事。

还有幽默。和搞笑不同，幽默是一种随性而发的方式，它完
全融于日常的对话里，严肃的人甚至会觉得作者无意间讲了
一句观念相反的话。

这三点无论是写作还做人，都尤为珍贵，所以小波独具魅力。

以前看作者头像样子粗糙，加上文字少用修辞，老以为他是
一个半路出家，有点文字天分的老流氓，看书的过程中去查
了查作者简介，才知道他可算作那个时代标准的知识分子。
本科人大，留学硕士，与博士妻子一起环游世界，回国后先
后在人大，北大教书，后弃教师从写作。这金光灿灿的简历
放现在也毫不逊色。

还有当看到他讲电影《霸王别姬》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和他



所在的年代接上了，原来他也没我想象的遥远，就活跃在90
年代。

柳林风声第五章重返家园读后感篇四

再次对王小波感兴趣在一次公司旅行活动中，由于没带书所
以找同事借书看，同事带了一本杂文和一本王小波的《我的
精神家园》，然后再次提起了那句流行语“男不可不读王小
波，女不可不读周国平”，他说他是第二次读王小波这本书
了。于是我借了王小波的书开始读起来，发现越读越来劲。
《我的精神家园》杂文类的文章比他的小说好看多了，书中
他也提到说，有读者给他打电话叫他别写小说了，应该写杂
文，因为他的小说不够正经。看来不止我一个读者这么觉得。
我之所以觉得《我的精神家园》好看，是因为作者的杂文写
了很多关于生活现象或者一些观点的看法，很多地方我觉得
挺认同挺有启发的。而且他在讨论观点的时候，运用正推反
推、举例说明等形式，字里行间有趣且深刻，应该是有受理
科生的影响吧，很多地方引用伟大哲学家罗素的话，对问题
进行逻辑解读，让人看得津津有味。

书中有一章写他为什么要写作的问题。众所周知，水往低处
流、苹果往地上掉的自然现象，事情总是遵循着本来该有的
方向发展，这当然是合理的，所以大多数人做选择时往往会
选择容易发展的那个方向去靠。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人会逆着
方向做选择，例如他举得例子，明知道登山是又危险又没什
么实际好处的一件事，总有人要冒险去征服高山；像在美国
有些人冒着被联邦调查局调查的风险支摊卖托洛茨基、格瓦
拉、毛主席等人的书；就像他自己本是一名理科生，在他自
己看来当时他写的东西一点也不热门，不但挣不了钱有时还
倒贴一些，但是他为什么还要选择写作。类似这些现象他有
趣地比喻成水往山上流、苹果飞上天的现象。他表示理解这
些人的选择，这些人的选择没办法解释，毕竟如果所有人都
是顺流而下，最后总会在低洼的地方汇集，拥挤一起。他还
举了个例子，他认识的一位教授的女儿放着哈佛大学人类学



系奖学金不要，自费去一般大学的法律专业，后来法律挣钱
比人类学家挣得多，这是舍小利而趋大势，受小害而避大害。
这章内容说的问题能让我反思到生活中，在做选择时有时候
需要逆向思维，因为人本能是趋利避害的，随大流是容易的，
逆向思维确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突然觉得和投资上很像，
顺势而为、物极必反。当然逆向思维是否正确还得看一个人
的能力和眼光。

书中还有一章写有关贫穷的问题。书中提到国外有位研究发
展的学者说：贫穷是一种生活方式。意思就是说穷人不单缺
钱，就算给他钱了也富不起来。“生活方式像一个曲折漫长
的故事，或者像一座使人迷失的迷宫。很不幸的是，任何一
种负面的生活都能产生很多乱七八糟的细节，使它变得蛮有
趣的。人就在这种趣味中沉沦下去，从根本上忘记了这种生
活需要改进。用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这些细节加在一起就
叫作’文化’。”“萧伯纳的《英国佬的另一个岛》里，有
一位年轻人这么说他的穷父亲：一辈子都在弄他的那片土、
那只猪，结果自己变成了一片土、一只猪。”书中的这些话
挺有启示作用的。就像《穷爸爸富爸爸》这本书说的类似，
穷人为钱工作，富人让钱为自己工作。所以一个人的思维方
式真的很重要，曾有人说“读书无用论“，读书的实际用处
是在于开拓人的思维。

其实最近写公众号，我也在思考为什么我要写公众号？比如
为什么选择去学习跳舞？在有些人看来好像都是吃力不讨好，
没什么实际用处，一不能带来钱财，二费钱费时费力。而自
己为什么还要去做呢？下次再写写原因吧。

柳林风声第五章重返家园读后感篇五

我读完[美丽中国美好家园]这本书，我对书中的每一个故事、
每一个知识点、的一百个小事我都有深刻的认识。看完这本
书，我总结了几项保护环境的建议：



1、少开汽车；

2、少砍树要多植树；

3、不要烧垃圾、麦秆、树木等；

4、节约用水用电；

5、过低碳生活，少用塑料袋，提倡用环保袋；

6、废电池、废品还可以回收再利用；

7、不要捕杀动物；

8、不要排污水；

9、制止随意攀折花木等破坏行为。

如果人人都能做到以上几点，地球妈妈就不会那么辛苦了。
地球妈妈是我们的家，我们应该好好的保护她，可却有人对
地球妈妈伸出毒手伤害动物、花花草草，烧垃圾、排污水一
点也不珍惜地球上的资源。

《美丽中国》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故事叫我在意的是水，故事
说的是：有一个人家的主人叫欧美美，欧美美老是找不到保
姆，公司里的保姆们早闻欧美美的事迹比如说：家里没有一
次性塑料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水杯。空调没有，折扇倒有3
把。在这个家干活看起来容易，其实很麻烦，洗菜、洗米水
要收集起来浇花、冲厕所用保姆都说欧美美太抠了，不想去
她家工作。后来，大家才知道，欧美美不抠门，她只想节约
用水。在全球有很多很多地方，他们缺少水源、缺少食物，
而我们，我们却在浪费食物、浪费水源。我们没喝完的水，
就直接倒掉了；洗完手之后，没拧紧阀门就走了；洗菜、洗
米的水也随手倒掉了；我们没吃完的食物，也干脆不吃了一



年下来，被我们浪费的饭菜，却足足够两亿多人一年的口粮
了。其实环保活动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光盘行动、远离白
色污染等等。

其实，我们只要爱护环境、保护环境，才会给我们、给动物
创造一个美好的家园。

柳林风声第五章重返家园读后感篇六

?我的精神家园》一书话题大多涉及文化状态与知识分子命运。
有人曾这样说过:“《我的精神家园》是一个充满睿智的诗意
的世界，一个自由思想家的精神家园，是使人忧伤的幽
默。”读完全书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知识分子的不幸这
一部分内容。我从中得到了这样一个感悟：不断地学习和追
求，这可是人生在世最有趣的事。

书中写道：“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答案就是“知识
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是的，社会环境对一个人的
成长成才是十分重要的。毋庸置疑，好的社会环境更有利于
一个人实现理想和目标。同时，我认为虽然社会环境对一个
人的成长成才是十分重要，但并不起绝对作用。我坚信个人
的努力是一个人走向成功之路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一个人
只有不断地学习和追求，才能不断提升自身能力，才能活得
更有价值。不断地学习和追求，这可是人生在世最有趣的事。

我们大多平庸而不自知，或者只是软弱的去承受，他却对平
庸的生活有一种狂怒，发誓要从上面飞腾过去并且用他的一
生去努力这样做了;我们大多趋利避害或只是沉默以对，他却
逆流而上，选择严肃写作，而且直言不讳，视批评文化、社
会、艺术为自己的责任;我们大多呆板或以肉麻当有趣，要么
惟恐自己不"贫"、不"痞"，他却在智慧和爱中创造出了一种
了不起的有趣，而且显示了智慧和爱中本应具有但却被我们
遗忘了很久的一种属性，那就是高贵;我们大多具有一种狡猾
的聪明，他的聪明却是建立在科学的自由、平等和诚实的基



础上，"真理坚硬无比"，我觉得这种聪明很可爱，也很必要。
所有的所有，也许我们心存向往而自己却做不到。

在现实社会中，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我们往往会摔跟斗。
但是，命运就在我们的手中。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要掌握自
己的命运，就要不断地学习和追求，使自己的各方面能力不
断得到提高，从而找到自己的成功之路。

其实，不断地学习和追求，这可是人生在世最有趣的事。

柳林风声第五章重返家园读后感篇七

祖国是我们的家园，我们应该好好的'保护它，可是有一些人
类却不爱护我们的美好家园，大面积砍伐森林、捕杀藏羚羊、
矿山无节制开发、大规模高消耗、低利用率的工业生产，废
气、废渣的无控制排放、水资源被大量浪费等现象。

我想对那些不爱护我们美好家园的人们提出几点建议:1.节约
用水，循环使用水资源；2.少开汽车，减少尾气排放；3.不
乱砍伐森林；4.不捕杀藏羚羊；5.不往江河湖海扔垃圾与垃
圾袋；6.不向江河湖海排放污水；7.有节制开采矿山；8.使
用节能灯、节能冰箱、节能洗衣机。

人类啊，觉醒吧，再这样下去，再美好的家园也会被破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