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守望的距离摘抄及感悟(汇总5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感悟，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那么心得感悟该怎么写？想
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感
悟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守望的距离摘抄及感悟篇一

我比较喜欢看周国平先生的散文。第一次看他的文章，是因
为他的一本书的书名吸引了我——《守望的距离》，买了下
来。之后，就开始有意识的找他的书看。

《妞妞——一个父亲的扎记》，也是在这种意识下买的。周
先生一般都是写散文，但是发现他写的'一本小说（但是又不
能说它是小说，因为它是真实的。它记载了一个孩子的命
运），好奇心下就买了下来。

看到一半，我就不想看了，因为愤怒。但是作为一个读者，
我还是把它看下去了，因为我关心妞妞（虽然我这种关心已
经不合时了，此时的妞妞已经离开了）。合上书的那一瞬间，
我仿佛看到了妞妞，她在微笑，她在天堂，过得很好。

妞妞的不幸，是所有父母心中的痛！每一对父母，她们都有
一个“妞妞”。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妞妞”幸福，快乐。如果
“妞妞”受苦，那是一千倍苦，加在父母身上。

守望的距离摘抄及感悟篇二

我也希望自己成为自己人生的守望者，守望着自己的人生。
人生就像一盘棋，走错了一步就会悔悟终生。但与棋唯一不
一样的是：棋可以悔或重下一盘，可人生不能重来。所以，
我们要认真下这盘棋。



我要做一个幸福的守望者守望着我拥有的东西，守望着我的
理想，守望着我的朋友，守望这世间美好的一切，守望幸福。

周国平先生的话总让人似有所悟，我感叹他笑谈人生的超然。
他在困难过后并不像人们那般呻吟，而是敢于面对人生的问
题，笑谈生死。

读《守望的距离》让我知道了“人必然人格上的独立自主，
不能攀援在社会建筑和他人身上。”在的现实生活中“每个
人都是一个宇宙，都应该有一个自足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
安全的场所，其中珍藏着你最珍贵的宝物，任何灾祸都不能
侵犯它。”一个人如果拥有了精神家园，那他就拥有了整个
宇宙！

守望的距离摘抄及感悟篇三

我比较喜欢看周国平先生的散文。第一次看他的文章，是因
为他的一本书的书名吸引了我――《守望的距离》，买了下
来。之后，就开始有意识的找他的书看。

《妞妞――一个父亲的扎记》，也是在这种意识下买的。周
先生一般都是写散文，但是发现他写的一本小说，好奇心下
就买了下来。

看到一半，我就不想看了，因为愤怒。但是作为一个读者，
我还是把它看下去了，因为我关心妞妞。合上书的那一瞬间，
我仿佛看到了妞妞，她在微笑，她在天堂，过得很好。

妞妞的不幸，是所有父母心中的痛！每一对父母，她们都有
一个“妞妞”。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妞妞”幸福，快乐。如果
“妞妞”受苦，那是一千倍苦，加在父母身上。



守望的距离摘抄及感悟篇四

现在的自己，感觉很虚。的确，来到大学以来，感觉没什么
心情去看课外书，这份感觉很奇怪。黄庭坚说：“一日不读
书，则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这句话更深让我羞愧。“徜
徉书海，快乐分享”，这种感觉很淡很淡了。可是，一次，
在书店不经意间就看到一本有着清香淡雅感觉的散文集，配
着一个蛮有诗意的名字——《守望的距离》。之前对作者、
对内容从未了解的我，随手翻了一下就被它深深吸引，于是，
我选择了它，也开始了对哲学的别样领悟的旅程。

《守望的距离》刚映入我眼帘时，看这五个字就挺好的，有
守望就有期待，在现实和梦想之间找到自己的差距。翻看目
录，那一篇篇文章的标题就引人入胜。“未经省察的人生没
有价值”、“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宇宙”、“生命的烦恼和创
造的欢欣”、“闲适：享受生命本身”。在很多言辞的背后
闪烁着周国平一个哲学家的特有智慧和对人生的思考。

书里的散文不同于当下流行的美文、文化散文，也不同于余
秋雨类的散文。作者周国平教授首先是一位哲学家，其次才
是作家。他从一段段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平常小事，深化到探
索人生之谜、追索生活价值和意义。文章很耐读，有种说不
清淡淡的冷眼观之感，但始终掩饰不住作者心中对生命的挚
爱之情。读过后与其说有一份感动，倒不如说是对生命灵性
的深切感悟。

“守望者”的职责是与时代适当的距离，守护人生的那些永
恒的价值，了解和关心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走向。而“距
离”两字更耐人寻味，平时我们所说的距离不过只是身体上
的距离，心灵上的距离，而作者想来是他在估量生命体相互
召唤的空间与时间的宽度。

细细咀嚼，蓦然发现在物资化的今天，这种我们曾经拥有的
心境在不经意中逐渐地掩埋了。书中有许多作者对人生的思



考，诸如生与死，爱与孤独、执著与超脱、苦难与幸福等等。
事实上，这种问题是每一个热爱人生但又难免遭遇挫折的人
都会面临的。也许，人生的意义纷繁复杂，并不是我们能够
说的清楚的，但是于万点丛中静觅一份安宁，在浮沉里静享
一份了悟，也不失为一种人生智慧。

作者的确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这位北大哲学系出身的学者，
以他特有的独思带领我们走进了人生哲学，就如他所
说：“我的所想所感大多涉及人生，而许多人对于人生也是
有所想有所感的，一旦因我的文字而触发了自己的所想所感，
便会感觉一种共鸣的快乐。”的确，这种对人生无法言说的
共鸣，让我心生敬畏，忍不住去探寻生命的秘密，揭示人生
的哲理。

深深的喜欢上了作者那富含哲理的箴言，让人似有所悟，感
叹于他对人生百态的超然及真切情感的再现，精辟的哲理，
让人流连忘返。他或许并不像某些文人那般执着于名声，对
名誉有着内心的淡然。他或许在经历苦难后并不像某些人那
般苦苦呻吟，对痛苦有着人生的超脱与了悟。他敢于面对人
生的问题，一路思索，找到自己认为的答案。他勇于笑谈生
死，看透失去与拥有，他喜欢宁静的写作，并不孤单寂寞，
因为他了解沉默的价值，寂寞的意义。

文字是感觉的保险柜，他在寻求自己的生命体证中记录人生
普遍意义的真理，带给我们的是另一番觉悟。人最可贵的品
质就是当他在看透人生的诸多不可能及无趣后仍能毫无保留
的爱它，不去埋怨，而更懂得珍惜与感恩。也许，人生的本
质或意义是什么，本身就是不重要的，而真正重要的是我们
怎样看待人生所会遭遇到的一切可能性。它会教我们怎样去
解决一份实际问题，而非是苦思冥想一份巨大的虚无。有时，
我们要承认精神的力量，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样我们才
能为自己的内心找到一处栖息地安放自己的灵魂。

文字只是一种形式，写作仅是一种姿态，而我们能够从这形



式中稍稍领悟到一点本质的东西，从这姿态中渐渐发觉出一
点意义的所在，那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从周国平的文章中，
有着对世态的讥讽，有着真情实感的流露，更有着劝慰来人
的悟语。从中我看到了一位智者的沉思，一位长者的感悟，
找到了一份力量去面对凡尘的一切琐事。

人生终究是美的，不管这其中夹杂着多少零乱不堪的东西，
探究生活的实质，人生的意义也毕竟是太过庞大的系统，也
许我们解不了那么多的人生之谜，看不透那么多的红尘世事，
但终究，我们都是会成长的，而成长也必然充斥着那些难以
言说的痛苦抑或甜蜜的回忆。从中了悟一份真谛，得一份智
慧，然后始终平和而从容的走下去，一直到结束也不会害怕，
这就是一份完美的世俗人生。

很多事都不重要，我们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只是还未
能了悟，还始终看不透，道不明，我们念念不忘，我们苦苦
追寻，到最后也只能留下一份了然于心，却始终无法诉之以
口，言之以文，但周国平做到了，他说了我们经历过却说不
出的悟，他写下了我们领悟到却言不明的理，他看到了我们
或许现在还无法感受到的禅思，所以他是人生的智者，命运
的代言。智者不是能够不经历苦难，而是即使很苦也能抛却
眼前虚迷的疼痛，看到别人未曾发现的真切，直面人生，笑
谈命运，找到支撑，所以他比别人更坚强。

读周国平会让人的思想变得清澈，对生活的理解变得轻松。
他的文章都很美，既有深厚的哲理，又让人易懂，有着看过
后让人必须去思考的魔力，静心想想，总有那么一两句在我
的潜意识中定居。

读他的文章，我读得了“亲情似的爱情”；读得了“家是永
远的岸”；读得了“教育需要回到常识”；也因此走近
了“尼采”，与一个巨人进行了一场心灵的对话。这位睿智
博学的作者，不知不觉的，带着对人生、哲学的温情理解融
入了我的生活，让我无意间也对世界改观着看待！



守望的距离摘抄及感悟篇五

周国平的书大多充满人生的智慧和哲学的魅力。《守望的距
离》一书也不例外。他在书中谈生活、谈人生境界。他认为
一个人不能把自己的一切都投入在现实的利益世界中，在其
中随波逐流。人也应该在现实世界中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
他告诫人们，不要让琐屑的生活淹没自己，不要失去自己，
尤其是不要失去精神家园，一个人拥有了精神家园，他就拥
有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周国平喜欢对死亡进行探讨，死亡与人生意义在某种方面紧
密相连。人固有一死，因此在对待名利方面，他进行了感
叹“我们短暂的生命过于拥挤，我们把太多的光阴抛洒在繁
忙的工场和喧闹的市场。”

周国平的这本书充满睿智和哲理的隽永内涵，充满魅力的格
言和诗语，这些都深深触动了我，让我不禁思考自我的境遇，
思考我的人生，思考自己的灵魂。

学会用审美的目光看问题。审美并不仅仅止于欣赏自然或艺
术，而是以一种更开阔的眼光看世界的人生态度。相信只要
用审美的眼光看世界，生活就会变得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