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灵魂的巢读后感出自哪(精选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
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
家能够喜欢!

灵魂的巢读后感出自哪篇一

我很喜欢《星光下的灵魂》这个书名，弥漫着一种浓浓的淡
然闲适和超脱的感觉。毕淑敏老师说过，可以提高人智慧的
两种方法，一是思考自己的人生意义，二是仰望星空，以明
人类的渺小，那么在星空下仰视自己的灵魂，应该会更具有
一种清澈空洞。

星光是我儿时就很喜欢的风景，夏夜躺在自家的院子里，透
过爬满葡萄藤的架子仰望天空，总可以看到那一颗颗如钻的
星星布满蓝丝绒般的夜空，那时候总会在想，天空到底有多
大，能藏下那么多星星，而星星又总是那么多，数也数不清
的感觉。有时候发现几颗特别亮的星星，就会急着喊爸爸妈
妈来看，分享发现的愉悦。

看了毕淑敏老师的书以后，我审视自己，身处这个急功近利
的社会，我们的步履越来越匆匆，做事情的节奏越来越急，
心态越来越急，越来越不平和，自己的所思所想和内心深处
真正的需求在这急匆匆的节奏中根本得不到正视。而同时在
急切的节奏中，我们也渐渐忘记了如何如身边的人沟通，宁
愿自己玩手机玩ipad也不和身边的人交流，宁愿看电子书去
消费那些网络快餐也不愿意静下心来细细品读一本真正意义
上的书，宁愿看电视也不陪孩子去玩去做游戏。

为了让家人让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物质上有更好的享受，
我们平时总是忙着工作，忙着奔波，却忘记了家人和孩子需



要的不是纯物质，作为人，更需要的是我们的陪伴和交流，
让家人住在一幢空空如也的200平米的房子里，没有人陪着吃
饭，没有人陪着说话，吃着山珍海味又有什么意义呢？而即
使没有200平米的房子，一家人能围着桌子吃晚饭，聊聊工作
和学校里发生的事情，那种温暖和快乐又岂是前者可以比拟
的？所以在这个物欲化的着急的社会里，要找到自己的内心，
一定要先慢下来，而毕淑敏老师说，慢这个字，造字者多么
聪明，是竖心旁，说明“慢”这件事，并不只是来自动作，
首先源自内心。

所以当我们从内心发出要把节奏慢下来的.需求，那么我们的
生活也会得到慢慢的改变，希望我能在慢下来的节奏里找回
当时那个仰望星空的孩子，让自己的生活成为成活，而不仅
是生存。

灵魂的巢读后感出自哪篇二

《星光下的灵魂》文字风格，细腻温暖，把深刻的道理缓缓
地讲出来，如水在心上流过，洗去烦恼与不快;又像和风吹过，
凉凉透透里带走了我们的烦忧。

假期时间读了毕淑敏老师的一本新的散文。

我们首先来聊一聊作者毕淑敏。

对于毕淑敏这位作家估计您一定很陌生，那么电视剧《红处
方》、《血玲珑》您一定不陌生吧，原著就是她。

毕淑敏真正取得全国性声誉是在短篇小说《预约死亡》发表
后，这篇作品被誉为是“新体验小说”的代表作，它以作者
在临终关怀医院的亲历为素材，对面对死亡的当事者及其身
边人的内心进行了探索，十分精彩。



建议您有时间的时候买来看一看获得另一种人生体验。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当代作家，我喜欢她的经历，她的职
业。

她曾在海拔5000于米的西藏高原阿里当兵，在苍茫的高原上，
她亲眼看到一些年轻人为了祖国的安全富强而永远长眠在冰
层中的悲壮。

得过面瘫，考过博士，当过医生，现在是一位心理学医生和
作家。

我更敬佩她没有被生活打败不断随着生活收获着。

王蒙老师这样评价她：她还是那么样的正常、善良，即使是
写小说也没有忘记他的医生治病救人的宗旨普度众生的宏远，
苦口婆心的耐性，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心，她有
一种把对人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方集道德文学
科学与一体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

现在我们来聊聊这本书，比起她的小说，这本散文是不好抓
到重点的，还是偏向心理学。

定力不佳或许看不进去呢，若不是常看她的书定会觉得洋洋
洒洒其实不然，她的的笔触很细腻流畅与。

这本书也是一样，这里有她作为心理医生治愈病人的感触，
这里有旅游时的随笔，还有心理学名家的理解与思考。

如果您想拜读这本书我建议您看“美”“爱”“快感”“苦
难”这四章。

我喜欢““苦难”里面女乒们在高原上用黄连做的一个试验。

(具体的过程请您亲自去书中寻觅吧。)生活如黄连般苦，可



它竟是治病的良药，多么矛盾的事实，可是生活就是这样当
它给你一味苦药的时候既定治好你的痛，看来苦能治痛。

毕老师告诉我们世间苦有千万种，千万不要碾碎再细细品味，
撇帚自珍地长久回味。

这个社会有太多的人，习惯珍藏苦难，甚至以此自傲自虐。

这种对苦难的持久迷恋和品尝会毒化你的感官，会损伤你对
美好生活的精细体察，还会让你其实没有经历过苦难的人，
这些就是苦难的副作用。

我还就真是那种把黄连细细碾碎慢慢回味的自虐患者，并且
以此自居，还作为一种人生经历而骄傲着这么多年，想想真
的不该但毕竟我年轻有炫耀的就不错了如今了解这道题定会
努力改正。

“美”的开篇即“相由心生”，我同意!好似琳琳姐每次夸我
漂亮的时候都会捎带着一句因为恋爱了。

无论男女谁不想美丽呢谁不爱美丽呢?!以貌取人在当今这个
社会还是很普遍的，脸还是重要的呢!好声音火起来噱头还不
是不看脸了。

怎么来都是脸。

可美也分为很多种，我们这种天生不美的脸就得靠笑容来补
充了。

可是有些人也靠着假笑改变了容颜，比如《喜洋洋和灰太狼》
一集中，大家看到美羊羊的笑容如花开，于是懒羊羊看到好
处于是努力练习，结果用途却是吓跑灰太狼……多夹生的事
情。



若还纠结于自己的脸，那么请你再看黄渤、王宝强两位同志，
不言而喻了吧!

这书带给我的都睡正能量，那么请你看看吧，不吃亏。

《星光下的灵魂》，是毕淑敏在前三年多的时间里未出版散
文的集合体。

包含了11次灵魂拷问、44篇心灵美文、30个答读者问，披露
了她内心深处对放下、大我、苦难、坚守、幸福等的感悟，
是关注现实的“心灵拷问”，是“五载冷寂的沉思，演绎全
新的力作”。

读了这本书，就会发现，毕淑敏以职业医生的敏感，对现在
中国人的心理危机——人格分裂，作了详尽的描述：中国人
现在最大的心理危机是分裂。

说的和想的不一样，说的和做的不一样，当着人和背地里不
一样……到处弥漫着一种急功近利的喧嚣氛围。

那么，我们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究竟应该如何是好?她告诉
了读者答案：“我们尊重生命的真实过程，也深知世界比想
象的脆弱。

有光明，有温暖，也有黑暗和冷酷，但人生还是有希望的。

希望不是建立在没有成长、不谙世事者一厢情愿的‘阳光’
上，而是历尽沧桑之后的坚守，是心的一往无前。”很明显，
她所阐述的是一种理想主义，正如张爱玲所说的：“因为懂
得，所以慈悲。”

毕淑敏，还从自己亲身经历过心理诊断的真实案例为出发点，
衍生成文，来揭示什么是幸福。



毕淑敏指出，现代人竞争激烈，灵魂找不到归属，虽然住上
了大房子，但是灵魂的居所里，心灵却越来越疲劳。

她认为：真正的幸福是一种内心感受，人们的幸福感和物质
有一定的关联，人不可脱离环境妄谈幸福，但是当人们丰衣
足食之后，再继续增加物质的供给，幸福感并不能相应地成
比例增加，它们之间的曲线发生了分离，说到底，幸福是灵
魂的成就，而不是金钱的功劳。

作为医生，毕淑敏在医院里见多了生与死，自然对生与死的
灵魂拷问，是深刻的。

她毫不避讳地大声告诉我们：人生不过是到此一游。

死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做的一件事，人手一份，谁也剥夺不了。

但犯不上在没有听到死亡发令枪击响之前，就踉踉跄跄地抢
跑，迫不及待扑到这一程的终点。

灵魂区别于心灵之处，正所谓“灵魂出窍”。

身体是个笨小孩，灵魂是个淘小孩。

两个小孩如果不能和谐相处，就会惹出麻烦。

在序言里，毕淑敏还讲述了一段在西藏阿里夜观星空的旧事，
“在藏北，仰望辽阔星空的经历，在我一生中打下了一个基
点。当时有一种震撼，甚至有一种微微的恐惧，能反视到我
们的个体是多么渺小、短暂。”书名定为“星光下的灵魂”，
就有灵魂是心灵的另一种姿态的意味。

《星光下的灵魂》文字风格，细腻温暖，把深刻的道理缓缓
地讲出来，如水在心上流过，洗去烦恼与不快;又像和风吹过，
凉凉透透里带走了我们的'烦忧。



真正的坚守,是没有人给予你任何承诺的,流逝的只是岁月,孑
存的只是信念.一种苍凉中的无望守候,维系意志的只有心的
一往无前.

在很多的看似是真理的真理的里面,爱情多半的不成立的,所
以这是们最难的必修课.大概是我还是蔽塞的人,所以这样的
句子,老让我想起爱情.当然也会让我想起心理学吧,虽然没有
这句话这样苍凉,但是也是一直坚守.

不要把黄连掰碎,不要让它丝丝入扣地嵌入我们的生活.

这句话是真的让我想明白了很久没想通的一个问题,所以一下
就共鸣了.虽然有些事情,现在还没办法坦然的放下,却也明白
了这么长时间以来的痛苦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我把这件事情
揉得太碎,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想,所以把它嵌入了我的生活,完
全的嵌入了.一杯加了磨碎的黄连的葡萄糖,浓度再高,也没办
法消除那样的苦味.

所以我再消除负面的情绪,再积极乐观的生活,还是消除不完
那样丝丝入扣的痛苦.它曾经占据了我全部的生活,甚至让我
不能正常的生活.我终于明白了,只是现在还需要找到消除苦
味的办法,提高葡萄糖的浓度已经不是解决的办法了.

毕阿姨的书,都是这样教会我道理的书,不管的花冠病毒那样
的小说,还是这本算是散文的书,都是在教会我道理.所以永远
都是真爱.虽然还是看了很久才把这本书看完,但是因为很多
内容是我明白的,就没有摘抄句子了,所以只有2句话是很受教
的.

《星光下的灵魂》读后感4

有读过一些毕淑敏的著作，也一直满喜欢她的。

而这次她的新书《星光下的灵魂(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11



月)，让我感受到了她关怀的精力已触及到了人的灵魂深处，
把人世间的各种世俗烦乐，世间的奇闻异事也看的很通透。

很喜欢书的封面，好像是西藏的阿里天空的颜色，看似宁静
却复杂多变，而书的风格也神秘而柔和。

上网查了一下，原来这本《星光下的灵魂》，集合了毕淑敏
近些年来未出版的所有散文。

让人感触深刻的是序言记录的那一段西藏阿里的旧事。

她仰望360度的天空，并心生感叹，也正好点题。

而在她的叙事中，不经意间，你就会发现，那躲闪不及的灵
魂撞击，从而找到灵魂的归宿。

这些耐人寻味的故事往往都是周边人的映射，也照射出我们
人类内心的真实案例。

毕淑敏指出，现在人的在激烈的竞争中，往往找不到灵魂的
归属，虽然就像大房子，但灵魂的居所却住着疲惫的心灵。

她认为中国人现在最大的心里危机是分裂。

“中国是全世界最需要心理医生的地方。”

她直言说，中国人说的，想的，做的，都不一样，在人的面
前和背地里也不一样，到处弥漫着喧嚣的氛围。

长期后就形成了分裂。

而分裂是非常耗人心灵能量的一个过程，医学称为“精神分
裂症”。

我也觉得她说的真的很对，所以，挽救中国人的心理危机势



在必行也必须马上执行。

毕淑敏那细腻、优美的文笔让人深有感触，而且书中有些很
经典的句子，字体还加了粗，便于品味。

她是在用心写这本书。

也许，在我们读她的书时，也在抚慰我们那颗躁动的心吧!

灵魂的巢读后感出自哪篇三

在忙碌的工作后，看到《星光下的灵魂》这本书时，不知道
为什么，烦躁的心竟一下子安静了许多。书的封面是浩瀚的
夜空，璀璨的繁星，引人入胜的书名，让我想到康德的那句：
“仰望星空和探寻内心，是最令人感动和敬畏的时刻。”

自由、苦难、坚守、幸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悟。在书里，
毕淑敏老师像一个身边的老友，用优雅细腻的文字，让我们
分享了她独特的经历和感受，就像一股透着力量的涓涓细流，
直入心扉，从喧嚣的浮躁中回归自我，感受星空下的渺小。

书中《人心的喜马拉雅山》描述了浮躁的社会心态。凡事都
讲求快节奏、赶速度，一栋栋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但人对自
然的索取却越来越多，人与人之间却越来越冷漠。毕淑敏说：
“凡是自然的东西，都是缓慢的；那些急骤发生的变化，大
多都是灾难，比如飓风和暴雨，比如山崩地裂加上海
啸……”在当今社会，很多人都为了“目标”忙碌奔波，急
功近利，把自己逼得紧张兮兮，没有一个喘息的机会，身心
俱疲，迷失自我。从书中我们感悟到要学会“放下”，遵循
自然规律，在忙碌中放慢脚步看看周围的风景，学会坦然接
受事物发展过程的漫长和曲折，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品杯清茶，
远离邮件，让自己休息一下。只有聆听心灵自由的声音，才
能明白自己真正需要什么，获得内心的安宁。



对于幸福的含义，毕淑敏指出，现代人房子越住越大，车子
越换越靓，生活越来越好，但灵魂的居所却住着疲劳的心灵，
感觉不到幸福在何处。我认同书中所说“人们的幸福感和物
质有一定的关联，但真正的幸福更多是一种内心感受。”幸
福是灵魂的成就，而不是金钱的功劳。很细微的事情也能蕴
含着让你快乐的源泉，很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幸福的种子。
生活中不缺幸福，缺少的是发现幸福的心态。“我们越是看
到人性的幽暗之处，越应在关系的寒冷中寻找温暖，在残酷
中争取柔和。爱自己的妻子、丈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爱生活，爱树木花草和整个人类，爱我们
这颗美丽而脆弱的星球……不贪婪，不懒惰，不攀比，不虚
荣。”关注身边的幸福，就会少一些抱怨，多一些理解；少
一些冷漠，多一些互相帮助。换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换一
种积极心态去感受幸福，人才会变得快乐美丽，社会才会和
谐安定美好。在探索新型城市化发展的道路上，更需要这样
的氛围激励我们勇往直前。

人类之渺小短暂到不可言说……”《星光下的灵魂》正是让
我们的心灵作了一次旅行，洗涤喧嚣，让脚步慢下来，在星
光下多一些宁静，多一份感动，回归到自我，少一些躁动。

毕淑敏被誉为“文学的白衣天使”，读此书获益良多，但更
愿用她的一段话来共勉：“从来没有设想过一本书或是一句
话，就可以改变别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掌控的只有自己。
”

灵魂的巢读后感出自哪篇四

一个人在在物质上可以贫困，而在精神上必须是富有，这样
的灵魂生活才会是有意义的开始。

读完这本书，有很多感触。灵魂的行走只有一个目标，就是
寻找上帝。灵魂之所以只能独行，是因为每一个人只有自己
寻找，才能找到他的上帝。通过别人，就永远都不可能寻找



到你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上帝，也就是说所有你希望的事情，
希望的东西只有你自己完成好，找寻到才算真正有意义。成
为一个高贵的灵魂就必须自己一个人孜孜不倦的行走在人生
的旅途上，顾名思义就是“灵魂只能独行”。

每个人都是一个秘密，所谓知己，仅仅是在你难过或开心是
懂得听你倾吐分享的一种人，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或者幸
福或者悲伤都在于自己，一切一切都取决于自己的思想。有
时候，人的灵魂只有在极孤独的时候才能真正的思考，才能
在情感上得到升华。

有些人许多时候都在和孤独作斗争，大多的都认为孤独给我
们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却不知道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之间开
始学会在孤独的时候学会领悟。有时候，渐渐的学会习惯孤
独也未尝不是一种好事。

在这个现在大多以物质为重的社会中，许多人开始迷失，他
们被欲望蒙蔽住了双眼，往往认为只有过上物质生活才能够
快乐，于是，内心生活被人们开始渐渐的遗忘，但这被人们
摒弃的内心生活确实比物质生活所要重要的多的多。

面对死亡，能够做到坦然面对的，真真的是少之又少。时常
思考一下死亡，你才能更加坦然的面对周围的一切，你才能
更加乐观积极地活在当下。死亡和太阳一样不可直视。但是，
就算是你掉头不去看它，你仍然感觉的到它的存在，感觉的
到它正步步像我们正在逼近，同时也在一直把它的可怕阴影
投罩在我们现在每一寸还存在这的美好的光阴上面。在许多
你渴望做到的事情上，不能只做到渴望，完成它，不应该在
死亡的时候将它连同后悔一起逝去。

每个人都应该记住“灵魂只能独行，只能以信仰和孤独为伴，
而我们则应该学会在品味孤独，并在孤独中提升灵魂的高度。
”



灵魂的巢读后感出自哪篇五

今天在下午茶阅读时间里读的书目是周国平先生的《灵魂只
能独行》，本来读过之初觉得实在道不同难以接受，但仔细
思考过之后，却又觉得这不过是又一次被大家之言照见了自
己浅薄的见识。毕竟只是因为观念不同，便无法置身客观角
度去看待不同的见解，有些过于不成熟的情绪化了。

但说回来，一时片刻的我恐怕也暂时不会继续阅读这本书了，
至少在我能更客观平静的对待它之前。接着来说说我对周先
生提到的，比较受他肯定的一些理念的不同看法。

周先生以史铁生作例，说到关于智慧是天分，而并非是由于
某些特殊经历造就。这一点我还是比较认同的，智慧从来与
境遇无关，你需要学习知识，接收信息，但智慧无从习得。
智慧只是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上，需要我们每个人通过不同的
手段去激发出来，让它在我们的身上得以显现。

不过周先生关于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关系，我便不太认同了。
周先生认为灵魂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肉体只是
先天的由神制定的对于人的限制。由此先生进行了一系列的
关于灵魂、智慧与信仰的探讨。

可惜对于怀有一个开放而又包容的信仰的我来说，我在真正
的找寻到自己的信仰之后，反而认识到灵魂虽然确实很重要，
但肉体也绝不意味着禁锢、束缚，或者说是来自神的“限
制”。恰恰相反，肉体乃是灵魂的凭依，是我们的灵魂得以
与这世间产生联系的桥梁，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现实当中通过
种种经历获得体验、认知自我的最大倚仗。

或许有不少人会说肉体是灵魂的牵绊乃至负累，肉体遭遇的
苦难可以拖垮一个最坚强的人的灵魂。但事实上，灵魂或许
可以在肉体上反映伤害，可伤害是无法通过肉体去折磨灵魂
的.。所有能够真正伤害到灵魂的折磨必是来自同样无形的存



在，那或者是自己对于自身的厌弃，或是来自旁人的评判，
或是来自社会的所有人为创造的所谓规则。它们没有一样是
拥有实体可以直接通过摧残我们的肉体来伤害我们的灵魂的，
可在一些人身上、一些环境当中，它们却是威力巨大的。

在我看到的不过40页的随笔当中，我还看到了周先生用了不
少段落去描述的关于“素食主义的伦理”。这也是我一直都
不太能接受和认可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我的身边就有
这样受所谓的不杀生的素食主义的影响，而全然不顾自身的
承受能力与需求的去进行食素实践的人。

所以说到底，许多事情若只是全然出乎于自身，从利己或者
是利人（指代整个人类群体）的角度去看，那么自然只能得
出我们想要看到的结论，可若跳脱出去，就会发现这种结论
是多么的狭隘。

正如我一直较为推崇的观念所言——当我知道的越多，我才
越发现自己的无知。不记出处，但与君共勉。

希望我们都能让自身的智慧显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