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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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
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
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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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捷克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代表
作。 第一次读它的时候，居然深感不安和迷惑――那是一部
意象繁复的作品，里行间闪烁着许多“不解之辞”――我的
理解力居然很难渡过它艰深晦涩的语意之河。这是一部难于
读懂的书!

怀着自我挑战的心理，今年暑假又认认真真地把它重读了一
遍。重读此书，却给了我完全不同的感受――好像我从来就
未曾读过一样!那是一座感性与理性纵横交织起来的神秘幽深
的城堡，看似简单的爱情故事，蕴含着丰富的哲理思辨，闪
烁着耀眼的思想的光芒。作者用讥讽幽默而冷静的笔调，剖
开人类生命的外衣， 探索灵魂的秘密，揭开人性深处隐秘的
真相，展示了社会动荡和命运沉浮的人生图景，揭露了人
类“媚俗”的天性。读罢掩卷，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幅现
代主义的三维立体图画：破败的城市、游行的人群、缠绵的
肉体、忧伤的眼神……这一切杂乱地交织重叠成灰色的梦境，



而这一切梦境的背后，则隐约可见无比温馨静谧的遥远的山
村图景，那里斜阳暖暖，牧歌悠然。

这的确是一部值得反复读的作品。它就像一株枝繁叶茂的大
树，以我浅陋的理解和愚拙的笔触，如果勉强能触摸到它的
三两片辉煌的树叶，也算很侥幸的了!

情节发生在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时期为时代背景，发生
的“布拉格之春”事件，“两千宣言”，不同侧面描绘出捷
克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特蕾莎属于生命之重人物，她对爱
情的忠贞与信念，对丈夫的宽容和忍受，在幸福之中充盈着
忧虑，不断考验着丈夫是否依然爱着她，在生命之重压力之
下，蕴藏着无尽的悲哀和孤独，将精神寄托于卡列宁(一条
狗)。 萨比娜是具有强烈的背叛现实、争强好胜、富有激情
生命之轻人物。 谈谈个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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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捷克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代表
作。 第一次读它的时候，居然深感不安和迷惑――那是一部
意象繁复的作品，里行间闪烁着许多“不解之辞”――我的
理解力居然很难渡过它艰深晦涩的语意之河。这是一部难于
读懂的书!

怀着自我挑战的心理，今年暑假又认认真真地把它重读了一
遍。重读此书，却给了我完全不同的感受――好像我从来就
未曾读过一样!那是一座感性与理性纵横交织起来的神秘幽深
的城堡，看似简单的爱情故事，蕴含着丰富的哲理思辨，闪
烁着耀眼的思想的光芒。作者用讥讽幽默而冷静的笔调，剖
开人类生命的外衣， 探索灵魂的秘密，揭开人性深处隐秘的
真相，展示了社会动荡和命运沉浮的人生图景，揭露了人
类“媚俗”的天性。读罢掩卷，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幅现
代主义的三维立体图画：破败的城市、游行的人群、缠绵的
肉体、忧伤的眼神……这一切杂乱地交织重叠成灰色的梦境，



而这一切梦境的背后，则隐约可见无比温馨静谧的遥远的山
村图景，那里斜阳暖暖，牧歌悠然。

这的确是一部值得反复读的作品。它就像一株枝繁叶茂的大
树，以我浅陋的理解和愚拙的笔触，如果勉强能触摸到它的
三两片辉煌的树叶，也算很侥幸的了!

情节发生在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时期为时代背景，发生
的“布拉格之春”事件，“两千宣言”，不同侧面描绘出捷
克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特蕾莎属于生命之重人物，她对爱
情的忠贞与信念，对丈夫的宽容和忍受，在幸福之中充盈着
忧虑，不断考验着丈夫是否依然爱着她，在生命之重压力之
下，蕴藏着无尽的悲哀和孤独，将精神寄托于卡列宁(一条
狗)。 萨比娜是具有强烈的背叛现实、争强好胜、富有激情
生命之轻人物。 谈谈个人理解。

人们常常感叹的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作家反过来说，这
就进入了深层：人生就是履行责任背负重担，人人都有不能
承受的生命之重。“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
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
实在。”;而当我们不去背负重担的时候，这种没有任何责任
和负担的轻松就是生命的空虚和空白了。作为人，这种轻松
当然就是比沉重更不能承受的。“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
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
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
义。”多少名人也都说过类似的话：人最不能忍受的就是空
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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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所以重，所以轻，所以有了轻重的抉择。当你被生活的
重担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也许你想拥有的只不过是片刻的
安宁，一份能让生命重拾轻松自在的安宁，而当你能够没有
任何牵挂任何束缚地活着的时候，此时的你大概最想拥有的



是那份被人需要被人依赖着的存在感和负重感了吧!

因此，生命，孰重孰轻，实难掂量。然而，这就意味着我们
只能被迫地接受命运给我们的一切吗?诚然，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命运始终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本书，作者米兰·昆德拉主要
从男女性爱这一另类新奇的角度对生命的意义以及生命存在
的方式进行“浅入深出”的哲学性思考。虽然作者在这本书
里始终是围绕着生命的轻重抉择去叙述，去牵引情节的发展，
但直至书的最后，作者都没有明确地告诉读者，该择轻或择
重，相反地，作者极力通过书中人物的所言所行引领读者去
思考，去探索，去寻找属于每一个读者自己心中的答案。这
也正是这本书的可贵之处。

“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它们压到
地上。但在历史的爱情诗中，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体
的重量。

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
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

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
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
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

这几句话，是被人们奉为经典看待的，同时，它也是整本书
唯一一处对“轻与重”这一对立面进行的直观的两者关联性
的阐述。生命，往往轻重相伴，然而，很多时候，人往往是
在生命的负担下更真切而有意义的活着。相反地。生命之轻，
因为太轻，轻得不能承受，而总让我们感觉到无处不在的缺
失感和空虚感，这反而让我们容易迷失自我，走向毁灭。读
完这本书是在一个阳光慵懒的午后，合上书，看着透过洁净
的玻璃窗飞跃在书本封面的光斑，我似乎听到里特蕾莎懒懒



的笑声和步入老年的托马斯对特蕾莎说话时的温柔语气，书
的最后一章《卡列宁的微笑》在我脑海一直盘旋，久久未去。

我想，我已经找到里属于自己心中的答案。是“重”，是生
命之重，给了我们每一个生命存在的理由，它让我们在承受
的同时，也让我们学会了什么是爱什么是信任什么是奉献，
让我们得以享受生命所带来的精彩和动容。

想起了，很多年前，赵薇唱的一首歌，叫《拨浪鼓》。里面
有这么一句歌词“这就是爸爸所说的甜蜜的负担”。是的，
有些负担，虽重，有时甚至会重得让你难以承受，但正是
这“重”，让我们有了活着的理由。

是对子女的责任之重，才让父母不辞辛苦努力工作挣钱养家;
是对父母的感恩之重，才使我们的奋斗有了更明确的目标和
更大的动力;是对爱人的疼惜之重，才使我们不自觉地去关心
彼此照顾彼此;是对朋友的信任之重，才让我们交付彼此真心
坦诚相照……是的，生命需要重，需要一种叫“甜蜜的负
担”让我们更真实地体会生命本身的意义，更坚定地去面对
生命里所以可能出现的破碎和残缺，更真心地对待每一个因
为来之不易的缘分而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人。

选择生命之重，让我们走得更坚定，更远……

那天坐车路过钟楼，车如往常一样，堵得有些厉害，只能一
步步往前挪。

从斑驳的车窗望去，地下通道口几个稍上年纪的妇人，两个
坐在小凳子上，襙着手，半抬着头，表情木然，用空洞的眼
神看着来来往往、匆匆而过的行人，脚边放置的几叠报纸在
风里摇曳不止;一个矮胖、头发蓬乱的妇人站着，手里拿着报
纸地图类的东西不停地扭转着身体，用微乎其微的希望与失
望不停交替的眼神看着路人。站台上约十多个四十岁左右的
妇女穿着不合体的工作服拿着铁锹张望着车的方向。



八九十年代常见的飞鸽还是凤凰牌的加重自行车旁站着各自
的主人，车头上用木板或硬纸板笨拙的写着：木工、土工、
水工等。这些中年男人相互攀谈着，不时用余光注意着来往
的路人，透着他们的希望。我听不到声音，就像看一场二十
世纪初的默剧，虽然嘈杂喧闹，却没有故事情节、主角配角。
不知道为什么，那画面不时回绕于脑中，心就一下子沉静下
来。

“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倒
在地上。但在历代的爱情诗中，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
体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
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
在。

米兰·昆德拉在他充满哲理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的开篇第二小节中就抛给读者一个同样沉重的问题，这样赤
裸裸的诘问顿时让我无处可逃。在我看来，米兰·昆德拉所
写的世界不是构建于生活之上，而是来自生命本身的诘问。
而此刻，在这个由作者构建的纯粹的世界，我可以任由我的
灵魂从这繁密物质世界里抽离，剥开尘世的一件件外衣，去
感受体验这里纯粹的爱与痛，苦于泪，轻与重。

“人生的悲剧总可以用沉重来比喻。人常说重担落在我们的
肩上。我们肩负着这个重担，承受得起或是承受不起。我们
与之反抗，不是输就是赢。可说到底萨比娜身上发生过什么
事?什么也没发生。她离开了一个男人，因为她想离开他。在
那之后，他有没有再追她?有没有试图报复?没有。她的悲剧
不是因为重，而是在于轻。压倒她的不是重，而是不能承受
的生命之轻。”

“压倒她的不是重，而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句话深
深地刺痛着我的趋于麻木的心。我清楚地看到，曾经的那么
多日日夜夜的迷茫与麻木，痛苦和孤独，绝望和无助，不是
因为生命中的负担，而是因为灵魂缺少生命中本应承受的重，



使得灵魂太轻，身体太重，身体与灵魂无法完美的融合，无
法真正的全身心的去感知生命，享受生命。

灵魂的缺憾，在这个纯粹的世界里，在那些纯粹的体验中，
通过反复的参照与提醒，回顾与反思，遗忘或回忆，得到了
修复与补充。

我想说的是：这儿天很蓝，阳光灿烂，都睁不大眼睛，坐在
地上闻到浓郁的青草味道，有只小小蜘蛛正沿着我的手指往
上爬，旁边树上有清晰脆耳的鸟叫声，风徐徐走过，几多未
谢的无名紫色花儿。这里美好一片。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读后感篇二

上帝死后，尼采告诉人们，万物都处在循环中。宇宙也罢，
人类史也罢，其运行轨道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圈。以前发
生过的事情会重复发生。被法国人誉为英雄罗伯斯庇尔，会
一次次登上历史舞台，将法国一次次置于白色恐怖之下。

但是这个罗伯斯庇尔不是我们所了解的那个英雄罗伯斯庇尔。
后者在历史上只有一次，前者则反复出现。因此此处的罗伯
斯庇尔是一个独裁、白色恐怖的概念。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罗
伯斯庇尔，不管他以前杀过多少人，正因历史终将过去，他
的恶行会被遗忘。可如果我们只能看到这个独一无二的罗伯
斯庇尔，而忽略了概念上的永劫复归的罗伯斯庇尔，那么他
永远会在残杀无数民众之后被原谅。就像拿破仑、希特勒、
斯大林都只有一个。

历史是直线户外和圆周户外的个性的统一。人类史和人的一
生都是沿线性轨道向前的，发生过的所有的事件，无论其好
坏，都只有一次，因此没有什么好怕的。历史和人生都轻如
鸿毛。一次就是没有，只有一次的生命就是从来没有存在过。
于是很多人就在这条不能回头的轨道上选取轻的生活，融入



主流，加入媚俗的大军。还有人却总是要在其中找寻更多的
价值和好处，他们思考、挣扎、反抗，他们渴望自己能做的
更好，担负起自己的职责，即使为此他们要选取重，选取一
次次痛苦的轮回，选取永劫复归。那么永劫复归的存在不在
于它是否存在，而在于我们是否看得到，是否做出复归的选
取。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昆德拉对于“永劫复归”这一命
题的思考。集中营中的亲人死了，它带给生者的伤痛还在;罗
伯斯庇尔、希特勒死了，新的独裁者、杀人狂还在诞生。战
争和独裁，是永劫复归的人类史上无法抹平的伤疤。若你对
它视而不见，任凭历史原谅并淡忘希特勒、斯大林，战争和
独裁会一次次重复下去。人生同样如此。一生中只出现过一
次的事情没有任何好处。若你纠结于周围环境的好坏和别人
的评价，若你害怕承担职责和重复的生活而不停的挣脱最终
越飞越高，那你就会远离大地而无法体会生命的真实。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读后感篇三

特蕾莎、萨宾娜于托马斯，就像白玫瑰与红玫瑰。一个是纯
洁，沉重，令人窒息的爱情，一个是轻盈，放纵自由的叛逆。
她们代表着托马斯生活的两极，相隔遥远，不可调和，但两
极同样美妙。

特蕾莎对托马斯很依赖，她的爱很沉重，是令人窒息的。托
马斯也爱她，他们之间的爱情无疑是美好的，但也很累人。
特蕾莎的童年没有得到过多少母爱，她身处底层，自尊敏感，
读书是让她与这个粗俗，灰暗的生活区分开来的东西。在她
内心深处，憧憬着一种有教养，温情的生活。冥冥中她在等
待，等待一个她渴望中的那种男人来拯救她。这个男人不期
而至，就是托马斯。托马斯对特蕾莎的爱是无法解释的，第
一次见面时，他就对她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怜爱，那是对一个
孤独无助的女孩的怜爱，或许面对这么一个林黛玉式的楚楚
可怜的女孩是所有的男人都无法抗拒的吧。但他对爱情还没



有那种准备，还没准备负起责任。对责任，他一直是害怕的。
他不知道自己是因为疯狂，还是爱情，对她，他产生了像父
亲，兄长般的爱，保护她的柔情。更多的时候，他感到的是
自己有罪，要隐瞒，要假装，还得讲和，让她振作，给她安
慰，翻来覆去地证明他爱她，还要忍受特蕾莎的嫉妒，怨艾。
但不可否认，托马斯后来对特蕾莎的爱已经到了无法自拔的
程度了，分离之后，他停止和别的女人的性爱游戏，不顾一
切地回到特蕾莎的身边，随之而来的却是他命运的彻底改变，
因为政治迫害，托马斯被辞去公职，不能再当医生，他曾经
引以为傲的医生的职责和使命都一去不复返了，失去了一切
工作和社会地位，一无有，他的生命开始变得无足轻重。表
面上，特蕾莎是弱者，但她的软弱是咄咄逼人的，她“耗费
自己一生的精力，滥用女人的软弱来对付托马斯。总是使他
就范，直到他不再强大，变成她怀里的一只野兔。”“仿佛
她在他脚踝上套上了铁球”。他被特蕾莎的爱捆住了，直到
生命结束。对托马斯来说，特蕾莎的爱是他生命中难以承受
的重。

萨宾娜和托马斯，本质上是同一种人，他们都渴望自由，逃
避束缚，在一起调情，欢娱，他们在思想上是同等成熟的，
相互理解的。七十年代的捷克，处于社会的压制氛围下，托
马斯对一切所谓道德和责任的东西，都感到恐惧。他追逐的
是自由。和不同女人的交往成了他自由的一部分，所以他不
断地可以与女人交往，却不考虑要负责。在他的女友中，只
有萨宾娜最理解他。她常说，“我很喜欢你，因为你是媚俗
的对立面。在媚俗的王国里，你会是个恶魔。”萨宾娜的反
叛个性和苦难经历决定了她能够理解托马斯的逃避，萨宾娜
就仿佛是另一个托马斯，她的一生都在背叛，背叛她严厉的
父亲，背叛家庭，背叛令她感觉压抑恐惧的环境。她和托马
斯一样，内心向往自由，逃避一切束缚，寻找着真实的自我。
不同的是托马斯找到了特蕾莎，而萨宾娜却选择继续背叛。
没有真正经历过苦难的人永远不能体会经受过苦难的人的内
心，成熟叛逆的萨宾娜认为她和弗兰茨之间有着一种永远无
法逾越的鸿沟，所以萨宾娜选择再次背叛，飘然离去。而萨



宾娜在继续漂泊多年之后，才意识到弗兰茨的爱其实才是她
幸福的归宿。每当看到暮色苍茫中幸福人家的闪亮的窗户时，
她不止一次地感到双眼被泪水打湿。在萨宾娜背叛的人生中，
所向往的，其实不过是“两扇闪亮的窗户后，生活着一个幸
福的人家。”然而，一切都已为时太晚。她最后的爱也被自
己丢弃。后来，托马斯和特蕾莎在车祸死去，萨宾娜与过去
的唯一联系也断了。在生的世界里，值得回忆，证明过自己
存在的人和物都渐渐消逝了。她就变得无可比拟的轻了。萨
宾娜的悲剧不是因为重，而是在于轻，压倒她的不是重，而
是不能承受的生命的轻。当亲人、丈夫、爱情和祖国一样都
没有的时候，没什么可再背叛。又有什么值得留恋呢?此时的
她，生命只剩一片虚空。

正如托马斯在失去一切之后对特蕾莎说的那样：任何人都没
有使命。当你发现自己是自由的、没有任何使命的时候，便
是一种极大的解脱。

生命，何为轻，何为重?人们都说时间是一把无情的杀猪刀，
确实，在无情的时光消逝中，生命如一缕轻烟!缥缈虚无，无
所寄托。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读后感篇四

我们可以从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中看到，“存在”是其不
厌其烦谈论的话题，建立在“存在”上的小说观，是昆德拉
小说创作的基础。而存在这个形而上的终极命题，在西方哲
学史上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要想理解昆德拉
的小说，必须首先了解其小说深深植根的哲学背景。

存在是什么?自从俄狄浦斯解开斯芬克斯之谜后，存在之谜，
不知困扰着多少人为它走向了凄壮的祭坛。亚里斯多德
说：“那个自古以来就发问的问题，那个现在仍然要问的问
题，那个将来永远要发问的问题，那个是我们永远不得安宁
的问题就是：存在是什么?而这也是在问：本体是什么?”然



而这只是阐释了存在的终极意义，并没有解决存在的解释问
题。

古希腊人说：“认识你自己。”但那时的“自我”更多的是
众神旨意的化身;到了中世纪，自我则成了上帝的法则，在神
性光辉的照耀下，西方人获得了强烈的自我感，虽然这其中
不乏蒙昧;文艺复兴兴起后，上帝从人们心中隐去，于是迪卡
尔宣称：“我思故我在。”将自我的理性意志作为人类存在
的合法前提;这似乎使我们听到了古希腊哲人巴门尼德所提出的
“思维和存在是统一的”。

海德格尔说：“当你们用”存在着“这个词的时候，显然你
们早就很熟悉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过，虽然我们也曾相信
领会了它，现在却茫然失措了。”这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
后产生的种种异化，导致了哲学家开始了对“存在”的重新
思考，即对“存在”进行寻根。于是存在主义者萨特又提
出“在”是第一位的，“存在先于本质”。

米兰昆德拉立足于前人踏出的存在主义之路，又开辟了一个
新的方向。昆德拉不是从存在的本体论，而是从人类存在的
现实境况出发来看待和思考存在的。在他看来，小说家是存
在的勘探者，如果一个小说家，不能揭示人类存在的现实，
那么他是不堪的至少是不深刻的。

小说的写作目的，就是抓住自我对存在的深思。小说考察的
不是现实，而是存在，存在不是既成的东西，它是“人类可
能性的领域，使人可能成为的一切，使人可能做的一切”。
对于现实世界，米兰昆德拉基本上持一种悲观态度，他认为
生活就是一个陷阱，人们未经请求就被生下来，封闭在从未
选择的躯壳里，直至老死，一体化的世界则杜绝了人们逃遁
的可能性。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读后感篇五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捷克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代表
作。 第一次读它的时候，居然深感不安和迷惑――那是一部
意象繁复的作品，字里行间闪烁着许多“不解之辞”――我
的理解力居然很难渡过它艰深晦涩的语意之河。这是一部难
于读懂的书!

怀着自我挑战的心理，今年暑假又认认真真地把它重读了一
遍。重读此书，却给了我完全不同的感受――好像我从来就
未曾读过一样!那是一座感性与理性纵横交织起来的神秘幽深
的城堡，看似简单的爱情故事，蕴含着丰富的哲理思辨，闪
烁着耀眼的思想的光芒。作者用讥讽幽默而冷静的笔调，剖
开人类生命的外衣， 探索灵魂的秘密，揭开人性深处隐秘的
真相，展示了社会动荡和命运沉浮的人生图景，揭露了人
类“媚俗”的天性。读罢掩卷，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幅现
代主义的三维立体图画：破败的城市、游行的人群、缠绵的
肉体、忧伤的眼神……这一切杂乱地交织重叠成灰色的梦境，
而这一切梦境的背后，则隐约可见无比温馨静谧的遥远的山
村图景，那里斜阳暖暖，牧歌悠然。

这的确是一部值得反复读的作品。它就像一株枝繁叶茂的大
树，以我浅陋的理解和愚拙的笔触，如果勉强能触摸到它的
三两片辉煌的树叶，也算很侥幸的了!

情节发生在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时期为时代背景，发生
的“布拉格之春”事件，“两千字宣言”，不同侧面描绘出
捷克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特蕾莎属于生命之重人物，她对
爱情的忠贞与信念，对丈夫的宽容和忍受，在幸福之中充盈
着忧虑，不断考验着丈夫是否依然爱着她，在生命之重压力
之下，蕴藏着无尽的悲哀和孤独，将精神寄托于卡列宁(一条
狗)。 萨比娜是具有强烈的背叛现实、争强好胜、富有激情
生命之轻人物。 谈谈个人理解。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读后感篇六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虽然只有14万字，但它所蕴含的资
料太多太多，米兰。昆德拉从必须的高度俯视整个地球，看
到的是一些我们凡夫俗子所难以发现的规律。阅读这本书必
然不是一次就能结束的，在前两次的阅读中，让我感触最深
的在于最后一章《卡列宁的微笑》。

当托马斯和特丽莎经历了无数变故磨难后，他们来到了乡下，
过起了牧歌式的生活。全文节奏从紧张走向了舒缓，带给我
们的是别样的一种悠闲。

“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求。”特丽莎屡次提到了这句话，在悠
闲的乡村生活，一颗饱经风霜的疲惫心灵是如此容易感到幸
福。一个重复多次的蹩脚笑话，也能让她产生幸福的感
觉。“在牧歌式的环境里，连幽默，也受制于重复这条甜蜜
的法律。”

重新回看这标题，《生命中不能承受之
轻》——unbearablelightnessofbeing，being，意为存在。存在
之轻，便是我们轻视了存在，当平常的幸福伴随在我们四周
而我们浑然不知，当幸福即将离去时却要去渴求重复，这便
是一种悲哀，一种不能承受的轻。游子思乡，因为年少时没
有觉得家乡好，想要到外面的世界闯一闯，而苍颜华发之时，
又想着家乡的好，于是天涯人断肠。当然，并不是说敢于出
去闯不好，其中没有褒贬之意，闯——华发——断肠，这似
是一种生命常态，这种不能承受之轻每个人务必要承受，无
时不在承受。

是否因为承受，而幸福荡然无存?

我想，承受是定式，是务必经过的历程，那幸福的寻找，就
在于自我，因为轻视而没有幸福，那何不赶紧重视，便重新
夺回这种幸福。



或许那句玄妙的墓志铭有了解答，“那里安息着卡列宁，他
生了两个面包圈和一只蜜蜂。”，因为特丽莎的一个梦，她
想出了这句话，作为她爱犬的墓志铭。如果仅把它当做一道
形而上的美学命题，我想昆德拉远非那么简单，如果硬说面
包圈与蜜蜂象征什么，我想这也是暴殄天物。面包圈与蜜蜂，
是梦境，是虚无，因为爱之切，卡列宾的死显得那么重，因
为不想回首那些幸福往事，便将最后的死亡化作梦境飘走，
而不落一点痕迹于过去。因为爱过，所以幸福，珍惜他生时
的一分一秒，死便是一种轻，轻如一个虚无的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