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败给温柔讲的啥 温柔的夜读后感(优秀5
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败给温柔讲的啥篇一

三毛像一朵云，用晕一般的生命舒展成随心所欲的形象，无
论生命的感受是甜蜜是悲戚，她都无意矫饰，字里行间，处
处是无声的歌吟。读作品《温柔的夜》让我发现了一个由生
命所创造的世界，就像开在荒漠里的繁花，把生命高举在尘
俗之上。

《温柔的夜》让我震颤的是三毛的爱心和同情心：一个身穿
水红色衬衫的流浪汉在黑夜中，在走投无路中向三毛求救，
三毛怕上当，不肯给他钱，但又担心他的遭遇是真的，如果
没有帮助一个急需帮助的人，会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最终，
三毛在再三拒绝了流浪汉两百块钱的要求后，又在临离开前
匆匆塞了五百块钱给他，后来事实证明流浪汉确实是为了那
一点钱买一张船票过海时，三毛内心受了很大的激荡。她说：
“当我再度看见那件水红色的衬衫时，惊骇的手里的面包都
要掉到海里去了，上天宽恕我，这个人真的是只要一张船票，
我的脸，因为羞愧的缘故，竟热的发烫起来。”三毛，就是
这样，做事力求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是一个内问自省的人。
这样的尴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或许都经历过，大多数人都选
择漠然处之，以避开不必要的麻烦或陷阱。然而，三毛跟大
多数人一样做着心理斗争，但她毫不掩饰，真实的记录着自
己心里的情绪变化，她善良的心多么善良多么勇敢，即使被
欺骗，也不能放弃内心对于绝望的回应和抚慰。



《石头记》与曹雪芹的《石头记》全然不同，故事讲的是三
毛到港口去看船，无意间发现一家小店在卖画好的鹅卵石，
样子美丽非凡。三毛后来在海边捡石头，险些被海浪吞噬，
但还是全心全意的画石头，最后留下了十一块她自己喜欢的
石头，连拿出来给人家看看都舍不得，但是这是十一块石头
都丢失了，三毛一个人奔大海，对着大海哭了很久，没了力
气，就安慰自己说：“我有一块石头，它不是属于任何人的，
它属于山，它属于海，它属于大自然……怎么来的，怎么归
去——”。我想，一般人肯定不会像三毛那样因几块石头而
癫狂、痛苦，但三毛就是这样一个洒脱随性的女子。

《五月花》篇幅最长，记叙的是三毛为荷西因工作向老板讨
回公道的故事。在这中，我能深刻体会到三毛和荷西的爱情。
三毛简单，荷西忠厚，他们的爱简单真挚。还记得三毛为了
跟荷西的老板讨要拖欠的工资，都病倒了还坚持给荷西做饭、
送饭，让荷西去工作不要担心她。虽然两个人之间很平淡，
但透露的是双方真挚而朴素的爱情。

三毛在《五月花》中引用《圣经》中的话说：“你看天上的
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眷顾它们，你们做人的，
为什么总忧虑明天呢？一天的忧虑一天担就够了。”这就是
三毛的豁达，性格里有豪放亦有柔情。读三毛的《温柔的
夜》，我的心被柔软的震撼了，沉浸在像被蜜浸透了的夜里，
原来朴素、纯真、善良的`情感是可以跨越时空而来，轻轻地
散布在空气中，呼吸他，依然可以给与深深的感动。

败给温柔讲的啥篇二

三天时间看完了三毛的《温柔的夜》，爱上了这个洒脱不羁，
自由浪漫的女人，字里行间藏着她对人生酸辣苦辣的乐观心
态，流浪异国他乡，体验不同民族的风土人情，在面对嘲笑、
误解、歧视时都能据理力争，好有骨气的女人！她看淡生死，
对家人游必有方的交代，与万物灵魂交织的欣喜从容，是我
向往的样子。



感谢三毛，用亲身经历唤起了对灵魂自由的极度渴望，让我
看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也开始对当下被物质生活裹挟的局
促和焦虑状态进行反思。

出身社会两年工作还不稳定，收入不高债务倒是不少，人情
债、金钱债皆有，失业在家急躁不安，重操“烟酒”旧业的
父亲；经济重担苦不堪言的两位姐姐；没有未来规划的
他……日子皱皱巴巴，虽没有什么大风大浪，却也磨人的很。

日子总是要过，难题也要一件一件的捋顺，彷徨焦虑时总爱
看些心灵类的书籍找找方向，常常暗示自己，生活不止挣钱
和忙碌，还有静下心来享受当下的欢愉，也常对如今的拜物
主义感到愤懑和不解，却也是内心自我矛盾一番后接受物质
世界既定的规则。

我天生爱幻想，脑子里天马行空，不断勾勒着理想中的世界，
但也常都是以上帝视角决定着事件的动向，果然，人类对世
界的掌控欲从来不弱，这也导致自己时常怀疑世界的真实性。

下午和朋友去看了《悬崖之上》，全程沉浸在电影之中，两
小时影片结束后，走出影厅的五分钟，整个人都是恍惚的，
缓了好一阵才适应了自己活在2021的现实之中。包括刷短视
频，看各种影视剧，都会给我带来这种感觉，噢对了，与一
群人相处太久也会致幻，不知这是不是所谓的社恐？但我并
不抗拒与人相处，只是持续交流的时间不要太长就好，时间
太长我就会开始游离于自我的想象世界中，这样说起来，我
更爱独处，喜欢看心灵方面的书籍和视频，总会给我枯燥乏
味的生活燃起新的希望。

看了很多心灵引导的方法，印象最深也最实用的还属版主说的
“最好的灵修方式就是好好生活”，所以我静下来就会反思
到底有没有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

社会的规则是不变的，人类的压抑、悲观、忧伤等负面情绪



是普遍的，抱怨和逃避解决不了问题，反抗和斗争普度不了
众生，凡人的处世心态才是铲除时代病根的良方，毕竟，社
会的规则终归是人制定的。

当有一天我们精神追求大于物质追求时，心灵定会充实许多，
当人类不再仅服务于温饱、名利，向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精
神依托看起时，这蓝色星球便不会再被冠之为“忧伤的星
球”。

加油！好好生活，你知道，你值得一切美好！

败给温柔讲的啥篇三

用了两周的时间看了三毛的三本书，原因：某天梦到三毛，
具体的没有情节，只是想到了这个人，以前是不看三毛，不
看张爱玲的，不知道为什么总把这两个人联系在一起，看张
爱玲的《倾城》也是因为老师推荐，为之纠结感动固有，但
没有动容。看的三毛的第一本书是《稻草人手记》，从序言
开始就完全被吸引，一直在床上躺着看从上午九点多一直看
到下午两点多，看完最后一个领养的小男孩的故事泪流满面。
好书就是让人放不下手，必须看完才心甘。

《温柔的夜》是前天看的，又是一个周末，又是醒来看到起
床，又是过了两个饭点，看完以后浑身舒畅！

中间一篇是《饺子大王》，看的时候看得我分泌了好多口水，
想起了我妈妈包的饺子，饺子是一种特别有家的感觉的食物，
三毛的表哥的饺子让三毛在异国感受到了家人的温暖，每次
在外面过节我都想妈妈包的饺子。

“我哪里是为谁做这些事情呢，我不过是在享受我的生命，
拿饺子当玩具，扮了一桌童年时便梦想着的货真价实的家家
酒罢了。”这是三毛的饺子。这么一比较，我便是不知不觉
中消耗了我妈妈生命中许多她本应享受的东西。



这本书印象最深的是《相逢何必曾相识》中那个叫莫里的日
本人。莫里完全符合我想象中日本人的形象，严肃、认真、
温情、坚强、刚愎自用，骨子里还有点小浪漫。（在这个特
殊的时候是不是不应该这么说日本人，看得村上书《挪威的
森林》中的渡边君，看“入殓师”中的男主人公都是这样的
性格）我们只谈文学中的人物，不谈政治！只谈风月，不谈
国事！免得伤感情。

三毛因为“石头”暂时淡忘了这个朋友，后来猛然发现莫里
的经历后后悔不已。殊不知这个莫里朋友早就给了他们很大
的信任，莫里那会儿应该很无助难过吧。然而过后不论怎么
做，曾经的信任和热络也回不来了。

我们总是很轻易的认识一些人，没有深交就凭一时印象觉得
这人不错，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可是过后又因为自己或环
境别的什么的原因不能好好地继续这段友谊，很久之后想起
来也会因为长久的不联系不敢再去打扰，就因此失去了一个
也许可以成为好朋友的人。有时候这种事情多了，认定生活
中两个人之间不必要的热络是不需要的，一切随缘，如果可
以，两人之间总会有羁绊联系在一起的。

深蓝色的夜空里，总会有一颗星星向你眨眼的。

温柔这个词总让我想起上善若水，三毛说荷西是一个“心如
皎月，身如冬日暖阳”的人，在我心里三毛就是个上善若水
的人，看似不争，却又不知不觉中把她的美好品格侵入每个
人的心里。这样的人，怎能让人不爱。

温柔的夜，因为这样一个温柔的人。

败给温柔讲的啥篇四

如今已是炎炎夏日，悠长的假期在慵懒中也已经度过了大半
时光。是夜，读完了这本《温柔的夜》，也只能是匆匆一笔，



徒然地填补着这长久以来精神上的荒芜。

“拾荒梦”想来是代表着一种自由自在与无拘无束，“它永
远是一份未知，在下一分钟里，能拾到的是什么好东西谁也
不知道，它是一个没有终止，没有答案，也不会有结局的
谜”。这更像一种对生活的态度：简单，没有苛求，却充满
了对生活的真情。

生活随着时间延续，而故事则依附于生活之中，一个个片段，
就像支离破碎的时间。它们纷杂地散落着，但其实认真地将
它们串连起来，也是别有一番滋味。读三毛的散文，总是感
觉很随性。没有华丽丽的辞藻，只有简简单单的语言，简简
单单的故事。可是，读完之后总是令人回味无穷。

“五月花”开出的必定的美丽的“花朵”。尼国糟糕的环境，
并不友好的老板，令人厌烦的日常，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能
够感受到三毛内心深处的一丝释然与平和。事情已经很糟糕
了，三毛身体病着，荷西也日日开工疲惫不堪，“他，经历
了他的，我，经历了我的，言语不能代替身体直接的感受，
心灵亦没有奢望在这一刻得到滋润，痛的还是痛的，失去的，
不会再回来。睡吧！遗忘吧，不要有梦，没有梦，就没有呜
咽。没有梦，也不会看见五月的繁花”。梦中不在有五月的
繁花，可是“人，总要活得有希望”，耶和华是公义的，生
活也会苦尽甘来，如果今天经历了最坏的情况，那何必恋恋
不舍呢，明天仍会是崭新的一天。

“玛黛拉游记”给人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
淡感，是一次很放松的旅行。想想自己很快就要去霓虹国的
旅行，平日闲暇时刻还会细细研究着将要去的各个地方，提
前看看那里的历史，却也乐在其中。

“温柔的夜”里，那件水红色的衬衫格外醒目地出现了三回，
内心的激荡也是在所难免，但三毛永远是那个爱帮助人的心
软的三毛，所以，这一夜对于她来说，依然像一张毯子，温



柔地覆盖上来。

“石头记”是一种对自己小爱好的沉醉与坚持，不分昼夜的
痴迷于自己喜欢的事情中，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到其中
的乐趣。大大小小的石头被精心装饰出来，后来被抛回大海。
最后剩下自己最心爱的十一块石头，也在后来被友人拿走，
被工人丢弃。伤心之后又会觉得它们是属于山，属于海，属
于大自然的.....或许这就是真的喜欢吧。

“相逢何必曾相识”，这是日本人莫里与三毛的一段故事，
短暂的相识，成为好友。然而在三毛生病的时候，莫里也经
历了绝望与苦难。他期待着三毛的帮助，可是没有等到，当
三毛知道他的经历之后，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在莫里离开前
的最后一次相聚中，那些绝望与苦痛，那种自责与惭愧，都
在那句改用日语轻声说的“感谢你！保重。”之中消散，取
而代之的是一份感恩，一份善意，一份温暖。就像三毛所说
的那句“我的朋友，我们原来并不相识，而今也不会相逢。
但是人生相识何必相逢，而相逢又何必相识”，其实这留在
心底的便是一份难以令人忘怀温情。

时间已是零点过十分，准确的说已经新的一天了。匆匆敲打
的这些感想还没有来得及沉淀，显得十分粗糙，还是等几个
钟点之后在细细回味吧。

败给温柔讲的啥篇五

很喜欢三毛，从来不知道为何三毛那么不可替代，至少在我
心中是占有一席之位的作家。第一次读三毛的书，是她的
《撒哈拉的故事》，用了好长时间，小说本身很有意思，使
人忍不住想要细细品味其中的奥妙——生活的美好。我以为
可以为自己的这种拖延再次寻找相同的借口，可是有什么用？
一切看起来都是无关紧要的。我只是想试着去更多的了解三
毛这个人和她的生活经历。



当初选择看这本书的原因是它的名字，温柔的夜，给人一种
很温暖的感觉，不那么沉重而别有一番韵味和意境，引人遐
想。事实上也确实不错，看完后印证了自己当初的认识，这
本书并不伤怀，甚至给人很轻松的感觉，即使是一些不愉快
的事情，也因作者的态度而让读者觉得很有趣。

三毛记自己的一些生活琐事，都是些温暖的小事情，让人感
觉她似乎在诉说自己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可又分明不可能。
她写自己出游，去加纳利群岛等一些地方旅行，暂居，与当
地的人相遇，产生各种感情，或爱或恨。可是我并没有在她
的文字中发现恨，即使她所遇见的一些人实在使她和她的生
活不安、困苦。甚至于这种人在她的生活中出现的还比较多，
不过三毛本人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温情的感怀超越了那些所谓
的不顺，将那些苦痛都缩小成为可以忽略不计的东西。众所
周知三毛的一生充满着悲剧，经历了人生的种种挫折，却仍
然憧憬幸福，处处倾听心的声音，我想这便是对生活的乐观
了。

至于爱情，她的描述也是那么的平淡，甚至让我觉得没有多
余的新奇，可又分明那么欢快。那些都是太细小的情节了，
没有缜密心思的人体会不到。可转念一想，两个人的爱情本
来就没有那么多的汹涌的浪漫，小事才是爱情或生活的大部
分组成。当然也是因了这些不足挂齿的小事，坏了不知道多
少的爱情。而那些梦幻般的描述也许多少都带有些爱情的浪
漫主义情怀，尽管同样会让人感觉温暖、甜蜜，却少了点真
实和自我生活的切近感。这大约也是一个三毛不会被大众遗
忘的原因——她很明确地知道生活除了爱情还有太多，生活
是细碎而繁杂的，但我们谁都不能放弃对生活的激情和热爱。

其实最初看这本书时，觉得她的文字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更感到平淡无奇，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强烈的震撼。可是读完
了，细想想，这样的平淡才让人感觉真实，不虚幻，仿佛她
就在写我们自己的生活一般，因而更被她的文字所吸引。



文章中的一个个小故事，或许是三毛的真实经历，或许是她
的心里想象。但不管怎样，每一篇作品都透着三毛对人的看
法，对人生的启迪和概括，并且是那么恰如其分。每读一篇，
我的心情都会静谧起来，尽管情节也有曲折跌宕，但那平实
的语言，读起来就像在欣赏一首舒缓的钢琴曲。而当我细细
品读，就仿佛在清新的树林之中，有一条蜿蜒的小路，缓缓
的深入树林深处，走着走着，眼前突然出现一个大花园，顿
时让人豁然开朗，心境明亮。

沉浸在这样的情境之中，总是有所期待，想象着三毛对于这
件事情又会有怎样的智慧应对。三毛值得喜欢的地方太多了，
洒脱的性格，沛然的生命感，诉说不尽的爱，对丈夫荷西的
善良和忠诚，都令人欣赏。有学者言，三毛不过是个说故事
的人，她的文字也只是对生命真实而详尽的记录，她只是在
自己的人生边上浮光掠影地写下随意的批注而已。而对于我，
我喜欢三毛，喜欢温柔的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