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遥远的救世主感悟(通用5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感悟，记录下来，
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那么心得感悟该怎么
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感悟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遥远的救世主感悟篇一

一场由“极品混混”送给“天国的女儿”的神话，一个虽然
文学性上还欠了一些火候但深度与道行却着实让人感到惊叹
的长篇故事。豆豆其人，神秘而不为人所知，但《遥远的救
世主》这样的作品，足以做到让人铭记。这部作品对文化属
性、强势文化、救主文化、传统文化和神、主、道的思考与
探讨不得不让人从一个更深层次的角度出发去回味这些年所
接受的教育，也让人不由自主地结合自身的阅历与感受去反
思自己身上或自己身边所发生的由文化属性所决定的命运。

丁元英，一个神秘的中年男人，德国柏林大学毕业，先后就
职于柏林的国际金融投资公司、北京的证券公司并担任过柏林
《世界经济周刊》的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员，其创办的个人私
募基金在中国股市卷走了2亿之多，但却因为“心里不是滋
味”而选择中道退出，于是资金被冻结，公司倒闭，自己单
枪匹马来到了古城这个繁华落尽、风云退去的小地方过起了
类似隐居的生活。不在乎住房的舒适，不在乎饭菜的可口，
不寻求别人的帮助，也不在乎别人的看法，每日与一壶清茶、
一盒555烟为伴，唯一与“高大上”接轨的，只有那两台ibm
笔记本和一套价值40多万的音箱，以及他挚爱并珍藏的上千
套原装进口cd。

芮小丹，一个普通的女刑警，每天忙碌于捉贼缉凶、保国卫
民的枪火战线，看似普通，却拥有着傲人的家世背景和据作
者所说美的不可方物的女性的身体（虽然本书立意深远，但



作者在人物的描写刻画与故事的叙述上的确还是有较大的局
限性，所以不只是此处，还有多处本应通过文字让读者感受
到的东西终究只能是“据作者所说”而非让读者真切感受到，
因此在此小小的吐槽一下）。当然，她这样的人，是被普罗
大众觉得“很不正常”、甚至于“病态”的人，用现代的话
来说，属于明明可以靠颜值或家庭背景吃饭但却选择靠自己
的奋斗吃饭的人。

这两个本来没有任何交集、甚至远隔了十万八千里的人，因
为女主角的好友肖亚文有意为之，让他们产生了擦出火花的
可能，虽然肖亚文早早的“警告”过自己的好友不能走火入
魔，否则会“下地狱”，但女主还是没有控制住自己
的“爱”（虽然这爱来得有点儿莫名其妙），由刚开始对这
个一身酒气的男人的一脸鄙视到后面出于礼貌的关照，再到
油然而生的爱恋、主动投怀送抱的献身，直到经历过生死险
境之后的一通哭诉电话，终于让这个无欲无求的佛系男人承
认了自己的“红颜知己”地位，于是一场看似平平淡淡却注
定要轰轰烈烈的“天国之恋”就这样拉开帷幕。作为爱的礼
物，芮小丹想让丁元英给自己创造一个神话，通透如丁元英，
却告诉小丹“这世上原本就没什么神话，所谓的神话不过是
常人的思维所不易理解的平常事”，而“神话的实质就是强
力作用的杀富济贫”。就这样，贫困县的贫困村王庙村迎来
了发家致富的新希望，异军突起的格律诗在中国音响界掀起
了一番轩然大波，直到一纸诉讼让三个扒到井沿看了一眼又
掉进井里的“原始股东”（事实证明不过三个“烂泥扶不上
墙”的loser）退股，让经受过丁元英文化熏陶的肖亚文接过
格律诗的指挥棒有了施展自己能力的机会并打赢官司迎来新
的际遇，一切都在朝着丁元英“预谋”的方向发展，而芮小
丹在执行任务时的意外自杀、乐圣掌门人林雨峰在“完败”
后的坠崖自杀与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刘冰跳楼自杀无疑让这场
神话蒙上了一种悲情的色彩。这场“神话”以这样的方式收
场，虽然结局让人唏嘘，但作者的本意无非是想借这个故事
来引发读者的思索，传递一种信息，让人们可以看到这样一
种教科书或师长从未告诉过我们的理念与思想。通过芮小丹



与王阳明的对话，通过丁元英与智玄大师的对话，通过芮丁
二人的讨论与思辨，让我们对基督教文化、佛教文化、中国
传统文化、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等那些“文化属性”有一个
新的认识。

“基督道德理想的最高价值是进窄门”，“‘窄门’是不因
上天堂与下地狱的因果关系而具有的极高人生境界”，“进
了窄门，神立刻就会告诉你：我是不存在的，神就是你自
己”，而“神是什么？神即道，道法自然，如来”；对于佛
教、佛法而言，“佛乃觉性，非人”，“悟道以性施行，觉
者由心生律”，“不昧因果者无住而住，无欲无不欲，无戒
无不戒，如是涅槃”；再到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皇
恩浩大”的文化，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上帝、
靠菩萨、靠皇恩，总之靠什么都行，就是别靠自己”的文化，
是“期望救主、期望救恩”的文化。对于宗教而言，真正的
得道实为“自悟”、“自觉”，而非生搬硬套教义教理，或
寄希望于上帝恩典与佛光普照而成为得道之人；对于人民来
说，真正的救世主只有自己，而神，就是那个能够自救的人，
再无其他。这就是强势文化的体现，自己造血而非等待输血，
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实事求是而非寄希望于不切实际的恩典
与幻梦，强势文化造就强者，遥远的救世主并不遥远就在眼
前。用《国际歌》的话来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
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回过头来再看这部小说，用书中的话来讲，算是做到了让读者
“觉悟天道，是名开天眼”吧！抛开作者写作上的瑕疵不说，
本书深刻、睿智的思想确实值得我们反复揣摩！

遥远的救世主感悟篇二

第一次熬夜至凌晨三点把一本书看完，不说也知道肯定是本
小说。书内的故事早已通过小视频剧透知道，熬夜的原因大
概率就是想了解细节，沿着故事情节看一看小丹亚文她们的
对白和感悟。



书评中有太多人点评男女主角，给我震撼最大的却是刘冰。
原以为他还会继续要面子虚荣的活着，没想到以跳楼的方式
结束了以“靠着”为支撑的生命。突然间想起小时候（大概
小学期间）看过电影后的情节，具体什么电影忘记了，大概
是个苦情片，女主人一生未被善待过着倍受折磨的穷苦日子，
结尾女主人应该是得到善报，故事一般都是这样，用苦尽甘
来用坚持不懈不畏艰难来教育来影响我们这群小学生。当时
的'我不是这样想的，与教育是背道而驰。现在依然记得如果
以后的日子像电影里那样苦难，我会选择结束，为什么要这
样折磨自己，轻松去不是更好更解脱吗？那么小的年龄会有
这样的想法而且现在还记得，我真觉得自己是个人才。（好
像跑题了）

刘冰生活在贫困县的贫困村内，靠出售碟片营生，虽然不富
裕但也是个小老板小个体户，就是这种优越感让他无限向往
人上人的生活。在他传统观念的死结上有一个“靠”字，在
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上帝、靠菩萨、靠皇恩……如在
贫困落后环境中的农民，他们都很虔诚的到基督教堂听布道，
却不靠自己的双手改变生存状态，不靠自己来改变命运。最
后一搏终于要靠自己做决策，可惜为了不劳而获，投机取巧
断送自己的前程，更改自己的命运。从刘冰的身上告诫自己，
做事一定要踏实，要按部就班一步一个脚印的做人做事。在
有机会得到别人帮助的时候更是如此的虔诚努力尽力。

还有一个感悟：道就是觉悟，我悟不到就拿不住。特别有道
理，16年开始学习得到内容，看过的内容仅限于看，没有思
考不懂得思考更不懂得沿用到工作中。有一次同样是一篇文
章，何店长给我们分享他的感悟，用房子里的大象，比喻管
理层对常见问题的视而不见。对，这就是觉悟，别人说的再
多讲的再多听的再多看的再多，悟不到就拿不住。觉悟就是
从一次次观察一次次思考一次次学习一次次实践中得到的。
坚持我的写作吧，坚持写觉察日记。



遥远的救世主感悟篇三

《遥远的救世主》，这篇文章的主人公丁元英在柏林私募基
金捞了国人2个亿后，不知处于某种原因思考，突然宣布私募
基金解散，结束了他在法律真空地带利用文化属性对中国股
市屠杀性的掠取，本次获利最大的金主是担保方和柏林的资
本家，由于半路解散，导致自己的资金被冻结，子然一身回
到中国某古城隐居下来。在认识女警察芮小丹后，经过组装
音箱事件，很快成为他的红颜知己，为了给红颜知己创造一
个神话，一起策划了对王庙村贫困县扶贫的故事，道出“本
来就没有救世主，有的是忍别人所不能，苦别人所不能”的
自救生存法则；故事最后的结局是，各个阶层对困境的解决
方法各有不同格局，消极，积极，退缩，愤怒，把面对挑战
的人性性格特征、心理特征刻画的淋漓精致，总之，这是值
得一部深思的作品！

本书中阐述透视社会依次有三个层面：技术、制度和文化。
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任何一种命运归根到
底都是那种文化属性的产物。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
造就弱者，这是规律，也可以理解为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
转移。强势文化就是遵循事物规律的文化，弱势文化就是依
赖强者的道德期望破格录取的文化，也是期望救主的文化。
强势文化在武学上被称为“秘笈”，弱势文化由于易学、易
用、易懂成了流行品种。

故事里的三个小人物股东，在公司遇到强力竞争对手的官司
起诉时束手无策，在求和失败后选择退缩，他们认为公司会
败诉，于是马上放弃了三年以来辛苦奋斗的成果；而另一个
女主的朋友确在这畏难当中选择入股公司，相信公司。选择
决定了你是谁，在时间、空间与进化的无常中，你的选择尤
其可贵，你甚至可以凭借选择，而透过无常，看到恒常。生
命的意义在于选择，不同的思维造就了不同的选择，成就了
不同的人生轨迹！



人从根本上只面对两个问题：一是生存，得活下来；二是得
回答生命价值的问题，让心有个安处。正如心理学家武志红
所说，生命的意义是成为你自己。在浩瀚的宇宙，在时间的
长河，在进化的历程中，渺小如尘埃的你的选择，至少对你
这个个体而言有无限的意义。只要不是我觉到、悟到的，你
给不了我，给了我也拿不住。只有我觉到、悟到的，我才可
能做到，我能做到的才是我的。无论是佛学、基督、道学，
还是王守仁心学都是在强调内心的修为与平和。

那么丁元英做道了吗？丁元英扶贫的动机源于是送给芮晓丹＂
礼物”，虽然意识到中国股市是提款机，但为了芮小丹，还
是破戒，指点芮及欧阳雪买股票。芮在临死前给他给电话，
他按照他的思维显得淡然，而芮死后又口吐鲜血；对于乐圣
林雨峰一开始就设计好的杀富济贫，却又上五台山求个心安，
他的所作所为．从未感受到他的空，只是感受到他犹如一个
杀手般的冷静冷血，为寻求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其身上还充
斥着痞气，对世俗的不满，愤青的激动，强烈的控制欲，他
的心何曾有一点的平和。没有内心的安宁自然谈不上修为，
尽管满嘴的得道与大悟。他把传统的习俗观念与内心修为混
淆起采，习俗观念只是人脑对于客观世界的基本反映，只是
在修脑的层面，无关内心；修心是内心世界与外在客观世界
的协同，这属于不同的境界。

修心并不代表需要特立独行，并不代表一定要有众人皆醉我
独醒的孤芳自赏。人生处处皆在修心，本来无一物，何处染
尘埃？当内心不再受外界影响，并且与外界和谐一体，即是
心安悟道。

故事最后让人悲愤的是芮小丹的自杀，用什么去解释这个?丁
元英没有去阻拦，他认为他理解她，因为她不能无用的活着，
难道没有了美丽的皮囊，就没有了生存的意义?没有了完整的
躯体，就没有了生命的尊严吗?但是作为彼此相爱的人，正向
价值体现的不应该是责任、义务、生死相依吗？所谓的道或
者自然就可以任意放逐生命？自杀有着千万种理由，但是不



管哪种自杀都是自私的，是一种逃避。现实社会的海子自杀，
留给他老母亲多大的创伤，这是谁可以弥补的？小说中小丹
的自杀，让她的父母又怎么释怀。暂且不评价丁元英对小丹
是两个孤独人的惺惺相惜还是小丹那种女性对超乎自己的男
性的崇拜，但是丁元英知道了结果却没说一句话，或许他认
为自己是神了。

遥远的救世主感悟篇四

豆豆的几本类似作品中，《遥远的救世主》应该是其中最为
成熟的一部作品，讲述了在中国工业化初期，丁元英作为一
名金融市场的投机者，因为一份意外的爱情，答应了芮小丹
一个礼物，给她一个扶贫的神话——帮助王庙村这个贫困县
里的贫困村。书中描绘了一个引人入胜地商业故事，同时也
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探讨，尤其对那些喜欢商业或文
化的读者具有十足的魅力。

本书以上世纪末的中国为背景，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模式发生
快速变化，传统思想也在进行激烈碰撞，在这个狭窄的历史
缝隙中，书中人物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特征。改革开放的进程
中，大量的村庄开始发展手工业、轻工业，并逐渐富裕起来；
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不同人物的命运变得跌宕起
伏。当你阅读本书时，仿佛重新经历了那个时代。

书中丁元英和几个音乐发烧友，以音响制造对王庙村进行扶
贫，以村民的`低人工制造成本打入市场，迫使音响巨头低头
合作。虽然重在商业故事，但其中对于音乐发烧友的细节描
述，也颇具吸引力。

与产业扶贫交织的文化扶贫，这是本书独具魅力之所在。丁
元英像通过这场扶贫，想告诉一些人：救世主、老天都是不
存在的，需要自力更生去争取，需要掌握世界的客观规律去
发展。这也就直指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毛病：天人合一，主
客观不分，封建迷信仍旧存在。书中试图批判中国传统文化，



并为其寻找一个出路，比如，如何剥离出佛教的三界六道，
仍旧保存佛法中不可思议的智慧？只是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人
或一代人可以完成的。

总体来说，《遥远的救世主》是一部有趣的小说，商业和文
化互为表里，对于当下的扶贫工作也是有一定的启迪意味。

遥远的救世主感悟篇五

《遥远的救世主》是作家豆豆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本书主
要描写了精英阶级代表人物丁元英结束德国的私募基金后本
打算在古城过清净日子，却意外认识了叶晓明等人，并且后
来在芮小丹的鼓动下着手帮助王庙村摆脱贫困走上富裕的故
事。书中有很多晦涩难懂的道理，需要读者有足够的人生阅
历。“遥远的救世主”意即救世主并不存在，或者救世主不
是别的什么人，而是我们自己。书中丁元英想要帮助王庙村
的村民实现发家致富，但他说了，这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因为要实现阶层的跨越很困难，因为你无法改变弱势群体的
思维认知。书中对于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也有描述。本书中
作者多次强调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问题，强势文化造就强
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这就是规律。

两个主人公第一丁元英，博学睿智，冷静淡泊。书中老和尚
说丁元英是：三分静气，三分贵气，三分杀气，一分痞气。
三分静气，是说丁元英对物质和社交需求极少；三分贵气，
是他对精神和艺术需求极高；三分杀气，是说他把市场解读
为零和游戏，杀富济贫毫不手软；一分痞气，是说在为人处
世上忽视道德，有些不讲道理，比如对父亲病重的态度，比
如面对林雨峰的质问不屑解释。主人公二，芮小丹，随性洒
脱，独立自主，不攀权附势，又敢爱敢为，是个性情中人，
她视金钱，名誉，地位为粪土，一切都向“内”求，知道自
己想要的是什么，却又不强求，一切都顺其自然。没有惧怕，
没有忧虑，是为修行最高境界。她清楚的知道在她当上刑警
的那一天，死亡随时会伴随着她，所以她很坦然自若地过着



每一天，当生则生，当死则死，不贪恋红尘。

其实这世上根本没有什么救世主，心存救世主即是弱势文化，
只有心存大道，依道而行，甚至反文化而行，遵循事物发展
变化的规律才是自己的救世主。强烈推荐大家阅读与思考这
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