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皮囊读书心得体会(精选18篇)
读书心得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管理我们的阅读时间和选择适合
自己的书籍。下面是一些优秀的培训心得范文，希望能给大
家一些灵感和启示。

皮囊读书心得体会篇一

一个看似平凡的书名，背后却包含着那些并不简单的道
理......

本书作者蔡崇达，1982年生人，闽南人。韩寒口中的“写作
高手”。现任《中国新闻周刊》执行主编。“南方国际文学
周”联合发起人。曾任职于《新周刊》《三联生活周刊》;24
岁担任《周末画报》新闻版主编;27岁任《gq》中国版报道总监，
为全球17个国家版本的《gq》最年轻的报道总监。

《皮囊》是他第一部文学作品。

第一章节，作者就介绍了他的阿太——一个活到99岁的“很
牛”的人。但阿太虽很绝情，但却是作者心灵的归宿。读完
这本书已经很久了，但我始终记得作者的阿太所说的一句话：
“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被拿来伺候的。”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第八章：“天才”文展。其实书上并没
有在天才上面打双引号，但我为什么在上面打了双引号呢?本
章节主要讲了黑狗达因病遇见了被母亲带到家里和黑狗达一
起玩的文展。从文展的一言一行中，我能看得出他是一个很
有主见、很有想法的人，也是因为文展的话让黑狗达的病渐
渐好了起来。

文展总是在为未来做打算、定计划，他做什么都很努力。他
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甚至在学习上还精打细



算的，各科成绩都一定要和自己预想中的成绩一模一样，而
且是训练自己的领导能力才跟小伙伴玩的。

《皮囊》中这些可在骨头里的故事，那些我们始终要回答的
问题……

皮囊读书心得体会篇二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这句话成为了
很多人的至理名言，而我从《皮囊》一书中所体会到的是：
透过那皮囊看到自己的灵魂才是我们不断经历的真正目的。

它没有华丽的语言去刻意装饰什么，有的像是一个老朋友一
样娓娓道来说着过往。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了父亲作为家庭
支柱精神之光的中国式家庭的精神命脉，看到了最底层人民
面对现实用力强悍活着的尊严和自强，看到了面对生与死人
性最初的一面。在这些片段中，我能感受不同人在面对生活
的打击下是如何将精神一步步从脆弱的肉体中狠狠撕扯出来
的，血淋淋的是阿太的坚强，千疮百孔的是母亲的坚持，还是
“藕断丝连”扯不断的父亲的无奈。

99岁的阿太在作者年少时眼中是个无情冷血的人，但在阿太
年迈的身躯里，血液里流淌着的是对自由的渴望，骨子里藏
着的是对活力的憧憬，然而这一一切却只能永远被困在这副
苍老无力的身躯中。正如作者在文中的话“在阿太的生活观
里，我们的生命本来多轻盈，都是被这肉体和各种欲望的污
浊给拖住”。

我认为《皮囊》一书写的最为感人的内容是发生在那二百平
土地里的心酸故事。父亲的不幸，母亲维护爱情的独特方式。
她一直坚持要把房子建完，哪怕是建完后不久就要被拆掉，
她也义无反顾。作者当时很不理解，毕竟自己家过得很贫苦，
却还“死要面子活受罪”。然而母亲不管这些，她一直坚持
建房子，直到最后，作者才理解，这个所谓的“房子”，是



母亲与父亲爱情的见证。尽管父亲残疾了，去世了，但母亲
认为这个房子代表了父亲的脸面，她希望父亲发起的这个家
庭看上去是那么健全和完整。

作者的母亲信仰神明，她始终相信丈夫只是肉体的离去，灵
魂一直陪伴她左右。所以她问卜，求神拜佛，祈求为丈夫的
灵魂找到适合安放的地方。有时候有这种信念是一种好事，
起码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你的信念还会支撑着你的肉体一
路前行。这一点作者的母亲完美的诠释。

人民的经历是时代的经历，人民的精神是时代的精神，我们
是平凡的大众，也是不可或缺的群体，我们是社会的骨血，
若是抓不到我们的灵魂，那么这副躯体也只会是奄奄一息。在
《皮囊》里，我看到的不仅仅是作者的人生，我也看到了大
多数人的人生，他们一直在生活的苦难中不断寻找自己的精
神信念，努力地在生活着，我觉得这就是生命的意义。

皮囊读书心得体会篇三

《皮囊》是一本很有分量的书，它的两个序者，一位是少年
辍学独辟蹊径走出一条成才之路的文坛新秀韩寒，一位是影
视歌三栖明星劳模刘德华。

一开始看《皮囊》，其实有些茫然，我几乎看不懂这本书在
写什么，不就是说家常、写日记嘛。但是仔细看下来，发现
整本书其实极具哲理。

本书一直是以"皮囊"两个字为中心展开的。首先，什么是皮
囊呢?按照阿太的说法，皮囊，就是包裹人们灵魂的东西，也
就是指人们的肉体。阿太，从来都不珍惜自己的。或别人的
肉体，总是随意、大胆地使用——反正这只是包裹自己灵魂
的皮囊，也可以说是自己生命的累赘罢了。总之，一句
话——"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不是说要虐待自己的肉体，是不是应
该多加磨炼自己的肉体呢?本来，肉体对自己的生命来说就够
累赘了，那是不是应该让自己的肉体更灵敏、更具有存在的
价值呢?应该让自己的肉体成为自己生命的强大依靠，而不是
累赘。让自己的肉体吃点苦，体会世间种种磨难、困难，逐
渐让自己活的价值体现出来。

皮囊，也是分臭皮囊和香皮囊的。臭皮囊，是活得空虚的人，
他的存在没有任何意义。香皮囊，是活得有价值的人，他们
或多或少都为他人、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司马迁有句话——"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想必大部分人还是
更倾向于香皮囊的。

读完《皮囊》这本书，我受益匪浅。我一定会努力做个香皮
囊的。

皮囊读书心得体会篇四

书的最后有这么一句话：

“每个读者只能读到已然存在于他内心的东西。”

我想这才是为什么这本书这么饱受争议，看到了褒贬不一两
极分化严重的书评的理由。

对我来说，很多很多类似的连我自己都未曾察觉到的相似的
痕迹，让我实在是太能感同身受那种仿佛是从骨头里抠出来
的文章的痛感。书不长，我却不得不迫使自己停下来很多次，
去消化里面的情感，平复自己的心绪。

这本书的后半部总让我想到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主人公因
为太久关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即使重获自由，当精神紧张
混乱的时候，他依然会不自觉地按照房间框出的大小走动。



当时看的时候觉得很震撼，因为我实在是无法可想如何能够
在一个人的精神上竖起坚不可摧的牢笼。似乎世界很大，当
你站在触手可及的自由里就能够甚至是应该顺理成章地得到
解脱与释放。可事实是真正跨不出的是自己心里的条条框框。
这些条条框框先天或后天慢慢滋长，不知不觉却也牢固的很。
蔡崇达看似活得通透，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束缚在了这
个“框”里。只不过他看着文展，叹着文展，最后在框架里
活成了个体面的文展。

皮囊读书心得体会篇五

终于读完了《皮囊》，久久不能平静，深有感触，真的是一
本好书。作者从最真实的情感，最平实的语言，写了自己生
活经历，骨肉间的故事，像解剖人生一样，剥开生活外壳，
展露给你看生活的真实血腥肉身一样剧烈。祈求上天开一点
门夹缝，祈求妈放下那包老鼠药。那些带点血腥味的生活片
段，让人无法轻易放下和忘记，字里行间的心灵深处的猛烈
碰撞。

听说作者写这本书写了很久很久，有人说书名《皮囊》不太
符合内容，我却觉得很适合。没有动词，没有状语，只是个
名词，只是个个人见解和感受的词，正如贾宝玉形容自
己“只是副臭皮囊”。

这让我记起温情而残酷的家乡故事与现实纠缠的影子，谁又
能彻底理解生活的本质意义呢?当你觉得你正在受生活的折磨
和困境时，抱怨着这一切，你不如看看这本书，你会发现你
的生活困境和苦难没想象中那么大，至少你活得比别人幸福。

幸福的皮囊，过完人生才会知道厚薄。吃苦是让你知道你还
在经历这个世界的真实存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这一
切只是“业”显现罢了，一切只是你脑海里的。



世界很大，也很精彩;世界很小，也很浑浊。有时候我在想，
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异，究竟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形成的呢?
同一个环境，差不多的家庭，却孕育了完全不同的人生。有
点让人唏嘘，也让人思考，生命的路冥冥之中是否已经有神
明为你安排好了呢，无论我们怎样挣扎，最终也逃不出命运
之神的掌控。一切也都是没有答案的，我们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认真地对待生活，生命的每一步，走好每一步。

皮囊读书心得体会篇六

《皮囊》是蔡崇达写的一本童年自传，打开书，迎接我的是
纷乱的小镇上发生的人与事，它们如同一个个炫目的烟花在
绽开，寻着作者的童年，我理解了各种生活道理。

我最喜爱的是作者的阿太。阿太很惨，高龄时送走了仅仅50
岁的姥姥。阿太很坚强，她没有哭，她已经看清了尘世，知
道并了解了什么是皮囊与灵魂以及它们的作用，她的身上仿
佛散发着一种久经世事所带来的老练。她还锻炼年轻的舅公
的皮囊，而她自己，哪怕一把年纪依旧锻炼自己，走路回村。

我看到阿太想把这思想传承下去的渴望。作者年轻时还不理
解阿太为何如此的冷漠，如此无情，在小时的作者看来，阿
太像一块儿石头，一块儿情感古怪的石头。但随着年龄的增
长，他逐渐明白了“皮囊是拿来用的，而不是拿来伺候的”
其中的道理，也渐渐了解到阿太的用意。随着作者对阿太的
信任与喜爱变得更多，他工作之后，经常去找阿太倾诉，阿
太就像是作者的精神支柱。

后来，阿太去世了，整个家庭都蒙着层悲哀，我的心也随着
阿太的死沉下去，仿佛整个人都跌进了悲伤的深渊。但我发
现阿太在死前没有伤感，在她看来，死只是让她脱离皮囊，
使她变得更轻，足以见得她对死看的很开。而在这世上，也
有其他的人，他与作者的阿太一样，不是在用欲望去享受着



皮囊，而是让它锻炼起来，为自己所用，不被世上的污浊所
动，保持轻盈。

我喜欢这个看透尘世的阿太。

皮囊读书心得体会篇七

母亲在父亲去世后依然信念坚定的要把房子盖起来，是对父
亲生前的愿望的延续，也是和父亲爱情的一种象征。后来在
父亲走后，母亲热衷去拜访各路神明朋友，可能现在现在这
个时代来看是有点自欺欺人的，然而那确实她对丈夫至深的
爱和不舍，是说不出口的爱情，她想用另一种形式再看逝去
的丈夫一眼，看她在另一个世界是不是过的安心平和，是不
是没有了病痛的缠绕了，也是用这样一种方式支撑自己的灵
魂更坚韧一点。是怎么一位了不起的母亲，没有任何抱怨，
从未放弃，用自己弱小的身躯一直照顾着父亲，并且微笑着。

中风偏瘫的父亲每天坚持运动，他坚持着自己的坚信。在台
风来的时候执着的也要出去，虽然他可能在某个时候内心知
道自己已经无法恢复，然而他想总要不被打败的灵魂，他想
保持着自己残疾皮囊下傲立的精神。也是那个时候，作者以
为他要做的是快速的工作赚钱来维持家里的生计，所以忙去
奔波，疏忽着对父亲更多的陪伴，后来，父亲去世，他错过
了见他一面的机会。

张美丽被人中伤，排斥，她依然生活的活色生香。后来她被
乡亲们讨伐，围剿，她哭着大声说她只是追求了爱情，其他
什么也没有做，狠狠的往祠堂墙上撞了去。张美丽的悲哀是
小镇闭塞落后的产物，她的勇敢和直接不被人接受，被小镇
里的传统认为是放浪的，应该被打压的，没有人会承认自己
是犯过错的，尤其是一个闭塞过的群体，不会因为一个人而
讨伐自己的过去，所以多年过去了张美丽依然被人用各种言
语描绘着。



一个是看起来孤僻却内心宽广能看穿他内心的阿小，另一个
是小镇过客穿着小少爷的皮鞋白色衬衫的阿小，有些对香港
的欲望，也有与小镇无法融入的骄傲和孤单。两个阿小在一
起，好像是作者自己看见身上的卑微和欲望，欲望赢了卑微，
旺盛的欲望躁动起来。后来，香港阿小离开了，去了和他应
该属于自己的地方，开始了他漫长的孤单。老家阿小拼命的
模仿者香港阿小的样子，后来终于归顺命运，在小镇做了一
个渔民。作者一个人踏入北京的求学路，开始所有的故事，
怀念老家阿小的安逸和小圈子里的光彩，开始理解香港阿小
拼命想念自己看见的孤单。那是长大以后的诚恳吧，原谅和
接受自己曾经的卑微和欲望，认可小镇的简单朴实，敢于行
走在城市间的底气吧。

文展，像是一个精神领袖，拥有自己高洁的思想领域，像个
英雄一样清晰的规划实施着自己的未来，启发着懵懂未知的
作者找到自己的人生。大概，像神一样的领袖不允许错的吧，
所以后来文展把他在城市里无法实现自我计划以及大城市同
学的讥讽归责于自己的家乡，他沉沦在自己无处施展的计划
里，成了一个无处安身的人。

厚朴，活的热血，狂放，无所顾忌，如同他的乐队名字一样，
希望自己就是世界，尝试一切可能性，改变世界。也就像他
的名字hope，希望而已。骨子里他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像是派
对后最后留下来的人，虚弱后知后觉。厚朴的死，我仿佛看
见了作者内心的压制，为了在大城市里生活，为了不像文展
一样失败，他用力，克制，像沼泽一样看似平静却是不能探
索到的深厚。

人生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人总要扒开皮囊看看灵魂吧。停下
快速奔跑的脚步，思索真正的人生意义和灵魂里的需求，可
能人只有在敢于停下来的时候才不被皮囊所累，而灵魂深处，
我们都是想要回家的，想铭记那些曾经遇见的每一个人，虽
然一些人皮囊坍塌死亡，曾经活过的精神却是可以不朽的。



皮囊读书心得体会篇八

每个读者只能读到已然存在于他内心的东西。书籍只不过是
一种光学仪器，帮助读者发现自己的内心。

——马塞尔·普鲁斯特

讲真，我真的很喜欢这本书，这次有点赶着看完了这本书，
有点后悔没有细细品味。我还会看第二次，等三次…我相信
下次看它我会带着另外一种心境，去更好的理解这本书。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接受着时间的洗礼
慢慢品出活着的意义

在作者努力工作想着赞钱带父亲去美国看病的同时却忽略了
陪伴，与交流，导致最后父亲去世时让自己留下了许多遗憾，
与悔恨。

母亲是个固执，坚强的人，很有性格，她对父亲的那种爱是
默默的付出了很多，在某个点上来说很伟大呢。

相信我们周边都会有香港阿小和孤僻阿小吧，不管是哪个阿
小他们都挺无助的，个人感觉他们的内心是空虚的。佩服又
惊讶作者能够当机立断的做到马上远离觉得对自己有不好影
响的香港阿小，我觉得有点难，毕竟有交情。对孤僻阿小的
阿谀奉承感到悲哀，没活出自己。

关于厚朴我其实不太理解，我没有这样的经历无法感同身受
（我也想疯狂一次）他在追寻他以为的自由，到头来却只是
束缚着自己，觉得现在做的那就是自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走不出来最后导致自杀。但是我觉得他一开始能大方的追求
梦想值得敬佩，只是后来却有点变了味。

希望我也能遇上个李大人能在我困惑，看不清楚的时候，一



针见血的指出问题。路灯先生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说的不好，望多多指教

皮囊读书心得体会篇九

终于断断续续读完了这本散文集的小说，作者是晋江人（大
学好友有好几个也是）又是新闻人，所以阅读的时候会有一
种莫名的“熟悉感”。

书的前面几个篇章还蛮耐看，收尾的几篇就有些“潦草”，
谈谈感受比较深的几个。

开篇的《皮囊》讲阿太对死亡的态度，但更像在讲作者自己
的观点，还是蛮赞同的。世间没有不朽的皮囊，终有一天皮
囊会崩坏，而心在亮着，灵魂就不会彻底消亡。“生命原本
轻盈，被太多欲望的污浊拖住。”

另外一篇写父亲的《重症病房的圣诞节》，细节的地方也直
抵人心，大概是我也有相似的境遇。“从走廊的一头走到另
一头，恐惧的路就像按照自己记忆走一条印象中很平坦的路，
然后突然哪里凹陷了，一踩空，心直直往下坠。”这段走过
病房走廊的心理活动，让我想起前几年父母车祸住院时，每
天下楼买饭也要走过的那条走廊，有的病房是围坐家人的温
暖，有的则是孤独患者的冷冷清清，有的人进来，有的人出
去或者再也没出去。

还有几篇关于朋友关于理想的篇章，有些观点耐人寻味，或
许能真实地抵达这个世界的，能确切地抵达梦想的，不是不
顾一切投入想象的狂的热，而是务实、谦卑的，甚至你自己
都看不起的可怜的隐忍。

“人与人关系的建立，显得那么充满偶然又似乎必然，我们



的朋友参与我们的生活，改变了甚至塑造了我们的生活。”
这句也很赞同，我在人生各个阶段的重要抉择前，几乎都有
朋友的参与，从读书到志愿，从工作到辞职，朋友改变也塑
造了我现在的生活。

因为读到了已然存在于内心的东西，所以读的时候才会有流
畅的代入感吧……

皮囊读书心得体会篇十

散文集故事《皮囊》，读到第一个故事被吸引住，90岁的阿
太说：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一语中的。

其他几个故事相对平凡，其中《母亲的房子》和《我的神明
朋友》，更多展示了父母辈女子的爱情观和使命。第一步是
结婚;第二步一定要生出个儿子，让自己和夫君的名字，得以
载入族谱，并且在族谱上延续;第三步是攒足够的钱，养活孩
子;第四步是攒足够的钱，给女儿当嫁妆;第五步是攒足够的
钱，为儿子办酒席和当聘金;第六步是一定要等到至少一个孙
子的出生，让儿子的名字后面还有名字;第七步是帮着抚养孙
子长大……然后他们的人生使命完成了。

阿小，文展，厚朴在我看来更像作者对自己未来的几种设想。
假设我的父母在香港做生意，假设我有一个明确追寻的理想，
假设我的父亲鼓励我去体验人生。

《我们始终要回答的问题》也是作者自己纠结半生的问
题，“我期许自己要活得更真实也更诚实，要更接受甚至喜
欢自己身上起伏的每部分，才能更喜欢这世界。我希望自己
懂得处理、欣赏各种欲求，各种人性的丑陋与美妙，找到和
它们相处的最好方式。我也希望自己能把这一路看到的风景，
最终能全部用审美的`笔触表达出来。”



皮囊读书心得体会篇十一

选择《皮囊》这本书，大概是因为作者蔡崇达。一次偶然的
机会，曾听过他的讲座，讲座的具体内容已记不清，但对于
那一系列头衔却记忆深刻。曾任职于《新周刊》、《三联生
活周刊》。24岁担任《周末画报》新闻版主编，27岁任《gq》
中国版报道总监，现任《中国新闻周刊》主编。一个80后，
从记者一步步做到主编，年少有为，蔡崇达本身就是一个奋
斗励志的榜样。出于一种崇拜的心理，我开始阅读《皮囊》。

在书的封面，有这么一句话，“这些刻在骨头里的故事，那
些我们始终要回答的问题”。书中的故事，关于亲情，关于
故乡。那些问题，关于人生，关于活着。其实这些都是我们
每个人需要面对的问题，但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所以在
差异中又存在着共鸣。

书中写的最好的，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第一篇《皮
囊》。故事的主人公是作者活到九十九岁的阿太，一辈子活
得坦然而硬气。家里人祭祀杀鸡时，有只鸡撒着血在祠堂里
乱跳，阿太将鸡抓起，扔在地上摔死，说：“别让这肉体再
折腾它的魂灵”。阿太很狠，切菜像切排骨那样用力，甚至
有次在切菜时切断了手指，她也只是很淡然地“哎呀”一声，
而全家都因此慌乱开来。

阿太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是她的生活观：我们的生命本来多
轻盈，都是被这肉体和各种欲望的污浊给拖住。肉体是拿来
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阿太不是什么文化人，只是个神婆，
然而这话却说的很有哲理，大概也是《皮囊》这本书的意义
所在。我们都是戴着皮囊在世间忙碌的灵魂，这副皮囊的用
处就是来经历各种风吹雨打，让灵魂有地方可以安放。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活在皮囊之下，皮囊包裹着人心。它可以
是温暖的，逸乐的，也可以是疼痛的，脆弱的，亦或是可耻
的。我们活在这世上，周围充斥着喧嚣和永不满足的欲望，



我们一刻不停地往前走，却从不曾给自己一个清醒的时刻，
让自己从纷扰的尘世中暂时释放出来，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
是什么。很庆幸，借着读《皮囊》这本书的时间，我认真回
顾了自己之前二十几年的生活，并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明确规
划。

评论家李敬泽在这本书的推荐语里说：“人生或许就是一具
皮囊打包携带着一颗心的羁旅。心醒着的时候，就把皮囊从
内部照亮”。

皮囊读书心得体会篇十二

好吧，我们还剩下灵魂和心。

可是失去了皮囊的灵魂和心是孤独无助的，皮囊，在我们心
中不过一副躯壳，包裹着我们本该轻盈的生命，携带着我们
孤独流浪的灵魂，唤醒了我们沉睡已久的心。

打开《皮囊》，我看到了凡人难以掩饰的喜恕哀乐。有视人
生无常曰正常，顿悟世情或是全心冷漠以保持事不关已的距
离，自我保护，也有感性的血肉人生。

李敬详说《皮囊》是认心、认人的书。

我在《皮囊》里看到了“父亲”不久未出现在各种书里的人
物。

我看见这个父亲，离家、归来、生病、挣扎、离去。

他怀着固执、顽强、好强的心去争取自尊，然后失败，带着
怜惜的挂念离去了。

在这期间，母亲也被照亮了，她不同于其他人，她有她自己



的隐忍，有她自己的坚持，为了一栋房子，不惜倾尽所有，
也许，这就是她的坚持吧。

《皮囊》中每个人物都有他自己的坚持，怀着一颗年轻有活
力的心历经世事后，变得伤痕累累，但这并不坏，流泪、流
血、留下疤痕，然后依旧敏感着，让每一次疼痛的跳动都如
同初心。

生命和生活之所以值得过，也许是因为它有限度，它等待着、
召唤着人的挣扎、愤恕、斗争、意志、欲望和梦想。

在《皮囊》中，我看见生活中我们应该珍惜的人，还有那些，
那些我们始终要回答的问题。

人各有异，这是一种幸运，但人本质上又致，这也是一种幸
运。如果有心，我们也许可以看见彼此，映照出彼此，温暖
彼此。

世间哪个人灵魂不是念变着这一副皮囊，在这无数个轮目中，
找到一副又一副皮囊，又失去。正如阿太所说，肉体是拿来
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

认识温暖自己遇到的每一个人，去关心他们，这就是苏珊来
塔格所说的人的世界。

《皮囊》这本书是伤心的，也是温暖的，我们能从中读到人
间冷暖，世事无常……

皮囊读书心得体会篇十三

它有着浅黄色的封面，寥寥数字，丝毫不起眼的静静的趟在
书架上。直到看到它有韩寒、刘德华和李敬泽作序，这才让
我好奇：这是本什么样的书，竟劳动这三位不同领域的大腕！



原来这是《中国新闻周刊》前执行主编蔡崇达的第一部文学
作品，这位80后的闽南人，用他真挚的语言，描述了坦荡荡
的自白成长经历，没有掩饰凡人难免的喜、怒、哀、乐、贪、
嗔、痴，他的人生就这样真诚的摆在面前。

整本书有14个小故事、1篇后记，每一篇读起来都有种共鸣感，
那种沉重却又如释重负的感觉。如第一篇《皮囊》：一贯坚
强的阿太（外婆）去世了，我和作者一样难过。我也有个坚
强的外婆。外婆早早的腿脚就不怎么好了，但凡跑腿的事情
都是外公在做，即使这样也没见过外婆对什么事情示弱过。
几年前外公离世，外婆又摔了一跤，腿脚越发的不好了，连
正常走路都成问题。当时我们晚辈都以为外婆撑不了多久，
一贯强势的她，怎能受得了无法走路、事事看人脸色的现实。
没想到，大半年后外婆居然能借助椅子挪到院外晒太阳、找
人聊天了！后来才知道，是外婆逼着我妈妈买了好多止疼片，
每天都吃一把，强忍疼痛都要站起来。我每年回家都会去看
望外婆，她总是拉着我的手说好多话，我说的话她却因为耳
背已听不大清了，但她依然很开心的笑着、颤巍巍的挪着椅
子送我出门。

读到阿太留下的话：“黑狗达（作者小名）不准哭。死不就
是脚一蹬的事情嘛，要是诚心想念我，我自然会去看你。因
为从此之后，我已经没有皮囊这个包袱。来去多方便。”至
此才明白，阿太才是大智者。我们的生命本来多轻盈，都是
被这肉体和各种欲望的污浊给拖住。

读到强壮的父亲中风瘫痪了，一次次尝试恢复一次次失败，
退为孩童，无理取闹，直到去世，作者气急败坏破口大骂时，
我的泪水止不住了。这不就是可怕的“子欲养而亲不在”吗？
父母亲用他们历经几重苦难的皮囊养育了我们，让我脱离山
村在城市定居。他们的皮囊渐渐衰败，已经无力再为我遮风
挡雨，他们认为这是在拖累我，不愿和我一起在城市生活。
殊不知，只要他们在我身边，就会带来无穷的力量，像小时
候依偎在大树下，有着说不出的安宁和踏实。



没有了皮囊，还有灵魂。没有了灵魂的皮囊也仅仅是皮囊而
已，没有任何意义。刘德华说，看蔡崇达的书，犹如生命中
多添一盏明灯。我想，这盏明灯我需要，你也需要吧。

皮囊读书心得体会篇十四

皮囊这整本书由十五个短篇组成，每一篇都给我深深地压抑
感并且会带来长久的沉思。

文中父亲的病重，母亲执意建房子执意向神明倾诉执意做的
所有事，可怜的阿小和阿小，疯狂的文展以及最后作者对自
己的发问都让我对现实生活中的自己有特别多的思考。

想得最多的是自己未来要过生么样的生活，文中满满的都是
对城市欲望泛滥，感情缺乏的吐槽。作者对自己的生活状态
仿佛甚不满意，说自己是攀着理想并且拿责任做借口不断逃
避真正的生活。

于我来说，城市or乡村;匆匆忙忙or平平淡淡依旧有待考虑，
依旧是未知数。《皮囊》没能给我一直的问题做出解答，但
是他的想法对我未来选择的形成应该会有影响吧。

之所以说是这本书对我的影响，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在这本
书里得到的启示与我相差甚远吧。翻到最后，我在最后一页
发现了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一句话：每个读者只能读到已然存
在于他内心的东西。书籍只不过是一种光学仪器，帮助读者
发现自己的内心。甚得我心!

这篇读后感有点错乱，不过是真心推荐《皮囊》这本书，很
久没有这么喜欢过一本书啦!



皮囊读书心得体会篇十五

进入高中学习生活以后，对文学的渴望愈发强烈，用了四个
晚上把蔡崇达的《皮囊》读完了。

我读一本书，喜欢那种前面就把我带入作者回忆的，如果没
有，我也会渐渐失去对这本书的兴趣。

好在《皮囊》开头是以一个顽强的阿太将我拉入故事，99岁
的阿太，正处于高龄的阿太用一句“肉体是用来用的，又不
是来来伺候的如果整天伺候你这皮囊，是不会有出息点，只
有会用肉体的人才会有出息”诠释了书名的意义，为后文阿
太的去世埋了伏笔，也奠定了这本书的感情基调。

黑狗达在小的时候结识一个伙伴，他的名字叫文展，他“天
才”的名号在当时小镇几乎是无人不知的，可是最后外界的
影响使他误入歧途，他还觉得是黑狗达不懂他的初心，两人
的路想不通的路延伸。

不仅如此，这本书还塑造了不同的形象：满嘴“世界”
和“理想”而被现实沉重打击的厚朴、被小镇古制旧俗扼杀
生命的美丽少妇张美丽、来自不同世界的阿小……一个个人
物在纸上演示鲜活的形象，揭示旧时期封建思想的危害和别
样的小镇风情，诉说的不同的人的不同人生。

黑狗达经历了很多，也承受了很多，即使是下葬的阿太和父
亲，亦或是误入歧途的文展和厚朴，他都仅仅看着，无能为
力，唯一的是，他可以将这些写进书里，去宣泄。

最后结尾，这本《皮囊》里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对那些我
正在爱着或者曾经爱过的人，我希望你们明白，我多希望付
出所有为你们停留，如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你们刻在骨
头里即使时光列车拖着我的的肉体前行，至少你们的名字和
名字牵扯的记忆，被我带走了，这是我对时间能做的唯一反



抗。”

皮囊读书心得体会篇十六

借用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话，“每个读者只能读到已然存在
于他内心的东西。书籍只不过是一种光学仪器，帮助读者发
现自己的内心。”三天读完此书，相似出生境地一步步并入
城市生活的我好像过电影般硬生生的回到童年待过的乡村，
学校，一个个活生生的面孔快速的在脑海中闪过，这期间也
有对过往的种种质疑，追忆，探究和假设。

反复又把我带到那个从小酷爱读书，急于借此了解世界，和
自己内心对话的影子前，似乎过去的这些年都白过了，如同
作者一样，到现在都没明白我究竟要怎样的生活，怎样回答
我直面的人生，总感觉被现实的世界拖着在蹒跚躅行，突然
明白为什么有时候会莫名的焦虑和愤怒疑惑无奈！不得不说，
文中对于人物内心的独白雕琢的务实而细腻，是我喜欢的风
格，潜意识中享受于此的同时也在将其归于自己语言的储备
库中，想想哪天自己也能以这样的笔触描述活生生的自己及
逝去的日子，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皮囊读书心得体会篇十七

一个看似平凡的书名，背后却包含着那些并不简单的道
理......

本书作者蔡崇达，1982年生人，闽南人。韩寒口中的“写作
高手”。现任《中国新闻周刊》执行主编。“南方国际文学
周”联合发起人。曾任职于《新周刊》《三联生活周
刊》；24岁担任《周末画报》新闻版主编；27岁任《gq》中国
版报道总监，为全球17个国家版本的《gq》最年轻的报道总监。

《皮囊》是他第一部文学作品。



第一章节，作者就介绍了他的阿太——一个活到99岁的“很
牛”的人。但阿太虽很绝情，但却是作者心灵的归宿。读完
这本书已经很久了，但我始终记得作者的阿太所说的一句话：
“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被拿来伺候的。”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第八章：“天才”文展。其实书上并没
有在天才上面打双引号，但我为什么在上面打了双引号呢？
本章节主要讲了黑狗达因病遇见了被母亲带到家里和黑狗达
一起玩的文展。从文展的一言一行中，我能看得出他是一个
很有主见、很有想法的人，也是因为文展的话让黑狗达的病
渐渐好了起来。

文展总是在为未来做打算、定计划，他做什么都很努力。他
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甚至在学习上还精打细
算的，各科成绩都一定要和自己预想中的成绩一模一样，而
且是训练自己的领导能力才跟小伙伴玩的。

《皮囊》中这些可在骨头里的故事，那些我们始终要回答的
问题……。

皮囊读书心得体会篇十八

读这本书的时候，总是会让我去回忆我的童年，会想起那些
已故去的人，听妈妈说小时候抱着我长大的曾祖母，依稀还
记得她坐在房檐下的样子，又依稀还记得她去世时妈妈让我
磕头我却死活不肯的画面，小时候总给我留着许多糖的外婆，
她去世的时候，我却因为所谓的工作没能见最后一面，可是
她一直在我脑海里，她驼着背慢吞吞的为我们做饭，她佝偻
着身子从柜子里拿出攒了好久的糖果，她轻声呵斥着冲我们
嚷嚷的大黄狗，还有幼时一直害怕的外公，他在家时困了总
不敢睡着，很害怕他拿鞋底板把我们给拍醒，有时实在太困
了，就躺在他经常躺的摇摇椅上摇晃着，等他一回家就马上
惊醒了，他一辈子直到去世都总想着我外婆，外婆先走，他



却害怕外婆的棺太小不够住，死活要把自己的给外婆，自己
却永远躺在那个连自己都放不下的棺里，开棺的时候我终究
是没忍住痛哭流涕，哪怕到现在想着他最后的样子，我依然
忍不住泪目，他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对我们的疼爱，而
是对外婆的疼爱。

其实自从我长大后，很少去回忆自己的童年生活，我每次很
用力的去回忆，却总是什么都想不起来，读这本书，却总是
勾起我的回忆……回忆那个我不知道到底爱还是想逃离的家
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