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苏菲的世界读书感悟(模板8篇)
通过总结范文，我们可以发现自身的优点和不足，及时调整
自己的学习和工作方向。在写总结范文时，可以借鉴一些优
秀的样本，但要注意避免抄袭和剽窃的行为。总结范文

苏菲的世界读书感悟篇一

这些天我一直在看《苏菲的世界》，看那些在时空中闪现的
哲人们是如何解析生命和世界的意义的。“苏菲”这个名字有
“智慧”的意思。那么，《苏菲的世界》，也就是“智慧的
世界”。哲学，便是能够让人变得更加智慧的学说。

“我是谁?”“世界从何而来?”这两个问题在我心中时时萦
绕，排解不开。于是我开始追随艾伯特和苏菲的脚步，展开
了这场在哲学世界里的游历。

十四岁的少女苏菲看见镜子里的自己疯狂地眨眼，于是她走
进了哲学的世界。“我思故我在。”这个少女在艾伯特的指
点下，从哲学的摇篮雅典出发，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
有了初步了解。她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认识包括达芬奇的绘画、
莎士比亚的`戏剧、古登堡的印刷机……涉及艺术、科学、建
筑、数学等许多方面，但是新的疑团却又接踵而来。席德，
苏菲，艾伯特;席德佳，苏菲亚，大艾伯特;树林中无人的上
校的小木屋，祖母从吉普赛妇人那里买来的一面“魔
镜”……每件事物都是线索，每件事物也都是新的谜团。

苏菲边走边想，一个个新的哲学天地展现在她的面前。事情
的真相，原来竟是如此。果真是“我思故我在。”可是“我
思故我在”是真的吗?可读完全书的我却很茫然，我存在吗?
渺小的我会存在过，或曾经存在过?《苏菲的世界》是让我感
觉最奇特的书，它让我感到恐惧。或许作者就是想让我们通
过思考来更加清楚的认识这个世界吧。



有时候我会想其实生命真的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地方，可是由
于自己已经“习惯”这样生活，也就不曾明了宇宙的浩瀚和
生命的伟大。有位哲学家说过，每个孩子都是哲学家。如果
一个人对自己为何会存在这个世界上而不感到惊奇，这将是
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呵!

苏菲的世界读书感悟篇二

随手在书架上取来一本书，坐在窗边，品一口茗茶，偷得半
日闲。这是一本出版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书。当初是以一本休
闲小说购买的，读后才知道这是一本哲学启蒙书，她用深入
浅出的文字向我们读者展示了哲学从古到今的发展历程。一
直以为哲学是比较枯燥乏味的，但《苏菲的世界》一书却截
然不同。《苏菲的日记》和其他厚重的令人伤脑筋的哲学书
不同，读它更像是读一本侦探小说，让人不自觉地跟着苏菲
去思考，去探讨一个个哲学问题，去拜访一位位哲学家，了
解他们，走进他们的世界。这本书的内容广，但并不紊乱，
书中内容分成许多章节，每节题目都点出了该章节内容的中
心，或深藏或巧露；而每一节内容都会阐述几个问题。这样
的分节使人读后更容易消化，也更容易理解。

它在向读者讲述哲学的同时，运用了生动的语言来描绘了一
个耐人寻味的故事，使读者阅读时产生一种追逐和渴望知道
答案，了解哲学的心情。

故事是由一个快满15岁的小女孩苏菲接二连三收到一些怪信
件拉开序幕，“你是谁？”、“世界从哪里来？”这些看似
很普通的问题却蕴涵着很多需要深入思考的概念，苏菲在彷
徨中开始思索，并在她的私人哲学老师艾伯特的引导下进入
西方哲学领域。苏菲穿越时空，从哲学的摇篮雅典出发，对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有了初步了解；来到了文艺复兴时
期，她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认识包括达芬奇的绘画、莎士比亚
的戏剧、古登堡的印刷机……涉及艺术、科学、建筑、数学
等许多方面。和已成为历史的那些有着精辟的思想的大人物



进行了一次心灵的谈话，目睹了历史又一次严肃的`重演。看
这样一部作品，等于看到了全人类的文明。苏菲的所到之处，
处处凝结着文明的精华，弥散着哲学的气息。至于近现代，
艾伯特的“哲学函授课”包含了康德、黑格尔、弗洛伊德乃
至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看这样一部作品，让我看到了全人
类的文明。在苏菲的所到之处，到处都凝结着文明的精华。
感受最深的是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故事。苏格拉底，他的高明
之处在于人能够在谈话中揭露人思想上的弱点，使其领悟哲
学的真理。然而在公元前399年，他却由于过于直言，被他曾
指责过的上层人士送上法庭，以其“宣扬新的神明，腐化青
年人”而被处以死刑。本可以恳求陪审团手下留情免于一死，
但苏格拉底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即使到了生命的结束也
要坚持真理。他重视良心与真理，敢于为了真理而战，为了
真理而牺牲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看过之后，我已经不
仅仅是学到了一些东西，更重要的是心灵的震撼。看这样一
部作品，等于看到了全人类的文明。苏菲的所到之处，处处
凝结着文明的精华，弥散着哲学的气息。在这样一本小说里，
包括了整部西方哲学史，本身就极具魅力。一直觉得哲学是
一门虚幻而不切实际的学问，生涩难懂，但其实一直是我不
了解哲学。这本小说系统地涵盖了各种哲学思潮。随着小说
人物在书中不停的追逐和寻求剧中谜团的解答，越来越深入
的使我了解到以前不感兴趣的西方哲学史。

一直以为哲学是一门不切实际的学问，让人敬而远之。可是
当我读完全书后才发现哲学其实是最贴近现实生活的，哲学是
“关于天底下每个人都关心的一些问题的学科”。哲学所要
解决的都是还没有科学方法可以证明的问题——诸如善与恶、
美与丑、生与死、秩序与自由等。我认为哲学不是科学，因
为它没有什么精确的公式来计算、来衡量。哲学是对未知事
物或不确切认识的事物的假设性解释，是追求真理的开路先
锋。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仅有科学而无哲学，仅有事实而无
洞察力和价值观，是不能使我们免于浩劫和绝望的。科学给
予我们知识，然而只有哲学才给予我们智慧。心里面想的还
有很多，但不知道怎么来更加明白的表达。也许只有我们自



己亲身读了此书后才能和我一样感受到《苏菲的世界》带给
我们的震撼！

苏菲的世界读书感悟篇三

苏非用手指着镜子里的自我说：“你是谁”此时苏非和我的
脑子里想得是一样的：我是谁不用说，我是庄子婷，可是这
个叫庄子婷的人又是谁是我。得，又绕回去了：我是谁我居
然不明白自我是谁，这不是太可笑了吗我甚至无法去决定自
我的长相、父母、家族，我更没有选择自我是人还是兽的权
利，这不是太不合理了吗但这些却是我不得不理解的事实。

“世界从何而来”我不明白，说实话，到此刻为止没人真正
明白不是吗？

哲学问题是永恒不能改变的吗是，也不是。有关于宇宙之类
的各种事物的来源，各种各样的类似问题在人类脑海里占据
了几千几百年了，我还想不着，没有人能够解决或回答这些
疑问，而人类也永远不会停止自已的思考和探索。同时，随
着人类时代的发展和生活的巨大改变，新的问题每一天会不
断冒出来，机器人会有自知力吗人脑是如何进行运作的人类
和机器的实质区别在哪里。

这些问题太烧脑了，来我们说些能够实时解决的。想要保护
地球的多样性，我们就应当彻底改变自我的思考方式、生活
模式，把我们所处的时代当做生活的中心如同把地球当成宇
宙的中心一样可笑。对我们来说，当下自然是最重要的，最
有意义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未来不重要，我们应当像尊重
此刻一样尊重未来。

苏菲的世界读书感悟篇四

《苏菲的世界》是一本文学性很强的哲学书。它的主要资料
是：以苏菲不断受到一位神秘人寄来的信件为线索，从哲学



的角度向人们解释了世界和大自然等的构成与发展……告诉
人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本来哲学是比较枯燥乏味的，但《苏菲的世界》一书却截然
不一样。它在向读者讲述哲学的同时，运用了生动的语言来
描绘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使读者阅读时产生一种像读侦
探小说般的心境。书中刻画了一个勇敢，聪颖的少女——苏
菲。因为追求哲学，就必须要有好奇心，这正是苏菲最大的
特点，所以我觉得作者刻画这个人物的用意就在于此。

为了向人们解开世界历史之谜，书中涉及的资料很多。从远
古罗马到现代，在每一个不一样时期，有哪些为社会做出突
出贡献的哲学家，他们主要讨论的题目是什么，一些哲学家
的经历和遭遇，这本书都详细地为人们做了讲解，仿佛整部
世界哲学史在你面前演变了一遍。它资料广，但并不紊乱，
书中资料分成许多章节，每节题目都点出了该章节资料的中
心，或深藏或巧露；而每一节资料都会阐述几个问题。这样
的分节使人读后更容易消化，也更容易理解。

书中讲述了不少的人生道理，使我获益良多。而它所讲述的
有关哲学的知识，开阔了我的视野。其实当中的道理很多问
题我也曾想过，但这些问题都在头脑中一闪而过，因为我觉
得它对我来说实在太陌生。当我读完此书后，我觉得一个生
存在世界上的人，连世界从何而来也不明白，也不曾去想，
未免有些幼稚。

其中，使我感受最深的是有关雅典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故事。
大约在公元前三四百年左右，出现了一位对欧洲思想有重大
影响的人物——苏格拉底。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人谈话能够不
断揭露人们思想上的弱点，令人能够领悟哲学的真理。然而
对某些人而言，这样的谈话无疑是当众出丑，并成为众人的
笑柄，对于那些有头有脸的人，这就难以理解。公元前399年，
他被指控“宣扬新的神明，腐化青年人”而被处以死刑。它
本能够恳求陪审团手下留情，免于一死。可是他没有这样做，



因为他重视良心与真理，到生命结束也是为了真理。他那种
为了真理而战，为真理而牺牲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使我
更深切的体会到死有“轻于鸿毛，重于泰山”这句话的含义。

苏菲的世界读书感悟篇五

《苏菲的世界》以小说的形式，通过一名哲学导师向一个叫
苏菲的女孩传授哲学知识的经过，揭示了西方哲学史发展的
历程，以下为大家带来本书读书心得体会范文。

都说《苏菲的世界》是一本普及的哲学读物，一本写给大众
的哲学史。这个假期，我有幸读完了这本书，感受颇多。

作家总是要尽力让自己的笔下的人物鲜活真实，然而《苏菲
的世界》的作者乔斯坦却没有刻意如此，他只是让我们读到
了一个真实如你我的苏菲，经历了许多谜一般的事情，随着
哲学家艾伯特的出现进入了哲学的世界。在作品的中途作者
又突然提示，这无数谜一样的原因不是苏菲，而是席德父亲
假想出的人物。残忍的是，作者还要苏菲自己知道这个事实，
知道自己是一个虚幻。更别出心裁的是，乔斯坦竟让苏菲与
艾伯特去反抗那个主宰他们命运的席德父亲，而且最终逃脱，
来到了永恒之地，甚至影响了席德父亲的那个世界。

是的，《苏菲的世界》不仅是一本普及的哲学读物，还是一
位普通的哲学教师对哲学终极问题的思索。《苏菲的世界》
原着副标题虽是“一本关于哲学的小说”，我却认为它真正
的主题乃是“存在与虚无”。

这是一个绝妙的影射。人类本是平凡如苏菲一样的生活着，
并没必要思索存在或是虚无。然而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本
能——爱智慧，让人转向哲学，思索自身的存在，沿着这条
路越走越远，直到惊惶地发现竟毫无办法证明自身的存在，
发现这一切都是虚无。



这正是整个西方哲学的映射。“你是谁?”“世界从何而
来?”苏菲接到的这两个问题，是早在三千年前，就被希腊先
哲固执地提出，他们不甘心仅仅只活在这个世界中，他们偏
要去认知，思索这世界的本原，证明真实的存在。从泰勒斯
到普罗泰格拉，从苏格拉到亚里士多德，他们为他们提出的
问题奋斗终生，甚至不惜生命的代价。他们将他们的事业命
名为“爱智慧”，不是“智慧”而是“爱智慧”，便是意味
着也许他们的问题永远无法真正解决。但对于智慧的热爱让
人成其为人，让哲学家成其为哲学家。千百年来，关于存在
的思索在一代代哲学家中延续，即使未找到答案，却也从未
断绝。面对这些对于人类太过于沉重的问题，我们曾求助于
上帝。如是，可以认为自己站在宇宙的中心，生来就是其他
物种的统治者，但这一切终归幻灭。

我们也求助于理性，如是，便可以认为我们拥有独一无二的
天赋，动物所没有的理性，但终究无法忽视太多的非理性因
素。非理性主义与虚无主义渐渐滋生。因为人类日渐发展，
却也日显无助。人类争取着自由，但却突然发现自己被孤零
零地抛到这世界上，没有上帝，甚至没有任何永恒的存在之
物可以依靠。我们自由了?也许。但，我们没有任何选择地不
面对自身的自由，我们最终，同样没有任何选择就必须失去
所有的自由。这自由轻到无法承受。存在?抑或是虚无?人类
前所未有的惶惑，甚至是痛苦。无论是在弗洛姆的《逃避》
自由还是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中，我都能或多或少地读出
这种无奈。如果，如果人类不曾想过这些不必思考的问题，
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痛苦，但，如果那样，我们，也就不是
人类。爱智慧是我们的本性，来自智慧的痛苦是我们的宿命。

《苏菲的世界》中，我能读到这种悲哀、压抑与无奈。苏菲
是席德父亲笔下的人物，席德父亲又是作者笔下的人物，那
我们呢?我们以为自己每天真真切切地生活着，然而也许，我
们不过是另一个作家笔下的人物，我们没有自由的意志，那
个作家就是我们命运的主宰，我们的上帝，理性不能。是的，
无人能够证明，以为是存在的东西也许不过是虚无，虚无，



一切皆无，没有任何东西是坚实而又可以确定的。

《苏菲的世界》中，我却也能读到一种顽强，一种带着悲剧
色彩震撼人心的顽强。当苏菲和艾伯特知道了自己是虚幻的
人物，他们没有选择逃避，而是选择了反抗。而最终，他们
虽然未能使自己成为真实存在的人物，却逃出了小说的'本身，
作为虚幻的人物来到了“永恒之境”。

是的，也许哲学的所有终极问题，都永远不会有完美的答案，
但正是对他们的思考，让人类，与众不同，如哈姆莱特的着
名台词：“存在抑或虚无?这是个问题。”而目的，则是自我，
是希腊德尔菲神庙上那句如带魔力的铭文“认识你自己!”

马儿为什么叫马，何为马，在没读着本书前，我从来都没有
想过这个问题，可能是某一时间，爸爸妈妈拿着一张图片或
是我偶然间从电视上见到这种东西，爸妈对我说，那是马儿，
我从此就认识那是马了吧，每天总会见到许多人，许多事，
我却从未提出一句：为什么?不只是我，每个人都把这个世界
想得太过理所当然，世界的多姿多彩，仿佛与我们无关。这
些东西，《苏菲的世界》可以告诉你答案。

《苏菲的世界》是由挪威著名作家乔斯坦·贾德所著。十四
岁的少女苏菲某天放学回家，意外的发现信箱里放着神秘的
一封信。没有写寄信人的名字，也没贴邮票。上面仅仅写
着——你是谁?——世界从哪里来?就这样，苏菲在一位不曾
谋过面的神秘导师的指引下，步入了哲学的大门。与此同时，
苏菲不断接到一些极不寻常的来信，世界像谜团一般在她眼
底展开。

可以说，《苏菲的世界》完全可以当作哲学启蒙书来阅读，
绝对能使你受益匪浅。另外，本书的小说部分，苏菲所经历
的一系列怪异的事情颇像侦探故事，加上现代版的《爱丽丝
盟友仙境》，让我们沉迷其中。



对于这本书，我感触最深的，莫过于苏菲的导师给苏菲的名
为奇怪的生物的一封信，上面讲到的关于兔子的比喻，我感
觉实在再恰当不过了，非常适用于我们现在包括小孩，大人
的生活。一个嚎啕大哭的婴儿刚来到这个世界上，对任何事
物都感到好奇，用奇特的眼光面对着这个世界。那么他们就
好比生长在兔子细毛的顶端，他们惊讶于种种事物。可随着
年龄的增长，不断的打拼，不断的前进，也就越来越深入兔
子的毛皮，往那层最舒服的毛皮走区，于是，他们就在那儿
安居乐业，感觉非常束缚，不员再冒险爬回脆弱的兔毛顶端。
唯有哲学家才会踏上这危险的一步，其中有些人掉下来失败
了，但有些人死攀着兔毛不放。可那些窝在舒适柔软的兔毛
的深处，尽情吃喝的人们却依然在讨论他们一尘不变的话题：
今天股价涨了多少?某某蔬菜现在是什么价钱?……一系列家
庭的琐事，放在他们的嘴里，就等同于嚼一块泡泡糖那么有
劲儿。

所以说，我们要从琐碎的日常生活中走出来，不要只满足与
此时此刻的舒适温暖，泡在蜜罐固然爽快，但那会渐渐磨掉
你的意志。我们不如去闯一闯，看看外面的世界。在兔毛的
最顶端，再度以仿佛乍见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

苏菲最终只是希德书中的一个虚拟人物，我们又是谁呢，苏
菲又是智慧的意思，苏菲的世界是智慧的世界，梦的世界，
也唤醒我们生活的智慧。十三岁第一次读苏菲，懵懵懂懂。
第二次，第三次，我会收获更多。

苏菲的世界读书感悟篇六

从苏菲在信箱中取出的一封写着：“你是谁？”的信开始，
在艾伯特的指点下，苏菲从哲学的摇篮雅典出发，对苏格拉
底和柏拉图的哲学有了初步了解。她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认识
包括达芬奇的绘画、莎士比亚的戏剧、古登堡的印刷机……
涉及艺术、科学、建筑、数学等许多方面。至于近现代，艾



伯特的“哲学函授课”包含了康德、黑格尔、弗洛伊德乃至
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看这样一部作品，让我看到了全人类
的文明。在苏菲的所到之处，到处都凝结着文明的精华。看
过之后，我已经不仅仅是学到了一些东西，更重要的是心灵
的震撼。

我原本以为哲学是一门不切实际的学问，但当我读完全书后
才发现哲学其实是最贴近现实生活的，哲学是“关于天底下
每个人都关心的一些问题的学科”。哲学所要解决的都是还
没有科学方法可以证明的问题——诸如善与恶、美与丑、生
与死、秩序与自由等。我认为哲学不是科学，因为它没有什
么精确的公式来计算、来衡量。哲学是对未知事物或不确切
认识的事物的假设性解释，是追求真理的开路先锋。在我们
的这个世界，仅有科学而无哲学，仅有事实而无洞察力和价
值观，是不能使我们免于浩劫和绝望的。科学给予我们知识，
然而只有哲学才给予我们智慧。

心里面想的还有很多，但不知道怎么来更加明白的表达，也
许只有我们自己亲身读了此书后才能和我一样感受到《苏菲
的世界》带给我们的震撼！

苏菲的世界读书感悟篇七

随手在书架上取来一本书，坐在窗边，品一口茗茶，偷得半
日闲。这是一本出版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书。当初是以一本休
闲小说购买的，读后才知道这是一本哲学启蒙书，她用深入
浅出的文字向我们读者展示了哲学从古到今的发展历程。一
直以为哲学是比较枯燥乏味的，但《苏菲的世界》一书却截
然不同。《苏菲的日记》和其他厚重的令人伤脑筋的哲学书
不同，读它更像是读一本侦探小说，让人不自觉地跟着苏菲
去思考，去探讨一个个哲学问题，去拜访一位位哲学家，了
解他们，走进他们的世界。这本书的内容广，但并不紊乱，
书中内容分成许多章节，每节题目都点出了该章节内容的中
心，或深藏或巧露;而每一节内容都会阐述几个问题。这样的



分节使人读后更容易消化，也更容易理解。它在向读者讲述
哲学的同时，运用了生动的语言来描绘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
事，使读者阅读时产生一种追逐和渴望知道答案，了解哲学
的心情。

故事是由一个快满15岁的小女孩苏菲接二连三收到一些怪信
件拉开序幕，“你是谁?”、“世界从哪里来?”这些看似很
普通的问题却蕴涵着很多需要深入思考的概念，苏菲在彷徨
中开始思索，并在她的私人哲学老师艾伯特的引导下进入西
方哲学领域。苏菲穿越时空，从哲学的摇篮雅典出发，对苏
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有了初步了解;来到了文艺复兴时期，
她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认识包括达芬奇的绘画、莎士比亚的戏
剧、古登堡的印刷机……涉及艺术、科学、建筑、数学等许
多方面。和已成为历史的那些有着精辟的思想的大人物进行
了一次心灵的谈话，目睹了历史又一次严肃的重演。看这样
一部作品，等于看到了全人类的文明。苏菲的所到之处，处
处凝结着文明的精华，弥散着哲学的气息。至于近现代，艾
伯特的“哲学函授课”包含了康德、黑格尔、弗洛伊德乃至
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看这样一部作品，让我看到了全人类
的文明。在苏菲的所到之处，到处都凝结着文明的精华。感
受最深的是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故事。苏格拉底，他的高明之
处在于人能够在谈话中揭露人思想上的弱点，使其领悟哲学
的真理。然而在公元前399年，他却由于过于直言，被他曾指
责过的上层人士送上法庭，以其“宣扬新的神明，腐化青年
人”而被处以死刑。本可以恳求陪审团手下留情免于一死，
但苏格拉底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即使到了生命的结束也
要坚持真理。他重视良心与真理，敢于为了真理而战，为了
真理而牺牲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看过之后，我已经不
仅仅是学到了一些东西，更重要的是心灵的震撼。看这样一
部作品，等于看到了全人类的文明。苏菲的所到之处，处处
凝结着文明的精华，弥散着哲学的气息。在这样一本小说里，
包括了整部西方哲学史，本身就极具魅力。一直觉得哲学是
一门虚幻而不切实际的.学问，生涩难懂，但其实一直是我不
了解哲学。这本小说系统地涵盖了各种哲学思潮。随着小说



人物在书中不停的追逐和寻求剧中谜团的解答，越来越深入
的使我了解到以前不感兴趣的西方哲学史。

一直以为哲学是一门不切实际的学问，让人敬而远之。可是
当我读完全书后才发现哲学其实是最贴近现实生活的，哲学是
“关于天底下每个人都关心的一些问题的学科”。哲学所要
解决的都是还没有科学方法可以证明的问题——诸如善与恶、
美与丑、生与死、秩序与自由等。我认为哲学不是科学，因
为它没有什么精确的公式来计算、来衡量。哲学是对未知事
物或不确切认识的事物的假设性解释，是追求真理的开路先
锋。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仅有科学而无哲学，仅有事实而无
洞察力和价值观，是不能使我们免于浩劫和绝望的。科学给
予我们知识，然而只有哲学才给予我们智慧。心里面想的还
有很多，但不知道怎么来更加明白的表达。也许只有我们自
己亲身读了此书后才能和我一样感受到《苏菲的世界》带给
我们的震撼!

苏菲的世界读书感悟篇八

一开始，我真的以为这是一本侦探小说，否则怎会如此引人
入胜?读着读着，才发现这是一本关于哲学的书，我今年12岁，
上五年级，在我的概念里只知道有哲学家的存在，并不明白
哲学是怎么回事。妈妈说，哲学这个词，解释起来有点复杂，
可以打个比方，医学家研究怎么治病救人，植物学家研究怎
么栽培植物，使花开得更好看，果实结得更丰满，味道更鲜
美，史学家研究国家政权怎么兴盛怎么衰亡。哲学家呢，不
研究具体的东西，他们会把刚才那些学者的成果进行一一比
较，发现不管是人也好，植物也好，国家政权也好，它们都
得符合一个生长、兴盛、衰弱、死亡的过程，没有例外。哲
学家就会把这个过程用到其它地方，分析其它事物，比如动
物、人性、等等。所以哲学应该就是研究事物普遍规律的一
门学问。

如此说来，哲学应该枯燥乏味、神秘而深奥的，可《苏菲的



世界》却如此生动，它刻画的苏菲就是一个勇敢、聪明的女
孩，她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有不断探索这个世界的欲望，从
苏菲身上，我也开始学会了思考，人必须得保持一颗“好
奇”之心，我知道天是蓝色的，草是绿色的，这种理所当然
的存在让我失去了思考的价值，就像学习，对书中的知识、
老师传授方式，从不咀嚼就欣然吞下。一个人失去了好奇心，
便也失去了对事物探索的精神，进而我们的思维开始被固定，
最后因为惰性变得呆板，毫无创新可言。

多对这个世界问几个为什么，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像
也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存在着。《苏菲的世界》是值得一读
的，它所展示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哲学，更多的还是关于生
命等的有意义的问题，它让我学会了用哲学的角度，重新看
待世界，重新认识自己。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要用它来寻找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