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精神明亮的人读后感高中(优秀8
篇)

辩论能够提高学生团队合作的能力，培养领导才能和社交技
巧，为他们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辩论中需注意引用
权威资料和学术研究，以提升自己的论证信服力。为了帮助
大家更好地理解辩论写作，小编精心挑选了一些辩论文范文，
供大家参考。

精神明亮的人读后感高中篇一

《精神明亮的人》告诉我们：人需要点亮精神。精神是去物
质化、异质化的意识存在，当它仰仗着文字的力量而变得可
感时，人们更易接受这种虚无的满足感。我时常想象若这本
书该是个什么场景，何许模样———也许是黄昏，面对夕阳，
闭着眼睛，感受发亮的光晕，周身环绕的是洗尽铅尘的清纯;
或许，只是一个回忆的背影余光。回忆的样子是安静与感伤，
挂着温润与平和的标签，却有着意料之外的坚决。

坚决写传统的真善美，坚决唱着爱的主旋律，坚决发现最可
观的一面，坚决有自己的黑白是非。这个世界里没有尔虞我
诈，有的是对古典的追思、对文字的敬畏、对历史的审视、
对当下的思虑。有人说这样的世界太单纯，它只是泱泱之中
冰山一隅，这样的社会是残缺的，它没有一个严密完整的结
构。然而在精神文字里，我们有选择性地把负面的情绪沉入
海底，看到浅层的光鲜亮丽，便可欣喜于纯洁、浪漫这些美
好的字眼。有时候能遗忘也是一种自我安慰的能力，因而在
阅读时慢慢涤去浮躁的不安分，简单纯粹。既然不是真实的
生活，那么我们允许它的理想主义，正如我们在无人的角落
吐露的秘密的心声。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们高呼
着欲望都市需要灵魂自救，标榜着形而上的自我追求，用高



深晦涩的古老语言去彰显自己的遗世独立，然而最后仍迷失
在熙来攘往的世界中。雾里看花不知花残未谢，水中望月难
晓阴晴圆缺，大多数的人朦朦胧胧不痛不痒地过着日子，为
了生计抑或是贪欲而奔波。他们知道国家大事、世界风云，
也知道鸡毛蒜皮、细枝末节，唯独不知道，或不想知道的，
是最纯净的自己在哪里。人们不习惯去扪心自问，也往往懒
得追求飘渺的真相，便把深层的自己藏好、忘却。这似乎是
最安全的做法。人们总是可以为自己的逃避找出许多冠冕堂
皇的理由，然后为自己的物质与无知冠上真实单纯的美名。

我承认我是世俗大众的一份子，从来不敢自诩清高和孤立，
宁愿把自己淹没在茫茫人海里，也不愿做特立独行的那一个，
以一种安全的方式战战兢兢生活。因此我在书中看到的更多
的是关怀与感知，作者作为一个人的个体对周身的体悟和更
内心层次的交流。前者来自作者敏感细微的个人世界，而后
者更多地来自作者本身的阅读经历。所谓文人气性，当是经
脉分明，持一见而博思域，深谙己道而不孤芳自赏。看一场
他人之间的文化交谈，读者也不禁心动。生命如斯于此，文
字的感染力在缺乏现场感的劣势下依靠一种共鸣骀荡了读者
的眼睛。“生命就这样诗意地开始，又这样臃肿而可耻地结
束。”不愿这样畸态地走在既定轨道上，便用文字寻找一种
解脱。“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王尔德
如是说。于是一斟清茶袅袅，一盏孤灯相伴，一卷古籍丹青，
一支羊毫泼墨，一段暂时忘却，一梦南柯。一方阅读与沟通
的天地，便有言可说。

然而看别人的文字找自己终究是困难的，芸芸众生也更乐得
糊涂，保留所谓的不清不楚，过着自己意义未知的小日子。
那就在心底留一点光吧，至少，在灵台清明的时候，也会看
到一些本真的影子，也可点亮一簇微弱的火花，那簇火花有
着一个美丽而虚无缥缈的名字。

五月的槐花地，人来人往，却仍是自己。



精神明亮的人读后感范文十篇

精神明亮的人读后感高中篇二

——读《精神明亮的人》有感

读完《精神明亮的人》，我感触很深。

人生苦短，几十年如弹指一挥间，宛若一场梦。这本书教会
了我如何做人——要做一个有用的人，要具有高洁的品质和
顽强的意志。摒弃那些为人不齿的恶习，用真正心灵的本意，
来演绎生命，在生命的舞台上绽放。

我被王开玲的这本书所深深吸引的原因不仅仅是他文学而又
诗意的表达，更是那种‚饱蘸着理性思考之庄严与对人类命运
之诗情关照的笔墨‛给了我看待世间百态的一种基点，我在他
文字的基础上观察，站在高处，审视。

其中最使我感到震撼的，是《白衣人：当一个痛苦的人来见
你》，这一篇文字，是他对现代医学的人文透视。其中他言
明：‚白衣人——作为现代医学的唯一权力代表，已成为患者
心目中最显赫的精神砥柱和图腾。而且，这种不对称的心理
关系几成了一种天然契约，作为医治的精神前提而矗立。‛简
而言之，就是医生治好了你，那是他们的医术高超，医不好，
就是你自己倒霉。

再从文字中联想现实，确实，现实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前段
时间，一直为人津津乐道的红包问题从一个行业到另一个行
业，遍及了几乎所有经济产业，当然首当其冲的就是那关乎
生命的医院了。曾经我听到过一句黑色幽默：‚不管你去哪里
办事，只要那个地方有显眼的地方贴有拒绝红包，那你就一
定要准备好送红包，不然啥事也办不成。‛真的让人很心酸也
很无奈。



红包所体现的不仅仅是现在‚金钱当道‛的社会现状，更是人
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为什么呢？试想，如果我们能够互相信
任彼此，相信对方能尽其所能地做好分内的事情，那么又要
红包何用呢？所以，白衣人啊，你们的手上所拿着的，那皱
巴巴的币纸分明是喂过血和泪的啊！‚从精神意义上讲，窝藏
这包之人已不再有白衣人的属性，那丝丝缕缕的‘红’已把
他披覆的‘白’给弄脏了。‛它使洁白的雪，湮灭为血色的泪，
成为一个冒牌的赝品。

白衣人，这样一个本应高贵而神圣的名词，什么时候你变成
了这么一个令人畏惧的词汇呢？你们的手，挽留着生命，又
送走了生命，可依然不变的，是患者们将自己交给了您，充
满希望的，仰仗您能挽救他，把巨大的荣誉和信赖给了您，
以希望留住未来的时日和幸福。

生命总有走到尽头的那天，但是，白衣人，你们是阻挡死神
的守护神，即使你们未曾成功，你们终归挽留了。生命就是
这样，来了，走了，没有其他变化。

所以我以为，白衣人，你们是殇的代言……

殇，一个不动声色便足以传达哀怨的字眼，一个令人欲哭无
泪的字眼，它让人叹息生命的转瞬即逝。它诠释了命运，演
绎的却是悲剧。

精神明亮的人读后感高中篇三

给我带来感染和震撼的还有对童年的敬畏和捍卫。“每个人
的身世中，都有一段称得上‘伟大’的时光，那就是他的童
年……孩提的伟大在于，那是个怎么做梦都不过分的季节，
那是个深信梦想可以成真的年代……对儿童成人化塑造，乃
这个时代最蠢的表现之一。下面为大家精心廉政了一些关于
精神明亮的人读后感，欢迎查阅。



精神明亮的人读后感1

我想我写这篇读后感的愿望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像我
们这样的教育者们去阅读这样一本美丽而深刻的思想作品---
王开岭的《精神自治》，去感受那份属于心灵的触动。我相
信每次阅读它都会激起我对属于思想者的那份快乐的追求。

清楚地记得翻开书的第一篇《精神明亮的人》就被作者优美
的措辞和细腻的语言以及纤细的情感所叹服。我从未在阅读
的时候经历着这样一份情感，不是像以往喜欢一本书那样简
单地在享受着文字所带给我的快乐，带给我的想象，带给我
的沉醉，而是无法克制的赞叹，钦佩与敬仰。作者深刻的生
命体验和锐利的思想与他充满着文学而又诗意的表达结合后
仿佛产生了一种可以撼动我心灵的力量，就像有人说的那
样“犹如你在混沌，慵懒与麻木的沉睡之中听到一声嘹亮发
叫声很刺耳的鞭声，凛然惊醒，肃然起敬。”

在开篇《精神明亮的人》中，触动作者心弦的是福楼拜写给
女友的一封信中所提到的“我按时看日出(像现在这样)。”
正是他的“按时看日出”让作者猝然绊倒。一位如此吝惜时
间的世界文豪，却每天惦记着“日出”，把它当作是一门必
修课来迎对，那是何等的对大自然的热爱。于是作者感
叹“迎接晨曦，不仅仅是感官愉悦，更是精神体验;不仅仅是
人对自然的欣赏，更是大自然以其神奇的力量作用于生命的
一轮撞击。它意味着一场相遇，让我们有机会和生命完成一
次对视，有机会认真地打量自己，获得对个体更细腻，清新
的感受。它意味着一次洗礼，一记被照耀和沐浴的仪式，赋
予生命以新的索引，新的知觉，新的闪念、启示与发
现……”正是因为作者的这些文字(事实上还有很多其它令人
动容感慨的文字)让我为自己对待大自然的态度而潸然。原来
自己的日常感受是那么的冷漠、粗糙和鲁钝;原来自己漏掉了
那么多珍贵的、值得为之欣喜和感激的东西。这让我突然怜
惜自己不再是一个童心未泯的人，没有了儿童般的好奇与纯
真，不知觉地走进成人的世界，漫无目的地追寻着成人的游



戏规则、同人打交道的经验和逻辑。经常我会为自己的麻木
和无精打采摸不着头脑，而今当我漫步并沉浸在作者的精神
洞穴里时，我才顿然发现自己缺的是儿童般的明亮的精神和
清澈的目光，因为只有拥有它，才能在这个有着无数缺陷与
霉暗的世界里、无数懊恼与沮丧的生活中注视到美丽与神奇。
是的，我渴望且拼命地提醒自己做个童心未泯的人，去享受
童年的美，自然的美，既而是心底的那份热情与释然。

精神明亮的人读后感2

多么纯净有趣的语言!看着封面上的这行字，我品味着，怀着
一种期待的心情翻开了正文，读着读着，视线渐渐地就移不
开了。

风萧萧兮易水寒，漉漉雨雪，秦世恍兮，随着王开岭的描绘，
我仿佛看见了两千年前的易水河畔，那个孤傲绝伦的身影在
慷慨长歌。荆轲，普通的名字，非凡的一生。为了义，你明
知必死，却毫不留恋前去了。

黄土，皑雪，白草，逼近，尖啸，倒地，视线突然模糊，一
种无法言说的悲伤萦绕在我的心头。我猛的一惊，很久没有
什么文章能让我情绪波动如此强烈了。

不，他的荣誉就是死，没有不死的死士。王开岭带着些许忧
愁叹息却又肯定的说，接着，那充满美感的语言再次表达了
对荆轲的肯定赞许。

我又反复阅读那短短的两页半，我想，再没有什么文字能重
现当年情景了吧。

荆轲，愿你走好。

继续翻着，我的视线似是深受吸引，不由得停留在了“向儿
童学习”这五个大字上。目光所及处，在理性之美的渲染下，



王开岭用温和明澈的语言，缓缓的浸润我的心灵。

读着，我不禁陷入了思考，是啊，别说大人了，现在的我，
不也是在努力摆脱束缚，成为一个所谓的成熟的人吗?这样做
到底是对是错?我不禁对我的行为产生了动摇之心，却忍不住
继续往下看去。

文章最后，王开岭说，从何时起，一个少年开始学着嘲笑天
真了，开始为自己的“幼稚”而鬼鬼祟祟地脸红了?细细一想，
现实也的确如此。

哦，不，我想，我可以试着改变一下，在成长的同时，若是
我尽量保留那份纯真，也试着从儿童的视角看待周边事物，
或许会有不一样的体验?或许会成为一个不一样的成熟的人?
这值得一试。

王开岭还在继续，理性之美的光辉继续闪耀着。我看到了背
叛了无精打采生活的可爱少女安妮公主，感受到了一代歌后
邓丽君声音的无限情怀，为触摸到的遭遇天灾绝望的人们的
经历而哀伤悲痛，也为外国人民誓死保卫自然的决心与行动
而震惊敬佩。

王开岭的《精神明亮的人》仿佛是一口清泉，不断带给我丰
富的精神享受，滋润了我的灵魂，正如吴散人所说，这样一
个晚上，携上这样一本书，与之同行，我感到了雪的融化，
心的欢愉和春天的临近。

精神明亮的人读后感3

昙花一现，蜉蝣朝生暮死，都有过最美的一刻。人的一生相
对万物的永恒来说，却也不过是弹指的一瞬。因此，在这短
暂的一生中，我们更要有高洁的品质和顽强的意志，摒弃那
些为人不齿的恶习，用真正心灵的本意，来演绎生命，在生
命的舞台上绽放。



《精神明亮的人》是一部国产文学书籍，收入王开岭最具标
志性的诗性散文和思想随笔。在思想界，他被誉为新生代的
旗帜人物;在文学界，他被视为优美的灵魂书写者。王开岭的
文字，有一种温润的金属感，有一种磁性的光芒，它敏感、
深邃，明亮又干净。题材之丰浩、细节之精准、纹理之细密、
精神发现之独特、关怀视野之阔大、言说的锐度和思路的延
展性均有可圈可点之处。在这本书中，我看到了那么大面积
的精神风光：郁郁葱葱的故事森林、幽邃致远的理性深潭、
峻峭挺拔的良知峰峦……在王开岭身上，我惊讶地看到了一
个体悟型作家的全面性：文学的、美学的、理性的、情怀的、
史思的、宗教的……一本书竟能汹涌、汇合那么多元素而又
从容不迫!在这个浮躁的速记写作时代，我不得不承认，它有
一种鲜见的“世外”品质。

满眼是粗砺的风和玻璃幕墙忧郁的光，刺得泪腺肿痛。心情
也与天空一样，冷漠而怅远。寂静和虚无多么不同啊。寂静
是饱满充盈、有冲动的，而虚无啥也没有。寂静是生命的内
衣，给人以梦幻的温情;虚无如死气沉沉的蝉蜕，是没有动作
的投降。没有雪的冬天，还有季节尊严吗?远远的，我听见了
雪的哭声……像流浪的盲女在哭，像花园的枝骸在哭。

雪渐渐融化，残片之声，不绝于耳……

一本书，让我看到了一个智者，一位诗人，一颗良心，一个
浪漫而冷峻的同时代人。这样一个夜晚，携上这样一本书，
与之同行。我感到了雪的融化、心的欢愉和春天的临近。

精神明亮的人读后感4

随手翻杂志的时候，发现了一篇文章，名叫《精神明亮的
人》，我从未听到过这样的词汇，精神明亮?还是形容人的?
好奇心吸引我继续往下读了下去。

文章以福楼拜给女友的信开头，他告诉他的女友他每天在乡



下干的事情，其中有一句是“按时看日出”。这令作者很疑
惑，一位世界文豪，每天想着日出，把它当作一门必修课来
对待，为什么?而这，也像一盆水一样泼醒了作者，开始发表
他的感悟。

“‘按时看日出’，是生命健康与积极性情的一个标志，更
是精神明亮的标志!它不仅仅代表了一记生存姿态，更招示这
一种热爱生活的理念，一种生命哲学和精神美学。”

读完全文，给我一种极大的震撼，原来日出，它并不仅仅是
太阳升起，预示新的一天开始。它还是艺术，是大自然最优
质的杰作。迎接太阳，当它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刻，当第一
束光线照耀在你身上的时刻，当你感到那热量变成能量渐渐
充满你全身，让你感到膨胀的时刻，那不仅是一种景色，还
是一种精神体验，心灵洗礼。

可是，我们是否真正的这样，迎接过那次震撼呢?

多少次，我们不是在被窝里蒙头大睡。当迷迷糊糊地醒来时，
那已不是新的了的光线，照在我们身上，我们还觉得，我们
什么都没有失去。

而城市，又给我们创造了多少机会呢?

精神明亮的人读后感5

在阅读时经历过这样一种情感，不是像以往喜欢一本书一样，
简简单单享受文字带来的欢乐、想象和沉醉。而读这本书时，
确实无法克制的赞叹，崇拜和信仰。

“没有合格的黑夜，也就无所谓真正的黎明”，每当读到王
开岭在《精神明亮的人》里说的这一句话时，内心却似涌起
惊涛骇浪，久久不能平静……它意味着一次洗礼，一记被照
耀和沐浴的仪式，赋予生命以新的索引，新的知觉，新的闪



念、启示与发现……”

吴散人是这样评价的，“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一个智者，一颗
良心，一个人浪漫而冷峻的同时代人。携上这样一本书，与
之同行，我感到了雪的融化，心的欢愉和春天的临近。”

说来也好笑，人生的意义不就在这其中吗?做一个追光者，追
逐着光的脚步，追逐着自己的脚步，去追逐梦想，去追逐自
己所想要的呀。

王开岭思想的脉络，始终向着美、人性、自然伸展开来，之
所以被他挂怀，正是因为人类对他们的日渐疏远和淡忘。他
一次次含泪捧起那些遗落在浩淼历史长河里的珍贵片段，都
是在唤醒人们的爱与良知的记忆。

他在一个错时不清的黄昏里具有罕见的说是与不是的坚决与
彻底的能力，他在一个虚无主义的沙漠中以峭拔的姿态和锋
利的目光守护着美与良心。

精神明亮的人读后感

精神明亮的人读后感高中篇四

《精神明亮的人》，一本很朴素的书，黑字白纸，没有任何
花花绿绿的东西，很纯，像一杯纯净水。一打开它，扑面而
来的森林，深潭和冰雪的气息，仿佛一朵绽放的昙花，那种
由内而外的芬芳触动了我身上的每一丝血管。书，又像鸡尾
酒，色彩各异，味道也与众不同，但却巧妙的融合在一起，
使人至身于童话的仙境中。

“高楼大厦夺走了地平线，灰蒙蒙的尘霾，空气中老有油乎
乎的腻感……”

你可曾见过星空，那种满天繁星的夜空?



你可曾见过森林，那种拥有自然芳香的丛林?

你可曾见过原野，那种一望无垠的，绿草遍地的土地?

一种重温童年的欢笑萦绕在你的身旁，你的心便感到从未有
过的的舒畅。

突然觉得王开岭就是一个精神明亮的人，他有一种挥之不去
的浪漫，影影绰绰闪动着朦胧的审美色彩。

“‘天真’这是我心目中对生命的最高审美了。那时候，我
们以为天上的星星一定能数得清……” “向儿童学习”，这
是德国作家凯斯特纳在《开学致问》的演说中的最后一句话。

许多的人一定觉得可笑，不切合实际。向儿童学习，学习他
们的“天真”，那纯洁的品质和美好的元素。我一直忘不了
里面的一句话“一个人的童心宛如一粒花粉，常常会在无意的
‘塑造’中，被世俗经验这匹蟑螂悄悄拖走……然后，花粉
消失，人变成了蟑螂。”突然觉得，儿童就是一个精神明亮
的人，那种令人惊讶的纯洁和童真，批判了所有所谓的“正
式人”和“成品人”。

精神明亮的人读后感高中篇五

闷热的八月，读完了王开岭的《精神明亮的人》，突然觉得
清爽了许多。

说起这本书，还是两三个月前，在书店偶然买的`。当时，只
看了第一篇《精神明亮的人》，即刻就被打动了。读书也像
品酒，好不好，只需要尝一口——读一个句子，就知道了。

这本书不仅有散文，有文学性，作为媒体人的王开岭，更聚
焦社会、历史和现实，书里收录了他的随笔和杂文，这样，
在隽永的文思之外，更饱含着思想和论辩的逻辑与厚重。可



以说，王开岭以文人的清逸，更以社会公知的沉健，一边温
情脉脉，一边振臂疾呼，让人感叹并欣喜这一文学的、社会
的，同时更是遍及个人的精神盛宴。

这一篇篇文章好像不同的试剂，它们试出了那些“习以为
常”的厚度，试出了那些“本来如此”的麻木，试出了那些
生活的教训带来的所谓“成长”不过“世故”尔。

“已经不纯净了，心里长了茧，还茫然无知，甚至自以为是
呢。终于，可以不受伤了，却不知道已经损失了多
少。”——王开岭要说的应该就是这句话吧，他所希望的是
一份对生活、对生命的敏锐与感恩，对国家、对社会的公民
责任，这样，才可以，说一声，是生活着。

这本书可以覆盖的年纪范围很大。中学生可以从书中前半部
分获得文学的收获，丰富词汇，明晰逻辑。年长者，会对后
面的杂感、随笔更有体会。所谓“开卷有益”是也。

最后，回味一下这篇《为何我们没有自己的“大师级”》：

在我们的文化传统和国民精神中，对“自珍”“无扰”的需
求与标榜一直高高在上，自保性、私己性、妥协性、附庸
性——稍有挣扎和反叛，即视为“越位”和另类。人类的普
世原则几乎从未指导过我们的生活，现代公民意识和自由准
则，几乎从未在我们的文化卵巢中着床过。所以中国文人为
自己确立的对立面小得可怜，他们很少树敌，很少被真正的
文明之敌所重视、所忌惮。

精神明亮的人读后感高中篇六

清楚地记得翻开书的第一篇《精神明亮的人》就被作者优美
的措辞和细腻的语言以及纤细的情感所叹服。人生苦短，几
十年如弹指一挥间，宛若一场梦。这本书教会了我如何做
人——要做一个有用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这样的人就



必须要有高洁的品质和顽强的意志。当然，你要尽可能做一
个不折不扣的真实的自己。

现实总是残酷的，一些人总是把现实想得那么美丽，未曾想
到面前的路总是充满了坎坷与艰难，自己没有做好充分的思
想准备，而最终失败。有时残酷的现实总是与我们如影随形，
当你放慢奋斗的脚步时，它就会让你尝到失败的滋味；当然，
它也激励着我们，使我们奋发上进，催促我们不断地向前奔
跑，超越以前的自己。书中的一切描述都能使我们触目惊心，
同时又发人深省。让人想到我们人类种种行径，我们无疑离
经叛道，对大自然缺乏敬畏。

在开篇《精神明亮的人》中，触动作者心弦的是福楼拜写给
女友的一封信中所提到的“我按时看日出。”正是他的“按
时看日出”让作者猝然绊倒。一位如此吝惜时间的世界文豪，
却每天惦记着“日出”，把它当作是一门必修课来迎对，那
是何等的对大自然的热爱。而细想我们，又何尝将大自然视
作母亲，更何况抽出你那看似稀少的时间而来看看日出。

看日出？或许有人不屑一顾，认为这是浪费时间，平时过于
忙碌，日出时或许已在学习工作，而到了假期，人们又往往
躺在床上，将休息当作不看日出的借口。殊不知这看似只有
浪漫这一个优点的看日出这一行为，正是你对自然的热爱的
体现，一个人对司空见惯的日出似乎毫无感触，这不正是快
节奏生活所带给我们的“礼物”吗，我们实在不能嘲讽心怀
浪漫，心系自然的人是“闲着没事干”，其实我们才应反思。

作者也曾感叹“迎接晨曦，不仅仅是感官愉悦，更是精神体
验；不仅仅是人对自然的欣赏，更是大自然以其神奇的力量
作用于生命的一轮撞击。它意味着一场相遇，让我们有机会
和生命完成一次对视，有机会认真地打量自己，获得对个体
更细腻，清新的感受。它意味着一次洗礼，一记被照耀和沐
浴的仪式，赋予生命以新的索引，新的知觉，新的闪念、启
示与发现……”



希望我们能心系自然，不忘初心，做个精神明亮的人。

精神明亮的人读后感高中篇七

闷热的八月，读完了王开岭的《精神明亮的人》，突然觉得
清爽了许多。

说起这本书，还是两三个月前，在书店偶然买的。当时，只
看了第一篇《精神明亮的人》，即刻就被打动了。读书也像
品酒，好不好，只需要尝一口——读一个句子，就知道了。

这本书不仅有散文，有文学性，作为媒体人的王开岭，更聚
焦社会、历史和现实，书里收录了他的随笔和杂文，这样，
在隽永的文思之外，更饱含着思想和论辩的逻辑与厚重。可
以说，王开岭以文人的清逸，更以社会公知的沉健，一边温
情脉脉，一边振臂疾呼，让人感叹并欣喜这一文学的、社会
的，同时更是遍及个人的精神盛宴。

这一篇篇文章好像不同的试剂，它们试出了那些“习以为
常”的厚度，试出了那些“本来如此”的麻木，试出了那些
生活的教训带来的所谓“成长”不过“世故”尔。

“已经不纯净了，心里长了茧，还茫然无知，甚至自以为是
呢。终于，可以不受伤了，却不知道已经损失了多
少。”——王开岭要说的应该就是这句话吧，他所希望的是
一份对生活、对生命的敏锐与感恩，对国家、对社会的公民
责任，这样，才可以，说一声，是生活着。

这本书可以覆盖的年纪范围很大。中学生可以从书中前半部
分获得文学的收获，丰富词汇，明晰逻辑。年长者，会对后
面的杂感、随笔更有体会。所谓“开卷有益”是也。

最后，回味一下这篇《为何我们没有自己的“大师级”》：



在我们的文化传统和国民精神中，对“自珍”“无扰”的需
求与标榜一直高高在上，自保性、私己性、妥协性、附庸
性——稍有挣扎和反叛，即视为“越位”和另类。人类的普
世原则几乎从未指导过我们的生活，现代公民意识和自由准
则，几乎从未在我们的文化卵巢中着床过。所以中国文人为
自己确立的对立面小得可怜，他们很少树敌，很少被真正的
文明之敌所重视、所忌惮。

精神明亮的人读后感高中篇八

野火在远方，远方在你琥珀的眼睛里。

如果医学需要进步，我认为要给医者更多的鼓励，不让仁医
寒心。

生活不只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前行的路上难免磕磕
撞撞，而当你回头时，一种满足感油然而生。

你走过那么多的路，你听过了多少风的呼唤，你见过那么多
的人，你收藏了那么多的 如此一来，未来的路就算再远再艰
难，它依旧拥有着满园花香和低声的吟唱，既然如此，何不
甩袖清风，抹泪前行。

总之岁月漫长，然而值得等待，而最好的等待，叫做来日可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