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亮与六便士读后感高中 高中月亮与六
便士名著读后感(模板8篇)

写征文是一个锻炼个人思维和表达能力的过程，可以提高自
己的写作水平。怎样才能提高自己的征文水平？以下是一些
对于写作者来说很重要的要点和技巧，供大家参考。希望通
过阅读这些范文，大家能够对征文有更深入的理解和把握。

月亮与六便士读后感高中篇一

读毛姆的这本书的经历有些曲折，天才画家梵高和高更的故
事一直很传奇，得知《月亮与六便士》中主人公的原形是高
更，而且《月亮与六便士》的名气很大，便想一探究竟，想
看看书中到底写了什么故事。先是从图书馆借，没能借到，
只借到了一本作者毛姆写的评论其他著作的书，想着同一个
作者，应该也不错，结果书中所涉猎的故事都不太了解，读
不下去，心里有些失望。后来有幸从朱老师那里借来一本，
书到手便立马读了起来，也许是期望太高，前几章作者只铺
垫了一些事情，很无趣，心里有些小失望，此书就被搁置一
边了。突然有一天朱老师发了一些关于本书的评论，很有意
思，又有了赶快读完此书的兴趣。

本书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讲述思特克里兰德放弃美
满家庭，稳定社会地位，追求绘画理想的故事，书中主人公
为了追求梦想，不畏生活的贫穷，无视病痛的折磨，几十年
来从不后悔，这种做法也许只有天才才能做到。此书越往后
越精彩，思特克里兰德最后和土著人结婚，生活在与世隔绝
的小岛上，每天画画，得了病后依旧坚持作画，眼睛瞎了仍
然阻挡不了，他的遗言是死后要把挂满壁画的房子一起烧
掉……他是用生命在画画。

虽然小说的故事有些夸张，我想作者正是想要通过这种对比
来表达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月亮高高在上，虚无缥缈，六便



士很不起眼，却很实在，两者差距很大，但都不可或缺。在
生活中，我们埋头奔波忙碌的同时仍需抬头仰望月亮，不忘
追求梦想，只有这样生活才更有意义。

最后特别感谢朱老师，能读完此书，多亏了朱老师!

月亮与六便士读后感高中篇二

不久前，我在书店里看完了毛姆的著作《月亮与六便士》。
放下书本，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的独特个性、出众的才华、
凄惨的结局，都印在我心中挥之不去。

这本书写的是一个画家的命运，或者说是一个天才的一生。
故事的主线并不复杂，思特里克兰德是一位收入可观的证券
经纪人，他过着普通人所追求的幸福生活。但是，突然有一
天，他选择追寻艺术，在夜校学习了一年绘画以后，他离家
出走，只身一人前往巴黎，后来到了南太平洋小岛塔希提并
在此因病去世。在他生前，没有多少人欣赏他的作品;在他逝
世后，却成为被大家所称赞的天才。

书名来自《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的一篇书评，该文作者评价
《人性的枷锁》的主角菲利普，“和许多年轻人一样，为天
上的月亮神魂颠倒，对脚下的六便士视而不见”。月亮象征
着崇高的理想追求和美妙的精神境界，六便士则代表着世俗
的鸡虫得失与蝇头小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可大多数人追寻梦想，只是为了成
功。思特里克兰德仅仅因为爱好画画，抛弃了别人为之羡慕
的家庭和事业，甚至几次险些因饥饿而死，他的画作也从来
不被人们所认可。但他却毫不在意，他不后悔为此所做的一
切。在他的生命中，画画就是他的全部，甚至在他双眼失明
时，他还在木屋的墙壁上作画。他的这种选择，注定不被世
人所理解，但毛姆却在书中给了我们最好的诠释：“无论处
在怎样的境地，无论年龄、受教育程度、外界环境如何，我



们都有选择一生中最想为之努力的东西的自由。这种自由只
取决于我们自己，与其他任何东西无关。当我们有勇气做出
选择的时候，就已经身在生命的自由之中了。”

毛泽东在《满江红》里写道：“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思特里克兰德珍惜时光，主宰生命，的确得到了他所追求的
东西，他创造了一个世界，“在满地都是六便士的街上，他
却抬头看见了月光”。然而，现实生活中，我们大部分人终
究被六便士所困，抬头看见了月光，低头却捡起来六便士。
太多的欲望和束缚包裹着我们，我们就这样蹉跎一生。我们
最终都过着被生活选择的日子，而没有勇气去选择生活。

其实真的羡慕思特里克兰德，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像他一样去
追逐自己的梦想。当你投身于自己喜欢的事业时，就算不被
理解，或者受尽非议，也应该泰然面对。纵然拼命一番后，
还是没能达到最后的终点，那又如何呢?至少可以对自己
说：“我拥有自信和勇气，我在自己喜欢的道路上努力过，
即使遍体鳞伤，我也心满意足了。”

“世界上一定有另一个你，也在为某个梦想，很拼命地努力
着。”愿你能乘长风破万里浪，愿你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白月
光。

月亮与六便士读后感高中篇三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他是英国著名小说家和戏剧家。著名
的有戏剧《圈子》，长篇小说《人生的枷锁》、《月亮和六
便士》和他七十多岁是的著作《刀锋》，短篇小说集有《叶
的震颤》、《卡苏里那树》、《阿金》等。“毛姆他具有敏
锐的观察力，善于剖析人的内心世界。他的笔锋像一把解剖
刀，能够挖掘出隐藏在人们心底深处的思想活动。”

毛姆的作品，让人对于艺术有了一层不一样的感觉。他的小
说扣人心弦，让人每每深入其中而不自觉，不得不说他是一



个讲故事的天才。“《月亮与六便士》通过一个作家的口吻
讲述一个普通人，突然放弃原本宽裕舒适的生活，像“被魔
鬼服了体”一样迷上画画，最后，远走他乡追求理想。在异
国受尽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后，他最终离开文明世界，远遁
到与世隔绝的塔希提岛上。在那里，他终于找到了灵魂的故
土，并在那奔放和原始的热带岛屿上完成了许多令后世景仰
的杰作。”通过描述这样一个人，毛姆探索了“个性与天才
的关系、艺术的产生与本质、艺术家与社会的矛盾等引人深
思的问题”。

正如他所说：“一个艺术家你可能不喜欢他的艺术，但无论
如何你不能不对他感兴趣，他的作品使你不能平静，扣紧你
的心弦。”对于艺术家，人们的界定界线很是模糊，有人觉
得他是个很伟大的人，很了不起的人，但也许另一些人便会
觉得他就是一个神经病。对于一位艺术家或者是一件艺术品
往往都是充满争议的。艺术到底是什么，是名工巧匠才能完
全理解的艺术技巧还是人人都有资格理解的语言。？在《月
亮与六便士》中作者认为“艺术史感情的表露，艺术是使用
一种人人都能理解的语言。”

艺术品，它是一种大雅大俗的东西，就像酒一样，不同的时
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人、不同的心境总是会有不同的认
识。大雅大俗的东西，往往是流传最久远也永远不会过时、
富有魅力的东西。

艺术在人类文明中是个很奇怪的东西，我认为，若文字是人
类文明与自然中最重要之处，那么艺术便是人类超出人类自
身的创作。对艺术接触的越多，你越会感觉到它的伟大魅力
与不可思议之处。

“我想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都羞于使自己的感情外露，因为
怕人嘲笑，所以都约束着自己不给人以傲慢自大的印象。我
们对自己的一些荒诞不经的行为遮上了一层保持体面的缄默，
并不认为这是虚伪。我们讲究含蓄，并不是口无遮拦，说什



么都直言不讳。”我觉得艺术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敢于表
露，艺术家和哲学家一样，他们敢于将自己所思所想，敢于
将自己的一切，表露出来。曾有人说，“真正的模特儿，是
将自己的灵魂撕开，展现给下面的观众，她的一个眼神，就
可以引发一场战争，或者止息战争。”

我个人认为，一件艺术品。当你认真的去欣赏它、理解它的
时候往往你不自觉得就会发现这位艺术家的了不起之处。我
一直觉得，艺术是一种灵魂的碰撞。当艺术家在创作之时，
它是大自然或者是茫茫宇宙中的任何情感与存在和艺术家灵
魂的碰撞，而当我们再欣赏一件艺术品时，是和艺术家的灵
魂、艺术品的灵魂以及大自然中的不同的情感与存在的一种
碰撞。任何一件倾注艺术家心血的作品都是很了不起的，都
有一种灵魂的交流与碰撞包含其中。

月亮与六便士读后感高中篇四

“哲人有他们的乌托邦，画家有自己的理想国。思特里克兰
德一无所有，除了他的月亮。”

《月亮与六便士》改编自著名画家高更的经历，讲述了一个
四十多岁的证券经纪人，遵从内心声音，为了追求理想而抛
妻弃子的故事。月亮象征着理想，而六便士则代表现实。单
看故事介绍，这是一个情节俗套落人下乘的狗血励志成功学
故事。而他开头接近三分之一的冗长背景介绍更是一度劝退
我。

但此书其实和传统的励志文学大不相同。它的主人公是一名
三观极度败坏的人，为了梦想抛弃没有经济来源的妻子与两
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毫无道德观念，抢走恩人的妻子甚至害
死她。作者也毫不掩饰对主角思特里克兰德的厌恶，借旁观
者之口袒露他对伦理道德的冷漠、他的混蛋与恶心。而矛盾
的是，作者也热情地描述出思特里克兰德被梦想控制着的，
不顾一切的疯狂炙热。正是作者如此矛盾的笔触，塑造了一



个令人又爱又恨的天才画家形象。

读了英国著名作家毛姆的这本《月亮与六便士》我想了很多，
大家可以自己去找来看看，相信你一定会受益匪浅!

月亮与六便士读后感高中篇五

看完莫名的震撼。原本有着美满家庭和幸福生活的斯朱兰，
年近不惑之时选择抛弃一切去追求自己画画的梦想，自私又
纯粹，可憎又可敬，如此决绝义无反顾。他血液里强烈地渴
望一种放荡不羁的旅途，变迁和无法预见的刺激，使他选择
一种更惊险的未知生活。

让斯朱兰着魔的是一种热切的创作欲，叫他不得安宁，逼他
为了创造美东奔西走。他是终生跋涉的朝圣者，永远思慕着
圣地，那心魔对他毫不留情。有些人渴望真理，为追求真理，
他们宁愿粉碎自己人生的基石。斯朱兰就是这种人，只不过
他追求的是美而不是真理。

人生来孤独。现实的生活里，是否我们自己也有过那样的时
刻，被魔鬼抓住了灵魂，愿意带着那份可贵的狂热尝试去追
逐内心向往的光明？可惜，我们还是被六便士所困，抬头看
见月光，低头捡起了六便士。似乎，这也没什么不好。理想
与现实之间总是隔着一把梯子，也需要几把刷子。艺术即生
活，生活本艺术。

月亮与六便士读后感高中篇六

“月亮”是一个人的梦想，“六便士”是一个人的财富，也
就代表现实。斯特里克兰丢下自己的硬币，追逐天上的月亮，
但我印象最深刻的却是斯特洛夫——我总在他的身上，看到
现实中的人的影子。

在我看来，他内心善良，外表不堪；拥有发现美的眼睛，却



表达不出来。在书中，这些被无限放大，让他显得矛盾无比，
从而被周围的人嘲笑。实际上，这是大部分普通人的写照。
像斯特里克兰一样，心中除了梦想之外没有别人的人，不仅
是非常少的，而且显得很自私，我并不觉得值得赞扬。书
中“我”和斯特里克兰总是在刻薄地笑话斯特洛夫，但我不
觉得斯特洛夫有什么地方可笑，相反，每当我看到他，都觉
得可悲。

他分明在待人处事方面非常在行，自己的事情却是一团糟。
正如我们开导他人的时候，说得头头是道，到了自己遇到类
似的问题的时候，却不知如何是好。他面对妻子的出轨，卑
微地等待，让我看得恨铁不成钢，这实在是卑微过头了！但
现实中不乏这些一生等待对方回头的人。他们不懂如何去和
自己爱的、欣赏的人相处，所谓的“善良”、“真诚”，并
不是这样表达的。

我想每一个普通人从斯特洛夫身上都能看到“烂好人”的下
场。这并不是说要像斯特里克兰一样做一个自私的人，而是
告诉我们，与人相处很重要的一点是平等。斯特洛夫
说：“爱情中如果考虑自尊，只能说明你更爱自己。”但我
认为不管是爱情还是其他情况，爱自己不代表不爱其他人，
而其他人必须先把他平等地看待，才能给他相对的爱。要首
先尊重自己，才能把自己想传递给别人的善良传达出去。如
果别人不领情，那自己也没有必要刻意帮忙。

我想起以前我校外的朋友有段时间常常向我抱怨，每次她想
帮她学校里的同桌，都被冷淡地拒绝了。我疑惑地问：“那
你别帮她不就好了吗？”她低下头，说：“我觉得她是个很
棒的人，想跟她交朋友，但是又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只好试
着帮她做点什么。现在忙越帮越多，但是每次她都显得很讨
厌我的样子……”她的声音越来越不自信。

终于一天她向同桌袒露自己只是想成为她的朋友，希望她别
讨厌自己。同桌很是惊讶，说并没有讨厌她，只是习惯于自



己独立完成一些事情，不喜欢无缘无故受到别人的帮助罢了，
两人的心结就此打开了。我作为听故事的人，很庆幸当时她
们心里都装着自己，同时也装着别人。如果我的朋友只想着
别人，她只会一直受气；如果那位同桌只想着自己，那么坦
白过后，她会觉得看不起这个只会帮别人忙的人而不会和她
成为朋友。

每个正常人心里都有自己和他人的一席之地。当遇见自己在
意的人时，一味地降低自己，去迎合别人，是对自己和他人
都不尊重的表现。每个人都应该保留自己尊严的底线，那就
是善待自己，才不会被忽视，或者更甚，像书中一样被嘲笑。
尊重自己，是和其他人交往的前提，也是底线。

月亮与六便士读后感高中篇七

斯特里克兰德在四十岁那年从零开始学习绘画，他放弃了安
逸的工作，抛弃了妻子儿女，离开了他从小生活到大的英国，
去了巴黎。在那里租了一间破旧，狭窄的小屋，一个人孤独
的学习绘画，后来他又离开的巴黎，居无定所，穷困潦倒，
时常睡大街，时常好几天不吃东西，但尽管如此他也从来不
曾抱怨生活，不曾放弃绘画。

说实话我很敬佩斯特里克兰那种为了自己内心的世界，为了
自己的理想放弃一切的勇气，就像电影《返老还童》里面说
的那样：不管何时做你想做的事永远都不嫌晚，你可以改变，
也可以不变，没有什么硬性规定，我们可以做的很好，也可
能很糟，我希望你能充分利用时间，希望你能看到令你吃惊
的东西，希望你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感受，希望你遇到具有不
同观点的人，希望你过上让你自豪的生活，如果你发现生活
不如意，我希望你有勇气从头再来。

后来斯特里克兰德去了塔希提岛，那个与世隔绝，没有嘈杂
的小岛上，在那里他安静的度过了他的余生，在那里他和一
个女人结婚了，并且他们有了自己的两个孩子，在那里他成



天专心于他的绘画，哪怕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他染上了恶疾
他也没有放弃绘画，在那里他找到了自己内心想要的世界，
也抵达了他绘画的顶峰。而在他死后，他生前那些不被赏识
的作品都一名扬整个法国，整个英国，乃至整个世界了。

在《月亮与六便士》中其实不仅仅是斯特里克兰德，还有一
位叫阿伯拉罕的医生，他也是为了自己的理想与内心世界，
在快要进入事业的高峰的时候，毅然地去了一个船舶上当个
职务相当低，工资也极其微薄的小医生，放弃了原本可以锦
衣玉食，万人敬仰的生活。

“你后悔过吗？”

“从来没有。一分钟也没有后悔过。我挣的钱刚够维持生活，
但是我感到心满意足。我什么要求也没有，只希望这样活下
去，直到我死。我生活得非常好。”这是阿伯拉罕医生的回
答，他从来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即使无人理解，无人支持，
他也从来没有后悔过，就和斯特里克兰德一样，无人理解，
无人支持，无人欣赏，穷困潦倒，受尽讽刺嘲笑也从来没有
后悔过。

你想要得到什么，必然要放弃什么，任何你想要的东西都存
在等价交换的条件，斯特里克兰德放弃了原本幸福美好的生
活，居无定所，辗转百折，经过无数个穷困潦倒的日子才抵
达他绘画的顶峰，才找到他内心的世界；阿伯拉罕医生放弃
了他事业的高峰，放弃了衣食无忧，荣华富贵的生活，才找
到他内心所想的世界。

“拿你有的换你要的。”生活大抵就是如此。从来没有不劳
而获的事情与事物，如果真的存在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
的，那一定是很廉价的吧，或者说那一定是被很多人给抛弃
的吧。

斯特里克兰德是个脾气很糟、性格古怪的人，可同样他也是



个很勇敢、很是个了不起的人，从他四十岁离开家开始，他
从来不畏惧别人的碎语，也不在乎自己被人说成什么样，就
像村上春树说的那样：不管全世界所有人怎么说，我都认为
自己的感受才是正确的。无论别人怎么看，我绝不打乱自己
的节奏。

斯特里克兰德的成功，不仅仅是他对绘画的热爱，更多的应
该是他对自己的内心的坚定。他从不被任何人，任何事的发
生而质疑，放弃绘画。即使睡大街，好几天不吃饭，有人因
他而死亡，被人嘲讽，咒骂，被人逼迫，身染恶疾他也依旧
坚定如初。

月亮与六便士读后感高中篇八

早在很早以前就听说过《月亮与六便士》的名字，但当时不
知出于什么原因，总是偏执地以为这本书是诸如《爱丽丝漫
游仙境》《绿野仙踪》《小飞侠彼得潘》之类的儿童幻想读
物，所以迟迟没有去看。后来接触到毛姆的短篇小说，文笔
非常辛辣又不乏幽默，情节的设置安排亦有其独到之处，最
值得玩味的还是他对人性的剖析，进一步了解这个有趣的作
者才知道，原来《月亮与六便士》是毛姆的作品，实在是孤
陋寡闻了。

在整本书中，没有一处提到“月亮”和“六便士”，它们充
当的是一个象征的意象。“月亮”象征高尚的理想追
求，“六便士”则是满足人基本所需的生活条件，用现在的
话来说，就叫做“诗和远方”以及“生活中的苟且”。又或
者，“月亮”和“六便士”暗指人性中的两面性，高尚纯洁
的一面，和丑陋猥琐的一面。小说的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就是
这样一个复杂而矛盾的人。

你可以用尽世界上所有诅咒的词语来谩骂他，他就是一个厚
颜无耻的恶棍、混账、无赖，作者也在文中承认世界上再没
有比他更加自私和残忍的人了。对于一个丝毫不在乎他人看



法的人，如何能够用到的准则来约束呢?但是另一方面，你不
得不佩服他，为了追求理想境界，他可以忍受生活中任何不
便之处，可以毫不犹豫地牺牲别人，亦可以牺牲自己。斯特
里克兰的原型是印象派画家高更，说到印象派，莫奈和梵高
可能更为大家熟悉，那么高更到底是谁呢?他是梵高疯狂崇拜
者的画家，梵高的向日葵是为他所画，精神病是在意识到与
他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痛苦中加重，割耳送妓女的行为亦是在
与他激烈争吵之后作出的，高更是当时巴黎颇受欢迎的印象
派画家，对梵高的影响不能不说相当的深远。

很难想象，在一个人身上同时融合着天使和恶魔的双重特征，
以高更为原型的的角色斯特里克兰正是这样一个人，他毫无
顾忌地伤害和背叛倾尽全力帮助他的朋友，对为他自杀的女
人没有丝毫怜悯之心，所有这些，包括他曾经体面稳定的工
作，妻子和儿女，都只是天空中掠过的飞鸟，过去了，甚至
不留下丝毫痕迹。他只为画画而生，也只为画画而死。并且
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在他死后若干年，他的作品将成为艺术
长廊中的瑰宝。他的先见之明得到了时间的证明。

曾看过梵高的画作，他的作品乍看起来颜色欢快明亮，但是
一旦细看，就会发现那种明快的表象之下隐含着某种无法言
说的气息，就像是一座建立在腐臭沼泽之上的花园，花丛绚
烂，底下却是遍地腐尸，蚊蝇飞绕。在他的笔下，所有的静
物都焕发出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扭曲着、挣扎着向上生长，
仿佛是要竭力摆脱某种不可抗拒的命运。《星月夜》中，天
鹅绒似的夜幕里群星在旋转;《麦田里的乌鸦》中，群鸦低低
地掠过大片大片的麦田，极端的暗与极端的亮形成极为强烈
的对比。其他的静物画中，柏树扭曲成燃烧的绿色火焰，向
日葵仿佛烧灼，吸引着人前来，然后溺毙在这金色的火海之
中。而高更的画，则更加难以理解，如果说梵高的画充满着
不安的躁动，那么高更的画则是完全相反的对立面。你看着
他的画，什么都感受不到，除了寂静，死一般的寂静。

斯特里克兰就在这样的寂静中跌入了生命的深渊。但是总是



有人愿意追随他，无知的女人，诚挚爱着艺术的画家。他们
无怨无悔地随他坠入黑暗中去。一个理想主义的人往往具有
感染力，即使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在日本江户时代末期，
土方岁三带领新撰组对抗新生的政权，在那般捉襟见肘的境
地中，仍然有一大批死士愿意追随他，大概就是因为他对武
士道的坚守。二战中希勒在德国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也是凭
借他对纳粹主义的坚信。理想如烛火，猴子尚且愿意火中取
栗，更何况是人呢?即使斯特里克兰本人并没有这样的意向，
却并不妨碍他身边的人愿意追随他，在被他无数次伤害后，
对他的同情远远多于憎恨。他们说，他是一个可怜的人。

看毛姆的书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他是一个对艺术
和音乐都有着相当了解的作家，以画家为原型进行创作的小
说，当然不乏欧洲各个历史时期的的画家和他们的相关作品
的出现，文中还会不时出现当时的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在
读书的时候把这些找出来做背景音乐，边读边听，是一件非
常有趣的事情。假想自己也正置身于上个世纪代英国的一户
人家中，没落的贵族之家，有着古板而又浮夸的装潢，乔治
时期的奢华家族在你的身后肃穆而立，而你的身下是猩红色
的软缎扶手椅，你把手慵懒地搭在额头上，手边是一瓶时令
的玫瑰花。

先前是被毛姆的短篇小说吸引，个性化的幽默语言和情节的
反转吊着人的胃口，诱使着你读如饥似渴下去，但这也是他
的致命缺点。他的情节反转永远发生在第一人称的“我”暂
离某地回来以后，其反转过程则由“我”和故事主角的共同
朋友——一个不足为道的第三人——进行叙述，读多了便味
同嚼蜡了。可以说《月亮和六个便士》挽救了我对他的印象，
这部长篇小说和他引人入胜的短篇小说有不同之处，故事一
开头就是长篇大段的议论和背景说明，必须忍住不快继续读
下去才能够品尝到后面的佳肴美馔。

生活中的琐碎屑事与微小点滴是毛姆擅长的领域，本来认为
再没见过比毛姆更善于描绘家长里短、邻里韵事的男性作家



了，后来仔细一想其实并不尽然。堪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
首的《红楼梦》便是以描绘贵族之家的琐事为主要内容的，
同样是描写贵族之家的家长里短的英剧《唐顿庄园》，其编
剧也是男性;开创宫斗剧风尚的《金枝欲孽》也是男性编剧执
笔的。也许就像苏轼感叹的，“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
此山中”，置身事外的男性反而能够更好地把握女性的思维
方式，从而刻画出更为丰满和深入骨髓的女性的形象。

男性和女性的思维模式由于关注点的不同大相迥异。曾经在
培训机构兼职时亲眼看过一件事，当时学生家长(妈妈)要过
来看看这边的教学条件，不知道路怎么走。在电话中，男老
师说你走哪条哪条路，在哪个路口往哪个方向转，说了等于
白搭。女老师接过电话，你在哪个路口?哦，你往前面走会经
过哪个蛋糕店哪个服装店然后就到了。bingo，马上搞定。可以
这么说，普遍来讲男性的思维模式就犹如规划有序的道路，
直接，准确，利落。女性关注的食品店和服装店代表的则是
从另一个侧面看待生活，是一种曲线的思维方式，和她在走
路的时候一样，只要条件允许，绝不会直奔某个目的地而去，
而是走走停停，东张西望，一件漂亮的花裙子和从蛋糕店散
发出来的香味都能轻易引起她的注意。

英国人提倡绅士风度，然而毛姆在批评起女人来是半点绅士
风度也不留，那简直不是批评，而是赤裸裸的讽刺、嘲笑和
挖苦，在他笔下女人普遍是盲从、缺少思想能力的低能动物，
喜欢唠叨别人家的风流韵事又偏偏装出一副矜持的假样子。
不知道在上个世界六七十年代风行欧洲的女权运动中，毛姆
的书有没有被烧掉……对于别人的批评，最难受的事莫过于
你还从心底认同别人说的在理，完全无法辩驳，只能望着对
方咄咄逼人的嘴巴瞠目结舌。毛姆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但
是他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他揭示的女性的弱点之中，
有相当一部分是人性当中普遍存在的，也就是说男性也无法
避免这样的问题，除此以外，男性也有自己的问题所在，至
于这些问题，就交由女权主义的女性作家来详细剖析好了。
她们置身事外，亦会作出一个全面公正的评价。



本以为这本书还要好久才能看完，因为中间停过一段时间，
为了保持写作风格的统一不得不暂时放下了这本看了一半的
书。凌晨的时候脚痛得睡不着，爬起来看书，又在等水烧开
的间隙把这本书看完了。凌晨五点钟的小区，天色濛濛的亮。
居民楼底的灯亮着暖橙色的灯光，一整夜的水管被风吹得哐
哐作响的声音也显得不那么恐怖了。再往小树林方向延伸过
去，路灯光渐变成了白色，非常冷静克制的颜色。不由得产
生一种错觉，犹如置身于深海之中，灰蒙蒙的光线穿透头顶
繁盛的水藻折射下来，光线沾染上水的质感，幽幽地摇曳晃
动。

我在海底仰望浮光微漾的天空。而天，就要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