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撒哈拉的故事心得感悟(实用12篇)
军训心得是在军事训练中体验到的友情、团结和紧密联系的
记录和思考。以下是一些学习心得的分享，这些分享涵盖了
学生在学习中的经验和教训，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
和借鉴。

撒哈拉的故事心得感悟篇一

秦地罗敷女，采桑绿水边。

素手青条上，红妆白日鲜。

蚕饥妾欲去，五马莫留连。

——李白《子夜午歌》

也许并不很贴切，但是三毛就是这样一个不慕名利的女子，
她可以舍下城市的一切富裕名利，安心追求自己的信仰和梦
想。她自称为“撒哈拉之心”，这个奇女子，在那一片沙漠
之中，给我们带来了最好的礼物---《撒哈拉的故事》。

《撒哈拉的故事》这本书开篇便注明：”送给我的父亲和母
亲”。每每翻开书页看到这一行字，心里总会涌起莫名的感
动，这是一本写着三毛在遥远而又荒凉的大沙漠中生活的种
种趣味故事的书，书中，无论是写什么样其实艰苦的生活状
况，三毛都可以把它们写的趣味横生，总让人忍不住大笑。
但是实际上，在撒哈拉生活真的有那么容易吗？三毛这样一
个在家被百般照顾的女子，抛下衣食无忧的城市生活跑去那
一片即使是用水也要去很远的地方自己提回来的地方，遭受
的困难一定很多很多，在《白手起家》中“在我用手洗了不
知多少床单之后，一架小小的洗衣机被荷西搬回定来了”这
一句便可看出，但她始终那么乐观，以她的角度写出无限的
生活快意。我想这也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此书“送给我的



父亲和母亲“，不教他们担心和忧伤，三毛的这份温情贯穿
着整本书。

知道这是何等崎岖艰苦的道路，但是为了你的志趣和新生活
的尝试，我们忍住了眼泪，答应下来”；他们是心痛着---
“前一阵他患眼疾，视力衰退，你每信都殷殷问候，思亲之
情，隐于字间，读后常使我们泫然泪下，思念更深”，却又
能够欣慰着---“在《白手成家》刊出后，进入最高潮，任何
地方都能听到谈论三毛何许人也，我们以你为荣，也分享了
你的快乐，这是你给父母一生中最大的安慰”。而直至读到
本书第二篇《回乡小笺》中的那一句“因为上帝恒久不变的
大爱，我就能学习著去爱每一个人，每一个世上的一草木一
沙”，我心里的那份由三毛文字带来的震撼让我忍不住潸然
泪下，是的，在这个世界上，最最美好的事物便是爱和坚强。
本书开始的这两篇从侧面很好地体现了三毛那种爽朗却又感
情细腻的性格，好像很柔弱，其实却很刚强。她把很多凄怆
的际遇，都能写得生气勃发，洒脱浑厚，她不是不知忧愁伤
感，但她让我们知道在生命里还有比伤感更强的东西，那便
是自爱自强。我想，应该说，“文如其人”四个字形容她再
贴切不过。

本书第三篇《沙漠中的饭店》和第四篇《结婚记》分别描述
了三毛给丈夫和他的老板做中国菜并且调皮地忽悠了他们的
事情和三毛与荷西结婚的曲折却有趣的过程的事情。说实话，
这两篇让我看着眼里笑，心里酸。笑的是三毛讲故事的有趣，
酸的是心疼三毛。三毛在撒哈拉沙漠已经生了根，她变成了
一个女子，能烤蛋糕，能洗衣服，能在沙漠中烧出好吃的中
国菜，能懂爱，珍惜爱，她仍浪漫，却被人间烟火熏成斑斓
动人的古褐色。她是那样洒脱，那样自由的如一阵风，一朵
云，随着自己的心幻变出万千形象，无意轿饰，却让人心旷
神怡，心神俱往。

本书第五篇《悬壶济世》与第六篇《娃娃新娘》：《悬壶济
世》主要是说三毛做医生，给邻居看病的故事。一次又一次，



三毛用她奇特的方法帮邻居们治病，这些种种无不可看出她
是个聪明的女子，是个可以用她那一副热心肠广交朋友
的“侠女子”，就像她自己所说：“朋友之间，相求小事，
顺水人情，理当成全。过分要求，得寸进尺，是存心丧失朋
友最快得捷径。”她的生命中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积累下珍贵
的情谊。《娃娃新娘》写的是邻居姑卡嫁人的故事，这一章
描写了一个叫作姑卡的女孩子，在姑卡的家乡，在那个沙漠，
女孩的身份是低下的，她们要听从父母的安排嫁人，甚至自
己从来没有见过那个即将嫁的人。三毛对她们是友好的，也
是同情的！这些异地他乡，离我那样遥远的她们的遭遇，让
我的心一紧再紧。这让我不禁想到张晓风的一句话：“三毛
的流行说明了什么？它说明我们都曾爱飘逸的云，但终于我
们爱上了雨，低低地，把自己贴向大地贴向人生的落了实的
一滴雨。”这些都是尘世间最真切的苦痛和爱，我们必然要
亲身体验着现实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再用坚强和爱去生活。

本书《素人渔夫》中荷西和三毛“用十二倍的价钱在吃自己
卖出的鱼”，而后卖鱼的收账单又被洗衣机泡烂，他们
是“又哭又笑”，可我却一点也不觉得鱼没有卖到钱很可惜，
我想他们也是如此，因为我好喜欢三毛和荷西率性、潇洒的'
人生态度，人生若能寻到如荷西一般的伴侣，最是快事！他
们是知己、是灵魂的融合,他们乐于为随性而为，虽然也要为
了生计忙活，但却另有一番生活的趣味；《死果》则介绍了
十分厉害的“灵异”现象，“这种符咒的现象，就是拿人本
身健康上的缺点在做攻击，它可以将这些小毛病化成厉鬼来
取你的性命”，一边看心里就担心着，足足为三毛捏了好几
把汗；《沙漠观浴记》描述了撒哈拉人的肮脏、奇异生活习
俗。由于沙漠缺水，她们三四年才洗一次澡，洗澡的方式闻
所未闻，用石片刮掉身上的污垢，还用海水灌肠，让人真实
地感受到沙漠环境的恶劣与生活方式的落后，也为三毛在沙
漠的艰苦生活感到很是心疼；《天梯》又描述了三毛考驾驶
执照的有趣经历……一个个故事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了我的面
前，我看着，笑着，叹着，所有的情绪都被三毛写下的文字
牵引着。蓦然定神再看，已是本书最后一篇---《白手成家》。



《白手成家》中三毛尽数描写了沙漠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梦
想终究是梦想，再美丽的文字都必须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土壤
之上，我们都是凡夫俗子，都必须为自己挣取生存的本钱，
三毛也一样。但她是一个多么聪慧的女子啊，她的生活，无
论是在哪里，都一样可以过得有滋有味、精彩纷呈。她用她
的巧手，布置了一座“沙漠中的罗马”；她用她的一颗爱生
活的心，让沙漠变得美丽。她是那么刚强，“你不是好回教
徒，就算你天天祷告，你的神也不会照顾你，现在你给我滚
出去”。这样的话只要是触碰了她的底线，她一样会对人说
出来，即便她是热血的、善良的三毛。

我爱三毛的文字，简单，纯朴，平白，直接，没有任何的矫
揉造作，没有任何的华丽辞藻修饰，却能给我最真实的感动
和最真切的情绪感染。她带给我的不仅仅是一篇篇故事，更
是一种人生的信仰。

撒哈拉的故事心得感悟篇二

《撒哈拉的故事》也仅是我极度书荒的情况下翻起，谁知一
发不可收拾，一口气翻过一大半，囫囵吞下，总得吐出些什
么，若不然会有种如鲠在喉的感觉。

初读时，发现作者是三毛，我不由得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三
毛流浪记》。哪知此三毛与彼三毛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只是张乐平笔下虚构出的人物反映
旧社会人间的冷酷、残忍、欺诈和不平。颂扬了在极度凄苦
无依困境中，依然意志坚强、乐观、善良、机敏、幽默
的“三毛精神”。

三毛原名陈懋平，原籍浙江，生于重庆，后随父母迁台湾。
翻看了三毛的人生履历，我猜测是爱情催化出三毛这样的奇
女子。初恋失败的她远赴他乡留学，后漫游欧洲等地。而第
二次的爱情却极度悲伤，未婚夫在结婚前夕心脏病突发猝死，
而这才有了她进入撒哈拉重启人生的故事，撒哈拉的故事也



就这样开始了。

撒哈拉，世界上最大的沙漠，自然条件极度残酷恶劣。我也
曾想过那一天能去一去黄沙漫天的沙漠，去体味那份枯寂延
续千百年的生命。

看《撒哈拉的故事》不得不提的人，荷西，这个将陪伴三毛
走完后半生的外国人。我想每个女孩都希望有这么一个荷西
陪伴自己。当他得知她将要去撒哈拉时，只是默默地收拾行
李，先去沙漠的磷矿公司找到了事，安定下来，等她单独去
沙漠时好照顾她。

文章以《沙漠中的饭店》开篇，吃饭只是生活中的一个片面，
她生动而幽默的呈现给了我们，让我忘却此刻的她身在撒哈
拉沙漠里，而我不由得想到其余时间她是如何度过的呢?在这
个枯寂的沙漠里，生为一个异乡他客，与周围格格不入。我
想她可能是一个极静的女子，能忍受那份孤寂。

撒哈拉的故事心得感悟篇三

在最近一段的时间内，我读了著名女作家三毛的书——《撒
哈拉的故事》。我刚开始看就被这本书的内容深深地吸引住
了。在这本书中，我最喜欢三毛这个人物，因为她直爽、大
方、富有同情心。读完这本书后，我知道了沙哈拉威人的风
俗习惯，还让我体会到在沙哈拉威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
他们对妇女很不公平，在她们未满是十岁之前就把她们卖了，
如果有富人就可以随便买卖奴隶，让我体会到沙哈拉威人的
愚昧、无知、没有同情心、残忍、粗暴。

《撒哈拉的故事》这本书中讲了三毛和荷西在沙漠中举行了
婚礼，和沙哈拉威人交了朋友的过程，三毛对沙哈拉威人像
朋友似的，待他们很好。

在《撒哈拉的故事》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章节是《收



魂记》。这个章节就要讲了三毛拿着照相机给沙哈拉威人拍
照，那些男人们看到后，就拼命地去抢三毛的照相机，他们
以为女人们的魂被收进了那个"黑盒子"里了。从这个章节里
可以体会到沙哈拉威人因为没有文化，和“与世隔绝”而造
成不认识照相机和现代化的许多东西，还可以看出那里的.人
愚昧、无知。

文化，是每个人必须有的，我们应当好好学习，做一个有文
化的人。

撒哈拉的故事心得感悟篇四

说起与三毛的作品开始接触，还是在语文课上老师的介绍中。
自从那一次以后，我就心心念念着三毛。有一次，语文老师
答应我们，语文考得好的同学有礼物，大家都很兴奋并且为
了神秘的礼物而努力。几天后，成绩出来了，我是最高分，
老师送了我一本三毛的书——《梦里花落知多少》。拿到这
本书以后，我几乎是一有空闲时间就看，而且百看不厌，三
毛的洒脱与真性情深深吸引着我。于是乎，这个暑假我不停
的缠着爸妈给我买一套三毛的作品集。经过我的再三请求，
他们终是同意了。拿到书时，心中太过喜悦以至于差点认为
自己在做梦，我开心的心都要蹦出来了！

得到书以后，我除了吃饭睡觉，几乎就是在书堆里度过的，
别提在书海里畅游是有多么惬意了！在这十一本书中，我最
喜欢的就是《撒哈拉的故事》了。这本书记录了三毛与丈夫
荷西在辽阔的沙漠中活力四射的生活。大漠的狂野、温柔都
从笔中缓缓流淌，一行行的铅字诉说着一件又一件有趣的事。
每当我翻开书，那动人的画面就好似画卷在我面前一幅幅张
开来。这本书改变了我原来对沙漠的感觉。原来我认为沙漠
生活是艰苦而无比枯燥的，但是看了这本书以后，我才发现
我错了。沙漠的美，无法用语言切实的描述下来，撒哈拉威
人他们的生活虽然物质不是很富足，但是他们呢仍然很快乐、
仍然深爱着脚下的这片土地。他们的淳朴真实在如今这个世



界里是多么珍贵的啊。同时，三毛与荷西之间的爱不容置疑
的打动了我。荷西最大的梦想就是娶到三毛，买下一幢小公
寓，然后用自己努力赚来的钱去养活三毛，并且，他真的做
到了。即使，他们只过了六年的婚姻生活，但对于他们来说，
这比一生还要珍贵美好。说实话，我特别羡慕他们的生活，
就好像生活在桃源中，无忧无虑的，身边有一个挚爱的'人，
这就足矣了吧。我不敢说我有多了解三毛，但是我一定会尽
我最大的努力去读透这个谜一样的女子。没有看过三毛作品
的人们，我强烈推荐你们去看！看了她的书真的带给我很多
很多，从字里行间透出的一股股正能量对所有人都是有益的。

三毛，你永远是我们心中浪漫却真性情、洒脱且勇敢的echo！

撒哈拉的故事心得感悟篇五

〝脆弱啊,你的名字叫女人.〞——《哈姆莱特》生命的由来
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这一点在高等动物上体现得尤为明
显.当上帝把他的灵散向人间时,女性承担着传递生命火炬最
后一棒的重要使命.

在母系氏族时代,人们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女性代表着生命
和繁衍,这对一个种族的延续来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随着人
口数量的增多,繁衍变得不再那么重要,获得生存和生产资料
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头等大事.狩猎取代了采摘和纺织,父权取
代母权,成为了社会的主导力量.今天当我们在博物馆看到早
期原始文明留下来的遗迹时,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文明都存
在一种共同的现象——生殖崇拜,这是[]早期的人类对于生命
的敬畏,对于女性的尊重.而随着文明的演进,这种现象也逐渐
湮灭在了历史的长河中.撒哈拉的当地妇女与自立自强三毛,
二者好像身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女性
却仍处于男权的附庸之下,不能不让人为之讶异.

十九世纪对普选权的斗争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滥觞.两次世
界大战之交,男性劳动力的匮乏使得大批妇女走上工作岗位,



经济地位提高的一个显著结果是社会地位的提升.

撒哈拉的故事心得感悟篇六

初读三毛的作品是《撒哈拉的故事》，后期陆续读了《雨季
不再来》《哭泣的骆驼》《我的宝贝》等，但我还是最喜欢
《撒哈拉的故事》。初读这本书是被里面的生动的沙漠生活
所吸引，因为她笔下的撒哈拉充满生机，有到了吃饭时间就
要来借刀叉的撒哈拉威邻居，还有从天台上掉下来的羊，久
病成医的她用自己常用的药品给别人看病，更让人啼笑皆非
的是拿指甲油给别人补牙洞。难得的假日他们一起出门自驾
旅行、海边捉鱼在有限的人生里做着尽可能多的有趣的'事。
初读三毛觉得三毛不拘世俗，敢想敢做，开朗大方，对她很
是赞赏甚至很是崇拜。

近期再读《撒哈拉的故事》却是不一样的情感，了解到了真
正的撒哈拉沙漠是缺水、缺电、缺医少药、物质生活极度缺
乏，那里的人更是愚昧落后，女人生病不会去医院，竟然因
为那里的医生都是男的，她们宁可病死也不愿意让男医生看
病。三毛适应了沙漠生活，还别出心裁地自己做了窗帘、台
布、地毯、床单。他们还利用起一切废物做起了装饰，用废
弃车轮作坐垫等，在沙漠里创造一个温馨的家！

我喜欢三毛并不是因为喜欢流浪和冒险，以前的我是喜欢三
毛的勇敢，现在的我喜欢她对生活的态度和对面临困境的洒
脱，也许在别人眼中撒哈拉环境恶劣，但是在他眼中撒哈拉
不再荒凉，处处充满生机和希望。愿所有人都能活成自己想
要的样子，纪念永远的三毛！

撒哈拉的故事心得感悟篇七

恐怕你不会想这么去做，也不觉得这是件可能的事情。可是
一个1943年出生的人成为了第一个踏上撒哈拉沙漠的中国女
性，她就是引领了“流浪文学”，横扫了整个华文世界的三



毛。

三毛真名叫陈懋平，因为小时候不会写“懋”而自己改名
为“陈平”，十三岁跷家去小琉球玩，初中逃学去坟墓堆看
闲书，三毛可以说是个很有个性的人。

去撒哈拉沙漠也是因为她感应到前世的乡愁。但现实中的撒
哈拉沙漠可并不是完全像照片中那般安宁，和平，美丽。

沙漠中更鲜明的特点是贫困和落后。因为缺水，他们可以几
年不洗澡，可以一辈子住帐篷，也因为文化落后，90%的人不
认数字，不曾见过镜子，也拒绝医治，甚至沙漠里允许蓄奴。
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三毛的作品体现出的更多是沙漠生活
中的有趣、独特、神奇，而不是难忍的艰苦;这也是三毛勇敢
潇洒、浪漫、真性情的体现。

文中，三毛的几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比如“人，生下来被
分到的阶级是很难再摆脱的”确实如此，三毛与丈夫荷西虽
在沙漠里，但仍动手做出桌子椅子，甚至用棺材板都不在乎，
而无法像撒哈拉威人一样，一辈子坐在席子上，带着浓厚的
体味。将一个沙漠破房子装饰成一座“白色宫殿”。

还有“长久的沙漠生活，只使得人学到一个好处，任何一点
点现实生活上的享受，都附带地使心灵得到无限的满足与升
华。”在沙漠里，几块轻得来的木板使人感动，看到从沙地
里冒出的泉，也让人惊讶，看到罕见的大雨，更让人惊奇甚
至害怕。人总是在不断失去中学会珍惜。

三毛的记述平平淡淡，但却时时拨人心弦，简简单单的写法
却是真真切切的生动。在三毛的描述下，每一个人物都似站
在眼前，每一幕场景都似亲眼所见。不是冒险家一般讲述沙
漠的可怖空寂，而是描绘出撒哈拉的风情万种，是三毛自由
不羁，浪迹天涯的灵魂，是撒哈拉的异国风情。



撒哈拉的故事心得感悟篇八

《撒哈拉的故事》主要描写了三毛和荷西在撒哈拉沙漠生活
时的所见所闻，与当地相识朋友的故事。读书是最美好的事
情，读书是一种精神的跋涉。一个人的心灵若能得到知识的
浸润，就会生出许多灵气和色彩。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
写“撒哈拉的故事读书心得”，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
供大家写文参考！

"每想你一次，天上飘落一粒沙，从此形成了撒哈拉。每想你
一次，天上就掉下一滴水，于是形成了太平洋。 "。

三毛是个眷恋沙漠生活的女子，贫瘠广漠的大沙漠在她眼中
充满了无穷的诱惑。她抛弃了繁华的都市生活来到大沙漠，
迎接她的是黄沙滚滚、风声呜咽的恶劣环境，水源奇缺、物
质匮乏。还有那置于大坟场的破旧沙土房：狭窄简陋，没有
家具，没有床，顶上还有一个大窟窿……，但是这一切难不
倒三毛。她和荷西一头扎进去，甚至将生命中最神圣、最憧
憬的婚礼也“搬”到了沙漠。在艰难的日子里，她和荷西动
手设计房子，买石灰水泥糊墙、补窗户，用装棺材的外箱改
做家具，到垃圾场拾汽车外胎自做“鸟巢”式的坐垫，巧用
铁皮和玻璃自制风灯，用沙漠麻布缝制彩色条纹窗帘……，
积极乐观地一步步建设着充满情趣的“沙地城堡”，三毛还说
“在一年以后，已成了一个真正艺术的宫殿”。

在她的口中，我知道粉丝又叫做“雨”，小黄瓜也可以代替
笋片，猪肉干被说成了中药。她不是在胡说八道，她是在培
养生活的情趣，谁说异想天开是犯法的呢?她与丈夫荷西，每
时每刻都在生活。也许你会说，我们不是每时每刻都在生活
吗?但我想，有许多人是在每时每刻生存，会生活的人，又有
多少个呢。

《撒哈拉的故事》也仅是我极度书荒的情况下翻起，谁知一



发不可收拾，一口气翻过一大半，囫囵吞下，总得吐出些什
么，若不然会有种如鲠在喉的感觉。

初读时，发现作者是三毛，我不由得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三
毛流浪记》。哪知此三毛与彼三毛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只是张乐平笔下虚构出的人物反映
旧社会人间的冷酷、残忍、欺诈和不平。颂扬了在极度凄苦
无依困境中，依然意志坚强、乐观、善良、机敏、幽默
的“三毛精神”。

三毛原名陈懋平，原籍浙江，生于重庆，后随父母迁台湾。
翻看了三毛的人生履历，我猜测是爱情催化出三毛这样的奇
女子。初恋失败的她远赴他乡留学，后漫游欧洲等地。而第
二次的爱情却极度悲伤，未婚夫在结婚前夕心脏病突发猝死，
而这才有了她进入撒哈拉重启人生的故事，撒哈拉的故事也
就这样开始了。

撒哈拉，世界上最大的沙漠，自然条件极度残酷恶劣。我也
曾想过那一天能去一去黄沙漫天的沙漠，去体味那份枯寂延
续千百年的生命。

看《撒哈拉的故事》不得不提的人，荷西，这个将陪伴三毛
走完后半生的外国人。我想每个女孩都希望有这么一个荷西
陪伴自己。当他得知她将要去撒哈拉时，只是默默地收拾行
李，先去沙漠的磷矿公司找到了事，安定下来，等她单独去
沙漠时好照顾她。

文章以《沙漠中的饭店》开篇，吃饭只是生活中的一个片面，
她生动而幽默的呈现给了我们，让我忘却此刻的她身在撒哈
拉沙漠里，而我不由得想到其余时间她是如何度过的呢?在这
个枯寂的沙漠里，生为一个异乡他客，与周围格格不入。我
想她可能是一个极静的女子，能忍受那份孤寂。

从记事起就知道爷爷家有个书橱，书橱很大，却不全是书，



上面是书，下面放的是杂物，书虽然不多，却满是经典，有
些视野已经泛了黄，打了卷儿，翻起时还能听见清脆的声音，
像是要碎了一样。

小时候不识字，不喜欢那些书。渐渐长大后，也会去拿几本
来翻翻看看，比起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
适淡远，还是更喜欢书橱里那本最不起眼的《撒哈拉的故
事》，喜欢那片三毛荷西向往自由的撒哈拉沙漠。

《撒哈拉的故事》中的三毛说走就走，智慧勇敢，特立独行
且真实，在另外一个国度的三毛，没有知己，没有朋友，经
常出差的荷西也不在身边，孤独的享受着沙漠，但她却有着
对生活的憧憬，对沙漠的热爱。

从垃圾箱里捡来轮胎当沙发，用做棺材的旧木材当家具，与
不友好的邻居和平相处，这大抵是热爱和无畏的`支撑，三毛
的精神我是学不来的。三个月前的这段日子，是最难捱的日
子，就像走在贫瘠广旷的沙漠，一个人埋头练习，一整天在
画室里不说一句话，一遍遍冲洗画笔，水漫过手指，手指被
浸泡地发白，孤独、寂寞、紧张，却又夹杂着兴奋和热爱。

孤独或寂寞这类的字眼，三毛从未提及，但我却真真切切地
感受地到，让人深切体会到在这诗意的生活的背后有初来的
困窘和别样的艰辛，更有对沙漠生活的热爱。三毛常
说：“生命不在于长短，而是在于是否痛快地活过。”离八
十岁还早的我们，或许应该学习三毛，有勇气尝试新的事物，
做自己想做的事，或许有一天，我会像三毛一样义无反顾地
背起旅行包，走向那片有她有荷西的“撒哈拉”。

三毛，享受自由并承受得起孤独的行者，感谢三毛，让我有
幸与你一起走过撒哈拉。

三毛原名陈懋平，后改名为陈平。她是中国80年代著名作家
之一，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台湾著名学者柏杨先生也曾公



开推崇三毛的文学作品。三毛的作品通俗易懂，文字深入人
心，她以其明朗的写作风格风靡一时，是中国文学史上成就
突出的一位女作家。 三毛一生坎坷波折。她少年时叛逆不拘
泥于世俗，曾一度退学，在母亲的教导下熟读了中国古代诸
多文学著作，奠定了扎实的文学基础。25岁漫游欧洲、巴黎、
慕尼黑等地。 1974 七月，与荷西在沙漠小镇阿雍结婚，生
活稳定下来并开始大量的文学创作。1979年，荷西意外去世，
给三毛造成了极大的心灵创伤。后游历了中南美洲。1991年
因病去世，年仅49岁。

《撒哈拉的故事》是三毛与荷西结婚初期进行创作的作品，
作品风格明朗欢快，她以生活为创作源泉，内容平实不浮夸，
且耐人寻味，让人不得不佩服三毛的写作功底之深厚，虽是
单调艰苦的生活环境，在三毛笔下栩栩如生，趣味横生，不
得让人产生向往之情。 因为本书是三毛前期的作品，风格与
《雨季不再来》、《万水千山走遍》等后期作品截然不同。
因为丈夫的去世，三毛受到巨大的伤害，对万事冷漠淡然。
读后期作品时，书中撕心裂肺之声不断，作为一名普通的读
者，我只能阅读着她的痛楚，却无法体会了解三毛内心与世
界的决裂。三毛亦是孤独的，她清高自傲，唯有荷西能读懂
她的世界，可上天却硬生生的抢走了荷西，这对她是何其残
忍!

《撒哈拉沙漠》由18篇独立文章组成。《结婚记》描写的是
她与荷西在撒哈拉沙漠结婚时的趣事。由于他们分属异国，
结婚手续相当繁琐，在漫长的三个月的等待后，他们在法院
众人的祝福下简单成婚。沙漠条件相当疾苦，他们的新婚礼
物就是一个奶油大蛋糕，三毛为此还惊喜不已。我们不禁要
佩服三毛的勇气，对物质生活无欲无求，只愿按着自己的愿
望自由生活。我不禁反思，在如今物欲横流的社会，我们如
何能保持一份对生活平静的心态呢?所有的道理我们明了，但
却很难做到那份淡然，也许只有在岁月的历练下，我们才会
慢慢明白生活给予我们的超然于物质的意义。



《娃娃新娘》是一篇描述沙漠婚礼的、具有对野蛮文化强烈
控诉的文章。姑卡是警官汗地的女儿，刚满十岁却是已经快
结婚的人了。婚礼共举行六天六夜，虽然是重视的，但因为
他们无知落后，家里仍旧是肮脏混乱的，姑卡也没有洗澡(撒
哈拉威人基本都是几年不洗澡的)，装扮了一身的假珠宝。迎
亲开始了，新郎和一群年轻朋友冲进房间，上去抓住姑卡的
手臂往外拖，姑卡拼命的挣扎哭泣，却没有帮助她。当然这
只是习俗，反抗越厉害的女人才是好女人。婚礼的高潮就是
洞房了，房间里不断传出姑卡的哭叫声，直到新郎拿着一块
染着血迹的白布出来时，大家就开始欢呼起来，在他们看来，
结婚初夜只是公然用暴力去夺取一个小女孩的贞操而已。看
得出来，这儿的习俗落后野蛮，却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去改变
它，想来这是件多么悲凉的事情啊!

撒哈拉的故事心得感悟篇九

结婚以前，荷西曾问三毛一段很奇怪的话。

荷西：“你想要一个挣多少钱的老公”?

三毛：“看的不顺眼的'话，千万富翁也不嫁，看的中意的话，
亿万富翁也嫁”。

荷西：“说来说去，总想嫁个有钱的，如果有例外呢，如果
是跟我呢”?

三毛“那只要吃饱的钱就算了”，荷西思索了一下。

荷西：你吃多吗？

三毛：不多，不多，以后，还可以再少一点！

三毛领着荷西，真正把生活过成了一件艺术品。可以看的出，



他们的生活是以三毛为原点，以时间为半径，以荷西作画足，
在撒哈拉大沙漠里画了一个大大的圆满生活。

三毛曾经说过：“每想你一次，天上飘落一粒沙，从此形成
了撒哈拉！”

荷西也曾说过：“每想拥抱你一次，天空飘落一片雪，至此
雪花拥抱撒哈拉！”

《如果有来生》三毛

“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欢的姿势，
一半在土里安详，一半在风里飞扬！”

“我爱你，但是我没有另一半，因为我是完整的！”

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最简单的幸福，无非是有人与你立
黄昏，有人问你粥可温，而在一粥一饭之间，见证稳稳的幸
福!

即使四季更迭，流年似水淌走，爱意只增不减。

撒哈拉的故事心得感悟篇十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
远方……”，听这首歌，你可能想不到，歌中这个追求自由
的女孩，会在一个放远望去，只有漫天黄沙的地方住下，并
且写下了一篇篇引人入胜的文章。

三毛是因了“前世的乡愁”才去的撒哈拉，去了之后才发现
照片上那片广袤无垠的沙漠着实恐怖。她的生活在我看来，
是糟糕的一塌糊涂。只能偶尔收到一两个台，画面也好似鬼
影的电视机，价格比汽油还贵的淡水，与当地习俗的格格不
入，平日里只一人在家的孤独。最让人抓狂的，还是那些如



强盗一般，会将家里洗劫一空的撒哈拉威人。

其实，是我们忽略了某些东西……

她能把那群强盗，称为“芳邻”，开开心心的借给他们东西，
偶尔还充当一下“江湖郎中”;她能在生活拮据时，笑着对丈
夫说“我们能享受一星期的土豆泥大餐了”;她能在辛苦建造
住房的同时，感受到白手成家的快乐。那里的生活并没有多
彩到哪里去，只是她的心里有一块放大镜，能发现生活中一
些细微的快乐，并把它放大无数倍。

阿甘的妈妈说：“生活是装满了各种巧克力的盒子，你永远
不知道会吃到哪一种口味。”而我要说，生活是一个巧克力
盒，你想要什么口味，它就是什么口味。一个人对生活的感
知，完全取决于他对生活的认知。内心充满爱和感恩的人，
即使在黑暗中，也能在心里为自己燃起一支蜡烛。而内心满
是阴谋，算计的人，便是在百花丛中，闻到的也是恶臭。生
活，是一件百变衣，一千种人会把它穿成一千种样子。大家
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打开窗户，有些人看到的是阳光灿
烂，鸟语花香，有些人却看得满眼脏。

生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上天给了每人一杯凉水，就得自
己加热水，调和出最适宜自己的温度。生活，是一出永不停
止的舞台剧，主角是自己，剧情也由自己决定。而乐趣，便是
“皇帝的新衣”，只有聪明人才能看见。

撒哈拉的故事心得感悟篇十一

“别问我从哪里来。我的家乡很远……“每当我听到这首
《橄榄树》，我总会想起那个与众不同的她。

我很感激她，也很感激她在13岁时离家逃学去墓地读书。她
热爱旅行、阅读、阅读和旅行是她生活中的两颗星，幸福和
痛苦是混合在一起的。结婚是在撒哈拉旅行中进行的.，失去



亲人也是在旅行中。正是她没有数学概念，不想为钱工作，
所以我很感激她。因为她是我心中永恒的三毛。

我很感激她，因为她有一颗温暖的心。她不喜欢看医生，但
她喜欢“帮助世界”，帮助那些不喜欢看医生的撒哈拉威妇
女。她异想天开，但一切都是：疖子，用大豆糊擦几天；牙
齿有洞，用指甲油填充牙齿，但从不疼痛。

我很感激她，虽然我没有去过撒哈拉沙漠，但我欣赏到了它
极其美丽的壮丽景观，这让我深深地被它吸引，让这个美丽
的地方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我很感激她——三毛，一个奇怪的女人，一个流浪者，一个
为爱而停留的人。壮丽的撒哈拉，温暖的生活。是她给我们
的生活注入了更多的活力和勇气，告诉我们，生活不是物质
财富，而是追求精神财富。

感谢她的浪漫、真性情、潇洒，给我和大家带来了一系列风
靡无数读者的散文作品！

撒哈拉的故事心得感悟篇十二

三毛是一个为爱停留，为爱旅行的人。我一想到她，就对她
充满了感激之情。

感激三毛，是她让我明白了读书和旅行的真正含义。三毛在
上初中时就经常逃学去坟墓堆读闲书。成年后，又跑去了西
班牙旅行，结识了她的丈夫荷西。她看到一张撒哈拉沙漠的
照片，感应到前世的乡愁，于是决定搬到那里去，苦恋她的
荷西也二话不说跟着去了。是她让我懂得了读书和旅行一样
重要。

感激三毛，是她让我学会了一个人应有的爱心。虽然她的丈
夫荷西说她给人看病如同玩洋娃娃一般，但她还是用阿司匹



林药片治好了一个老年撒哈拉威女人的头痛，用一只羊挽救
一个营养不良的孩子，用指甲油治好了撒哈拉威人的牙痛，
用黄豆捣成的浆糊治好了姑卡的疖子。是她，让我在心灵里
开一朵花，用爱心维持它的芳香。

枯燥的撒哈拉生活，让三毛过得富有诗意。她经常能把垃圾
变废为宝，不花一分钱地去装饰自己的家。她把轮胎改造成
鸟巢沙发，把烂羊皮改造成坐垫，把水桶改成一个个花瓶。
她把家里装饰的好似一座皇宫，而她俨然就是那个女王。

我虽然没有去过撒哈拉，但我却对它很熟悉，是三毛用笔墨
把撒哈拉带到我的眼前，让我领略了它的异域风情。如梦如
幻，又如鬼魅似的`海市蜃楼；迎面如雨似的狂风沙；焦烈的
大地，黑色的山峦，满布乱石的荒野……三毛带来的这些，
让我意乱神迷，目不？l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