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撒哈拉的故事的读书笔记(汇总11
篇)

编辑是在保持作者原意的基础上，对语言运用和逻辑结构进
行审查和调整。在编辑过程中，应尽量简化语言，用简洁明
了的句子表达观点。以下是一些编辑常见错误和问题的解决
方法，希望能对大家避免一些常见的编辑失误。

撒哈拉的故事的读书笔记篇一

前段时间读了《撒哈拉故事》，这也是我看的第一本三毛的
书。

看完之后，我就隐隐地想写点什么，但我只看了她这一本书，
即使全是叙述性的文字，也只代表一个时期的三毛，而同时
吸引我的也是写下这些文字的人，所以钱老关于鸡与蛋的比
喻于我是不适用的。

花些时间搜集资料，也看了一些访谈之类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才算对三毛有了一些了解。

年龄越大，就越容易对事物失望，甚至绝望，而《撒哈拉的
故事》里的三毛，却不是这样，有人看了她的书之后，称咱
她为沙漠里的东方玫瑰。

全书大多是她与丈夫荷西在撒哈拉沙漠里的生活以及所见所
闻。很少有所感，是的，三毛只是讲故事，她的故事平凡而
又动人，像一首欢快迷人的钢琴曲，兜兜转转，一不留神就
把读者带入了她所独有的节奏。

重新回忆那些故事，我又不可避免地伤感了起来，我想到了
现实的结局，荷西先她一步离开了，两人没能携手到老。可
这些当时的三毛不知道啊，她依旧将沙漠中的苦乐记录下来，



依旧把生活的琐碎化为文字里的优雅，依旧活得有滋有味。

最好的方法是忘却，只有放下一切，才能读出真实的感动。

写到这里，我还是觉得应该换一种欢快的基调来继续下去。

三毛倔强地扎根于沙漠，而这枯燥的生活，却因荷西的陪伴
变得不一样了。

《沙漠中的饭店》与吃有关，塑造了一个有些童真的三毛。

《悬壶济世》则是讲了三毛用自己所带的药物来帮助当地人
治疗一些小病的故事，因为撒哈拉威人《文中对当地人的称
呼》原始的生活方式，三毛药效果特别好。可最后红药水却
被一群妇女要去涂在脸上手上，然后跑到阳台上跳舞，我真
的给逗乐了。

搬到沙漠之后，三毛渐渐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芳邻》讲的是夫妇俩和撒哈拉威人邻居们之间的相处。芳
邻，芳邻，看了文章我才知道是反话。撒哈拉威人的生活方
式和习惯在我们看来应该是不可饶恕的吧，不洗澡，疯狂地
借东西，也不顾忌别人的感受，种种种种，可这些最耗费热
情的小事，却在三毛的笔下有了率真可爱的一面，比如某天
三毛打开门，发现门口有一头小山似的死骆驼，然后旁边那
个小孩说，我妈妈说，放你冰箱里。她看了看自己鞋盒大小
的冰箱叹了口气;又比如经典的飞羊事件。

素来听闻沙漠里的人不洗澡的三毛偶然看到了洗澡的广告，
便兴冲冲地去看了，结果被吓得不轻，便有了《沙漠观浴
记》。

《爱的寻求》是一个当地人飞蛾扑火式悲壮的爱情。



《素人渔夫》是两人商量着去打鱼卖鱼，累了一番最终却一
无所获。故事结尾，三毛坐在门口又哭又笑起来。

两人刚搬来沙漠，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白手成家》讲的便
是两人布置新家的事。我觉得三毛是像蒲公英种子一样的人，
漂泊，却又异常坚定，扎根后迅速地生长。正是因为消除了
现代文明的隔阂，才更加懂得了爱一切。看着屋里每一样东
西都是自己亲手布置的那种满足感，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
体会的。

在这之后，我又去看了《雨季不再来》，三毛学生时代的作
品。

通过意外看到的读者去见她的描述，我看到失去荷西后的她
依旧平静活着，依旧活得平凡而诗意，文章却又在多个细节
处揭露了她的哀伤。即使活得再张扬，她也只是一个失去挚
爱的女子啊。

不过我相信，那流过泪的地方，也终会融化成温柔的笑意。

撒哈拉的故事的读书笔记篇二

今天我看了一本很棒的书，叫《撒哈拉的故事》。这本书的
作者叫三毛，你一定会很奇怪，三毛不是画里一个头上只有
三根毛的人物吗?其实，这本书的.作者叫陈懋平，因为很喜
欢三毛，才把笔名取成这样的。

对于书中的内容，对我感触最深的是当地的习俗：我们讲究
的是越瘦越漂亮，而撒哈拉威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胖
才是一种美。

所以当地人出门前非要在身上裹一圈又一圈的蓝布或黑布，
裹得密不透风的。这样不会热得中暑吗?我真为他们捏一把汗。
不过说真的，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习俗，因为这样就没人说我



胖了，哈哈哈。

最终，我来总结一下，这本书不错哦!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撒哈拉的故事的读书笔记篇三

对于我来说，三毛就是一个漂泊在异乡的灵魂。

开始的时候我一点也不喜欢三毛，但自从我读了她的作品
《撒哈拉的故事》之后，我发现我深深的喜欢上了她，对于
我来说，她就是这个世界上少有的奇女子。

以前，我不明白，三毛是怎么能在撒哈拉沙漠里生存的，直
到我看了这本书。

虽然在这本书中并没有用到什么华丽丽的语言来描绘沙漠里
的生活，但是却从了她那平实的语言描绘出了大沙漠里的简
单。而又浪漫的生活。给孤寂的大沙漠添加了一笔神奇的而
温暖的`色彩。

翻开《撒哈拉的故事》品味着三毛在异国他乡里的生活，总
觉得原本并不讨人喜欢的撒哈拉沙漠，突然也有一种别样的
风情。又如走进了一幅充满异国风情的美丽的画面。使我了
解到了大沙漠里的地势地貌和风土人情。但同时我也了解到
了在沙漠里生活的那些女性的可悲。

其实读这本书，最使我感动的就是我佩服三毛的勇气，她能
够抛开繁华的大都市来到了贫困的大沙漠，这里没有太多的
水，只有沙子，甚至没有家具没有床，但是她与荷西却还是
生活着很快乐。因为她以她那积极的勇气和执着的信念，简
单并快乐的活着。在这个大沙漠里，她留下了那么一句
话：“每想你一次，天上飘落一粒沙，从此形成了撒哈拉!”



撒哈拉的故事的读书笔记篇四

著名作家桂文亚曾这样写道：“欣赏一篇文章，不只为喜爱
其中充满生趣的情节，而是因为产生‘人世’的共鸣。”而
作家三毛的作品《撒哈拉的故事》无疑亦具备了让人产
生“人世”的共鸣的魅力。

这部作品收录了作家三毛的《沙漠中的饭店》、《悬壶济
世》、《娃娃新娘》、《天梯》等十四篇作品，生动地为我
们描述了她在漫漫黄沙的撒哈拉沙漠里极富色彩与浪漫的沙
漠生活，以及其对生命意义、灵魂归依的探索与思考，给读
者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心灵之旅。

作者在《极乐鸟》一文中曾写道：“我羡慕你说你已生根在
那块陌生的土地上。我是永远不会有根的。”又写道：“一
切的感觉就是那样无助，好似哪儿都不是我该定下的地
方……我已没有自己的地方了。”从这些语句中，我们不难
读出作者那份难以言明的孤独。

于别人言，这份孤独缘于个体与外部世界之间无法打破的隔
膜。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都具有与他人不
同的独立的思想。然而外部世界又具有另一套普适的思想、
舆论体系。于是，个体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不可调和与冲突，
使之无法进行正常的交流，进而产生隔离感，也即孤独感。
而这，在当今这个旧有价值理念被摧毁，新的价值体系却未
建立的迷茫时代里，又愈加明显了。物质文明不断地向更高
的层次发展，精神文明却无法与其同步向前。外在世界越来
越喧嚣，个人的内心世界不断受到侵袭而愈显空洞与苍白，
人们愈加感到焦躁与不安，而这份无法言明的孤独感也愈加
的强烈。《撒哈拉的故事》道出了人们心中的迷惑，表达了
人们内心的痛苦，也因此而与人们产生强烈的共鸣。

而于作者三毛而言，这份孤独感或许更深入骨髓。



在别人眼中，这个“令人费解的、拔俗的、谈吐超现实的”
奇怪的女孩（这是文学院教授胡文清对三毛的印象），常常
因为她特立独行的思想与外部世界的格格不入，而成为众人
眼中的“怪女孩”，被“另眼相看”，成为众矢之的，因其
而产生的孤独感也愈为强烈。在阅读《撒哈拉的故事》时，
这种空虚的孤独感常常萦绕心头，也让我们开始思考这样一
个问题：个体的思想与传统的普适的思想之间的平衡问题。

作者对生命似乎有种超乎生死的淡然。

生命在她看来，就是起点与终点的一个循环，一个轮回。在
《撒哈拉的故事》中她曾写道：“我们不耐的期待再来一个
春天，再来一个夏天，总以为盼望的幸运迟迟不至，其实我
们不明白，我们渴求的只不过是回归到第一个存在去，只不
过是渴望自身的死亡和消融而已。”在她看来，生与死既是
起点又是终点。正如她所说的：“人生是一场大梦。”

或许也正因为这样，世俗的名利在她眼中才显得如此微不足
道。“活着已花力气，再要付出努力的代价去赢得成功的滋
味我是不会的。我不要当那个连苦味都没有的空杯。”所以，
她辞去工作，离开家人与朋友，踏上前往撒哈拉沙漠的旅行，
来到那片辽阔的沙漠，开始自己另一段的人生。

否定了外界对人生意义的定义，她在《撒哈拉的故事》中给
出了自己的答案：“在我来说，旅行的真正的快乐不在于目
的地，而在于它的过程。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
事，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听不同的语言，在我都是很大的快
乐。虽说是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更何况世界不止是一
沙一花，世界是多少奇妙的现象累积起来的。我看，我听，
我的阅历就丰富了。”于她，生命的意义在于行走，在于其
过程。或许如她常常说的：“我喜欢流浪。”。

三毛的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一种命运抑或称为不可知力
量的神秘色彩。无论是《悬壶济世》中沙漠居民对巫术的崇



拜，还是《死果》中对咒术的神秘力量的描述，都营造了一
种异国的神秘氛围。

如《沙漠军团》中所说的：“不记得哪一年，我无意翻到一
本美国《国家地理杂志》那期书刊里，正好介绍撒哈拉沙漠。
我只看了一遍，我不能解释的，属于前世回忆似的乡愁，就
莫名其妙，毫无保留的交给了那一片陌生的天地。”她将自
己与撒哈拉沙漠之间的不可解的情节归于一种前世回忆似的
乡愁，是命运的安排。而这种难以言明的心情，大概就是她
所写道的“我只常常感到那种冥冥中无所依归的心情，却说
不出到底是什么。”命运于她，是一种不可知的神秘力量。

可是，不同于他人将失败，挫折，个人的不得志归结于命运
的无情，三毛更多的是将每一次的尝试，每一次的向前归结
于命运在冥冥的所做的决定，引导她走向她所选择的人生道
路。因为对文字的特殊情感，她始终未放下手中的笔，将自
己的所知所感都诉诸于书；因为对撒哈拉沙漠的莫名的眷恋，
她来到了那片异国的乡土，与丈夫荷西相爱结婚。每一次的
向前，是宿命，也是选择。

“我是一个像空气一样自由的人，妨碍我心灵自由时候，决
不妥协。”

“……你要赢得你的人生，你就不能患得患失，是不是能够
赢，你尽可去赌，只要不把生命赌掉，可以一赌再赌。”

在我看来，《撒哈拉的故事》就是一本讲述生命历程的
书——途中会感到孤独，却绝不放弃对自由的追求，对生命
的热诚。一路旅行，捡拾洒落在沿途的生活光点，找寻自己
的存在意义与生命本源。

这便是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它给了我们一种新的视角
去看待生命，新的态度面对每一个人的人生——健康，豁达，
洒脱不羁。



我始终坚持，一本优秀的书籍，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历史
的沉淀。甚至，在经由岁月的锤炼后，它会更显光彩。《撒
哈拉的故事》一九七六年的出版横扫了整个华文世界，并因
此兴起了一股流浪文学的热潮。而今，《撒哈拉的故事》再
次出版，不但并未因时代的变更而被淘汰，反而愈加历久弥
新，芬芳香醇。生活在拥挤，喧嚣的都市的人们，从《撒哈
拉的故事》中感受到自由的快乐，生命的热度，找到了共鸣，
填补了空白，为其单调的生活注入了新的动力。

撒哈拉的故事的读书笔记篇五

常常听人说起三毛，听说她的随性与洒脱，听说她的偏执与
执着。如今第一次捧起她的书，第一次从她的故事中感受到
这样一个特立独行亦是平凡真实的女子。三毛的《撒哈拉的
故事》描述了三毛与荷西在沙漠里的所见所闻，记载了他们
多姿多彩的经历，从中让我深切地体会到了三毛的乐观、热
情、快乐的心境。

三毛的文字从感觉上让人觉得很舒服，就像一阵微风吹过，
有一种清爽的感觉，却不留痕迹。我一直都很排斥那种用华
丽的辞藻堆积起来的文章，觉得都只是一些花拳绣腿，华丽
但没有实际的意义，印象中，真正的好文章即使只是用最平
淡的文字也能感受到作者心中的波澜壮阔。

撒哈拉的生活除了艰难更是寂寞，没有与外界联络的设备，
没有真正的朋友，除了常常不在身边的荷西，这里更没有懂
三毛的知己。在这个荒僻的小村里，当地人思想落后且迷信，
善良者有之，但更多人往往以自己的利益为重。《哑奴》的
故事完全地表现了这点。当地的土财主们肆意差遣奴隶为自
己挣钱，而三毛不顾当地人的劝告与哑奴一家成为了朋友，
因为她看不惯如此践踏人权，她常常给哑奴送去食物，请他
来家里做客，偷偷塞给他钱，哑奴一家感动万分，而三毛却
为此愧疚，她只能用这种方式给予他们帮助，而无法真正改
变他们的生活。三毛的善良在当地被视为异类，因为从没有



人会和奴隶走得那么近。可是三毛不在乎，她与荷西依旧与
哑奴来往，没有人懂她没关系，她愿意承受这样的孤独。她
一个人的力量太微薄，最终的结局哑奴还是没有逃过被交易
的命运，临走之际，三毛哭着把一条彩色大毯披在哑奴的肩
头，哑奴却挣脱枷锁把东西都递给妻子和孩子们，竭力想要
跟他们说点什么，但他发不出任何声音……就这样，他们只
能泪流满面地望着他离去。

贫瘠的沙漠，简单的家庭生活，在乐观的三毛笔下却呈现生
趣：窄小的家是他们“沙漠中的饭店”，荷西上班回家，三
毛亲自下厨做菜，还将普通的菜肴冠以美名，如“粉丝煮鸡
汤”称作“春雨”，引得憨厚的荷西接二连三地要吃，还惊
叹中国美食的浪漫；她将“粉丝、菠菜和肉绞碎放在一起做
饼馅”，让荷西误以为是用昂贵的“鲨鱼的翅膀”做馅；三
毛将紫菜包成饭团，吃得津津有味，却捉弄荷西说是复写纸，
吓得荷西担心她会中毒……真是乐不可言。孤独或是寂寞这
类字眼，在整本书中几乎都没有出现，但沙漠里的三毛一定
真切地感受到。她愿意帮助沙漠里的人们，教她们读书写字，
为她们治病施药，却从不被她们顽固、落后的思想和行为所
同化，她自始至终保持着自己心灵的自由与纯净。

三毛，这个热爱生活，乐观开朗，拥有宽容胸襟的智者；这
个享受自由并承受得起孤单的行者；是一朵盛开在沙漠中的
奇葩。读罢了《撒哈拉的故事》，我看到了一个广阔美丽的
撒哈拉沙漠，看到了关于沙漠的美与丑，善与恶，文明与封
建……更看到了一个快乐的三毛。

撒哈拉的故事的读书笔记篇六

长久的沙漠生活，只使人学到一个好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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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升华。换句
话说，我们注重自己的胃胜于自己的脑筋。

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坏胚子就如我们中国人讲的“龙”一样，



可大可小，可隐可现，你是捉不住他们，也关不住他们的。

好在，别人如何分析我，跟我本身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

生命的过程，无论是阳春白雪，青菜豆腐，我都得尝尝是什
么滋味，才不枉来走这么一遭啊！（其实，青菜豆腐都尝不
到。）

如梦如幻又如鬼魅似的海市蜃楼，连绵平滑温柔得如同女人
胴体的沙丘

迎面如雨似的狂风沙，焦烈的大地，向天空伸长着手臂呼唤
嘶叫的仙人掌，千万年前枯干了的河床，黑色的山峦，深蓝
到冻住了的长空，满布乱石的荒野……这一切的景象使我意
乱神迷，目不暇给。

在这儿，无穷无尽波浪起伏的沙粒，才是大地真正的主人，
而人，生存在这儿，只不过是拌在沙里面的小石子罢了。

那一只只与我握过的手，那一朵朵与我交换过的粲然微笑，
那一句句平淡的对话，我如何能够像风吹拂过衣裙似的，把
这些人淡淡地吹散，漠然地忘记？每一粒沙地里的石子，我
尚且知道珍爱它，每一次日出和日落，我都舍不得忘怀，更
何况，这一张张活生生的脸孔，我又如何能在回忆里抹去他
们。

是的，总是死了，真是死了，无论是短短的几日，长长的一
生，哭、笑、爱、憎，梦里梦外，颠颠倒倒，竟都有它消失
的一日。洁白如雪的沙地上，看不见死去的人影，就连夜晚
的风，都没有送来他们的叹息。

每夜你上床时，一定要觉得——今天可真活了个够——那么
你的一生都不会有遗憾”，



世间诸事，大凡一个“缘”字，天地上下亲疏爱憎都脱不了
这个字，也就是圣经上所说的“万物都有时”，所以强求生
死聚散都是愚人的事，我原先很急，现在放下了，顺其自然
吧。随便什么时候结婚。

一个人如果心死了，那么活着是非常无聊的。

撒哈拉的故事的读书笔记篇七

这本书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幸福、感动和不平等，这本书
让我明白了许多。书中三毛、荷西和他们的朋友们经历过各
种各样的事情，在一次拾化石的过程中，荷西不慎跌入沼泽，
无论三毛怎么用力都拉不出来，反而越陷越深，最后，凭借
荷西对三毛的信任、再加上三毛的智慧，她终于将自己的丈
夫荷西救出来了。这一幕让我十分感动。

在他们结婚过程中那种幸福、撒哈拉人民的无知和热情，为
这场紧张的婚礼增添了一份幽默，还有三毛那夸张而搞笑又
剧情化的写法，让我哭笑不得，时而感动、时而又为他们虎
口脱险而松了口气。最后沙伊卡和鲁阿二哥的那一份情，让
我永生难忘。鲁阿二哥被害死了、而沙伊卡被撕掉了全身的
衣服，鲁阿上前来救，却和沙伊卡一同被枪毙了，我倍感愤
怒，在摩洛哥的强烈进攻下，屠杀人数达到了全世界排名第
十。

记得在三毛初来到撒哈拉时，想了解那的卫生情况，就在一
块大石头旁边偷看别人洗澡和洗胃，久而久之，就有了一个
传闻，有一个来自中国的女人经常偷看别人洗澡，使三毛十
分羞愧，如果换作我是她的话，我也会羞愧得直发愣。

我十分敬佩三毛那种对生活乐观向上的精神，面对坎坷的婚
姻，她没有放弃，却依然充满着憧憬，结婚的房子是一个丑
陋的小石屋，她没有埋怨，时间流逝，往日的“小破屋”已
经变成了“豪宅”，使我“哇”地发出了一声又一声的赞叹！



我们要象三毛那样，成为一个乐观向上的人，使这个世界不
再有争吵、战争、哭泣，而是充满幸福、感动和和平。为了
我们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的生存，行动起来吧，就从现在开
始！

撒哈拉的故事的读书笔记篇八

“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欢的姿势，
一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风里飞扬;一半洒落荫凉，一半沐
浴阳光。非常沉默、非常骄傲。从不依靠、从不寻找。如果
有来生，要化成一阵风，一瞬间也能成为永恒。没有善感的
情怀，没有多情的眼睛。一半在雨里洒脱，一半在春光里旅
行;寂寞了，孤自去远行，把淡淡的思念统带走，从不思念、
从不爱恋;如果有来生，要做一只鸟，飞越永恒，没有迷途的
苦恼。东方有火红的希望，南方有温暖的巢床，向西逐退残
阳，向北唤醒芬芳。如果有来生，希望每次相遇，都能化为
永恒。”最初知晓三毛是通过这样一首诗歌，这样的文字令
我着迷，我便读起了第一本她的书《撒哈拉的故事》。

那片沙漠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黄沙漫地，天高云阔，那里充斥
着贫瘠、落后、残酷、寂寞。居住在这里的是撒哈拉威人，
他们身上用布包裹着散发着浓浓的体臭;没有知识，百分之九
十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几岁;没有正义，善良而美丽的沙伊达被
人唾骂，对神灵的迷信让人害怕，一切人们所需要的物质享
受和精神滋养那里都及其匮乏。在那个荒山之夜，荷西深陷
泥潭，没有人帮助，反而惹来强盗。愚钝、迂腐、迷信、荒
漠将撒哈拉的荒凉推向极点，你在那无边的荒凉面前，如同
一粒沙般脆弱而渺小。

露天的屋子，用棺材木头打造家居，用姆妈邮寄的书籍来给
撒哈拉女子讲课，提着药箱悬壶济世，用指甲油帮人补牙，
用卡车载着行在途中的路人，请邻里来家做客吃饭;把爱献给
每一个人，无论他是军官，是工人，是地主，还是奴隶，不
管他们懂不懂的感恩，你总是一如既往的悲天悯人。或许每



个人都向往过流浪，可是那不过是年少轻狂时不食人间烟火
的想法，因为要面对生存的困境，总会发现流浪并没有自己
想象中的美好，撒哈拉并不是你想象的撒哈拉，可是你从来
没有改变过对它的爱，将你的青春献给它，无怨无悔。从没
有从你的文字中看到一点埋怨的痕迹，你镇静地、勇敢地、
怀着一颗美好的心，忘记了恶劣的环境，而被那广袤的自然，
美好的沙漠风光深深的吸引。

三毛和荷西的爱情在这片沙漠里演绎了什么是浪漫，什么是
陪伴。他们的生活没有因贫瘠的沙漠，落后的撒哈拉威人而
被打乱，他们的爱情使得炎热的沙漠飘落雪花。三毛曾
说：“每想你一次，天上飘落一粒沙，从此形成了撒哈拉”。
荷西曾说：“每想拥抱你一次，天空飘落一片雪，至此雪花
拥抱撒哈拉”。“让我去爱，即使爱把我毁了，我宁可拥抱
一个血肉模糊的人生，也不要白开水一样的空杯”。是了，
在这贫瘠的撒哈拉，用一颗爱心，融化了沙漠，融化了伤害，
融化了一切荒芜和寂寞。

“我要在撒哈拉自由地飞翔。”说到做到，没有畏惧，没有
担忧，没有后悔，只有将你的爱，毫不吝惜地洒在那片火热
的土地上，用你的一颗爱心，包容伤害，包容怨恨，包容误
解。在你身上我看到了那么多美好的品性，乐观、热情、勇
敢、正值、单纯、善良、大爱，因为有你洒下的汗水，这样
的撒哈拉充满了生机。

这样的文字、这样的故事燃起了我的热血，我的梦想，我的
爱。一不小心闯进了你的撒哈拉，于是，一发不可收拾的感
动，一发不可收拾地羡慕，一发不可收拾的敬佩。拥有这样
不俗的经历，此生足矣。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流浪——流
浪——流浪远方——也许做人，就应该有这样的勇气，这样
的洒脱。

那是一片迷人的撒哈拉，在贫瘠的沙漠中，有一朵美丽的花。



撒哈拉的故事的读书笔记篇九

我欣赏三毛，欣赏她的勇气。

那里没有太多的水，只有那茫茫的一片土黄，远处偶尔能看
见仙人掌挺立在风沙之中，但她能够抛开繁华的城市来到这
贫困的沙漠。那里甚至没有家具没有床，但是三毛与她的丈
夫荷西就这样勇敢地迎接沙漠给他们带来的挑战。

我欣赏三毛，欣赏她的乐观。

面对撒哈拉威邻居的时愉时“抢”的各种骚扰，三毛称她们
为芳邻，并写下“感谢这些邻居，我在沙漠时被他们弄的五
光十色，再也不知道寂寞的滋味了。

为了多赚些钱，两人辛辛苦苦一天打鱼卖钱后的收账单，却
被三毛不小心放到洗衣机里绞烂了，此时三毛写道：“我做
在浴室门口的石阶上，又哭又笑起来”。

三毛与荷西虽然在物质上面是缺乏的，但他们在精神上似是
一口永不干涸的清泉，他们的精神世界是丰富多彩的。

我欣赏三毛，欣赏她的执着。

三毛与荷西大漠深处寻化石，荷西陷入泥浆江险些丧命，两
人拼尽全力终于逃身。在回家的路上，三毛记录了两人这样
的对话：“三毛还要化石吗?”荷西呻吟似的问着我。我简短
的回答他：“你呢?”“我更要了。”“什么时候再
来?”“明天。”

我欣赏三毛，欣赏她对生活的爱。

沙漠生活，困难总是无处不在。三毛要一个人提水，走长长
的路去买东西，甚至还要忍受孤独。可她享受这种在迷茫中



自己摸索的过程。正如她所说：“人，多几种生活的经验总
是可贵的。”

我欣赏三毛，欣赏她的乐观，欣赏她的执着，欣赏她对生活
的热爱!

《撒哈拉故事》留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三毛与荷西对于艰
苦生活的那份乐观和与豁达，大漠的孤独与物质的平瘠反成
了两人快乐的源泉，在这个用金钱衡量幸福感的时代，三毛
用自己的故事给我们上了一堂最好的成功学——美的人生就
是爱，最爱——自由与经历。

有一句话使我记忆犹新，“每想你一次，天上飘落一粒沙，
从此形成了撒哈拉大沙漠!”，而对于我们而言，每天以乐观
的心态面对世界，就会发现身边的一点美，从此你的世界将
因你而五彩斑斓!

撒哈拉的故事的读书笔记篇十

不知为什么，读完这本书之后，我的脑海中常会浮现出这样
一种幅景象：在没有丝毫绿意的沙漠小镇，热浪之后隐现着
一位松散着头发、牵着骆驼的美丽女子，她缓缓地向我走来，
眼里蕴含着东方的柔情。

她，便是三毛。

不得不说，三毛曾掀起过一阵流浪文学的热潮。在那个相对
于今天已经太落伍、太保守的年代，三毛的作品就像是沙漠
中的一股清流，滋润了无数干枯的心灵，也很少有人敢像三
毛那样任性，潇洒的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至今日，这
本书仍不会过时，甚至现在还会有人觉得三毛的做法过于大
胆和前卫，然而这也是它一直畅销的原因。

当年三毛在西班牙求学，认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西班牙男



孩荷西。面对荷西的追求，她的理性打败了感性，毅然决然
地拒绝了荷西并回到中国。多年之后，当她结束了一段失败
的感情再次回到西班牙的时候，荷西又一次找到了她。当年
青涩懵懂的少年变成了眼前坚强勇敢的男子汉。这一次，三
毛不会再犹豫了，既然有一颗不羁的心，那就去找一个疯狂
的人吧。

后来，三毛想去西属撒哈拉沙漠居住，荷西便义无反顾的陪
她去了，而这本书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创作的，书中记录他
们在撒哈拉的点点滴滴。

在设施简陋、条件艰苦的撒哈拉沙漠，三毛有着一颗平淡快
乐的心。尽管他租住的是毛胚房，但她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
将这一切改造成了安乐窝。轮胎、木板、雕刻精美的石头、
骆驼的头骨……这些都成了她生活中的一部分，与邻里之间
的纠葛、与丈夫荷西的冒险经历和那些看似艰辛的生活，也
统统成为她的灵感，流淌在她的笔下。

读完这本书，我不仅对三毛的生活态度十分钦佩，她好像永
远不懂得绝望，是个天生的乐天派。她能忍受生活的艰苦，
还能把它当作一种精神享受，从中寻找出乐趣来。随行、率
真，这些词用来形容三毛一点都不为过。她敢爱敢恨，对所
有的事物都充满好奇，在她身上有着不竭的激情。她曾和丈
夫在沙漠傍晚时分，带着一壶烈酒，驱车到两百公里外的戈
壁滩捡动物骨骼和造型奇异的石头，尽管那次差点要了他们
俩的命，但却不失为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也是三毛一生中
最美好的回忆。

听自己的心声，让自己变的快乐，好好享受生命的美好，也
不枉在人间走一回。永不言弃，相信明天，这便是三毛想要
告诉我们大家的。

我也要像书中的三毛那样，去相信未来，随遇而安，用自己
的双手去创造一个精彩的明天。



撒哈拉的故事的读书笔记篇十一

娶三毛是荷西从小的梦想，那时他可能还未成年呢，他人也
有过这种想法，只是其他人都变了，只有荷西没变。六年未
见，荷西对三毛的初心不改，算得上痴心一片了，没想到有
一天他的梦想真的实现了。三毛会和荷西结婚，我想是有感
动的成分在的，因为他的一片痴心和真情。感动也算动心了。
从物质条件上来说，荷西比不上三毛之前的男朋友，论颜值
论家产都不及他们，但三毛会选择荷西是看中了他的为人，
正直善良有担当，三毛是有眼光的人。他们在个性上是契合
的，荷西可以让三毛自由地做自己。但是从思想观念上他们
不是十分契合，可能是因为文化差异的原因。三毛说自己并
不能说十分爱荷西，但是嫁给他是不后悔的，荷西不懂体贴，
但是会行动肯负责，她的所有男朋友没有一个比得上荷西的。
三毛说想去撒哈拉，荷西就早早地收拾了行李先到了撒哈拉
替她铺路，即便知道沙漠生活会很枯燥也没有一句怨言，你
喜欢的事我就陪你去做。有一个支持自己喜好、兴趣，陪你
浪迹天涯的丈夫是多幸运的事。

三毛在信中说，荷西去潜水，给他去潜，如果出事了，人生
也不过如此，早晚都得去的，也用不着太伤心。只是没想到
一语成谶，没想到荷西有一天真的去了。虽说三毛在信里很
看得开，但我想她的内心一定还是承受了很大的痛楚吧。她
也曾在信中说要守身如孝亲，可没想她还是自杀了，令人唏
嘘。她食言了啊。

看了她的书，其实多少能感受到她的内心是有些悲观的，
在“死果”这一章节里我想是个伏笔，但是大部分来说她的
书里呈现给人的是一种活泼生动、乐观开朗、浪漫不羁的形
象。她的青春是叛逆的，小时候任性辍学，骑机车疯玩。她
的内心也是敏感的，老师在她的眼睛周围画圈，遭受同学的
嘲笑，伤害了她的自尊心。这些经历多少影响了她。她的性
格注定了她这一生不会愿意安安稳稳、循规蹈矩的过，而上
天也似乎故意要为难她，不过她也说了，她的一生已活得值



了。

三毛曾说：“每想你一次，天上飘落一粒沙，从此形成了撒
哈拉”。

荷西曾说：“每想拥抱你一次，天空飘落一片雪，至此雪花
拥抱撒哈拉”。

我想，撒哈拉已然见证了他们的爱情，他们的结合或许是命
运最好的安排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