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月亮与六便士的读书笔记(优秀16
篇)

为了您的安全，请勿随地乱扔垃圾。制作安全标语时，可以
借用名人名言或有趣的口号，以增加影响力。安全摆第一位，
你的责任别忘记！

月亮与六便士的读书笔记篇一

这是一本很多人都看过的书，“月亮”代表着纯洁的理
想，“便士”意味着苟且的现实。

一个年近不惑的大叔，做着收入不菲的证券工作，有一个温
柔大方的妻子，两个可爱的孩子，住着另人羡慕的大房子，
拥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就那么突然的有一天，他放弃了这
里的一切一切，带着家人的数落，旁观者的责骂和所有人都
看不起的作品去远方追求他的绘画梦想。他身无分文，穷困
潦倒，住在肮脏的孤岛，与世隔绝，没卖出过一副画，终日
疾病缠身，最终痛苦死去，而生平最满意的作品也被自己一
把火烧掉，永世不得相传，即便最终作品得到了世人的认可，
也是他死去很久以后的事了。

一个怀揣梦想的大叔，终于有一天冲突了世俗的眼光，道德
的束缚，带上画架去了艺术的国度。在那里，他仿佛到了梦
想的天堂，他全情的投入，心无旁骛的作画，绘画带来的满
足让他忘记了身体的疼痛，他一刻不愿停歇的创作，终于在
临终前完成了此生最满意的作品，并将它带到坟墓，实现了
灵魂与肉体的真正共存。

前者是从旁观者的角度，后者是故事的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
本人。

其实写一份书评可以有好多出发点，故事的编排，写作的技



巧，作者的经历都行，今天我想从思特里克兰德这个人本身，
去思考一些关于人的问题。

很多人并不理解思特里克兰德的做法，一个男人不应该像他
这样毫无责任感;但更多人会选择中立，既不赞同，也不反对。
讨论对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平庸的人，既
没有天赋和勇气去追梦，又不甘于太过平凡。

那么什么是梦想，是一个会刺激你荷尔蒙飙升的词?是一个会
让你获得快乐的源泉?还是一个你一直想去又到不了的远方?
我想都不是，书中没有介绍思特里克兰德在创作的过程中遇
到的痛苦和瓶颈，更加没有任何说明他有经历怎样的挣扎、
折磨甚至放弃。但我们都曾有过兴趣爱好，健身?读书?画画?
弹琴?哪一个坚持过几十年如一日?最初的兴奋都逐渐会被过
程中的困苦所消磨，直至放弃。

如果你觉得我在灌鸡汤劝大家去追求月亮，你就错了，我并
没有兴趣讨论什么才是梦想，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有资格
去拥有。我也没有因为读完这本书而感受到强烈的悲伤或是
兴奋的冲动，我最感慨的是拥有梦想这件事带给思特里克兰
德的冷静和理智，以及对人性的洞察。

看似冷血的思特里克兰德早就看穿了人性，妻子的哀怨更多
是因为自己的离开使她没有了生活的依靠，她明明憎恨思特
里克兰德，却在他成名后在家中挂满了他的遗作，并与来访
者谈笑风生，虚荣心被彻底的满足。他因为与朋友的妻子私
通而害得朋友妻离子散也未曾感到一丝内疚，因为他知
道“女人可以原谅男人对她的伤害，但是永远不能原谅他对
她做出的牺牲”，而这位朋友刚好是妥协了他妻子不堪回首
的过去，对于妻子而言，他是自己耻辱过去的鲜活证明，她
的背叛是早晚的事。

说到这，我停更这么久也多少与此有关。很长一段时间，我
不停的听取着他人的意见，你年纪不小了，你该成家了，你



该好好规划人生，你该有个普通女生该有的样子，你也没有
那么优秀，你......于是我照着他们的说法不断的修正自己，
小心翼翼的学会如何说活，如何闭嘴，写文章也都是想着怎
么迎合大众的胃口，怎么写一些老少皆宜的“干货”，然后
我什么都没写出来，然后我也成功的不再知道自己是谁。思
特里克兰德对世俗的冷静处理态度引起了我的敬畏，其实写
写字而已嘛，哪有那么复杂，懂的人看到交流交流最好，不
懂的人就算评头品足也不会对我造成什么影响，除非是我自
己给了他可以影响的机会。抑郁的人大多是因为想不开这一
点吧。

或许一个人如果想体会到生活中的浪漫情调就必须在某种程
度上是一个演员;而要跳出自身之外，则必须能够对自己的行
动抱着一种既超然物外又沉浸于其中的兴趣。一直想问上帝
一个问题，他是如何看穿了人性后又能对人饱以热情的。其
实生命中会面对很多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各有各的正负
面，而浪漫的那一面需要你像一个演员一样忘记剧本以外的
不美好，安心投入到角色中才能体会到;而你因此付出的代价
又需要你跳出自己，以免过度悲喜;可是太冷静又会让你变得
很无趣，你必须在跳出自己的同时又对自己的经历悉心照顾，
像看待孩子成长一样，平和又喜悦。

所以，对于大多数平凡的我们，除了吃饭睡觉没有不做就会
死的事情的我们，如何饶有兴趣的活在世俗中才是我们真正
需要思考的。

最后以毛姆本人对本书的理解来结束分享吧。“有些人年轻
的时候只看到天上的月亮，却从看不到那六便士。现在我们
仍然看到天上的月亮，但我们是站在地上仰望到月光。而且
当我们的爱情不是憧憬和幻想的时候，却发现被月光照耀的
现实也是美好的。只是我们谈起我们的生活曾有那么多的快
乐，但在当时却从来都不觉得快乐，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在
新的.生活里要懂得让自己快乐。”



月亮与六便士的读书笔记篇二

相爱需要情，相守需要懂。男女主人公在一起生活了17年，
女主人公却从未懂他。

男主人公在有了两个可爱的小孩，还依然离去追求他的月亮，
真的很不负责，即使他乐意让妻子改嫁也改变不了不负责的
事实。

人物的情感层次丰富细腻，他知道自己对她们的愧疚，但不
会流露在行色，更不会因为这个而放弃追寻。普通人做不到
为了梦想抛弃一切，挣脱人性的枷锁，但也并不代表这是高
尚的。

看了这段话我相信能帮助很多读者去思考，悟人生的价值。

其实，年轻的时候人就应该去追求，并找一个爱自己真正意
义支持自己的人相伴一生。相信我，这并不是奢求。这只是
为了防止自己成为思特里克兰德。

如果，在现实生活中你拥有主人公这般美满的家庭，安安稳
稳，岁月静好。若要去追求，请务必不要做思特里克兰德，
或许可以塑造一个更适合你的角色......

月亮与六便士的读书笔记篇三

最近听到不少身边的朋友对工作和生活做出改变的消息,或因
对现状的不满,或因有更好的机会,或因想要追求不一样的人
生,或因其他无数个可以说服自己做出改变的理由。生活本就
是这样，边走边探索，一步步改变一步步磨合，最终找到那
个能让自己内心平静的状态。恰逢最近看了本书，《月亮和
六便士》，更是将对欲望的追求发挥到了极致。

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德原是位证券经纪人，人届中年后突然响



应内心的呼唤，舍弃一切到到巴黎去追求绘画的理想。他在
异国不仅肉体受着贫穷和饥饿煎熬，而且精神亦在忍受痛苦
折磨。经过一番离奇的遭遇后，他离开文明世界，到南太平
洋的塔希提岛与土著人一起生活。获得灵感，创作出许多艺
术杰作，最终病逝。

斯特里克兰德画画，是他的'命运，他是一个没有选择的人，
他画画是“必须画画，仿佛一个人跌进水里，游泳游的好不
好是无关紧要的，反正得游，不然就淹死。”他对除画画之
外的人与事冷酷无情，他不想过去，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永
恒的现在。他为了自己的兴之所至，对朋友带来莫大的痛苦
也不去理会。他为了理想放弃全部道德、责任与世俗生活。
没有人理解他，也没有人知道该如何评价他。别人的人生是
在不断做加法，他却在做减法。人的每一种身份都是一种自
我绑架，唯有失去是通向自由之途。所以斯特里克兰德拒绝
再做“丈夫”、“爸爸”、“朋友”、“同事”、“英国
人”，他甩掉一个一个身份，如同脱去一层一层衣服，最后
一抬脚，赤身裸体踏进内心召唤的冰窟窿里去。他是一个被
梦想绑架的人，纵使遭遇再多折磨和痛苦，我理解中的他也
是幸福的，他不会感到厌烦和寂寞，他的灵魂是满足的。斯
特里克兰德就如同他的作品一样，具有一种纯粹精神的性质。
一种使你感到不安感到新奇的精神，把你的幻想引向前所未
经的路途，把你带到一个朦胧空虚的境界，你会感到自己的
灵魂一无牵挂。斯特里克兰德的人生已达到了另一个高度，
他的人生只能作为理解他作品的一个入口，却不具任何普遍
意义上的借鉴价值。然而现实由不得我们这样选择，但我们
总要以自己的方式，达到一个平衡而美好的状态，做自己想
做的事，生活在自己喜爱的环境里，淡泊宁静、与世无争。

月亮与六便士的读书笔记篇四

每个人身边都会有一个默然的人，人们只知道他家境殷实、
沉默寡言，又有谁能想到他将有一天会离家出走呢?《月亮与
六便士》中的查理斯·斯特里克兰德便是其中的一个。



斯特里克兰德是一个在证券交易所工作的普通的经纪人。他
的前半生中，他安守本分，在爱社交的妻子旁扮演着一个普
通的丈夫，有时甚至被妻子扣上“十足的小市民”的称号，
有谁能料想，他在某一天忽然辞别了妻子，抛弃了儿女，一
个人栖息在巴黎的破旅馆中。这是怎样一种随性超脱?当所有
人都认为他在巴黎的某个大酒店中花天酒地，妻子认为他出
轨时，他独自一人固执而古怪地画画。他只上过一年夜校的
绘画课，没有人欣赏他的画作，而且他只有百十英磅来供给
他追逐心中的“月亮”。但他丝毫不在意：“我告诉你了，
我必须得画画，我控制不了我自己。”正是这种常人难以想
象与理解的坚定，使他最终来到了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
塔希提，在那儿实现了他的涅盘。

有些人会如此谴责斯特里克兰德：他粗鲁无礼、蛮横冷血、
固执己见，但在这些词的背后，是他对绘画的执着追求。查
理斯从来未因绘画能为他带来什么物质财富、荣华富贵而选
择绘画，他仅仅只是热爱罢了。当他栖息在巴黎，在塔希提
时，他过着比颜回“一箪食，一瓢饮”更清贫的生活。但他
的内心是多么的富有：他热爱自己的绘画事业，他有一个令
他痴迷的小岛，他有一个可以令他不断追求的梦想，这便够
了。

人的一生，除了吃喝等生活上的必需，剩下的就是自己心中
所想，所追求的事。当年的伦敦，俯首皆是六便士，而查理
斯却选择仰望天空的月亮。他的仰望不是对自己的满足，而
是对生命的一种最高礼赞，他来过这世上，他完成了生命赋
予他的光荣——做自己想做的事，为了他心中那一轮“明
月”，他葬身于大火之中，与其最杰出的作品一起。正如毛
姆本人所说的：“他可以说死而无憾了。他创造了一个世界，
也看到了自己创造的`世界多么美好。临了，在骄傲和轻蔑的
心情中，他又将它毁掉了。”他执着地追逐着梦想，尽管其
带来的物质回报微乎其微，但他所带给后人的勇于追梦，不
为世俗流言的示范熠熠闪光。



人生路上，哪有谁不畏世俗流言?但《月亮与六便士》告诉我
们：当我们在社会的滚滚潮流中前进，一定要抬头看看天上
的月亮，它警示着你，始终不要放弃梦想、放弃初心。并且，
无论身处何方，年龄几何，都要记住：我们要选择一生中最
想为之努力的事物，并为其自由而奋斗。当我们有勇气作出
决定时，就已经身处生命的自由之中了。

在许多时候，我也迷惘过，甚至天真地认为自己是个无用之
人，但是毛姆教会了我一件重要的事：随心所欲，不要让自
己为别人所活，那么当你真正热爱一项事业时，你便成功了。
其后，我慢慢地放平了心态，生活并非只有灰色的自卑和他
人的嘲笑，还有诗和远方。当然，还有埋藏在自己内心深处
的梦想。所以，大胆追梦吧!当你仰望天上的月亮时，它的清
辉是地上的六便士无可比拟的。

愿每个追逐梦想的人，无意将生活摔得支离破碎，却让灵魂
更加伟大。

追逐梦想就是追逐厄运。

——后记

月亮与六便士的读书笔记篇五

工作后再让自己静下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当初陈哥推
荐我看《月亮与六便士》时，我觉得这种高深的文学作品不
适合我看，看了个开头，打死也不看后面的内容了。

入手kindle后，藏在内心深处对他的思念在牵引着我，使
《月亮与六便士》成了kindle的第一本阅读书目。

皱着眉头看完两章，变被毛姆所吸引，他以“我”的视角出
发，一步一步把故事展开，我很喜欢这种直白的陈述事情的
文章，我这种人太容易被别人的思维左右，我需要这样的留



白让我的思维不在惰性。

思特里克兰德在我现在的思维里，他不是自由与勇敢的冲破，
他是一个自私到极致的家伙！偏偏他的自私是我所向往的，
我也希望我可以抛下身上所有的局限，背包出行。认真的看
看这个世界，“我不想成为上帝或英雄。只想成为一颗树，
为岁月而生长，不伤害任何人。”这是离开陈哥后我的`行走
道路。站在梦想的角度思特里克兰德是理想中的人物，他成
全了他。

反观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她在我的思维中属于六便士，一个20
世纪上流社会的女性，懒得思考，懒得写了。我真是一个小
废材！

月亮与六便士的读书笔记篇六

这个由人组成的社会上，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家事、背景、资
质、境遇等等都在社会上出任一个角色，给自己订立一个位
置、一个生活方式、一种幸福的方式，然后就做着，最好能
乐在其中，从而拥有一个快乐的人生。这就是大多数人的人
生的意义吧。

当我们拥有一个温暖但规则的环境，我们可能会腻味，就象
对甜蜜的食物。从而想追求些放任、改变的东西，没有规则
框框的东西，让心性放任表达的东西——所以，我们有文学、
有艺术、有唱歌跳舞电影电视等等精神食粮。就象风筝，放
出去了还是要回来的，必定我们是人，人有基本需要，如果
你不循规蹈矩地做你该做的事情，你就可能失去最基本的生
活，比如吃、穿、住、配偶、孩子等等，这些个东西平时你
不会太在意，但一旦失去却是真的不行。

的确，这个社会有极少数对基本需求完全漠然的神一般的人
物，相信这类人物跟常人有本质的差别，天生的差别。他们
负责牺牲自己的常人幸福，创造杰出的精神食粮，这样大众



的人生就不会太过贫乏。

比如艺术家，与常人思维不同，他们有强烈想表达的东西，
但又困扰于自己的人的肉身需求：“叫我来说吧。我猜想你
是这样一种情况。一连几个月你脑子里一直不想这件事，你
甚至可以使自己相信，你同这件事已经彻底绝缘了。你为自
己获得了自由而高兴，你觉得终于成为自己灵魂的主人了。
你好象昂首于星斗中漫步。但是突然间，你忍受不住了。你
发觉你的双脚从来就没有从污泥里拔出过。你现在想索性全
身躺在烂泥塘里翻滚。于是你就去找一个女人，一个粗野、
低贱、俗不可耐的女人，一个性感毕露令人嫌恶的畜类般的
女人。你象一个野兽似地扑到她身上。你拼命往肚里灌酒，
你憎恨自己，简直快要发疯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艺术
家脱离寻常越多，艺术成就越高。所以，大凡成就卓越的艺
术家都是精神病，如画家梵高、音乐家舒曼。法国作家普鲁
斯特说过：“所有杰作都出自精神病患者之手。”总之，天
才异于常人，他们过着疯狂的日子，创作出疯狂的作品。

天才或常人，各自选择了自己的生存方式，各得其所。毛姆
大概是把艺术比做月亮，把常人生活比做六便士，文中有对
画家的前妻、儿子世俗行为的讽刺挖苦，其实我觉得大可不
必，画家为了艺术不再是人，成为神，而那些妻子、儿子还
是人。没有、也不应该有什么道德对错之分。

月亮和六便士优秀书评2:

这是一本你无法轻易进入可一旦拿起就很难放不下的小说。
据考证，书中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原型就是后印象派画家
高更。所以这其实是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小说。高更的
画作本身价值连成，这部以他为原形的小说风靡后，高更的
绘画艺术受到了更大的关注，于是他成为印象派宗师的地位
得到确立。不知是被小说神话了的高更还是高更成就了小说
和塔希提，反正事到如今，早已难分难离。



有必要先对书名做一番解释。月亮是仰望星空，代表高高在
上的理想；六便士则是脚踏实地，代表现实生活，书的内容
就是围绕着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和对两者的追求展开。有
一个评论家曾经说毛姆的另一部代表作《人性的枷锁》中的
主人公菲力普-嘉里像很多时下的青年人一样，终日仰望星空，
却时常忘记要脚踏实地。毛姆很喜欢这个说法，于是决定用
《月亮与六便士》作为下一部小说的书名。

现代社会的归属感问题

作为出生于19世纪末，活跃于20世纪初的作家，毛姆已开始
关注“心灵的归属感”这一至今仍困扰着诸多现代人，并一
再成为作家或电影人探讨的话意的问题。毛姆在书中这样写
到：“我认为有些人诞生在某一个地方可以说未得其所。机
缘把他们随便抛掷到一个环境中，而他们却一直思念着一处
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坐落何处的家乡。在出生的地方他们好像
是过客……有时候，一个人偶然到了一个地方，会神秘地感
觉到这正是自己的栖身之所和他一直在寻找的家园。于是他
就在这些从未寓目的景物里，从不相识的人群中定居下来，
倒好像这里的一切都是他从小熟稔的一样。在这里终于找到
了宁静”。一个终生跋涉的香客，不停地寻找一座可能根本
不存在的神庙”。在小说行将结尾之即，他又借布吕诺船长
之口说出：“思特里克兰德好像一个终生跋涉的朝圣者，永
远思慕着一块圣地”。

反柏拉图主义者

毛姆在书中为读者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场景，丛林、椰
子树、土人、古老风俗，妻子埃塔；在蛮荒乐园里终老，在
棕榈树间漫步、作画，美无处不在。在那里，常识和道德失
去价值，和谐不必刻意维持，人们无需社会规则，一切油然
而生。但最终这一场景还是在主人公患麻风病惨死后被付之
一炬，不复再现。虽然思特里克兰德死后获得盛名，但理想
国究竟存在与否，毛姆还是给出了比较悲观的看法，或许这



正是作者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原故。

月亮与六便士的读书笔记篇七

最初听到这本书时，是在自己喜欢的一个青年作者--尹沽城
那里听到的，他向读者推荐这本书，建议我们读读毛姆的作
品。

毛姆，被称为英国的莫泊桑，一生创作长篇小说二十多部，
短篇小说一百多部。小说特点:最大限度保持作品内容的客观
性与真实性，不扬善，不隐恶，让读者自己去观察和判断人
物的善恶，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各具风采。小说关注焦点:了解
人性，暴露人性的弱点。

抬头，你便会看到月亮，月亮是远方的朦胧美，它那么高高
在上，令人无法企及，但当你在夜晚看到它时，内心还会充
满向往与憧憬，它是你心中的理想，是你内心的冲动，是你
那不被人支持与理解的梦想。

低头，你便可以看到六便士，它是天下人熙熙攘攘，来来往
往想获得的东西，没有它，你就无法生存，它是你的世俗生
活，是你的物质生活，是你在旁人看来活的体面的必需品。

无数人曾在这二者之间做过斗争，多数人选择了六便士;少数
人选择了月亮;而很少有人能二者兼顾。而本书要讲的则是那
选择月亮的少数人。

月亮与六便士的读书笔记篇八

第一次读《月亮和六便士》还是十年前，当时读到这位令人
窒息的画家思特里克兰德，破坏了曾照顾重病中他的老好人
施特略夫的家庭时，我简直怒不可遏。这就是真实的，西方
版农夫与蛇的故事。我不能理解一个正常的人，怎么忍心伤
害那个善良的老好人施特略夫，尽管他看起来单纯、愚蠢，



但他是第一个欣赏思特里克兰德画画才能的人。

并且，这位天才画家俘获了人家妻子的芳心，令她愿意不惜
一切代价追随他左右，最后又被他无情地摒弃。可怜的女人
最后一死了之，也没能换来画家的一丝同情与追悔。

诚然，毛姆笔下的夸父逐日般追求“月亮”的画家是面目可
憎的。用毛姆自己的话来形容：尽管他令人讨厌，却仍然很
伟大。一个不顾一切抛弃舒适生活，而孜孜不倦追求梦想的
人是值得尊敬的。

克兰德在四十岁之前，过着令所有人都看起来很美满的生活。
他儿女双全，又有一个八面玲珑的太太，如毛姆所言，他想
象着他们一家人这样继续生活下去，一定会一直和睦体面。
可是，生活的温水，常常会煮熟那只忘记跳出锅灶的青蛙，
就算你在夜深人静时，会感觉欠缺了些什么生活之外的追求，
你也鲜有勇气会打破这一切平静，令自己重新陷入一种混沌
追求理想的状态。

生活会驯化每一颗不羁的种子，它像一只无形的手，将暗涌
毁灭于无形。毛姆的叙述像是上帝视角，他以第一人称穿梭
进故事里，又随时随地能够抽离出来去评价自己笔下的人物，
将自己想诠释的人物一一剖析，让人振聋发聩。

我常常被毛姆自言自语式的叙述打动，内心常常充满惊叹，
他对人性的分析多么透彻，透彻到不屑于用文字来隐藏，他
的睿智，觉醒时时刻刻都要跳出字里行间，让人拍案叫绝。

毛姆对于克兰德受虐般追求理想的行为完全理解，甚至感同
身受。他说创作的欲望会以毁灭的形式而喷薄而出，对于有
些人来说，需要经历灾变，像汹涌的山洪一下子把岩石冲击
成碎片；对有些人，则是通过潜移默化，就像滴水穿石那样。
当然，克兰德属于前者，所以他成了众矢之的，然而他毫不
在乎。他像一只熊熊燃烧的巨烛，以粉身碎骨的姿态来追求



思想境界的永恒，他是值得敬佩的天才。

小说中的那个被克兰德无情讽刺的三流画家施特略夫，也引
起了我很深的思考。从毛姆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是个不被
人尊敬的人，但他又是个善良的`鉴赏家。他被克兰德抢夺了
妻子，还愿意继续供养他，欣赏推崇他的画作，在常人看来
简直是愚蠢透顶。可是最后他却说出了这样一番话来，他说
这个世界是残酷的，艰难的，生活的智慧正来自于谦卑、平
和的内心。他虽然是一个普通人，但却能够看清自己的内心。
他虽然没有过人的天赋和令人倾慕的气质，但他一刻也没停
止过对艺术的追求。他是值得人爱的，他的妻子辜负了他。

抛开读者对小说中人物的憎恶，这本小说探讨的是生活中那
些追求理想的人，如何像个殉道者一样前赴后继地去追求梦
想。梦想这东西很奇怪，它虚无缥缈，却又总让人有奋不顾
身的勇气。

只可惜绝大多数人，连梦想这两个字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也搞
不清。

月亮与六便士的读书笔记篇九

【摘记】他的一些同行毫不掩饰他们对他作品的鄙视，但是
施特略夫却很能赚钱，而这些人把他的钱包就看作是自己的
一样，动用时是从来没有什么顾虑的。他很大方，那些手头
拮据的人一方面嘲笑他那么天真地轻信他们编造的`不幸故事，
一方面厚颜无耻地伸手向他借钱。他非常重感情，但是在他
那很容易就被打动的感情里面却含有某种愚蠢的东西，让你
接受了他好心肠的帮助却丝毫没有感激之情。向他借钱就好
像从小孩儿手里抢东西一样；因为他太好欺侮，你反而有点
儿看不起他。我猜想，一个以手快自豪的扒手对一个把装满
贵重首饰的皮包丢在车上的粗心大意的女人一定会感到有些
恼火的。



【感悟】善良是多么美好的东西，但是也恰恰成为人们利用
的对象。当下，多少人把别人的善意视为理所应当而不加珍
惜，甚至一边嘲笑着他们的愚蠢，一边利用着这份善意满足
私利，所以那些尊老爱幼、帮助弱者的美好品德变成了“凤
毛麟角”，因为人们会渐渐接受这样一个道理：这不再是一个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社会，你所施出的善意很可能会
变成毒刺刺向自己，所以人本能地开启了自我保护模式，在
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的时候，哪怕插在裤兜的双手早已沁透
汗水，也不愿伸出援手。本来，善这种东西就是不求回报的，
唯一需要等价交换的不过是一句“谢谢”，但现在，人们唯
一的希望大约会是不纠缠，这是一个社会的悲哀。希望每一
份善良都能被真诚以待，每一份给予都能收获一份感谢。愿
者善意能够一呼百应，心口相传。

月亮与六便士的读书笔记篇十

用了好久才把《月亮与六便士》读完，怎么说呢，感触挺深
的，也或许是因为最近身边发生的事情，其实都一样的，不
同的事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大家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也
许大多数的人选择趋于相同，可是也总有一些人会跳出来，
怎么说呢，生活也没有什么法则，所谓道德也不过是人们闲
暇时谈论时自己定的标准，其实人生也不过短短几十年，开
心就好了。

所以我挺佩服他们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为之努力的。包
括斯特里克兰德和某同学。

所以啊，哥们儿这次我看到的你是真的找到了灵魂的伴侣，
祝你幸福哦。

月亮与六便士的读书笔记篇十一

闲来无事，又翻了翻《月亮与六便士》这本书，翻完胸口似
乎压着什么，闷闷的。



高晓松说《月亮与六便士》曾给过他很多精神的抚慰。他说，
人的心里，总该有片地方，是只长花，不长庄稼的。

在梦想和现实之间，总是要有所舍弃。诗和远方是心之所向，
而柴米油盐才是生活。

今天先说说《月亮与六便士》中的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四十
岁之前的他过着中产阶段的生活，有身份有地位、有可爱的
儿女、有自己选的妻子，有一幅外人看来完美的、幸福的人
生画卷。

直到有一天，画画的梦想在他的灵魂深处被激活了，他说我
要画画，必须画画。于是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现有的生活，
只身去了巴黎。不再在乎人间一切，只为心中梦想。即使食
不果腹、即使衣不蔽体，他也不愿意出卖自己的画。

辗辗转转后，他来到了塔希提，又与土著姑娘爱塔结了婚生
了孩子。不幸的是他后来染上了麻风病，但他依然没有放下
画笔，在小屋的墙壁上画下了旷世之作后安然离世。他完成
了心中的梦想，他用画表达出了心中的世界。遗憾的是他让
妻子在他死后以火烧之，小屋和画都化为了灰烬。

塔希提是他的归宿，在这里，他的灵感得到了喷发，因而画
出了许多闻名遐迩的扛鼎之作。作为一个画家，他的一生已
没有遗憾。作为一个人，他的行为有许多费解的地方。

对于伦敦的.家，随着他的离开，这个家在他心中就消失了。
他忘了责任、他忘了自己是父亲、是丈夫。原本那也是个和
睦的家，是什么让他如此的冷漠和无情，以至于直到离世，
也从未提及。

我唯一能想到的答案就是在他离开之日，在他心里就已彻底
与过去告别，就已完全释放自己。



对于友情，对于那个认定他是画画天才的斯特罗夫，不仅忍
受着他的冷嘲热讽，甚至不顾尊严的为他做着一切，在他垂
死时牺牲自己时间、精力、金钱挽救了他的生命。

然而他没有感恩，在斯特罗夫的画室，占有了斯特罗夫的妻
子布兰琪，在完成了自己想要画人体的作品后，抛弃了她，
导致布兰琪自杀。原本一个幸福的家庭因为他而家破人亡。
当然，这里面也有布兰琪的原因。

但对于她的死他从没表示过歉意，似乎一切都与他无关。

对于爱情，书中说他与伦敦的妻子是自由恋爱，真心爱过；
对于布兰其只是冲动，对于爱塔只因她不烦他，什么都听她
的。对于女人，他想要的不是爱情，他要的是一个愿意为他
做事、愿意照顾他、只听他的而不对他提要求的人，而爱塔
满足了他，给了他自由。

也许这就是他所说的，男人的灵魂漫步于宇宙最偏远的角落，
而女人却想将其囚禁在柴米油盐之中。这样的男人是不需要
爱情的。

斯特里克兰有勇士的精神，敢于为了梦想放弃一切。同时在
他的身上你能看到真实的人性，他是个鲜活的人，真实的人。

其实，现实中不乏斯特里克兰式的人存在。不同的是他们有
梦想但没有斯特里克兰的勇气去挣脱固有的生活，对于爱情，
倒也是希望女人最好是听话懂事、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
赚得了钱持得了家的。

也许你不能接受，但他就在现实中。

斯特里克兰给人慰藉的是，在他跳出了尘世藩篱后，无论经
历怎样的风雨，他的心中一直有道光，他好像一个终生跋涉
的朝圣者，永远思慕着一块圣地，并勇往直前。



月亮与六便士的读书笔记篇十二

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德原是位证券经纪人，人届中年后突然响
应内心的呼唤，舍弃一切到到巴黎去追求绘画的理想。他在
异国不仅肉体受着贫穷和饥饿煎熬，而且精神亦在忍受痛苦
折磨。经过一番离奇的遭遇后，他离开文明世界，到南太平
洋的塔希提岛与土著人一起生活。获得灵感，创作出许多艺
术杰作，最终病逝。

斯特里克兰德画画，是他的命运，他是一个没有选择的人，
他画画是“必须画画，仿佛一个人跌进水里，游泳游的好不
好是无关紧要的，反正得游，不然就淹死。”他对除画画之
外的人与事冷酷无情，他不想过去，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永
恒的现在。他为了自己的兴之所至，对朋友带来莫大的痛苦
也不去理会。他为了理想放弃全部道德、责任与世俗生活。
没有人理解他，也没有人知道该如何评价他。别人的人生是
在不断做加法，他却在做减法。人的每一种身份都是一种自
我绑架，唯有失去是通向自由之途。所以斯特里克兰德拒绝
再做“丈夫”、“爸爸”、“朋友”、“同事”、“英国
人”，他甩掉一个一个身份，如同脱去一层一层衣服，最后
一抬脚，赤身裸体踏进内心召唤的冰窟窿里去。他是一个被
梦想绑架的人，纵使遭遇再多折磨和痛苦，我理解中的他也
是幸福的，他不会感到厌烦和寂寞，他的灵魂是满足的。斯
特里克兰德就如同他的作品一样，具有一种纯粹精神的性质。
一种使你感到不安感到新奇的精神，把你的幻想引向前所未
经的路途，把你带到一个朦胧空虚的境界，你会感到自己的
灵魂一无牵挂。斯特里克兰德的人生已达到了另一个高度，
他的人生只能作为理解他作品的一个入口，却不具任何普遍
意义上的借鉴价值。然而现实由不得我们这样选择，但我们
总要以自己的方式，达到一个平衡而美好的状态，做自己想
做的事，生活在自己喜爱的环境里，淡泊宁静、与世无争。



月亮与六便士的读书笔记篇十三

六便士随处可捡，而我只珍惜那片月光。

——题记

每个人身边都会有一个默然的人，人们只知道他家境殷实、
沉默寡言，又有谁能想到他将有一天会离家出走呢？《月亮
与六便士》中的查理斯·斯特里克兰德便是其中的一个。

斯特里克兰德是一个在证券交易所工作的普通的经纪人。他
的前半生中，他安守本分，在爱社交的妻子旁扮演着一个普
通的丈夫，有时甚至被妻子扣上“十足的小市民”的称号，
有谁能料想，他在某一天忽然辞别了妻子，抛弃了儿女，一
个人栖息在巴黎的破旅馆中。这是怎样一种随性超脱？当所
有人都认为他在巴黎的某个大酒店中花天酒地，妻子认为他
出轨时，他独自一人固执而古怪地画画。他只上过一年夜校
的绘画课，没有人欣赏他的画作，而且他只有百十英磅来供
给他追逐心中的“月亮”。但他丝毫不在意：“我告诉你了，
我必须得画画，我控制不了我自己。”正是这种常人难以想
象与理解的坚定，使他最终来到了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
塔希提，在那儿实现了他的涅槃。

有些人会如此谴责斯特里克兰德：他粗鲁无礼、蛮横冷血、
固执己见，但在这些词的背后，是他对绘画的执着追求。查
理斯从来未因绘画能为他带来什么物质财富、荣华富贵而选
择绘画，他仅仅只是热爱罢了。当他栖息在巴黎，在塔希提
时，他过着比颜回“一箪食，一瓢饮”更清贫的生活。但他
的内心是多么的富有：他热爱自己的绘画事业，他有一个令
他痴迷的小岛，他有一个可以令他不断追求的梦想，这便够
了。

人的一生，除了吃喝等生活上的必需，剩下的就是自己心中
所想，所追求的事。当年的伦敦，俯首皆是六便士，而查理



斯却选择仰望天空的月亮。他的仰望不是对自己的满足，而
是对生命的一种最高礼赞，他来过这世上，他完成了生命赋
予他的光荣——做自己想做的事，为了他心中那一轮“明
月”，他葬身于大火之中，与其最杰出的作品一起。正如毛
姆本人所说的：“他可以说死而无憾了。他创造了一个世界，
也看到了自己创造的世界多么美好。临了，在骄傲和轻蔑的
心情中，他又将它毁掉了。”他执着地追逐着梦想，尽管其
带来的物质回报微乎其微，但他所带给后人的勇于追梦，不
为世俗流言的示范熠熠闪光。

人生路上，哪有谁不畏世俗流言？但《月亮与六便士》告诉
我们：当我们在社会的滚滚潮流中前进，一定要抬头看看天
上的月亮，它警示着你，始终不要放弃梦想、放弃初心。并
且，无论身处何方，年龄几何，都要记住：我们要选择一生
中最想为之努力的事物，并为其自由而奋斗。当我们有勇气
作出决定时，就已经身处生命的自由之中了。

在许多时候，我也迷惘过，甚至天真地认为自己是个无用之
人，但是毛姆教会了我一件重要的事：随心所欲，不要让自
己为别人所活，那么当你真正热爱一项事业时，你便成功了。
其后，我慢慢地放平了心态，生活并非只有灰色的自卑和他
人的嘲笑，还有诗和远方。当然，还有埋藏在自己内心深处
的梦想。所以，大胆追梦吧！当你仰望天上的月亮时，它的
清辉是地上的六便士无可比拟的。

愿每个追逐梦想的人，无意将生活摔得支离破碎，却让灵魂
更加伟大。

追逐梦想就是追逐厄运。

——后记



月亮与六便士的读书笔记篇十四

《文学回忆录》里，木心先生多次提到，任何伟大的艺术家
生前一定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有些人憋住了没说，有些
人没憋住说出来了。思特里可兰德憋住了，无论是在巴黎某
个肮脏小巷的某个阴暗楼阁里，还是在塔希提岛的美丽丛林
里，他都只是默默的，艰苦的创作着，画着那些在当时几乎
不被人理解的画。赞赏和嘲笑于他而言，毫无意义，他在别
看不见的时空里，精神备受煎熬，只为寻找到某种恰当的方
式来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当他的画笔在纸上尽情飞舞，颜
料肆意泼洒时，我想他不会不知道他将流芳百世。但我更清
楚的知道，高傲冷漠如他，又岂会在意这些虚名，他所追求
的唯有他自己独特的艺术世界，为此他可以抛弃妻子，可以
忘恩负义。在他的艺术面前，所有道德上的罪恶对他似乎不
过云淡风清，你尽可以说他自私自利，然而，就是这样一个
极端自私的人，却毫不怜惜自己的肉体，物质生活的优裕对
他没有任何吸引力，肉体仅仅是他用来创作的工具罢了。从
这点来看，思特里可兰德既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同时又是
一个不折不扣的混蛋。

步入中年，一份稳定的工作，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享受生
活，好不惬意。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这都是绝大多数
中年人的生活写照。人活到了这个年龄，大都已没了激情，
曾经的梦想被安逸的生活埋葬，诗和远方成了一个遥远的传
说。伟大的艺术家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有颗不羁的心，平
静安稳的生活对思特里克兰德而言是罗网，是束缚，年少时
的梦想在一个最不可能的年纪重新焕发了。冥冥之中，似乎
有一个看不见的魔鬼死死的'扼住了他的喉咙，唯有艺术，才
能使他解脱。或许有些人生来就是为了艺术的，或早或晚，
迟早要为艺术吃尽苦头。留下了一封信后，他离开了伦敦温
暖舒适的家，独自前往巴黎，并表明再也不会回家了。抛妻
弃子，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就是受万夫所指也不为过。
我不懂艺术，我也不明白追求艺术为什么要离开舒适的家庭。
但我同情他，敬佩他，他的前半生一直都是为别人而活，后



半生为自己而活无可厚非。思特里克兰德是冷酷的艺术家，
如果家庭对的他的艺术只是牢笼，那就要毫不留情的舍弃。

我佩服思特里克兰德追求艺术的勇气，为了艺术而对肉体的
痛苦不屑一顾也令我动容。可是他对施特略夫——一个十足
的老好人——的所作所为实在令人义愤填膺。施特略夫，一
个蹩脚的画家，却对艺术有着超乎寻常的鉴赏力。他是最早
意识到思的伟大的人，可以算是思的知己了。他不遗余力的
帮助思，甚至将思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可回报他的，却是思
恶意的嘲讽，甚至连自己的老婆都和思私通。尽管绝望，愤
怒，但对伟大艺术的敬仰最终使他原谅了思——虽然思并不
在乎他的想法。思特里可兰德是伟大的艺术家，可耻的小人：
施特略夫是平庸的画家，高尚的巨人。思对艺术的执着令人
敬佩，但他不应该毁掉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尤其还是一个
曾无条件帮助过他的人。伟大的艺术并不意味着伟大的人格，
人格的高尚与否似乎向来与学识无关，人性的复杂可见一斑。

思特里克兰德的余生是在美丽的塔希提岛上度过的。他与当
地的一个女孩结婚，住在远离人烟的丛林里，过着自给自足
的生活。与在伦敦不同的是，他不需要为养活整个家庭而奔
波忙碌，他只需要全身心投入创作即可。这场婚姻不过是为
了更好的画画以及满足偶尔的情欲。在生命的最后，他终于
找到了一个恰当的方式将自己所看到的感受到的世界表现出
来了，长久以来折磨着他的魔鬼终于离开了，他解脱了，带
着释然和满足长辞于世。临终前嘱托妻子务必要烧掉那副最
后的杰作，其中未尝没有对这世界的漠视和讥讽。他所追求
的已然得到，至于后世的推崇或批评，思特里克兰德一定会
说。

这世上总是有两类人，一类为理想，为心中的那轮明月而奋
斗，一类为物质，为那六便士而奋斗。可是啊，让高尚的尽
管高尚，庸俗的尽管庸俗，不要嘲讽更不要伤害。

l



月亮与六便士的读书笔记篇十五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以稳定著称的公务员慢慢成为了中
国年轻人眼中的贬义词，每每有年轻有为的创业者接受采访
时，就经常会听到“不想在机关单位里一眼就看到人生尽
头”云云。甚至有集大成者还煲了一锅叫《你所谓的稳定，
不过是在浪费生命》的鸡汤，仿佛“稳定”就是理想的天敌，
怂恿着年轻人咬牙切齿地将呻吟着“我已经是个废人了”的
葛大爷挫骨扬灰。

虽说平凡与稳定并非罪过，但人们的内心总会渴望扬帆远航
的精彩人生。《月亮与六便士》就如一记清脆的耳光，扇醒
了无数平庸沉闷的生活，更让人对于生活的价值有了更深的
体悟。

在《月亮与六便士》里，毛姆以法国画家高更为原型，塑造
了一个摒弃稳定、追求理想的艺术家形象。主角斯特里克兰
德时值中年，突然抛弃了证券经纪人的体面工作与美满的家
庭生活，毅然拿起画笔在穷困潦倒中献身于艺术，辗转再三
最后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中黯然病逝，遗留的画作则成为了
价值连城的瑰宝。

在大部分人眼里，斯特里克兰德是一个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
者，他为人尖酸刻薄、毫无人情义理，从一开始抛家弃子，
到勾引救命恩人的妻子却始乱终弃，最后在荒岛上和土著结
伴了却余生，斯特里克兰德的后半生就是一段任性地神游于
世俗之外的生活，虽遭无数人的厌恶与唾弃，但用他自己的
话说，却是“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到了月亮”。

康德将“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准则”定义为宇宙的两大
法则，但在这类特立独行的“狂人”眼中，人类社会的种种
伦理与约束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六便士，唯有内心的热情与
理想才是值得穷尽生命去追寻的月亮。与其说他是个罔顾伦
理道德的自私自利者，不如说是一个已经超脱于人类社会的



原则与羁绊、只将自然与艺术为人生唯一归宿的“通灵
者”——“美是一种美妙、奇异的东西，艺术家只有经过灵
魂的痛苦折磨才能从宇宙的混沌中塑造出来。”

对于这种神经质风格的典型艺术家，人们在世代传颂其艺术
杰作的同时，对于他们的人生投去的总是不解的目光，这种
从根本上摧毁稳定生活的极端做法并不会受到太多认可与共
鸣。因为在绝大部分人的意识中，人的一生要么是平庸而安
稳，要么是升职加薪、出任ceo、迎娶白富美、成为人生赢家，
评价生活的标准往往是成功的、失败的或者平淡的，而不
是“有意义的”或者“没有意义的”。

斯特里克兰德的前半生和大部分人一样过的四平八稳、波澜
不惊，但它的后半生用世俗的角度来看，显然已经远远超出
了正常人的理解范畴而显得荒诞不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
人生就是失败的。在他的眼中，自己的生命不需要和普世道
德有什么交集，更不用去在意世俗的指点与眼光，虽然在伦
理道德上令人不齿，但只要不负内心的热情与理想，自己的
一生过的就是有意义的，而不是能用简单的成功或是失败来
评判。

现在大多数所谓的励志鸡汤与人生导师，在本质上并不是真
正要与稳定为敌。当个小公务员，朝九晚五、两点一线、老
婆孩子热炕头是稳定，成为大股东、东奔西走、左右逢源、
分分钟赚他一个亿何尝不是另一种稳定?只不过人生赢家比起
凡夫俗子来说拥有更多的金钱与权力而已。

月亮与六便士的读书笔记篇十六

读完月亮与六便士这本书，我的脑子定格在查尔斯的最后时
光。一个太平洋孤岛的丛林深处，一间简陋土屋里，那位因
麻风病而毁容的老人，坐在自己描画的满墙壁画中，聆听波
涛汹涌的颜色——对，那时他已经失明，只能聆听颜色，金
色是高音，黑色是低音，白色是微风，红色是尖叫。我承认，



此情此景不能唤起我丝毫的怜悯，因为心中唯有敬畏——骇
然与敬畏。我想这就是传说中的宁静。我想这就是传说中的
胜利。虽不信神，我想这就是那个人们应当在胸前划一个十
字架说“阿门”的情景。

他的头脑里只惦记一件事，仿佛生来就是为这件事而来。他
为了能做到渴望的这件事，可以抛弃一切，完全出自内在的
激情和热情，有种“时不我待”的契机，如若不去做这事就
会感到时时不安与惶恐，完全没法生存及生活下去。可以说，
他的整个身心全都被这件事给拽住了，就像他给自己挖了一
个洞，有东西拉着他下去，不受自己思想控制。你可以说
他“六亲不认”、“太自私了”，但他确实是在做自己认为
值得的事情，一件一生未完成的重要事情。他厌倦自己的碌
碌无为、按部就班，当别人问他是否会想以前，他笑
笑，“我不想过去。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永恒的现在。”

原来，这世界上有一种人，活着只为追求真理，而这真理就
是那些自己认可并喜欢的事情。而心心念念做喜欢的事情，
什么时候启程都不晚，也许某时像有人指引一般，让你靠近，
明白自己来到这世上真正的意义。

斯特里克兰德的人生只能作为理解他作品的一个入口，却不
具任何普遍意义上的借鉴价值。相对而言书中真正聪明的倒
是二流画家戴尔克?施特略夫，他知道自己不具开创性的绘画
才能，便专心画画糊口。他有自己的画室，过着舒适安逸的
生活，也具有极高的艺术鉴赏力。他完全明白创作的痛
苦，“在美被创造出以后，它也不是为了叫每个人都能认出
来的。

要想认识它，一个人必须重复艺术家经历过的一番冒险。”
当然，故事里他低估了斯特里克兰德的天才的破坏力，但这
只是情节的偶然，不是施特略夫的必然。

施特略夫虽然艺术才能极其平庸，他自己本身只能画些庸俗



的题材，水平很一般。但是他能欣赏思特里克兰德的天才，
感受到思画中蕴含的艺术之美，即使这种艺术之美还未能被
当时的主流审美情趣接受。出于对美本能的向往，他无私地
资助思，帮助他。他虽然是个平庸的画家，但是在为人上却
有伟大之处。他自己无法创造美，但是他那种欣赏美的才能
以及对人的热忱正直，让他变得伟大而不平庸。这是普通人
而能伟大的典型例子。我很喜欢他，因为我觉得这是才智普
通的人能做到的最高境界了。才能是天赋，不是由自己决定
的，但是性情和品味确实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达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