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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菲的世界读书笔记篇一

前段时间，不知为什么，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而最近，
我读了《苏菲的世界》这本书。里面的主人翁和我的处境是
一样的。虽然最后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看完，但我了解过它
的大致内容。

而我也在思考着…

我是谁?是有思想的人?还是四肢直立行走无毛的高级动物?这
完全取决于我自己。生活中，我可以做到精神抖擞得过每一
天，脸上永远洋溢着自信的笑容。我也可以萎靡不振，白天
的时候眼睛都睁不开，永远都是那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表
情。这也取决于我。当然我也知道，自己也不想太累，简简
单单就好。

那我为什么要活着呢?这个，也许我也没有办法给自己一个满
意的答复。是爸爸妈妈给予了我生命，首先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就没有资格自己结束我的生命。也是爸爸妈妈带我来认识
这个充满了善良、爱心、美好事物，同时也有邪恶、丑陋、
憎恨、谎言的世界。所以，我遇到什么都会和他们讲，因为
我相信他们有足够的经验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

我时常想不出很多问题的答案，只能对自己说：做好现在应
该做的`事吧，想想以后的生活，也许就会轻松些。人是为了
什么而活?最简单的答案：为了父母。他们是我们最亲近的人。



天底下的父母，都是希望自己的儿女能过开开心心得过每一
天，永远没有烦恼，忧愁，不再走自己走过的路：都希望自
己为儿女打出一片天，儿女们就不用再操劳，只有享受。可
只有当儿女们也为人父母时，才能真正体会到当年父亲母亲
的那片苦心啊…每次一想到这些，我就不禁落泪。所有的人
要都是这么单纯该多好?没有邪念，公平公正。大家合作，奋
进。也只是为了父母——自己最爱的人而活。

但是，现在的我慢慢懂得，不管爸爸妈妈帮我把路铺的有多
么好，最后还是要我自己走。他们只是为我准备好了船，而
我现在要做的是，扬帆起航!航海的途中，肯定会遇到风浪，
但我希望都能自己顶过去。记得，是微笑着解决困难的。当
然，如果有一天，我累了，至少我还可以去一个地方，
家——一个最温暖的港湾。

苏菲的世界读书笔记篇二

《苏菲的世界》不论就内容，或就其受欢迎程度来看，都是
极吸引人的一本书。这本书的成功，显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
指标，就是社会大众渴望知识及缺乏安全感。在一本小说里，
塞进整部西方哲学史，对追求速度的这一代而言，本身就极
具魅力。除了追求知识的流行趋势之外，一般人也多少觉察
到当今教育上的缺失，我们的教育并未提供有关人生和其意
义的必要知识，而这些答案正隐藏在哲学的奥秘里。现在，
我们有机会一一来巡视，到底这些饱学之士，教了我们些什
么。

这本书的流行有其重要性，我们可以从好几方面来看。全书
虽非学术性著作，但它是一本捍卫哲学的书，正因为其大众
化，它也就代表了"大多数人的看法"。这本书不是在探讨哲
学上的某一特别思潮或历史，而是尝试对每一派别做概论式
的介绍，并说明它在今日的地位。可以说是一本集"学术界一
般看法的摘要录"。因此，这本书表达了当今知识分子的立场。



假如《苏菲的世界》代表着主流知识分子的哲学观点，它所
表达的也极引人注目。这本书对真实的哲学给予极崇高的评
价：批判的、理性的和公正的评论;去除偏见、迷信和惯例;
不做仓促和轻率的判断，一意追求真理、知识、美善和道德。

在这本书里，其实贾德真正感兴趣的哲学，不在逻辑学、数
学或语言学，当故事重心转移到马克思、弗洛伊德、达尔文
和宇宙论时，摩尔、罗素等人，根本连提都不提。有些话题，
即使和哲学没什么关系，却一再出现，很明显，这是一本在
政治立场上十分讨好的书。一切当代时髦词汇全部被囊括：
生态学、女性主义、宽容、东方宗教、比较宗教、联合国和
新世界秩序等。这样的写法，或许是为了使哲学议题不和时
代脱节，或许是为了涵盖更广大的读者群，不过，留给读者
的印象是这些议题似乎才是作者真正关心的。

因此，这不是"一本关于哲学史的小说"，而是一个当代拥护
自然的人文主义者对哲学根源所做的选择性的探讨。在小说
结尾，科学被认定是真理的裁判者;而唯物主义虽然教义不明
确，却绝对是人类的最佳选择。

坦白说，这正是世间为何要有哲学家的原因。我们需要哲学
家，不是因为他们可以为我们选拔选美皇后或告诉我们今天
番茄的最低价。哲学家们总是试图避开这类没有永恒价值的
热门话题，而努力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永远"真"、永远"
美"、永远"善"的事物上。

这本书引导读者获至这样的结论，但事实上并未提供理由。
它给予读者的印象只是这是历代智慧累积的结果;当然，不同
的历史将会导致不同的结局。

苏菲的世界读书笔记篇三

苏菲和大多数临近十五岁的姑娘一样，有着自己的烦恼与秘
密小天地。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一些喜欢她并且她也喜欢



的小动物，生活平静，平静得不起丝毫波澜。

直到有一天放学回家，她在信箱里找到了一封特别的信——
没有署名，没有地址，上面写道：“你是谁？”从此，苏菲
开始了她神奇的哲学之旅，了解了许多哲学家。最后她与她
的哲学导师艾伯特逃出书本，开始新的生活。

也许很多人和我一样，在读《苏菲的世界》之前，认为哲学
极其晦涩难懂，神秘莫测，而学了又没什么用。但在读完这
本书后，我才明自：哲学真是一门神奇而又好玩的学问。

在这本书中，作者详细地讲述了德谟克里特、苏格拉底，柏
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等人的哲学主张以及哲学的意义
与发展。全书语言浅近，比喻新奇。其中有一个我很喜欢的
比喻：世界就像是从魔术师礼帽里拉出来的兔子，普通人安
居在兔子的毛皮深处，而哲学家则在兔子的毛尖上眺望与探
索。也正是这样，普通人对于自己所看到一切深信不疑，或
是对书本上的深信不疑。但哲学家则不同，他们面对自己所
经历的一切永怀好奇与探索精神，试图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
换句话说，哲学家们想看清兔子的全貌，甚至是魔术师的面
貌，他们的思想，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远远在普通人之
上。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哲学家。要永远保持好奇心——对
周遭一切事物的好奇心，无论是你接触过的还是你没有接触
过的，谁又知道你接触的是不是真的呢？要试图用自己的思
维去理解、去探索，不可照搬书本，毕竟那不是你思考的产
物。

哲学就是一门神奇的学问，它引导人们对事物进行探索，以
大智慧为人们指点迷津。它像一位长者，为渴求知识的人们
提供最好的机会与帮助。

我愿像苏菲一样，在哲学的道路上永怀好奇，永远前进，站



在兔子的毛尖眺望、思考，看清兔子的全貌甚至是魔术师的
面貌。

苏菲的世界读书笔记篇四

它，使我打开了哲学世界的大门；它，使我走进了专属于苏
菲的世界；它，使我在“兔子皮毛深处”的安适中赫然惊醒，
并努力向上攀爬到“兔子皮毛的顶端”；它，就是《苏菲的
世界》。它，使我能与苏菲携起手来，共同用新奇的目光去
探索这个世界。

乔斯坦·贾德笔下的《苏菲的世界》风靡全球。少女苏菲在
与神秘的哲学老师艾伯特的书信中，学习到了许多哲学知识。
经过不断思考与探索，她发现自己仅仅是书中的人物，而后
又解开了自己周围一个又一个的谜团。此书已开放性的结局
结尾引起读者的无限遐想与想象。

苏菲这一人物形象，在这本书无疑是最出彩的。她活泼乐观、
为人友善、善于思考。但最吸引我的还是她身上的勇于探索
的精神品质。她总是满怀着好奇心不断去寻找问题，发出问
题，然后又不停地实践、探索以寻求答案。她在艾伯特的帮
助下学习了哲学知识，并且努力探求事情的真相，她在不竭
的思考与探索中找到了事情的真相，而我在她的探索中感悟
到了人生的真谛。

人生不就是在不断寻找、不停思考，努力探索中前进吗？我
们祖国的历史长河，不正是由理论到实践，再由实践得出理
论的这样一个探索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吗？在我们的学习过
程中，不正是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这样一个不断
地探索的过程吗？屈原在《离骚》中说道：“路漫漫其修远
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其实，不论是个人还是社会，不论
是一个国家还是整个世界，都是在不断探索中得以进步，从
而发展壮大、获得成就的。



而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更要学习苏菲这种探索精神，努
力学习来建设祖国更加美好的明天。“纸上得来终觉浅，绝
知此事要躬行。”我们要将在《苏菲的世界》中学习得来的
优秀品质与精神，实践到现实生活中，付诸于行动里，做一
个更加优秀的新时代好少年！

苏菲的世界读书笔记篇五

《苏菲的世界》是一本哲学启蒙书，它用深入浅出的文字想
我们每个读者展示了哲学从古到今的发展历程。从苏菲在信
箱中取出的一封写着：“你是谁?”的信开始，在艾伯特的指
点下，苏菲从哲学的摇篮雅典出发，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
哲学有了初步了解。她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认识包括达芬奇的
绘画、莎士比亚的戏剧、古登堡的印刷机……涉及艺术、科
学、建筑、数学等许多方面。至于近现代，艾伯特的“哲学
函授课”包含了康德、黑格尔、弗洛伊德乃至于马克思的哲
学思想。

我读完全书后才发现哲学其实是最贴近现实生活的，哲学
是“关于天底下每个人都关心的一些问题的学科”。哲学所
要解决的都是还没有科学方法可以证明的问题——诸如善与
恶、美与丑、生与死、秩序与自由等。我认为哲学不是科学，
因为它没有什么精确的公式来计算、来衡量。哲学是对未知
事物或不确切认识的事物的假设性解释，是追求真理的开路
先锋。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仅有科学而无哲学，仅有事实而
无洞察力和价值观，是不能使我们免于浩劫和绝望的。科学
给予我们知识，然而只有哲学才给予我们智慧。

我觉得自己开始试着动脑子想想生活上的问题，开始用批判
的眼光看事物和前辈的思想。虽然只是一些浅薄之见，但是
这个思考之旅的开始却让我感到无比神奇。例如：有些弱小
群体很可怜，但却也惹不起多少怜悯。乔布斯死，一万人哭;
非洲一万人死，无一人哭。回顾历史，黑人的血泪史，又有
多少白人为之内疚?一个弱小者是没有力量的。国家如此，人



亦如此。又例如：有人说很多高等教育从一定程度上让学生
变成机器，使想象力受到理性思维的扼杀。比尔盖茨，乔布
斯均没有从大学毕业，我们议论纷纷。我想知识可以提高我
们的素质和能力，不要让它成为我们发展的阻碍。成功之人
必然要读书，不过他们读书取书中之精髓，从书本当中得到
知识，得到启示，得到智慧，然后进行想象和创造。这诺贝
尔奖不是教出来的，iphone4s也不是教出来的。我们大学生应
该不要再埋怨在大学学不到什么，其实学习的过程是一个老
师引导，自己体会，自己摸索，自己创造的过程。

看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全人类的文明。在苏菲的所到之处，
到处都凝结着文明的精华。看过之后，我已经不仅仅是学到
了哲学的.只是，更多的是心灵上的震撼和启发思考。“我思
故我在。”我存在吗?不过是在这个时段、在这个特定的空间
的相对存在罢了。试问，多年以后，一切都归于湮灭之中。
那人生又有什么意义?要解决这种恐惧当中的荒谬就只有通过
自己的思考来更加清楚的认识这个世界，这大概也是作者的
最终目的。

我想人生并没有固有的意义，人生的意义是我们自己去创造
的。我们必须自己决定该怎么活。我们必须在一生当中不断
地做出选择，并对自己做的事情负全责。尽管人是唯一意识
到自己存在的生物，唯一会思考自己存在的神奇生物。但是，
我们只是一个星球上各种元素所组成的有机体，我们是星尘，
人生如星尘。我想我们能做的就是创造自己人生的意义，不
要让诅丧、寂寞、无聊来吞噬我们，做自己真正爱做的事，
成为真实的自己。

苏菲的世界读书笔记篇六

看似一个无聊的问题，你一定会想：我就是我，你管我是谁，
反正我又不是你，我又怎么可能是你？的确，你我属于不同
的个体。我们不一样。但换个角度想想：你怎么就知道你不
是我？这有概率分布的可能。也许你是假的，你只是我创造



出来的，是我思想的投射罢了。

此时此刻，你是我，我不是你。这看似荒谬无厘头的自言自
语让人一头雾水，但理解了就可以知道它是《苏菲的世界》
的写作角度，让人极为震撼又沉醉其中，书中书像画中画一
样引人入胜。正如第一章伊甸园的开头早已下了定论：

在某个时刻事物必然从无到有……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苏菲的世界为你打开大门

你只是我创造出来的，是我思想的投射。

此时此刻，你是我，而我不是你。

这是个虚假的平行世界。

苏菲在艾伯特的提示下发现自己是假的。她只是书里的一个
人物，只是席德爸爸送给女儿席德的一本书上的人物，仅仅
为了讲清楚从古到今的哲学故事而创造出来的虚构人物。

多重视角下，席德收到爸爸寄来的书并开始看《苏菲的世
界》，而我在现实世界看着席德品读苏菲的故事，宛如上帝
般存在，这是一件极其恐怖的事情。

这真是一个令人头皮发麻的设想，只能借用《红楼梦》里太
虚幻境的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也无”以释怀。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沧海一声笑，无谓我思故我在，或我
在故我思，唯有静心思索，无畏前进。。。。。

pascal说过：“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
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浩瀚星辰下沧海桑田，人



如沧海一粟般微不足道，恐怕是竭力一生也无法逃过死亡的
归宿。思想却能形成人的伟大，给予人尊严。即人的伟大来
源自他有思想。

思想来自哪里？借用《苏菲的世界》的比喻：“这世界就像
魔术师从他的帽子里拉出的一只白兔。只是这白兔的体积极
其庞大，因此这场戏法要数十亿年才变得出来。所有的生物
都出生于这只兔子的细毛顶端，他们刚开始对于这场令人不
可置信的戏法都感到惊奇。然而当他们年纪愈长，也就愈深
入兔子的毛皮，并且待了下来。他们在那儿觉得非常安适，
因此不愿再冒险爬回脆弱的兔毛顶端。

唯有哲学家才会踏上此一危险的旅程，迈向语言与存在所能
达到的顶峰。其中有些人掉了下来，有些人死命攀住兔毛不
放，并对那些窝在舒适柔软的兔毛的深处、尽情吃喝的人们
大声吼叫。

他们喊：“各位先生女士们，我们正飘浮在太空中呢！”但
下面的人可不管这些哲学家们在嚷些什么。

这些人只会说：“哇！哲学家真是一群捣蛋鬼！”然后又继
续他们原先的谈话：请你把奶油递过来好吗？我们今天的股
价涨了多少？番茄现在是什么价钱？你有没有听说黛安娜王
妃又怀孕了？”

所以，要学会思考，首先要有好奇心。

好奇心是人类的天性，一个睁着眼睛的盲人无法看到色彩斑
斓的世界，但他会通过听觉、触觉和心里感受去构建一个属
于他的世界。孩子亦如此，他们总是有很多问题，很多出人
意料的奇思妙想。对于孩子而言，一旦面临新奇、神秘的、
自相矛盾的事务就会产生三种形式的探究行为：感官探究、
动作探究、言语探究。正是通过这些探究性，孩子有选择性
地了解事务，并积累大量的生活经验。



只可惜，很多时候，在成长过程中，孩子也慢慢习惯了这个
世界。当他们会对身边的事情都习以为常时，他们就会陷入
琐碎无味的生活而浑然不知，即使有新的火花出现，他们也
早已习惯熟视无睹，生活也就固化了。

他们就变成了我们。

而我们的名字叫做成年人。

成年人

人的内心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总想感到自己是发现
者、研究者、探寻者。在儿童的精神世界中，这种需要特别
强烈。但如果不向这种需求提供养料，即不积极接触事务和
现象，缺乏认知的乐趣，这种需求就会逐渐消失，求知兴趣
也与之一道熄灭。

——苏霍姆林斯基

好奇心作为人的天性，无论在孩子还是老师之间都具有重要
的意义。老师要用好奇心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去发现孩子们
身上的闪光点继而发掘其潜在的天赋，去思考和探索更好的
师生交流模式，在教学管理中最大程度的保证孩子的好奇心。
或许我们会遇到好奇心比大象还要大的孩子，或许这些孩子
天马行空，令人不知所云，就像法国电影《蝴蝶》里的丽莎
一样脑里装着十万个为什么，老师们总是回答不出她提出来
问题，可回答不出又如何？答案已经不重要，好奇心已像一
把钥匙，为对世界充满热情的孩子打开一扇扇通往不同世界
的大门，在摘星的路途，孩子们成为了我们的老师，因为他
们总能告诉我们不一样的世界。

老师和孩子都成为好奇心的守护人。



苏菲的世界读书笔记篇七

读完某一作品后，相信大家都增长了不少见闻，为此需要认
真地写一写读书笔记了。那么如何写读书笔记才能更有感染
力呢？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苏菲的世界》读书笔记，欢
迎阅读与收藏。

《苏菲的世界》是一本充满智慧的奇书，首先，作者在书中
创造了两对人物：少女苏菲和她的哲学老师艾伯特;少女席德
和她的父亲。然而这两对人物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你在
扑朔迷离中跟着作者一路去思考我们是谁、我们为何在这里
这些问题。你是谁?可爱的小苏菲第一次看到这个命题时仓皇
失措，在镜子面前反复的追问。我想大多数人开始都会有这
种感觉，因为无法给自己一个清楚的定位。那我和他人的区
别在哪里?姓名?外貌?思维?倘若我换个姓名整下容换种思维
方式，那我就不是我了吗?这是人存在的意义问题，初看似乎
有些迷惑，但是我想，作者正是将我们生活的世界当成透明
的，并与一些可能存在而我们未发现的`可能性结合在一起才
写的这本书。

翻开第一章，你会立刻被苏菲收到的匿名信你是谁所吸引，
也正是你是谁这个问题带着苏菲走进一个哲学的世界。接着
你又会接触到例外一些明信片，那是一张张需要苏菲代转席
德明信片，之后各种怪事在苏菲身上发生，当然苏菲的哲学
老师也跟着浮出水面。当整本书看到一半时，你会被故事角
色的真实性搞得脑袋发胀，到底苏菲和他的哲学老师是现实
的还是席德和她的父亲是现实的，这是你就会不知不觉和庄
子有同样的感慨自己到底是梦到庄子的蝴蝶呢，还是梦到蝴
蝶的庄子。我想这也是作者要达到的目的吧。不过值得庆幸
的是，当你看完全书，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其实仅仅看书
的目录你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如伊甸园在某个时刻事物必然
从无到有、少校的小木屋镜中女孩的双眼眨了一眨、中世纪
对了一部分并不等于错等，这些小标题有时是为我们说明一
些哲学观点，有时是为了向我们透露苏菲将要遇到的神秘事



件。

另一方面，这也是一本西方哲学的发展史书，看完之后可以
感觉到哲学的发展与科学的进步是密不可分的,它与人类文明
的足迹点滴相印，因此与其说是在看一篇哲学史,倒不如说是
人类文明的通史。在浩瀚的历史文明的发展史中,每一个我不
过是道星光、一点水滴。书中有一段深夜里在教堂以小时为
单位计算历史进程的对白再明白不过，如果把文明是当成是
一天，那么各个阶段的发展便有了一个更加明晰的概念。

《苏菲的世界》，即是智慧的世界，梦的世界。它唤醒了每
个人内心深处对生命的赞叹与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关怀和好奇。
掩卷思索,真实的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去看这个世界了,不要
总是觉得凡事都理所当然,这个世界什么东西的产生都有它的
根源,都有他的道理,我们要抱着好奇的心去探索,去发掘。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也要多多思考多几个为什么?

苏菲的世界读书笔记篇八

《苏菲的世界》就是一部深入浅出的人类哲学史。以下是小
编搜集整理的读书笔记《苏菲的世界》，欢迎阅读，希望对
你能够提供帮助。更多资讯尽在读书笔记栏目!

阅读前几章，以为本书的主角就是苏菲和她的哲学老师艾伯
特，而越往下，越觉得诡异，到苏菲十五岁生日的那场哲学
宴会上，我才渐渐意识到，本书真正的主角是席德和她的少
校父亲，而苏菲和艾伯特只是本书作者笔下的人物席德之父
少校笔下塑造的人物，少校创造出这两个人以及他们的经历，
写成一本书，作为给女儿席德的生日礼物。而奇怪的是，在
少校的笔下，苏菲和艾伯特也渐渐感受到了这个创造者的存
在，知道了自己的命运都掌握在他手中，于是他们通过自己
的努力，最终脱离了少校的控制，获得了成功。这种被创造



者逃离被安排的命运的构思，让我感觉很微妙，甚至感到思
维有些被小小的扭曲了。

知名作家南方朔是这样评价本书的：“《苏菲的世界》的小
说部分，苏菲的主体自觉过程颇像侦探故事加上现代版的爱
丽丝梦游仙境，哲学加侦探，加幻想，再加上宇宙观，它让
人心胸开阔，这不正是哲学爱智最古典的定义吗?”它唤醒了
我对世界的好奇心和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

这是一本关于哲学的书，带领我们走过了几千年来的哲学的
发展史。从最初的自然派哲学家，到理性主义，到古典派哲
学家，到繁荣蓬勃的希腊文化，印欧文化、闪族文化，黑暗
的中世纪时期文化，再到豁然开朗的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
时期，以及现代的笛卡尔，经验主义，浪漫主义，唯物主义，
存在主义……丰富的内容带我们走过沧桑，让我们得到一种
哲学的洗礼与升华。毕竟，从古至今如此多的哲人有着如此
多的理论，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对于世界、生命本质的认
识也在不断地进步与创新着。而受过现代教育的我们看着哲
学的发展历程，看着古代哲学家们一些关于世界的荒谬的解
释，或者看着一些哲学家们的全新的认识世界的角度，看着
这些突如其来、迎面涌来的思想，自己原有的一些观念的确
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自己也对这个世界开始了一些全新的
思考。

在我的理解里，哲学就是关心、探索我们这个世界。这其实
是我们每个活在这世上的人都应该去思考的。而我们逐渐建
立自己的人生观、生命观的过程，也可以是看做对于哲学的
思考。比如在书的开头作者就提出了两个哲学性的问题：你
是谁?世界从何而来?这类问题也反映了哲学家们的任务，也
就是去思考、去探索关于生命、世界等本质的问题的答案。
从古至今，已经有许许多多的哲学家提出了各自的看法，然
而还没有出现能够说服全人类的一种理论，因此也需要无数
的后继者给出自己的答案。而相反于观念里的高深莫测，我
们每个人都可以去研究哲学。也许我们并不能人人都成为哲



学家，但是我们都可以成为哲学的思考者，去寻找自己的生
存的意义。

虽然人们对历史上各种哲学流派褒贬不一，但那些哲学家确
实应当受人尊敬，他们是如此勇敢而执着地探寻着真理与实
践的奥秘。哲学的世界亦梦亦幻，它像一个个不可思议的神
话却又源于我们身边一切普通的事物。

知识可以积累，技艺可以传承，但人生的经历，理性的感悟
却只能从零开始慢慢体会。上地对待古今的哲学家是公平的，
都给了他们一生的时间去独立思考。这也许就是哲学发展了
几千年却依然连最初的问题也没有答案的原因吧。所以我们
不必怀着对哲学敬而远之的态度，只要好奇，只要思考，就
离真理更近了一步。哲学家们知道的并不比我们多，但他们
好奇的东西比我们多，他们思考的东西比我们多，所以他们
看穿了事物的表面而抓住了其内在联系。这好奇的能力，这
思考的能力，上帝也曾给了我们啊。

今日终于读完了苏菲的世界。人有选择的自由，可以能动地
作用于社会。我不相信上帝的存在，是唯物论者，但又相信
社会与自然一体，会生长，是一元论者。有时能体会到物神
合一的境界的。确实，人只是广袤的世界里的一粒灰，认识
事物有不实之处，如康德所说，戴着有色眼镜，受到种种限
制。在有限的空间与时间里，运用理智去分析，每件事都有
它的必然性。对生活不仅是美感的体验，如祁克果所说， 要
进入到道德阶段，坚持按正确的去做。但不想进入宗教阶段。
诚然，有时天人合一的感觉就像是宗教。

《苏菲的世界》以小说的形式，通过一名哲学导师向一个叫
苏菲的女孩传授哲学知识的经过，揭示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历
程。由前苏格拉底时代到萨特，以及亚里士多德、笛卡儿、
黑格尔等人的思想都通过作者生动的笔触跃然纸上，并配以
当时的历史背景加以解释，引人入胜。评论家认为，对于那
些从未读过哲学课程的人而言，此书是最为合适的入门书，



而对于那些以往读过一些哲学而已忘得一干二净的人士，也
可起到温故知新的作用。

14岁的少女苏菲某天放学回家，发现了一封神秘的信。她从
这封写着“你是谁?”的信开始，在艾伯特的指点下，从哲学
的摇篮雅典出发，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有了初步了解，
同时达·芬奇的绘画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也包括其中。

苏菲在书中反复问自己：我是谁?我为何在这里?我认为，人
类在探索和思考过程中所得到的快乐和收获是最有价值和意
义的。我想，苏菲以自己在神奇世界里的经历和感悟证明了：
我探，我思，故我在。

"一本关于哲学史的小说"，是《苏菲的世界》一书的副标题，
颇能点明该书的要点。这是一本小说，但也是一本有系统的
涵盖各哲学思潮的速食大杂烩。随着小说人物在哲学传统中
寻求谜团的解答，读者也跟着温习了一遍西方哲学史。

《苏菲的世界》不论就内容，或就其受欢迎程度来看，都是
极吸引人的一本书。这本书的成功，显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
指标，就是社会大众渴望知识及缺乏安全感。在一本小说里，
塞进整部西方哲学史，对追求速度的这一代而言，本身就极
具魅力。除了追求知识的流行趋势之外，一般人也多少觉察
到当今教育上的缺失，我们的教育并未提供有关人生和其意
义的必要知识，而这些答案正隐藏在哲学的奥秘里。现在，
我们有机会一一来巡视，到底这些饱学之士，教了我们些什
么。

它是一本捍卫哲学的书，代表了"大多数人的看法"。这本书
不是在探讨哲学上的某一特别思潮或历史，而是尝试对每一
派别做概论式的介绍，并说明它在今日的地位。可以说是一
本集"学术界一般看法的摘要录"。因此，这本书表达了当今
知识分子的立场。



假如《苏菲的世界》代表着主流知识分子的哲学观点，它所
表达的也极引人注目。这本书对真实的哲学给予极崇高的评
价：批判的、理性的和公正的评论;去除偏见、迷信和惯例;
不做仓促和轻率的判断，一意追求真理、知识、美善和道德。

坦白说，这正是世间为何要有哲学家的原因。我们需要哲学
家，不是因为他们可以为我们选拔选美皇后或告诉我们今天
蕃茄的最低价。哲学家们总是试图避开这类没有永恒价值的
热门话题，而努力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永远"真"、永远"
美"、永远"善"的事物上。

在这本书里，其实真正感兴趣的哲学，不在逻辑学、数学或
语言学，当故事重心转移到马克思、弗洛伊德、达尔文和宇
宙论时，摩尔、罗素等人，根本连提都不提。有些话题，即
使和哲学没什么关系，却一再出现，很明显，这是一本在政
治立场上十分讨好的书。一切当代时髦词汇全部被囊括：生
态学、女性主义、宽容、东方宗教、比较宗教、联合国和新
世界秩序等。这样的写法，或许是为了使哲学议题不和时代
脱节，或许是为了涵盖更广大的读者群，不过，留给读者的
印象是这些议题似乎才是作者真正关心的。

因此，这不是"一本关于哲学史的小说"，而是一个当代拥护
自然的人文主义者对哲学根源所做的选择性的探讨。在小说
结尾，科学被认定是真理的裁判者;而唯物主义虽然教义不明
确，却绝对是人类的最佳选择。这本书引导读者获至这样的
结论，但事实上并未提供理由。它给予读者的印象只是这是
历代智慧累积的结果;当然，不同的历史将会导致不同的结局。

《苏菲的世界》这本书是窦桂梅老师推荐给小学六年级的学
生阅读的一本书，我作为一名小学教师来读它并写读后感，
可能显得层次低了一些，但我并不胆怯，因为我有一颗童心、
一颗爱心。我的知识并不丰富，活了三十多年，最大的遗憾
就是青少年时期几乎没有读过一本课外书籍，错过了人一生
中的黄金阅读期，为了在六十岁回头看人生的时候不再为此



而遗憾，我开始了我的阅读之旅。在书店里拿起了《苏菲的
世界》随手翻了几页，觉得很乏味，但是仔细的翻开一章静
读后，便发现这不是一本空洞无聊的书，于是我便欣然的带
着它离开了。

《苏菲的世界》主要讲述的是小姑娘苏菲在神秘哲学家艾伯
特通过书信的诱导下，开始接触哲学，思考哲学问题，并且
了解了整个哲学史的发展和一些古今中外的哲学家。这本书
涵盖了哲学、科学、艺术等多个方面。把原本比较难懂的哲
学，通过艾伯特让苏菲思考的一系列问题，使我们更加深刻
的体会到哲学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也使得哲学变得生动
有趣，我们自己也可以了解哲学发展史。

作者用深入浅出的文字向我们每个读者展示了哲学从古到今
的发展历程。读了这本书后，丰富了自己在哲学方面的知识，
随着书中艾伯特给苏菲所提供的哲学问题，我也跟着思考了，
然后继续看下去，发现自己的观点和书中的还有些相同，让
我有种成就感，但更多的是接触到了不同的思想，好像自己
进入了一个思想相互交流碰撞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我随意
发挥着自己的想法，没有人会去笑自己，得到的是别人的倾
听和尊敬，大家互相汲取着那些精髓，不断丰富自己的世界，
但是却始终坚守着自己内心的那一份信仰。

苏菲最开始接触到的哲学问题是‘你是谁’和‘世界从何而
来’。这个问题自己一直在思考，也增加了我看这本书的兴
趣。还有，书的开头出现了要苏菲转交给席德的信，这些都
设置了悬念，也让我们渐渐踏入哲学的世界。有许多哲学我
们无法通过查资料得到确切的答案，我们只有通过自己的思
考，并且那些哲学问题不会有统一的答案，我们的思想更加
自由。

看过后才觉得《苏菲的世界》真的是一本很好的哲学思想启
蒙的书，现在的小学生也应该开始了解哲学方面的历史了，
这本书有益于开启小学生的智慧，使他们的眼界更宽阔，精



神领域更加富有内涵。并且书中蕴涵的哲学思想要远比课堂
上学习哲学时多得多。我相信这本书一定能给我的教学，我
的生活提供帮助。

苏菲的世界读书笔记篇九

在开始接触这本书以前，觉得哲学并不是人人都能理解的，
它是一种很飘渺，离我们很远的一种东西，并觉得哲学很枯
躁，很无味。但事实证明我错了，哲学不是一般人能够学到
的，但我们可以学习如何以哲学的方式思考。刚开始读这本
书时，很不理解里面的内容。你是谁?世界从何而来?我想不
会有人会思考这两个问题吧，至少我没有。但随即我被里面
的哲学理所吸引了。看着看着，有时甚至会怀疑我是否真的
存在，从而努力去证明自己的存在，在世界上留下我曾经存
在过的痕迹。

这本书改变了我对哲学，对世界的看法。哲学本是枯燥的东
西，但《苏菲的世界》却全然不同，它在向读者讲述哲学的
同时，用生动的语言和奈人寻味的故事，使读者在阅读的同
时产生了一种阅读悬疑小说的心情。

与其说在看篇哲学史，倒不如说人类文明的通史纵收眼底。
柏拉图以理性主义为特色，沉迷于永恒的形式，亚里斯多德
希望用感官亲身体验世界的决心。许多哲学学派始祖苏格拉
底。书中说的人常把不能理解的一些现象归于神论，等到哲
学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开始相信无神论!接着，哲学继续发
展，宗教出现了分裂，基督教开始深入人心!大部分西方人开
始接受基督教的洗礼，可是在新旧交替的时候，战争避免不
了!红十字军为了耶路撒冷那称为基督教发源地的地方，组织
了教徒开始征战，开始他们也许为了教义，可后面他们虐寺
路过所有的城市!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宗教是可以洗涤人类的
心灵，只有人的自我觉悟才能改变一切，因为只要人愿意，
本原本是博爱的教义会被人曲解!我想哲学是可以让人们了解



自己，改变自己，让人顿悟的学问。

《苏菲的世界》即是智慧的世界，梦的世界。它唤醒了每个
人的内心深处对生命的赞叹与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关怀和好奇。
掩卷思索，真实的我们真的应该好好地去看这个世界了。不
要觉得凡事都理所当然，这个世界什么东西都有它的根源，
都有它的道理，我们要抱着好奇心去探索，去发掘。

苏菲的世界读书笔记篇十

终于读完《苏菲的世界》这本书。

没有事先对它了解与认识的情况下开始读这本书的感觉，就
像我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大人
的世界中。一个全新的世界，哲学的世界。《苏菲的世界》
不同于像《论语》这样以平时生活的素材来给人哲学领悟的
书，而是以小说的形式，通过一名哲学导师向一个叫苏菲的
女孩传授哲学知识的经过，揭示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历程。由
前苏格拉底时代到萨特，以及亚里士多德、笛卡尔、黑格尔
等人的思想都通过作者生动的笔触跃然纸上，并配以当时的
历史背景加以解释，引人入胜。就像评论家所说的，对于那
些从未读过哲学课程的人而言，此书是最为合适的入门书，
而对于那些以往读过一些哲学而已忘得一干二净的人士，也
可起到温故知新的作用。

《苏菲的世界》是一本充满智慧的奇书，首先，作者在书中
创造了两对人物：少女苏菲和她的哲学老师艾伯特；少女席
德和她的父亲。然而这两对人物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你
在扑朔迷离中跟着作者一路去思考“我们是谁”、“我们为
何在这里”这些问题。你是谁？可爱的小苏菲第一次看到这
个命题时仓皇失措，在镜子面前反复的追问。我想大多数人
开始都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无法给自己一个清楚的定位。那
我和他人的区别在哪里？姓名？外貌？思维？倘若我换个姓
名整下容换种思维方式，那我就不是我了吗？这是人存在的



意义问题，初看似乎有些迷惑，但是我想，作者正是将我们
生活的世界当成透明的，并与一些可能存在而我们未发现
的“可能性”结合在一起才写的这本书。

翻开第一章，你会立刻被苏菲收到的匿名信“你是谁”所吸
引，也正是“你是谁”这个问题带着苏菲走进一个哲学的世
界。接着你又会接触到例外一些明信片，那是一张张需要苏
菲代转席德明信片，之后各种怪事在苏菲身上发生，当然苏
菲的哲学老师也跟着浮出水面。当整本书看到一半时，你会
被故事角色的真实性搞得脑袋发胀，到底苏菲和他的哲学老
师是现实的还是席德和她的父亲是现实的，这是你就会不知
不觉和庄子有同样的感慨——自己到底是梦到庄子的蝴蝶呢，
还是梦到蝴蝶的庄子。我想这也是作者要达到的目的吧。不
过值得庆幸的是，当你看完全书，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其
实仅仅看书的目录你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如“伊甸园……在
某个时刻事物必然从无到有……”、“少校的小木屋……镜
中女孩的双眼眨了一眨……”、“中世纪……对了一部分并
不等于错……”等，这些小标题有时是为我们说明一些哲学
观点，有时是为了向我们透露苏菲将要遇到的神秘事件。

另一方面，这也是一本西方哲学的发展史书，看完之后可以
感觉到哲学的发展与科学的进步是密不可分的，它与人类文
明的足迹点滴相印，因此与其说是在看一篇哲学史，倒不如
说是人类文明的通史。在浩瀚的历史文明的发展史中，每一
个我不过是道星光、一点水滴。书中有一段深夜里在教堂以
小时为单位计算历史进程的`对白再明白不过，如果把文明是
当成是一天，那么各个阶段的发展便有了一个更加明晰的概
念。

《苏菲的世界》，即是智慧的世界，梦的世界。它唤醒了每
个人内心深处对生命的赞叹与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关怀和好奇。
掩卷思索，真实的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去看这个世界了，不
要总是觉得凡事都理所当然，这个世界什么东西的产生都有
它的根源，都有他的道理，我们要抱着好奇的心去探索，去



发掘。

苏菲的世界读书笔记篇十一

德谟克里特斯提出了原子理论。其中有一段话很有意思，
说“我鼻头细胞里的一个氢原子以前可能属于某只大象的鼻
子；我心脏肌肉里的一个碳原子从前可能在恐龙的'尾巴上”
刚刚读到这段话感觉有些可怕，难道不是吗？按照这个理论，
那么我身上的某个原子以前不一定是属于什么物质上的一个
什么东西，这不是又奇怪又可怕嘛。

如果按照这个理论，那么人类的死亡并不代表着消失，只是
那些原子组成的这个表象消失了而已，承载着这些原子的表
象消失后那些原子会再和其他的原子排列组合成另外一个表
象，有可能是另外一个人，也有可能是只小猫小狗或其他的
什么时间万物。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现在的这个我以前又
是谁呢？若干年后我死去后，谁又会成为我呢？这个理论是
不是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在看见某个人时会有似曾相识
的感觉，也许他就是你。

苏菲的世界读书笔记篇十二

这本书的作者是挪威作家乔斯坦·贾德，此书一环扣一环，
为我们解说了许多哲学名人的故事，带领我们走进了一个幻
想世界，揭开了从古至今的哲学谜团。在阅读时，我也会因
为书中的问题而思考，读着，你会沉迷其中，为这哲学问题
懊恼，但不可否认的是它让我学会了思考，事物总有其相对
性。作者以不俗的文笔从柏拉图以前一直到20世纪的整部哲
学史展示在我的眼前。

哲学与科学、信仰三者相辅相成，科学是研究“是什么？”
哲学是探索“为什么？”，信仰则是解决“怎么办？”也就
是说，无论什么哲学，最后必通向任何一种信仰。



正如文中的话“兔子（就是从宇宙的帽子里拉出来的那只温
暖舒适的毛皮深处向下爬，却被这名哲学家中途拦住，他一
把抓住她的后脑勺，将她拉回毛尖（她孩提时代戏耍的地
方）。”我们在生活中，也逐渐把对世界的好奇心磨平了，
如果不是遇到了这本书，我可能就从毛尖上掉下来。

比起亚里士多德，我更赞同柏拉图的理念，鸡与鸡的观念是
鸡先有，而鸡的观念是由观察鸡而产生出的。虽然亚里士多
德发明了各种科学并且加以分类，和在哲学方面的作为，令
我敬佩，但我仍不赞同他歧视女性的思想，“他认为女性
是‘未完成的男人’”。而苏格拉底重视他的良心与真理更
甚于生命，令我感到震撼。

《苏菲的世界》是智慧的世界，是梦的世界。它将会唤醒每
个人内心深处对生命的赞叹与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关怀与好奇。
我愿随着苏菲去探索哲学世界的奥秘。

苏菲的世界读书笔记篇十三

谈之哲学，大家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极其深奥的问题，说实话，
在看这本书前，我也有这样的感受，这种心理迫使我不得不
翻开这本书，去探究它其中的奥秘。看完之后，有一种无法
形容的感受从我心中升腾而起——感到世界是那样的大，我
们就是身在其中的一只小蚂蚁，也感到自己仿佛不是身在其
世界，而是感到我们正在用心与世界面对面的交流。

这本书的作者是乔斯坦·贾德，以《苏菲的世界》一书，奠
定全球十大作家地位，他的书还有很多，我也很喜欢，《纸
牌的秘密》和《玛雅》就是其中的两本。

刚买这个书的时候，我的兴趣并非很大，随手翻了几页，可
是没想到一下子就看上瘾了。这本书不与其他的小说一样，
也只因单纯的故事情节吸引着我们，更是对哲学以美的享受，
一本哲学启蒙书，使我受益匪浅。我们生活的这世界就像魔



术师从他的帽子里拉出的一只白兔。只是这白兔的体积极其
庞大，因此这场戏法要数十亿年才变得出来。所有的生物都
出生于这只兔子的细毛顶端，他们刚开始对于这场令人不可
置信的戏法都感到惊奇。然而当他们年纪愈长，也就愈深入
兔子的毛皮，并且待了下来。他们在那儿觉得非常安适，因
此不愿再冒险爬回脆弱的兔毛顶端。

我在读这本书时，在讲的哲学知识的时候，我仿佛与苏菲一
起到了那个年代，如同身临其境，有趣而又神秘的哲学知识。
在世界的身旁我是如此之小，但是，我虽然小，可我对这个
世界有浓厚的兴趣，我会成为那个魔术师，站在世界的上方
去看世界。去探索哲学，研究哲学吧，他会使你有非同凡响
的感受。

苏菲那种善于思考，积极探索的精神，遇到任何困难她都不
退缩，永远心中都存有一个“为什么”，而我就没有那种精
神，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想算了吧，别人也没有做到，我没有
波要去做，可苏菲并不这样想，只要遇到困难就一定会去想
怎样解决，而不是放弃，我们应该学习苏菲的那种精神，多
观察、多思考、多问一个为什么，你就会与苏菲一样优秀!

《苏菲的世界》，是智慧的世界，梦的世界，他将会唤醒每
个人内心深处对生命的赞叹与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关怀与好奇。
充满智慧的我们应该多当那个魔术师，去挖掘世界那个你不
知道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