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我要看空谷幽兰 空谷幽兰读后感
字(优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我要看空谷幽兰篇一

这是难得的一本揭示隐士文化的书。难得的是作者是一个外
国人，更难得的是他的中文（包括古文）非常好，比一个土
生土长的中国人还要懂中国文化。隐士是我国古代一帮特殊
群体，他们内心坚定，意志强大，目标明确；他们中既有高
级知识分子，也有没什么文化的山里人，他们有男有女有老
有少，但他们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全部都幽居
在崇山峻岭之中，特意的隔绝一切人际交往，独立出人类社
会。本书作者不辞辛苦，亲身游历这些人迹罕至之处寻访此
类隐士，并记录下他们的生活状态和一部分思想状态。这些
都是以平叙的写法记叙，没有作者的评论和思考，也许作者
目的也仅仅是为了告诉世界有这么一类人吧。看完这本书并
没有让我对隐士文化产生更深入的了解。我所知道的以陶渊
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清高范儿为特征的隐士人群依
然和我认为的一样——要么假清高要么蠢清高，最后一种真
的高....而第二种隐士——宗教隐士，则依然是不懂。他们
的目的，他们的世界观，是什么让他们具有如此虔诚的信仰，
统统依旧是迷。所以读完这书基本就是跟着作者去了趟名山
大川，却可惜并没有和隐士们有深入的交流。当然我这辈子
都是不会去寻找隐士的，因为太苦了。

所以正如隐士们说的那样：无法持戒就无法静心，不能静心
就不能修行，不能修行自然也不可能开悟或者飞升了。但我
若都不知道修行的目的，我又怎么会选择走这条路呢？特别



是这条路如此的艰苦并且还可能会走不通。

我要看空谷幽兰篇二

读罢《空谷幽兰》，掩卷沉思，书如其名，笔淡然，如孱孱
流水一般娓娓道作者一路寻访到的中国隐士，确切地说，是
终南一带的隐士，因为作者溯本追，发现终南自古便是隐士
们喜爱的清幽修行之地，如今亦是，作者便将其作为寻访重
点。

书中记录了作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一路寻访
到的很多位隐士，有修道者，有修佛者，也有佛道兼修者。
这些隐士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不识字的修行者，也
有北大毕业后开始修行的人……虽然他们修行的法门不同，
但是殊途同归，他们都住在远离红尘，人迹罕至的深老林，
坚定毕生修行的信念，寻找人生的解脱之道，他们就是终南
空谷中的幽兰。

“隐士”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词，中国人已经不相信还有什么
隐士存在，但天真的老外却对此不死心，比尔·波特便是不
死心的一位，他于1972年离开美国到中国台湾，在一座寺院
中生活，他这样描述：“天亮之前就起诵经，夜晚听钟声，
一日三餐素食，一个房间，一张床，一顶蚊帐，没有钞票。
如果我的腿太痛了，或者对禅垫感到‘深恶痛绝’的时候，
我就读书。”

让比尔·波特对隐士这种生活方式感兴趣的原因是他的生活
与他对隐士的想象，他这样想：“在云中，在松下，在尘廛
外，靠着月光、芋头过活，除了之外，他们所需不多：一些
泥土，几把茅草，一块瓜田，数株茶树，一篱菊花，风雨晦
瞑之时的片刻小憩。”

从神农架到秦岭，作者一路走、一路停、一路思考，他几乎



对遇到的每一座道观或寺庙都作了详细的考察。通过与这些
修行者的交谈阐释道的意义。然而这些道观或寺庙中的修行
人，修行之路却困难重重。因为当地政府为了发展旅游业，
很多寺院或道观被政府统一规划管制，且还有佛教协会、道
教协会的管辖，身在其中，想自由修行很难，想安静修行更
难。为了能够更本地了解隐士，作者把目光转向了那些在大
深处能够自由修行的隐士。为了见到这些隐士，他有时会一
连走上几个小时，有时还会遇到野兽，有时必须翻越极其艰
险的路，如华之上垂直九十度的攀岩……但是他从没有停下
寻访的脚步，像那些修行人一样，一直在求道的路上。他虚
心向每一位隐士问道，并切实关心他们的生活身体状况。这
些修行者与波特交谈的内容主要是生活方式，自己的经历，
对道的理解。有些人的理解简单而透彻。

作者在书中记录了多位隐士心中对道法、佛法的认识。有个
叫宝胜的和尚讲：“真修行的人太少了。至于我自己，我不
怎么修行。我晚上打坐，白天干杂活儿。我只是在照管这座
庙。”这是得道之人所说的话。

另一位修行者说：“万法同，万法同理，万法归一，无论走
什么样的修行道路，只要保持一念正觉，当下就是净土。”

陈世杰道长这样谈修道：“当人们努力去寻找道的时候，他
们就失去了道。他们混淆了有和无，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只是
修德（美德，精神力量），德包括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心、
我们的想法。真正的德导致真正的道。但是大多数人修的不
是真正的德。他们修炼的是神通和心念，于是我们以为他们
得道了。但是他们错了。修习真正的德不是要去掉所有的神
通和念头，像一个婴儿一样，无看而看，无听而听，无知而
知。首先你要修德，道自然就了。”这是我听过最好也最透
彻的对修道的说法。

在中国，这些修行者们，生活清朴，物质要求极为简单，他
们志在修行，严守戒律。事实上，西方也有隐居这种生活方



式，美国自然学的作者们比如梭罗、惠特曼、巴勒斯、缪尔、
奥斯汀、艾比、迪拉德等都有过隐居的生活。他们提倡去接
近自然，经历自然，融于自然，并将这种与自然同生长的生
活方式记录下，写就了如《瓦尔登湖》、《少雨的土地》、
《汀克溪的朝圣者》、《新鲜的土地》、《日光》、《自然
之道》、《鸟与树》、《叶与蔓》等等著作。他们既是作家，
也是农夫，最著名的莫过于巴勒斯的“间石屋”，惠特曼在
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巴勒斯掌握了一门真正的艺术——那
种不去刻意追求，顺其自然的成功艺术。”当时的总统西奥
多·罗斯福、发明家爱迪生、汽车大王福特、诗人惠特曼均
过他的“间石屋”做客。“间石屋”几乎成了十九世纪美国
自然学的象征符号。巴勒斯去世后，美国设立了巴勒斯纪念
协会，“间石屋”更是被作为国家历史遗产受到保护。

可以看出，东西方隐士既有相似，亦有区别。相似之处在于
对繁华尘世的厌倦，不喜欢过社交过于频繁、打理杂事的生
活；此外，都热爱水、热爱自然，以自然为生活与修身之道，
这个自然不仅是作为对象的大自然，也是“自己本这样”的
自然，自然运行之道。这些隐士们心都很安静，所需要生活
物资极少。用比尔·波特在书中的开篇说，是这样的：“吃
得很少，穿得很破，睡的是茅屋，在高上垦荒……他们与时
代脱节，却并不与季节脱节，他们弃平原之尘埃而取高之烟
霞；（fsir）他们历史悠久，而又默默无闻——他们孕育了精神
生活之根，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社会中最受尊敬的人。”

当然，西方当代的隐士更为务实和通融，他们不拒绝名声，
有的甚至有很高的社会声誉，并利用这些声誉去做影响社会
的公益性事业。比如爱默生、巴勒斯、利奥波德等，这些隐
士们还把自己的隐居生活写成书籍，如《瓦尔登湖》、《醒
的森林》、《夏日走过间》、《沙乡年鉴》等，成为北美出
色的自然学的传世名著。

或许可以说，东西方的隐士以接近自然，严守戒律的相似行
为探索和寻求生命本真的道法，但是他们将各自的体验又以



完全别样的路径予以传递。

在工业社会，隐居已是一种“奢侈的清贫”。这种清贫不是
缺少的清贫，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的省略，是万千繁华只取
一朵的审美，是回归内心宁静的智慧。是一种用减法甚至除
法去过的生活。它的奢侈在于不是增加，而是减少。

对于现代人而言，隐更多的是一种心境，就如安妮宝贝在序
言中所言，“对于城市中的人说，置身滚滚红尘浪滔天，每
天面对无数欲望颠沛，若能保持自持修行的坚韧，遵循品德
和良知，洁净恩慈，并以此化成心里一朵清香简单的兰花，
即使不置身于幽深僻静的谷，也能自留出一片清净天地。”

我要看空谷幽兰篇三

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

作者沿着终南山—华山—太白山，寻访在深山中的隐士。作
为无神论者，每次遇到寺庙道观，我自然是不上香的，因为
我知道我的心不诚，但是依然尊敬这些修行人。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的选择，从没有对错，有人追逐名利就有人清心寡欲，
没必要效仿谁，也不需要夸贬，你只需要知道你真心需要的
是什么就好。

有人说过选择信佛信道的人都有逃避心态，可能是我见过的
假信徒太多，让我对佛道有种抵触感。这本书的内容确实让
我对佛道，修行人有很大的改观和更深的了解。

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很难想象深山老林里的修行生活之艰
苦，看到书中很多位大师，为了不受人们的打扰往搬到更深
的山里去住，路途艰险，生活艰苦，真的很动容。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一直有人愿意在山里度过他们的一生。
吃的很少，穿的很破，睡的是茅屋，在高山垦荒，说话不多，
留下来的文字更少——也许有几首诗，，一两个仙方什么的。
他们与时代脱节，却并不与季节脱节。他们弃平原之尘而取
高山之烟霞。他们历史悠久，而又默默无闻——他们孕育了
精神生活之根，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社会中最受尊敬的人。

我要看空谷幽兰篇四

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寻找传说中的.隐士，这
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

这是缘！

中华文化是一种神传文化！中国人的骨子里，都是追寻智慧，
追寻解脱的！

文化基因决定，中国人有隐士梦！

修道，就是为了寻找本性，开悟！

甚是喜欢王维的这首《终南别业》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我要看空谷幽兰篇五

读的不用心，不敢妄评，只是略微记一下书的大概内容：



看完了《空谷幽兰》和《禅的行囊》这两本书，如果我把它
们说成是两本别开生面的旅游指南，不知道这样评论是不是
对，一本是讲述隐藏在深山的道士，一本是讲述住着和尚的
寺庙，作者的讲述很是幽默，历史和当今衔接的毫无缝隙，
一个外国人，对古代的故事了解的那么多，真真的是让人佩
服。

感觉禅和道都是很深奥的，那些类似于文言文的文字——甚
至比文言文更让人不知所云，需要静下心来慢慢的读，慢慢
的理解。

我去过的寺院不多，很早以前去过少林寺，去只是单纯的去
爬山，现在对少林寺已没有了任何的印象。

去过开封的相国寺，寺院里游客甚多，香火旺盛，寺院里的
和尚诵经念佛，好像只是为了让游客拍照，摆摆样子而已，
呵呵，我这样说似乎对一心向佛的师父们有点不敬了。

对于修行的人，我很想知道他们最后的开悟，悟到了什么呢？
比如说一个禅师说的“吃茶去”，悟性高的人就会醍醐顿开，
还有那沾花一笑，哎呀，不懂不懂，真是太深奥了，总是看
的一头雾水。

这尘世，我们看透了，便是看透了，我们看开了，也便是看
开了，而禅和道却是我无法深入的神秘世界，也许这就是无
缘吧。

莫要笑我写的这不伦不类的'文字，我也不知道我写的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