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个人的村庄读书笔记(通用8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
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一个人的村庄读书笔记篇一

《远远的村庄》讲述了作者天真无邪的童年，怀念小伙伴小
贝壳小刘海等，怀念自己爸爸妈妈，作者通过有趣的文字与
手绘可爱的插画，展现了一段高尚又纯真的童年乡村生活，
给生活在快节奏和重压力中的你我一缕平静的温暖，让疲惫
的心灵得到安宁。

随着时间的变化，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从小屋到高楼大厦，
从步行到汽车到火车再到飞机，从发电报到智能手机……有
很少的人们能和以前一样，爬个山，放个牛，在河边捉鱼摸
螃蟹，和小伙伴一起爬树，玩，摘野果子……在这本书里你
会发现，你有回到了小时候那种纯真的年代，你会回忆小时
候与小伙伴们玩，在家大老远的地方听着妈妈叫回家吃饭等。
而现在再也回不去了吧或许在这样快速发展的生活下，书写
和回忆是最好的纪念。

一个人的村庄读书笔记篇二

当你感到内心有怨、有憎、有怒、有忧，且挥之不去时，不
如坐下来读一读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那素朴、深沉
的文字，会让你渐渐平静。

在许多人眼中，乡村是贫穷落后、脏乱不堪的，而刘亮程笔
下的村庄，彰显着勃勃生机，洋溢着平和与闲适之美。



“我”是一个平常的人，住在一个小村庄里，一辈子注定没
有什么大事可做，只能闲逛。那不如拎一把铁锹吧，在村外
的野地上转悠，看哪不顺眼就挖两锨。谁家玉米地的草长这
么茂盛，钻进去胡乱地铲上一会儿。到了秋天，就会有一两
株玉米，鹤立鸡群般耸立在一片平庸的玉米地中。“我”沾
沾自喜，只因改变了两株玉米的长势。

“我”无事可做，整日闲逛，像一个永远在路上的流浪者。

“我”与虫共眠，对一朵花微笑，猜想驴和狗的心事，收拾
好院落恭迎第一场雪，在寂静中体悟一个村庄的生
长……“我”体察万物的情绪，视万物为朋友，与万物和谐
相处，“我”是大自然的一分子，与大自然合二为一。

书中很少写到人，偶有提及，也不过是旁观而已，使得这份
从容与和谐，因为缺乏人的温暖，而透着孤独与荒凉。

为什么没有人?为什么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温情?

“一条狗能活到老，真是件不容易的事。太厉害不行，太懦
弱不行，不解人意、善解人意了均不行。总之，稍一马虎便
会被人剥了皮、炖了肉。”

“一条没有主人的狗，一条穷狗，会为一根干骨头走村串巷，
挨家乞讨，备受人世冷暖，最后变得世故，低声下气，内心
充满怨恨与感激。感激给过它半嘴馊馍的人，感激没有用土
块追打过它的人，感激垃圾堆中有一点饭渣的那户人。感激
到最后就没有了狗性，没有一丁点怨恨，有怨也再不吭声，
不汪不吠。”

做一条狗如此不易，那么做人呢?

“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
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我们帮不了谁。”



“有些虫朝生暮死，有些仅有几天或几个月的短暂生命，几
乎来不及干什么便匆匆离去。没时间盖房子，创造文化和艺
术。没时间为自己和别人去着想。生命简洁到只剩下快乐。
我们这些聪明的大生命却在漫长岁月中寻找痛苦和烦恼。”

“蜻蜓飞来飞去最终飞到夕阳里的一堵土墙上。人东奔西走，
最后也奔波到暮年黄昏的一截残墙根处。”

作者对人生的感悟，就隐藏在对风、雪、狗、虫、花、草的
描述中。或许，在万事万物中，人是最令人失望的，人群是
最令人恐惧的。

孤独，有时是无可奈何，但能够享受孤独的欢愉，人生就步
入了豁然开朗之境。

一个人的村庄读后感2

看了《一个人的村庄》，这是继沈从文和汪曾祺之后，我第
一次看到当今中国作家如此具有灵性和才华的文字。他就是
刘亮程。

刘亮程文字的美在于他的纯粹，他的文字歌颂大自然，带有
纯净的诗意的美。他的文字中，你看不到战火和硝烟，看不
到歌舞和繁华，只有村庄和河流，似乎一个人走在大地上，
太阳照着你，风永远吹着。

我想起了梭罗的《瓦尔登湖》，当代最有才华的浪漫主义诗
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的时候，怀里揣着《圣经》和《康
拉德小说逊，还有一本就是《瓦尔登湖》，海子把它当成命
运之书。梭罗说：一亿人中只有一个人活的诗意而神圣。只
有读过《瓦尔登湖》的人才会了解瓦尔登湖是多么的深邃纯
净。我一直觉得，大师就象深邃纯净的湖泊。

一个优秀的抒情的诗人，他们的作品永远都有一个鲜明的特



征——永恒主题，那就是对某样美好的事物的反复歌颂，很
多诗人饱含深情的反复歌颂落叶和露珠。这一切来源于热爱。

刘亮程作品的永恒主题就是村庄。他笔下的村庄，似乎赋予
了生命，我想，身临其境也不过如此吧。他文字叙述所带来
的美感甚至远远超越了村庄本身。

村庄生活是很苦的，我去过很多村庄，一般都是看到他们的
贫穷和落后，还有漫天飞扬的黄土。我到达村庄之后想念城
市的精致物质生活，我在城市想念村庄的安静和安宁，还有
清新空气。

如果让我当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我是不会去的。我宁愿在
城市之中当个平庸的小职员，随波逐流。写下这些文字的时
候我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缺乏的，是一颗感
恩的心，是一颗诗意的，对生活无限热爱的心。

我所欠缺的，正是刘亮程作品中所表达的。

一个人的村庄读后感3

我是在读《一个人的村庄》的时候想起那个问题的。

回答众说纷纭，当时我的选择早已不记得了。捧着刘亮程的
《一个人的村庄》，那个答案突兀地闪现：手上的这一本便
不失为一个好选择。

如果让我用一个字形容读这本书的感受，我会选择“静”。
这些朴实得有如黄土的文字里，藏着一股宁静的力量，静到
一低头就能看见长长的过往，静到能听见天地之间最清晰的
心跳声。

我惊异于字里行间的灵气，而我得知作者只读过五年书后，
我感到了理所当然。只有这样的人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字，



就像他脚下的土地，木讷无言却宽厚温存。那是宁静到极致
后具有的深沉的力量，它迫使我心中的喧嚣沉寂，一寸寸压
低我的灵魂，直至趴伏在大地上感受风的私语和大地的呼吸。

刘亮程是村庄的儿子。他写狗。写马。写虫子，他花了一个
下午的时间观察蚂蚁搬家。写人，熟悉的不熟悉的、友好的
对头的。写房子，他津津乐道着他曾荒废了不少时光的那些
老房子，那些院门、土墙、墙边的树、树旁的烟囱和悠然的
炊烟。写烟、写风景、写木老头;写梦、写死亡和新生。从冬
天写到下一个冬天，写每一个人每一堵墙、每一块土皮都将
归去的岁月，和天空。

他是整个村庄最闲的人，他也是整个村庄最忙的人。他蹲在
田垄上研究风的心情，他为一所房子担忧能否晒到阳光，他
听见一朵野花吟吟的笑声像个傻瓜似的一个人在荒野中笑出
来，他觉得屋后的那个榆木疙瘩是村庄的头颅。

刘亮程以他孩童般的眼光注视着大地的一切，同时他又以先
知般的悲怆预言了生命中吹彻的风和一年年累积的冬日。他
是一个随性的赤子，任由自己飘荡在每一个司空见惯而不为
人知的角落，就像一阵风、一场梦。

那是他的幸运，也是我们的不幸。

拿起这本书，在浮躁的世界里获得暂时的澄澈。我愿意带着
这个美丽的妄想，一个人在无边的海洋上流浪。

一个人的村庄读后感4

不得不说，我在拿到这本书之前对刘亮程是一无所知的。而
后来从文字中所感知到的他，是一个有着很淳朴，却又有深
厚积淀的人。他不同于普通的作家，他写乡村生活，我可以
很分明地感受到，他就是这村庄里的人，就是一个普普通通
的农夫;他又不同于普通的农夫，他能将自己的乡村生活堆砌



成文字，很深厚，直击人心的文字。这样的存在在我的认知
范围似乎是不曾有过的，可能是因为我有种固执的念头，文
人的风骨气质会让他们难以和乡村、和自然彻底的融合。不
过，他做到了，而且是近乎完美地做到了。

初读时我觉得，他写的生活离我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毕竟
城市这个四方的玻璃盒子将我框住已经整整了，我的心、我
的梦想如何膨胀，都不可能超出这个四方的盒子，而他的世
界，是在玻璃盒子之外的，我有心的时候能透过玻璃望上几
眼，却从来没有触及过。我是不知道他与城市有什么故事，
但是我知道，他所在的村庄，似乎是个无比广阔的天地，因
为他能从中获得的，是粮食，是生活，是对生命的感悟，是
很多很多我难以触及的新鲜东西。

他从一草一木，一虫一叶都会有无尽的收获，身边的牲畜，
自然中的小花小草小虫，村里各类的人，都能成为他取材的
对象。这些细小的不值一提的动物植物人物，就因为与刘亮
程有了交集，所以这些小东西的生命里就出现了一篇刘亮程
为他写的文章，不管他知不知道，他的生命就这样被见证了，
他的存在就这样用油墨印刷出来传到了许多的人的手上。他
不会被华丽的词藻渲染，但是他会被刘亮程对生命的体悟所
装饰，所以他上纸之后仍是拥有生命的温度的。这是他们的
幸事。

他从一字一句，一点一逗都能展现出那个小村庄的生息，我
能从文字中听到村庄的呼吸，我从文字中还原出了那个我不
曾到过的村庄，我用这些文字去感受他的生活，最后发现读
完的时候自己竟像是在这村子里也生活了很久了。我从他咀
嚼过的生活中去汲取甘甜的东西，汲取那些说明16年在人生
中着实是短暂的证据，汲取某些人一生都无法领悟的道理，
汲取另一段人生。能够通过文字去看看刘亮程他“一个人的
村庄”，是我的尝试，是我充实自己的捷径。这是我的幸事。

他写出的文字，若转化成声音，说它清脆是不完全对的，清



是少有的清，清亮而自然，但它不似其他的文字那么脆，不
会因为清而轻薄，它们是有重量的，读完之后总会在心里留
点痕迹，时深时浅，但是都不能抹去。我想这是因为他的文
字不仅仅是以记叙描写为重点，而且用自己的体温去焐热了
别人不曾想到也不敢想到的念头，让这些想法一波一波地冲
击在读者的人生观念上。生命之重，他轻松执起，放在自己
写下的文字上，这就是他令人惊叹之处。

再读他的时候，我开始问自己，那个玻璃盒子真的在么，还
是我为自己找的借口?其实只要有“一个人”，就可以在心里
建造出一个村庄，一个城市，甚至是一个世界呢。

一个人的村庄读后感5

早就有朋友推荐《一个人的村庄》，他们都对这本书大加赞
赏，我便被引燃了兴趣。当我满怀欣喜地找来阅读之后，却
大失所望。从体裁上看，像散文?像小说?什么都像，可又什
么都不像!从内容上看，除了马呀，驴呀，狗呀，甚至蚂蚁，
小虫的，还有那个荒芜的村庄，他到底要表现什么根本没看
懂。只是感觉语言粗劣、甚至是无厘头，根本读不下去，因
此没读完便放下了。假期开始了，有充足的时间供自己支配，
也想读点书充充电，便又想起了《一个人的村庄》。我相信
朋友们的审美情趣，相信他们的文学鉴赏水平，他们建议我
去读的书，也一定不会错。因此我再一次捧起这本书，认真
地开始了阅读。我希望能够咀嚼出它的味道。

《一个人的村庄》语言很独特，毫不修饰的纯粹的泥土气息
中，充斥着遍野的庄稼，马嘶牛哞，鹅鸭成群，鸡鸣狗
吠……记得有人这样写他：“乡土气的，朴素到平凡，朴素
到不平凡”。我觉得很深刻。就是这样的文字将泥土的芬芳
融进他的灵魂深处，从而表现出别具一格的独特魅力——也
许就是那种叫“乡土感”的东西吧。

乡土的语言同样有着极为细腻地表达。如他在《远远的敲门



声》中写到：“我时常怀想起这样一个场景：我从屋里出来，
穿过杂草拥围的沙石小路，走向院门……”他在此特别这样
自问：“我不理解自己为什么牢牢记住了这个场景。”为什
么恰恰是“我从屋门出来，走向院门……两道门之间的这段
距离，是我一直不愿走完，在心中一直没让它走完的—段路
程。”然而“多少年之后我才想明白：这是一段家里的路。
它不同于我以后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所以在这
里“我走得轻松自在，不像是赶路，只是在家园里的一次散
步。一出院门，就是外面了。马路一直在院门外的荒野上横
躺着，多少年后，我就是从这道门出去，踏上满是烫土的马
路，变成一个四处奔波的路人。”关于“家”，我们常常形
容为“港湾”，形容为“母亲的怀抱”，但是从文化语境上讲
“家”只是一个词义相对单薄的词，而“乡”的内涵相对则
要显得丰富深厚得多。这两个词的意义看似相近，而实则有
别，只有把它们合在一起，才会让你感到意味深长。所以刘
亮程在他的文字中，看似仅仅在写着独属于自己那个乡村里
的家，但对于有“家”而实际上已经远离了家乡的人，却不
难从中读出很深的感触。他的这类乡土感受，显然不是那种
传统的乡土感所能完全加以涵盖的。我常常听到关于写作中
的独特，另类，我想这应该是一个作家身上最重要的东西之
一，也正是这种东西，决定着一个作家的前途和命运吧。

资料介绍，刘亮程的家在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湾县的一个小
村庄——黄沙梁，这是一个十分贫瘠的沙漠边缘地带。在这
里生活着一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纯朴农民，也孕育了刘
亮程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作家。

刘亮程的文字透视着他的孤独。

说到孤独，刘亮程在《孤独的声音》中这样写道：“离开野
地后，我再没见过和那只灰鸟一样的鸟。这种鸟可能就剩下
那一只了，它没有了同类，希望找一个能听懂它话语的生命。
他曾经找到了我，在我耳边说了那么多动听的鸟语。可我，
只是个地道的农民，没在天上飞过，没有在高高的枝头上站



过，我怎会听懂鸟说的事情呢?”我想这里所隐喻的，不正是
他自己的内心感受吗?在那样一个闭塞的地方，那样一群人们，
只知道春种秋收，在沙土地上寻找生命，只知道“牲畜、草
木、天气、一小片阳光，吃、劳动、睡觉。除了这些小事再
没啥想头”。至于他的什么散文啊，小说啊，文学意像啊，
没人会感兴趣。因此那种找不到“同类”的感觉，怎能
是“孤独”这样一个词语便可以解释的!

在《家园荒芜》中作者写到：“故乡是一个人的羞涩处，也
是一个人最大的隐秘。”当“我把故乡隐藏在身后，单枪匹
马去闯荡生活”，昔日的黄沙梁没有变成想象中的样子，却
是更荒芜了。又是时间，不仅把人和事淡化了，更把希望中
的景致摧毁了。这种摧毁比兴旺和繁荣都要“更强大，也更
深远地浸透在生活中、灵魂中”留给人一种苍凉和无奈。

有人常说，因为改变，所以怀念。故而，这苍凉，是时间匆
匆流逝的结果，是作者内心最真实的感受，也只有经过时间
磨砺的孤独才如此真实而感人。我想，是不是我们的内心深
处都有一个人的村庄呢?自己的灵魂就栖居在村庄里，无论世
界怎样车水马龙，怎样喧嚣沸腾，自己都是孤独的，心底的
苍凉，只有自己才会真正的理解。

在刘亮程的文字中，所有的鸡鸭猫狗、驴马牛羊、草木鱼虫、
风土山水，都被他赋予诗情画意般的臆想的升华。

刘亮程的散文写“物”明显要多于写“人”。似乎他对那些
极其普通的草木与牲畜，也总能别有一种了然和会心，所以
它们一经出现在他笔下，往往都会给人带来一种很新鲜、很
深邃的感觉。但刘亮程回过头来会不无狡黠地告诉你：“我
从草木身上得到的只是一些人的道理，并不是草木的道理。
我自认为弄懂了它们，其实我弄懂了自己。”正是由于他能
够在事物这面“镜子”里，看清了人生的某种面貌或意味，
所以他才能够时常把物境和人境写“通”了。比如他这样写
到狗：“一条狗能活到老，真是件不易的事。太厉害不行，



太懦弱不行，不解人意，太解人意了均不行。总之，稍一马
虎便会被人剥了皮炖了肉。狗本是看家守院的，更多时候却
连自己都看守不住。”在这里他看似在感叹狗的一生，其实
笔笔道出的，不也是人间的沧桑吗?做人难!

《一个人的村庄》是极端的，他对一切乡土的东西毫无保留
地赞颂，这种不计客观的近乎沉湎的偏偏执的爱，令我异常
惊讶，又不能不去赞赏。

其实一直到今天，我都还在怀疑，我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读懂
《一个人的村庄》呢?我的这些文字所表述的是不是有点意思
呢?如果有人说你懂了，你的解读很准确，那我一定会心花怒
放。至于好在哪里，我还是说不出来，“很特别”是我给的
定位。对于这种特别的文字，我心存敬仰!

一个人的村庄读书笔记篇三

躺进一块草地，听风声，看一只蚊子，或一只蚂蚁，还有一
些叫不上名儿的昆虫。和作者一起抗一把铁锨，拿上半截麻
绳，随意地在地头翻弄着。带上一把镰刀还有收不完的麦子，
割不尽的青草。

或跟他一起爬上一个屋顶，或骑在一个墙头，看着村庄的日
出日落。或跟他一起赶着牛车去更远的隔壁沙滩打柴或挖树
根。

风是整个村庄的动态。有了风，炊烟也会活了许多。有了风，
开门闭门的事仿佛不是人干的事了，是风说了算。

一棵树或几棵树根都扎的很深。树有根，人亦有根。在根的
黄沙梁全是对先父的怀念和对后父的感念。寻求黄沙梁的足
迹成了作者寻根的唯一的寄托。

一个人的村庄里，把一个人写活了，整个村庄也活了。一个



人离开了村庄，把对故乡的思念融入到了一条路，一堵墙，
几只蜻蜓……几根柴火……融入到了荒漠的尽头。

黄沙梁荒凉了起来，荒凉到了心头，以至于不敢走近一步。

本文从细小的物件述起，从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故乡的人和物
的怀念。一个西域戈壁上的村庄，却流露着河西陇人的文化
底蕴，足以看出作者对农人的生活不再是了解，而是刻在了
骨子里。沉甸甸的文字倒出的是农人的辛酸。犹如佛乐般地
忏悔着，让我们曾经离开了土地的人们回想起尘土的世界，
便有了安静的思考。

一个人的村庄读书笔记篇四

这是怎样一个虔诚的行吟者，他的笔端是怎样触摸到自然最
柔软的心脏的，他古朴的行走穿越那些他深爱的土地，是用
什么样的方式获取山河古老的芬芳的，真的是一个谜。

像一个个美丽的传说，经由他温软的唇传达给每一个读者。
每时每刻他都在行走，却从未远离他一个人的村庄。黄沙梁，
他年年月月在这个地方行走。一支温柔的笔，一颗多情的心，
那么多年以来从没有放弃行吟。走老了时光，走得一粒沙一
棵草都与他熟识，走的每阵风每片云都禁不住给他温柔，走
得每头牛每只鸟都成了故人。他一直在行走，真的像一条永
无止境的河流。

“我相信我的每个行为都不同寻常地充满意义。”他这样写
道，“我是一个平常的人，住在这样一个小村庄里，注定要
闲逛一辈子。”闲逛，人生也许真的就只是一场闲逛，我们
在闲逛的时候顺便做了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给我们以快乐
悲伤痛苦以及幸福。而他，不过是闲逛人海里的一个，有着
一个特定的代号，闲逛的时候顺便张开他的唇歌唱身边的事
物。



他行走在荒凉的西北，走在一个我们在中国地图上找寻不出
来的村庄，走在一个现实中或者意念里的小小村庄。这个村
庄属于他一个人，或者说，他属于他的那个村庄。他生于此
长于此，闲逛大半生，恍然发觉应该做点什么。“我得给自
己找点闲事，找个理由活下去。”于是他写作，他歌唱，他
聆听，他对一切他所遇见的生命表达自己的情感。这是最有
意义的事情。

他在行走，从出发到回来，就是一生。很多故事流淌成传说，
很可能乡音也成旧事。一些鲜活的生命走进坟墓，而那些看
似永恒的事物也无时不在发生变化。出发以前属于自己的，
再回来已经成为别人的专属。那时候我们只剩下一快墓碑，
一堆黄土，一个游荡无可归依的魂。没有人记得你来过走了，
没有人在乎你笑过哭了。生命是这样短暂的演出，这样孤独
的行走，这样悲情的叙述，这样阴暗的桥段。

一辈子住在一个地方，一辈子睡在一个人身旁。这就是一生。

什么都终结的时候啊!

如果一个人在路上不停地行走，他会回归吗?他说，炊烟是家
的根。又说，一个人心中的家，并不仅仅是一间属于自己的
房子，而是长年累月在这间房子里度过的生活。只是我不知
道，一个人的村庄可有炊烟;只是我不知道，一个行走的除了
以天地为家他还拥有什么。

“我”——这个书本里不停不停行走的男人，来自现实还是
作家的意念，我想他应该不仅仅是一个个体，他是一个群体。
一个享受自然与生活，热爱生命以及其余一切的群体。其实
一个人的村庄我们每个人都有，但各不相同，因为我们每个
人的生活都不同寻常。

有人说刘亮程是中国最后的散文家，而我则以为他更应该是
一个诗人，他敞开自己赤诚的胸怀，吸收天地的任何一丝芬



芳，用他多情婉转的笔讲述给我们在尘世嚣繁里奔忙劳累的
心灵听。

相信这样的行吟，是一种责任，或者说，一种与生俱来的使
命。

一个人的村庄读书笔记篇五

身边很喜欢远远的书的大致只有我和娟，或许是因为我们的
童年，生命里最高尚的日子，都在村庄。

记得看完《丰收》，与娟就有说不完的感想。当时想写点什
么，不知为何又停止了，想想便觉遗憾，那种感觉很难得，
应是记得纪念的。

这次读了《远远的村庄》，觉得就像在读自己的小时候。书
的后记让我感触颇深，现在的村庄不再是小时候的村庄了，
村小不在了，草像疯了一样盖满去村小的路，我大概也有9年
没走过了。

我没有远远勇敢，我从不敢狠狠的指月亮，因为我对“指了
月亮，割耳朵”的言论深信不疑。只是某个黄昏，实在忍不
住，悄悄的小小的指了下，指了就后悔死了，又心想，月亮
应该没看见吧，然后一直捂着耳朵。第二天起床，左耳下真
的有个小口子，从此，再也不敢了。就连学了张衡数星星后，
爸爸也鼓励我去院子里数星星，我打死也不干，因为怕不小
心数了月亮。

从小，我就是让人羡慕的教师子女。在村小，四十多个孩子
抢一个篮球，那是唯一的玩具，应该比nba激烈多了吧，男生
一派，女生一派，不管谁，只要是女生，抢到篮球立马给我，
因为我爸是陈老师，没人敢来抢我的。

我家没有狗，更没有像小黄那样的白狗，和我有过深厚感情



的是一头黄牛，有段日子，每天下午我都要提着苹果去放牛，
后来，家里大人打算把牛卖了，听说，牛被卖了之后就会被
买牛的人杀了卖肉，有天晚上，我想着想着，就哭了。卖牛
那天，我不敢看，回头爸爸说，牛还哭了，牛真的会流泪。

小孩子都喜欢甜食，很久很久没有吃过糖的我，突然看见大
我5岁的军哥在院子里吃着酥心糖，可怜巴巴的我只有倚在门
口吞口水，突然，军哥走过来说：想吃糖吧，感冒冲剂也是
甜的，快去吃。于是，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会偷婆婆的感冒
冲剂，真甜！

那些年的我，滚的了铁环，织的了毛线条，偷的了黄瓜，打
的了架，演的了白素贞……想想就觉得能干。

儿时的村庄不在了，大多老房子也拆了，修起了小洋房，全
是白的。我家没拆，不过搬走了，院子里的6家人，如今只剩
两家。梨树还在，树下还有爸爸为我种的状元花。

不过，村里依旧的不止夜晚的星空，还有我们陈家的大院子，
大概我的有生之年，它都不会消失。以后不管在哪，我都会
定时回去，因为村庄有两样东西在等我，小时候和爷爷。

一个人的村庄读书笔记篇六

最先是从《 今生今世的证据》 这篇课文开始接触刘亮程。
那篇文章极好，极平淡的文字极普通的事物延伸出极广阔的
文思。会不会当一切曾经属于我和环绕在我身旁的所有物质
都消散的时候，我的存在也就那样变成了不存在……我真的
在世界上度过了属于我的一生么?全文通读罢，这样深刻的疑
问在脑海中震荡。还记得，同寝好友在读了这篇文章后对我
深深感慨“这篇文章写得真好。”

那个时候对刘亮程文风的大致猜测是文风沉重，文章内容应
当是多属哲思。然而《一个人的村庄》中的文章内容勉强可



以将其归属于哲思，但是和文风沉重是完全没有一点干系。

刘亮程的每一篇文章可以说是在调侃中衍生，每一篇文章在
我看来都总有那么一点自嘲和嘲他。整本书就好像刘亮程在
跟我说话，文字是那样直白生动，你甚至可以想象在那时他
的表情。但只能说是他在跟我说话不是跟我对话。因为整本
书的紧凑感和文章间那无以名状的联系都无法令我插一句话。

文章所描写的事物你一点都不陌生，就在生活中随处可见。
或许这样说还不妥，文章所描绘的事物极少应当是文章所描
绘的事件那样普通，普通到我们每个人身边都发生过无数次。
我们根本就不会去注意那样的事件，但是刘亮程却注意了何
止是注意呢。全书由这样细小的事件组成由不得让人感慨他
难不成是把所有的时候都花在这些琐碎上了么。我相信那所
有的一切在刘亮程眼中绝不是琐碎，他将它们视作生活的最
真并用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去感知。

随着所读篇篇目的增多便发现一个极其明显的现象便是刘亮
程对于自然万物的态度。虫子、驴、牛、村口的那棵老
树……等等在他的文章中层出不穷。并且从文字中你丝毫不
会觉得这是动物或者植物，你会觉得这些事物和刘亮程生活
在一起他们有自己的思想和生活。不是就那样呆呆的伫立或
是无力的过活只有几个月的生命。这本书给我的最大震撼就
是刘亮程真正将天人合一，万物平等的思想彻底消融和实践。
倘若只是将这种想法挂在嘴边是无法真正享受到如书中所描
绘的那样世间万物皆如己出的和谐的。

这还不是刘亮程最令人感到钦佩的，最令人钦佩的是他对于
性这一敏感话题的认知。在他的笔下性这一话题出现的频率
已经不能算少了，有时候再搭配上他那如口述般的文字你会
觉得这简直就是他生活中极其普通且不可缺的部分。

这是对人性认知的何等高深境界。他将其作为人的本性完全
接纳了，不带一点偏见和偏激。将其视为人固有的本能，你



无法回避你身上所存在的这种欲望那就接受你的身上存在这
种东西。接受并且真正认知它，然后控制它。与他这种毫不
掩饰的坦荡相比那些禁欲者是何等的小气和落后，连自己都
无法接受的人又谈何去说教和感化他人。

你无法想象一个人可以用那样独特的视角去解释生活中的一
切。

最后一点，我无比要提。刘亮程的文字看似像是口述实则完
全不然，把你读过的文章并且做出注释的地方再细细品读你
会发现其中所蕴含的匠心之深厚。

最是生活见繁华，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黄沙梁——刘亮程。

一个人的村庄读书笔记篇七

翻开《一个人的村庄》，就有一股乡村的气息扑面而来，文
中所描摹的景状、人物、生活都是在城市中难以见到的、泛
着香喷喷的土味儿。

这本散文集在漫卷的黄土细细狗吠声声的背后，我还能听到
一个善于思考的灵魂在向我讲述他对世间万物的看法。在他
的眼中，那狗、那牛、那马、那驴，甚至是吸血的小虫、一
个直戳戳的榆木桩子也是有性有想的，他不辞劳苦地为黄沙
梁里的牲口们的一举一动添上了注解，也像是在为自己的人
生记录着些什么、对读者交代着些什么。这也就是刘亮程的
与众不同之处。

是走或留、是喜或愁，一个人的村庄里装不下世界的全部。
年复一年，落不尽的风沙残酷的刮着，摸摸自己粗糙的脸庞，
是这世界改变了我还是我改变了这世界?抑或是我们都在兜兜
转转中忘了初衷，那么大的一个圈子走下来仍旧停留在原地?
没有答案，本就不该有答案，短暂的一生学不会世界上的一
切道理。谁曾意气风发地走出去，谁又曾犹犹豫豫的留了下



来，谁曾想要挡住时间的流逝，谁的坚硬的心却被镰刀磨臼
得长出了一道道柔软的皱纹，是刘亮程，是我，也是这世上
的所有人。

“随便一件小事情都可能把我引向无法回来的远处。”“在
我们看不见的角角落落里，我们找不到的那些人，正面对着
这样那样的一两件小事，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一辈子”。

“在一个村庄活得太久了，就会感到时间在你身上慢下来，
而在其他事物身上飞快地流逝着。有些人，有些东西，满世
界乱跑，让光阴满世界追他们。他们最终都没能跑回来，死
在外面了，他们没有赶回来的时间。”

一直就很喜欢刘亮程这些寓意深邃的语句，虽说这些对生命
的回顾与检讨在内容上并不讨巧，未经过世事的人看不懂，
饱经沧桑的人又不敢看，然而这并不降低它本身所具有的价
值。不老的黄沙梁里记载着的不仅是一个人逝去的青春，也
是一个人积累了许久的智慧。

而我要说，宽容些吧，这世界既然容得下欺骗与肮脏，那么
也应容得下那些虽说有些自欺欺人的梦想。我们需要这样一
片村庄来修养身息，虽然你可以指出这片村庄太过于理想，
与现实背道而驰，但你却不能否认你也向往拥有这样一片村
庄，向往手持一把好镰刀割草，向往丢掉城市里那些太多太
重的包袱，只是向一朵花微笑就足够了。

一个人的村庄读书笔记篇八

近几日经朋友推荐，我开始看刘亮程先生的《一个人的村
庄》，开始时并不以为意，因为之前并未听说过这个作家，
对他及他的作品并不了解。可是读了几篇过后，我就彻底摒
弃了先前的想法，它确实值得看。我发现作者总是于平凡中
发现不平凡，文章似乎句句饱含深意，耐人寻味。



虽然我现在看的还只能说是九牛一毛，但感触却还真不少。
例如《风把人刮歪》一文中所说：“风把人刮歪，又把歪长
的树刮直。风从不同方向来，人和草木往哪边斜不由自主。
能做到的只是在每一场风后，把自己扶直。”其实人有时候
和树一样，对生命中突然刮来的风无可奈何，能做的就是在
每一场风后将自己扶直，记得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们无
法改变环境，却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情。”既然“大风”不可
避免，事实也无法更改，我们能做的就是“风”过后重新站
起站稳，等待下一场“风”的挑衅。

又如：“不管你喜不喜欢，愿不愿意，风把你一扔就不见了。
你没地方去找风的麻烦，刮风的时候满世界都是风，风一停
就只剩下空气。天空若无其事，大地也像什么都没发生。只
有你的命运被改变了，莫名其妙地落在另一个地方。你只好
等另一场相反的风把自己刮回去。可能一等多年，再没有一
场能刮起你的大风。你在等待飞翔的时间里不情愿地长大，
变得沉重无比。”有时人在自然界中真的如草芥一般软弱无
力，既然如此渺小，我们就不能只是坐等时机，而应该积极
主动争取，趁风未来之前，要么努力使自己变得强大，风吹
不起；要么找个地方扎根站稳，风吹不动。

再如：“这些一墩一墩，长在地边上的铃挡刺，多少次挡住
我们的路，挂烂手和衣服，也曾多少次被我们愤怒的撅头连
根挖除，堆在一起一火烧掉。可是第二年它们又出现在那里。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吧。可能
我们每个被挡的人都曾有过这种冲动，将其连根拔除，堆在
一起一把火烧掉，然后恨恨的，解气的说道：“让你拦我路，
叫你刮我手和衣？”但又是否有谁会站在铃铛刺的角度上考
虑过它此时的想法？“明年我还会再长出来的。”这或许正
是我们人类所不曾考虑和欠缺的吧，像铃铛刺一样顽强的意
志与生命力。无论我们对它做什么，第二年它依旧会重新出
现在那里。

还有，在《永远欠一顿饭》中所说的：“我就这样给自己省



了一顿饭钱。这又有什么用呢？即使今天早晨我突然暴富，
腰缠千万，我也只能为自己备一顿像样点的早餐。却永远无
法回到昨天下午，为那个又饿又累的自己买一盘菜一碗汤面。
”确实，我也常抱着这种想法，认为现在年轻，精力旺盛，
成天熬夜，妄想着哪个假期或周末狠睡一觉补回来；为了学
业常常假期还留在学校，妄想着等学有所成再回家多陪陪父
母家人。可是，这一切真的可能么？真的能够补得回来么？
现在想想觉得当初自己的想法是多么的可笑，过去的就是过
了，又如何能够补得回来。“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现场
直播”，我们能做的就是认真过好每一天，做好每件事，合
理安排自己的时间。

在《狗这一辈子》中是这样描写狗的：“狗本是看家守院的，
更多时候却连自己都看守不住。”因为“太厉害不行，太懦
弱不行，不解人意、太解人意了均不行。”总之，稍一马虎
便会被人顿了肉剥了皮。所以说“一条狗能活到老，真是件
不容易的事。”人们总是自哀自叹说人活着不容易，殊不知，
其实狗活着也不容易，到底还要看我们人的意思。

虽然读刘先生的作品才几篇而已，但或许是因为同是从乡下
走出来的。在他的作品中感受到了家乡的味道，童年的味道，
熟悉的感觉。我时常觉得自己无话可说，无事可写，读了
《一个人的村庄》，里面写的都是生活中的小事，普通、简
单，可作者却总是能从这些平凡中发现些什么，然后传达些
道理给我们，这大概就是他的作品深深吸引我的地方了吧。

《一个人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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