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解忧杂货铺阅读心得 解忧杂货店的
读书心得体会高中(通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
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
一起来看一看吧。

解忧杂货铺阅读心得篇一

很早就已经把它摆到我的书架上了，也很早就把它读完了。
但书的内容相当深奥，读一遍是不足以理解其内涵，这才又
读了一遍。就几个问题随便侃几句。

易先生在讲孔子学而优则仕的时候(p17)，引用了论语中的一
句：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然后解释为：一年初见成效，
三年大获成功。印象中我学古汉语时，这个“期(ji1)”
当“满”讲，也就是说“期月”是满一个月的意思。换个角
度思考，“期年”是什么意思，是满一年，还是十二年?显然
是易教授错了。

《论语·里仁》里有这样一句话：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
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这句读起来是有点问题，联系上句感
觉应该是“不以其道去之”为好(p18)。易教授也不管这些许
问题，就自顾的揣测起来了。我翻过朱熹的《四书集注》是
这样解释的，谓不当得而得之。我仍然不解，富贵可以得，
难道贫贱也要得?惑矣。

在君子固穷这篇里看到一句话，说得太实在了：君子于其所
不知，盖阙如也(《论语·子路》p19)。意思是说君子对自己不
懂的事情是应该保持沉默的，不能信口开河。几千年前的孔
子就已经有如此思想怎能不让人敬佩，这是实事求是的根源。



知之为知之，不知可以google知，为什么要忽悠?想想你身边，
这样的人还不在少数。其实他不知道，纯粹在那瞎咧咧;当时
你也可能上当，但终有一天会明白这才是“小人”的嘴脸。

愚不可及只是一俗语，绝不是成语，可见教授也不过如
此(p20)。原意是指卫国大夫宁武子在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时候
我们(指孔子)比不上，到后来意思就变味了，有趣。

易教授认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句话中
的贫与寡错位了，并做出了解释(p24)。我认为寡指少，指的
是财产少而不是人口稀少，才会担心分配不均衡;贫当然是贫
穷了，贫穷才会滋生盗匪，比如索马里海盗，才会担心政局
不稳定。据此看两字并未错位，只是解释的方法不同而已。

讲儒墨之争时提到了墨子与巫马子(孔子的疑似弟子)的两场
辩论(p52、70)，整个的思辩相当精彩。乃至本书的作者也沿用
了这一方式，所以这本书很深奥、很难读。往往是字读完了，
但思维没跟上。我推崇老庄，所以对他们的著作多少了解一
些，而对《墨子》却从未读过。有机会真该读一下，看看巫
马子到底还说了些什么，让墨子驳得体无完肤。

讲到墨子的逻辑时(p72)，易教授用人文的方法推翻了墨
子“兼则爱，别则恨”的论断，这种方法让我理解起来稍有
困难。我想到了一个数学逻辑的方法，就是充分与必要条件。
在《兼爱下》里墨子论证了“恨则别，爱则兼”，是相当有
道理，但如此便说反之亦然就有问题了。恨(爱)是别(兼)的
充分而非必要，所以倒推是不成立的!也就说“别则恨，兼则
爱”这个命题不成立。

曾子曰：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p79)。“出尔反尔”这个成语
应该就是从这来的。原意是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怎么对
待你。而今这个成语多比喻反复无常，言行前后矛盾。意思
是说出口的是你，不算数的也是你，总之意思变味了。又学



了一个词儿。

五服这玩意，中国人都知道，又未必都清楚;其实它是一种礼，
一种丧葬制度(p208)。这些东西我们至今仍能看到，比如葬礼
上的黑箍儿与白箍儿。这实际上就是要“别内外，定亲疏”，
不仅如此还要“分长幼，等贵贱”。看了这些之后，才理解
了古代官员的丁忧等等。

宗法制规定只有嫡长子才能继承父家长的血统、爵位和财产，
故嫡长子就是君之子，简称“君子”。而旁支庶出的次子、
庶子就是小宗之人，简称“小人”。所以这两个词的本义也
就是身份意义和等级意义，即君子是贵族，小人是平民。而
后逐渐演变成道德意义，也就是“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
戚”(p240)。

商容三问老子(p255)，我倒是第一次听说。问经过故乡要下车，
是不能忘本;问经过大树要趋行，是应该敬老;问舌在齿尽，
是讲刚亡弱存。明此三问，天下事尽矣。通观《老子》一书
都是在讲柔能克刚，弱能胜强。说白一点就是要装——装孙
子，于是韬光养晦四个字很有深意。

看到这句“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我想到另
外一句：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慢随天外
云卷云舒。这些就是我读本书的一些感想，总之诸子的思想
很丰富，需要我们慢慢体会回味。

解忧杂货铺阅读心得篇二

当自己合上此书，脑海里面还继续想象着后续的故事。

想到这些的问题，我不禁对自己的操心感到好笑。这本最不
像悬疑小说家写出来的小说，来自写了《嫌疑人x的献身》东
野圭吾，很多书评人都在说这是本超越了悬疑推理小说的范
围，但是比悬疑小说更加紧扣人心。



开始的时候故事十分零散，正如章回体小说中不同的故事被
打散重新编排一样，能将一切故事连接起来的就是故事中
的“浪矢杂货铺和那个牛奶信箱”。

故事的开始应该是从浪矢爷爷年轻的时候开始，一段受到家
庭阶级阻拦的爱情成为了故事最开始的缘分。由于没有成功
的私奔，浪矢爷爷选择了回到故乡过平凡人的生活，浪矢爷
爷的初恋选择终身未嫁且到爷爷说过的故乡创办了“丸光
园”。她们肯定不会想到杂货铺和孤儿院的距离是如此之近，
可，就算知道了，又会是如何?当浪矢爷爷把那封信转给晓子
的侍女的时候，他的内心应该已经放下了吧。他只愿晓子能
过上属于别人羡慕的富裕生活，而不是跟着自己这个长工到
处漂泊。

或许这就是一个人爱你的真实想法，想把那些被生活困苦折
磨的苦难留给自己。想想，这也是浪矢爷爷开始解忧信箱的
开始初衷吧。他想要了解别人的忧愁，不管自己的一己之见
是否能够帮组别人也愿意当一个倾听的信箱。

书中的故事很多，也无法一一说来，那就说说我喜欢的“月
兔”小姐的故事吧。

可以说，每个去咨询的人都在隐瞒自己心中那一丝丝不愿触
碰的地方，月兔小姐也是。其实在月兔小姐写信的时候她的
心中已经有了一个答案，她内心的恐惧和担心是对自己的努
力的程度不自信。月兔小姐想借着男朋友生病的时节放弃自
己的那个不确定的答案，不去选择面对失败的后面，应该就
是她写信的初衷吧。月兔小姐原本以为回信的内容会是放弃
奥运会去陪伴你的男朋友这样的选择，那自己的选择就是合
乎情理的，不会为了放弃自己这么长时间的训练而有所愧疚，
这样自己也不会担心无法获得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往往故事也是这样的巧妙，收到来信的是三个忐忑不安、慌
张逃跑的小偷而不是真正的浪矢爷爷。当过去的你收到来自



未来的的回答，你会如何去解读信中的那些答案。“月兔”
小姐可能无法理解为什么回信中的反对是如此的坚决，正是
信中坚决的不让她去参加奥运会而去陪男朋友度过最后的时
间，才让月兔小姐反思自己内心的胆怯和狡猾。

奇妙的把信中强烈反对她去参加奥运会的建议当成了不停去
试探她的懦弱的理由，才让月兔小姐明白自己的梦想和男朋
友一直以来的希望。所谓的陪伴和照顾，是带着两个人的希
望努力前行才对。即使最后败选也得到了比金牌更有价值的
东西。

看完书后，总会想如果有个信箱，我会写下怎样的故事?如果
回信的是个来自未来的人，我又会收到怎样的回答?其实自己
啊，总会把希望放在别人身上，以为抛出那些自己的困顿和
纠结，便会得到新的答案。其实自己啊，只不过是想找个不
同的出口罢了，内心里一直有个声音再告诉自己答案，因为
这个答案看上去过于艰难一些了。其实自己啊，你不过是在
别人身上为自己的恐惧和胆怯找到一份认同而已。

总有些路会难走了，总会要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但是自己
啊，路还是要自己走的，心里的声音还是要听自己的。

手持砍刀，路斩荆棘，愿你的前路孤单不孤独!

解忧杂货铺阅读心得篇三

《解忧杂货店》这本书还是的春天在某宝上购入。或许因为
这本书的特别，每次我都是为解心中的愁绪而拿起这本书，
然而每一次都未能将整本书读完，近两年的时间，直至今天
夜里才将这本书原原本本地读完。

《解忧杂货店》是由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谷而作。全书分为
五个章节，每个章节都有一个独立的情节故事。起初读第一、
二章时，会捉摸不透作者想要通过情节传达给读者的意思，



以为作者是在写所谓的神话故事。耐心读完全文后，你会发
现五个章节的人物以及情节都是相联系的，整本书其实就是
围绕着名叫浪矢的杂货店而展开的，而你似乎就置身于故事
之中。

第一章回答在牛奶箱里

三个小偷敦也、翔太、幸平误打误撞，闯入浪矢杂货店，最
后竟为人排忧解难起来。他们进入浪矢杂货店，观察完店内
四周环境，正准备拿窗户纸来垫榻榻米时，一封落款“月
兔”的信封从卷帘门前的瓦楞纸箱里掉了下来。通过几次信
件交流，原来这是一个奥运会比赛候选运动员在恋人与自身
前途之间如何选择摇摆不定，难以抉择的故事，一边是得了
绝症、时日不多的男友，一边是自己的奥运梦。在现实生活
中，我们也常常会遇到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选择中必须二选一
的情况，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也。在小说中，三个小偷也
在尽己所能地帮助月兔解决她的烦恼，最后月兔小姐表示她
意识到这个问题终究得由自己得出答案。我们的人生亦是如
此，无论遇到大事小事亦或是需要自己决断的事情，我们都
要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它，只要做出决定就不让自己留下遗
憾。

第二章深夜的口琴声

这一章节的主人公名叫松冈克郎，小说主人公在儿童福利
院“丸光园”做慰问演出，遇到一对姐弟，不料福利院遭遇
火灾事故，主人公为救弟弟丧命，而姐姐为报答主人公将其
原创歌曲《重生》一直演奏下去。演出进入尾声时，松冈先
生注意到一个仿佛对自己的演奏毫无兴趣的女生在他演奏到
他自己的最后一首歌时，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他。演奏结束
后，松冈先生意外地与那个少女有了交流，并将最后一首
歌“传授”给那个少女小芹。在与少女交流完后，松冈先生
的思绪便回到了八年前——那个努力追梦的少年。



第三章在思域车上等到天亮

这一章是围绕浪矢杂货店的店主浪矢雄治所展开的，浪矢老
爷爷晚年得肝癌但始终放心不下自己的浪矢杂货店，希望自
己这么多年来为人们的耐心解答最终是帮助到了大家，百家
笔记网并拜托自己的儿子在自己三十三周年忌日来临之际发
布公告，告知世人浪矢杂货店的咨询窗口那一天将会复活。
浪矢老爷爷的儿子贵之最后却也未能等到那一天的到来便去
世了，于是他嘱托自己的孙子浪矢骏吾完成父亲的遗嘱。

无论是小说章节里的哪一个故事，哪一个主人公，他们都与
浪矢杂货店息息相关，他们都有着自己这样或者那样的烦恼，
他们始终相信希望，并向浪矢杂货店倾吐他们的心声。其实
浪矢杂货店就像是我们信任的人或者地方的一个代名词，它
可以是我们的内心深处，也可以是我们信任的长辈或者朋友，
在那里我们可以随意说出困扰着自己但又不便让外界知道的
烦恼，并且这个烦恼可以得到解决。无论如何，我们要心怀
希望，相信自己。

最后以这本书最后一个章节的一段话作为结尾

地图是一张白纸，这当然很伤脑筋，任何人都会不知所措。

可是换个角度来看，正因为是一张白纸，才可以随心所欲地
描绘地图。一切全在你自己。对你来说，一切都是自由的，
在你面前是无限的可能。这可是很棒的事啊。我衷心祈祷你
可以相信自己，无悔地燃烧自己的人生。

解忧杂货铺阅读心得篇四

一轮月牙儿，带着点寒气，以微弱的光亮照着大地。它的软
光儿清亮纯净，但只要一片云飘来，便能笼罩住它的光芒，
让世界坠入无边的黑暗之中。



这便是老舍的《月牙儿》，在月光般的诗意语言中，渗透着
浓郁的悲剧气氛。小说用一个少女的回忆讲述了母女两代烟
花女子的苦楚生涯，“我”幼年丧父，安葬父亲和随母亲上
坟的时候，月牙儿都带着寒气挂在天际。母亲在贫困得折磨
下不得已再嫁，过了一段安稳日子后，继父却又无端失踪，
母亲走上了做暗娼得道路，当母亲与我分离后，我经历了一
连串的失意——失业、被人完弄、沦为暗娼，月牙儿蒙受了
一层乌云， “我”终于理解母亲别无选择的困境，当母女团
圆的时候，我已经重蹈母亲的覆辙，为了生存下去而出卖自
己的肉身，最后被捕入狱。

小说用舒缓从容的笔调，刻画了“我”一步步走向坠落的经
过。这种坠落背后有一只黑手推着，而我全是茫然无措。虽
然继父的出现与青年的出现让我暂时过上相对舒适的生活，
但这宛若是月牙儿的光芒，一会儿就消失了。在她关进监狱
以后，发现“世界比这儿并强不了多少”，她所生活的那个
世界，简直就是监狱的缩影，黑暗阴冷，令人窒息。

在这里， “月牙儿”代表着一种残缺，它是“月牙儿”是主
人公悲剧命运的诗意象征：

首先是社会的残缺，正是整个旧世界把母女逼上了绝路，社
会中缺乏良好的秩序，只有钱、权、肉的赤裸裸的交易。社
会秩序的混乱使得如我一样的花般的少女成为暗娼。胖校长
虽然大度地容留了我，但是也给不了我钱。甚至有的嫖客手
里就攥着一块钱，唯恐上了当。整个社会都陷入一种极端的
贫苦之中，这个时候钱成了财富的象征，成了沙漠中的水，
对于“钱”与“人”的关系，“我”认识得很透——“钱比
人更利害一些，人若是兽，钱就是兽的胆子。”

其次，社会的残缺引起人性的残缺，人性变成了原始性情，
真善美一步步地走向泯灭。岁月磨去了“我”的天
真，“悟”出了爱情是吃饱了没事做的事。一个少女竟然对
爱情都失去一份天真，那不能不说是人性的悲哀。母亲不择



手段地挣钱，不择手段地抢嫖客的钱，因为她觉得她们是拿
十年当一年活啊，连肚子都顾不了，哪里有工夫去顾什么善
呢?至于美，我和母亲青春的容颜，便一点一滴地消磨在生活
的折磨中。“我的皮肤粗糙了，我的嘴唇老是焦的，我的眼
睛里老是灰漉漉地带着血丝。”更重要的是，她们心中那份
对美的追求的泯灭。母亲从每天照镜子，再嫁后还喜欢戴花，
到最后的全然不顾形象，而我对于那纯洁清凉地月牙儿也很
久没有看，不敢去看。人性的真善美都被社会“强大的黑
手”蹂躏着，扭曲着，发出无力的呻吟与悲凉的呐喊。

再次，是“爱”的缺失，就像女主人公所说的“爱死在我心
里”了。她和母亲之间隔着一层用穷做成的障碍，男女之间
的爱更是“织成了网，互相捕捉，有钱的，网大一些，捉住
几个，然后从容地选择一下。”女人永远是男人附属品。至
此，我也只能退缩到爱自己了——“‘我’老在我的心上，
因为没有人爱我，我爱我自己，可怜我自己，鼓励我自己，
责备我自己。……我身上有一点点的变化都使我害怕，使我
欢喜，使我莫名其妙。我只能顾眼前，没有将来，也不敢深
想。”如此幽幽的自伤自怜之中，也控诉着旧社会中下层人
民非但生活无处容身，精神上的栖息空间更是狭小得可怜。

面对人生的残缺，母女俩也不是完全地放任自流。像“我”
刚开始也在寻求一份可以自食其力的工作，却不得已地失业，
“我”告诉自己：“我年轻，我好看，我要活着。”还有最
后的“我这样的生命是没有什么可惜的，可是它到底是个生
命，我不愿撒手。……我爱活着，而不应当这样活着。我想
象着一种理想的生活，象作着梦似的。”这些都是本能的对
命运的反抗，对生活所抱的一种模糊的憧憬。虽然“我”已
经堕落，却又始终比周围的许多人单纯善良。当青年的妻子
找上门来的时候，“我”不不预备跟她发生什么冲突，很容
易就离开了，甚至在青年抛弃他的妻子后还对他的妻子产生
了一丝同情。由于不甘心为挣钱而讨好小饭馆的客
人，“我”愤然放弃那份工作。当母亲为了钱与嫖客发生争
执的时候，“我”觉得母亲那样做有点过分——“不错，既



干了这个还不是为钱吗?可是干这个似乎不必骂人。”但是，
这些就像那月牙儿，这点光是极其微弱的，很快就会被黑暗
吞噬。

月牙儿对此也只能旁观而无能为力，它的光是冷的，给不了
她们温暖。它只能目睹或喟叹，或陪伴着她们，而无计可施。
这种状况也是老舍当时的心态吧。老舍只是用笔去书写他们
内心的挣扎和抗争，但是并无随着“潮流”为人物安排一
条“革命的道路”。就像老舍说的： “在书里，虽然我同情
劳苦人民，敬爱他们的品质，我可是没有给他们找到出路，
他们痛苦地活着，委屈地死去，这是因为我只看见了当时社
会的黑暗的一面，而没有看到革命的光明。不认识革命的真
理，但是，艺术作品不同于宣传材料，为什么一定要它给人
找到出路，或者一定要说出穷人应该造反呢?”老舍来自下层
人民，几乎没有一个作家能够比老舍更深切的体味到社会角
落里受侮辱和受损害的人群，没有人比他更贴近下层人民的
心。他的作品不是为艺术而艺术，对生活和下层人民的热爱，
使他的笔端迸出生命的火花，异常的灿烂。

本篇没有老舍惯用的幽默，而是严肃沉痛的，对现实有着强
烈的揭露和控诉。这大概是因为《月牙儿》是烈火过后的重
生吧。

1928年春夏之间，对于济南来说是一个累累弹痕，斑斑血迹
的回忆。 “五三惨案”(称“济南惨案”)在这里发生，1930
年暑假，初到济南老舍，在惊讶于济南的“来自天然”的美
丽与“诗境”的同时，也敏锐地注意到了那次惨案留下地遗
痕，并由此牵动了创作的欲望。

这个时候，《大明湖》也就是《月牙儿》的前身，新鲜出炉
了，这是老舍归国后的第一部长篇作品，书写了一对母女的
悲惨命运。然而，这个鲜活的“婴儿”，刚刚离开母体，就
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毒火烧死了。



《大明湖》被焚后，老舍十分沉痛，他写作素来没有留底稿。
从记忆中抢救出来的一篇短篇《月牙儿》，使一对母女的命
运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再现，故事的进展仍以爱情为联系，这
里所谓的爱情并不是花前月下的那一套，而是直截了当地追
求肉与钱的获得。

然而，这种重新的整理毕竟已经变形，而且离开了“五三惨
案”的大背景，她们的真实面目似难以复制的，随着上
海“一、二八”的那场大火，全都付之一炬。但是，日本侵
略者的毒火没有能够把它烧掉，由此也可以看出它顽强的生
命力。似乎老舍的创作也需要这样一场火的洗礼，后来才能
写出笔尖上滴出的血与泪的《骆驼祥子》等名篇。另外，因
为对故事已经写过一遍，所以对情节和人物和情节也是烂熟
于心，刻画人物心理十分细嫩，“我”对母亲的感情变化从
敬佩，惊讶，埋怨，到理解，再到有了自己的看法。人物思
想感情一步步的变化，从容不迫，舒缓玲珑，读来如饮清泉
舒心宁静，又若春雨润物于无声。这是老舍唯一的一篇“以
近似散文诗的笔法”写的小说，这无论对老舍，还是对中国
现代文学来说，都是一个积极的有益的尝试。

在老舍先生诞辰105周年的时候， 电视剧《月牙儿与阳光》
开拍，《月牙儿》的故事也即将搬上银屏，用另外一种形式
去诠释老舍先生的作品。 这表明《月牙儿》是现实性与艺术
性俱佳的作品，有着极大的艺术空间可以让我们去挖掘。

《月牙儿》对残缺人生的诠释十分独到，品读《月牙儿》眼
前展开一副城市底层贫苦市民的生活图景，耳边响起一个受
尽蹂躏，而又常常被忽视的群体发出的撼人心魄的呼喊和控
诉，一股月光般的清冷和苍凉，直抵内心的深处。

解忧杂货铺阅读心得篇五

——读《解忧杂货店》有感



“这里不仅销售杂货，还提供各种烦恼咨询。无论你挣扎犹
豫，还是绝望痛苦，欢迎来信!”精致的封面上印着这样一行
字，吸引了我的目光。就这样，我和《解忧杂货店》不期然
相遇了。

翻开第一页，一眼成痴，意外的惊喜，使我几乎是一口气把
构成全书的既独立又丝丝相扣的六个故事看完，读完的那一
刻，我内心无限感慨，回味无穷，还想再细细品味每个细节。

这本书打到我心里，让我怀念所有被感动的时光。比起书画，
被书打动更让我幸福。那种只是自己感受到的触动和寂寞，
没有渲染，没有音效，没有那些潜移默化添上的东西，只是
留白给你，那封回复给白纸的信，自己填满的天马行空，可
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肆意想象，真好。

人们也许会不知道，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会与他人的命运
紧密相连，在《解忧杂货店》中认真回答的每一个人，其实
都在向自己发问。最后的最后，当这个夜晚停滞于杂货店中
岁月的光芒消失，人们将会迈出这个屋子，去书写虽然不一
定美好，但是也正是因为未知而充满精彩的人生。我感悟出：
无论是怎样短暂的一个瞬间，只要有活着的感觉，就有未来。
只要心中有未来，人就能幸福起来。

在最后的信中，浪矢爷爷这样写道：“很多人都是迷途的羔
羊，手中仅有一张白纸地图。地图是一张白纸，这当然很伤
脑筋，任何人都会不知所措。可是换个角度来看，正是因为
是一张白纸，才可以随心所欲地描绘地图。一切全在你自己，
一切都是自由的，在你面前是无限的可能。”这不仅是这本
书最后的回答，也是作者对于我们的回答。作者东野圭吾就
是这样，温柔地告诉我们人生的滋味。

合上书，嘴角上扬，想起自己以前因一点小挫折而任性的幼
稚往事，又似乎看到了未来的自己。未来的我来到了这座神
秘的杂货店，跑去后门的牛奶箱旁投了一封信，写给三年前



的自己：

“努力吧，拼搏吧，追逐梦想吧，我在大学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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