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病隙碎笔主要讲的 病隙碎笔读后感(优
质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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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
友。

病隙碎笔主要讲的篇一

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在阳光下看到在风中摇曳的绚丽
的花海，你可以在茫茫的草原上策马奔腾，可以在浩瀚的大
海边享受海风带来的丝丝凉意……但再温暖的阳光也会被乌
云所遮盖，再美丽的花朵也抵挡不住狂风暴雨的侵袭。人生
中也是有喜有悲，但在悲中能保持一颗平常心仍然保持对生
活乐观的态度，却是十分不易的。

史铁生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但上
帝却和他开了一个玩笑，让他在最美好的年纪失去了双腿，
但这还没有结束，不幸的事依然在发生着，但病痛的折磨却
没有把他压垮，反而使他追寻到了生命的意义。

我曾学过他的一篇文章，写的是他刚失去双腿的那些日子，
他就像一个失去了母亲的孩子，仿佛失去了自己的灵魂，每
天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的母亲也是为他而白了头，早早
的就离开了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万幸的是，他在这段悲惨
的记忆中走了出来，从他的《病隙碎笔》中，我们就能清晰
的感受到他对生命的态度。

病隙碎笔》对于史铁生而言不仅仅是一本散文随笔集，还是
一部充满了生命体验的人生笔记。因为经历病痛的他体会到
残破的生命让自己写作的时间愈发减少，所以不论病痛怎样



折磨着他的身躯，他都要尽力挤出时间一次次地唤醒因病痛
而日渐麻木的心灵，对所在的世界和所处的时代进行审视，
对生命状态和人生意义进行思考。于是这些关乎人生命运
的“成长”、“生病”、“爱情”、“金钱”、“生
存”、“道义”、“信仰”、“死亡”等等诸多感悟文字就
写进了他的著作中。史铁生没有回避与躲闪生命必须正视的
问题和必须开解的难题，而是调动了生命的全部激情与智慧
给予一一地解答。正如他在书中写到“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
一种，甚或算得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这游历当然是有风险，
但去大河上淋漓就安全吗？不同的是，漂流可以事先做些准
备，生病通常猝不及防；漂流是自觉的勇猛，生病是被迫的
抵抗；漂流，成败都有一份光荣，生病却始终不便夸耀。不
过，但凡游历总有酬报：异地他乡增长见识，名山大川陶冶
性情，激流险阻锤炼意志，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
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
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的时候，我老想，不能直
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
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
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
就更加怀恋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
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病痛将他折磨得体无完肤，但他依旧保持着一颗对写作热爱
的心，坚持着对活下去的希望，他用平淡甚至是幽默的语调，
述说着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疾病的抗争；他体验到的是人生
的苦难，表达出来的却是存在的欢乐和充实。

他在病痛中渐渐悟出了一条人生的道理：只有生病了才会想
起没有生病的好，只有发烧，才会知道不发烧的日子有多么
惬意。他说“铁生”二字暗含了某种说法是对他的惩罚，但
我却认为这是让他能在病痛中活下来的宝物，让他在危难中
能够保持本心。连被病魔缠身多年之久的史铁生都这样淡然
地看待生命中的“不幸”，我又怎么能期期艾艾的过活呢。
在遇到生活中的挫折你是否有像史铁生一样对生命的态度。
若是我们能够在史铁生的文章中得到借鉴，那我们就能跟客



观深刻的看待我们的生活，得到更深的心灵感悟。

病隙碎笔主要讲的篇二

许久没有把一本小说能从头到尾看完过，“五一”放假期间，
偶尔的一个机会，从朋友处看到了史铁生的《病隙碎笔》，
刚看了几页，已被作者那种写作与生命完全同构在一起的语
言所吸引，竟用了能用的全部时间把这本散文随笔集看完，
深深为他那深遂的思想和坚强的意志所感动。他，一个双腿
瘫痪，双肾衰竭而停止工作，又患上了“尿毒症”，人生的
苦难几乎都找上了他，而他，却在那轮椅上，用生的意志探
寻着生命的终极意义；用理性的文笔，甚至是幽默的语调，
述说着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疾病的抗争；他体验到的是人生
的苦难，表达出来的.却是存在的欢乐和充实。

他在生病中，领悟出一种很现实的人生观：生病也是生活体
验之一种，甚或算得上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生病的经验是
一步步懂得满足。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
咳嗽了，才体会到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他后来患了尿毒
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使他更加怀念起往日时光，他醒
悟到，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
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我认为《病隙碎笔》——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作者体
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与欢乐，在
书中，他用睿智的语言，犀利的文笔，把自己的灵魂一一解
剖开来，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这是一般人不
能做到的，而他做到了，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他要为残疾
的肉身续上一个健全的心途，为隔离的灵魂开放一条爱的通
路，他的碎言碎语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崇高的理想开始的。作
家韩少功评论《病隙碎笔》说：“《病隙碎笔》几乎是一个
爱好科普知识的耶稣，一篇可以在教堂管风琴乐柳中朗读的
童话，是一种在尘世中重建天国的艰巨努力。”



当我把书的最末一页看完，轻轻地把书合上的时候，我觉得
意犹未尽，此书的碎语拼凑起来不就是一部生命体验的百科
全书吗，就好比一个漂亮而好吃的美食拼盘，给人视觉上的
享受，精神上的愉悦，又有一定的实用性。当我把书的最末
一页看完，轻轻地把书合上的时候，我已经被它感动了。

病隙碎笔主要讲的篇三

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在阳光下看到在风中摇曳的绚丽
花海，你可以在茫茫的草原上策马奔腾，你可以在浩瀚的大
海边享受海风带来的丝丝凉意，可以在高山田野间感受自然
的味道……但再温暖的阳光也会被乌云遮盖，再美丽的花朵，
也抵挡不住狂风暴雨的侵袭。人生中有喜有悲，但要在病痛
中寻找积极乐观的人生，却实属不易。

在这个寒假前，对于史铁生我无一了解。而看完《病隙碎笔》
后，我对他便有了新的认识，对他心生敬仰。史铁生是一位
优秀的作家，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但上帝却和他开
了一个玩笑，让他在最美好的年纪失去了双腿。也许是天妒
英才，不幸的事接踵而来，但这并没能击垮他，反而使他在
痛苦中寻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对于史铁生而言，《病隙碎笔》不仅仅是一部属于自己的作
品，也是一部充满生活体验的人生笔记。这本书是他在生病
治疗间隙写下的片段随笔。篇幅很长，语言精简易懂，主要
涉及到人生命运，爱情，金钱，道义，信仰等方面没有繁琐
的考证，推理和判断，只有作者在那时的亲身经历和感受。

从文字间可看出他对生活的坦然豁达，“其实每时每刻我们
都是幸运的，因为在任何灾难的面前，都可能再加一个更
字”面对命运的玩笑，他是那样理智地直面命运的挑战与不
公。他在病痛中渐渐悟出一条人生的道理，“只有生病了才
会想起没有生病的好，只有发烧了，才会知道不发烧的日子
有多么惬意。”史铁生以一种调侃的口吻说道，“生病也是



生活体验之一种，或胜或蒜的意向，别开生面的游历。”他
以一种平静的心态面对病魔，并为自己的生病观上另一种名称
“生活体验”。

史铁生对这个世界是多么的热爱，苦难于他是一种折磨，而
是一种生命的馈赠，让他体会出了生命更深层的意义，生命
似乎正如他书中所说的，生命本无意义，是我使自己的生命
获得意义。

病隙碎笔主要讲的篇四

此书虽无与其另一作品《我与地坛》那般，有如此大的影响
力，但仍在2002年时，获得了首届“老舍散文奖一等奖”，
且被文艺评论家誉为“史铁生最具灵性的生命笔记”，可歌
可贺。本书乃是在作者身处艰难困境中，对神性和人生终极
意义所做的一次艰苦卓绝而又辉煌壮丽的追问和眺望。在书
中，史铁生从生命的困惑与痛苦出发，对所处的世界和时代
进行审视，对人生意义和精神寄托不断追问。

字里行间中，可以看出，史铁生的写作与生命融合在了一起。
在他的“写作之夜”，他经历着生命的苦难，却表达着存在
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
幽暗的内心。

作者一生如此多灾多难，“铁生”二字似乎又暗含着坚韧长
寿的意蕴，作者自想，可能是前世有什么不好的记录，所以
此生便活得较为长久，以此作为补偿，将功补过。作者还曾
想借此前世的罪过与今世的补偿，来警戒正在腐败的官员们，
可还是想想作罢，认为那些官员们会无动于衷。由此可见，
腐败官员的影响是多么地恶劣，欲挽回其过错，又担心白费
力气，对其丧失了很多信心。即便作者对其无所作为，可难
道这不该引起官员们的深刻反省吗？个人犯错，损人又不利
己，还没意识到要赶紧悬崖勒马吗？回头是岸。



没有谁天生坚强，史铁生也一样。在双腿残疾的沉重打击下，
他也曾迷茫、绝望，甚至想要放弃生命。还好，作者及时醒
悟了：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存在吗？要是没有
了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是否
会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腻烦和乏味呢？乍一看，他的观点似
乎有些偏颇，但却不无道理，世界本来就是由一个又一个的
矛盾组合而成的啊。此外，这也算是一种很好的自我安慰吧。

在他对生命的叩问中，我读到了一种坚韧、奋发的精神，这
种精神可以凌驾苦难，超越生死。情绪低落时，徜徉在他的
文字世界里，我感觉，自己悲凉的心在被一点点捂暖。

作者曾说过：对他而言，职业是残疾，业余是写作。本书的
书名，无意间印证了此话，可谓有相得益彰之妙。

本书虽为病隙闲散的随笔，但依然充满了浓重的哲学气息，
闪烁着智慧与哲理的光芒，关于生命，关于信仰，关于爱情，
关于自然规律……时时处处引人深思。

或许，因为自身的残疾，进一步丰富了人生经历，所见增多，
所感增多，便期盼自身能得到他人乃至整个社会的认可，从
而改善现在的处境，可又左右迷茫，想找条路，又不能用腿，
于是便用笔去找。然而，太渴望之下，身心俱疲，又会走进
残疾。似乎在作者看来，残疾与写作有着隐含的内在的必然
联系，但真的一定是这样吗？不一定吧，残疾之下，想要改
善现有处境，如何选择，人各有异，只不过作者选的是写作
这条路罢了。此外，过于渴望，也可能创造出身心愉悦，精
神焕发，从而更快地恢复健康的奇迹呢。

“人可以走向天堂，但不能走到天堂”，对此，我的理解是，
天堂，是精神的`归途，虚幻而非真实存在，只不过是作为人
类的一个信仰，一个精神的支撑，从而促使人类不断地向善，
向好的方面发展。我想，作者有时应该也很苦闷吧，他以笔
代腿，想要到往天堂，却无奈，天堂之路太遥远，怕是无法



到达，便感叹：天堂是精神的恒途，不能走到，只能走向。
似乎合理，但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些许的妥协。作者认为，
天堂，若是可以走到，那便意味着信仰的终结，意即天堂是
人类灵魂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但我认为不然，为什么天堂就
一定是终点站呢？有什么证据或理由可以证明呢？如果不能
证明，那么可能还会存在更高的阶梯，引导我们不断朝着新
的方向前进。

静读此书，我感受到一种涤荡心灵的力量。“发烧了，才体
会到不发烧时的日子是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到不咳嗽
时的嗓子多么的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
走，岂非把人的特点丢了，便觉得天昏地暗。直到又生出褥
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时，才意识到端坐时的日
子是多么晴朗。终于醒悟，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是幸运的，
因为任何苦难的面前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幸福本就
是相对而言的，如果无法改变环境，那就改变心境吧。

生活不会总是顺心如意，不可避免的尴尬或许会让人难堪，
但这尴尬，也是一种可贵的能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反躬自问是一切爱愿与思想的初萌。要是你忽然发现你处在
了尴尬的地位，这不值得惊慌，也最好不要逃避，不如由着
它日日夜夜的惊扰你的良知，质问你的信仰，激活你的思想。
进退维谷之日可能也是别有洞天之时。史老的处境在某种程
度上也是一种尴尬，值得欣慰的是，他能够坦然直视，找出
根因，不断完善。

通用文字，我的思想也和史老一起，在无边无际的宇宙里徜
徉。史老说，“我们太看重白昼，又太忽视黑夜”，此言，
我深表赞同。处在喧嚣纷杂的社会中，我们很难让自己安静
下来。只有黑夜时，我们才能更多地静静冥想。西方推崇忏
悔，可东方人却总是不肯反思，或者说很少进行真正深刻而
有效的反思。我们在黑夜里过着所谓的夜生活，以致白天总
是处于昏昏噩噩的迷茫之中。史老此言，算是对我们的一个
提醒吧，黑夜和白天同等重要，我们理应合理安排。



读书，读的不只是书，更是自己的内心，个人反思也好，与
书中之人亦或作者交流也罢，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种提升，
这种与己与人的交流习惯，值得我们一直保持下去。

病隙碎笔主要讲的篇五

在写《病隙碎笔》的时候，史铁生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他尽可能的把握着所剩不多的分秒抒写下了生病期间的一些
所感所想。他将他一生来回翻看了一遍，总结出了自己对人
生，命运，爱情，道义，信仰等共六部分的几番领悟，两百
四十多篇小短文般的议论，是他对人生的发问，便是这些议
论带我进入到了他的精神世界。

我猜想或许是等待死亡的时间长了，便也就看淡了生死，也
就并不那么惧怕人生终点的到来，反而能够静下心来感悟自
己那并不漫长的的一生。史铁生先生在很多观点上看法很特
别，角度新颖，娓娓道来如老大哥促膝谈心。但也愤世嫉俗，
对不喜欢的观点一顿猛轰。

他认为爱的本质就是对差异的追求，幸福的本质是不见而信，
俗人的本质是自卑和索取……很多偏向哲学思想的判断。字
里行间看得出他是信仰基督的，而且瞧不上佛教，于是也看
着他厚此薄彼的争论。

《病隙碎笔》中有句话令我印象最为深刻：“我是史铁
生——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话有点怪，好像我除了是我还
可以是别的什么。这感觉一直不能消灭，独处时尤为挥之不
去，终于想懂：史铁生是别人眼中的我，我并非全是史铁生。
”这句话我一直似懂非懂，一路成长过来我渐渐的适应了独
处，也慢慢的理解了这句话，仅仅只是理解而并非懂得。

他说，人有一种习惯，记得住倒霉，记不住走运。关于生病
的意义那一段，让我印象极生病的经历：生病也是生活体验
之一种，甚或算得上是别开生面的游历。这游历当然是有风



险，但去大河上漂流就安全吗?不同的是，漂流可以事先做些
准备，生病通常猝不及防，漂流是自觉的勇猛，生病是被迫
的抵抗;漂流，成败都有一份光荣，生病却始终不便夸耀。不
过，但凡游历总有酬报：异地他乡增长见识，名山大川陶冶
性情，激流险阻锤炼意志，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
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
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
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疮，
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
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 ’，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
怀恋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
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对于完美和残缺这一广受争论的话题，我最为赞同他的看法。
如果他没有残疾，或许还看不到人类心灵普遍的残缺，而完
美是人们冲破一切阻碍对美好的向往。在物质的世界中，钱
可以供养“沉重的肉身”，名则用以支持住孱弱的虚荣。生
活中，正常与残疾本就是相对而言，人们往往首先会注意到
旁人身体上的残疾，然而跟生理残疾的人来比，心灵残疾恐
怕更多。

“上帝为人性写下的最本质的两条密码是：残疾与爱情。残
疾即残缺、限制、阻障……是属物的，是现实。爱情属灵，
是梦想，是对美满的祈盼，是无边无限的，尤其是冲破边与
限的可能，是残缺的补救。每一个人，每一代人，人间所有
的故事，千差万别，千变万化，但究其底蕴终会露出这两种
消息。现实与梦想，理性与激情，肉身与精神，以及战争与
和平，科学与艺术，命运与信仰，怨恨与宽容，困苦与欢
乐……大凡前项，终难免暴露残缺，或说局限，因而补以后
项，后项则一律指向爱的前途。说着说着，也闹不清是从哪
天起终于信了：地狱和天堂都在人间，即残疾与爱情，即原
罪与拯救。”

为走出颓废阴影，史铁生孜孜不倦地写作和寻找。虽然他自



谦说写作不过是为心魂寻一条活路，要在汪洋中找到一条船。
但他给作家起的“灵魂工程师”这个称号，却再适合他自己
不过。关于追寻人生意义，他的文笔更是精彩。“若一味地
把人和宇宙分而观之，人是人，宇宙是宇宙，这脑筋就怕要
永远伤下去。天人合一，科学也渐渐醒悟到人是宇宙的一部
分，这样，问题似乎并不难解：任何部分之于整体，或整体
之于部分，都必定密切吻合。譬如一只花瓶，不小心摔下几
块碎片，碎片的边缘尽管参差诡异，拿来补在花瓶上也肯定
严丝合缝。而要想复制同样的碎片或同样的缺口，比登天还
难。”

对于科学，后人不必重复前人，只需接过前人的成就，继往
开来。生命的意义却似轮回，每个人都得从头寻找，唯在这
寻找中才可能与前贤会合。唯当走过林莽，走过激流，走过
深渊，走过思悟一向的艰途，步上山巅之时你才能说继
承。”

在逻辑的盲区，或人智的绝地，勿期圆满。但你的问，是你
的路。你的问，是有限铺向无限的路，是神之无限对人之有
限的召唤，是人之有限对神之无限的皈依。尼采有诗：“自
从我放弃了寻找，我就学会了找到。”我的意见却是：自从
我学会了寻找，我就已经找到。

有次记者问史铁生，“那您觉得你的神是什么样的?在哪
儿?”他答道：“我的神就是一种境界，在你想使自己达到这
个境界的路上。所以有人说达到‘天堂’，我说天堂就在这
条路上，而不是在某一个地方。”是的，彼岸只能去跋涉，
但却不能抵达。《病隙碎笔》是一本启迪人心的书，它来自
一个苦难的人生，却凝聚着精神的明朗。在物质世界，也许
史铁生做不了你的舞伴，可在精神世界，他定能带你跳一支
优美的华尔兹。



病隙碎笔主要讲的篇六

随着信息时代、网络时代、高科技时代的到来，我们的生活
节奏在不断的被加快。在这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还能不能找
回纯真的自我？还能不能沉下心来仔细思索生命的真谛？最
近我读的一本书—《病隙碎笔》给了我答案。

读这本书并非偶然，而是出于对其作者—史铁生的敬慕。一
个一生与病魔相伴且始终抱有“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
并用一篇《我与地坛》感动数亿中国人的人，其作品我相信
也是像其人一样有着品味不尽的内涵，于是我与《病隙碎笔》
相识。

《病隙碎笔》是史铁生在生病治疗时期的点滴感悟，语言平
易近人，苦苦思索着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一如既往地思
考着生与死、苦难与信仰、写作与艺术等重大问题。

当我们在贪生畏死之时，史铁生却在设想他的墓志铭，他说
用徐志摩先生《再别康桥》里的一句再合适不过：我轻轻地
走，正如我轻轻地来，扫尽尘嚣，并说，“既然这样，又何
必弄一块石头来作证？还是什么都不要吧，墓地、花圈、挽
联以及各种方式的追悼，什么都不要才好。让寂静，甚至让
遗忘。”

曾经看着那些生活不能自理的人，抱有的只是一种同情和心
酸，但在看了这本书后，对于他们，又多了一份敬佩。他们
有着比我们普通人多出几百倍甚至是几千倍的勇气，这种勇
气，深深地唤起了我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警醒和关怀。

病隙碎笔主要讲的篇七

这一本书里，史铁生老师不仅是以独特的视角注视着生命，
更是用朴实无华的`文字，书写着鲜活无比的道理。虽然他已
经离开人世，但却将永远在精神的高度遥望我们。他的乐观



豁达，他难以想象的意志力，与他亲手写下的这一些人生的
体检记录，将是我们精神上的营养补给与坚实依靠。

对于史铁生老师来说，写作不单单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更是
一种精神的寄托。他的写作，早已超越了生命、人性，是他
历经世事洗练之后的一方净土，一片乐园。

在他的笔下，文字总是乐观幽默的语调，他也时常调侃自己
的病痛。这是一种勇敢的调侃，是一种坚强与释然的表现，
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自己的软弱与缺陷。窃以为，人总是破
碎的，因为破碎过的人，必定真正地活过。然而有的人，总
是像祥林嫂一般向每个人哭诉自己的不幸，以为换取别人的
同情便是对自己命运的救赎，试图用赚来的眼泪点燃自己灰
败的人生；也有一些人，总以为藏起自己的缺陷，即能变身
完美，就能够扞卫他们的尊严。前者将一生都活在破碎之中
自怜自怨，而后者易碎的强势里包裹的仍然是自卑的骨架。
但史铁生老师，显然具备足够的勇气与自信。不需要哭诉，
更不用掩藏，他是人生真正的强者。

毕竟，伤心并不是几滴眼泪就可以流出来的，尊严也不是几
个口号就可以呐喊出来，最动人的汉语，就是把伤口变成智
慧，然后从中汲取人生的梦想与真谛。

而史铁生老师，正是这么做的，而《病隙碎笔》，正是这么
做的。这些看似破碎实则连贯的文思，就是伤口经过治愈，
成为了带着油墨香味的智慧。

强者自救，圣者渡人。历经苦难的豁达，超越苦难的人格力
量，尽在书中，这一本《病隙碎笔》为我建造了一座逃避人
生几乎所有不幸的避难所。

因此，哪怕世界是奥吉亚斯的牛圈，我也敢于坚守其中，更
愿意担任清扫的苦役。因为历经人生谷底，犹如死了一回，
但也会因此深入地活了一场。



这是一份苦难，更是人类的福祉。

读《病隙碎笔》，是感悟历经沧桑后的明彻和超脱，是找寻
苦难中的光明与希望，是发现那份悲壮中的灵性，是一种人
性最纯最美的光点。

它将永远在我的精神世界，慰藉着在凡尘中疲于赶路的心灵。

也许，它就是我的精神世界。

病隙碎笔主要讲的篇八

读了史铁生的《病隙碎笔》，我方知道，原来竟然有这么一
个人，对外界的事物，对人生，看得那么的通透。

人不可以逃避苦难，亦不可以放弃希望。人生在世，不如意
之事很多时候难以避免。那既然如此，何不直面困难。

读完余华写的小说《活着》，我惊觉原来苦难不怕多，也不
怕够。苦难可以接踵而至，可以从任何一个时候开始，然后
还可以给人源源不断之感。

可是这又如何？正如老舍先生写的《四世同堂》里，瑞全要
离家走出北京，那晚他问钱默吟，有什么话需要对他说的吗，
老伯伯说：“只有一句话！到什么时候都不许灰心！人一灰
心便只看见别人的错处，而不看自己的消沉堕落！”对这句
话印象很深刻，希望其可以像一盏会走的灯，照亮在黑暗里
前行的路人，直至黎明破晓，旭日东升。

自卑，历来送给人间两样东西：爱的期盼与愤怨的积累。从
某一程度看，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自卑的地方吧。一自卑，
就很容易失去自我。这个时候对爱是有很大的期盼的，可是
爱而不得，愤怨也会积累起来，转而一发不可收拾，很多悲
伤的故事也是因为这般而发生。



其实我们做很多事情，就如同玩游戏。那游戏没有什么含金
量，也没什么实际意义，然而我们却成为了痴迷又疲惫的玩
客。这和吃力不讨好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啊，人在无端地
浪费时间的时候，应该懂得悬崖勒马，及时醒悟。实现自己
的人生价值，留下自己的人生意义。

有时候我在想，监狱的意义是什么？是复制仇恨吗？当然不
是。是对人的一种心灵上的培训，让那个本身认识到自己的
罪责，从而心里产生爱，去为自己所犯的错误赎罪。

经济在日益增长，可是同样的，地球日益枯萎，人间恨怨飙
升。大自然具有极其强大的力量。人类应该对大自然怀有敬
畏之心，如若是一味地索取，肆无忌惮，将追悔莫及。

生病的一种体验，这种体验让人懂得满足。咳嗽了发现不咳
嗽时光的美好，不能走路发现可以活蹦乱跳的美好；饮食需
要诸多忌口方知道可以胡吃海喝的美好。

爱是什么？爱是相互敞开。只有双方相互敞开心扉，那才是
爱的体现。好感和摸索，亦或者说是追求，那都只是喜欢的
一种表现形式，与爱无关。

在美妙的肉体唾手可得的年代，爱怎样？孤独怎样？美妙的
肉体唾手可得的年代，爱当然显得难能可贵，孤独当然显得
莫可名状却又真实可感，还无处不在。

人人都一样，岂不是万籁俱寂？所以每个人有其自身的特性，
反而有一种百花争放的感觉，那才是春意盎然的景象。

天堂是一种姿态，是精神的恒途。如果天堂成了可以到达的
目的地，那天堂就失去了其本身的意义。试想一下，到了目
的地之后呢？人人都到了天堂的那个目的地，那岂不是又是
另外一个社会，另外一个世界？难不成那个社会上的人或者
说那个世界的人没有贪念，没有欲望了吗？那人人又岂不是



都一样的完美了，那不是又是一种万籁俱寂了？所以天堂是
一种姿态，是精神的恒途。人人才会为自己的那份信念，为
这种姿态，为这精神的恒途，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提升。

病隙碎笔主要讲的篇九

翻开《病隙碎笔》，静静地阅读，里面的语句十分质朴但字
字珠玑充满了智慧，而且有的话还很幽默，可越是幽默，我
的心越是沉重。当我读完这本书时，我的感悟很多，并震撼
于铁生精神。

史铁生是当代著名的作家，但他的一生几乎在病痛中度过，
他瘫痪，得过褥疮，患尿毒症，可他却十分乐观。他不感叹
命运不公，还把人生比作话剧，有矛盾和冲突才精彩。他不
因一生患病而哀叹，还说生病也是一种经历，还曾对别人
说“我的职业是生病，业余是写作。””病成群结队地来把
我的身体的部分当做乐园”等话。这些话虽然幽默，我却笑
不出来，反而为他感到难过。可他不需要，他认为苦难是必
经的，人不能总哀叹“我怎么那么倒霉。”，因为”幸运很
多，人不嫌多。”从他所写的每一句话可以看出他的乐观向
上，而这就是铁生精神。

和他相比，我觉得自己十分渺小。当自己被烫伤时，一会儿
哭，一会儿闹，总发脾气。可这和铁生的病痛相比，实在是
太微不足道了，因此对他的敬佩之情更深了。和他相比，我
们都实在太不坚强了。我时常能听到有些人因为患重病而一
蹶不振没几天就死了的事；时常都能听到身边人遇到一点小
挫折便抱怨命运等等。

此外，在这本书中，他还谈到了自己对世界与时代进行审视，
对生命的意义进行思考，且每一点思考都很有道理。

因此当你在读《病隙碎笔》时，就等于是在听史铁生，这位
大师，在为你讲一堂关于人生命运的、“生病”、“信仰”、



“死亡”等感悟的课。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本好书，一本能
使人受益匪浅的书，值得我们去品读。

病隙碎笔主要讲的篇十

我没有见过他，史铁生。

只是从那些鲜活的文字里觉得他是一个刚毅的男人。一个坐
在轮椅上的弱者，在我心中却是个巨人。先前曾拜读过他的
几篇文章，都感触很深。因为虽然上苍对他很不公正，可他
却依然带着胜利者的笑容向世界宣称：我是强者。

史铁生的生活很坎坷，他在人生最精彩的时刻失去了行走的
能力，日日以轮椅为伴，而此后的生活也是此病未去彼病又
来。就如他在《病隙随笔》中说的一样，他的职业就是生病，
48年来大约有一半时间用来生病。可就是这样一个受到命运
捉弄的人，居然可以依旧平静地对待生活中的每一天，即使
病痛缠身，却仍对生活抱着十分的希望。我很佩服他。史铁
生说：生病是生活的体验之一，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难以
想象他的心中拥有多么大的勇气。我可以感受到他通过文字
传递给我的一种乐观的气息，我可以猜想到他的笑脸，那一
定是一张很自信、很灿烂的笑脸，他的眼光中没有焦躁和忧
虑，取而代之的是一份冷静，一种生机，一股极强的生命力。
有一些话他说得极有道理，生病的经验是一步一步懂得满足。
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是多么的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
嗽的嗓子是多么安祥。

其实我觉得生活也就是如此，很多人遭遇坎坷后会垂头丧气，
埋怨上天的不公正，但当清醒时，仔细的思索一下，方可明
白，坎坷教会我们的往往比成功时获取的更多。坎坷让我们
更加珍惜所拥有的一切，坎坷让我们更执著的去看待生活。
其实，我们每一刻都是幸运的，因为在任何灾难前面都可能
加上一个更字。史铁生这样说。他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强者。
一个两条腿、两个肾脏均出现故障，要靠透析器来维持生命



的人，在我看来，这样一个几乎已经失去生活全部的人，依
旧很平静。仍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看世界，他在用心细细寻
找身边每一处的快乐和美丽。在史铁生这样的巨人面前，有
时觉得自己真的很渺小。时常会因为一些小小的挫折唉声叹
气，甚至停滞不前，孰不知也就是在这叹息声中错过了更多。
回头想想，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每天可以自由惬意地做着
想做的事，真是一种莫大的幸福。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都
是生活赋予的特别经历，好好珍惜每一天，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祝福他，史铁生，祝他的身体和心灵上每天都存在着阳光
的温暖，祝福他可以继续与命运抗争，继续顽强地走下去。
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白来一遭，因为他品出了生活的真谛。
史铁生说，如果让他来选择墓志铭，他会选择这样一句话：
我轻轻的走，正如我轻轻的来。

生命有时很脆弱，有时很坚韧，关键在于它由谁主宰。史铁
生是个生命强者，在坎坷中赢得了明天。作者以细腻笔端抒
发了对史铁生的敬佩，以自信展望自己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