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人的村庄点评 一个人的村庄读书心得
(模板8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一个人的村庄点评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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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的村庄点评篇二

匆匆岁月，事态人迁，初一年级读后感：《一个人的村庄》
读后感言。早不知生我长我的故土，如今已变了一个崭新又
令我心疼的模样。在《一个人的村庄》中主人公儿时对蚂蚁
的兴趣，捉弄他们以来取乐。一个人独自玩着自己的小天地，
有时还忘了时间。

我想到了我可爱的家乡，儿时的我也如主人公一样，顽皮活
泼，像对一切新事物充满好奇的婴儿，都想要去摸一摸，看
一看，我时常和弟弟去门前堆起高高的小泥土山上玩，上面
种满了蔬菜，我便带好小工具开始我的小天地，用车铃半壳
当小锅，上面加点水，放点米，开始煮饭，火点燃了，发光
的烁烁火花，便把我童真小小的心灵点燃了，开心的大笑起
来，还不时的加火草，耐心的等待着，有时烟雾像顽皮的娃
娃，挥索着我的双眼想探个究竟。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就是
不肯掉下来，可随而来的是一阵阵地笑声，嘴里还不自觉地
喃喃自语道：“你这烟，竟敢欺负我，真可恶。”可是仍在
期待着快点煮熟好吃呀!可是，每每都失败。可能是纯真的心
像没有被污染的玻璃瓶，总是倔强的很，一定要成功不可。
要是现在的大多数同我一样的花季年龄的人，肯定经不起雨
打风吹，早早就放弃了，觉得没有什么意义了，呵呵!真有点
可笑!

在《一个人的'村庄》中，作者的家乡山坡上，开满五颜六色
的花朵，像极了孩子的笑脸，可作者为什么说他活的太严肃



了，这点我很不理解，这好不容易开一次的花朵，在荒野中，
我的微笑可能是对一个卑小生命的欢迎和鼓励。就像青青芳
草让我看到一生中那还未到来的美好前景。我何时不正是如
此地想着?但当看到故乡美丽的风景，油油的黄菜花，涨红脸
的西红柿，努力攀岩的蔷薇花……我笑了，发自由心对故土
自然令人平静安详的环境所感动。现在我每天匆匆上学，放
学，忙碌着，每天都像复读机，重复着，何时注意过，认真
观察过这些最自然不过的事了。好像觉得他们存不存在无所
谓，对我也没什么影响。每每这样想着，我的内心都感到很
悲哀。

一个人的村庄点评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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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的村庄点评篇四

书是语文老师推荐给我们的，说是本难得一见的好书。我本
是不爱看散文的，因总抓不住作者晦涩的情感，一来二往便
觉得没意思起来。



首先看到的，是书的名字，给我以一种超然的感觉，便试着
翻了一翻，果是本好书。很像今夜静谧的夜色，只少了那一
缕清幽的桂香。但并不为少了这香而缺憾，反而因此更有自
然的风韵。不温不凉的微风带动片片叶子，微微震颤扇来一
股股温温的叶的清新。每多读一页正如夜色中多行一步，却
又好像进入了一个新世界。每一片叶子都在传递它独特的气
息。那看似不起眼的生命却独自骄傲地在世界一个只属于它
的角落倾诉着衷肠。

书的文字异常朴实，果真应了作者农民的秉性。原想着，文
人学者到底骨子里还是有股酸气，轻易是不会下地干活的。
我总以为面朝黄土背朝天是只用来颂扬的。生活的节制，繁
重的农活会把人变得现实，想若离了豪华富贵，“金樽清酒
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这样的佳句又从何而来？生活的
压力会压抑住一个文人的浪漫。这恰又是文人学者绝不能失
去的。这正是刘亮程的伟大之处，他深入农民的内心，我从
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把农民内心描写的如此透彻，把世界看
得如此透彻。

在《最大的事》中他曾这样描述时间。他说：“时间本身也
不是无限的。所谓永恒，就是消磨一件事情的时间用完了，
但这件事物还在。时间再没有时间。”我以前总认为事物总
是可以消磨殆尽的，而时间却是无限的。不论作者的思想正
确与否，他都给我以豁然开朗的感觉。原来事物换可以一个
角度来思考，原来人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度过。

文中有许多惹人深省的观点，他没有站在一个人的角度，更
不是站在一个文人的角度，他只是作为一个生命，自然的一
份子，来陈述自己对周围生命的同伴的观点。例如，他在文
中感慨道：“人把它们叫牲口，不知道它们把人叫啥。”是
啊，太精辟了，人们总是自以为是，以为万物皆为我而生。
作者却是真真正正地平等地对待了这些生物，它们进食，它
们排泄，它们呼吸，它们争朝夕生存，它们与我们无异。我
们用自己的狭隘的细想揣度它们，岂知它们亦有思想，知识



我们不堪领悟罢了。

更有一篇精妙的，叫做《寒风彻吹》。通篇讲述了作者和作
者家人与冬天的故事。我知道文中的冬天定有丰富的深意，
我尚不能完全领悟，但透过那冰冷的文字我竟不禁寒战起来。
那冷透过书本，从四面八方向我袭来，我看到了作者内心的
害怕，我也说不清楚这怕。只是，这袭寒冷也来的太猛烈了，
那么肆无忌惮，那么锐不可当。那冷像凌厉的剑锋一样从我
身旁滑过我只觉它离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我该怎么办？
我无计可施。正如作者文中说的：“但在我的周围，肯定有
个别人不能像我一样度过冬天。他们被留住了。冬天总是一
年一年地弄冷一个人，先是一条腿、一块骨头、一副表情、
一种心情……尔后整个人生。”

刘亮程有太多精妙的观点让我一一细读，如数家珍，只可惜
现不能一一道来。又忍不住还想说他在《永远欠一顿饭》中
写道的：“现在我还不知道那顿没吃饱的晚饭对我今后的人
生有多大影响。人是不可以敷衍自己的，尤其是吃饭，这顿
没有吃饱的饭，不可能下一顿多吃点就能补偿，没吃饱的这
顿饭将作为一种欠缺空在一生里，命运迟早会抓住这个薄弱
的环节击败我。”作者不太可能只单纯地在说吃饭，影射到
生活中，竟发现每一件事都是这个理。“人是不可以敷衍自
己的”，说的太好了。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这只有一次的
人生应该如何度过？放弃顾虑，做一个真实的自己，不喜欢
的事情就去改变它，做自己想做的。没有时间？可以不打篮
球，可以不逛街。这样美妙的生命，切莫匆匆敷衍度过了。

作者在全文中都是以一个农民的角度来描述生活中的点滴却
然我看到农民最博大、最丰富的胸怀。原来作者的思想原比
我想象中要单纯的多，或者说是纯粹的多。又或者，作者的
思想即是全部农民的情怀，只不过农民们涩于言语又或不屑
于表达而已。我也十分热爱与向往作者所描绘的那种心境，
单纯到只有生命，合上书本，闭上眼睛，我便能感受生命的
律动。那一只只蚂蚁从我的眼皮底下穿过，它们太忙，无暇



顾及我是不是对它们的行为好奇，它们就一只一只地走
过……每个生命都忙于自己的事情，它们才不会为一个人停
下来，也不会为其他任何一个其他的生命停下来。唯一愿意
随随便便就停下来的，可能只有人类了，因为他们一心想要
获得除生命以外的东西，然后渐渐失去越来越多的生命纯粹
的快乐。

说多啦!不过《一个人的村庄》真的是本好书，就凭它单纯的
写作素材，朴实的文笔，就以鹤立鸡群了。有许多作品，尤
其是当代作品，越来越浮夸，尽弄些浓词艳句来唬人，让读
者见到一艘精华绝伦的纸船，虽说下不了海，远不了航，到
底还是唬到了不少人，让许多人不及细看就叹为观止。再说
现代作品的题材，什么穿越、盗墓、修仙，各种诡异题材大
肆盛行。这些作品无论如何都少不了哗众取宠之嫌，用尽了
读者猎奇之心。渐渐地，我越来越意识到真正使一个作者熠
熠生辉的，是他们的思想而非那些华而不实的辞藻。当然，
我才疏学浅，不宜妄论。但只是，我的读后感嘛，我免不了
一抒己见了。

，静静的四周，耳塞里的音乐，时明时灭的太阳，摇摆的树
枝，扭捏的树叶，哗啦啦地声响，自然的呼吸，清新的韵律。
那一方阴沉的天，映着远处层层叠叠的电线塔，看一眼，目
光便在风中凝滞。往事依稀在泛涌却又泛涌不起。虽才是十
几二十年的心，却也积满了尘，若真的让心事一一翻起，尘
起飞扬，当心晃了眼。我现想的'是，在电线塔的那一头，有
一片麦田，一条青埂，有我，一个人也好，有人作伴也行，
在埂上，或停或走，或坐或立，自然随性。那一刻，没有作
业考试，么有责任、负担，没有冷暖，甚至没有饥饿，没有
呼吸。那一刻，多美妙，那大约是一辈子的宇宙也只有一次
的逍遥。

我希望有朝一日，我也能遇着一知己，寻着一个安静的地方，
过一种淡薄的生活，生活也许不富足，物资也许很淡薄，每
日或许多有劳顿，但我可以用心去体生活中简单的香气和质



朴的情感。

一个人的村庄点评篇五

日光随意落，河水任清流。

对于一般人来说，黄沙梁只是一片没有历史、无人问津的荒
野，而对于刘亮程来说，这是一个世外桃源，一片安谧的净
土，一个属于他的村庄。

翻开清新淡雅的扉页，映入眼帘的是干净、纯粹的文字。在
刘亮程的眼中，一切的花草树木、风雷雨电，大到整个村庄，
小到一只小虫都是有灵性的存在，在他的笔下，一只狗不求
回报的为人服务，一只鸟孤独沙哑地鸣叫然后盘旋离去，仿
佛世间万物都是有生命的，他们在人所不知道的领域，慢慢
滋长起来。

在这些原生纯朴的文字里，你可以读到一种特别的寂寞。是
走或留、是喜或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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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旧停留在原地?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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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一老，再无人谋它脱毛的皮，更无人敢问津它多病的肉
体，这时的狗很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世界已拿它没有办
法，只好撒手，交给时间和命。”“许多事情都一样，开始
干的人很多，到了最后，便成了某一个人的。”“所谓永恒，
就是消磨一件事物的时间完了，但这件事物还在。时间再没
有时间。”

刘亮程的文字吸引人的地方不仅仅在于他那原生态到近乎飘



渺的描写风格，还在于它所透露出的对大自然深邃的思考和
深刻的领悟。是的，生活在如此偏僻的一片荒地上的人无疑
是寂寞的，可是他却没因此自暴自弃，而是用自己细腻宽广
的胸襟包容和发现大自然的千变万化并乐在其中，寂寞对于
他是一种享受，是万物的馈赠。

在他一个人的村庄中，一切都是平等的。改变一只麻雀的方
向可能是一件大事情，人有时候也可以稍稍通一点驴性。树
的一生本来就要比人遭受更多的风雨，一条路也拥有生命的
伊始与终结，甚至连被这个村庄呼进呼出的空气，也都是有
生命的。人生活在这里，不单单是一个索取者，还要全身心
地融入其中，做整个大的轮回中的一小环，不奢求什么，也
不抱怨什么，欣赏着这个因自己而改变了些许的村庄，也欣
赏着村庄改变了自己的地方。

他的村庄，就好像就是浓浓浓浓的阳光下，一个小土房，几
条看家的狗，几个老邻居，自家的畜牲，门前的路，路旁的
花，花旁的树……连带上自己也是这个村庄的一部分，然后
把它们写下来，关于这个村庄的生生死死，幸福与不幸。

享受这种寂寞是专属于刘亮程的幸福。读完他的文字后，在
我的心底里的某个安静的角落，貌似有什么东西，正在默默
地生长，成熟，衰老，甚至死亡。在那里，我仿佛听见了流
水的声音，风吹过的声音还有落叶的声音。那像是一段悠扬
绵长的音乐，缓缓地演奏着，很缠绵，耐人寻味;那又像是一
段人生的音乐，明明很长却又仿佛很短很短。如黑暗永恒的
镇魂歌，绕梁三日不绝如缕;又如蛰伏一冬破土而出的生命，
在经历了死亡的黑夜后展开了希望的羽翼。

一个人的村庄点评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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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一个人的村庄点评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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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读这本书的时候有点茫然，看不懂读者要表达的意思，有
时候甚至觉得有点语无伦次，看得"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读着读着牵出了我深深的乡愁，对于生我养我的村庄，无论
离开了多久，那里依然是我的根，由于刚回家探亲回来，思
绪还未完全回到现实中来。读了此书使得人心更静、乡情更
浓、思念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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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
如此，他依然不舍得离开这片土地，对远在他乡奔波的我来
说，村庄里有我美好的回忆，那里的物自然和谐，那里的人
热情慷慨，相比作者来说在村庄我有着甚于他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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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庄生活是苦的，也是甜的，我出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深
深的懂得农民的艰辛与无奈，那时候我们就无比羡慕生活在
都市里人儿，向往着他们光鲜亮丽的生活。等我们长大了，
一脚踏进繁华都市以后，与我们想象的生活大相径庭，此时
的我无比想念村庄的安静和安宁，还有清新的空气，然而为



了生活中的无可奈何，我们依然在远方奔波，做不到作者那
种隐于世的豁达，尤其是在远在他乡读这本书的时候，寂寞
孤独之感常常催人泪下。

《最美还是我们新疆》这首歌被无数的新疆朋友所熟知，无
论他们走向何方，这里依然是他们最大的牵挂。就在暴恐份
子张狂破坏他们家园的时候，无数的仁人志士即使远在他方，
他们也通过各种渠道来发声亮剑，共同维护美好家园。这就
是"家"的力量。

我来到新疆已有四年多的光景，我作为一名"三支一扶"志愿
者来到新疆，起初我以为我要去的团场是贫困而又杂乱的，
住土坯房，每晚与老鼠共眠，落脚之后发现这的优雅舒适远
超我的想象。尔后辗转考取乡上的公务员，这里有宽敞明亮
的办公楼，有温馨舒适的干部周转房，有着整齐如一的安居
富民房，还有人人向往的大别墅……谈起来疆之前心中所想
的新疆与现实中的新疆不自觉的自己就成了话痨，如果让百
姓去谈新疆变化那更是数不胜数。

在刘亮程这些原生纯朴的文字里，你可以读到一种特别的寂
寞。是走或留、是喜或愁，年复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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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旧
停留在原地?没有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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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刘
亮程，是我，也是这世上的所有人。

作者通过细腻的笔触向我们展现了他儿时生活在黄沙梁的许
多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大多是村里的人和牲口，花草树木，
甚至几只小虫与老鼠间，也走进了我们的视野。俨然一个多
彩的乡村大世界。

刘亮程的文章，并不那么华丽，也没有过多的修饰，散发着
浓浓的乡土气息。简简单单的文字里还透着各种各样的人生
哲理。我的心仿佛也跟着作者，来到了黄沙梁，随他一起看



那里的生老病死、春耕秋收;随他一起听鸟的耳语、虫的呢喃。
他告诉我们，怀着感激之心看这万物，你会发现这世界的美
丽。

书中这样写道："靠近我的两朵(花)，一朵面朝我张开薄薄的
粉红花瓣，似有吟吟笑声入耳。另一朵则扭头掩面，仍不能
遮住笑颜。我也禁不住笑了起来，先是微笑，继而哈哈大笑。
"作者对一朵花露出笑容，为一片新叶欢欣激动，这是多么美
好的事。

在如今快节奏的繁忙生活中，人心变的较为浮躁不安，这时
候读一读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他那朴素的语言和浓
浓的恋乡情绪，深深的打动了我的心灵。在心情烦躁时不妨
找一个僻静的角落读一读这本书，偶尔闭上双眼静悄悄的呆
在刘亮程的身边以刘亮程的角度去看黄沙梁，而我们看到的
画面中多了一个人，那就是作者刘亮程，这时候的我们就像
书中所说"我在偷窥冯四时，肯定有很多双眼睛已暗暗观察了
我很多年"。这种视觉角度犹如观看"戏中戏"给人以更加奇妙
的新鲜感。在品尝寂寞的同时，寻找读书的乐趣。

一个人的村庄点评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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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