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藏海花读后感(通用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
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藏海花读后感篇一

合上这本书我能想到最多的便是闷油瓶（张起灵）。觉得他
淡如止水的神情，冷淡平静又让人安心的背后有一种孤寂，
一种无法言喻的沧桑悲凉。他也许只是习惯了一个人去承担，
习惯了波澜不惊。我们没有见过他的悲伤，却不代表他不会
悲伤。

《藏海花》中，喇嘛庙内，天井边的那座张起灵的石像，深
深地触动了我。那是小哥一张哭得脸，挨千刀的闷油瓶从未
有过过多的表情，但那却有雕着他哭得的石像。我无法考证
他是否有真的哭过，但他是人。他并不是没有七情六欲的怪
物。难道只是因为他冰冷的外表与非凡的身手让我们觉得他
能背负一切么？我第一次觉得真切的感觉到他是个人，他也
会难过。人的情感，并不是我们看到的表面那样的冷漠。他
有他要守护的东西，他有他要背负的命运。

如果他生在一个普通家庭，也许一切就不同了。他也许可以
不用忘记记忆，不用和这个世界失去联系，不用去承担这一
切一切，也许并不应该由他承担的东西。但他姓张，从小过
着与别人不同的生活，也许也被别人决定了命运。他是起灵，
张起灵。所以他甚至比族人背负的更多。

他没有母亲照顾的童年，在繁多的家规下训练，也许不到十
岁，那瘦小的身子便下地倒斗了。残酷对他来得特别早。又
黑又冷的日子也许他在幼年就经历过了。坚韧不只是可喜亦



或是可悲的成为了他的习惯。

这，就是张起灵。

藏海花读后感篇二

工作了半年，又是寒假。到新华书店闲逛，《藏海花》和
《盗墓笔记》一样的封面的风格闯入眼帘。我兴奋的扑过去，
真的是三叔的作品，不是伪作！还说什么，买下！记忆符号
又奇迹般地串联了起来，活生生的。

这是一段继盗墓后的又一段吴邪和胖子的冒险经历。在吴邪
的口中，追寻那些没有解禁的秘密已经成为命运催动的莫名
动力。这个过程是否有意义，是否值得已经变得不重要。他
们来到西藏，循着闷油瓶的笔记溯源。在探寻的过程中他们
又遇到了在香港而来的张家后人，并和收购裘德考公司的海
外势力联合走向雪山深处。在喜马拉雅茫茫的雪峰中，又一
道青铜门出现了。而在这道门之后就是小哥要守候下一个十
年的秘密。关于蛇眉铜鱼的秘密虽然没有提及，但是出现了
新的关于张家，关于汪藏海的信息。也应运出现了新的标志
性符号——蝎子图案。

这一本书中，详尽地介绍了小哥传奇性的童年，解释了他成
为张起灵，成为张家族长的历程。因为是孤儿，因为有特殊
的体质而被张家领养作为小墓道摸金工具的他，有着与世界
毫无关联的漠然就不足为奇了。这一段，三叔算是自圆其说。
而关于闷油瓶的神秘感，也被一层层拆解。书里反复出现了
小哥的雕像、画像，还有喇嘛口中的描述。让小哥在人们的
谈论中一次次似是而非地回归，终有了无音信。三叔一次次
给读者带来希望，又一次次把这希望熄灭。让故事更加扣人
心弦，徒让读者从惊喜到失望再到失望中唏嘘不已。

胖子从消沉中恢复过来，还是那样落拓不羁，依然是那样满
嘴跑火车地刷着小聪明。三叔在这几年的写作中把胖子这一



人物形象塑造到登峰造极。这部续集中的胖子依然不愧为全
书的灵魂级的、最卖座的人物典型。可以说，从《鬼吹灯》
的同人小说走来，三叔对胖子的塑造已经超越了天下霸唱笔
下的王胖子。

书中提及到禁婆、诡异的录像、黑金古刀、雪崩、战国帛书、
嗜血的虫子、青铜铃铛……这些细节，无不让盗墓迷在记忆
中又神游一番，有一种追个溯源的体验感，又重新拾起了久
违的好奇心。

关于西藏，近来很多悬疑探险类的通俗小说有会有涉及，比
如前一段时间风行一时的河马的《藏地密码》、杨志军的
《藏獒》等等，而鬼吹灯里面也有《昆仑神宫》一段故事。
果不其然，三叔也开始把文墨集中到西藏。不知道个中机巧
是否有什么相关之处。但是，西藏确实我国现有的一处非常
具有神秘感的所在。不消说那具有代表性的藏传佛教、藏民
族风俗这些尚有待文化界进一步开发的人文资源，最是那茫
茫雪山上的`自然风光也是令人心驰神往的。随着青藏铁路的
通达，越来越多的关于西藏的谜底也必然会揭晓，为世人所
知。我猜想，这一段西藏热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鬼吹灯》也出了续集，胡八一、王胖子、shirley杨铁三角完
美回归。打算马上网购一本。而盗墓中的铁三角却还不知道
什么时间才能聚首。那些尘封的秘密何时才有一个让读者满
意的交代。当当网上并没有《藏海花》的下一本，估计三叔
又犯老毛病了，耐心期待吧。

藏海花读后感篇三

从盗墓笔记到藏海花然后是沙海。从高中追到现在，三叔说
封笔了，坑神真的坑了。

十年一瞬如沧海，何人还逝藏海花。这句是书名的出处，是
一句佛经。 这本书讲述的是《盗墓笔记》的前传，或者说是



张起灵的外传，讲述他如谜一般的身世。三叔米有把这本书
写的跌宕起伏，悬念环生。他一点点的解释着盗墓中的谜团，
却有同时创造更多的谜团。它很安静，但暗流横生。

书中的每个主人公在经历了那么多后，都在成长。

吴邪慢慢地从当年的天真无邪变得成熟，变得稳重，貌似一
只小狐狸在慢慢脱变。而书就是用吴邪的视角来写的，感觉
好像作者的成长历程，也好像作者看见了我的成长历程。虽
然我不是狐狸，但都在成长在慢慢改变。

胖子表面上好像没有变化，但是从书中的细节还是看得出他
从吊儿郎当变得稳重了许多，也细心了许多。我想每个人在
经历一些事后都会改变，变得成熟。

小哥张起灵也从一个神一般的人物慢慢的变得有血有肉。而
然他在这本书并没有真正的出场。

“从很多层面来说，不知道一件事情远远要比知道好得多，
懂得要比不懂得痛苦的多。

另外一种状态就是我不停地给自己打气，告诉自己有些事情
再不想做，我也必须去做。所以我一直在这样矛盾的心态下，
打理着三叔的铺子，一开始，因为米有潘子，很多事情只有
我一个人，做起来举步维艰，当我沮丧，想退出的时候，我
就想起潘子临死前给我唱的那首歌：“小三爷要往前走，小
三爷不能往后退。”

我没有资格往后退。在这样的生意场上，所谓的往前走其实
只是一些小事情而已，如果这种事情上就退缩的话，我真的
会对不起很多人，所以我一直努力着。 ”

这是吴邪说的一段话。他从当年的天真无邪在慢慢的变成熟，
变得稳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痛苦困难，也许没有他



们的那种激烈，那种生死一线之间。也没有社会的那种生活
所迫。在学校这个象牙塔里，我们好像并没有什么灭顶之灾。
但是不一定要等到退无可退的时候才去选择，去努力。当你
遇到困难的时候，别往后退。也别想着退出，有时候只要向
前走那么几步，也许一切都会变得不同。“山穷水尽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句诗并不只是让我欣赏的。有时候生
活就像江南的小巷，你转着转着好像进入了死胡同，但也许
在死胡同的死角里有一条羊肠小道。生活不会让你无路可走
的，只要你肯前进。

“我发现一个窍门，原来当一件事情你已经做得非常完整的
时候。特别是你已经跳过了原始累积阶段到了一定程度之后，
事情就变得愈加简单，因为你有机会犯错，你有机会掉头，
而你整体的一个收益情况如果大于你的亏损，你的这个体系
就能活下去。”

有时候总觉得有些事好像永远做不完，就像海一望无际。但
海有海岸线，所有事都有终点。我们每一期的活动都是一点
一点的装备着，手忙脚乱，好像永远来不及了，但在活动当
晚，所有事都会显得简单多了，因为我们已经把他做的十分
完整了。这个时候我们犯的小错误也不影响大局了。

这本书让我懂了很多，让我深刻的明白逃避不是解决的方法。
有些事只有在经历了之后才会更深刻的体会。成长磨砺的不
仅仅是我们的棱角，也在磨砺我们坚强的心。

藏海花读后感篇四

从盗墓笔记到藏海花然后是沙海。从高中追到现在，三叔说
封笔了，坑神真的坑了。

十年一瞬如沧海，何人还逝藏海花。这句是书名的出处，是
一句佛经。这本书讲述的是《盗墓笔记》的前传，或者说是
张起灵的外传，讲述他如谜一般的身世。三叔米有把这本书



写的跌宕起伏，悬念环生。他一点点的解释着盗墓中的谜团，
却有同时创造更多的谜团。它很安静，但暗流横生。

书中的每个主人公在经历了那么多后，都在成长。

吴邪慢慢地从当年的天真无邪变得成熟，变得稳重，貌似一
只小狐狸在慢慢脱变。而书就是用吴邪的视角来写的，感觉
好像作者的成长历程，也好像作者看见了我的成长历程。虽
然我不是狐狸，但都在成长在慢慢改变。

胖子表面上好像没有变化，但是从书中的细节还是看得出他
从吊儿郎当变得稳重了许多，也细心了许多。我想每个人在
经历一些事后都会改变，变得成熟。

小哥张起灵也从一个神一般的人物慢慢的变得有血有肉。而
然他在这本书并没有真正的出场。

“从很多层面来说，不知道一件事情远远要比知道好得多，
懂得要比不懂得痛苦的多。

另外一种状态就是我不停地给自己打气，告诉自己有些事情
再不想做，我也必须去做。所以我一直在这样矛盾的心态下，
打理着三叔的铺子，一开始，因为米有潘子，很多事情只有
我一个人，做起来举步维艰，当我沮丧，想退出的时候，我
就想起潘子临死前给我唱的那首歌：“小三爷要往前走，小
三爷不能往后退。”

我没有资格往后退。在这样的生意场上，所谓的往前走其实
只是一些小事情而已，如果这种事情上就退缩的话，我真的
会对不起很多人，所以我一直努力着。”

这是吴邪说的一段话。他从当年的天真无邪在慢慢的变成熟，
变得稳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痛苦困难，也许没有他
们的那种激烈，那种生死一线之间。也没有社会的那种生活



所迫。在学校这个象牙塔里，我们好像并没有什么灭顶之灾。
但是不一定要等到退无可退的时候才去选择，去努力。当你
遇到困难的时候，别往后退。也别想着退出，有时候只要向
前走那么几步，也许一切都会变得不同。“山穷水尽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句诗并不只是让我欣赏的。有时候生
活就像江南的小巷，你转着转着好像进入了死胡同，但也许
在死胡同的死角里有一条羊肠小道。生活不会让你无路可走
的，只要你肯前进。

“我发现一个窍门，原来当一件事情你已经做得非常完整的
时候。特别是你已经跳过了原始累积阶段到了一定程度之后，
事情就变得愈加简单，因为你有机会犯错，你有机会掉头，
而你整体的一个收益情况如果大于你的亏损，你的这个体系
就能活下去。”

有时候总觉得有些事好像永远做不完，就像海一望无际。但
海有海岸线，所有事都有终点。我们每一期的活动都是一点
一点的装备着，手忙脚乱，好像永远来不及了，但在活动当
晚，所有事都会显得简单多了，因为我们已经把他做的十分
完整了。这个时候我们犯的小错误也不影响大局了。

这本书让我懂了很多，让我深刻的明白逃避不是解决的方法。
有些事只有在经历了之后才会更深刻的体会。成长磨砺的不
仅仅是我们的棱角，也在磨砺我们坚强的心。

藏海花读后感篇五

枫叶放寒假了，不用上班了。从大连回到家里，又是蛰居一
个冬天。大超告诉在qq里告诉我《盗墓笔记》出大结局了。
兴奋之余又多了一丝丝怅惘。读了这么多年，读了这么多遍，
读到从稚嫩到被推搡到社会，终于等到结局了。

大年夜，看完了没有老赵的春节联欢。家人都休息了，我打
开电脑安静地读完了《盗墓笔记》的结局。看完后，又反复



读了几遍最后的文字。然后仰对天花板怅然若失。此刻书中
的情节掺杂着围绕着盗墓的往事在记忆深处拥堵着，没有头
绪地纠缠着，模糊的界限已经超出了书的本身。

闷油瓶只身走入长白山深处的青铜门中，孑然一身，守护着
世界终极的秘密。那扇用人血淋冻着人皮封存的巨大的青铜
门，阴兵借道曾经来往过。而青铜门后是究竟是怎样的一个
空间，三叔没有回答。只剩下一个让人捶胸顿足而又无限神
往的空白。胖子陷入了失意后的消沉，独自留在了巴乃过着
与世隔绝的生活。吴邪回到了杭州继续经营着三叔遗留的产
业。在百无聊赖中木然地回忆着曾经的一沟一壑、一波一澜。
从七星鲁王墓、南沙鬼船、雪顶天宫、蛇沼迷城到最后的张
家鬼楼，一切的一切仿佛黄粱一梦。只是梦醒后，三叔走了，
盘子死了，阿宁死了，大奎死了……只留下吴邪心力交瘁地
还在纠结着一团团像乱麻一样的谜团。

对于一个学文学的人来说，我能够接受这样残缺的结局。甚
至在渴求，无论怎样，只求一个结局，让这样一段断断续续
的、费时费力的精神旅程终有一个归宿。

恍惚记得，真正对《盗墓笔记》痴迷，是因为失恋后的失眠。
每天都囚禁在恍惚的切肤之痛中，连夜里也难得轻松。夜里
越安静，就越难以入眠，每天都在空白时间的折磨中煎熬。
那时候偶尔在电驴上看到了青雪版的有声版《盗墓笔记》，
索性下载到mp3里，每天11点，准时上床听。这无疑成为了
一剂良药，每一个夜晚都变得有了色彩，有了滋味。就这样，
听完《盗墓笔记》的更新段，在不耐烦地等候中，我又去跟
三叔博客的帖子。在这段闲置的时间里，我又听了《茅山后
裔》、《黑狱》、《鬼吹灯》、《大漠苍狼》、《怒江之
战》……到后来，又重温盗墓。在旅途中，在散步时，在睡
前，在课间，反复地听盗墓成了我的一种习惯。到后来，我
可以对其中的一些细节如数家珍。再后来，小白和朱琳也跟
着我一起听。回忆起来，在大学的时光里，我真的有很大部
分时间是带着耳机度过的。



大学里，也经常和鸡哥、柏爷、七条、大超、小白、小光讨
论盗墓的情节。讨论盗墓里如同乱麻的伏笔和秘密；讨论最
让自己胆寒的细节；讨论对各个人物的褒贬。盗墓算是成为
了一种我大学生中的潜在的记忆符号，而这样的符号也随着
时间渐渐模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