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撒哈拉的故事读后感(汇总10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
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
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撒哈拉的故事读后感篇一

在撒哈拉，每一粒沙地里的石子，三毛是如此地珍爱，每一
次的日出和日落，她都舍不得忘怀，每一张张活生生的面孔，
在她的记忆里永远也挥抹不去。在这个异域的大沙漠，她用
自己的那份坚持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她用她那比沙漠还
阔达的胸襟去爱撒哈拉威人，她和荷西苦中作乐的婚姻生活。
即使是沙漠动荡不安的局势却永远无法阻止她去大沙漠的心，
只因为她追求的不仅仅是自由，更多的是一个心灵真正的栖
息之处。

一次无意间的翻阅地理杂志，看了一遍，三毛便把自己毫不
保留地交给了那一片陌生的土地。这是真性情的三毛！这个
异国他乡的地方，三毛和荷西“白手成家”。在一间什么也
没有的空心砖小屋，正对面的是一大片垃圾场，在前方便是
一片波浪似的沙谷。除沙石，便是那料峭的风。从此，三毛
便开始用“心”自己亲手一点一滴地来装饰整理这个简陋地
无以言比的小屋。在三毛经过一个店的时候，向老板讨来了
一大堆装棺材的长木箱。一开始她不知情，为得到这些免费
的木箱子乐了大半天并且她很荷西两个人把这些木箱子亲手
做成了家具。后来得知这些木箱子是棺材外箱，而她已经把
它们做成家具了，她此时更爱她的这些用棺材做的家具了。
它们可能一文不值，甚至会遭到唾弃，三毛却觉得它是世界
上独一无二、宝贝般的东西。是的，从本质上来说它确实是
没什么存在价值的意义。对于在沙漠的三毛，这是她赋予了
它生命的宝贝。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在她的心里，



很多平常的东西对她来说都是有不一样的意义的。我们都知
道，人们总很轻易地把金钱作为一切来权衡生命里的每一件
东西，就这样错过了很多原本就很美好的东西。我们总是用
眼睛去看到一些生硬的事物，却忽略了一些微妙的东西。我
曾记得在一本书上看过这样的一句话：每个人是习惯和过去
行为的复杂集合体，因此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来看事情。人
类看起来很类似，但认知方式却完全不同，每个人都生活在
独特而分别的世界里。她从不随波逐流，也不诠释人生，只
做生活的见证者；她是浪漫、洒脱的。人生是一种谁也说不
清楚的东西，但怎样过上属于自己真正的人生取决于自己对
世界、对生活的认识。

有人觉得三毛傻，宁愿在一无所有的大沙漠里受苦，却放弃
了原本舒适安乐的日子。如果她是一个追求荣华富贵，享受
安宁舒适，那么她便不是众多人心中那个永恒的三毛。她从
不后悔去到大沙漠，在这个异域里，这是最好的心灵的栖息
之地。那间她和荷西一起“白手成家”的屋子是她人生中最
美丽最快乐的人间天堂。她爱这间和自己心爱的人一起打造
的家。屋子里的东西若估量起来，它的价值是那么无足轻重。
这对于三毛来说，却是她生命里的无价之宝。就连对她百般
打扰，给她造成极大不方便的邻居，她称以她们为“芳邻”。
出乎我们的意料，对于不可理喻的她那些邻居，三毛打心里
地感激她们：因为她们，三毛在大沙漠的日子变得五光十色，
她的沙漠日子也就不孤独了。对于三毛而言，幸福是她在家
准备完那平淡的晚餐后站在门口等待荷西下班回家的那份期
待，是邻居对她的永无止境的百般打扰，有时候沙漠的一阵
风对她来说何尝不也是快乐之源？幸福与快乐有时就是那样
的简单。幸福与快乐，有时候它可以是一阵微微的午后清风
拂过你的双颊，而这时候自己刚好坐在水泥铺的小巷，手里
拿着你最喜欢的一本书。它也可以是远在他乡在电话里头听
到母亲亲切问候的那般感动。又或许在夜深人静站在楼梯口
时的朗风晓月带来的怡然……当自己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心
灵的栖息之地，生活的每点每滴都是幸福和快乐。



“一个人至少拥有一个梦想，有一个理由去坚强，心若是没
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在流浪。”无论身在何处，我们
都应该找到一个值得我们栖息心灵的地方，即使是在处境及
其糟糕的境地，却是让自己能够快乐和满意地去生活，去爱
身边的一切，不管它多么不堪，但没有它生活好像就会缺少
它原本的那份完整和独特。

撒哈拉的故事读后感篇二

这是一条彩色的河，在无际的沙漠中缓缓流动，变幻着颜色。
我赤足在河边，用透明的玻璃瓶盛满我喜欢的色彩。这是一
个梦，在远方流浪，我仰望橄榄树，用心感受我热爱的诗意。

——题记

朋友们都觉得我是个文艺青年，不可否认，在我的懵懂高中
时代确实文艺范爆发过，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偶然的机会看
到了《撒哈拉的故事》，初读充满乌托邦般文艺的三毛。一
打开就被三毛笔下的撒哈拉沙漠，沙漠上的故事深深吸引了，
爱不释手，仿佛自己也跟随三毛在撒哈拉快意人生，从此也
爱上了这个特立独行的奇女子。这本书好像是心灵深处的一
股清泉，流不尽，吐不完，一直奔流不息，浇灌我人生旅途
的每一草一木。这个月初jeep 上市，发布会上郑总说生活不
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挚爱和远方。当时我就想到了三毛。

现在的世界变化太快，尤其是电子网络发展太快，智能手机
逐渐连电脑都能替代了，在物质世界里，人们也越来越浮躁，
不再一杯清茶，一盏黄灯，一本好书，看庭前花开花落，望
天上云卷云舒。在为jeep 上市兴奋之余，挚爱和远方几个字
触动了我心底的文艺细胞，于是重新审视自己的心灵，重新
拾起那本泛黄的《撒哈拉的故事》，让自己重新来一次心灵
之旅。

书中三毛的笔触质朴又诗意，透着点点忧郁，穿夹着点点幽



默，亦诗亦散，娓娓道来，充满浪漫、浓情的异域情调。在
遥远的撒哈拉，三毛做了很多大胆有趣的事情。最有趣的莫
过于三毛当赤脚医生悬壶济世那段。这里的人不识字，还比
较落后和封建。妇女常年用深色的裹身布包住自己，面带黑
纱。因为医院的医生都是男医生，所以这些妇女生病了都不
愿意去医院，三毛就用一些小土方治好了邻居的一些小毛病。
姑卡的脚生疮时，她用中国的老药方黄豆医好了；当邻居的
母羊生小羊衣胞下不来时，三毛用在书上看到的方法给羊灌
酒救他，当沙蒂的表妹就快饿死时，是三毛从她的脸上看到
了饥饿，教她捡回了性命； 还有帮法蒂玛生小孩，用指甲油
帮别人补牙。在撒哈拉的生活，故事还有更多，虽然这片沙
漠无论是物资还是精神世界都很贫瘠，好笑的同时也同情他
们，但三毛用自己的心去适应、关怀这片大沙漠，用微小的
力量给身边的沙漠人带来了改变，在撒哈拉沙漠上留下的美
丽身影，享受流浪中的乐趣，也成就了她自己。“生命的过
程，无论是阳春白雪，青菜豆腐，我都得尝尝是什么滋味，
才不枉来走这么一遭。”三毛说。

一个人的流浪是孤独的，但三毛不是的，她是幸福的，因为
她有荷西。“荷西有个很大的优点，任何三毛所做的事情，
在别人看来也许是疯狂的行为，在他看来却是理所当然
的。”世界如此大，芸芸众生中能够寻得这样的灵魂伴侣，
如此理解自己，如此义无反顾的陪伴自己追寻远方的梦，人
生有如此知己足矣。《沙漠饭店》里三毛骗荷西粉丝是春雨，
是中国经过加工的尼龙绳，在招待荷西领导时用黄瓜炒香菇
代替冬笋炒香菇。他们的爱情是普通的，却刻骨铭心！远方
也需要挚爱！

还有还有为了梦中的橄榄树，橄榄树！

撒哈拉的故事读后感篇三

三毛说，对于撒哈拉沙漠，她感应到一种前世的乡愁。说着
便去了。



于是就有了我们所见的《撒哈拉的故事》。风沙，热浪，潇
洒，最令人神往的叹息的；没有觥筹交错没有纸醉金迷，在
没有尽头的黄沙中，仍穿一条鲜艳的长裙子。风是决绝酷烈
的，然而经过这裙摆，亦无端地生出许多柔情来。扬起、展
开，鼓噪的成为涓涓缓流，涵养了这贫瘠的土地上更残酷的。

我未曾想这所谓残酷；我应想到这残酷，却无法意识到其如
何痛烈。异乡的画卷在我眼前展开了。三毛究竟为什么要去
沙漠？十岁的女孩子就要嫁人了，迎娶之时其必须挣扎、哭
叫，所谓婚礼只不过是用暴力夺取贞操；黑人仍被作为奴隶，
世代卑微不得翻身，在“高贵的人”眼里与一只人形耕牛无
异；还有美丽的沙伊达，终于委顿在狼藉的沙土中了：她的
求死大概扫了好些施暴者和看戏人的兴。成百上千的骆驼将
死的悲鸣隆隆震响在这热而白的天空了。

“你的沙漠，现在你在它怀抱里了。”荷西说。

三毛是独一无二的。为多少个追求自由的灵魂的意愿总和而
降生！诉求普遍存在，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最终长久拼搏
的天地或许是初生的自己不敢相信之狭小。三毛要的平静永
远不是平淡，她追逐精彩。因此，她绝不以游人的心情爱着
薄暮时悲壮的红日：当将热烈的爱献给这片土地，给这片土
地上的一切——不为安定喜乐，为的是“生活”。

这时沙漠在她的怀抱里了。

三毛和荷西在撒哈拉的生活并不窘迫，却也少不了无奈和受
苦受难。撒哈拉威邻居的不礼貌和无理取闹，部落观念的陈
旧落后——算是小事，一一包容下了。入夜了还要开车去沙
漠找化石，结果两人险些丧命；对此的答复是“当然要再去
的”“明天下午就去”。对于生活，是这样令人吃惊的热诚
的姿态！枯燥的单调的日复一日的沙漠里，一粒外来的种子
落入了——粗糙的风也盖不熄这活力，有什么在不可抵挡地
生长。那安立在不修边幅的一切中的精致小屋，是三毛的家。



令人心倾的亦是三毛独特的人格魅力。勇敢，包容，同时脊
梁也笔直。很难想象她的一生结交了多少朋友。在这里，与
难以相处的撒哈拉威人，与地位卑下的哑奴，与受人排挤的
沙伊达。三毛是一朵旋转的花；她在此处略略逗留，与其偕
来的仍是芬芳。为愚昧的注入包容；为悲惨的注入关怀；为
麻木的注入愤怒。她为这片土地带来的，不仅仅是不枯萎的
生活，更是不枯萎的人性与价值！也只有这样美好又坚韧的
灵魂，能够面对那些残酷而无力改变的：具有掩面大哭的能
力，也不背过身去，干脆逃跑。沙漠中的真与善，恶与丑，
始终关切地注视着的：那是三毛的眼睛。

她来去如风。留下一册《撒哈拉的故事》，赠予沙漠一个拥
抱，一朵明亮而柔和的花。花儿在扭曲的热浪中轻盈地立着，
自此，芳华永不衰减。

撒哈拉的故事读后感篇四

对三毛的故事其实了解的不多，以往没有认真看完过一本她
的书。我了解的只有三毛和荷西夫妻情深，三毛因为荷西的
意外离开而变得抑郁。

读《撒哈拉的故事》文中感情表达细腻，读完会有一种豁然
开朗的感觉，荷西真的很爱三毛，荷西成就了三毛，三毛因
为荷西变得更好，彼此是对方最好的时光。难怪三毛会因为
荷西的意外离世一度陷入了低迷的感慨。

特别佩服三毛在沙漠中的勇敢和果敢，做事冷静大方，面对
沙漠中的各种贪婪的人和事，不是暴跳如雷依然能保持一颗
善良的心，实乃佩服。也更加深了我想去沙漠走一走看一看
的想法，没有体验过的风景永远都是最美的。

读到文章后面的书信，突然觉得很矛盾。三毛并不像前文中
描绘的，在沙漠的生活很艰苦但更多的是快乐，也没有感受
到前文描绘的三毛对沙漠的那种吸引力。结尾真实情感流露



出来更多的是对沙漠生活感到寂寞和煎熬，另外从信中来看
三毛对荷西的爱也并没有那么深，一直在自我安慰自己没有
选错人，我猜想可能还是存在某些遗憾的。

既然是书写出来的，可能存在某些部分艺术化了也是能理解
的。继续读下一本三毛的著作《梦里花落知多少》来了解更
多的详情。

撒哈拉的故事读后感篇五

一直对三毛怀有一份独特的情感，大抵是心下羡慕有人可以
活得如此洒脱不羁，爱她对待生活的态度，一直寻求自然与
单纯，从台北到德国，从撒哈拉到美利坚，她的一生似乎都
是一个传奇。

对于三毛所有作品都是钟爱的，如果一定要选择，那还是会
选择撒哈拉里的三毛。在这本书中诠释着她对沙漠的眷恋，
贫瘠的大沙漠在她的眼中充满了无穷的诱惑。她勇敢的抛弃
了繁华都市生活来到大沙漠，迎接她的却是黄沙滚滚，风声
呜咽的恶劣环境，水源奇缺，物资匮乏。还有那置于大坟场
的破旧沙土房：狭窄简陋，没有家具，没有床，顶上还有一
个大窟窿......但是这一切都没有打退三毛。三毛的这份坚
持让我有了很大的反思，在教学中是不是应该多一份坚韧，
少一分恼怒呢？这段故事记叙着她与荷西的幸福，记录着琐
碎的烦恼、忧愁与快乐，同时也带给我从未体验过的沙漠风
情。三毛说她第一次见着撒哈拉，像见到了久违的故乡。

度，她的浪漫奇想总是可以为枯燥艰辛的沙漠生活制造无限
情趣，就连痛苦也好似扎着蝴蝶结的。我们的课堂又何尝不
需要趣味来引起学生的注意呢？在三毛的笔下，她还原了一
个女人的本性-----天真，热情，心中充满了爱与感恩。她就
是这样一个女人，和自己心爱的人远离故土，来到一个贫瘠，
甚至是落后的地方，却从未对生活失望，我不知道是什么信



念支持着这么一个瘦小的身躯。也许正是因为不知道和许多
的无法解释，才会使我会心生羡慕。

人们常说，文字如人，三毛的文字，向来都是质朴，感人的。
阅读她的书，仿佛你是在跟她交谈，而不是在读她的书，就
像别后的友人在向你诉说着她远行的故事，不加任何修饰。
看的时候舒服，放下时却是如此的感动。

三毛曾说：“如果选择了自己结束生命这条路，你们也要想
得明白，因为在我，那将是一个幸福的归宿。”我想往往过
于追求完美，追求理想化的人，容易选择决绝的方式去达到
超脱和升华的境界。可是不管怎么说，她一直都在追求她生
命中定义的完美与幸福，正如她自己所说：生命的过程，无
论是阳春白雪，青菜豆腐，我都得尝尝是什么滋味。

撒哈拉的故事读后感篇六

同经风霜，同沐暖阳，同享欢乐，同担悲伤，这是爱情，而
爱情，是荷西对三毛。

爱情，是你想冒险我愿陪伴。我愿为你放下一切，去到未知
的撒哈拉。与你一起触碰沙漠的荒凉，满足你驱车穿过沙漠
的愿望。用你夕阳下欢笑的脸庞取代沙漠生活的沧桑。我愿
忍住无奈，陪你一齐躲在岩石后偷窥沙漠女人洗澡，只为在
被发现时能够护你周全。只要你想，赴汤蹈火，与我也是一
段安然时光。

爱情，是我愿用尽全力让你忘记生活的贫瘠。我会在满目苍
痍的沙漠为你建一座漂亮的白色房子，种上绿植，等着你的
到来，共同演绎一段多彩的沙漠童话。我会在房里放上你的
书本，想象晨起的日光倾泄在你认真阅读的脸上，沙漠便不
再是沧海桑田，而是人间四月天。

爱情，是你一回头，我就在。我会在你当医生时，为有时一



筹莫展的你指点迷津。你教会沙漠女人很多知识，却没能教
会她们将借我们的东西还回来。我虽气恼，却还是加班挣钱
补贴家用，也填补你生活的空白，不让沙漠生活的辛苦无趣
打扰你。

这是目睹姑卡被侵犯后，抚平三毛气恼的荷西；是三毛差点
葬命死果时心急如焚的荷西；是用全部温柔对三毛说上一世
三曲情话的荷西。他虽不精彩耀眼，也是三毛平淡岁月里的
星辰。

荷西和三毛不仅给我传唱了一首关于撒哈拉的另类歌谣，更
为我讲述了一段好的爱情是能鲜衣怒马，也能细水长流。

撒哈拉的故事读后感篇七

三毛是一个为爱停留，为爱旅行的人。我一想到她，就对她
充满了感激之情。

感激三毛，是她让我明白了读书和旅行的真正含义。三毛在
上初中时就经常逃学去坟墓堆读闲书。成年后，又跑去了西
班牙旅行，结识了她的丈夫荷西。她看到一张撒哈拉沙漠的
照片，感应到前世的乡愁，于是决定搬到那里去，苦恋她的
荷西也二话不说跟着去了。是她让我懂得了读书和旅行一样
重要。

感激三毛，是她让我学会了一个人应有的爱心。虽然她的丈
夫荷西说她给人看病如同玩洋娃娃一般，但她还是用阿司匹
林药片治好了一个老年撒哈拉威女人的头痛，用一只羊挽救
一个营养不良的孩子，用指甲油治好了撒哈拉威人的牙痛，
用黄豆捣成的浆糊治好了姑卡的疖子。是她，让我在心灵里
开一朵花，用爱心维持它的芳香。

枯燥的撒哈拉生活，让三毛过得富有诗意。她经常能把垃圾
变废为宝，不花一分钱地去装饰自己的家。她把轮胎改造成



鸟巢沙发，把烂羊皮改造成坐垫，把水桶改成一个个花瓶。
她把家里装饰的好似一座皇宫，而她俨然就是那个女王。

我虽然没有去过撒哈拉，但我却对它很熟悉，是三毛用笔墨
把撒哈拉带到我的眼前，让我领略了它的异域风情。如梦如
幻，又如鬼魅似的海市蜃楼；迎面如雨似的狂风沙；焦烈的
大地，黑色的山峦，满布乱石的荒野……三毛带来的这些，
让我意乱神迷，目不?l接。

撒哈拉的故事读后感篇八

一直听说你的世界很精彩，于是我来了。就在最近拜读了你
的作品，看到了一个桀骜不驯的你；一个在艰难的沙漠生活
里仍然保持率真烂漫的你。是的，我为你而倾倒。

生长在那个年代的你是幸福的，远离现代都市的纷纷扰扰，
去寻求属于自己想要的一片天空。你当时的思想哪怕是放在
现在来说都是多少人所不敢想的。你就像一个既理智又叛逆
的青春期少年，做了一次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梦。离开富足美
满的家庭，来到贫瘠的沙漠去享受不一样的人生，我为你的
勇敢而喝彩。

这个物质开始超过精神的年代，物质成为第一需求。人们开
始追求名牌，尽管它并不适合自己。我们开始追求房子、车
子、更贵的衣服、更高的享受，丰富的精神世界离现在的人
们越来越远。谁还会如你一般，为了充实自己而远离他乡，有
“舍”才有“得”，现在人们不愿意丢下眼前的利益才使得
精神层面越来越匮乏。每个人都在忙碌着，疲于奔生活，却
又不愿意停下来“享受”生活。我指的的这种享受是精神上
的。当我们越来越机械的去讨生活，按着大家共同的价值观
所默认的模式，非官即商，而越来越不像个完整的人了的时
候，我们是否该停下来想一想？而三毛你，活的很像自己，
勇敢的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没有那么多的顾虑，不被任
何人和事所束缚，你就是你自己。



在生活中，你是十分可爱的，沙漠中如此恶劣的环境能被你
过得充实而精彩。你亲手布置了一个温馨怡人充满艺术气息
的沙漠中的小窝，可见你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给予人类一
切美好的心境。还有你那比沙漠更宽广的胸怀，每当愚昧无
知的撒哈拉威人无尽的向你索取，并且还不知感恩，你仍然
是那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态度，实在让人敬佩，这
换做一般人早就气急败坏了。还有你那“沙漠中餐厅”，怪
不得你的朋友到了你家都舍不得走，连我看了也只流口水呢。
还有冒充医生的你，用自己库存的药当起了悬壶济世的公益
慈善医生，虽然你没有专业的资格，但是你还是凭借丰富的
知识面治好了一个又一个病人。你的勇敢，你的无畏，你的
善良聪慧，样样让我着迷。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志向，比如向往自由洒脱的陶渊明，渴求
仕途的王勃，寄心无拘无束生活的庄周和奉孝守心的李密。
不同的经历，决定了每个人不同的思维方式与追求，恰恰经
历具有不可复制性与独一性，于是思想的区别也就跟着独一
了。然而每个人的思想确实并非独一，按照思想去做的人却
甚少，所以这个世界出类拔萃的人太少，而平庸者太多。三
毛你却这样做了，保留那单纯质朴的心，所以看待这个世界
的时候，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你是不平凡的。

对于书中最后的那几篇书信篇，三毛回应当时个别媒体所说的
“庸俗的三毛热”一事，我觉得他说得很好：“文章千古事，
不是我这一芥草一般的小人物所能挑的起来的，庸俗不庸俗，
突不突破，说起来都太严重，写稿真正的起因，“还是为了
娱乐父母”，也是自己兴趣所在，将个人的设干活做一个记
录而已。”多么平实而深刻的回答，是啊，管别人去说什么，
不求名不求利，问心无愧，只是做自己想做之事，仅此而已。
率性而为，有何不可？这让我想起了曾经看过的一本书中，
有人问到席慕容，文学是什么？她回答：“文学是你对自己
的省察，你对这个世界的盼望，你对生命的惊喜发现，你对
时光的不舍记忆和爱恋……”关于这些，你的文字一并做到
了，它虽是无声的，但却有形的替代了你的所见所闻所悟。



撒哈拉的故事读后感篇九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在海子这句著名的诗句中，
朴素明朗、清新隽永的语言，让这份自然而真挚的美好情感
表露得热烈而坦诚。

在美好的青葱岁月里，我无数次幻想自己就是诗句中的主人
公，在无休止的旅途中一次又一次地面朝着大海，沐浴着海
风，迎着海边升起的朝阳忘却尘世间的一切烦恼。对自由和
漂泊旅行的向往，让当时的我单纯地认为这样的旅行就像是
一件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事，直到我在《撒哈拉的故事》中
认识了一个叫三毛的人。

撒哈拉是一片大海，一片沙海，远离尘寰的喧嚣，白天异常
酷热，晚上又非常冰凉，缺水让那里的人掩盖不了身上散发
的浓浓的体臭；没有教育和知识让那里大部分的人根本无从
知晓自己今年几岁；没有警察和正义，对神灵的迷信让人害
怕。

我想曾经甚至是现在，有很多人会因为《撒哈拉的故事》而
爱上记录着主人翁的烦恼、忧愁、幸福的沙漠风情。这个遥
远而新奇的世界使得旅行变成一种流浪，三毛和自己心爱的
人远离故土，来到一个贫瘠、落后的地方，而她却依然怀着
一颗淡定而坚强的心，忘记了恶劣的环境，用她心中洋溢出
的浪漫奇想，让枯燥而艰辛的沙漠生活产生了无限的情趣。
虽然过着入不敷出的贫穷生活，但是，他们却从未对生活失
望。书中那些质朴而又感人的故事，让每一个读者心生羡慕。

人们必须学会大度，别去思忖现在的快乐是否胜过以前的快
乐。当现在成为过去，你就会明白，健康生活着的我们永远
都是快乐幸福的。



撒哈拉的故事读后感篇十

《撒哈拉的故事》写的是三毛在撒哈拉沙漠中生活的一系列
的事，因为一次看到了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中撒哈拉沙
漠的照片时，莫名其妙的感应到了前世的乡愁，于是便去了
撒哈拉生活，而苦恋她的荷西也二话不说的跟了去，他们也
在沙漠中结了婚。于是，撒哈拉的故事便从这里开始了。

趁着这个寒假的时间，我阅读了这本《撒哈拉的故事》。书
中写了一系列的以撒哈拉沙漠为背景的故事，其中我最喜欢
的当然是《沙漠中的饭店》、《结婚记》和《白手成家》。
这几篇写的是三毛初到沙漠以及与荷西结婚的故事。

《白手成家》写了三毛与荷西初到沙漠，来到沙漠，他们得
有个新家，荷西租了所房子，于是他们就开始布置新家了。
在沙漠里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尤其是淡水特别稀缺，可三毛
并没有抱怨沙漠，她只是认为在适应沙漠生活遇到一些挫折
罢了。她用一些简单的工艺品，一些木板做的家具，装饰出
一个沙漠中最美丽的家。荷西去上班，为他们的生活赚钱，
为了赚钱，他日以继夜的工作，常常不能回家。为了家，为
了生活，谁不是这样呢?即使在现在物质丰富的年代，我们的
生活也并非那么容易，可相比在沙漠中那样艰苦的生活，我
们也应该感到庆幸自己可以生活在这个年代。

在沙漠中也不是非常枯燥的，如三毛与荷西结婚后有了一个
月的假期，还有许多的补贴，让他们在一段艰苦的生活后获
得一次蜜月。这一次他们好好的游玩了一次撒哈拉沙漠，并
且深深的爱上这片荒凉的没有花朵的土地。他们的生活既使
在艰苦，荷西也坚决不用三毛父亲给三毛的钱，并想把钱留
着给三毛的父亲母亲养老，还想以后把他们接来，即便他们
有多想来。在这可以看到荷西的孝心，荷西是一个很独立的
人，因为三毛的父亲留了一笔钱给三毛，所以三毛想荷西不
要那么辛苦的工作，多次想用那笔钱，可荷西却坚决不肯，
节俭让他们渐渐适应了沙漠的生活。



说起他们两人结婚，这个不是一个顺利的过程啊。《结婚记》
把这一经过写下来了。荷西一直期盼着结婚，可把所有的文
件弄好，需要三个月的时间。直性子的三毛最不喜欢的就是
这些填表格办手续了，荷西也很着急，可为了结婚，这些手
续必须得办，他们只好耐心等待这三个月。时间很快过去，
他们终于可以结婚了。他们的婚礼十分简单，他们没有穿华
丽的礼服，荷西穿的是一件深蓝的衬衫，三毛穿的是一件淡
蓝细麻布的长衣服，连去法院也是走路去的，荷西也开玩笑
的对三毛说：“你也许是第一个走路结婚的新娘。”到了法
院，看到法院的人都穿正装，这让三毛很不自在。三毛不喜
欢弄得那么正式，对于结婚也是这样，她是一个真性情的人，
对于不喜欢的事，不会假惺惺的迎合，会大胆的表现自己。
现代人最缺少的就是这一品质，活的是那么的虚伪。

其实生活需要的就是这样简简单单，不需要华丽的烘托，朴
素的生活也可以过得快快乐乐，平平淡淡的过日子不也比富
丽堂皇的生活要好吗?生活不是过给别人看的，是留给自己经
营与享受的，有追求不是一件坏事，可过分奢侈便成了浪费。

荷西与三毛的爱情并没有那么轰轰烈烈，反而在平淡中过得
精彩。婚后的生活也是简单、朴素，在简单的做菜吃饭中也
有许多乐趣，三毛做的第一道菜是“粉丝煮鸡汤”，荷西因
为不知道粉丝是什么，三毛便跟他开玩笑，说这是“春天里
下的第一场雨，在高山里冻成的”荷西也没有那么笨，不相
信，可他还是开心地吃着。简简单单的吃粉丝中流露着两人
的爱意，生活就是如此简单。除了米粉，三毛还做了许多东
西，中国东西快吃完了，还做西菜，这让荷西很意外，又高
兴。三毛做的菜，把荷西的大老板也吸引来了。

荷西与三毛的婚后生活就是那么简单，按三毛的话说，就
是“夫妇生活总是在吃饭，其他时间便是去忙着赚吃饭的钱，
实在没多大的意思”。其实平淡的生活照样可以过的很精彩，
荷西与三毛就是这样，从一开始初到沙漠的白手成家，到在
沙漠中有了一个自己的家，中间虽然有一些坎坷，可生活就



是如此，不经历一些坎坷，怎么会有幸福。其实幸福也是很
简单，两人相互爱着对方，快快乐乐的生活在一起，有时偶
尔吵吵闹闹，就这样“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简简单单的
过一辈子，这也是每个人想要的生活。可命运就是这么不公
平，三毛的人生就是那么的坎坷。

读了三毛的作品，让我感受到了这么一个真实平凡的女子，
不带一丝的虚假，在作品中展现了她自己，可她坎坷的人生
实在令人心痛。1943年3月26日三毛生于重庆，5岁随父母入
台湾，13岁切腹自杀被救;29岁与一德裔男结婚前夕，未婚夫
心脏病突发身亡。31岁与荷西在沙漠结婚，36岁丈夫海底捕
鱼意外丧生;1991年，48岁饱经沧桑的她以丝袜绕颈自杀，结
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的一生都在流浪，她的足迹几乎踏遍世
界的每个角落。终于她遇到了荷西，一个深爱着她的人，一
个愿意陪着流浪天涯的人，可上帝却把他带走了。在撒哈拉，
三毛与荷西渡过了一段简单、朴素的生活，他们之间的爱情
是那么的平凡，没有什么海誓山盟，还没好好的体验生活便
永远的分离了，对于荷西的离开，三毛只有无尽的伤痛，剩
下的也只撒哈拉沙漠中的回忆了。

三毛与荷西的爱藏于他们得生活当中。撒哈拉沙漠，这片荒
凉的土地，三毛把她的思恋与乡愁都寄托在这片荒原，热爱
着这片荒漠。三毛，就是这么一个勇敢、潇洒、真性情的人。
她对荷西的思念最终凝成一句话。

她说：每想你一次，天上飘落一粒沙，从此形成了撒哈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