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从零到一读后感 一句顶一万句读后感
(优秀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
才合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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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零到一读后感篇一

《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刘震云历时三年的倾心之作，获得
了茅盾文学奖。以河南延津为背景，小说分为两部分，出延
津记和回延津记。杨百顺、牛爱国分别的一出一回，好像总
是在重复相同的故事，从起点绕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两人
千丝万缕的联系皆因说得着说不着而起。展现的是中国乡村
最底层小人物的生活现实，书中人物命运循环往复，一句闲
话就割断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尽管有时候是说者无心，但
无论怎样都坏在了说的上面，而有时又翻山越岭只为探求一
句话，杨百顺因为一句话离开了延津，而牛爱国又因为一句
话回到延津。

“全不知她不是上了吴摩西的当，是上了县长老史的当；不
是上了县长老史的当，而是上了省长老费的当；也不是上了
省长老费的当，是上了总理衙门的当。不管是上了谁的当，
吴摩西成了吴摩西。”文章有很多这样的句型、段落，初读
时一段话要看半天才能理顺，给人感觉就像在凑字数，不过
好在多了些趣味性，像极了现实吵架中的理；再读时有点窥
见其中的高明，通过否定后又确认原因的方式，反映人物经
历或心理活动，这样一来，人物之间那复杂又纠结的关系，
读者也能知道的一清二楚。

十六岁的杨百顺要出杨家庄，出杨家庄是因为自己恨老杨，
恨老杨是因为老杨把上学的机会给了杨百顺的弟弟，让自己



磨豆腐。可磨豆腐也没那么恨，更恨的是老杨听了老马的话
算计自己。可老马并不是故意要算计自己，老马是嫌老杨烦，
随口说了个馊主意。可老马烦老杨并不是因为这个人烦，而
是老杨总想着听老马的主意，老马觉得老杨占了他便宜。于
是当杨百顺情绪爆发要去杀人时，居然不知道该去杀谁，好
像自己跟这庄上的人其实都有仇，这才一怒而走。

文中的一句话不是一句话，一句话能绕出十句话，十句话能
绕出一万句话，一个人和事绕出另一个人和事绕，而人和事
绕也不是人和事本身绕，是人和人互相绕。人和人不交心，
心里是一个意思，讲出来是另一个意思，意思和意思不一样，
所以所有的事情都如同一个毛线团一样，弯弯绕绕，最终揉
作一团。有一个人不绕，就是传教的老詹。他要教导别人信
主的理由是主能让你明白，“你从哪里来，你往哪里去。”
可他一辈子只有八个半信徒，延津人不信他，延津人觉得自
己已经明白了。

“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
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文中塑造了许多平凡的老百姓，
每个人都在寻找一个可以说上知心话的人，找一个好朋友已
经很不容易，你可能跟某个人是好朋友，但是你们在一起未
必就能说得上话，比人找人更不容易的就是话找话，无法言
传，像影子一样跟着人的苦闷和孤独。我们希望有人能说得
上话，希望摆脱孤独，希望被理解，希望得到人与人的沟通、
温暖的抚慰，都处在摆脱孤独的努力之中，以致不惜制造某
种虚假的响动和声音。

为什么每个人都在找可以说话的人，而自己身边的父子、夫
妻不是可以说话的人呢，父母不爱子女而爱养女，夫妻不爱
彼此而出轨，逃避处理关系而去找其他的关系，可能和一个
人能不能说得着不是给他天天做鱼，或是生过他养育过他，
而是要注重人与人的交流、将心比心。

之所以不断的寻找说得着的人，是因为我们不仅需要基本的



物质生活条件，还要有丰富的精神世界。在物质生活条件得
以满足的条件下，就开始寻求精神的愉悦，然而大多数情况
下二者不可兼得，相比物质而言，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精神
上的满足和愉悦，这种满足和愉悦的获得需要人与人精神上
的沟通与交流，能说得上话的人的“一句话”。

文中的各种人物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最平凡、最普通
的平民形象，包括杀猪的、打铁的、剃头的、卖馒头的、耍
猴的、喊丧的、卖豆腐的、传教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作者
真正还原了这些平凡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关注他们日常琐碎
生活中的精神世界，从底层民众的角度书写了一种平民的孤
独。

孤独这一略显矫揉造作的词并不是知识分子、精英们的专有，
平凡的小人物同样在心灵深处存在着孤独，像杨百顺，为了
逃避孤独，他不断的改名为杨摩西、吴摩西、直到罗长礼，
这其中包含的辛酸和无奈，可以看作中国底层民众悲怆命运
的缩影。孤独虽然是一种主观感受，但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
对知己伯乐的渴求也是密不可分的。在文中“孤独——寻找
一一寻不得一一孤独”似乎成了一种不可改变的轮回，为
了“说得着”，主人公不停地苦苦寻找，蓦然回首，那人却
已不是以往的那人，于是又陷入了孤独的深渊。他们不断寻
找，想要跳出这个轮回，找到一个“能说得着的人”，最终
却总也逃不过宿命的力量。“孤独”是引发寻找“说的着”
的原因，而“说不着”又唤醒了内心的孤独，主人公一生的
漂泊都是在这个圈中，拼命奔跑，却总也摆脱不掉，在寻找
的过程中品味着人生的孤独。

书中精神世界最丰富的人可能就属传教的老詹，他没有妻儿，
只有花费一辈子发展起来的八个半不诚心的教徒，但是至少
他还有信念与执着。而信仰的缺失，造成的伤痛无法抚慰，
只能任由自己不爱该爱的人，压抑，沉默，爆发，再次压抑，
在沉默中爆发，在沉默中灭亡。



“出延津”与“回延津”之间历经百年，三代人的拼命挣扎、
寻找，形成了宿命式的循环。“一句话”是一个象征符号，
一个需要解开的密码锁，为了摆脱孤独，吴摩西离开了这个
地方，为了摆脱孤独，牛爱国又回到了这个地方。

从零到一读后感篇二

人在世上活着，有千万种情绪，这千万种不是真的千万种，
要把假情绪都拨开了捣碎了，弯弯绕绕都拐回心里，其实就
那么几种，就那么简单。只是一件事叠上七八件别的事，从
心里一路绕出来，成了千万种情绪。这本书把这些都说通了，
没用高深莫测的话，没用考究难懂的词。

说通了是真的说通了，再讲不通的事儿都一个字一个字讲出
来码放清楚了，一点没含糊。千种万种的人和情绪都顾及到
了，连只顾着“接地气”这个偏颇都没沾上，说了人
喜“虚”，再往上，连谁心里也少不了的那一丁点乌托邦也
都说了：比如那张纸上的教堂，看吴摩西扎教堂给我看哭了。

这本书太特殊了，太喜欢了，我粗浅的语言无法形容其中的
精妙带给我的震撼，尤其上半部分杨百顺的故事。刘震云真
正驾驭了这么多的人物。他讲一个故事，读者甚至不用花心
思去记任何一个人，只要顺着故事看，记得住的人和记不住
的人都讲清楚了。这个讲清楚不只是顺着杨百顺的故事讲清
楚，而是每个角色自己，前前后后提上几次，让读者觉得这
人什么脾性，心里装着什么事，都明白了，也不牵挂他了。
最后留了个吴摩西和巧玲给人牵挂着，又在全书结尾兜在一
起画了个圆。

非要说的话，第一部分写得太好了，显得回延津记不如前面
的。像是先编了个绝句做上联，下联对得再好也差点意思似
的。不过总体来讲，我对这本书的喜爱还是超五星的。



从零到一读后感篇三

初读此书，觉得此书非常生涩难读，人物关系复杂，墨迹无
趣。内心浮躁是很难读这样的书籍。当我静下心来读完整本
书之后却舍不得就这样结束，心情很复杂，很难去解释那种
沉重，失落与孤单，压抑的心情。我个人觉得好的书籍大抵
如此会给我们的思想带来冲击，像明镜让我们可以照看自己
的模样，但它又不是普通的明镜，它能照亮我们的心灵，给
我们一些启示。

小说的叙事风格类似明清野稗日记，语句洗练、情节简单、
叙事直接、朴实无华。正如书名“一句顶一万句”，一字一
句都构成言说的艺术，无一句废话。

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
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小说的后半部
写的是现在。吴摩西的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摆脱孤
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一出一走，延宕百
年。“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表面上讲的是吴摩西和牛
爱国两个人的历史，但只要对之细细咀嚼和回味，便会明白
实际上讲的是孤独的历史。“孤独”世代相传，祖辈的故事
在后辈的身上重演，祖辈的“孤独”也在后辈身上延续。小
说所有的情节关系和人物结构，所有的社群组织和家庭和谐，
乃至爱情都和人与人能不能对的上话，对的上话，然能不能
触及心灵、提供温暖、化解冲突、激发情欲。话，一旦成了
人与人唯一沟通的东西，寻找和孤独便伴随一生。心灵的疲
惫和生命的颓废，以及无边无际的茫然和累，便如影随形地
产生了。

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很多人想找个说得上话的人，但是越
长大越发现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似乎孤独才是人生常态。
书中的人物大部分都是中国最底层的老百姓，很真实的反应
了底层百姓的人性和人心，读此书时我总是情不自禁的会想
起我的外公，我自幼跟随外公外婆长大，印象中外公一直是



个沉默寡言的人，但是他有一个“说得上话”的姐夫，在交
通不便的年代，他会走上几天的路，风餐露宿，就为了能和
这个“说得上话”的姐夫说说话，和这个能给自己出主意的
人聊聊天、喝点小酒。像极了书中主人翁，为了一个建议，
千里迢迢的去找自己认为能帮自己出主意的朋友，帮自己说
道说道。

为了摆脱孤独和累，书中的人们努力制造声响和热闹，但这
无法改变本书人物的命运，就像今天，我们很多人还像书中
的人们一样为此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

当然，阅读此书也让我感受到生命的执着和顽强。为了在精
神上有所寄托和慰藉，人们义无反顾地追逐“一句顶一万
句”的身影，很像祖辈弯曲的脊背和那一大片脊背组成的苍
穹。

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
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

从零到一读后感篇四

这本书我在2016年的时候看过，当时我写的书评是：

杨百顺一辈子都在找找这个找那个把自己找成了杨摩西又找
成了吴摩西最后找成了罗长礼他的女儿也在找他的外孙也在
找找到最后发现自己找的就是一句话也不是为了一句话而找
找不到这句话就活不下去了而是以为自己想找一句话为了这
句话他自己却说了一万句话也不是一万句话就抵不上要找的
那一句而是找到了那句话找就没有白找话就没有白说。

按照刘震云给自己的评价，他的作品属于“现实魔幻主义”，
与魔幻现实主义相反，是把玄之又玄的东西，借最平常的人
和最朴实的事给说出来，说白了就是用一帮土得掉渣的农民
当主角写了个寂寞。但这寂寞不是作者一个人的寂寞，而是



让许多读者情绪里产生共鸣的寂寞，这样一来，一群人的寂
寞就成狂欢了。

这也太魔幻了吧，看完《一句顶一万句》，我对两个词印象
深刻。一个是“说得着”，一个是“码放好”。

说得着这个词，听上去就有一种中原地带浑实粗犷的气
质——两个膀实腰圆，满脸黄土的汉子并肩而坐，或端酒夹
菜，或吞云吐雾，操着十足侉味的河南方言推心置腹，相当
有画面感。我向来对三四线小县城有种理想化的好感，看
《地球最后的夜晚》时迷上了凯里，听五条人的歌曲对海丰
充满向往，读到本书中的延津也不禁神驰。在我看来，北上
广深这些大城市已经被展示得太过充分，只有在地图上都不
具名的小小城镇，才得以保留其自身独特的神秘感，而这种
神秘感作为培育魔幻念头的土壤，再合适没有了。

这样一位倾听者无疑是优秀的，也是务实的。可是对于能把
一切都码放好的人来说，这种能力反而就成了负担——不仅
要像树洞一样接受别人的负能量，还要不负众望地给出自己
的分析，说完还不算完，一旦出的主意没真正解决问题，反
而还会受牵连。

很多人都觉得刘震云不是个能把故事骨肉码放好的作者，他
写的东西啰里八嗦，盘根错节相互勾连，车轱辘似的来回转。
可我觉得还挺有趣，就像是吃鱼要择刺，嗑瓜子要剥皮，嚼
甘蔗要吐渣，从稍显粗糙的表达里对作者思路求索，反倒让
人更加甘之如饴。

我觉得，假如刘震云真的坐到我身边，切上一盘淋上香油的
凉拌猪心猪耳朵，我俩绝对说得着。

从零到一读后感篇五

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题目了，可我却觉得这个题目最合适。



看完这本书，很符合我当前的心境，人，一辈子都在找寻说
得上话的对方，无论婚姻关系还是友情，我很庆幸拥有很懂
我的朋友。

有一个说得上话的朋友，才不至于让我在很难受的时候去想
更多，我一直都觉得方言不适合表达情感（不知是不是我的
错觉），所以即使每次约好朋友，我还是讲不了很多在屏幕
里说“我见面了一定要和你说这个事儿”的那个事儿。

这些朋友不仅仅限于异性，其实同性也一样，讲不上话这个
事情一直令我心里不舒服，我确实很希望饭局有一个切入点
让大家谈谈心，可能是我的表达欲望更加强烈一点，我是希
望在我说出我自己想要对他说的这些话后，我们之间，心，
可以更近一步。

我其实不是一个只会口嗨的人，因为在外实在没有什么我愿
意说话的朋友，所以我很想回家和朋友喝喝酒，说说话。

我也是一个不太愿意矫情的人，我不太想在同一个事情上纠
结或者作无谓的挣扎太久。所以我平时反反复复骂同一个人
或者讲同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是真的累，我想找人说说话，
仅此而已。我觉得你是可以和我说得上话的人，我才会在这
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找你，而不是我无人可找的时候才找你。

我好像有点“道德绑架”说得上话的朋友，所以我现在试着
柔软的去表达，我想要和你说说话这样可怜的要求。因为我
信任你，我不想和身边的人讲话，和她们仅仅是讲话，只有
和我愿意说话的人，才叫沟通，所以朋友劝我好好和讨厌的
人沟通的时候，我觉得是在侮辱沟通这个词。

我还是没有长大，不太愿意敞开心扉，不太愿意去接纳所有
的人，不论讨厌的喜欢的无关的有关的，我只想自己快乐。

害，我跑题了，我本是要写写我最爱的那位朋友的。



我一直都觉得最好的朋友和我是相互促进相互成长的，我是
很希望在身边朋友身上学到一些“软”技能，我说的软，是
指柔软。相比很有能力却有点棱角的人，我更愿意主动接触
更加柔软即使他的能力没有那么的强的人，若是能够成为朋
友便更好了。

所以总体来说，我的交友标准大概就是这两个，因为我希望
我的朋友能够给我带来我没有的感受。

并且我希望在和他的交流交往中能够学到他的长处，我自己
我觉得相对较吵，所以我对于现状不论是工作环境还是住宿
最不满意的就是他们比我更加的吵闹，我觉得这是一种无脑
表现，我也时常这样评价自己。

我就是觉得自己应该进步，应该改变，应该学习，所以我才
想要交好的朋友都柔软且有能力。我一直在内心中敬佩有能
力且柔软的人，我最好的朋友，我认为她改变了我，同时令
我进步，即使我没有和她一样考研继续深造，我同样觉得她
给我的人生观以很大的指引。

在我的生活中，我感恩这一类人，即使我可能已经对学业深
造或者学历更上一层楼已经失去能力，但我却期待遇到更加
柔软更加能够鼓舞我的人。

我的内心肯定是想要学问更上一层楼的，可我可能已经没有
那个能力了，不是外部原因，是自身的学习能力我觉得已经
封顶了。我没有办法再去继续学习自己不感兴趣的功课了。

那么再去学习自己感兴趣的呢，我想也不可以了，我没有那
个资本了，世事毕竟不是写书，更不是拍电视，现实很多的
东西不允许了。肯定有人说那是你还不够努力或者你自己没
有斗志，我大可不必和你多说，我的话都只说给感同身受的
人听，实在要批评我请背地里再去说，当我面说不讨喜我也
不会给你钱说你说得对。



我的棱角又出来了，我会写着一些东西的时候自己过激，大
概是双鱼座的情感太细腻，我会考虑的很多。我的朋友，教
会我很多，尤其是在我情绪激动的时候，她总是在教我如何
去处理，我真的很感激她，她宛若我的人生导师，却不会讲
我最厌烦的微信聊天政治课，我很多的事情除了和她分享其
次是真的很愿意看看很平静的她会如何去处理这种事情。

我时常在想我要是人生得一伴侣，如她70%，我也很知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