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诗经日月读后感(实用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
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诗经日月读后感篇一

读完安意如的《日月》，非常动容。这是近几年来，我读到
的最好的一本书。虽然情节很平淡，可以说淡如白开，但就
像书中所言“内心愈爱重一个人，外在愈淡然”，就是这样
一种泰然自若的平淡和简单，却点滴渗透出深刻浓烈的情感
和思想，让人欲罢不能。

随便翻翻的人，你可以说她就是一部情感小说。但是细细品
味，你发现这是一个关于自我拯救自我超脱，迷失却又寻找
自我的故事。它将让你体会到，所谓深刻的真挚的爱，究竟
是否我们平常所理解的俗世情感。而人生确实是一次长途跋
涉的旅行，在万千变化风景中，以我们逐渐苍老的容颜和流
逝的生命与时间的坐标对抗，如何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个属
于自己的心灵家园，使自己长年累月在这个荒芜世间饱受蹂
躏的心保持高度的敏感和灵气和柔软。我们终其一生的行走
和前进，都是为了回到最初开始的地方，行走和前进，只是
一个懂得和救赎过程，我们想要抵达的理想彼岸，原来在离
我们最近的地方。我们曾经如此决然的离开，也总有一朝会
不顾一切的回去，万水千山都无法阻挡你的脚步，狂风暴雨
冰雪冻霜都不会磨灭你回归的意志。它将引导我们完成一场
平静又彻底的自我救赎。情节如此简单，甚至你看不到一点
点的起伏，但分明感受它在慢慢渗透你的思想，你的灵魂，
渗透你身上每一个毛孔，你仿佛在接受一场隆重盛大的洗礼，
内心有所惆怅，更多的却是深切的期望，你将强烈的感受到
平静海面下的汹涌波涛，正在以一种从容不迫又无法抗拒的



力量和速度向你袭来，你无法躲开，无法思考，只得静待这
种猛烈的冲击。

我喜欢长生。这应该就是我梦中的男子。深刻，内敛，沉默
寡言，纯良，自我牺牲，无私，宽阔，懂得成全和表现漠然，
内心却热烈而坚定执着。他对尹莲的爱，跨越年龄差距的爱，
超越身份的爱，一种遵循内心所向的爱，一份不得不隐秘深
藏却又无悔承受和付出给与的情感，这种爱不是单纯的恋母
情节，而是一种天性，就像我们天生喜欢大自然的美好，是
一种遵从内心的本能的情感，一种纯粹男人对女人的爱，纯
净洁白，热烈如火，却有淡然如水，细腻之中透出强大的力
量，狂热之中散发如水温情。以我的理解，书名日月，其中
就有一层含义，暗示长生是这样一个有着日之光芒万射的强
大光源和月之清冷的气场特质的男子，他的情感必然也是如
日月一样，散发着温暖的力量，却注定隐匿在黑暗之中。因
为不得已，长生成全尹莲和谢江南的圆满，独自承受内心煎
熬和孤寂，强大如长生，这样一个有着聪慧宽阔的佛心，依
然无法逃脱爱情带给他的枷锁和痛苦。缺憾的存在，无损事
物本身所具备的魅力和美好。自由和爱情也许真的很难并行
生存。取舍变得意味深长。得失因此更加意义非凡。长生甘
愿为此默默转身和隐匿。但这并非最重要的，尹莲的出现和
存在其实就是一个契机，她来引领长生认识和去向他的根源
和归宿所在。长生势必要经历这样的情感洗礼和生命历练，
才能够意识到当初他离开寺庙时住持说的那番话：次仁；无
论你走的多远，无论你将来经历什么，都不要忘了，自己是
谁，不要忘了，这里是你的故乡，当你找不到方向的时候，
就是你该回来的时候。但是若非尹莲将他带走，义无反顾投
向未知的繁华俗世，日后的长生又怎能懂得住持的话中深意
呢？所以与其说是长生成全了尹莲，不如说是尹莲唤醒了长
生沉睡在心，圆了长生的梦。那么在最初时，他们的相遇也
都可解了，这是必然的，他们势必要在彼此的生命中走过，
相互依存，然后分离，相忘于俗世。

长生的身体和灵魂里留着藏族男子的血液，虽然长时间被凝



结，却从未被冲淡和遗忘，无论故乡在多么远方，血液和故
土惺惺相惜心有灵犀，随时连结在一起，回到最初，可以看
到最初的自己，那个地方，就是长生的归宿。是他终其一生，
都无法离开的，他的心灵归处。所以，佛，召唤你，引领你，
来度你，长生。你势必坦然的回去，以当时离开时的义无反
顾之势，来完成心灵的超度。所不同的是，离开时，你内心
惘然迷茫，回来时，你已心如明镜，情如日月，胸怀坦荡，
昭然若世。当尹莲带你走过这千山万水，看这人生百态，俗
世红尘，在某一刻，你终于明白，所有热烈都将归于平淡，
所有繁华都将趋向寂然，所有的爱，也不过是风过水面留下
的那一点点涟漪，它最终也只是留在过去，下一刻你终得安
然。而你所持有的光明不会黯然，你所保有的强大，也从不
会退场，你内心深处的希望之花，正以一种清冷的姿势绽放，
却最靠近这个世间温暖厚实的土壤。

桑吉和缦华是打动我的另外两个人。他们是有着和长生相同
的灵魂和共同属性特质的人。

诗经日月读后感篇二

寒假中，我读了一本很美得长篇小说—《日月》，给我的心
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久久不能平复。

作者安意如，作家，古典诗词赏析独树一帜，影响广泛。
《日月》是其最新作品。私家标签：文字修行、避世之心、
无常、远游、隐居、诗茶相契、西藏云南、过往作品：《人
生若只如初见》、《当时只道是寻常》、《思无邪》、《观
音》、《陌上花开》、《美人何处》、《世有桃花》、《惜
春记》。

书中描写了一个久居北京的藏地青年三十余年人世沉浮的心
灵史，讲述了主人公在西藏被收养，到北京生活和学习，融
入现代大都市，求学经商，经历情感挫折，渐渐迷失自我，
最终重回西藏，寻根故土的完整过程，是一个关于成长、超



越、觉悟的故事。

本书也是一曲融宿命与情感，历史与现实于一体的人生咏叹，
故事主人公索南次仁（尹长生）的此生，恰似仓央嘉措的今
世。仓央嘉措虽未在书中真实出现，但却像一个符号，贯穿
了全书的始终。

小说中，现代都市的浮华虚荣与雪域高原的纯洁宁静形成鲜
明对比。

作者亦把书中人物的命运与自己对宗教的理解和感悟相结合，
使作品具有了非常深厚的哲理内涵。

“每个人身上都存在光明和晦暗，如日如月，执障与觉悟，
一体同源，它终将被人证得。”

虽然《日月》的情节很平淡，可以说淡如白开，但就像书中
所言“内心愈爱重一个人，外在愈淡然”，就是这样一种泰
然自若的平淡和简单，却点滴渗透出深刻浓烈的情感和思想，
让人欲罢不能。

我喜欢长生。这应该就是我梦中的男子。深刻，内敛，纯良，
自我牺牲，无私，宽阔，懂得成全，外表漠然，内心却热烈、
坚定和执着。他对尹莲的爱，是跨越年龄差距的爱，是超越
身份的爱，是一种遵循内心的爱，一份不得不隐秘深藏却又
无悔承受和付出的情感，一种纯粹男人对女人的爱，纯净洁
白，热烈如火，却有淡然如水，细腻之中透出强大的力量，
狂热之中散发如水温情。自从长生选择了尹莲，他舍弃了他
的世界，这世界也许从不是他的，仅仅是尹莲为他打开的幻
境。如黄粱一梦，他照旧是寺院中修行的'僧人。入世到出世，
才能看透，因为拥有过，因为经历过。深切的体会。

无论是生活在何方的人，爱与救赎，死亡与再生，纠缠与解
脱，幻灭与真实，拘禁与自由，都是命定的主题。忆起曾看



见的一句话，去西藏，不为朝拜，只为仓央。如今未踏西藏
土，在一本书中，领略了浓厚的仓央嘉措的情感和藏民们跪
长头的虔诚，一种内心汩汩地沉涌、跌宕、终止静默的情感。
终将一日，真正来到拉萨，面对恢宏的布达拉宫，怎能不让
人泪流满面，面对大昭寺，也会长跪不起。告别欲望最接近
佛的位置，尚存的一方净土，令所有世人心驰神往。最难的
是放下，最容易的也是放下，放下以后，只愿与你一世长安。

诗经日月读后感篇三

说来惭愧，汤锦程先生的这篇《中华日月民族论》，我虽然
读了数遍，但是，由于水平有限，还没有真正读懂，我就在
这半懂不懂的情况下，开始写这篇评论文章，显然是有点草
率之嫌的，当然也会出现很多谬误。但是，我想抛出一块陋
砖，必定会引来美玉的。

《论中华日月民族》一书中提出的的论点，独具新意，独树
一帜。文章开头问道：为什么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原始古老民
族会在交通工具落后、地理封闭的情况下流传着一个具有共
同文化特征的“日月创世纪”文化呢？难道说这些古老的民
族曾经起源于一个古老的“根”。

文章认为：地球上的人类虽然人种、肤色、语言、文字和生
活习惯都有所不同，却拥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文化特征，并且
这个文化特征深深地根植于各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民族血
液坐标，由于这个发现，为作者研究人类的起源提供了一个
突破点。

接着，文章从《三五历记》、《五运历年记》、《山海经。
西山经》、《春秋传》及《庄子》中寻找依据，从《禹贡》、
《淮南子》、《孔安国》、《论衡》、《史记》、《列子。
汤问》……等大量的文献中寻找蛛丝马迹。

从中华民族的盘古开天地的传说开始，从女娲、伏羲、神农，



黄帝等远古时代的人物入手，述说了中华民族的传承脉络，
阐述了中国远古时代对日月天地的崇拜，中国日月文化的形
成，世界其他国家日月文化的积淀。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中国
古代文与汤文化的密切联系。

从中国传说的盘古开天，到欧洲的日月文化，从中国的三皇
五帝传承到与古埃及、古印度、古罗马、日本、朝鲜、印第
安等国家和地区日月文化一一作了详细的对比，在论证盘古
与汤古氏的关系上，着墨较多，列举出四百多个汤姓衍生的'
氏族，还详细论述了伏羲与女娲同太阳和月亮的演化轨迹。

此外，又深刻论述了中国的儒家文化与“五彩文化”的深厚
渊源，揭示了中华古文化的神秘面纱，最后得出结论：中国
和世界上所有民族一样，都是一个崇高尚日月的民族；世界
上所有不同的民族，其实都同出一根；而汤氏有可能就是中
国所有姓氏的起源。

作者还认为，在古时，人们以天为日，以地为火，以人为汤，
把天、地、人、巧妙地联系到日、火、汤。为汤氏文化增添
了新的内涵。

文章构思新奇，笔法独特，立意鲜明，注重论据，不失严谨，
从一个崭新的角度详细地论证了世界和中华民族的传承文化。
是一篇不可多得的论史钜作。

这么一篇五万多字的史论大作，没有深厚的史学功底，没有
丰富的史学知识，没有大量的阅读资料，没有呕心沥血的付
出精神是难以完成的。仅这一点，足证此作之珍贵。

诗经日月读后感篇四

今天，一如往常，教学正井然有序地展开着，学习到了最后
阶段，学到“大尖哥和水社姐化作了两座青山，永远地守卫
在潭的两边”



这段时，我问了一个自以为能一石激起千层浪的问题：“你
觉得大尖哥和水社姐化作了两座青山这个结局好吗？”真的，
教室里顿时响起了“好”“不好”的争论。

其实，这个问题在备课时我早已设想好了。我也想过：这样
的英雄，威吓在斗争中没有牺牲，在后来的结尾中却将他置
于这样的结局呢？于是，心中为此鸣不平，又将此问题抛给
了学生。

后来的结果证明了我的这个问题挺有价值。说“不好”的学
生认为：还没有得到村民的拥护就没有了生命，村民会很伤
心的。有人说：“石头就是失去了生命，为何不让他们活下
去，过上好日子才识对他们勇敢的最好的回应。”

说“好”的同学认为：他们化作了请山，可以永远到守卫日
月潭，无论龙或其他人都不能侵犯潭了。有人认为：守在潭
边，可以让世代的村民子孙都记住，在他们的前辈中，有这
么英勇的人，要永远学习他们的.精神。两座山就是英勇不屈
的精神的代表。

我引导他们比较两方面的理由，发现各有理由。但说“好”
的同学的饿理由更能打动人心，让人觉得勇气、精神会一直
流传。

诗经日月读后感篇五

怀着跌宕起伏的思绪，读完了《日月》。一种无法名状的情
愫在心头涌动，是感动、失落、忧郁、还是平静与欢喜。

这本书的整个故事情节很平淡，看不到一点点的起伏，但我
在阅读的过程中，却明显的感受到它内在的思想和灵魂就像
一股强大的力量渗透到我的脑海，仿佛在接受一场隆重盛大
的洗礼。不由得就会去深入思考生活的目标和追求，真爱和
自我的价值所在。而且时时能够被作者华美而温暖的文字所



感动。仔细咀嚼这些文字就像品尝红酒，不同的人品出不同
的味道。也正如书中所言“内心愈爱重一个人，外在愈淡
然”，就是这样一种泰然自若的平淡和简单，却包含着沉重
的情感和思想，让人欲罢不能。

这是一个关于迷失自我，却又寻找自我、拯救自我、超脱自
我的故事。主人公伊长生聪慧，沉稳，厚德，无私，外表漠
然，而内心却热烈而坚定执着。他对尹莲的那份跨越年龄差
距，超越身份的爱。我觉得这种爱并不是单纯的恋母情节，
而是一种天性，就像我们天生喜欢大自然的美好一样，是一
种发自内心的本能的情感，一种纯粹男人对女人纯净洁白，
热烈如火可以用生命作为代价付出的爱。却有不得不隐秘深
藏表现出淡然如水。在这份爱面前是那么的无助，却又无法
放下，只能无悔承受和付出。因为不得已而成全尹莲和谢江
南的圆满，独自承受内心的煎熬和孤寂。这样一个有着聪慧
宽阔佛心的人，依然无法逃脱爱情带给他的枷锁和痛苦。他
的情感正如太阳一样有着温暖而强大的力量，却又如月光似
的隐匿在黑暗之中，只能让人感受到微弱而惨淡的光芒。现
实生活中难道不是如此吗！有多少真心相爱的能够真正走到
一起呢！在自由、道德、亲情和爱情之中的取舍及得失之中
徘徊与煎熬。但是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眼中的爱情仅仅只是
世俗的情感，根本不配称作爱情，这种“爱情”在金钱，利
益，权力和时间面前显得那样的苍白。就像谢江南对伊莲的
爱，得到的不懂得珍惜，根本经不起时间和金钱及权力的考
验。

能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心中佛，使自己长年累
月在这个浮躁红尘中内心保持清醒和柔软，才是至真至诚的
寂静和欢喜。这个“佛”，可以是一地、一人、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