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刀锋的读书感悟(优秀9篇)
心中有不少心得感悟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
得感悟，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那么我们写心
得感悟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
质的心得感悟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刀锋的读书感悟篇一

《刀锋》的作者也写了《月亮与六便士》，游走于现实与理
想的人会喜欢这两本书。《刀锋》里有句话“连艾略特这样
轻松致富的人都认为人是要勤勉的”，背景是他看不惯拉里
的无所事事。

“勤勉”的形式有两种：一是精神上的思考，拉里显然在列，
他没有像格雷一样投于生计，选择了身体闲晃，精神勤勉，
按说接近于《无问西东》里说的“精神和内心”，不同的是
电影中的人物在现实中是且思考且前行的，而拉里是纯无业
地向天地、自己、书本发问。

拉里是一战时期的一名飞行员，他出身名门，曾经无忧无虑，
后来他的战友为救自己而牺牲后，他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
想弄清楚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于是他在周游世界中阅读与思
考，这是一条无人理解的孤独之路，后来在印度受到启发，
回到美国成为一名出租车司机。

我没勇气选择这条路，怕当头脑承担不了思虑时会出现瓶颈，
所以要自己保持身体上的勤勉，哪怕是拖拖地，进阶高点工
作养家，再境界点就做自己喜欢的事，身心合一投入时会
有“心流”，这个过程中忘了时空、周遭和自己。但又不会
一直务实，我希望步步向前再仰望天空时，心里依然有悦，
有对天空的敬畏。就这样踏实生活，又疏离于现实，挺好。
几年前的除夕，我在老家，远方的朋友微信发来一张图片，说



“你抬起头，我们都能看到这星座”，我时常想起这一幕，
有暖在呀。

拉里敢于选择和放弃，他在追寻的路上解除了婚约，不是不
爱，而是爱成为牵绊时就了结了，这是没有对错的选择，因
为每个人都有各自向往的幸福之路，你不是他，你不好定义
他，致敬这世界上曾经的、现在的、未来的和拉里一样勇敢
的人。

不写了，因为柴米油盐在召唤。

刀锋的读书感悟篇二

今天，我看了《火蓝刀锋》这部电视剧的好几集，看完以后
我的感想特别多，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火蓝刀锋》是一部描写军旅生活的电视剧，是海军陆战队
的新兵为了锻炼成为”蛙人“，经过千锤百炼得到成长的故
事。其中主人公蒋小鱼为了更好地给他妈妈治病，于是他报
名参了军，又因为一次意外的救人行动而阴差阳错地进了陆
战队。其中我喜欢蒋小鱼、鲁炎、张冲这三个角色。蒋小鱼
做事冷静，头脑灵活，嘴皮子能说会道是他最锐利的”武
器“。鲁炎也十分冷静，但他和张冲一碰面就吵架。张冲莽
撞冲动，喜欢打架。其中有一个故事情节最让我感动，感受
到战友间那兄弟般的情义。

由于要选拔人员参加马尔斯国际侦察兵大赛，而且只能选出
最优秀的8名队员去参赛，所以必须在36名精英之间进行淘汰
较量。蒋小鱼的兄弟张冲和鲁炎都相继受伤，最后他和”战神
“向羽一路打败了各路英雄豪杰，但最后仍然剩下10名队员，
向羽因自己有伤最终选择主动把机会让给了队友。我想，原
来战神不只是能够打败所有的对手，更重要的是他在关键时
刻能够顾全大局，牺牲自己成就队友，维护集体荣誉，这才
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神“。



看完这部电视剧，我体会到了军人叔叔们为了保卫祖国，为
国争光付出了艰辛的汗水和鲜血。我耳边仿佛总是能听到那
嘹亮整齐的口号，更感受到他们把自己的每一滴热血都流进
祖国的大海的牺牲精神。

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祖国
的荣誉而努力奋斗不止。

刀锋的读书感悟篇三

本书非杜撰，根据毛姆身边的人和事加上想象思考形成的鲜
活字体，就连作者自己用的也是真名，当然为了不引起骚动
人物的姓名还是要瞎编。我总觉得一本好的著作它的字体一
定是灵动的，人物身型和心理一定是发展变化的，不似照片
上按照规范摆好姿势的模特。

书的开篇给我们介绍了一位特别的老者，他近六旬，一表人
才，仪表堂堂。上面的八个字都是我们平常形容年轻人的，
如果不是译者疏忽，那就是作者想强调这位老人的保养和穿
着自己体格都很有格调，是个自律讲究的人。艾略特一个混
迹在上流社会的浪漫主义者，没有妻子没有情人，没有孩子
的单身贵族。他最为得意洋洋的就是举办各种宴会邀请名流
参会，或去赴宴。他总是风趣幽默，让宴会从不冷场，可谓
天生就是个交际的好材料。

我不是个残酷的人，但我还是想要把艾略特让人感到悲凉的
结局说给大家，我不知道这样的对比是否是毛姆的本意，与
其敷衍的说出写的好，还不如说出自己的感受这样才是对作
者最大的慰藉。身患尿毒症的艾略特躺在床上，毛姆从远方
来看他，听他说爱德娜飞上了枝头举办宴会却没有请他，还
差遣保罗·巴顿来借他最为荣耀的伯爵服。

来探病的不到十个人，唯一收到的礼物是一束寒酸的花。以
前参加宴会大吃大喝的朋友没有一个关心她的死活。毛姆借



助爱德娜的嘴说出：说他搬弄是非，社交界已经数不上了，
成了个老厌物。跟了四十年的侍者约瑟夫暗地里盼着他能早
点归去，好能够得到艾略特早已安排好的赡养费。

就算死亡来敲门的时候他还要急着回毛姆造假的请帖，理由是
“不能因为我就要离开，忘掉礼貌”。我不信他会是那个诽
谤造谣的人，更不信他待人刻薄没有同情心。

不知道艾略特有没有怀疑过这些人吃他喝他称为朋友这类人
的真心，或者什么时候有没有发现这些人丑陋的嘴脸。如果
有的话我希望是最终的时刻吧，至少以前的日子里他的心都
能感受到阵阵的暖意，孤独之感没有缠绕在他的身上顺着身
体攀沿。

拉里是个战后受伤的青年，最好的伙伴为救他死去，让他对
人生产生了疑惑。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控制不了死的丑恶，
人的一生到底是为了什么，世界上为什么会存在恶，我又要
为什么而活着。这些大部分人在青少年时期都会困惑过，也
明白即使解不开这些谜团依旧可以走向成年成为壮年。拉里
不一样，他要去寻找这些答案，本意愿带着未婚妻一起却没
想到道不同，于是一个人去寻找自己的答案。

从书本那里获得指引，从行走获得指引，去过很多地方，最
终在印度获得了心中的安宁。去思考那些宗教和人的关系，
去思考上帝和轮回，让自己的意念来得到改变，明白任何外
在的金钱，权利，拥抱等从实质上都给不了人们满足，只有
在自我灵魂中找到安慰才能回归生活的真实状态。

他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生活着，不结婚不生子，抛弃财富，
摆脱束缚。毛姆之后见到他脸上充满了满足的笑容就知道这
种自在的生活让拉里更富足。这让我想起他的《月亮和六便
士》里面那个抛家弃子的主角，最后如愿做了最喜欢的事，
并获得了认可。毛姆总是在跟我们假设各种活法，我们没法
评论说哪种好，哪种糟糕，最终的评判标准还是我们内心的



满足感。电影《芳华》最后刘峰和小萍来参加婚礼，话不多
待人温和，心理充满了满足，比起我们这些对生活失望的样
子似乎岁月在他们身上宽容了很多。

毛姆初见伊莎贝尔她有健康的体质，对生活满足，从内心里
流露着幸福感但不能用美艳来形容她。后来再见她已经是两
个孩子的母亲，她变得十分美丽，身材苗条品味不俗。经常
在午后读着书品品酒。之后为了阻止拉里娶索菲她设计让重
燃生活希望的索菲彻底幻灭，以至于最终被杀害赤身裸体抛
尸大海中。听到这个消息的伊莎贝尔一丝丝的悲伤很快被快
乐代替，被毛姆拆穿的她依旧穿着时髦准备去赴宴。

毛姆咄咄逼人的话没有引起她的一点点激愤，可说到拉里还
有别的女人她一反常态怒目否认。明明是她自己主动放弃结
婚嫁给格雷却还要控制着拉里的拉里。想起来《延禧宫略》
里面的魏燕婉抛弃凌云澈后还不能接受他爱上别人的事实。
最后也如舅舅艾略特一般只能通过别人的恭维和肯定来活着。

以前的苏珊与一个有钱有车因为没有才华果断分手，到现在
变得学会享受金钱乐趣，让人些许震惊。毛姆评论她的
画“画也如人一般，像浮光投影，不踏实，但是有一种花枝
招展的美。”当她知道拉里的遭遇后第一反应是觉得他可怜，
就知道毛姆和苏珊的这次再见估计就是永别了。

虽说造化弄人但每个人也都如愿以偿。艾略特最终按照他描
述的告别方式体体面面的入葬。拉里写了本书继续过着自己
自在的生活。伊莎贝尔忙于赴宴请客乐此不疲。苏珊与情人
修成正果，让女儿过上有钱人家的富裕的生活，马上将在办
自己的第一个画展。

刀锋的读书感悟篇四

毛姆写这本书带给他极大的乐趣，原因为终于可以一吐为快，
才不管其他人觉得这本书是好是坏。



读罢一月有余，拉里的身影一直在脑海萦绕，我唯有一吐为
快，才下的眉头，安心，舒心。

《刀锋》背景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局势不安，一派乱
世，美国逐渐壮大，一派繁荣。拉里在乱世寻求生命的意义，
追求某种哲学，某种宗教，可以满足身心的人生法则。他一
点不爱钱，没有物质上的抱负且淡泊名利，相信人生最大的
满足是精神生活。他的形象与伊莎贝尔、格雷、艾略特等形
成强烈的反差。艾略特显得可悲至极，活着以社交为目的，
宴会即是他的氧气，未受邀是奇耻大辱，独处是丢脸难堪。
艾略特、伊莎贝尔代表的是实用主义，物质主义。

爱情与理想，物质与精神，两种价值观的撕扯，碰撞。让我
们深度思考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人生究竟有没有意义，还
是只能可悲地任凭命运摆布。

剃刀锋利，越之不易，智者有云，得渡人稀。爱情与理想，
物质与精神。人自出生不同阶段亦有不同的需求，拉里年少
参与作战，直面伙伴的战亡，诚然拥有一付二十多岁的皮囊，
但他的心饱经沧桑，满是皱纹，已不能与同龄人相提并论，
他与伊莎贝尔有隔阂，与艾略特有鸿沟是必然。他的经历让
他不再是一般人，他想体验，想探究，想找答案。然而他只
要觉得精神上的吸收达到了饱和，能学的都学了，此时做做
杂役也显得特别快活，又回归了自然。

拉里的一生要么读书修行冥想，要么旅行，身体和心灵总有
一个在路上，自我觉醒，自我完善，自我探究，再觉醒，再
完善，再探究……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度过一生。

世界是个多元结合体，各自独立又各自影响，物质基础推进
精神生活，精神要求限制物欲泛滥。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追求，无所谓成功与失败，无所谓对与错，
适合自己的就好。



比如：阅读非常适合我！

刀锋的读书感悟篇五

出于某种目的，今天花时间读了威廉·萨默塞特·毛姆的小说
《刀锋》。

毛姆先生的其他著作，如《月亮与六便士》等还没有机会拜
读，或者以前读过却不记得了。

读书是能启迪智慧的，我认为人的一生所有经历都不会浪费，
所有读过的书都不会白读。就好像我们的意识中有一个只能
进不能出的宝箱，它贪婪地吞噬着你所有的阅历，而一本好
的读物、或者一句话、又或者一个人或其他，就是这个宝箱
的钥匙。

能配上这把钥匙的人是幸运的，而幸运地拿到自己钥匙的人
无疑会迎来一场蜕变。

《刀锋》这本书是有资格成为钥匙的，但不幸的是我的知识
储备还不太够，没能得到那场灵魂上的升华。

不过也有些小小的感受，在这里记录下来。

上半部从艾略特引入拉里与伊莎贝尔的婚约，再引入各阶层
价值观的对撞，还有不同地区之间的鄙视链。

联想到故事的背景是一战以后二战以前，我们都知道那是个
很残酷的时代，同时也是各行业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一切
事物都在以目不暇接的速度发生着改变，可能稍稍愣神的功
夫就看不懂身边的一切了。

尽管对比过去我们会惊恐地发现很多事情都从未改变，但我
很庆幸自己未生在那个时期，同时也能想象到物质快速发展



所必然带来的精神上的空虚。

所以故事的主人公拉里在经过一系列事情后踏上了自我解脱
的道路。

小说的名字“刀锋”和印度哲学著作《奥义书》有关，拉里
也是在婆罗门教哲学的启迪下实现了自我解脱，“刀锋”其
实可以解释为“越过刀锋”，这让我想到了我们少数民族兄
弟那“上刀山下火海”的成年礼。

一切都让人感触良多。

读最后几章的时候，也许是我当时比较饿了，也许是太过烧
脑了，总之有些头昏脑胀。

我不喜欢讲述故事的情节，一来是有剧透的嫌疑，另一方面
也确实记不住。

只说些个人感受好了：

在刨除一切超凡神秘因素以后，婆罗门教通过对‘善恶有报，
人生轮回’的解读以试图达到‘解脱’的目的，这却让我想
起印度那个神奇国度的另一教派：佛教，的理念来。

看过西游记的我们都知道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这两个区别，
不过对于我这样的佛学研究者来说实在不必去给这两类找个
更合适的名字，而不是用‘大小’这样有明显褒贬意味的词。

所谓“乘”是梵文yana(衍那)的意译，指运载工具，比喻佛
法济渡众生，载人由此达彼岸；我境界不够资格去评论“大
乘”，单说“小乘”是指‘自我完善与自我解脱’，这已经
是值得人一生去探索的事业了。而如果不按照神话去解
读‘佛’的定义，单单将其描述为‘觉者’、‘有智慧的
人’，我认为‘小乘’已经足够了。



其实很多时候我并不会试图去理解哲学这镜花水月般的神秘
知识，以上也只是灵光一闪罢了。

再回过头来做一个假设：如果你感觉你的朋友需要帮助，在
普世价值观、道德观的前提下她也确实需要帮助，但她并不
愿意被帮助、或者没想到寻求帮助。

那你会怎么办？

这样我想到了“论迹不论心，论心无圣人”，设身处地，我
觉得我会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去帮助对方，而力所能及是指
不用自我牺牲或者牺牲很小，比如我有一万块钱，拿出一百
块给对方不用还这样的程度就差不多。

可能会显得有些不够大方、不够善良，小说中其实也在对善
与恶进行诠释，毕竟主角拉里是从战场上回来的，作者也是
真的见过战场的。两次世界大战那残酷的地狱能带来多少伤
害，就能带来多少对‘善’的冲击，置身于那等场景，放眼
四望，满满都是人性之恶吧！

其实不论“性本善”说还是“性本恶”说，都有不少的支持
者，我们小时候都读过的《三字经》开篇就是“人之初、性
本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真理，我一直都让自己相信
它是对的。

可是呢，人的恶念又好像是永无止境的，我会仇富、会嫉妒、
会背地里偷偷骂人，好到好东西也有悄悄顺走的想法，街头
遇见漂亮妹子晚上也会做些不可描述的梦。

毕竟年轻。

我的三观还算正确，不说道德高尚，也能管好自己，并没有
真的做过什么违背公德正义的事情。



各位也不要对我产生误解，虽然大家都不认识。

尽管有时候会因此感到折磨，有时候也很怀疑这么做的意义。

说来说去，其实不太能准确概括我的心情，激情总是来的快
去的也快，就先这样吧。

一天时间，读完将近二十多万字的小说，其实蛮累的。

上一次这么拼还是在上一次（笑），大概是18年，丹·布朗的
《数字城堡》。

不过有一说一，成就感满满。快读有快读的满足，慢读有慢
读的享受，真心建议你们都试试看，一定会有些奇妙感受的。

刀锋的读书感悟篇六

书中讲述了性格各异的中青年的人生故事，而作为主人公的
拉里在不同时期或多或少的出现在他们的人生中。就像作者
在本书结尾总结的那样，无论每个人追求的是什么，但都获
得令自己满意的结局。

我们要坚守自己，拉里不顾周围人的反对，甚至不惜放弃婚
姻，一直寻找着内心的充盈。书中人物与拉里都有过一段时
间的接触，也多半喜欢上了拉里亲善独立的人格，但他们并
没有过多的受拉里的影响而放弃自己的观点或追求，他们都
是勇敢而幸福的人。

我们更无法评判别人的价值观，汲汲于名利的艾略特、沉溺
于被爱与享受的伊莎贝尔、在绝望中放纵自我的苏菲、站在
黑暗却面朝光明的苏珊，还有不断追求精神满足与自我本真
的拉里，纵然每个人的价值观念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清晰的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不受外界影响的去追逐。价值观并无
高下之分，不能说追求物质就是俗不可耐，追求精神就是高



雅超凡，能遵从本心就值得歌颂。正是有了这些形形色色各
不相同的目标与追求才组成了我们的大千世界，我想这也是
拉里重返尘世的理由所在。

刀锋的读书感悟篇七

《刀锋》这本书，个人看完觉得塑造了三个人物:拉里，伊莎
贝尔和苏菲。

苏菲，因车祸丈夫去逝后，开始沦落。拉里试图从沦落中救
出苏菲，而平时优雅迷人的伊利贝尔却把她推向死亡。作者
并没用太多笔墨叙述这一段，却用对比手法刻画出人心的善
恶。

伊莎贝尔，在这个故事里伊莎贝尔代表着大多数身上有着凡
俗生活中女人所蕴藏甚至显现的更多特质。她清楚自己的追
求，但她并不真正的了解自己所爱的人“拉里”。

拉里：代表着那一些思考自身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的少数
人们。有时这些问题的无解会让很多人感到羞耻，甚至被深
深的孤独感包围，就像在辽阔的生命荒原里，我们只是模仿
别人的样子前行，却从来都不知道为什么前行，于是思索的
无果让我们放弃了思索。是的，世俗是如此的强大，强大到
让你误以为世俗的就是一切真实的，当你被他人禁锢时，当
你被世俗左右时，当你被时代打击时，你变得彷徨，你变得
迷茫，你变得沮丧，你甚至搞不清楚是这时代错了还是你错
了，可穿越时间的长河，那些先贤的思想给了我们方向，无
论动荡还是安稳，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一件事，那就是保持对
生命的思索和对自我的真实，拉里从他的角度来说做到了。

刀锋的读书感悟篇八

超脱的拉里寄托着毛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刻思考。在毛
姆晚年的心灵告白中，我们看到毛姆觉得战争不只是冷酷，



而是一种对欺骗的提示：它打碎了“人们曾经以为是真实的
一切”。使人们“从梦幻中醒来，开始反思到底真与假、善
与恶之间有没有距离”。同时，毛姆也认为，战争是人类自
我中心过于膨胀的结果。规避战争的方法，除去种种现实因
素，在心灵之中首先是摈弃以自我为中心的强烈观念和意识，
而应该达到“无我”的境界，在精神与字宙的和谐相融、交
流无阻中体味生命的无限。毛姆以拉里这个不朽的文学形象，
表达了对人之本质的认识：心灵中存在无数的欲念，是欲念
构成了人们实践的动力。而拯救人，首先需还心灵以平静。

《刀锋》实际上以一种现实主义的面貌，表达了与表现主义
相似的人生荒谬本质论。尽管毛姆并没有采用直接走入内心、
诉诸神秘直觉的方法。《刀锋》在小说内涵上采用的是一种
反讽，是让意义在自我矛盾的相会中被抵消摧毁。

拉里与伊莎贝尔的爱情走到绝路，许多人认为是偶然事件的
结果，事实上是无法挽回的必然事件，用社会学中的价值冲
突理论可以做出合理的解读。价值冲突论认为社会并不是整
合，而是存在着不同利益群体，这些不同的利益群体各自持
有自己的价值观念，不同的价值观念导致社会冲突。

拉里与伊莎贝尔的分手，实质上揭示了美国新兴的.资本主义
价值观念对欧洲古老文明的巨大冲击。随着美国的日渐强大
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各国的削弱，美国代表着急功近利，
物质追求的价值观念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流社会观念，
对欧洲一直持有的文明优越感几乎是颠彼性的冲击。拉里如
果生活在半个世纪前的欧洲社会，他都只是欧洲古老文明中
极为平常的个体，而正因为他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
解构的历史关口，使他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极致。

刀锋的读书感悟篇九

本书中，毛姆先生依然是以第三者的身份来讲述故事的，小
说中的毛姆先生算不上故事的参与者，他只是一个作陪的客



人，是故事的旁观者，是每个角色的倾诉对象，也许这就是
第三者身份的好处，不需要为如何参与故事而烦恼，只需要
点燃一根烟，静静地看着发生的一切，然后默默地思考。

他观察着每个角色的外表和心理，并对他们进行剖析，读者
跟随毛姆先生一起探寻每个角色的内心，仿佛在审视自己的
内心，因为书中的每个角色又何尝不是我们身边每个真实存
在的人呢，或多或少都有这些角色身上的影子，这些角色是
毛姆先生从众生相中抽离出来的结合体，是你是我也是他，
固然你才会觉得似曾相识。

人这一生总有许多执念，艾略特执着于荣誉，执着于社交，
伊莎贝尔因为执着于对拉里的爱而耍心眼，格雷确实只是凡
夫俗子，我们何尝不是呢？做个想要挣钱又能挣钱的凡夫俗
子也没什么不好，多思的人有些辛苦，拉里有一定的物质基
础支撑他在巴黎闲晃两年，我等就算想要探寻所谓人生的意
义，肚子就会提前抗议了，像格雷那样简简单单地过一生也
挺好的。还有可怜的苏菲，人这一生究竟会遭遇什么，你预
测不到，不管你做什么样的选择，真诚待人，认真生活，过
好当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