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毛文集的读后感(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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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
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三毛文集的读后感篇一

上周，终于看完了三毛文集的五本书。说来，这套书看得时
间并不是很长，大概两个多月左右吧。大抵是1/3在晚上睡前
看的，1/3是在周末看的，1/3是在飞机上消磨时间看的。

其实，买下这套书也是很偶然的。只是，在书店翻了几页，
感觉字里行间有种清水自然流淌的感觉，那些故事在三毛的
笔下婉婉道来，让我相信那种真实，尽管很遥远！

对于这些书，不需要太多的评论，我想这也是三毛的脾气了。
大家看了也就看了，没什么大道理，也没什么特别的观点，
只是叙述一个人这些年来写下了的心情故事和经历。

《撒哈拉的故事》是最先开始看的一本。是一段三毛与荷西
在沙漠度过的生活，很平常的工作和生活。但即使在那样艰
苦的条件，三毛的文字里也很难感受到那种为环境所困的郁
闷。她就像一个爱玩的小女生，一切都是新鲜的，热情的，
乐观的生活着。当然，让人感觉三毛的真实的是那些她对沙
漠邻居的描述，也不避讳一些自己所厌恶的那些人和事，因
为那些人贪图小便宜，经常理所当然的拿走她家里的东西，
例如药，化妆品之类的。

《温柔的夜》则是记录在荷西由于撒哈拉战乱而失业后为生
计远赴加纳利群岛的故事。那些文字足以让人体会他们那段
时间的艰辛。而且，尽管是那样的辛苦，荷西还是被两个可



恶的资本家剥削，甚至克扣薪水。而荷西的同事，一位曾经
的好朋友也是变得很自私，以至于想暗地压制荷西。三毛在
那段时间身体状况也是很不好，经常生病，而且还要为那些
资本家做中国菜，帮助荷西想办法拿回工钱。也就在那段时
间里，荷西的家人从西班牙来看他们。因为经济的拮据，他
们在盛情的招待婆家来人的时候是那么的不快，特别是三毛
因为在那段时间感觉自己就像个局外人，被荷西家人呼来喝
去。

《雨季不再来》这本书就如书名一样，三毛将自己在预见荷
西前的'故事集结在一起，称为“二毛”的故事。但雨季已经
过去。在这本书里，才了解三毛为什么之所以为三毛了。也
知道了，为什么三毛还是个绘画的好手。原来，三毛的在二
毛的时候也是很不一样的小孩，但多少都是可以看到三毛的
影子的。

《梦里花落知多少》记录了在荷西出事后，三毛的生活。开
篇就是三毛父母和她一起处理后事的文字，真诚而感动。特
别是在夜里，自己轻轻把那些文字读出来，更是可以体会那
种秋天般的心情。整本书中，三毛像个失恋的女子，孤独的
走在台湾，欧洲和加纳利群岛之间，探望那些故人，寻访那
些过去与荷西一起生活过得地方。末了，三毛将自己在加纳
利的房产都很便宜的变卖，里面的藏书，工艺品都赠送给当
地的友人了。于是，她离开了那里，回到了台湾。

读一本自己喜欢的书是件很愉快的事情。在三毛的文集里也
提到她的许多藏书，想来也是满满一屋子吧。在过去，书应
该也是奢侈品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富兰克林在他离家出走
的落魄的时候，没有盘缠，好歹可以变卖掉一些书换取点现
金。所以，看来那是书还是值钱的，而且是有很多人感兴趣
的。



三毛文集的读后感篇二

在四年级下学期，爸爸给我买了一套《三毛流浪记》，我便
仔细的读了起来。

三毛出生在旧社会中，从小无依无靠，在大街上流浪。有一
天，他特别饿，于是趴在了肉饼店的台子上，望着那些好吃
的，他呆呆的站在那里，因为他没有钱。他又往前走了，这
里有鱼肉、鸡肉、鸭肉等等。三毛多饿呀，他多么需要食物
呀，就是个馒头也行呀，可是他的口袋里空荡荡，只好往前
走。

我家里有橱柜里有好多吃的，有面包、牛奶、香肠、苹果、
糖……我多么想给他吃一些，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生活
在不同时代，我和我的伙伴们都很幸福，每天都有好吃的，
但有的同学在不停的浪费粮食，有的吃的不对自己的味口，
就扔了，吃盒饭没有好菜就扔了，要是把那些饭给三毛一点，
那他就会高兴极了。

和三毛一比，我简直是太渺小了，他有好几次没吃饭，都可
以忍着。而我呢？有时妈妈把饭做晚了一会我就生气了。在
这里我想对妈妈说：“妈妈对不起，我太不懂事了！”

我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现在，当我遇到困难时，我就会拿出《三毛流浪记》看，它
将伴我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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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文集的读后感篇三

对于三毛这个人我以前是这样认识的：原名陈平，是一名台
湾女作家，死于自杀，仅此而已。后来才陆续听说了一些关
于她的故事，然后知道这样一件事情，但不知道其真实性是
否有多少。有一次她不小心把一个花瓶摔到地上然而，瓶子
完好无损！她感到很奇怪又试了一次，还是这样；后来，她
把她的丈夫荷西叫来再把瓶子再摔一次，这一次没有奇迹发
生瓶子碎了。当时我就感到很奇怪了，于是就决定好好的读
读她写的文章，也许可以看到一些我想要的东西。在市面上
的地摊上有很多种版本的书，（盗版的）我都没有去看它，
我认为这是对作者的一种起码的尊重，而且盗版的书籍会误
人子弟，看多了对眼睛的伤害也是不言而喻的。

直到今天才在书店里看到我自认为是正版的《三毛文集》看
到她写撒哈拉沙漠的空旷，恶劣的气候，还有许多奇怪的民
族风俗，那情那景虽说我没有亲身经历过，但我在睡午觉的
时候感到全身发热好像此时的我就置身与沙漠之中，好多看
到的人物都出现在梦境里而我居然还和他们谈话！天气与昨
天相比之下是有点上升了，但这种感受是我从来就没有过的。
前天晚上的夜班让我深感疲倦了，可是我仅仅睡了四个小时
然后就怎么也睡不下去了没有办法我只好起床吧，把那些剩
下的部分看完了。

我很佩服三毛的毅力和那种让人难以想象的结果，使她平凡
的人生显得是那么的与众不同！她和荷西的爱情是很让我羡
慕的，能有一个如此有魅力的男人深爱着她，可以说她应该
感到很幸福了！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对彼此之间的相互尊重



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之上的，虽然，荷西比她小但这没有什么
关系，也不会因此而影响两人的情感的沟通。他们真挚的爱
情是世间少有的，也许正因为这样三毛在荷西死后的数个月
里都没有恢复到正常的生活中去，父母亲也一直很担心她会
自杀，她也作了承诺：我不自杀！可是后来还是自杀死了这
让我很痛心。料想一下，如果一个彼此之间有着深厚感情的
朋友死了我也会很伤心的，更何况那是她丈夫呢？就像当年
钟子期和俞伯牙的高山流水一样！看到最后我禁不住流下了
眼泪！

以前也曾经看过三毛的作品，知道她去过沙漠。我就幻想有
一天如果我也能去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了！现在看来着是
不现实的，至少这一点在三毛的身上我可以了解到所做的这
一切是需要面对着很多的压力和冒着随时都会有生命的危险
的可能性，父母亲还要照顾你吗在你步入社会以后？那时候
他们也许都是老头老太太了，更何况我的父母亲没有像三毛
的父母亲那样可以出国旅游。他们都期望我将来的生活好点，
我也努力去这样做，至少我不会再有要去撒哈拉沙漠的幻想
了。

三毛文集的读后感篇四

如果我说，读书是比谈恋爱还重要的一件事，相信很多人都
会嗤之以鼻，不相信，也绝不会附和。这我很清楚，毕竟现
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想要什么方面的东西，手指在键盘上
来回一敲，按一回车，就会出来几百上千条信息供你使用。
网络时代最大的方便就是提供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分享的平台，
供我们索取信息，使用信息。但是我对这样的东西抱着一种
成见式的看法，我觉得无论信息太多，都是别人的看法，都
带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靠性，任何的东西只有你处身其中，真
实感受了，写出来的才能表达自己的情感。那些网上的一条
条的信息，都长的太像了。不可能有和你意见完全相同的看
法存在。因为你是你，他们是他们。生活中连交集都没有，
又怎么会有共鸣的想法。自己的想法是什么，需要你自己去



不断探索，从阅读中找到自己的真实想法。

契诃夫作为世界级短篇小说巨匠，其作品至今仍然有其巨大
意义。这种意义绝不仅仅是对人类文化的一种传承那么简单，
如果真是那样，完全可以将这套书束之高阁，放到醒目的书
柜陈列室里，供人崇拜了。是的，它完全不具备这样一种性
质，就因为他是契诃夫，不是别的任何一个人。最早接触到
这位俄国作家的作品，可能是来自于语文课本上。

那贫苦的万卡，乡间少年，伏在桌上给远在乡下的爷爷写信，
写那封无论如何都收不到的乡下爷爷收的信。感动我的地方
不在于结尾这神来一笔，而更多的是万卡信中对乡下时光的
美好回忆，是的，每个人一生中都有这样的回忆，连大文豪
鲁迅先生都有回忆起百草园和三味书屋时的幸福，还有萧红
小说中的后花园，美的让人向往。当一个人在城市中生活时，
最易感受到孤独无助和彷徨。这种感觉就像是一把钝刀嵌入
到肉中，一点一点钻心地痛。

你想进入其中，但是总有一种排斥力清醒地告诉你，你不属
于其中，再挣扎也没有用。绝望地生活，直到最后沉沦。就
是这样一篇短短的小说，吸引了我，但当时限于环境，我无
法找到更多的契诃夫的作品来看，我也无法理解那作品背后
所包含的孤独的感受。今天我理解了，不是突然想通了，而
是因为我成为了另一个万卡，一个时刻想念故乡却又无法回
去的“打工族”。我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怎么样，是像祥子一
样沉沦，什么都无所谓，还是像万卡一样，在梦里回到了爷
爷的身边。

在大学期间，我有幸能借到契诃夫的小说集，但当时的我却
无暇细读，细品，只能说是蜻蜓点水式的过了一遍，没有太
多的印象，也没有太多的感触，因为那时的我处于迷茫状态。
后来也曾买了两本选集，闲暇时就翻看一下。但是我一直在
想着能有自己的一套契诃夫，因为他驾驭文字的独特魅力，
因为翻译家汝龙的字字珠玑式的翻译，将一切的契诃夫译本



统统打败了。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开始大量引起西方图书，
尤其是对于俄国书籍更是掀起一股狂潮，可以说是情有独钟
吧。当代翻译家虽然也有好作品，但我却执拗地认为，那些
只是在没有老翻译家作品时的一种缓冲地带，是一种让人无
奈的选择。

就像你拿到的西游记不是吴承恩的作品一样的感受。这种感
受是先入为主的，而中国老翻译家们承担的就是世界文化的
桥梁，有了他们这些神一样的存在，才能让我们在这个多元
多样的时代里有个唯一的选择。契诃夫是世界的契诃夫，也
是我一个人的契诃夫。当看到这套书终于到我手中时，心中
的激动真是无以言表。深绿色的封皮，简单的设计，却往往
更能打动我。千秋万岁功，也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
文出版社在做这样的公益事业了。它们将沉甸甸的作品交到
我们手中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是请放心阅读的轻快，是一种
承载历史直面人生的沉重的体验。

相对来说，我更喜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外文图书和国文图书，
更喜欢去与那些老翻译家们交流，交谈。从他们的作品中去
揣测更深更广的东西和内容。现在有好多人习惯于用电子书
阅读，但我更倾向于读纸书，电子书给人的感觉始终是慢慢
的商业化气息的充斥，尽管我有时也读电子书，用我的手机，
但是我更不会放下的是纸书，真正的图书阅读的快感。电子
书阅读给人的感觉是娱乐式的，看过了就过了，印象不深刻，
而纸书是一种你面对作品的阅读方式，他的描写，他的某句
刻意的用语，更能让你体会，让我感动。将读书与恋爱相比
虽然显得不伦不类，但是我觉得读书依然要更重要，因为从
书中你得到的是更为宽广的人生体验，是生命中那些不曾有
过的经历，别人写出了这样的经历，那你就体验到了这样的
生活。而其他的一切，包括你自己的生活，则是一种局限性
的感受。这种感受虽然亲切，但更让人感到压抑，或者天天
上班下班，沿着平常人的轨迹走完一生的直线，没有惊心动
魄，也没有海阔天空。



或者回到柴米油盐的日常小日子，平平淡淡，如白开水一样
的一生，自己想想也觉得了无生趣。生活需要点缀，需要回
忆，需要重温，而图书就是你穿越时空、回到过去的月光宝
盒，将你引入一个变幻的世界，一个乡下少年的世界。这世
界虽然简单，但有多少次，你曾经在梦里回到了这个世界中。
契诃夫的小说以中短篇居多，这样的一些作品能成就这样一
个巨匠，可见无论什么东西，只要自己喜欢并坚持到底，就
一定会有希望，就一定会充满了梦想。。。

三毛文集的读后感篇五

不死鸟，又名菲尼克斯。传说中的神鸟，外观像火鸟。据说，
它每隔五百年左右，便会采集各种有香味的树枝或草叶自焚
一次，最后在留下的灰烬中重生幼鸟。可见，传说中的“不
死鸟”已拥有了“永生”与“死而复生”的象征意义。

其实，对于爱文字的人来说，一看到“不死鸟”三字，灵魂
深处最敏感的触礁应该是“作家三毛”。说白了，“不死
鸟”在我心中，永远是“三毛还活着”的代言词。

青涩时代，我就是三毛最衷心的读者。从十四岁至今，三毛
所有的作品，我至少都看了近五遍。每篇文章，我每次看的
感受，都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初中时，我偏向于《雨季不再来》中的二毛脱变成三毛的过
程。因为，那时的我，也有着同样的幼稚叛逆与敏感多疑。

高中时，我偏向于《撒哈拉的故事》与《万水千山走遍》。
因为，那时的我天真烂漫，喜欢幻想，敢于冒险，对充满传
奇色彩的生活特别向往。我甚至，也想住进沙漠，在那里举
行婚礼。

婚后，我偏向于《稻草人手记》与《温柔的夜》。因为，热
爱世界的我也一直期望，生活中那点点滴滴的人情冷暖，都



会在非同一般的甜蜜爱情中得到升华。

历经磨砺后，我偏向于《梦里花落知多少》与《送你一匹
马》。因为，在致命的打击面前，我也曾想过自杀。但是，
我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我舍不得离开我爱的人与爱我的
人。为了心中这份高度的责任感与神圣的使命感，我活了下
来。因此，我能感同身受的是，深情女子三毛当初写作时，
伪装坚强背后隐藏着的那份哀恸与脆弱、矛盾与挣扎。

有幸走上作家这条道后，我偏向于《亲爱的三毛》与《流星
雨》。因为，我也希望我的理想能在现实中呈现一片繁华，
我更期待与读编导达成共鸣时的辉煌景象。无论是电子出版
形式还是书信留言或演讲方式，我都希望，我的作品我的经
历我的.感悟能带给天下人正能量。

未来的某一天，倘若我成功了，我想我会偏向于《滚滚红
尘》。因为，我也希望我能成为中国第二个三毛，我也想成
为中国当代最受欢迎的女作家之一，我也想在红尘有爱中写
出美文偿偿那拼八项金马奖的滋味。当然，如果拿不了，能
做四毛也成！毕竟，写作拿奖，不是人活着的唯一代价！

奔波的打工路上，光阴在繁忙中辗转。不经意间，时光行走
在经年的雨季里。一丝落寞，跳在流浪的心海沉浮。这个寂
静而熟悉的冬夜里，突然灵感袭脑，我便写了这篇纪念三毛
姐姐的文章：“不死鸟死了，三毛永远活着！”

三毛姐姐，她曾以平凡的现实生活为背景，写了二百多篇脍
炙人口的佳作。她短暂的一生，虽足迹踏遍世界，但她的日
子过得并不富裕。“荷西下班后又去潜水捕鱼，却再也没有
浮出水面！”她也曾在演讲上强调，她是为了生活而流浪，
并不是因为刻意追求浪漫而旅行。

她平实朴素的语言，风趣自然的笔调，热情洋溢的善心，真
诚悲悯的情怀，将读者深深吸引。她曾风靡全球亿万中文读



者，先后多次在大陆掀起“三毛热”，影响力至今不衰。读
者广泛，分布于各个阶层与各个年龄。三毛已去世了二十三
年了，但广大忠实的三毛迷们，依然热爱着他们心中“永远
的三毛！”

近期，又有圣人在网络掀起红浪，说三毛当年不是在浴室自
缢身亡。而是死于谋杀，是警方的结论笥传媒“谋杀”了她。

时光如流水，勿勿，太勿勿。暮然回首，青春已渐行渐远。
三毛去世时，我还不懂什么是爱情，更不懂作家的复杂情怀。
转眼，我也是奔四的人了。但对三毛，我依然是这么迷恋。
尽管那曾经的“不死鸟”早已离开了人世，但三毛在我心中
还是永远鲜活着的。

才女三毛的死，令世人惋惜。但事实上，她死后，仍然红遍
中国乃至世界。她的死，其实恩同再造第二个生命的奇迹。
诚然，这“不死鸟”，曲径通幽，已成为她还活着的最佳象
征。

因此我相信，真爱三毛的读者，不会在乎她的死因与过程。
无论她是自杀还是他杀，其实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她确
确实实于1991年1月4日凌晨2点左右离开了这个美丽的世界，
享年48岁。

记得最初看三毛的作品《梦里花落知多少》中的第一篇《不
死鸟》时，我没什么特别的感悟与印象。因为，那时的我，
没有经历人生的风雨，无法懂得三毛当时写作时的复杂心境。
经年后，有着同样的生死经历后，我再回头看三毛的《不死
鸟》时，才明白，她当时矛盾的自我斗争。

其实，无论三毛是自杀还是他杀。我都希望，她能在地下安
息，能在天堂幸福。三毛的亲人，如果还在为三毛的离开而
痛苦的话，那我这个忠实的读者，只能在遥远的夜空下默默
地送给他们一些祝福：“但愿活着的人，能够开开心心！”



《不死鸟》一文中，“我要守住我的家，护住我丈夫，一个
有责任的人，是没有死亡的权利的。”三毛这一句誓死名言
令我无法忘怀！也许，在我最脆弱的时候，就是她这一句简
单的痴情话拯救了我。

三毛，我心中永远的“偶像派”作家。三毛，我心中最美
的“流浪猫”！她，虽远离了尘宵，化成了尘埃。但在我心
中，她永远是中国文坛最耀眼的“月光花”！不死鸟，并没
有带给我负面的影响，反而，让我的灵魂得到了另一种升华。

三毛流浪累了就写作，写作累了就流浪。我雪玫瑰也一样，
上班累了就写作，写作累了就上班。总之，长期在外上班的
打工族，生活待遇就是流浪。当然，我也希望成为中国第二
个三毛。

活着，无论悲喜。写作，都是生命中的快乐。无论，生活如
何，我都坚持跟三毛一样，用平凡的笔调，记录生命中的不
平凡。也许这种坚持，原本就是不平凡的代名词。也许，坚
持到老，平凡的女人就成了不平凡的优秀作家。

命运捉弄人，有时会不择手段。或许，每个人的心里，都隐
藏着一处忧伤的角落，藏着一间不可告人的秘室。这些，都
是他人无法触及的彼岸。想起三毛离世的场景，空气便冻结
了。突感，好冷，好冷。想写的话，似乎冻结在墨迹里。

一缕风吹来经年的感伤，一首曲荡起心中的波浪。生命中的
某些路，即使再孤寂，终究是要一个人走下去。即使再寂寥，
也要在属于自己的空间里没落。望着黑夜，我执笔起誓，必
须争做一只“不死鸟”，以祭奠我心中偶像作家至死不渝的
心声泪痕！

“不死鸟死了，三毛永远活着！”这是我在灵魂深处，对三
毛姐姐的叩拜与崇敬，也是我对自己的呼声与呐喊。就算，
未来的某一天，我因病而离开了亲人。就算，未来的某一天，



我因终老而离世了。相信，我也会跟三毛一样，安乐于天上
人间。我更相信，不死鸟是笑着飞向天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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