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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
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无缘缘的缘听后感篇一

nhk电视台资深采访记者作品――《无缘社会》围绕着一种社
会现象展开：“现代人的孤独老死”。高龄、少子、失业、
不婚、城市化，造就了这样一批人，他们活着，没有人和他
们联系，他们没有工作，没有配偶，没有儿女，也不回家乡；
他们死了，没有人知道，即使被发现，也没有人认领他们的
尸体，甚至无法知道他们姓甚名谁，他们的人生被总结为寥
寥几个字的遗骨认领布告，他们被称为“无缘死者”，他们
所在的社会也会渐渐从“有缘社会”变成“无缘社会”。

为什么选这本当作是我读这一系列作品的第一本呢？可能
是“缘”这个字吸引了我，书的开头讲：所谓“关联”或
是“缘”，难道不就意味着互相添麻烦，并允许互相添麻烦
吗？日本人「怕给别人添麻烦」的文化我也深有体会。在巴
黎交换的时候，有个叫maya的日本小姐姐同我一样也是交换
生，可是她的法语基本属于不能正常交流的水平。上课的时
候她会非常认真的.录音和记笔记，后来也会因为实在听不懂，
干脆上课睡觉，录音回家反复听。可她好像很少开口向我们
借笔记，这反而让我有种更想帮助她的欲望。在日本生活过
的朋友也曾说过，日本人表面上和和气气，但在日本想真正
交到交心的朋友真的很难，这并不代表他们不好相处，只是
一种社会文化。

这种记者采访类的书之前看过一本柴静的“看见”，其实我



挺喜欢记者这个行业的，就像侦探破案一样，挖掘每一个有
潜力的、有价值或无价值的线索。没有谎言和欺骗，整个团
队唯一想做的就是一步步发现真相。好的记者不仅仅是记录，
他们需要独立思考社会现象背后的原因，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和坚决方案。

其实，“无缘社会”这本书里描述的故事与我们这代人或者
说与未来息息相关。“在我们的社会渐渐变成“对别人不感
兴趣的社会”的今天，尽管回归以往是不可能的，但我仍衷
心祈愿我们是一个“能够同情别人、同情生命的社会”。你
和我或许生活在安逸的社会圈里，期待和憧憬的是抬头往高
处看的优质生活。的确，如今高科技，新技术是全人类关注
的焦点，我们往往忽视了这个世界的另一面，是的，它并没
有想象中的发达，而我们可能只是那全球人类的百分之10%。
但我也觉得，我们还有时间去改变，nhk也在书中提到了日本
的几家非盈利组织。作为家庭里最小的成员，被家人们呵护
着长大，缺乏许多社会与人性的知识。希望这系列书都出来
之后有时间把他们都看一遍吧。

无缘缘的缘听后感篇二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在比奇城外的河边遇到了他。他
那时只不过是个十几岁的少年，佩着剑，坐在桥边的栏杆上，
含笑望着来往的人群。他的眼睛里有支离破碎的寂寞，像一
只断翼的飞鸟。这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父亲也是一个佩剑
的男子，他也同样的寂寞。是的，即使他有妻有女，但他从
没有爱过她们。他在女儿六岁生日当天，带着他的剑离家出
走，从此再不见踪影。这么想着，我已不知不觉走到少年的
身旁。我看着他的眼睛，想从那里找到父亲模糊的影子。少
年的眼睛是蓝色的，里面是一汪蓝莹莹的湖水。除此之外，
一片荒芜。少年也看着我，良久，他问，“这里是什么地
方？”“比奇。”我静静地回答他。又问，“你从哪里
来？”“哪来的？”少年抬起头认真地思考片刻，然后
说，“我忘记了，很远吧。”“哦？”我在他身旁坐下，继



续问，“那你有没有见过一个男人，他和你一样佩剑，他，
是我的父亲。”少年笑起来，我怎么可能看到呢？我每天经
过的人千千万万，他们都佩着剑。我还想再说些什么，少年
已经站起身来，宠溺的摸了摸我的头，“好了，我要走了。
谢谢你和我说话，我已经，不那么的寂寞了。”我眼睁睁的
看着他离开，越走越远，到我看不见为止。我这才想到，我
竟然忘了问他的姓名。可是我又隐约地感到，他，绝不会只
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过客而已。我们，一定还有再见的机会。
那一年，我十岁。那以后，我每天都会去桥上等他。那时我
们分别的地方。我等他，就像我的母亲每日坐在院子里等我
的父亲一样。母亲告诉我，作为女人，最应该学会的，就是
等待，即使明知是绝望的。十岁以后，我再也没离开过比奇。
我担心有一天他会突然回来。我担心，我会不经意的错过他。

那些日子里，我听来往的人们说起城外的事，他们说起沙巴
克，说起祖玛神庙，说起一切我不曾涉足的地方。我微笑着
听，却并不后悔。我并不觉得把我的青春耗费在这一座桥上
是多么荒唐的事。

有的时候，我也和桥边的守卫聊天，他们说，许多人为了梦
想离开比奇，去许多陌生的地方。有些人功成名就。还有些
人，则永远战死在异乡。

我的泪，滚滚而下。我想起了父亲，想起了少年。他们现在
正在哪里？他们身上的伤痕，又增添了多少？只是他们永远
不会明白，在遥远的比奇，有两个牵挂他们的女人，她们盼
望着他们，宁愿为他们等候上一生的光阴。

我第二次见到少年的时候已是十年后，仍在那座桥上。

那天我象往常一样的倚在桥上，注视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并
试图从他们的脸上，判断出故人的影子。

就在这时，我看见了他。他从桥的那端慢慢的走过来。他的



眼睛是湛蓝的，有寂寞的痕迹。他对我笑，从很远的地方就
开始对我笑。

我等他走近了，相对熟人一样的对他打招呼，“你回来
了。”

“是的。”他抱着胳膊。“你长大了。”

我恍惚地笑着。我知道，女子笑起来最柔最美。我已不是十
年前那个孩子。如今，我也能笑出最柔最媚的模样。

果然他说，“你很漂亮。”

我们象曾经一样坐在栏杆上说话。大部分时间我只是倾听，
听他说起沙巴克的勾心斗角，祖玛神庙的危机四伏。他走了
很远很远的路，最后又回到了这里。

我等他说完，仰起脸来看他，请求他，“你可不可以带我一
起走？”

他愣了一下，随即摇头。

我痛苦的问他，“为什么？我已经等了你十年，我只想和你
在一起。”

他叹气，抚摸我的长发。轻声解释，“对不起，像你这样的
女子，该有安定的生活，才不辜负你倾城的容貌。可惜，我
给不起，我，注定要不停地漂泊。”

我不在说话，我知道他的坚决。很快，他站起身来，笑
着，“我要走了，再见。”

“再见。”我望着他逐渐远去的身影，心如刀绞。

我用十年的光阴来等待一个人。只为了见他一面。这一面，



却不过短短数十分钟。

我仍就站在桥上。

桥上的人们不停地变换着模样。昨天出去的是一个人，今天
回来的又是另一个人。另一个人对我说，昨天的那个人，已
经死在了一个很遥远的地方。

我不知道少年如今是否安康。

或许他如今已不是一个少年。这么多年，他早已成长为一个
男人。只是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在心地一直保留对他
最初的印象，一个有着寂寞眼神的少年。母亲离开了，就在
一日我回到家时看到了她冰冷的面孔，她仍就如花般美丽，
却冰凉彻骨。她死前最大的怨恨，就是等了一辈子，仍未等
到心爱的人。我知道，再等下去，我将重蹈她的的覆辙。就
在我决心动摇的那一刻，我发现，我已经没有能力离开那座
桥了。对少年多年来无望的坚持，已将我深深地凝结在那座
桥上了。我仍就继续守候在那里。等待下一个十年的到来，
只为再见她一面。这时间，像一个永不停息的齿轮，晃晃悠
悠的向前。二十五岁那年，我遇到了另一个男子。就在我最
疲惫，最无望的时候。他向我走来。他不是我那落拓而寂寞
的少年。他气宇非凡，配着一把很名贵的剑。举手投足之间，
充满着王者风范。我眯起眼睛来看他，他身上的光芒刺眼得
很。他连续六天走过那座桥，第七天，他来到我身边，递给
我一枚戒指，向我求婚。我并不意外，过去的这些年里，有
很多男人这样做过。可他们，只为了我美艳的外表。并非痛
惜。可是眼前的这个男人说，“你累了，嫁给我吧，我会给
你安定的生活。”我想起了少年的话，他拒绝我的时候曾说，
“只有安定的生活，才不辜负我这样的女子。”握手下了他
的戒指，并对他微笑。他欣喜若狂，抱起我，像抱起一只受
伤的猎物。在他怀里，我觉得安全，却没有心动。这就够了。
十五年的等待，我终于还是害怕落寞的结局。我倒宁愿这样
风光的嫁了他去。以后的日子，荣华富贵，锦衣玉食，都能



让我安定下来。幸福，也不在那么重要了。他带我回家。他
的家，是这比奇城最豪华的宅子。走进去的时候，我知道，
我已经没有反悔的余地了。曾有那么一刹那，我想起了少年，
我终于过上了他希望的生活，而他的心里，会不会有隐约的
心痛呢？他究竟，有没有一点点喜欢过我？也许下一个十年
他仍就会从桥上经过，不见了桥上的女子，谁来为他派遣寂
寞？我的婚礼，定下了一个好日子，就在不久以后。爱我的
男人是这城内的望族。他身边有数不清的美女围绕。可他的
眼里只有我。就这一点，我也该感谢上天的恩赐了。他向天
下广发婚贴。他对我说，他要我成为天下最让人羡慕的新娘。
我从来只是微笑着看他，对他，我没有多余的话可说。

我时常走出宅子，漫无目的的散步，不知不觉就来到桥上。
经过的人都以奇怪的目光打量我。因为我在哭，我穿着最名
贵的衣服，带着最昂贵的首饰，却趴在栏杆上痛哭。

他们永远不会理解，就连我未来的夫婿，他也不会理解。

我在日落前回到宅子，妆容完好，他不知道我去了哪里，但
也不多问。这个男人，聪明的明白维护女人的伤口。

他知道我有伤口。因为他说，他就是爱上了我的伤口，带着
伤口出现的我，诡秘而惹人痛惜。

我也知道他会爱我一辈子，因为我的伤口，一辈子也不会痊
愈。

婚礼如期举行。

我依他所言，真正成为了天下最让人仰慕的新娘。我光彩夺
目的站在他身边，珠宝的光芒也被我掩盖。

所有人都说我们是一对壁人。



我微笑着，只能微笑。

我巡视着人群。忽然间我看见了他。那个让我等了十五年的
他。

他抱着剑靠在大厅边沿的一颗柱子上。隔那么多的人，我还
是轻易的看见了他眼中的寂寞。

甚至，还有无可名状的悲伤。

我紧紧地握住了夫君的手，害怕一松开，就会奋不顾身的向
他奔去。

这才明白，一直以来，我最爱的最牵挂的那个人，是落拓寂
寞的他，而并非现在我身旁气宇非凡的他。

我悄悄地落下一滴泪，用来祭奠我无疾而终的爱情。

我已经没有资格反悔了，全天下的人都已知道，我如今，是
比奇城最有名望的男人的女人了。

只是造化弄人。

我平静的过我剩下的日子。很安定，却不幸福。

我指的幸福是内心充溢的感觉，只有他才能给的感觉。

我还是习惯去那座桥上看看，后来，再带着我的女儿。我告
诉她，这座桥上，承载着许多往事。

她还太小，不明白我的意思。我这样的告诉她，只为她的将
来，能够懂得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要像她的母亲一样，
终身等待，却等不到幸福。

五年级:黄纤晴



无缘缘的缘听后感篇三

看到这本书的简介后，立马被吸引了，当即放下了手头正在
读的书，迫切地读了起来。

之所以迫切，是因为在这个面临结婚的年龄，我需要对于结
婚与否这件事情进行评估。原以为结婚这件事是如同“小学
毕业了就要上初中，初中毕业了就要上高中”那样是自然而
然的人生阶段性事件，但真到了这个年龄却猛地踩了脚刹车，
犹豫了起来。

借着读完这本书的契机，来总结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对于结婚
与否这件事情的阶段性思考吧。

就我个人而言，想要结婚最强大原动力是担心老了或者生病
了没有人照顾，以至于造成无缘死。其实细细想来，即便是
结婚了，如果真的得了无法自理的重病，不仅自己的生活没
有质量，也会拖累另一半和孩子。所以我这条结婚原因是不
成立的，结婚的动力怎么能源自于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没有信
心呢？不管是一个人生活还是两个人生活，生活的质量都依
赖于自己的身体健康。就像书中所调查的那样，不管是结婚
还是不结婚，生孩子还是丁克，最终都有可能面临无缘死，
只有拥有健康的身体，才是以不变应对万变的根本。

无缘社会，不仅仅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无缘，也指的是家庭
与家庭之间的无缘。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但相应的配套
措施还没有跟上。于是书中提出了相应的问题和解决方向，
令人深思。一是如何能让所有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
由？不管是单身者还是结婚者，如何能安然的去面对自己的
死亡，不再有这种无缘死的恐惧。二是如何能让人们去建立
新的联系？旧的联系是指现有社会中因为结婚、工作产生的
联系，一旦某人离婚或退休后，这些联系就都不存在了，就
会陷入到无缘社会中去。



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呢？书中讲到，日本民间有团体为无缘
者成了组织，组织成员既包括主动选择单身的人也包括被动
单身的人。人们经常说人和动物的区别是诸如会不会使用工
具、具不具备想象编造能力、能不能大规模合作等等，我认
为人和动物的区别还应该加上一条：就是对于孤独者、弱者
的态度及措施。自然规律弱肉强食，集体对于没有效用的个
体，往往是采取抛弃的态度，比如一只迁徙的角马受伤了，
角马群是不会成立“角马受伤组织”来帮助自己同类的。但
是人类则不一样，对待孤独者、弱者，还是应该尽可能的去
帮助他们的。无缘者作为社会的孤独者、弱者，高度发达的
社会在面对他们时，更应该拿出相应的社会方案去关爱这部
分人，这才是作为人类应有的态度。

文末许愿，一来家人和自己身体康健，二来不管选择怎样的
道路，都能成为“有缘”人。

无缘缘的缘听后感篇四

读完了。挺丧的一本书。

一开始读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是件多大的事儿。不过就是老
生常谈的那些关于孤独的事。而且就我个人而言，比起无意
义的社交不如一个人做自己喜欢的事。

在读的时候，慢慢就发现我所处的情境和这些真正与社会彻
底断绝的人来说是有显著差别的。我虽自我排斥但只要我有
意愿随时都可以回到其中。而这些“无缘”的人却是与社会
彻底切断了联系。无人问津。

无缘社会的人大多指退休后的老年人。子女成家立业之后，
各自有家庭。逢年过节见上一面，来往自然不比从前。而退
休后，和单位上的人接触次数以加速度递减。倘若身在外地，
早年的亲戚朋友更是长久的断联。街坊四邻就更不用说了。
人与人之间仿佛有着与生俱来的戒备心，远亲不如近邻这句



话早就不合时宜了。还有一些老人此生并未结婚，或并无子
女。想想每天醒来都还是那个自己，也只有自己。也真的挺
可怕的。

想起无论如何不便都要回到子女家住的爷爷奶奶。想起电影
《寻梦环游记》里如果被自己后代忘记，这些过世的先辈们
在阴间都会魂飞魄散。想起我曾经梦到有天婆婆过世，我竟
怎么也想不起她的模样的绝望悲凉。人啊终究需要某些关联。

孤独真是无所不在无坚不摧。虽然我仍处在社会的大潮中，
并没有被抛弃，并没有被他人遗忘，但我仍然无时无刻每时
每刻感到孤独。

无缘缘的缘听后感篇五

本书是nhk电视台记者的采访，探讨了日本现代人面临的孤独
老死问题。由在途死亡者入手调查，记者追问了为什么会出
现这个问题。文中给出这么几个答案：血亲关联的乏力，地
域关联的丧失，家庭形态的崩溃以及雇佣状况的恶化。

无缘死问题覆盖了精英族与贫困区，不婚族与离异人士，五
六十岁的独居，七八十岁的恐慌与三四十岁的被迫展望。

刚开始看的时候我会持有些许偏见，因为无论从血亲，友谊
还是金钱问题上，我总觉得是人为的，是需要用心努力和经
营维系的。比如那些“醉心工作”，无心维系家庭和照顾子
女的，老来惨淡一人，拿着孩子童年时的合影深情回忆。亲
情不是工作的对立面，也不是你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老年安
慰剂。记者的口吻饱含了对孤独老人的同情，但很多问题是
不能以第一视角定论的。

但不得不说，有很多人的命运是不能以努不努力来定论的。
文中受访人几乎都会提到“不想给别人添麻烦”，评论区里
也随处可见对日本人情淡漠的抨击。但或许这不仅仅是自律，



而是没有可以添麻烦的人，亦或没有能承担起这个麻烦的人。

在渐渐变成“对别人不感兴趣的社会”以及“无力关心外界
的社会”的今天，或许日本正在面临和困扰的问题，就是我
们即将迎来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