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尘感悟经典语录 天幕红尘读后感(精
选5篇)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
得感悟，通过写心得感悟，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大
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感悟吗？以下是我帮
大家整理的最新心得感悟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红尘感悟经典语录篇一

读过豆豆的《遥远的救世主》后，意犹未尽，模糊的明白了
所谓的天道，就是按规律办事，没有神乎其神，只有道法自
然，如来；所谓的“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分，也决
定了个人的人生高度，“怕担责”、“靠别人”只会让机会
从身边白白流走，你只能靠你自己，也唯有自己；所谓的生
存尺度就是“能人所不能，忍人所不忍”，你的生存空间就
比别人的要宽广；所谓的生死，该生则生，该死则死，想就
去做，坦率一点，既然选择，就要承担选择所带来的后果，
无论好坏，这就是人生。

讲理论谁都能讲一大堆，但做起来所谓的大道理都已抛诸脑
后，该为生存烦恼还是该无聊，一样不缺、一样不少。在我
读过《天幕红尘》之后，我似乎对于《遥远的救世主》中所
阐述的理论有了一点落地的踏实感，其中对我本人影响最深
的一句话就是“人们总是勤于动心，懒于动脑”，这句话已
赤裸裸的揭露了问题的本质，我经常想，左想右想，但我只
是在用“心”去想，然后就产生了一大堆的妄念、贪念，所
有背离实际的想法都成为我焦虑、困惑不安的沉重负担，我
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我忽略了用“脑”去想：我想
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达成这一目的的关键因素都要哪
些？——我自身具备哪些有利条件？——我自身仍然欠缺哪
些条件？——开始实践并不断修正。



我之前总是幻想有个绝好的机会砸向我，或者有个大腿让我
抱一抱，或者有什么诀窍可以一步登天，然后我等啊等。这
么一分析，我仍然是在“靠”，我仍然是在靠别人、靠机会、
靠狗屎运，唯独我忽略了靠我自己，我仍然是“弱势文化”
人群里的一员，能通过此书看清我自己的本质已经是难能可
贵的收获。

成功必有成功的理由，那就是遵循了规律，所谓的诀窍，不
过是更能看清规律少走的弯道，没有多神，就是实事求
是。“见路不走”，初读此四字好像又点故弄玄虚之感，但
读完此书，却觉得这四字却能时时提醒自己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意思都懂，甚至都属于烂大街的名词，可是你
一操作，必然会把这四个字抛诸脑后，你只会无限放大你愿
意放大的，无限缩小你愿意缩小的，坐等收益，无奈你却成
了被收割的对象，当失败真正来临的时候，你仍一头雾水。
因此，见路不走，更具备可操作性，能时时提醒自己，“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要立足于自身条件，想可想之想，能
可能之能，你想了条件不可能，一分钱也是贪心，只要条件
可能，多少都正常。不要拘泥于经验，不要怕不同，也不要
怕雷同，是否与经验相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看因果，或
者说只看因果。

《天幕红尘》一书中，让我很感兴趣的不是叶子农的感情主
题，也不是奥布莱恩如多米诺骨牌般的设计，而是叶子农与
老九在一起分析老九所开饭店衰败问题所在以及如何发展的
谈话，轻描淡写的一席话却有拨开迷雾、理清脉络之效，而
老九的问题，也是大多数人们困惑之所在，与其说我在读书，
不如说我在书中想要寻求解决自身困惑的答案。

另外，在看此书前，当别人提起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解
放思想、民主等词，我会不屑一顾，上学时早被政治课摧残
过无数遍的词，我甚至会在心理嘲笑一句“老土”，可在读
完此书后，我只有自惭形秽，为自己的无知，只知表象不知
深意的词义理解，果真是无知者无畏啊！



这是一本值得人深思的书，也许能解开你此刻的困惑，足矣！

红尘感悟经典语录篇二

《天幕红尘》，这本书，读了两遍，里面精彩的对白，也反
复研读。因为个人见解的水平和能力，较作者豆豆低好几个
段位，套用《天道》里面丁元英的话，就是：每次看，都有
扒井沿看世界的快乐，乐过之后，因体力不支，最后，仍是
重新坐井观天。只能说，我每次于此书，都有所得，但是那
种所得终究像借来的袈裟，穿在身上，并不代表真的有所悟。

这真是一种快乐的无奈。

每次读《天幕红尘》，想表达点什么。可是，觉得力不从心，
挂一漏万。但是，如果仅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弱水三千，只
取一瓢，只记下当下我的感悟，也是不错，得之于深，得之
于浅，只在个人。所以，我以一种膜拜此书的心情，写下个
人所感。

一、关于《天幕红尘》。此书是豆豆政治经济小说系列的第
三部。第二部《遥远的救世主》，拍成《天道》之后，好评
如潮，成了好多大咖每年必温习的一部电视剧。

在我看来，《天幕红尘》比《遥远的救世主》更精彩，更有
深度，可能是因为作品的深度，会影响传播的热度，减少大
众的欢迎度，所以，目前，还没有导演去拍成电视剧。当然，
这种遗憾，倒可以成为一种期待，看看哪个导演、演员能够
担纲，完成对这部小说的完美演绎。

二、小说所呈现的思辨，是精华所在。这是一部思辨色彩极
浓的小说。无论是影视，还是小说，其中的对白，很难写，
因为它直接反映着作品本身的主题深度和思想厚度。而《天
幕红尘》中通过对话展现的思辨，不仅有可读性，还能让思
维获得一种被启迪、被提升的快乐，这是最直接吸引我的部



分。

比如，对意识形态的思考，对中国当下经历的成就与问题的
思考，对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定位的演变的思考，对民主含
义的思考，对“实事求是”的内涵的思考，对社会发展规律
的思考等等，这一系列很深刻的问题，在主人公叶子农那里，
他都已经得出了答案。这种思辨，令人折服。

叶子农，带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曾专门到马克思主义思
想学说的诞生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也曾入佛学院去寻求因
果律的真谛，这些游学式的学习，与独立思考，最终让他形
成了个人的思考体系。

这种体系一旦形成，就会达到如佛家所言：见相非相，就不
会被表面的、现象的东西所蒙蔽，会更多的是用思想触及本
质的、根本的、规律的东西。当一个人，“见相非相”的时
候，就会生发出离心，不再陷于当下的“场”中，就不会再
以个人的好恶、利益来判断是非，也不会被“相”上呈现的
东西来左右情绪、影响判断。

除了“见相非相”，小说中还聚焦一个思辨，就是关于“见
路不走”。这四个字，从字面上，就有禅偈语的魅力，这也
是小说中，将叶子农从一个隐于市的自由人，拉进名利场的
一个关键词语。这四个字，其实就是“实事求是”的另一种
表达和解读，不唯他人之路，不唯权威之路，不唯经验之路，
这就是“见路不走”的内涵。

红尘感悟经典语录篇三

“如若灵魂仓皇无依，便只有寄望于肉身登峰造极。”

“会被忘记和忽略的，只能说明并不重要。对于人生至关重
要的那件事情，你只是不会轻易提起。”



“他们介不介意不重要，反正我介意。如果你非要借走齐唐，
就连我一块带上吧！”

“你应该活在所有人的希望和祝福中，你应该活在阳光
里。”

——独木舟

一直是舟舟的忠实fans，从《月亮说它忘记了》认识舟舟，便
一发不可收拾的爱上了她的文字，简单、直白却直击内心。
《一粒红尘》是去年在网上看的电子书，一直在等2，内心是
希望昭觉和齐唐在一起的，没有什么原由，就是觉得昭觉迷
失、辛苦了这么久，该有一个温暖的男生焐热她的心了。

在看2之前，又把1拿出来翻看了一遍，还是熟悉的那一群人，
故事发展的很合理但又那么的揪心，青梅竹马的简晨烨和叶
昭觉，相互依靠又互相伤害的闵朗和徐晚来，可是当叶昭觉
遇到齐唐，又如闵朗遇见乔楚，故事是那么的合理又曲折。

似乎从叶昭觉腿伤的那一刻开始，所有的东西都改变了原来
的轨道，简晨烨与叶昭觉，闵朗与徐晚来，邵清羽和蒋毅，
相互的关系变得熟悉而又陌生，我不知道乔楚与齐唐的加入
是不是有一点宿命的味道，但是似乎如果没有他们的加入故
事会变得那么的枯燥。简晨烨与叶昭觉之间的多年爱情好像
慢慢变了味道，不知道该怎样形容，只是觉得他们之间的争
吵好像越来越多，他们知道对方的弱点，知道那句话能够戳
中对方的软肋，也知道怎样能深深的伤害对方，当看到战争
终于在他们之间爆发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庆幸的，我觉得
叶昭觉的故事才真正的开始，才真正的开始美好起来。

“她没有礼服去参加party，是他买来送给她。

她为了工作把自己弄生病，是他送她去医院吊水，还一直陪
着她。



因为简晨烨和辜伽罗的一张合照，她丧失理智，可是在酒店
里，他连碰都没有碰她。

她开店，他支持她；她结业，他收留她，还替她把欠的债还
了。”

还有，他说的那句话：“我不在乎还要等多久，如果那个人
真的是你。”

这是齐唐和叶昭觉之间的故事，是他一直在默默的陪着她。

我始终觉得齐唐是叶昭觉生命里那个对的人，很庆幸，他们
终究还是相遇，相知，相爱了，虽然过程中有过争吵，有过
误会，有过不解，有过逃避，但结局还是好的，虽然舟舟没
有直白的写出故事的后续发展，只是将故事停留在了秋天，
在月亮下他们的拥抱里。

在《一粒红尘》中，还有很多人物，贯穿着叶昭觉的故事，
他们之间的关系像朋友又像敌人，相互伤害又相互关爱，相
互试探，又相互交心。

叶昭觉与邵清羽，作为青春年华里相互唯一的朋友，她们知
道彼此的糗事，知道对方的需求，在1中她们还是对方的支柱
与秘密分享地，可是当邵清羽在party上当众说出叶昭觉的私
密生活时，她们的关系变得有点疏远，联系越来越少，都有
自己的骄傲，不愿意第一个向对方低头，也因此在2里她们错
过了很多，邵清羽和汪舸之间的情感纠葛，叶昭觉和乔楚的
相互支持，叶昭觉和齐唐的成长，可是还好，舟舟给了邵清
羽一个我觉得很好的结局，给了她一个家，给了她一个孩子，
虽然过程有点挫折，但还好，我很喜欢邵清羽的end。

叶昭觉与乔楚，在叶昭觉失恋，最狼狈、最无助的时候，是
乔楚打开了叶昭觉的门，把她带离了那个黑色的空间，那个
自暴自弃的空间里，可是乔楚的感情之路真的好坎坷，第一



次那么真心的爱着一个人，很多次的被抛弃，却又厚着脸皮
回帖，我很佩服乔楚的勇气与果断，但对于乔楚的结局，很
感伤。当她想要找徐晚来的麻烦时，我知道她一定是被伤的
很深很深了，心里的刀口已经流不出血了；当她向闵朗坦诚
的说出自己做的事情时，我知道她真的想放弃、想放下了。
大火烧了徐晚来的工作室，烧毁了徐晚来的梦想，但其实这
场火真正烧死的或许是乔楚的心，心死了，封闭了，坦然的
接受惩罚，没有恨，亦没有爱。闵朗也通过这场大火终于清
楚的认识到他和徐晚来对乔楚的伤害真的很深很深，他极力
的想要弥补。结局乔楚坐牢了，但她的心终于解放了。

其他人的故事不多做评价，好也好，坏也罢，正如舟舟所
说“青春旧且远，名字还是从前那几个名字，人也还是从前
那几个人，没有战乱流离，却硬生生各分东西。”

这整个故事里，我还是喜欢叶昭觉，并不是因为她是女主，
我觉得舟舟故事里的每一个人物都是主角，各有精彩，相互
影响。叶昭觉的固执，独立，对金钱的极度渴望，不掩饰自
己，知道自己想什么，无论是爱情、生活，还是事业，永远
横冲直撞，永远无畏，“用我所有，换我所想，付出十里，
收获一分。”

“社会是一个遵循着逻辑而运作的巨大机器，它不像心灵鸡
汤里那样温情脉脉，也不像励志故事里那样总有逆袭的情节
发生，它不见得一分耕耘便有一分收获，但你如若连这一分
都不耕耘，必然没有任何收获。”

愿滚滚红尘中，你终能找到那沧海中的一粒，“滚滚红尘，
这世间却有它的污秽不洁，但因为人间这点公平，所有我们
才可以说，对于命运，我永不绝望。”愿我们活在所有人的
希望和祝福中，活在阳光里。



红尘感悟经典语录篇四

我很喜欢读三毛的文字，如果可以的话，真希望她可以一直
写下去，只是《滚滚红尘》却成为三毛的封笔之作。于是我
带着沉重的心情读完它并且写下这篇读后感。

沈韶华的身世是离奇和坎坷的。于是我一直觉得，她那满身
才气和独有个人魅力，都与其家庭遭际有着很大的关系。自
杀未果，父亲死后，韶华独自离家靠写作为生，于是才有了
章能才看了韶华文章后，写信慕名而来。只是这一来，就让
韶华为这一爱付出所有。她的际遇身世是以张爱玲为引子的。
但是韶华比张爱玲幸运，至少能才至始至终都是全心全意爱
着韶华一个人的。我感动于最后那个在码头上，人潮拥挤中，
能才始终拥紧韶华，想要与她一起离开永不分开的决心，只
是那是个乱世啊!韶华把唯一一张船票给了能才，她只能眼睁
睁的看着能才一个人离去。我也感动于，余老板虽然知道韶
华是利用他，但她对韶华的那份痴情是有多深。从他从船上
跳下来，放弃离开的那一刻就足以衡量。而书中还有不得不
提到的是韶华的挚友月凤，为了爱情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春望与玉兰在那个年代中，被挤压迫害的爱情，造就了韶华的
《白玉兰》。

不知不觉已经写完才发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那是为三毛手
下爱情的感动，也是为旧事吃人和的社会而感慨气愤。而最
后三毛的那篇余作《滚滚红尘》是好样的、三毛更是如此!

红尘感悟经典语录篇五

上篇文章重点介绍了奥布莱恩费尽心思要修理叶子农，为了
给他的主人乔治出口气，更为了坚守自己的价值观，人首先
要讲礼貌，为了这个‘礼貌’，奥布莱恩找到了叶子农的名
门，要自由。顺着这个思路，他设计了一系列的事件，将叶
子农由‘场’外强行拉入场内，并且让他出名，让众生发挥
人性的特点，这群众生的绵羊是群动的，是起哄的，是习惯



性思维的“没那么简单吧”。为了这个‘礼貌’，叶子农最
后送命。

这篇文章暂时不展开讲奥布莱恩的实施细节，我们来看看叶
子农仅见过一面的‘知心人’，方迪，一位来自北京的留学
生，她是调研叶子农的人，也是叶子农纽约之行的翻译，并
且通过跟老九聊天，认识到了叶子农的思想的价值，她把她
自己定位成了叶子农的女人，更是叶子农的“知心人”。用
一句王维的诗表达方迪的状态最为合适“相逢方一笑，相送
还成泣。

方迪的思维是可以跟上叶子农的思想的，她仅仅根据和老九
的聊天，就写出了一篇理论尚佳的论文素材，其中的核心思
想是叶子农提出的。但是理论指导实践，是方迪悟出来的。

方迪根据叶子农和老九的聊天内容，写出了毕业论文的基本
框架，也是牛人一个啊。在这篇论文框架中，有很多提炼的
核心思想值得我们记录学习。

比如：市场竞争的一般规律是质量和价格，很简单。做生意，
做市场的人都知道这句话，但是真正理解这句话本质的人可
能真没几个。比如如何理解质量，这句话放到老九的面馆这
个具体市场来看，就是如何保证面条既好吃又可量产，还可
以不受厨师变动的影响。如何保证好吃呢，就是要把手擀面
的所有手工流程变成数据，这样就能保证面条的品质不因人
的流动，心情而受影响。如何量产手擀面呢？不是招聘更多
的厨师，而是将手工擀面的流程数据输入到电脑控制的机器
压面机中，这样就可以保证品质如一的量产手擀面。

如何理解价格呢？降低体力和技术门槛就是降低了成本，人
员只是操作机器的工人，不用付出技术，更不用付出过多的
体力劳作。这就保证了人员的低成本。面条质量的'稳定和产
量的无限可能，都是低价格，低成本的基础。



面馆的另一个重要材料为汤和卤，汤卤原材料的选择必须具
备普遍性和四季性，而不是讨巧市场小众群体的高端食材和
稀有食材。这样才具备了可能做到无损复制的基本条件。

做好做大一家面馆，没有啥高深理论，没有高招，是根据条
件的可能，同时创造条件，找到竞争优势的原理，老老实实
遵循市场规律。

突然想起一句话：“我们明白了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
生”。当然这句话不完全对，很大的可能是没有完全真正明
白道理背后的本质，而且过好这一生，不一定是明白道理就
能过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