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个人的村庄读书分享 一个人的村
庄读书笔记(汇总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一个人的村庄读书分享篇一

这是怎样一个虔诚的行吟者，他的笔端是怎样触摸到自然最
柔软的心脏的，他古朴的行走穿越那些他深爱的土地，是用
什么样的方式获取山河古老的芬芳的，真的是一个谜。

像一个个美丽的传说，经由他温软的唇传达给每一个读者。
每时每刻他都在行走，却从未远离他一个人的村庄。黄沙梁，
他年年月月在这个地方行走。一支温柔的笔，一颗多情的心，
那么多年以来从没有放弃行吟。走老了时光，走得一粒沙一
棵草都与他熟识，走的每阵风每片云都禁不住给他温柔，走
得每头牛每只鸟都成了故人。他一直在行走，真的像一条永
无止境的河流。

“我相信我的每个行为都不同寻常地充满意义。”他这样写
道，“我是一个平常的人，住在这样一个小村庄里，注定要
闲逛一辈子。”闲逛，人生也许真的就只是一场闲逛，我们
在闲逛的时候顺便做了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给我们以快乐
悲伤痛苦以及幸福。而他，不过是闲逛人海里的一个，有着
一个特定的代号，闲逛的时候顺便张开他的唇歌唱身边的事
物。

他行走在荒凉的西北，走在一个我们在中国地图上找寻不出
来的村庄，走在一个现实中或者意念里的小小村庄。这个村



庄属于他一个人，或者说，他属于他的那个村庄。他生于此
长于此，闲逛大半生，恍然发觉应该做点什么。“我得给自
己找点闲事，找个理由活下去。”于是他写作，他歌唱，他
聆听，他对一切他所遇见的生命表达自己的情感。这是最有
意义的事情。

他在行走，从出发到回来，就是一生。很多故事流淌成传说，
很可能乡音也成旧事。一些鲜活的生命走进坟墓，而那些看
似永恒的事物也无时不在发生变化。出发以前属于自己的，
再回来已经成为别人的专属。那时候我们只剩下一快墓碑，
一堆黄土，一个游荡无可归依的魂。没有人记得你来过走了，
没有人在乎你笑过哭了。生命是这样短暂的演出，这样孤独
的行走，这样悲情的叙述，这样阴暗的桥段。

一辈子住在一个地方，一辈子睡在一个人身旁。这就是一生。

什么都终结的时候啊!

如果一个人在路上不停地行走，他会回归吗?他说，炊烟是家
的根。又说，一个人心中的家，并不仅仅是一间属于自己的
房子，而是长年累月在这间房子里度过的生活。只是我不知
道，一个人的村庄可有炊烟;只是我不知道，一个行走的除了
以天地为家他还拥有什么。

“我”——这个书本里不停不停行走的男人，来自现实还是
作家的意念，我想他应该不仅仅是一个个体，他是一个群体。
一个享受自然与生活，热爱生命以及其余一切的群体。其实
一个人的村庄我们每个人都有，但各不相同，因为我们每个
人的生活都不同寻常。

有人说刘亮程是中国最后的散文家，而我则以为他更应该是
一个诗人，他敞开自己赤诚的胸怀，吸收天地的任何一丝芬
芳，用他多情婉转的笔讲述给我们在尘世嚣繁里奔忙劳累的
心灵听。



相信这样的行吟，是一种责任，或者说，一种与生俱来的使
命。

一个人的村庄读书分享篇二

寒假在家翻了翻家里的书柜，找到了这本《一个人的朝圣》，
之前在kindle上看到了许多推荐，我对他的感觉好像就像是
我们听说的虔诚的教徒在祷告这样的印象，但当我打开这本
书，却不是我认为的那样。

这本书的作者是蕾秋·乔伊斯(rachel joyce)，英国资深剧作家。
写了二十年的广播剧本，也曾活跃于舞台剧界，拿过无数剧
本奖。《一个人的朝圣》是她的处女作，已畅销三四十个国
家，入围20xx年“布克奖”。

作为一名作家的处女作，就荣获布克奖，真的是对一名作家
最好的鼓励。

布克奖被认为是当代英语小说界的最高奖项，也是世界文坛
上影响最大的文学大奖之一。从1969年开始颁发，每年颁发
一次。最初只有英国、爱尔兰，以及英联邦国家的英文原创
作家有资格入围参评，20xx年起，全世界所有用英语写作的作
家都可以参评布克奖。荣获布克奖几乎已经成为"最好看的英
文小说"代名词，是广受世界瞩目和讨论的小说奖。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在酿酒厂干了四十年销售代表的六十岁
退休老人，名叫哈罗德·弗莱，他这一生没有升迁，既无朋
友，也无敌人，生活平静，与妻子的关系也渐行渐远，日复
一日。一天他收到一封告别信，来自患了癌症二十年未见的
老友奎妮。在哈罗德年轻时，是奎妮帮了他，因此他一直记
得这件事，震惊、悲痛之下，哈罗德写了回信，在寄信的路
上，他由奎妮想到了自己的人生，自己已经60多岁了，但是
自己的生活过得是一团乱麻，经过了一个又一个邮筒，越走
越远，他想着，走下去，我总能到达终点，最后，他从英国



最西南一路走到了最东北，横跨整个英格兰。这六百多英里
的旅程也是他穿越时光隧道的另一场旅行。87天，627英里，
只凭一个信念：只要他走，奎妮就会活下去。之歌信念使他
坚持了下来，并且在一路上他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意义，超越
了自己。在别人不理解的时候，如何坚持自己的意见。

这本书承认人的脆弱与不堪，但却依然有着感动人心的救赎
的力量存在，而不说我们应该怎样克服自己的弱点、逃避自
己的局限，不用所谓的“勇敢”、“光明”、“讨人喜欢”
的一面来武装自己，压抑下不安来博得他人的认可、关注与
崇拜。弱点也可以带来光明，阴影也并没有那么不堪。就像
我们这些平凡的人一样，并没有什么非凡的成就，只是如尘
埃一样，低落到地里。我们中也许有人为了生活，获得很卑
微，很可怜，但是人一生中总要有一个点事可以释放自己的
光芒的。也许只是一封信、一个决定、不再逃避以及路上的
坚持，就有了一场救赎和这个感人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是我
们感动，有时候会怀疑自己，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哪什
么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大多数人说的就一定对吗？乌合之众
这个词是有一定的来源的。那么对于我们平凡的人来说，追
求人生，追求优秀，追寻人生的意义。感受爱与快乐，温暖
我们的人生。

一个人的村庄读书分享篇三

有个文友推荐我看看英国剧作家蕾秋。乔伊斯的小说《一个
人的朝圣》。好喜欢这个书名，找到这本书便一口气看完了。

看之前没对本书的梗概进行了解，害怕那样会影响了阅读体
验。可能因为书名的原因，对这本书的期待有些过高了，看
完后略有些失落之感。

主人公是六十五岁的哈罗德·弗莱，一个在酿酒厂工作了四
十年的销售代表，现已默默退休，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
妻子与他分居多年，夫妻疏离，隔阂很深。曾经有过一个儿



子，与之相处也不融洽，且早已过世多年。看到这样一个孤
独无助的老人，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风雨飘摇中晚秋的残叶，
摇摇欲坠！一个极平凡极普通的老人，没有亲情温热的滋润，
没有友情善解的支持，只能独自枯萎，独自凋零，不得不让
人心酸！

他的悲剧源于他的性格，他的性格源于他的原生家庭。在没
有爱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没有品尝过爱的滋味，没有体验
过被爱的温暖，你叫他怎能学会去爱？他没有学会爱自己，
爱别人，爱这个美妙的世界，就只好一直徘徊于自我的孤独
深渊中，苦苦挣扎着。

在他六十五岁的一天早晨，岁月的余辉快落尽山谷时，他收
到了一封来自老友奎妮的信，他们已有二十年没见面了。奎
妮患了癌症，写信向他告别。在他悲痛震惊之余，灵魂深处
的某根弦也被触动了。他突然心生徒步过去跟老友告别的信
念，他坚信：只要他走，奎妮就会活下去。

凭着这个信念，他从英国最西南一路走到了最东北，用时87
天，全程627英里。路途中，他结识了一些人，不同的人有不
同的故事，让他对自我对他人都有了新的认识。他还学会了
与自己相处，与自然相处，通过回忆一些悲伤亦或幸福的过
往，对自我进行了一番审视，通过独自与自然的相处，融入
自然后他感受到了生的力量，生命的喜悦。

最后，他终于见到了奎妮。他改变不了无情的事实，奎妮最
终还是死了，临终前的脸色却是平静安详的，没有丝毫的痛
苦。

在这一过程中，他与妻子的内心都发生了变化，他们之间的
隔阂也消除了，都认识到了对方在自己生命中的份量，将会
相依携手走过晚年。

故事到此就结束了，平凡朴实，略显温馨圆满！但我的内心



并不是平静的，因为我知道故事还将继续，携手的两个老人
中，总有一个走着走着就先倒下了，另一个人还要继续孤独
地前行。

孤独是与生俱来的，对每一个人都是如此，很多事情只能孤
独地去面对，孤独地从虚无中走来，孤独地看着自己一天天
变老，最后孤独地死去。谁也帮不了谁，谁也代替不了谁。

无论在同一场筵席上，同一个屋檐下，同眠与一张床上，表
面的喧闹，肉体的亲密无间，只是为了麻醉自己，好让自己
在忘却自我中也能忘却孤独。

好多作品都想用爱来拯救孤独，爱真的能拯救孤独吗？对这
个结论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晨练时，看到一朵朵的月季花开得正艳，便随手拍了几张相
邻两朵竞相开放的照片，并配上“花开两朵，各自灿烂”的
文字发到了朋友圈。

当时我在想：无论是自然界的植物，还是人类自身，爱只是
陪伴守望，偶尔的灵魂碰撞而已，并不能拯救孤独。也许每
个生命只有踏上自己的朝圣之路，找到自我，内心才能宁静，
才能在孤独中尽情地绽放生命，消融孤独！

一个人的村庄读书分享篇四

《一个人的朝圣》这本小说故事情节很简单，甚至情节中的
人物也很单一，但却深深吸引着我，跟随着哈罗德的脚步，
一步步走向贝里克。

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就像退休时的哈罗德，日子平淡无奇，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甚至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我们习
惯于这样的生活，不想去打破，也不敢打破，因为我们不敢
确定打破以后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与其这样，倒不如安然



于现状来得稳妥。

可就是在这样平静的生活里，总有一些事或一些人带给我们
触动，让我们尝试着去行动，去改变。而这时，崭新的生活
才刚刚开始。

哈罗德因为多年前的好友奎妮的一封信，决定要徒步到贝里
克。他坚信自己的这种行为能改变奎妮的命运，从他决定迈
出第一步时开始。

但徒步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最大的障碍是心理关。从开
始的迷茫、恐惧到中间的坚定、笃信，再到后来的疲惫、虚
弱，哈罗德经历了内心最大的波动，这是他退休前的生活里
从未有过的体验。

这正如我们在自己平静的生活轨道上，突然下定决心做一件
自认为了不起的事情，最起码称得上突破自己的事情。一开
始，内心是激动的，为自己的改变；接着是坚持的考验，内
心的挣扎，意念的挑战；最后是战胜自我的喜悦。可有时也
有中途夭折的可能，大多的突发奇想都是如此。

哈罗德的举动令自己惊奇，一生从未做过轰轰烈烈的事，他
为自己的决定骄傲。可漫漫长路是会消磨一个人的意志，会
挑战一个人的极限，会考验一个人的毅力，期间他也疑惑过，
彷徨过，退缩过，可每次都被自己的信念战胜，鼓励自己走
下去，哪怕是把前脚迈出去，后脚跟上来这样简单的事情。
而把简单的事情坚持下来，事情就变得不简单了。

于是，哈罗德成了众多人心中的朝圣者。他们追随，追求哈
罗德的脚步，实现着自己的朝圣梦。或许人生来就是孤独了，
一开始哈罗德还能善良宽容地对待，可渐渐地，他应付不了
如此喧闹的局面。他是如此疲惫，心力交瘁。最终选择一个
人上路，可这时的他，早已不知是为何而上路，更忘记了自
己徒步的真正意义。



而这一路上的回忆，却是哈罗德最大的收获。

与好友奎妮的见面没有预期的好，也正如我们做一件事时，
事情还没开始做，已经给自己设想了一个美好圆满的结局，
可往往奔向终点时，没有欢呼，没有掌声，只有自己一个人
的独自面对。而此时此刻，那些期望早已不再重要，因为收
获已经在过程里了。

生活里的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哈罗德，当我们决定去做一件
事时，期间最重要的，也是最需要的，便是信念。信念，给
我们前进的动力，让我们放弃时重拾信心，让我们用行动诠
释坚持到底的真正内涵。

一个人的村庄读书分享篇五

我想也许我们会。

如果这个同事曾经悄然地守候过你的脆弱，分享过工作的沉
闷，把一首歌倒过来唱给你听。

只是因为你曾不经意间安慰过她的沮丧。

人的一生很长，但是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工作。每天八个小
时与你共处的就是你的同事。尤其对于稳定的工作岗位来说，
这些同事也许是你十几年的工作伙伴。

你们在同一个社会缩影里，为了同一个团体的运作而忙碌，
一起工作，一起出差，一起用餐，一起考勤，道别，明日再
见。

细想其实同事这个群体也许才是真正能理解彼此的交流对象，
虽然很多时候你们不会袒露家庭的状况，但他们共享了你作
为社会存在的角色感。



如果有幸在工作之余有共同的志趣爱好，还有相似的家庭结
构，那这个群体给你的生活绝对能增加很多有别于家人给的
快乐。

当然，你也许会说同事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存在很多自私的
竞争，个人认为，竞争是无处不在的。好的竞争不会影响真
正的君子之交。

很多友谊都会经历失败，但是我们不要因此失去创造友谊的
机会。

多年以后，细细回味，也许你会很怀念曾经的某个同事。

也会因为同事的某个邀请、倾诉或者道别抛开手中的生活琐
事去做一件不曾实现的事情。

这本书后来作者又写了第二部，大意是写奎妮其实是哈罗德
的爱慕者。

我想作者的创作意图主要是为了迎合读者对主人公出发动机
的怀疑。然而我想很多人也坚信，他需要的只是一个合适的
契机来上路。

人们期待出发，无需神圣的目的，没有专业的装备，步行只
是左脚置于右脚前的位移。

一个人徒步行走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真的能引发你思考人生
吗?

我每天中午出发去公司，需要坐一个小时的公交。

这份工作是我为人母后的新工作，在这以前我只愿意选择离
家近的工作。

而这一年多的时间，每天两小时的公交，带给我的却是放松



多过劳累的体验。

在这两个小时里，我脱离了个人的角色定位，面对的是陌生
的社会个体，观察着这个城市大众生活的细节。

小学生们在车上聊天打闹，老人结伴去商场，销售在车上和
客户打电话，中年妇女给商场员工运送工作餐。

我在车上看书，听音乐，下车从站台走到公司，脑海里会不
经意地浮现很多和以前的同学，朋友，亲人某些一起经历的
事情。

也许是年纪增大的缘故，我开始思考和颠覆以前固有的一些
观念。我自认为，这是“一个人”的状态带来的改变。

“一个人”应该不同于“独处”，这是一种脱离现有真实身
份定位的一种状态，你还是处在一个社会环境中。

只是这个环境是临时的，陌生的，不会给你产生良性地、恶
性地干扰。却能启发你的大脑安全地放松去思考自己的生活，
并产生改变生活的意愿。

我想主人公哈罗德在一个人走的过程中，为什么能突破自我
体能和思维高度的限制，来决定并坚持徒步行走627英里去医
院看望老友，首先取决于他脱离了家庭身份，社会身份的束
缚，在忘我的境界中激发打破自我的意念。

至于思考的引发是否局限于徒步旅行，我想这应该拓展为运
动：步行，跑步，打球，瑜伽，登山，游泳，一切运动形式
都有利于激发思考。

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有很多研究都表明，运动对大脑有着
良性的刺激。



孩子的出生，是夫妻幸福的延续还是对夫妻关系的考验?

莫琳身上的母性来得太自然了，仿佛一直以来都有另外一个
女人在她身体里等着，随时准备出现。

他从来不知道她会这些，只能惊叹地看着她，像个心悦诚服
的观众。

哈罗德一下子觉得难以应付。他纳闷其他男人会不会也觉得
初为人父的责任有点让人畏惧，还是只有他自己有这种不正
确的感觉。

他只希望自己偶尔可以感觉不那么像个局外人，仿佛让母子
俩亲厚的原因就是两人都和他疏远。

他当时还不知道，现在倒是明白了，是“父亲”这个身份成
了他最大的考验，也促成了他的失败。

哈罗德的失败是源自原生家庭的挫败体验。

因为父母特殊的关系，他从小就不是被需要的孩子，原本该
被呵护成长的小男孩确得靠自己学会隐身、说笑话逗乐母亲、
模仿父亲来引起注意。

十八岁就被父亲赶出家门独立生活，到一个酒厂做了四十五
年的销售，默默无闻不求加薪升职，无敌无友，兢兢业业地
生活。

而回到家庭面对儿子时，他措不及防，不知该如何引导儿子
的成长，如何表达自己的关切。

脱离主人公这样的背景，现实中我们又该如何避免为人父母
这个角色带来的负面考验?

对于我来说，这仍然是一个实践中的问题。莫琳埋怨的“你



小时候你几乎都没抱过他”、“他掉下水里你为什么还在顾
着解自己的鞋带”我很无奈地表示认可。

也许文末莫琳和哈罗德对于这一生的醒悟能给我们带来正面
的警醒，然而暮年的觉悟，注定是太晚了。

但愿年轻的我们能把这个觉悟和解决之道无限地提前。学会
做一个好的母亲，父亲，同时要完善好妻子和丈夫的角色，
这是人生路上最重要的课题。

婚姻也许会平淡，但不要怀疑坚持相守还是源于爱。

你是孩子的母亲，也是老公的妻子;你是孩子的父亲，别忘了
另一个重要身份是丈夫。

好的婚姻，是在爱意消融里，重拾初见的吸引，重复地爱上
对方。

浅读此书，确如遇见了一位好友，不经意间邂逅于咖啡馆，
平实道来这一生的无华与孤独。

久以时日，仍记那杯咖啡的苦涩与醇厚。而忍不住想问候，
可曾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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