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病隙碎笔主要内容概括 病隙碎笔读
后感(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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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病隙碎笔主要内容概括篇一

我一向不喜欢看随笔的，但史铁生的随笔《病隙碎笔》却一
下子吸引了我。

这部作品是史铁生在重病时躺在轮椅上所写的。他把他的文
字命名为《病隙碎笔》是很有道理的。1998年之后，史铁生
的病情转为尿毒症，病情一直在恶化。发展到后来，每隔三
天就要透析一次。靠血液透析的他只能在一天的某个空闲时
刻才能动动笔，而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和病魔作斗争。他的写
作是不折不扣的病隙写作。这样的空隙又是小得可怜的。

是的，在他的文字里我们丝毫看不到痛苦和阴影，我们看到
的是他对生命、信仰、爱情、神性、写作和艺术的深刻坦直
的思考。在写作时，他已经完全忘记了他是一个重症病患者，
他的思想已经完全游离于自己所创造的心魂世界里，“可以
这样说，在史铁生身上业已形成了一种坚固的东西，足以使
他的精神历尽苦难而依然健康，备受打击而不会崩溃”。这
种坚固的东西我认为就是对文字的热爱和信仰。在他的《碎
笔3》中有这样一句话：“写作不过是为心魂寻一条活路，要
在汪洋中找到一条船。”史铁生文中所谓的心魂就是超出或
分裂于肉体的思想灵魂。在病床上的他是一个患者，随时都
可能死亡。而在写作时的他却是一个人格思想完全健全、能
够静观和俯视尘世一切的哲学家。他认为一个人的缺陷残疾



不完美是普通的，困境也并不是绝对的。“残疾，其最危险
的一面，就是太渴望被社会承认了，渴望之后又走进残疾”。
史铁生真正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病痛折磨二十多年内
从不气馁妥协，而是心平气和地完成了他的一部部作品。基
于此，他就是一个生命的强者，一个有着无限崇高思想的智
者，一个可以蔑视一切灾难和痛苦的先行者！

困在轮椅上的史铁生的心魂已经超出了他的肉体，他不再像
常人一般萎缩在自己的病体中，他的头脑里是另一个世界，
开阔而丰厚，精神自我在他的世界里变得如此的高大，他可以
“居高临下俯瞰自己的尘世命运”，可以“冷眼旁观自己的
执迷和嘲笑自己的妄念”，可以不被病体限制而天马行空。
他对写作的执着热爱和信仰战胜了肉体所遭遇的接二连三的
灾难。尽管如此，史铁生还是离开了我们。精神性自我再强
大，还是无法不让病魔毁坏他的血肉之躯。坚不可摧的精神
缝隙下永远流淌着一个智者无奈而高尚的血液。他的《病隙
碎笔》带给世人的将是永远的感动和神圣的的金色光辉。他
为我们开拓了精神领域的方向，他的精神将鼓励我们前行，
我们将会永远记住他，永远怀念他！

病隙碎笔主要内容概括篇二

所谓命运，就是说，这一出“人间戏剧”需要各种各样的角
色，你只能是其中之一，不可随意调换。

人生如戏，演绎出多姿多彩的剧情。每个人都是这场戏的主
角，人生的起初、经过，乃至结果，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亲朋好友，远亲近邻，以及陌生人，就如同这场戏的观众，
从始至终，都在关注着你的表现。酸、甜、苦、辣、咸，生
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在这场戏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病隙碎笔》不只是史铁生的一本散文、随笔集，而是他生
命体验的记录。史铁生随着年龄的增加，写作的时间将不断
减少。所以他对于病痛不畏惧，努力留出时间对人生意义等



去进行思考，所以也有了对“成长”、“生病”、“爱情”、
“道义”等的感悟。

人的一生，不知道要遇到多少坎坷和磨难。很多事情都是在
无法预料中发生。面对困难，还是选择坚强地走下去吧。因
为很多时候不是世界拒绝了人的热情，而是我们误解了岁月
的考验;不是幸运之神不肯垂青于你，而是当不幸降到你面前
时，你拒绝了重新开始的准备;不是诱人的辉煌从不光顾你，
而是你不愿以平凡的脚印放飞你的理想……坚强，最终会得
到自己想要得到的。

生活也就是如此，很多人遭遇坎坷后会垂头丧气，埋怨上天
的不公正，但当清醒时，仔细的思索一下，方可明白，坎坷
教会我们的往往比成功时获取的更多。坎坷让我们更加珍惜
所拥有的一切，坎坷让我们更执著的去看待生活。“其实，
我们每一刻都是幸运的，因为在任何灾难前面都可能加上一个
‘更’字。”史铁生这样说。他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强者。一
个两条腿、两个肾脏均出现故障，要靠透析器来维持生命的
人，在我看来，这样一个几乎已经失去生活全部的人，依旧
很平静。仍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看世界，他在用心细细寻找
身边每一处的快乐和美丽。在史铁生这样的巨人面前，有时
觉得自己真的很渺小。时常会因为一些小小的挫折唳声叹气，
甚至停滞不前，孰不知也就是在这叹息声中错过了更多。回
头想想，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每天可以自由惬意地做着想
做的事，真是一种莫大的幸福。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都是
生活赋予的特别经历，好好珍惜每一天，这才是最重要的。

常想当一个人面对自己身体上的残疾时得需要多大的勇气，
但看了《病隙碎笔》，我明白了最难的不是要“接受”这个
事实，而是在接受这个事实后，又能从心的角度重新站起来，
正是史铁生用不完整的身体撑起的这一片完满的天空，让我
们这些迷惘，急躁的人找到了一个能真正审视如何活着的机
会，生命给我们每个人的提问都不一样，怎么样去回答生命
抛给你的问题正是我们对生命的态度。



对于生活，我们往往是在度过，往往将最美好的愿望寄予终
极。仿佛最美好的风景只在彼岸，而此岸只是一种过渡，因
此我们对沿途的风景常常忽视。其实，生命中绝大部分的风
景都是在途中，活着是为了经历，经历就是修行，也许它是
平凡的、琐碎的、漫长的，要学会安于途中。

空旷的天空下，看得见的是白云，看不见的是清风，一群大
雁由南向北远迂，飞来飞去还是人字形，几声哀鸣偶尔划过
天际，跌落心头，我仿佛听见一种回音：人在旅途。况且，
人生就如一场旅行，既是旅行，就应活的快乐，活得精彩，
活出不一样的人生。

病隙碎笔主要内容概括篇三

常常看到有人在提起史铁生的时候，喜欢强调他是残疾人，
并因此对他顽强坚毅的人格大加赞赏。这样的说法自然是正
确的，但这样容易使没有读过史铁生的人走入一个误区，以
为史铁生人格的全部魅力，都体现在他的顽强坚毅中了，甚
至于将他的残疾当作他的著作的全部卖点。

在读史铁生之前，我也有过这样的理解，可后来的我才发现
仅仅以一个与命运作抗争的人的角度认识史铁生，实在是有
些遗憾了。正如近日读的这部《病隙碎笔》，若真的只看到
这部书是在“病隙”写就的，而忽略其中一些对人生的重要
思考，或许就会有遗憾。

可是话又说回来，史铁生正是因为“病”，因为“残疾”，
才有机会抛却一个健全人一生中要经历的太多纷繁复杂，静
下来审视自己的生活。他的这部《病隙碎笔》给我的最大感
触，便是“静”。面对着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他一直静静的。
而正是他这样的“静”，解答了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种种困
惑。

比如说，信仰。



在人们都开始反思中国人信仰的缺失是不是一种可怕状态的
年代，有多少人真正去关心过，人们想要有一个信仰，是为
了什么？我们往往处于“当局者迷”的状态，被生活中的许
多不称意的事情弄得眼花缭乱。我们总以为自己需要信仰，
正是因为需要追求一个事事顺心的世界。但史铁生的生活中
便没有那些琐事了，他有的只是这时常被人们拿来用作“乐
观坚韧好典型”的坎坷命运。

于是他静观由我们组成的健全人的人生百态，并告诫我
们，“以无苦无忧的世界为目标，依我看，会助长人们逃避
苦难的心理，因而看不见人的真实处境，也看不见信仰的真
意”。他不逃避苦难，因而能够静静地看着这个存在苦难的
世界；也不逃避所谓的健全人，因而能够静静地审视健全人
的生活，以“旁观者清”的视角在“碎笔”中指引我们。

再比如说，发展。

保护环境这件事，城市乡村、大街小巷，处处是“人与自然
和谐共处”的宣传标语，环保行动在全球范围内蔚然成风，
原本是不必由史铁生去提醒我们的。

可史铁生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呢？作为一个身体上已不允许自
己、心中也不愿意在社会上争一份地位和财富的人，他告诫
在社会中忙碌的我们，要注意我们保护环境究竟是不是出于
真心。

“现在的生态保护思想，还像是以人为中心，只是因为经济
要持续发展而无奈地保护生态，只是出于使人活得更好些，
不得已而爱护自然。”这句话对于每天都在纠结着怎么“活
得更好”的人们来说，真的会有醍醐灌顶的效果。

从这一点来讲，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免显得俗了，只顾着
按照其他人说的方式活着，忘了静下来，思考这样的生活到
底是不是对的。



如此，读完《病隙碎笔》，我最深的感受绝不是史铁生的坚
强，而是他静观生活的态度。从现实意义上说，这本书告诉
我要静下来，用心像旁观者一样看自己的生活，但又很难说
能像史铁生一样静下来，因为我们终究是不大可能像他一样
的。但这就代表我们不能向史铁生的人格学习、不能静下来
看我们的生活了吗？当然不是。

我们是健全人，无论和史铁生相比这是一般意义上的幸运还
是某种意义上的不幸。史铁生对人生的思考，是站在他已不
会引领正常的人生的角度进行的；而我们对人生的思考，是
站在我们正过着正常的人生的角度进行的。

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去想，怎么能让我自己过得更好？若是没
有史铁生的精神在旁激励我们，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便
可能无法摆脱主观因素，从而或多或少地带有一点自私的影
子。但若是我们能够在史铁生的人格中发现值得我们借鉴的，
我们便可以更客观地看我们的人生，获得更深层次的心灵感
悟。

但请同样在《病隙碎笔》中窥见人生真谛的你记住，首先要
静下来。为了向这位老人的“静”致敬，也为了看一看自己
的生活。

病隙碎笔主要内容概括篇四

这一本书里，史铁生老师不仅是以独特的视角注视着生命，
更是用朴实无华的文字，书写着鲜活无比的道理。虽然他已
经离开人世，但却将永远在精神的高度遥望我们。他的乐观
豁达，他难以想象的意志力，与他亲手写下的这一些人生的
体检记录，将是我们精神上的营养补给与坚实依靠。

对于史铁生老师来说，写作不单单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更是
一种精神的寄托。他的写作，早已超越了生命、人性，是他
历经世事洗练之后的一方净土，一片乐园。



在他的笔下，文字总是乐观幽默的语调，他也时常调侃自己
的病痛。这是一种勇敢的调侃，是一种坚强与释然的表现，
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自己的软弱与缺陷。窃以为，人总是破
碎的，因为破碎过的人，必定真正地活过。然而有的人，总
是像祥林嫂一般向每个人哭诉自己的不幸，以为换取别人的
同情便是对自己命运的救赎，试图用赚来的眼泪点燃自己灰
败的人生；也有一些人，总以为藏起自己的缺陷，即能变身
完美，就能够扞卫他们的尊严。前者将一生都活在破碎之中
自怜自怨，而后者易碎的强势里包裹的仍然是自卑的骨架。
但史铁生老师，显然具备足够的勇气与自信。不需要哭诉，
更不用掩藏，他是人生真正的强者。

毕竟，伤心并不是几滴眼泪就可以流出来的，尊严也不是几
个口号就可以呐喊出来，最动人的汉语，就是把伤口变成智
慧，然后从中汲取人生的梦想与真谛。

而史铁生老师，正是这么做的，而《病隙碎笔》，正是这么
做的。这些看似破碎实则连贯的文思，就是伤口经过治愈，
成为了带着油墨香味的智慧。

强者自救，圣者渡人。历经苦难的豁达，超越苦难的人格力
量，尽在书中，这一本《病隙碎笔》为我建造了一座逃避人
生几乎所有不幸的避难所。

因此，哪怕世界是奥吉亚斯的牛圈，我也敢于坚守其中，更
愿意担任清扫的苦役。因为历经人生谷底，犹如死了一回，
但也会因此深入地活了一场。

这是一份苦难，更是人类的福祉。

读《病隙碎笔》，是感悟历经沧桑后的明彻和超脱，是找寻
苦难中的光明与希望，是发现那份悲壮中的灵性，是一种人
性最纯最美的光点。



它将永远在我的精神世界，慰藉着在凡尘中疲于赶路的心灵。

也许，它就是我的精神世界。

病隙碎笔主要内容概括篇五

最初听到史铁生这个名字来自于语文课本《我与地坛》，依
稀记得老师的介绍，钢铁般的意志、坚强、与病魔抗争等等。
但是在这本书中我读到了最真实的史铁生，走进他的内心，
体会他的“笑看人生”。

翻开书本就是就能看到满脸慈爱，眼神炙热，微笑看着前方
的史铁生，寄语“你能够与我一同笑看”。心中不禁对老先
生心生敬意，这样一位和蔼慈祥的老先生与我脑海中的完全
不同，双腿瘫痪，双肾衰竭而停止工作，又患上了“尿毒
症”，人生的苦难几乎都找上了他。而他却在那轮椅上，用
意志探寻着生命的终极意义，用理性的文笔，甚至是幽默的
语调，述说着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疾病的抗争。他体验到的
是人生的苦难，表达出来的却是欢乐和充实，脸上的笑容代
表内心的阳光与洒脱，这让我忍不住想走进他的内心，触摸
他的文字。目录将文章分为六部分，表达自己对生命、对世
界、对生活的的看法，是一本记录自己生命体验的人生笔记。

在他的笔下，我看到了心酸与无奈、挣扎与无助、恐惧与坚
强、无望与期盼……但更多的是在黑夜中自己冷静的思考，
心中执着的信仰。难以想象史老先生能将自己的生病风趣地
称为生活体验之一，从他一开始的怨天尤人，饱受病痛的折
磨，人生的不如意让他喘不过气来，到后开通过自己的文字
把冷静下来的思考进行细腻的剖析。在作者看来名字中
的“铁生”二字，是自己病不死的保佑，正是他内心的坚强
与不屈的毅力，让我们看到了平凡的普通人对病魔的抗争。

很喜欢书中的一段文字“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甚或算
得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发



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
嗽的嗓子多么安祥。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
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疮，
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
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
怀恋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
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的确每个
人都要学会享受当下的幸福生活珍惜现在，无论在哪里身处
何种处境，我们都应该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永远相信自
己就是那个幸运儿，能看到旭日东升自己是幸运的；能与爱
人看浪漫晚霞自己是幸运的；能感受山谷的清风自己是幸运
的；能与家人一起吃饭闲聊自己是幸运的……这样想来我们
不用羡慕不用攀比，自己已经就是最幸福的了，其实幸福是
什么，它没有答案，答案在每个人的心中。

回到文章中我能感受到作者的心境与智慧，坦诚与豁
达。“生而为人，终难免苦弱无助，你便是多么英勇无畏、
多么厚学博闻、多么风流倜傥，世界还是要以其巨大的神秘
置你于无知无能的地位。”史铁生教会我们接纳这个苦难的
世界，自己追求的天堂不是一处空间，不是一种物质性存在，
而是道路是精神的恒途。在病痛中作者找到了生存的真谛，
只要生活的希望不灭就有机会化解苦难。

最后我也希望每一位读这本书的人，都能与我一同笑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