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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天］

成立目的

成员概况

　　毛姆曾言：“为乐趣而读书”。读书最大的意义便在于读书本身。

读书，亦能使人感到快乐。我们每个人都一定有很多非常想去的地方，

很想看的风景。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因为很多种原因无法抵达。

而读书，可以带我们去到一个脚步所不能到的世界。我们在书中可

以体验各种各样的人生，可以看到很多道不同的风景，可以从书中

领略很多道理……我们渴望在书中读自己，在书中发现自己，或者

检查自己。

　　读书会成立的目的是为喜欢阅读的同学们提供一个交流讨论的

平台。虽然本次读书会的各位书友来自不同的学院、不同的专业，

可是我们对读书均怀着一颗炽热而真诚的心。本次阅读，我们选择

了余华的经典小说《第七天》。这是一本揭露批判现实主义的书，

书中所描写的种种在现实中都可以清晰地折射出来。阅读《第七天》，

我们希望可以对此书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在阅读的过程中，我

们渴望能碰撞出不同的思想，用不同的声音来解读这本书。

读
书
会
简
介

奚晓亮	 新闻传播学院　　　　王凤娇	 新闻传播学院

黄宏蓉	 人文学院　　　　　　邢方圆	 经管学院

祁　悦	 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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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方式

预期成果

时间安排

读
书
会
简
介

　　有线上、线下，还有其他方式。但主要是线下居多。线下主要

是找个大家都有空的时间到一个地方去作分享讨论；线上主要是 QQ

群，微信群的讨论。这其中唯一的遗憾是因为其他一些不可控的因素，

之前开办的公众号没有能够继续做下去。除了线上线下之外，我们

还和其他读书会共同举办了公开讲读会。

　　通过阅读《第七天》，我们希望对作者余华有一个更为全面、

深刻的理解，我们亦会对这本书的写作思想以及写作手法做一定的

探讨。通过各种不同的阅读方式来加深对作品的理解，把这本书、

把余华真正读熟、读透。

2018.11.1——11.30 阅读第一章，并对其进行讨论。

2018.12.1——12.31 阅读第二章，并对其进行讨论。

2019.01.1——01.31 阅读第三章，并对其进行讨论。

2019.03.1——03.31 阅读第四章，并对其进行讨论。

2019.04.1——04.30 阅读第五章，并对其进行讨论。

2019.05.1——05.31 阅读第六第七章，并对其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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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讨论会
思考谭家鑫一家悲剧的成因，对谭家鑫
的行为如何看待？

读
书
会
成
果

　　人生来来去去，最后也是悲悲喜喜。

　　对于谭家鑫一家的悲剧我个人认为根在于腐败的官员。

　　若不是官员们习惯的吃白食，谭家鑫的菜馆也不会入不敷

出。餐馆本身存在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养家糊口，而官员的介

入，让这种吃饱穿暖的基本需求都成为了奢侈，也不能不理解

为什么谭家鑫一家在餐馆发生意外时选择堵住消费者的行为，

最后自己也葬身火海结果。

　　从谭家鑫会给男主人公免费的水果盘并和他聊天这点可以

看出，谭家鑫是善良的，原本的他也不是视财如命的，要不那

一盘果盘怎么可能免费。也许是在当时的那种大环境下，过分

善良，会让家里入不敷出，这种差距结果让谭家鑫一家认为，

如果一味的善良，不求回报，连自己的家人都养不了，自己都

活不下去。所以，在火灾发生时，谭家鑫一家看见众人逃跑的

第一反应是，自己一家之后凄惨的生活，也许自己的餐馆会倒

闭，一家风餐露宿。

读
书
心
得
优
选—

王
凤
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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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说话，没有动作，只有无声的相视而笑。我们坐在

静默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只是为了感受我们不是一个，

而是一群。

　　　　　　　　　　　　　　　　　　　　　　——题记

　　余华的现实，时常让人感到残忍，残忍到不想去面对。

这样的残忍就好比胸口的大石，想要去除但就是打不碎。这

样的残忍就是想要拯救却无能为力。

　　余华的文字，时常让人恍然大悟，然后投入到自己的思

考中。

　　就像书中的每个人形象是那样的鲜明丰富，与现实的生

活无缝衔接，每个人都是复杂的，很多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情

却有着不得不去做的理由，恰恰这个理由也说服了读者们，

我们接受着一个又一个荒诞却真实发生的故事和结局。

　　耶稣说人死后会去往天堂，佛祖说人死后会去往西方极

乐世界，道家说人是可以飞升成仙，位列仙班，造福一方。

可不论哪一种说法我们选择作为我们的生死观，我们更愿意

去相信这些有确切地点的死后之地。但死后的未知，是我们

恐惧的来源。

读
书
心
得
优
选—

邢
方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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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文澜沧读书会第一次讨论会于融侨老街顺利展开，此次讨

论会的主题为：“思考谭家鑫一家悲剧的成因，对谭家鑫的行为

如何看待？”

　　首先，值得肯定的是，谭家鑫本身是个善良厚实的人。从他

给杨飞的免费水果拼盘这一小细节可知，他并不是一个吝啬好财

的人。

　　世人都说“善有善报”，然而，谭家鑫一家在本书刚开始就

以死亡的结收场。并且这不止是他一个人的悲剧，在那场大火中，

还有更多的人也死去。让人惋惜，同时也让人深思：究竟是什么

原因酿成了谭家鑫一家悲剧？

　　谭家鑫餐馆的惨剧，直接来自于官僚主义的压迫，更血淋淋

地表现出市民阶层对命运的反抗及在反抗过程中突显的无力感。

公安、卫生、消防等政府干部们的胡吃海喝，他们吃完了之后又

拒不付账。谭家菜馆很快便因此入不敷出。然而，他内心也只是

敢怒不敢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谭家菜馆愈加经营不善、亏损。

　　谭家鑫是被官僚主义压迫的受害者。然而，在另一方面，他

同时也是一个加害者。火灾发生的时候，谭家鑫一家堵住了所有

门口，让客人付完款才能走，可是这就耽误了很多人的逃生时间，

所以，一场更大的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也许谭家鑫没想到所

有人会葬命于火灾之中，他只是想拿到自己应得的钱，毕竟谭家

读
书
会
成
果

第一次讨论会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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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馆还要经营。但是他忽略了这个时候正在发生火灾。

　　余华写悲剧，从来不只是一个人的悲剧，更多的是一个社会

的悲剧。就像冷漠自私的社会风气导致了谭家菜馆的悲剧，谭家

菜馆在这种境况的逼迫下他有意或无意间导致了一场更大的悲剧。

　　谭家菜馆的悲剧让人也思考，其实社会秩序的维护不光靠法

律法规，还应该靠我们每个人内心的道德准则和良知。如果人没

有良知和善念，那这整个社会都是冷漠的，那才是更大的悲剧。

第二次讨论会

关于鼠妹以鼠妹生前和死后的不一样的探讨

　　首先，从本书的主题来看，余华在竭力地塑造一个死后人

人平等的世界。鼠妹生前时遭遇的一切和死后所经历的遭遇形

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折射出现实世界的冷漠，同时也从另

一个方面反衬出死后那个世界的安宁、祥和、平等。

　　从鼠妹的自身性格来看，鼠妹在生前虽然遭受很多不公正

待遇，但是她一直保持着内心的善良。她生前和死后的对比，

或许可能也正好说明一个道理：“好人有好报。”余华笔下的

第七天荒诞，但却又真实。

读
书
心
得
优
选—

奚
晓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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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前的鼠妹，活得很辛苦，虽然她物质上很贫乏，难能

可贵的却是对爱情一心一意，她愿意和她的男朋友同甘共苦，

她渴望未来的美好生活，然而，她最终却选择了一种很极端

的方式——跳楼，原因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她觉得她的男

朋友不爱她了，因此她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挽留她男朋友对

她的爱，这样显得很可笑，但是从她跳楼的细节看出，她其

实并不想轻生，她还是很憧憬未来的。她爱得很卑微，经常

自责自己拖累了她的男朋友，缺乏自信，不够明智。

			 	相比于生前，死后的鼠妹好像明智了很多，她不用再背

负那么多的烦恼，她也明白她的男朋友是爱她的，尤其是看

到最后，她穿着众人给她做的婚纱走向“安身之地”时，浑

身散发出自信而美丽的光环，感觉死后的她才是原本她该有

的姿态。

			 	人的本性，有时候不得不在社会的种种面前而慢慢被隐

藏起来，鼠妹是善良的，是美丽的，小说与现实也许只是纸

张的距离，愿所有的花朵能够绽放出美好。

读
书
心
得
优
选—

黄
宏
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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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在快乐的圣诞节气氛中，弘文澜沧读书会迎来了第二次

读书讨论会。本次讨论会选择了 QQ群为主的线上讨论。本次讨论会，

围绕“关于鼠妹以及鼠妹生前和死后的不一样”为主题，群上各成

员积极踊跃发言。

　　首先从鼠妹自身的性格来看，鼠妹简单粗暴的思想在“想利用

自己的美貌，在有男友的情况下去夜总会坐台赚钱”到“为了一台

iPhone4S 伤心欲绝跳楼自杀”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在现实生活中，

鼠妹这样的性格缺陷导致她在没有文化水平的情况下，只能苟延残

喘地活在社会最底层；愚昧无知的思想和冲动极端的性格，使她在

脑残的“自杀事件”中又多了份悲剧色彩。

　　但是，另一方面，鼠妹又是一个很善良的人。生前的鼠妹，活

得很辛苦，虽然她物质上很贫乏，难能可贵的却是对爱情一心一意，

她愿意和她的男朋友同甘共苦，她渴望未来的美好生活然而，她最

终却选择了一种很极端的方式——跳楼，原因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

她觉得她的男朋友不爱她了，因此她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挽留她男

朋友对她的爱，这样显得很可笑，但是从她跳楼的细节看出，她其

实并不想轻生，她还是很憧憬未来的。她爱得很卑微，经常自责自

己拖累了她的男朋友，缺乏自信，不够明智。而因为母亲生病回老

家照顾母亲的伍超回来后，得知了鼠妹因为自己给她买的假手机而

丧生的消息，整个人陷入了巨大的悲痛和悔恨中，为了让鼠妹能够

有一个葬身之地，伍超选择了卖肾来为鼠妹买一块葬身之处。但是

第二次讨论会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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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卖肾之后感染，伍超也没有挺过来，在鼠妹之后来到了死无葬

身之地。

　　两条生命的逝去，背后的原因，看似荒诞可笑，但却又很鲜血

淋漓。他们最后的结局，或许连他们自己也没想到。是啊，如果不

是在现实环境的压迫下，谁又想走到这一步呢？

　　无论如何，这已经是个最好的结局了。因为鼠妹在死后那个世

界得到了在现实世界所没有的尊重，并且死后的她也变得明智了很

多。而伍超的死，也让我们看到了她对爱情的负责。最重要的是，

他们最后都解开了误会，而且也明白了彼此都是深爱着的。这真的

已经是两人最好的结局了。

　　人死后，一切都化为虚无，人人皆平等。他们的思想、灵魂不

会再因为各种现实原因而拘束，因此死后的他们自由而平等。或许

这在某种成都印证本书的主题。因为余华在本书中，他竭力地塑造

一个死后人人平等的世界。而鼠妹死后在“死无葬身地”里所受的

待遇，大概正好是余华理想世界的真实写照吧。

读
书
会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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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讨论会

分析杨金彪的人物形象讨

　　对于杨金彪的人物分析，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作为

一位父亲所体现出来的善良和对儿子的浓厚父爱，其次就是

敬业。首先从父爱层面来说，他对一个与他毫无血缘关系的

“弃婴”的悉心抚养让人很难以想象，而在面对婚姻和“亲情”

他最终选择了杨飞，在余华的笔下，杨金彪对杨飞的爱在文

中被写得淋漓尽致，当读到“父亲”在临终的时候，去到以前“无

奈抛弃杨飞”的地方看，这是十分动人的，他一生最愧疚的

事情就是做出了他认为很愚蠢的事情，直到临时之时还念念

不忘。杨金彪就是这样一个“柔情的汉子”，将所有的爱都

倾尽在了“养子”的身上。而从敬业方面来说，他一生都在

做着铁路工人，在死后的世界里，他做引导者的原因很大程

度上也是因为这个和他生前的职业有相似之处，可以说，他

很敬业，很平凡，但他骨子里透着崇高的精神。

读
书
心
得
优
选—

黄
宏
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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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金彪是杨飞永远的港湾和栖息地。

对于杨飞而言，他有两个父亲，生父和养父。生父之于杨飞，

只是一个有着血缘关系的陌生人，只给了他生命，但是在他

成长的过程中几乎没有生父的存在，当然这种造成这种结果

的原因有在火车上发生的意外。而二十多年后的重逢，生父

能给杨飞的也仅是物质上的帮助——用权力帮他找份好工作。

当杨飞回到了他亲生的家庭之后，他感受不到一点儿温暖。“我

在这个新家庭里刚开始像是一个贵客，我的生父生母，我的

哥哥嫂子，我的姐姐姐夫时常对我嘘寒问暖，两周之后我意

识到自己是一个不速之客”，这种格格不入的疏离感让杨飞

最后选择了回到养父杨金彪那里去。

读
书
心
得
优
选—

奚
晓
亮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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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述杨金彪的形象，那大概就是，在整个

黯淡世界里闪烁的稀疏星光。

从铁轨开始，又从铁路制服结束。杨父将责任贯穿一生，而他

就像他驻守一生的铁轨一样，坚毅、坚守、坚持。

　　《第七天》在封面就有提到，“比现实还残酷，比真相更

荒谬”。可能就是因为在这一片漆黑中，我们才分外珍惜这仅

有的一点温存。

读
书
心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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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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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文澜沧读书会第三次讨论会以线上 QQ 电话群聊的讨论方式顺

利展开，本次讨论的主题为：“分析杨金彪的人物形象。”各成员

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从身份上而言，他是一个善良、伟大的父亲。他对于一

个与他毫无血缘关系的“弃婴”的悉心抚养让人很难以想象，而在

面对婚姻和“亲情”他最终选择了杨飞，这种爱是伟大的，让人动

容的。但是他的爱并不自私。杨金彪对杨飞百般疼爱，他把自己能

够给予的全部都给了这个儿子。他的爱并不自私。当他知道了杨飞

的亲生父母的消息之后，他难过，不舍，但是还是要杨飞回到他们

身边去，因为他想让杨飞过的更好。最后杨金彪为了不拖累儿子杨飞，

得知自己是癌症后离家出走。杨金彪是真的把杨飞当成了他的全部，

为了他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他把自己所有能给的都给了这个并非亲

生却胜似亲生的儿子。

　　其次，从职业上而言，他是一个平凡但非常敬业的铁路工人。

他一生都在做着铁路工人，在死后的世界里，他做引导者的原因很

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个和他生前的职业有相似之处，可以说，他很

敬业，很平凡，但他骨子里透着崇高的精神。从铁轨开始，又从铁

路制服结束。杨父将责任贯穿一生，而他就像他驻守一生的铁轨一样，

坚毅、坚守、坚持。

　　对于杨飞而言，杨金彪就是永远的港湾和栖息地；对于本书而言，

第三次讨论会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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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黑暗世界里的一抹阳光。在这个物欲横流充满冷漠的现实社

会中，他真的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存在。如果用一句话来概述杨金彪

的形象，那大概就是，在整个黯淡世界里闪烁的稀疏星光。《第七天》

在封面就有提到，“比现实还残酷，比真相更荒谬”。可能就是因

为在这一片漆黑中，我们才分外珍惜这仅有的一点温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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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讨论会

浅谈《第七天》的新闻写实与文学虚构

　　为什么说这本书是荒诞的？其一，所有的故事都是发生在

主人公死后，他叙述的，是在一个类似于阴间的环境里叙事的，

另外文章中的每一个虽然有真实的故事但是都多多少少有虚拟

的部分，再者，这些故事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荒诞的，是我们

应该觉得不应该发生的事情的，是人性确实的部分。在我们美				

好的生活中这些事情是我们不应该了解并知晓的。

　　不能说完全的写实只能说我们生在了荒诞的世界，并且逐

渐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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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完《第七天》，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书中写到很多社会

上的新闻热点，纵观全书，这是一种当代性的写作，既能容

纳当代生活内容和精神特点，又能艺术地处理好文学与现实

关系、把文学性和当代性完美结合在一起面向未来的写作。《第

七天》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对“当下”的批判，更是人性的思考。

　　艺术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

　　无论是虚构还是写实，作者毫无疑问地都在把矛头指向

它笔下这个“残酷血腥但又充满一丝温情的社会”。从一开

始虚构出的“殡仪馆”中的种种等级排位，到这些已经死去

的人攀比各自的“寿衣与骨灰盒”，都体现着现实的缩影。

阶级的不平等，金钱与利益的勾结，现实中的斑驳污臭，只

不过换了一种形式，把最集中的内容压缩进最小的空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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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1 日晚上八点，弘文澜沧读书会第四次讨论会在三区三易

起学吧顺利开展，本次讨论会的主题为：“浅谈《第七天》中的新

闻写实与文学虚拟。”各成员对此纷纷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以下由我来作一下总结。

　　余华在本书中运用了大量的新闻写实与文学虚拟。余华也很巧

妙地把握写实与虚构的度，有些事情写实多于虚构，有些则反之，

在虚与实之间，我们看到了很多看不到的东西。艺术来源于生活，

但高于生活。余华通过巧妙的文学处理方式——虚构，让本书更具

人情味。文学虚构则首先体现在作者以亡灵的视角展开叙事，整体

给人一种陌生，离奇而又荒诞的感觉。但最大的虚构性是体现在作

者虚构了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与冷酷世界截然不同的，温暖、

平和的“死无葬之地。”在这里，没有人间的复杂与阴暗，所有亡

灵都友好和睦地相处着，所有亡灵都即将得到永生。纵观全书，这

是一种当代性的写作，既能容纳当代生活内容和精神特点，又能艺

术地处理好文学与现实关系、把文学性和当代性完美结合在一起面

向未来的写作。《第七天》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对“当下”的批判，

更是人性的思考。

第四次讨论会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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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讨论会
公开讲读会之《第七天》与《风景》
文本比较

　　	同 :《第七天》和《风景》	都是从世界的另一个角度，

来看待我们正在生活的现实世界，都是以死亡的视角，来叙

述他们曾经生活过的世界，一直以来死亡和出生都是永恒讨

论的话题，我们都会被问到，你会如何面对死亡，思考死亡，

就等于成长。

　　异 : 余华的《第七天》更加轻盈奇幻，给读者更多的想

象空间，能够增加更深切的感受和思考。《风景》则是更加

的现实，强烈的画面，细节的描写，浓浓的生活气息，让人

感同身受。

　　	第一，两本书都是以死者的角度讲述故事，《风景》是

以小八的角度。《第七天》是以男主人公的角度，大多数都

是讲述死后的事情，并且两者都是由书中人物不同的故事而

组成的。只不过《第七天》是主要人物也是在书中起线索的

关键性因素，而《风景》是以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人物进行

讲述。再者《风景》几乎讲述了一家人的各自一生情况但是《第

七天》是给各个人物的生活片段节选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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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部书开篇都是以死者视角展开。《第七天》以主人公杨

飞刚去世后产生的知觉与意识叙述，《风景》则是以早就在几

十年前就死去的八弟角度，从几兄弟童年开始。

　　其次，两者的风格都是极强的现实主义。《第七天》里无

论是杨飞的个人故事，还是身边人，例如谭家、鼠妹还有养母

一家人的故事都能找到现实生活的片段。甚至为了突出文章的

悲剧色彩将所有的不平等和压迫都集中在了短短一部书中，使

读者更加压抑。而《风景》的现实色彩就在于每个人物的生平

经历都结合了中国上世纪四十到九十年代时代的发展。由于中

国建国前后，国情的不稳定就导致了百姓生活上的颠沛流离，

思想上的漂泊不安。因为符合了国情的走向，所以读者在读的

过程中就有很强的代入感。

　　异：《第七天》故事背景为现代社会，主要围绕“杨飞”

这一个主人公。而《风景》则主要背景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主人公是住在河南棚子的一大家子的故事。从父母到五个儿子、

两个女儿均有笔墨，只是详略有别。

思想侧重：	

　　《第七天》从一开始的“在殡仪馆等待焚烧”就体现着明

显的阶级差别。紧接着“政府强拆房”、“企业内定”、“李

青离开杨飞”等事件都在将矛头指向“政府的罪恶”和“利益

读
书
心
得
优
选—

祁
悦

读
书
会
成
果



弘文澜沧读书会

45

读
书
会
成
果

与贪婪”。这是对现实社会的讽刺与揭露。而《风景》则更偏向封

建思想，比如其中的“重男轻女”、“传承子嗣”。

第六次讨论会

《第七天》对个人的收获与成长

　　因缘际遇，加入了弘文澜沧读书会，幸而与组内成员共

读《第七天》，对于此书，读完的时候我带着复杂的心情，

因为我惊叹余华笔下能够神奇的将死后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

展现出来，对于书中人物的刻画也十分细腻，而我作为读者，

从《第七天》中所描写的人物身上也感悟颇深。

　　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都带着属于自己的使命，在我看

来，社会之所以纷繁复杂，不过是因为人心复杂，《第七天》

中展现出来的死亡后的世界为什么如此纯净，生前相恨相杀

的人，在死后却能心平气和地下棋，感觉人的灵魂都得到了

救赎，没有社会的市侩，没有尔虞我诈，也没有官僚主义……

在现实中真的会存在这种情况吗？我一直在思考着，我想也

许吧。我们不能决定我们如何对待别人，但我会尽自己的努力，

做到不伤害周围的人。人活在世上已经很不容易了，更应该

要相互帮助与体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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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个月的读书活动终于结束，开心之余还伴有着些许的遗

憾和失落。这或许是因为有些书中的问题我还迟迟没有找到答

案吧。

　　此书给我最大的收获是，个人的思想、心智有了很大的成

长。在《第七天》中，我们曾一起讨论过生、死，生活的艰难，

社会的黑暗……于我而言，我们谈论生死，不是为了看淡世事，

而是让自己变得更加通透一些。毕竟在生与死上，不是我们能

够自由掌控的。我们无法预料到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所以，我

们唯有好好地生活；而我们谈论生活的艰难，社会的黑暗，不

是抱怨，不是躲避，而是“心平气和”地接受，面对着社会对

我们的考验。

　　书中的世界是虚无的，但书中的事件是现实中发生过的，

甚至现实中的世界更加可怖。

　　生而为人我们应该善良。

　　余华的这本书让我懂得了爱，也体会到，是时候好好的表

达爱，不是心里想想，是真实的付出行动的，爱的表达。不要

等到有一天爱你的人已离去而悔恨不以。

　　除了爱，这本书还讲述了生死。

　　生，一生也许并不顺利，也许有所坎坷，但是都有他的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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璨的样子，都有我们所想要记住的美好。所以不管这个社会多么

的黑暗，自身的境况多么的不如意，都应该保持一种乐观的心态，

在生的时候，总会有人爱你，总会有一些事情让你割舍不下。

　　这一生，只想也希望无悔。

　　与《第七天》相伴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这样说起来好

像朋友一样，在我还懵懂的思考生死的时候，《第七天》给

了我想要的答案。我发现，真正面对死亡的时候，谁都想不

到它会出现在那一瞬，但是当你现在想象那一瞬的时候，眼

下的一些事情就会变得通透。

　　如果要把死亡和价值联系起来，那我想大概就是我们熟

知的一句话，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我

们生活中有很多英雄，有些事我们身边的，有些事我们听闻

的，但是我们不会把他们的牺牲与消极的感情联系起来，虽

然我们会把我们的消极情绪和自己的死亡联系起来。这就是

这个时代、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过程，定义的死亡的价值。

《第七天》带给我的思考，不止自己对生命，对死亡的思考，

它还教会了我爱，奉献，和坚定。我想这便是思考死亡的意义，

能够让我们学会爱，用爱来灌溉生活，才能更好地面对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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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第七天》是我从小到大读的时间最久的一本书了。

在读书会每月一次的分享中，我们围绕着不同的主题，表达各

自的观点与见解。与其说，我在《第七天》中感悟到什么，不

如说，我与《第七天》一同在这段日子里感悟到什么。

人生凌厉，不敢断言人生种种的我依然在因书中的残酷而想去

唾弃它。可是，再怎么逃避，我还是要无可厚非的生存在这里，

就不得不去思考我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它的悲惨。

　　大自然有“丛林法则”，但它并不足以令人恐惧至厌恶的

地步，真正令我们想去逃离的反而是人类自身，那贪婪，那邪

念，那攀比，那不公。

　　人类缔造了文明，改变了自然，探索了未来，却对人性之

恶置之不理。我们用金钱堆积欲望，用等级垒砌攀比，用友情

编织关系，而单纯的世界，早被埋在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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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文澜沧读书会第六次讨论会，也是最后一次讨论会，于 5 月

25日晚上八点顺利开展。这一次讨论会我们尽情地畅所欲言。谈起“个

人在《第七天》中的收获与成长”，大家都很热情地坦言，说出了

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虽说我们阅读的都是同一

本书，但是我们每个人在最后也收获到了不同的东西。有人得到的

是关于亲情的感动，有人得到的是对人性的理解，有人得到的是生

死的感悟……我们在书中领略着不同的风景，书也让我们每一个人

得到了不同的成长。这或许就是我们花费六个月时长去仔细阅读一

本书的最大的意义吧。

　　感谢相遇，我们五个人能一起相伴阅读这本书。无论时间过去

多久，这段与书相伴的日子始终是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闪闪发光的回

忆。因为我们都曾如此认真，如此热爱，如此真实。也希望在日后，

我们每个人都能读到更多的好书，开启更多更不一样的阅读之旅。

第六次讨论会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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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第一次做读书会的负责人。虽然去年有在读书会待过一

年，有了很多经验，但我还是很战战兢兢，办不好读书会，辜负了

学姐们的期待。从开始到结束，我自己确实有很多方面的困扰。一

开始是选书的问题。我们选择了《第七天》如此具有现实感的一本书，

后来发现这本书有些东西挺复杂的，我们很难讲得清楚。还有每一

次讨论主题的确定，由于我们都不是文学专业的，所以太专业性的

东西我们也不懂，因此每一次主题的确定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以

确保大家都能说都会说。在时间安排上，由于各成员空闲时间不一，

我们也尽量抽出大家都有空的时候，为的就是能共同享受这为数不

多的读书时光。但是后来这些问题都悄悄地迎刃而解，因为我们都

被这书的魅力所感染了。

　　结束之后，我发现自己有了挺大改变的。当然我们读书会的每个

成员也有很大的改变以及收获，相信我们都或多或少都收获了自己

想要得到的东西。对于我个人而言，从一开始的紧张担忧到后面的

不断期待，从一开始的像完成任务似的心态到享受参与的过程，我

才发现，原来和志同道合的人共读一本书是一件这么快乐的事。我

们共同为了书中的有趣情节欢歌笑语，为书中的感人情节难过悲伤。

我们畅所欲言，无拘无束，碰撞出了许多不一样的思想的火花。

　　感谢图书馆给予的交流平台，感谢能够提供资源，让我能这么

结语与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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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地阅读一本书，以及遇到了几个非常优秀的小伙伴。她们在某

一方面上也是我的老师，给予我个人很大的帮助和成长。我知道自

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幸而她们能理解与宽容，所以我一次比一比

有了更多的进步。

　　不问结果，只问过程。感谢自己能够勇敢地坚持下去，虽然自

己有很多缺点，虽然有时候也挺怂的，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坚持

到了结束。我觉得坚持把它做到最后，这已经是我最大的成功了。

希望下一次的读书会，还能遇到更多有趣的人，读更多有趣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