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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推荐。第一天晚上看了之后失眠了睡着了之后还一直做梦，都是沾染了鲜血的回民的白色六角帽
还有各种仪式，白天吃饭觉得反胃。隔了三天才敢继续再看。张承志自己在书中说试图从心灵、信仰
的角度去写历史，尊重但不能完全理解。
2、“我偏僻地远在北京。”张承志在《心灵史》的第27页用了这句话。我只感觉到一击重击。繁华的
北京，对于追寻信仰的“我”而言，犹如偏僻的荒漠。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看下一句话，但我已经明
白，明白他所要讲述的。关于信仰，哲合忍耶他们一辈辈的人奠下一层层的性格，为了受难而活着，
漆黑如铁，每个人都在成全着这唯一的路途。他们赴死，他们为了信仰的自由，与官兵抗争，只为了
这荒漠开出信仰之花。民国的时候，他们又进了兰州。那场地震其实意味着另一种苦难的开始，这种
苦难，不再是争取信仰的自由。而是，更多的人没有了信仰。张承志将这个问题撇开了。他从历代先
辈的身上汲取着养液，从那些圣徒身上。但他们奋斗的目标不过是信仰自由。而失却信仰的地震依旧
要经历。他无法描述如何去信仰，他只是提供个人的经验，他为它而感动。而信仰，终在个人。
3、文学史课上老师的推荐。第一次了解伊斯兰教，感动。
4、书中作者的感悟和诗歌艺术价值更大。
5、太震撼了，哲合忍耶，牺牲之美，信仰的神性之美，张承志是了不起的当代作家。
6、张承志梳理了被隐藏着的底层贫穷者的血所陶造出的苦难心灵史。在这个难以想象的奇迹里，焕
发着中国急缺的一种对于承受苦难牺牲而又充满希望的真实力量。伊斯兰确实拥有一股魔性般痴狂的
力量。
   基督教也急需这样的书，梳理出中国大地所隐藏的殉道史！
7、沉重地、苦难地、焦躁地、一边想放弃地读完了书，直击心灵却绝对不是心灵的盛宴
8、血染白毡帽
9、任何带有偏见或者只看了网络上大汉主义对此书反感话语的人，你们还是好好读读此书吧，不论
是从文学还是历史真实度上，此书都将是中国文坛上独立而又争议的存在。
10、等待再看一遍的时候我就写个书评，震撼
11、民族史，虽然不喜欢笔风，但实在难得
12、3分里，4分给艺术性，思想性-1分。不难理解本书为什么能风行西北穆斯林社区。这书太有煽动
力了，不愧为红卫兵之父的力作。从本书可以看出来作者一直在“追求理想”，参与红卫兵运动如此
，参与哲合忍耶宗教活动亦如此。作者一直把自己定位为“穷人”，然后积极参与所谓能够解放穷人
的活动——然而这一切都立足于穷人仍然为穷人。作者的思维方式永远超越不了穷人，永远不知道，
解放穷人的唯一途径就是把他们变成富人。1991年的中国还是比较贫穷的，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
至少在东部汉族社区）已经基本建成了中产阶级较多的小康国家，穷人那一套，行不通了。再行，就
是纯粹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了。
13、歌颂领袖和底层送死这种思想很危险
14、估计是我看的最后一本小说了，再见，人文班！
15、无数次想读黑骏马和北方的河，可最终心灵史成了我的第一本张承志，也许这就是张承志笃信的
前定。一个人皈依后挺可怕的。也许这也是我最后一本张承志。。
16、教派纷争，骨子留着里好斗的血液。世界上唯一一个封闭的宗教。
17、对《热什哈尔》很好的注释本。
18、觉得现代对回族人要有所了解，这是一本值得推荐的书
19、作为一个门外汉，想了解伊斯兰教和回族，但是作者的个人情感太浓厚、偏激，对于以“史”命
名的书，更多的应该是纪实，而作者以另一种复杂的手法进行写作，不敢评判其优劣，只是很不习惯
，很多次感觉看不下去。
自古以来哪个名族没有经历过自然灾害和战争？大西北居住的不仅仅是回族和哲合忍耶，一起经历苦
难的也有汉族，这些至多只能算是背景，作者对这些自然环境的解读过于片面。 
论汉回两族纷争的起源，归根结底是伊斯兰新教老教之间的冲突引起的，作者也有提到，但表现的更
多的是对“公家”的仇恨。作者将哲合忍耶比作欧洲的犹太，但我认为其中有巨大的区别，犹太被迫
害是因为宗教信仰的矛盾，而“公家”对回族的镇压，不是因为宗教信仰不相容，是因为其起义。
20、佛教徒要放下执着，穆斯林是对信仰太执着。宗教能否做到多元的美人之美？或者美人之美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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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就是反宗教的？如果彻底脱离贫穷，哲合忍耶还会不会继续存在下去？或者其圣战、殉道观念会
减轻？
21、很少看到中国人写宗教神秘主义一类的小说，偏颇和主观都可以接受，读着读着怎么老是想到民
粹与暴力⋯⋯
22、在西海固时读的 如果没有去过 大概很难想象
23、与其说史，毋宁说是心灵上的一次朝圣。
24、从心底开出花来。
25、笔法沉稳厚实，视角宏大仓阔，挺喜欢。
文章末尾抒情诗也是亮点。
26、第二次看，我依旧打5星。再多人骂他，我还是一分为二地看待。
27、张承志
28、不知道该说什么。看完头脑里有个大漩涡。
29、大多数的热评，分都很低。看来读懂这本书的人确实很少。可能一方面对这一穆斯林派别的历史
不熟悉；还有文字繁杂，引用过多的材料，故事断断续续等。但这构成了一个宗教，一个群体的心灵
演变的路程，关于信仰的追求，为信仰牺牲，有些慷慨悲凉的坚忍的生命意志与动人心魄的生灵涂炭
。
30、叙述很散，语言粗糙。叙述者“我”的强行植入到底有没有意义？
31、读的是未获出版的修订本
32、哲合忍耶，人不可无信仰。
33、哲合忍耶
34、中国“主流文化”难以想象的心灵世界。
35、历史的垃圾堆
36、始终隔着宗教，还是不能深刻理解张承志。
37、不失眠三天是绝对看不下去的。
38、不了解史实，不了解中国伊斯兰，确实看了很隔膜，但始终能察觉作者不谈哲赫忍耶的具体主张
，反复说的是受难、牺牲、奇迹，偏偏最后走的又是血缘那一套，丝毫看不出权力在宗教与世俗上的
区别，始终像是“谎言”。
39、“正确的方法存在于研究对象拥有的方式中。”这是张承志选择的方法，我不认为正确，但确实
是一种可行的言说方式。强抒情的部分给我巨大震动，心灵的叩击超越宗教、民族、人道的界限。历
史的部分无法认同也无力考证，即便不求证人间的真相，以仇恨的方式书写仇恨终究不是我心中的正
途。
40、史实不清，用谎言堆砌起来的故事，再动人也不过是谎言
41、可怕
42、语言编织的迷宫，遮不住文字背后的欲望，一种借所谓的宗教历史进行文学化渲染的自我宣扬。
一切高级的民粹主义者的桎梏，都在于以凡人的欲望和需求构筑起一切所谓的合情合理合法外衣，而
归根结底其宣扬的只不过是血统论。铸造偶像的人，恰恰是被宣扬的血统论的历史、文化、心理的既
得利益者。以个体的欲望来赞颂、鼓吹宗教，恰恰伤害了宗教真正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在一个捧杀者
的眼里，宗教只是他表达个人欲望的工具，而文学性本身就是历史学者不能坦诚面对历史的文字逃避
形式。心灵史的文学性是一流的，但立意却是三流的，陈腐的，中世纪的。这样的文字最终只能鼓吹
了鼓吹者自己，却于哲合仁耶，于宗教，于宗教历史都没有任何益处。有抒情野心的儒生，即便不靠
吹捧这个宗教活着，也会吹捧那个宗教。利用吹捧宗教而自己成为大众的偶像，即——欺世盗名。
43、宣扬错误价值观
44、姑且算读过吧..写的是宗教，然而还是摆脱不了沉重的肉身，他仍旧在乎他所鄙弃的现实，他的孤
傲与愤怒就是在乎的表征。
45、只是自己在大唱赞歌，宗教狂热是愚蠢的，是人类奴性的显现，人类只有一个信仰，那就是资本
主义
46、期望越高，失望越大。
47、即使作为回族，也难以接受这种煽动性十足又难以辨别真伪的所谓历史小说
48、不要为自己没做过的事情而去恨没有见过的人 张承志的文笔不容否定 但是思想真的不能苟同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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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可以读着看一看这种脑回路是怎么思考的
49、难以评价，本来这就是作家写给忠于他的读者和他的哲合忍耶教友的一本书，并非是给普通大众
准备的。
不管怎样，这本书揭示了与一般世俗的中国人完全不同的、以为信仰而牺牲为最高追求的人。
50、文字激昂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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