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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红尘追梦人》

内容概要

她的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和一场奋不顾身的爱情。她的生命中有痛，却痛而不悲；
她的生命中有光，却亮而不明。她就是三毛，一个漂泊的人生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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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翟晓斐：80后 天津人，毕业燕山大学东北分院，法学专业。作为80后大军的一员，我经历了从业大军
的激流，竞业的残酷，生活的打磨，对文学的爱好和执着，始终如一。在不断地学习和创作过程中，
体味生活，感悟生命，寻找新的写作灵感。期望可以用文字与读者和世界做灵魂的沟通，传递出生活
和社会所需要的正能量，让文字成为承载希望和能量的无形载体。
出版作品有：《人生不过是一场春花秋月——李煜传》、《静画红妆等谁归——李清照传》、《青少
年一定要读的演讲精选》、《哈佛思维课》、《定心的智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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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红尘追梦人》

精彩短评

1、记得当时年纪小 你爱谈天我爱笑......
2、真想嫁给那位军官。哈哈。为什么崇尚有才华的三毛，最后会和荷西如此恩爱？爱情真的可以满
足一切么？还是因为echo就是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只是啊，骨子里的忧郁还是带她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也要像echo一样开开心心的活过，爱过，漂流过，成就过。
3、读了些许三毛的著作，想着了解她这个人物更多。她的作品多为介绍她的人生轨迹，却多为情至
深处的感想。这书系统地介绍了她的人生经历，贯穿她的作品，更加让人有感同身受的体验。三毛为
爱而生，为爱而死，比起她的作品，更喜欢她这个人。这个真性情的人，这个不为世俗羁绊的人。
4、有一次品读了三毛的人生
5、本书写了三毛的一生，作者剖析的很透彻。对我感触最大的是读过《撒哈拉沙漠的故事》的人感
觉三毛是乐观向上的。可是实际上她却说自己不是一个乐观的人。同感。。。。。
6、在看过三毛的作品以后再看三毛传，会爱上这个女人。
7、让我较好的了解到三毛，无愧是一篇好的传记。描写的客观真实！
8、读到“她又将目光盯上了附近的小租书店”时，我会心一笑，建国书店。
9、荷西走后的故事就读不下去了，除了悲伤外，更多的是寂寥和乏味，连我都觉得空空了了，何况
三毛呢?
10、三毛是我的最爱。
11、无意中借了这本书，花了两天时间，喜欢上了三毛，这个要强，率真，极其浪漫的人。我不会止
于此，我要读完你作品下的一个又一个小故事。
12、荷西给予她的是至死不渝的爱情，撒哈拉给予她的是热情奔放的人生。
13、《永远的红尘追梦人三毛传》，一本书，220页，一个人的一生。我知道自己是个爱哭鬼，所以我
又看哭了。没错，她单纯敏感固执，同时，她又善良勇敢坚强。但是，她始终是孤独的，除了和荷西
在一起的那段时间。她去华冈选修哲学，为的是想知道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最后她还是选择了自己结
束自己的生命。这没有什么不对，如果活着是一种煎熬，只是辛苦了为她担心了一辈子的父母。是一
种解脱，你的灵魂我似乎能感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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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和许多人一样，只知道三毛是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撒哈拉沙漠》、《梦里花
落知多少》的台湾女作家，只知道悲情四起而不失心中倔强与梦想的《橄榄树》是她写的词。 在这个
还怀着一颗文艺心和文学梦的年纪，读了三毛的作品，对三毛是无比的钦佩，我曾沉浸在对那片奇妙
撒哈拉沙漠的的憧憬中，也渴望着能遇到像荷西那样的痴情男子，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和一场奋不
顾身的爱情。然而，看了三毛的传记后，我才知道，三毛为什么叫“三毛”，她人生的跌宕起伏、人
生事态，而看了其传记，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你只有了解了这个人，你才能深切体会到她笔下的蕴意
，知道和感受到，是两回事。三毛是个才情兼备的女子，也许是“天妒英才”，身有不凡之质的人总
是过得那么与众不同。老师让我们写传记的读书报告，本来应该找和课程内容关联紧密的书，像比尔
盖茨传、林肯传等等，也许这些世人皆知的名人传记才是最好的选择，可是我觉得，别人成功的艰难
和受过的磨难、吃过的苦头，始终是别人的，也许在某些方面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心理平衡感和慰藉，
职业规划，不限于为未来的那份工作、铁饭碗做计划，更重要的是你选择的是不是最适合你的，你想
过的是不是生活？也许是我太喜欢三毛的风格了，在读她的传记过程中，跟随着她的心灵脚步，更能
理解她，我也不断的剖析自己，在一步步探索自己的路。三毛出生于1943年，原名叫陈懋平，习字时
觉得名字难写，干脆把中间的“懋”去掉，父母拗不过她，只得依她。三毛的倔强便是与生俱来的，
就体现在生活的一点一滴中，儿时显露出来的个性就预示了三毛的一生都将是按照她的心性去走，不
卑不亢，永远听从心底的声音。三毛对拾荒有很大的兴趣，在她的眼中，那些被别人丢掉的废弃物都
是宝贝，很多东西经过她的一手改造也变得别具一格，这个爱好在多年以后，三毛到达撒哈拉沙漠，
物资匮乏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三毛靠着“拾荒”和改造的技能把他们在沙漠中简陋的房子装饰得
很精致。她能够与灵魂对话，小学时期，她会跑到墓地里，和那些埋葬在地下的灵魂对话，也许这并
不真实，和灵魂对话或许只是三毛臆想出来的罢了，其实她是和她自己的内心在对话，在想象自己遇
到的各种各样的人，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当一个人想沉淀自己的内心，想暂时逃离喧嚣而浮躁的
世界时，会选择独处，独处的时候就是你一个人的天地了，你可以尽情的想象，让思维跳跃，全身都
很自在很放松。记得我小时候躺在床上睡觉时，看着洁白的墙壁，突然看到好多小人，那是一幅画，
风格像清明上河图，直到现在我都能清晰的记得，可是当我告诉爸爸妈妈时，他们却说什么也没有看
到。这种感觉挺奇妙的，一个人的时候总能发现“新大陆”。“腹有诗书气自华”，是三毛的才华让
中国文坛记住了她，因此也创造了机会让世人了解她传奇的一生。三毛对文字有着极高的敏感度，从
小展现出来的在文学方面的天赋成为她最为人知的标签。她喜欢阅读，喜欢那些深深浅浅的文字，在
悲伤难过的时候把自己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可是正是她在文学方面太过突出，她在学校学习的时候
难免会偏科，因为数学老师的误会，让她在全班同学面前受辱，这件事成为她心里难以磨灭的阴影，
加上性格的孤僻，三毛心里越来越自卑，不想面对外界，这才有了后来长达七年的休学。在她休学的
七年中，父母非常担心女儿的身体，也在不断想办法帮助女儿走出心里的阴影。父亲鼓励三毛学习画
画，三毛本人对画画也是非常喜欢，她也会把自己所思所想融入到她的画作中，那段时间她迷上了毕
加索的画，让母亲担忧，毕竟抽象派画家的画作是很难为众人接受和理解的，更不用说产生共鸣了。
三毛学画的过程中，也渐渐萌生了少女的爱美之心，开始穿上红色皮鞋，青春里，尽情地展现美。三
毛重返校园后，才华横溢的她和才子梁光明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初恋痛并甜蜜着，当爱情渐行
渐远，三毛下定决定远走他乡，去找寻她心中的梦和天地。在异国他乡的日子里，三毛也有不少追随
者，荷西便是其中一员，当时还在念高中的大男孩荷西对三毛一见倾心，并和三毛有六年之约，虽然
三毛当时并没有当回事，辗转多年，在三毛历经感情周遭后，荷西的出现让三毛找到了心之所归，他
们的这段恋情也常为世人称颂和羡慕。荷西助三毛圆了撒哈拉的梦，也是在撒哈拉沙漠上，二人走进
了婚姻的殿堂。此后三毛的生活过的并不轻松，先是沙漠的纷争战乱局势动荡让她的生活不得安宁，
再是回到欧洲，他们生活拮据，三毛身体也不好。在一次潜水中，荷西再也没有浮出水面，就这样离
开了三毛。在她最悲痛的时候，三毛写下了《梦里花落知多少》这本书，祭奠她和荷西的爱情。三毛
最终卒于医院，用一条丝袜结束了她的一生。这是她的一生，不羁，不屈，用文学和艺术装点的一生
，一直在行走追求心中梦想之地的一生！或许不像那些名师大家，我觉得三毛的一生是一直在探索一
直在追寻，她的人生目标大概就是要过得合乎自己的心境吧！在文学方面的天赋和爱好让她能精妙地
把握文字，“读万卷书”让她知识更丰富、更明事理、更有自己的想法，“行万里路”让她去见识心
中一直向往和追求的事物，就算坎坎坷坷，她也不言艰辛。我觉得三毛最大的成功之处不在于写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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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本书，影响了多少人，在文坛上有多大成就，而在于三毛成全了她自己。的确，她的文笔很好，那
就用文字表达自己吧；她有绘画的天赋，那就用画来传情达意吧！三毛天性倔强，正是因为她的倔强
，她才成全了她自己，“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一场奋不顾身的爱情”，她懂得追求自己想要的。不
过，家庭的因素也是促使三毛有所成就的重要原因。三毛的家庭条件不错，父母都是知书达理之人，
三毛的父亲陈嗣庆在教育女儿这方面可是费了不少心思，看到女儿有这般成绩，陈嗣庆心里也总算宽
慰了。若没有那么好的家庭背景，三毛不可能有机会接触到那么多的文学艺术精粹，不可能在和初恋
分手后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不可能多次自杀后被救下⋯⋯好的家庭背景成就了三毛，塑造了三
毛的气质和个性。也是因为对家人的爱和责任，三毛尽力坚持着活下去，直到最终无法承受、心里防
线彻底崩溃⋯⋯三毛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她也有自己的缺点，比如说太任性，不太会考虑别人的
感受等等，如果三毛再坚强一些、自信一些，也许她就不会休学，不会与初恋无果而终，不会多次想
要与世界永别⋯⋯然而，也正是她的这些性格，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三毛。“梦之所倚，从心所向”，
我觉得用来形容三毛这一生再合适不过，而这也是我追求的。或许很难找到让自己称心如意的工作，
但是我会努力寻找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爱，去追寻，成全自己哪怕很卑微的梦想。
2、《红楼梦》能够让人的思想得到升华，而《水浒传》则能直接教授人们如何去运用文字。他甚至
为了一张美丽的女孩肖像，一天跑宿舍七八趟；为了一件粉蓝色的裙子，她会伤心不已。美丽的女孩
是军官房间里的素描画，让她痴心不已，愿意久久地在窗外巴望着裙子是妈妈做的，她本来想要一件
淡蓝色的，雨中沾上了母亲的泪，她再也没穿过那轻盈的弗朗明哥舞步flamingo，blue flamingo因为雨
季的朦胧对于缺乏安全感的人而言，无疑是一种保护，他们更容易在这样的天气里隐藏自己的脆弱三
毛喜欢追求幻影，创造悲剧美，等到悲剧美、等到幻影变为真实的时候，便开始逃避徐志摩曾说过：
“人生至少该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有结果，不求同行，不求曾经拥有，甚至不求你
爱我，只求在我最美的年华里，遇到你。”三毛的母亲哭倒在栏杆上，她的女儿没有转过身来挥一挥
手........I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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