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同学少年都不贱张爱玲小说诵读 同
学少年都不贱读书笔记(精选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
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同学少年都不贱张爱玲小说诵读篇一

不，近百年前，梁启超先生在他们的《少年中国说》中详细
地说明了少年的用处与责任。“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
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
责任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意思
很明确，造出封建中国之人，都是一些老顽固。造出以少年
为主的新中国，是全中国少年的责任。说明少年是中国的未
来，少年的变化，更是中国的变化！如何制出能肩负如此责
任的优秀少年？多在于教育。如何制出能教出如此学生的教
师？多在于师范。

于是，在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和周南女中，毛泽东、萧子升、
蔡和森、向警予、陶斯咏等同学在五年的学期里一起学习，
一起生活。在这五年里，发生了许多事情，他们一起面对。
一起在岳麓山上感受大雨，亲近自然；一起在袁世凯“登
基”大典上奋起，抵抗军队；一起吊唁病故的易永畦；一起
开办工人夜校；一起为了长沙百姓的安危，二百人一起用计
策应对三千人的军队……书中，我们明白了老师的苦心，找
到了自己的影子，读懂了社会的险恶，少年的雄志。回忆这
段历史，我与他们一起抒情，一起感慨，一起悲叹！我们是
恰同学少年！我要成为雄于中华的少年，我要创造少年的中
华！



同学少年都不贱张爱玲小说诵读篇二

《同学少年都不贱》语录精选：

或是消逝的梦，午夜的幻影

曳起你的长裙

——张爱玲《同学少年都不贱》

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

——张爱玲《同学少年都不贱》

我是怀疑者，同时也是那疑团，

而我是那僧侣，也是他唱诵的圣诗。

——张爱玲《同学少年都不贱》

“机智主要的用处是教

我们与没有它的人相处得很好”.

——张爱玲《同学少年都不贱》

恋人是一种秘密教派，由一班深知虚无的秘密的人们的组成。

——张爱玲《同学少年都不贱》

“人生没有一种局面是完全不愉快的，有害无利的——只要
我们将笑话当作笑话看待，不要太认真。”

——张爱玲《同学少年都不贱》



“诸如此类的结论：如果在宇宙的中心只有虚无，那么人生
唯一的确定的补偿——唯一的现实——就是的满足，感觉上
的享受。”

——张爱玲《同学少年都不贱》

回到家里，跟她姨妈讲起来，她姨妈从前在她家里就见到恩
娟，也跟他母亲一样没口子称赞，现在却摇头笑道：“这股
子少年得意的劲受不了!”

赵珏笑了，觉得十分意外。她还以为是她自己妒忌。

——张爱玲《同学少年都不贱》

他的书像珊瑚一样，在海底缓慢地形成。他自己的进展也非
常迟缓，经过许多年的暗中摸索。

——张爱玲《同学少年都不贱》

甘迺迪死了。我还活着，即使不过在洗碗。

——张爱玲《同学少年都不贱》

《流言》语录精选：

悲壮是一种完成,苍凉是一种启示。

——张爱玲《流言》

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
不保暮。像唐诗上的“凄凄去亲爱，泛泛人烟雾”，可是那
到底不像这里的无牵无桂的虚空与绝望。人们受不了这个，
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因而结婚了。

——张爱玲《流言》



而且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
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

——张爱玲《流言》

多数的年轻人爱中国面不知道他们所爱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东
西。无条件的爱是可钦佩的——唯一的危险就是：迟早理想
要撞着了现实，每每使他们倒独一口凉气，把心渐渐冷了。
我们不幸生活于中国人之间，比不得华侨，可以一辈子安全
地隔着适当的距离祟拜着神圣的祖国。

——张爱玲《流言》

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
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
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
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
说是妇人性。

——张爱玲《流言》

我也并不赞成唯美派。但我以为唯美派的缺点不在于它的美，
而在于它的美没有底子。溪涧之水的浪花是轻佻的，但倘是
海水，则看来虽似一般的微波粼粼，也仍然饱蓄着洪涛大浪
的气象的。美的东西不一定伟大，但伟大的东西总是美的。
只是我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
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因
此容易被人看做我是有所耽溺，流连忘返了。虽然如此，我
还是保持我的作风，只是自己惭愧写得不到家。而我也不过
是一个文学的习作者。

——张爱玲《流言》

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



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
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

——张爱玲《流言》

中国是文字国。皇帝遇着不顺心的事便改元，希望明年的国
运渐趋好转。本来是元武十二年的，改叫大庆元年，以往的
不幸的日子就此告一结束。对于字眼儿的过分的信任，是我
们的特征。

——张爱玲《流言》

原是幼稚的梦想，现在渐渐知道了，要做个举世瞩目的大人
物，写个人手一册的自传，希望是很渺茫，还是随时随地把
自己的事写点出来，免得压抑过甚，到年老的时候，一发不
可复制，一定比谁都唠叨。

——张爱玲《流言》

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
轮廓曲曲勾出。革命前的装束却反之，人属次要，单只注意
诗意的线条，于是女人的体格公式化，不脱衣服，不知道她
与她有什么不同。

——张爱玲《流言》

斗争是动人的，因为它是强大的，而同时是酸楚的。斗争者
失去了人生的和谐，寻求着新的和谐。倘使为斗争而斗争，
便缺少回味，写了出来也不能成为好的作品。

——张爱玲《流言》

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
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



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历史上记载的耸人听闻的美
德——譬如说，一只胳膊被陌生男子拉了一把，便将它砍
掉——虽然博得普遍的赞叹，知识阶级对之总隐隐地觉得有
点遗憾，因为一个女人不该吸引过度的注意;任是铁铮铮的名
字，挂在千万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女
人要想出众一点，连这样堂而皇之的途径都有人反对，何况
奇装异服，自然那更是伤风败俗了。

——张爱玲《流言》

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
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现实这样东西是
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
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
亮的一刹那，听得出音乐的调子，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拥上
来，淹没了那点了解。画家。文人。作曲家将零星的。凑巧
发现的和谐联系起来，造成艺术上的完整性。历史如果过于
注重艺术上的完整性，便成为小说了。像威尔斯的《历史大
纲》，所以不能路于正史之列，便是因为它太合理化了一点，
自始至终记述的是小我与大我的斗争。

——张爱玲《流言》

同学少年都不贱张爱玲小说诵读篇三

《恰同学少年》像他的名字一样，是一部红色经典青春励志
小说。以毛泽东等青年在湖南第一师范五年半的求学生活为
主线，充分的展现了以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杨开慧、
陶斯咏等为代表的优秀青年为寻求理想而奋发向上的斗志，
敢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与情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雄心壮志。

这篇文章以开始不被关注，到后来在观众中，尤其是青少年
观众中产生了空前强烈的反响，网络上好评如潮。像毛泽东
他们一样，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转变。毛泽东从小就生长在农



村的三伢子，到成为伟大的职业革命家，做过教师，做过校
长。蔡和森，从富有的家庭到贫困的家庭，再从第一师范的
学生走到中国无产阶级杰出的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
领导人之一。这一切体现了他们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雄心壮志，
值得我们向他们学习他们这种伟大的精神。《恰同学少年》
不止讲述了少年，更讲述了老师。杨昌济、开明的第一师范
校长———孔昭绶、方维夏、黎锦熙、袁仲谦等优秀老师，
讲述了老师的伟大。如果可以穿越时空，多愿意回到他们那
个时代，那个时期国内外发生了“十月革命”、“五四运
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大事，心中不免有些遗憾，无法去
感受那伟大的时刻。没有那个人天生就那么聪明，他们也努
力过，累过。记得毛泽东的数理化、音乐、美术就学的不好，
一次他还画了一幅“半壁见海日”，大家笑他画的有趣，数
学学得不好他也会努力，他学的时候“萧三”曾对他
说：“第一遍你错七道，第二遍你错六道，第三遍你错五道，
你说你怎么得了！”这句话充分表现了毛泽东学数学有多么
困难，可是他还是那么努力的学习，真是我们伟大的榜样。

《恰同学少年》这部书，其中的曲折剧情让我赞叹、感慨，
更是为一代伟人的豪情壮志感到敬佩、为他敢作敢为的精神
深深打动、为他敢于冲破旧势力、旧习俗的精神所折服。

怀着对领袖的无比敬佩，怀着对时代风雨的好奇，我满腔热
血地读完了《恰同学少年》。

这本书是一本红色经典青春励志小说，它讲述在二十世纪旧
社会时，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优秀青年为国家、为民
族，为了理想，为了志向而所做的一切。这本书字句间有抑
制不住的胆识、豪气、智慧越看越觉得全身上下仿佛都洋溢
着青春活力。

我觉得毛泽东的智慧、胆识可与诸葛亮相比。因为在长沙城
马上面临一场军乱时，他能临危不乱并去侦察敌情。并组织
同学，大摆“空城计”。他与蔡、萧三人假装是桂军与敌人



进行谈，再用鞭炮丢进洋铁皮桶里，炸出的声音像是枪打的
以此虚张声势，吓唬对方。当马疤三从城里逃回敌窝汇报真
实情况时，毛泽东以他稳坐泰山之势，使对方对马疤三的话
半信半疑。最后警察郭亮放的一枪救了他三人的命。

在现在的生活，没有打仗，可是我想问一句，毛泽东的胆识、
军事才能又有谁能比呢？他为国担忧的思想又是多么难得可
贵呀！现在有的人不是为金钱就为名利绞尽脑汁、不择手段，
反正都是为了自己。

看完《恰同学少年》，我立志要做一有胆识、智慧的活力女
生！

故事讲的是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的故事。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不过其实也
没什么，不就是和老师吵吵架，叛逆几下，和同学讨论讨论
世界，玩几下，其实大家年轻的时候都做过，至少我哑行者
做过，而且叛逆程度、轰动效果，甚至我可以说思想深度也
不亚于他小时候，而且俺那时候比他年轻多了。当然也不是
贬低泽东同志了，毕竟那时候他也年轻。像你，像我，像他
一样年轻，所以也理所当然发生的是一样的故事，像你，像
我，像他。当然后来就不一样了，就不再像你，像我，像他。
到底什么时候开始不一样，又怎么不一样了，为什么会不一
样。那就是我哑行者研究不透的课题了。

也看到了他的家庭，他的亲人，他的爱情。和大家一样，血
浓于水的亲情，卿卿我我的爱情。只是后来，数位为革命牺
牲了，妻子、孩子、弟弟、妹妹。说是为了革命，不如说是
为了他。因为没有他就不会走上革命的道路，不是他的带动
就不会走上革命的道路。为了理想，为了事业，搭上这么多
的亲人，搭上这么多的生命，到底值不值得，这也是哑行者
我研究不透的课题，我只是感觉革命前的世界没有烂到无可
药救，革命后的世界也没有好到盛世太平。



当然现在的人太多说值，至少主流观念是会说值得的，但是
未来，怎么说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肯定的是哑行者不会，
这个世界还没有这么大的事业、这么大的理想，这么大的追
求。在我眼里，中华五千年都没有这么大的东西值得这样的
付出。

同学少年都不贱张爱玲小说诵读篇四

毛泽东是一个倔强的而有个性的大人物。读了《恰同学少年》
这本书后，我又在毛泽东身上找到了一个很突出的特点——
认真专注忍耐克己。

在人声鼎沸的南门口，毛泽东下坐在大树下，大声朗读英语。
他的熟人陶斯咏遇上了他，毛泽东便让陶斯咏纠正他的发音
错误，一遍又一遍地改正。

但是自我控制的能力是一个人成长、成功所必须的。如果你
做不到，那么再小的事也做不好，甚至连做的作业都会错误
百出，我有过切身体会，以前有一段时间，我做作业时，身
边有一点风吹草动，都能分散我的注意力，变得身在曹营，
心在汉——心不在焉了，妈妈的手机来短信了，我冲出去，
马上抓过手机看短信；“咯噔”什么东西掉下来了，我也要
看几眼；甚至我听到鸟叫声，我都猜有几只鸟？是什么样的
鸟？于是我的作业这错那错，我连做作业都会想这想那，更
何况读点什么呢！我不敢往下想了。

我反省了好久，忽然发现自己几乎从来没有好好控制自己认
真专注，没有好好克制自己静下心来好好思考。然而这是一
个人所必须的自制能力，我一定要努力做到——认真专注忍
耐克己，让我的生命变得更精彩。

同学少年都不贱张爱玲小说诵读篇五

每天晚上八点打到央视一套，专心看着《恰同学少年》，胸



中那一片蛰伏的一次次的被这一群年少的伟人点燃着、感染
着。他们高声吟诵着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他们将自己
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紧紧相连，他们将改造旧中国，改变国
民命运当成自己的责任，毛泽东、蔡和森、陶斯咏、向警予、
杨开慧、萧子升、萧三……一个个意气风发、激扬文字，为
了自己的理想、为了实现一生的抱负，在一群开明的教育改
革家杨昌济、孔昭绶等老师的教导下，奋发图强，修学储能，
潜心学习、相互探讨，于无字句处读书，在时局动荡中寻找
中国的出路。

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中国之大竟无一处可以使人安心读书，
所以他们只能为了去开创一个新的天地，而储能，而读书。

现在，生于治世的同学少年，我们为什么要读书？问一下教
室里的莘莘学子，答案倒也五花八门，“为了考上重点高
中……”“为了将来找个好工作……”“为了让爸妈高
兴……”“为了考个好分数，得到爸妈许诺的电
脑……”“为了…为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呀，为
什么要读书？每个同学的答案也许不尽相同，甚至随着年龄
的增长想法也会改变，但是为什么要读书，却是决定一个人
的人生观，甚至影响一个人的人生选向的重要问题。“志于
斯，恒于斯，成于斯”，作为同学少年，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毛泽东在一师读书的刻苦是出了名的，别人下棋娱乐时他在
教室里读书，别人早已安然入睡时，他在锅炉房借光读
书……买不起书，他就在书店里蹲着读《达化斋书录》；穿
着一双露着十个脚指头的布鞋出出入入，他从来没觉得寒酸；
当杨昌济老师给他一元钱让他买一双新鞋穿时，又被他在半
路上换了一本《西方伦理学》……博览群书，饱览群书，读
书笔记、注释写的比原书还多，这种读书，更确切的说应该是
“吃书”――将书的内容都“吃”到肚子中去了，烂熟于胸。
毛泽东的读书速度是快的让人吃惊的，当杨昌济先生将自己
译著的十几万字的手稿《西方伦理学史》借给毛泽东看时，
毛泽东隔了一周就将书还给了杨先生，以致杨先生误会他没



有认真看书，而当他听到毛泽东解释并说将书抄了一遍时，
更是直到亲眼看见方始相信。“修学储能，先博后渊”这是
杨昌济指给毛泽东的求学之路，而毛泽东读书更善于融会贯
通，中西合璧，将西方伦理学与中国老庄、孔孟、程朱之学
相比较得出了本源同一的结论，一番高论令杨先生同样叹服。
而更重要的一点，是毛泽东善于从社会观察与实践中学习，
善于通过从同学之间的讨论中学习，学以致用，活学活用。
这就是当年的毛泽东是如何学习的，现在的同学学习中不乏
挑灯夜读，狠下苦功的，但是仅仅这些够么？比较之下，应
该知道作为学生该怎样学习。

人们都知道，毛泽东是存在偏科的，数理化科目很差，甚至
都到了不及格的边缘。但是杨昌济说的好：“自古大才乏通
才，自古大才少全才，我们又何必强求一个对理科缺乏兴趣
的学生要门门全优呢？”的确不错，从来没有十全十美的人，
对学科中的某一方面产生浓厚的兴趣之后，其他不相关的内
容自然不会再去过分关心，那样对他来说仿佛是分散了精力，
浪费了时间。当然，在这儿我们不是说理科不重要，或者说
某科不重要，而是针对了我们的教育机制，本身要求学生全
面发展、成为全才，乍听上去合情合理、尽善尽美，但是仔
细推敲一下，真的就没有人对此产生疑问么？真的韩寒就不
如各门功课都差不多，但总分却比韩寒高许多的同学么？陈
景润固然不能成为一名称职的好老师，但他的贡献比起那些
称职的老师差么？同样在现在的学习中，又有多少学子存在
偏科问题，老师、父母在尽力的对他们进行不科、纠正，但
是有成效的有几人？理科好的终究还是理科好，文科棒的终
究还是文科棒，没听说有几人能成为文理全优的“全才”的。
这也是我们当下该如何正确对待学生偏科的问题。当学生知
道努力学习之后，“该学什么”这就成了他们人生选择中的
大问题了。

在那个时代，俭朴为修身之本。当蔡和森看到刘俊卿和王子
鹏吃着家里送来的好饭而将学校发的伙食倒掉时，蔡和森愤
怒了，因为有多少人正在忍饥受饿……当刘俊卿耻笑蔡和森



捡剩饭吃时，徐特立老师走了出来，无声的从蔡和森的碗里
拿起半块剩窝头，从容的塞入嘴里吃了起来，并笑着
说：“真香啊！”，蔡和森被感动了，蔡畅被感动了，所有
在场的同学被感动了，无言的批评使刘俊卿顿感无地自容，
这就是“身教胜于言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