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述而篇第七主要讲了 骆驼祥子第六章读
后感(优秀8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述而篇第七主要讲了篇一

从三个礼拜前现当代老师准备开始讲老舍时，看见教材对于
老舍这个人物以及诸多作品的评析里的民族化与个性化和铺
写的世态，看到评析中老舍的“京味”与幽默，看到对于
《骆驼祥子》的解读为对城市文明病的探讨，以及曾经的语
文课本中记忆模糊的《骆驼祥子》节选，促使我有了很大很
大的冲动来探索这个作品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拥
有着什么样的颓废情节。

三个多礼拜断断续续的时光里，在这个忧愁与欣喜不断交替
的时空中，终于在刚刚看完了整个故事。

在刚刚的三个小时的时间里，越看到后面，随着故事情节的
进一步，我完全高兴不出来，越郁闷。越又惊叹着作者的魔
力和这个遥远的世界里的病态。

把三十年代的世界与当下联系与自己的生活联系，发现相似
之处其实是历来都一直存在的，只是或轻或淡或转换形式了。
看到小福子与二强子的父女之间的情节，我顿时明白奶奶的
思想其实有时候没有错，在钱财分配上，女儿是嫁出去的，
错的是自己在内心中拿一个人人平等的想法与奶奶跨越大半
个世纪的经历相匹衡；当发现一个很实诚的祥子，就算是一
直做着底层最艰辛的体力活，也会面对着久处之间的情欲，
也会面对着咋见之欢的欢脱，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挣扎与内



心的互相说服，最终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之间的区别，同样不
管是处在哪个阶层的曹先生、刘四爷、夏先生甚至是其中短
暂出场的一个四处驻扎的军人，在那个还是比较封建的世界
里，并没有看到从一而终，而是一并拥有或一换再换，可能
这是那个时代共通的点，在很多个作家手下和大众印象里习
以为常的事情。遥想到在这个时代这个圈子，情欲依然是共
通的点，大多数人的理性相对从前升华的更多更强，其实相
对来说也很正常?能想到的更好的办法是克制，频率低一些，
不免世俗但也不过度不偏激。其实我有异常得感慨为什么他
们这么喜欢那啥，想想确是人之常情。同样的期待；造成本
就独自一路成长的祥子最终走向个人主义的极端我认为正因
种种经历使他丧失了社会关系，再没有希望去寄托，没有任
何应当有的动力去付出，完全无助的祥子无法成为也没有理
由成为一位圣母。而我们如今处的环境里，有国家有家庭的
一个个家人有一路成长关系很好的朋友也有那些躺尸在社交
软件的好友们，注定成为祥子这样的极端个例越来越少。

看到老舍铺卷的一个个鲜活的且引发读者无限思考的人物与
整个北平细致而又不失特色的描绘，万千奔腾的想法汇聚成
四个字，老舍牛逼。

书中第210页有一句话我认为像极了人生，

“烟酒又成了他的朋友，不吸烟怎能思索呢?不喝醉怎能停止
住思索呢?”

我试图不去想这到底是在说消极的态度还是积极的，而是
把“烟酒”这个意象换成各种各样奇妙的物件组合，似乎发
现都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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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而篇第七主要讲了篇二

品味名著后，这就是显示，书中那些紧张曲折而又富有生活
气息的故事;那些带有传奇色彩而又栩栩如生的人物，永远都
活在我们的心中，永不磨灭!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分享的名人传
第六章读后感作文，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罗曼·罗兰认为在这个腐朽的社会上，鄙俗的环境里，稍
有理想而不甘于庸庸碌碌的人，日常都在和周围的压力抗争。
”列夫？托尔斯泰出生名门望族，像温室里的花朵，但是在
他不到两岁时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他父亲在九岁时也离开了
他。父亲的死让他“第一次懂得悲苦的现实，心魂中充满了
绝望”。

列夫？托尔斯泰的经历丰富多彩，16岁在喀山大学读书，这
期间他的头脑处于狂热的境界中他不断地实验各种人生观观
念和学说，矛盾对立的理论让他固有的信念动摇了，他的心
底，最宝贵的是精神财富。23岁时他在高加索服兵役，高加
索美丽的风光使他灵感大发，创作了《童年》、《少年》等
作品。

1855年，列夫？托尔斯泰在彼得堡感受到了那些文人贵族的
卑劣虚伪，他开始憎恶、轻蔑他们。1857年他去国外旅行，
他对于资产阶级的文明、博爱、民主十分失望，他开始明白
资产阶级的“文明”不过是华美的谎言。

1862年，托尔斯泰与索菲娅？别尔斯结婚，他在幸福的婚姻



生活中完成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在
《安娜？卡列尼娜》完稿前，他便厌倦了生活，产生了死的
念想，他把房间里的绳子藏起来怕自己自杀。宗教狂乱后，
他发现民众的简单生活和信仰才是生活的真理。列夫？托尔
斯泰紧张的精神探索又遭遇惨痛的社会现实，他放弃贵族般
的生活，选择用汗水换取面包，并终生与文明的罪恶和谎言
对抗。

大家肯定都知道音乐家贝多芬，雕塑家米开朗基罗，小说家
托尔斯泰，但大家知道在他们在成功的背后付出了多少心血
吗？前几天，我看了一本由法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音乐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罗曼·罗兰写的传记——《名
人传》。

这本书又名《巨人三传》，包括了《贝多芬传》、《米开朗
基罗传》和《托尔斯泰传》三篇传记。描写了第一个是德国
作曲家：贝多芬；另一个是意大利的天才雕刻家：米开朗基
罗；最后一个是俄罗斯名作家：托尔斯泰，三大赫赫有名的
人物为寻求真理和正义，为创作真、善、美的作品，献出了
毕生的精力。

人生的道路不会总是一帆风顺，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困难，
但书中的三位大师却不退缩，勇敢地爬起来，继续往前走，
走上人生的崇高境界，失败了也不气馁，继续为了理想而奋
斗。而我们呢，有许多人只要遇到一丁点儿的困难，就不勇
敢地爬起来，继续往前走了。

就像我学游泳，因为我比较胆小，所以总是趴在边上不敢游，
试着练一下，又会呛到水，但我不放弃，永远都相信“不经
历风雨，怎会见彩虹？”的名句。因此我就乖乖地跟着教练
一直游，就这样一次一次，反反复复，终于学会了游泳，教
练都夸我游得好呢！

优秀的传记不仅能鼓舞人，还能使人更深刻地认识世界、了



解人生，我相信《名人传》就是这样一篇传记。

合上《名人传》的最终一页，我的思绪便像奔腾的野马般飞
奔了起来。

《名人传》是罗曼·罗兰的一部著作。这本书由《贝多芬
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三传组成。其主
人公分别为贝多芬、米开朗琪罗和托尔斯泰。

贝多芬是一个不幸的音乐家。他没有感受过家庭温情，感情
也屡屡化作泡影，而他的侄子又浪荡无能。这一切都是如此
地无情，而后的耳聋使他近乎绝望。耳聋，对于一个音乐家
是多大的打击，这简直能够将一个音乐家摧毁。应对痛苦，
贝多芬想到了自杀，然而，在死亡的边缘，贝多芬发出了要
扼住命运的咽喉的呐喊。他经过这一思想转变，成为了命运
的强者。他还用顽强的意志奏出了生命中的优美旋律。

米开朗琪罗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雕塑家。他所雕刻的塑像都
是近乎完美的。但他在生活中是一个怯弱的人，他总是选择
屈服，然而他会斗争，他同自己的弱点斗争，即使失败，他
也不会放弃。这事米开朗琪罗成为了一个棱角分明的人。

托尔斯泰是一个不屈服于命运的人，他有过两次精神裂变，
最终坚持了一颗坚强的心，一种不屈的信念。这使他成为
了“俄国的一面镜子”，一个伟大的作家。

他们都是英雄，因为他们都在抗争，他们能直面苦难，以顽
强的生命意志投身艺术，以艺术之花驱散苦难，寻找生命的
意义。我们亦要如此，坚强应对困难，不被命运所屈服。我
们要有坚定的意志，坚强的心。只要这样，我们就能够找到
生命的意义，不为活着而活着。

在罗曼·罗兰的这本《名人传》中，他描写了三位在困境中
永不沉沦，在苦难中自己救赎的三位巨匠——贝多芬、米开



朗琪罗和列夫托尔斯泰，并从不同的时代背景角度描绘出了
处于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三位大师的精神魅力和心灵之美。

读完这本书后，我就常常在想，到底是什么激励贝多芬在双
耳几乎完全失聪的状态下，仍然不放弃音乐的创作？是音乐
艺术的美妙吗？是他对名利和友情的渴望吗？我觉得都不是，
真正支撑他的是他内心不屈服于命运，努力实现自己生命价
值的信念。

这让我联想起来刚刚播出的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其中的一位
女村官段爱萍让我印象深刻，她虽身患绝症却不顾自己安危，
积极为村民抢险，几次晕倒在救灾一线上，她还自己掏腰包，
为村里新建了小学，她虽花光了自己所有积蓄，却赢得全村
人的满堂喝彩！

她用她最后的一段时间让人民记住了她，她以坚强的意志克
服病痛的折磨，为人民做好事，她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读了她们的故事，我不禁潸然泪下，我愿天下所有人都能扼
住命运的咽喉，勇于与命运抗争！

刚刚起身的太阳呵，精神抖擞，红光四溢，把整个世界照得
通亮。

暗蓝色的高空中闪耀着一颗白亮耀眼如钻石的星星——启明
星。青蛙碧绿的身体上布满了墨绿色的斑点，白白的大肚子
像是充过了气，一鼓一鼓的。

下雨了，雨点“劈劈啪啪”地敲打着玻璃窗。朝外一面的窗
玻璃上立刻聚集起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水珠。哥哥在我们村农
机队开拖拉机。他个子高高的！身体很魁梧，黑红的脸上有
一块块伤疤，每当我抬起头看到这些伤疤的时候，脑海里便
浮现出了一位拖拉机手给我描述的动人故事。



盛夏，天热得连蜻蜓都只敢贴着树荫处飞，好像怕阳s光伤了
自己的翅膀。朦胧中，我发现房间里还亮着灯。爸爸瘦弱的
身影正伏在桌上定书。啊！爸爸又工作到这么晚。天气又闷
又热，我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浸湿了。我轻轻地跳下床，去拿
毛由擦汗，顺便也给爸爸擦擦汗。走近一看，只见他脸上、
背上都浸着一颗颗豆大的汗珠，汗衫与湿透了，几只蚊子叮
在爸爸肩膀上吸血。我连忙一巴掌打过去，把爸爸吓了一跳。
我把毛巾递给爸爸，他不在意地擦了一下，又埋头工作起来。
当我重新上床时，只听时钟“当当当……”地敲了12下。

墨蓝色的天空中挂着许多小星星，它们仿佛刚刚从银河里洗
过澡似的，亮晶晶的。

寒假里，我读到了一本好书——名人中外传《牛顿》，这本
书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我们的童年，从幸福走来，从快乐走来。但是，艾萨克。牛
顿可没这样美好的童年。他还没出世，爸爸就离开了人间，
二三岁时妈妈改嫁到别处。在村里，他常被取笑为没妈的孩
子，在小朋友们眼中，他更是个成天默不做声的无聊玩伴，
只知道拿小锤子到处一通捶。

咦，等等，牛顿捶出了一个小水车，居然像模像样的，而且
放在河里也能转起来。咦，牛顿叮叮当当地做出了一个小车，
四个轮子都能转起来，居然真的能跑起来。哦，天啊，连他
的成绩也非常好，又考了个第一！

说到这里，你知道牛顿的童年到底是怎么样了吧？可就是这
个差点做了农夫的乡下孩子，凭借顽强的毅力和认真的态度，
发现了许多让全人类永远铭记，受益匪浅的真理。小时候，
牛顿常常对着天上的鸟儿发呆，长大后，他让人们飞上蓝天
有了实现结论——力学；小时候牛顿1+1等于2还是3都不清楚，
长大后，却让人难以想象复杂而庞大的运算有了准确而简便
的方法———微积分；小时候，牛顿对颜色很敏感，他从三



棱镜里发现了光学理论，让遥远的木星清晰的呈现在人类的
眼球中。还有更厉害的呢，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名人，牛顿
排名第二，足见牛顿对人类的影响力、贡献有多大。

《名人传》，顾名思义，就是写名人的传记。世界上那么多
的名人总不可能全都写下来吧！于是罗曼·罗兰便在这本书
中介绍了三个名人，他们分别是德国著名音乐家贝多芬，意
大利的天才雕刻家米开朗基罗和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我想
贝多芬和托尔斯泰都是大家的老朋友了，那我今天给大家讲
讲米开朗基罗。

米开朗基罗，全名为米开朗基罗?博纳罗蒂，作为文艺复兴的
巨匠，他以超越时空的宏伟大作，在生前和后世都造成了无
与伦比的巨大影响。他和达芬奇一样多才多艺，兼雕刻家，
画家，建筑家和诗人于一身。他得天独厚，活到89岁，度过
了70余年的艺术生涯。他经历人生坎坷和世态炎凉，使他一
生所留下的作品都带有了戏剧般的效果，磅礴的气势和人类
的悲壮。他与列奥纳多?达芬奇和拉斐尔?桑乔并称“文艺复
兴”三杰。

这本书中贝多芬是一个在音乐领域上德高望重的人，同样是
一个不畏强权的人。米开朗基罗是一名著名的雕塑家，当然
他更注重“雕”而不是“塑”，但他创造了许多不朽杰作流
于后人欣赏。托尔斯泰为后人留下了无数经典的文章，用文
学传递爱的种子。他们的职业和国籍虽不同，虽然他们都有
缺点和短处，但是，他们都从不放弃自己的理想，所以成了
举世闻名的伟人。

要敢于同命运做斗争，只要你不屈服，总有一天你会咸鱼翻
身，改变生活。人生就是奋斗，幸福大多产生在奋斗中，命
运是由自己掌控的。



述而篇第七主要讲了篇三

我读了《童年》这本书后，受益匪浅。

《童年》讲述了五岁的阿廖沙因父亲去世，跟随外祖母、母
亲投靠外祖父。在那里，阿廖沙尝尽了人世间的辛酸;外祖父
蛮横、喜怒无常，经常打阿廖沙和其他孩子。两个舅舅因为
贪图外祖父家产，常常打架，甚至谋害家庭成员;他们谋害阿
廖沙的父亲和“小茨冈”。但是尽管生活中有很多品德败坏
的人，但也有一些优秀的人在影响着阿廖沙，如和蔼的外祖
母、“好事情”、“小茨冈”等。阿廖沙就是在这种“令人
窒息的、充满可怕景象的狭小天地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一门深奥的学问，既需要包容，也需要
爱。小说中，阿廖沙的舅舅为了个人利益随意伤害他人，给
他人带来痛苦，最终让所有人都憎恨自己，不仅是家人不容
纳他们，这个社会也不容纳他们。这是很不幸，也是很可悲
的。作为人，与别人一起相处，如果只想着如何从别人身上
得到利益，不想着别人的感受，这个世界将会淹没在战乱硝
烟中。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爱、理解，只有相互之间的仇恨，
这个世界将会非常可怕。

前几年的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为了得到丰
富的石油，不择手段，在伊拉克开展了一场毁灭性的战争。
这使得伊拉克的人民痛苦不堪，妇女儿童遭到伤害，父亲、
丈夫、儿子为了保护人民而牺牲，原本美丽的伊拉克也变
得“伤痕累累”。不仅是伊拉克的人民遭殃，就连美国、英
国自己也深受其害;许多士兵在战场上牺牲，孩子失去父亲，
母亲失去儿子，妻子失去丈夫。这是多么可怕的灾难啊!

但是如果我们放下利益，放下武器，放下自私，用爱去维护
我们的世界，那么不仅是一个社会会受益，整个世界都会受
益。到处都会充满欢笑，鲜花会到处开放，人们都快乐地生
活在一起。只要有爱，没有血缘关系的两个人也能想兄弟姐



妹一样生活。

让我们放下私心，用爱来经营这个世界吧!!!

述而篇第七主要讲了篇四

童年，是儿童纯真的伙伴;童年，是儿童快乐的时光;童年，
是儿童生命的喜悲!但对于阿廖沙，他的童年却是悲惨的，痛
苦的。我们的童年和他相比，差别真是太大了。

高尔基的《童年》这本书主要讲了阿廖沙从3岁到10岁这一期
丧父，母亲改嫁。他随着脾气暴躁的日渐破落的小染坊主外
祖父和慈祥的外祖母在一起生活的童年时光。我合上书，眼
眶中有一些热泪。阿廖沙的心里覆盖了一层层阴影，幸运的
是他的心理有没有因此玷污。在黑暗的背面，有一群散发着
光芒和正直的人，给予了阿廖沙关怀和温暖，赐予他信心和
力量，使他的心灵不被扭曲，让他相信未来是充满光明的。
在他童年时期，对他影响的就是她的外祖母。她乐观、善良、
为人正直、最有光辉的一个人。她总相信善一定会战胜恶的。
她知道许多优美的故事，常常讲给阿廖沙听。她用爱开阔了
阿廖沙的视野。

我非常庆幸自己不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孩子。现在所有的父
母把自己的孩子当成掌上明珠，不让孩子做任何事。我也不
例外，我的妈妈甚至连盛饭也不让我做。我非常喜欢自己的
童年。因为我的童年充满光芒和希望。

对比阿廖沙的童年，我们无比幸福。所以，我们面对一切困
难时，应该有信心，有勇气。我们要相信黑暗一定会过去，
曙光也一定会来临的。只要我们拥有正直、勇敢和乐观，就
一定会战胜困难，取得成功的。



述而篇第七主要讲了篇五

今天，我读完《城南旧事》这本书。这本书主要讲了一名名
叫英子的女孩和她的家人从其它地方搬到北京住发生的事。

这里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英子。当英子刚搬到北京时，就听
说惠安馆里有个疯子，别人都不愿意接近她。可英子却和她
玩。从这里我可以看出英子的善良。但我们这一点却还没当
时只有5岁的英子做的好。如果我在街上看见一个疯子，我肯
定会躲得远远的。

连接近都不敢接近他，更别说和他搭话了。英子还很乐于助
人。当她听说疯子秀贞有个孩子叫小桂子，但在小桂子出生
时秀贞的家人就把她扔了。便要把小桂子找回来。当英子发
现她的朋友妞儿就是小桂子时，便要把妞儿送到秀贞那儿。

可当天英子发烧了，但她还是偷偷跑出家，送妞儿到秀贞那
儿。我觉得英子不仅仅是在帮助别人了，而是把别人的事当
成了自己的事，不然她怎么会发着高烧出来送妞儿到秀贞那
儿。我虽然也帮助过别人331，比如在我值日时，有人把作业
本拉在座位上了，我看假如别人没走远，就会帮别人送过去。
可如果别人走远了，我就不会帮别人送了。

《城南旧事》里面还有一些人给我的印象深刻，比如奶妈宋
妈，因为舍不得英子家的燕燕，所以4年没回家了。

述而篇第七主要讲了篇六

为什么萨思琪刚开始不会爱呢？因为妖精是不懂得爱的。但
是许多人对萨思琪的爱慢慢使萨思琪也懂得了爱，这其中也
包括养母安瓦拉。

安瓦拉的影响是这样的：在雅诺让萨思琪吃焦面包时，安瓦



拉从自己的面包上掰下最好的一部份递给萨思琪。

而且只要旁边有外人，安瓦拉就坚定地站在萨思琪的一边。
在村里人围追堵截要消灭萨思琪的时候，她的养父母更是义
无反顾地保护她。

萨思琪被赶到屋顶上，伤痕累累时，安瓦拉眼里充满着同情
（这是我自己感受到的）。

安瓦拉打开了爱的窗户（当然雅诺也是），推开了爱的大门，
让冷漠的萨思琪变成了善良独特还有许多美好品质的妖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