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心得体会(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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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巴黎圣母院篇一

我曾有幸游览巴黎，亲眼目睹了世界闻名的巴黎圣母院。这
座宏伟的教堂并不仅仅是一座建筑物，而是诉说着巴黎的历
史和文化的见证，让我深有体会。首先，巴黎圣母院的建筑
风格令人叹为观止。其次，这里的宗教氛围让人心生敬畏。
再次，圣母院饱含的历史故事和文化底蕴令人感叹。最后，
我从巴黎圣母院的参观中体会到了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珍惜
和保护的重要性。总之，游览巴黎圣母院让我对这座城市的
精神与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让我感受到了人类文明的
伟大之处。

首先，巴黎圣母院的建筑风格令人叹为观止。巴黎圣母院以
其哥特式建筑风格而闻名于世，它的高大和细致雕刻令人叹
为观止。站在这座教堂面前，我感受到了它的庄严和恢弘。
它的尖塔高耸入云，宛如挺拔的尖刀，充满力量感。而教堂
内部的拱顶和彩色玻璃的设计更是精妙绝伦，每一处细节都
展现着建筑师的匠心和艺术修养。巴黎圣母院的建筑风格不
仅仅是为了美观，更是一种对艺术和建筑技术的高度追求。

其次，巴黎圣母院的宗教氛围让人心生敬畏。进入教堂的大
门，才能真正感受到它内部的庄严和肃穆。远处的祭坛的光
芒照耀着半暗的教堂，散发出一种神秘和神圣的气氛。人们
有组织地坐在长椅上，低声祷告和歌唱。神父在台上为众人



布道，他们的敬畏和虔诚感染着每一位参观的游客。巴黎圣
母院是一座活跃的教堂，每天都会举行弥撒和其他宗教仪式，
这里的宗教信仰是法国历史上重要的一部分。

再次，巴黎圣母院饱含的历史故事和文化底蕴令人感叹。这
座教堂始建于1163年，已经有将近900年的历史。它见证了法
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事件，包括君主加冕和重要的庆典。在
教堂内部的玫瑰花窗上，描绘着圣经中的故事和历史人物，
每一幅画都有着深刻的寓意。而巴黎圣母院也是维克多·雨
果的名著《巴黎圣母院》的背景，这部作品使它更加著名和
具有文化意义。

最后，游览巴黎圣母院让我深刻体会到了对于历史文化遗产
的珍惜和保护的重要性。在2019年的一场大火中，巴黎圣母
院的尖顶和大理石墙面遭到了很大破坏。这场火灾让人们意
识到，历史建筑物并非永恒不朽，它们同样需要我们的呵护
和保护。这场灾难也激发了人们对于历史建筑保护的关注和
重视。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工作经过数年的努力，使教堂恢复
了昔日的辉煌，同时也提醒我们珍惜和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

总之，巴黎圣母院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它代表着巴黎的历史
和文化，令人叹为观止。其建筑风格的壮丽，宗教氛围的肃
穆，历史和文化的底蕴，以及对于遗产保护的意义，都深深
触动了我的心灵。巴黎圣母院的参观经历让我对这座城市的
精神与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让我感受到了人类文明的
伟大之处。我们应当珍惜和保护这样的历史建筑，让它们继
续为我们的后代展示人类的创造力和智慧。

巴黎圣母院篇二

《巴黎圣母院》是法国文学家维克多·雨果创作的长篇小说，
1831年1月14日首次出版。

该小说的场景设定在1482年的巴黎圣母院，内容环绕一名吉



卜赛少女爱斯梅拉达和由副主教克洛德·弗洛罗养大的圣母
院驼背敲钟人卡西莫多。该小说曾多次被改编成电影、电视
剧及音乐剧。

卡西莫多和爱斯梅拉达都是弃儿，并没有令人艳羡的家庭，
甚至可以说没有家庭，在社会的风雨中长大，但同时也饱受
着自然的滋润和雨露，最终成长为最真实质朴的模样。

爱斯梅拉达是真善美的化身，我更愿意把她看作是“傻白
甜”，她始终活在自己对于爱情的幻想中，不认清事实，仅
凭借外表便认定了自己所爱的那个人。她的爱情是非常具有
浪漫主义的，尽管作品中没有详细描写，但我甚至可以窥见
她的内心，她对弗比斯充满着种种的爱情的幻想，像是每一
个少女所憧憬的那样。可惜的是，这个人并不是她所想象的
那样。

卡西莫多的丑实在是超出了我的想象，这样的一个人，似乎
注定要被人嫌弃厌恶，但这样一个丑陋的外表下，去有着一
颗善良的心灵。尽管他是克洛德的养子，但他对爱斯梅拉达
的爱情却是忠贞的，执着的，甚至是有些柏拉图的。在爱斯
梅拉达因为被冤枉和遭受酷刑承认自己莫须有的罪行后，他
收留了她。

但却并没有趁火打劫，他对她的关心始终是站在一个远远的
距离，提供给她所需要的，他能够给予给她的，最大的帮助。

天真的爱斯梅拉达对弗比斯一见钟情，便与他约会。二人约
定见面的当天，副主教克罗德悄悄尾随。出于嫉妒、报复心
理，克罗德用刀刺伤了弗比斯，受惊过度的爱斯梅拉达当即
昏倒，克罗德立即逃跑，并将罪行嫁祸给可怜的女孩。于是，
无辜的吉卜赛女孩因杀人罪而被逮捕，她还以为弗比斯已死，
也陷入了无比痛苦中。接受审判的时候，爱斯梅拉达起先当
然不肯承认罪名，但后来被屈打成招，她受不了“穿铁靴”
的酷刑，承认了罪行，因此被法庭判处绞刑。当晚，案件的



真凶——克罗德来到监狱，向可怜的爱斯梅拉达表达了自己
的爱意，并以带她离开为条件，想逼爱斯梅拉达就范，但是
被女孩断然拒绝。

第二天，爱斯梅拉达被押赴刑场时，看见曾对自己情意绵绵
的弗比斯跟一个女子在路边冷眼旁观，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沉重的打击使她几乎昏倒在地。此时，一直默默爱着她的卡
西莫多挺身而出，劫了法场，把爱斯梅拉达从绞刑架上救下，
抱进了巴黎圣母院内藏了起来，并对她照顾有加。阴险的克
罗德对爱斯梅拉达仍不死心，他找到女孩房间的钥匙，半夜
潜入屋子准备奸污爱斯梅拉达。紧急关头，女孩吹响了卡西
莫多交给自己的哨子。敲钟人及时赶到，黑暗中将潜入者扔
出屋去。月光下，他猛然发现这个企图侮辱爱斯梅拉达的男
子竟是他一直敬重的克罗德副主教。恼羞成怒的克罗德气冲
冲地离开，嫉妒之情在他心中越发强烈。他下定决心：如果
自己得不到女孩就将她毁灭。

故事发展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那真善美的化身爱斯梅拉达已
经对弗比斯彻底绝望，终于走出了自己的幻想，看清了自己
所爱的这个人的真实面目。

《巴黎圣母院》和其他的书不一样，雨果坚持着自己浪漫主
义的文学观，要么至善至美，要么至恶至丑。爱斯梅拉达就
像是一个天使一般，纯洁无瑕。敲钟人卡西莫多那么深沉的
爱上了这个纯洁的女孩，他日复一日的重复着敲钟的工作，
钟声一日一日的回荡在巴黎的上空，对于这个女孩，他更是
拿出他全部的生命来守护，不管对方是不是爱他。这样的爱
情，伟大到让人难以置信。

钟声依然会再次回荡在巴黎的上空，或许没有人会在意钟声
和之前有什么不同，卡西莫多也不会在意，他在离自己至爱
最近的地方，就像是他一直坚守的那样，默默陪伴。



巴黎圣母院篇三

(一)雨果曾在《巴黎圣母院》的序言里说，数年前，他在参
观她时，在一座尖顶钟楼的阴暗角落里，发现墙上手刻的
字：anarkh。这几个大写的希腊字母，历经岁月侵蚀，黑黝黝
的，深深嵌进石头，这些难以描状的符号，尤其所蕴藏的宿
命和悲惨的意义，深深震撼了他的心灵。

(二)千百年来，塞纳河从她身边静静迤然而过，不舍昼夜，
洗涤历史的烟尘;而她亦额头布满沧桑，阅尽了世事风云变幻，
不动声色。

(三)那时候圣母院前有露天的咖啡馆，他在那儿喝工夫咖啡，
口味浓重，一向坐到夕阳落尽，看晚霞的色彩在圣母院白色
的石墙上均匀涂抹。我想象着当年的雨果，究竟是怀着一种
怎样的看不见的心境，日夜徘徊在圣母院前墙巨大的阴影下
头，听着钟楼传来的悠悠钟声，轻轻抚摩那一块快被岁月雕
刻上命运的石头，钟楼上神秘的文字情不自禁地跳入脑海，
他心里缓缓升起一股崇高而痛楚的情愫，开始构思一个波澜
壮阔的故事。

(四)他左思右想，这苦难的灵魂是谁，非把这罪恶的烙印，
或者说这灾难的烙印留在这古老教堂的额头上不可，否则就
不肯离开尘世。参观完以后，那面墙壁经过了粉刷和刮磨，
刻在圣母院阴暗钟楼上的神秘字迹也就随之泯灭了，如今已
荡然无存，其催人泪下所概括的那段不为人知的命运，也烟
消云散了。在墙上写下字的人，连同字，都从人间消失了。

(五)对于很多没去过巴黎的人，她更多时候是一本书名和一
个痛苦的故事。她的名字和雨果紧紧相连，这位19世纪法国
伟大的诗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和政论家，诗歌的革新者、
浪漫派戏剧的创立者，凭借自我的智慧和心血，为一块块毫
无生气的、冰冷的石头注入了血液和灵魂，成就了她的丰腴
和美妙。他们仿佛一对恋人。



(六)暮春的天气，泛着些慵懒，尤其在这样的夜晚，灯火凄
迷，你和一盏灯都不说话，选择沉默——这样的氛围或多或
少让人有点恹恹欲睡的感觉。如果此时耳畔突然响起了钟声，
沉郁而浑厚的，一丝不苟地剥开夜色，来叩问你的灵魂，你
又会想到些什么我在黑夜里想象，用颤抖的手指拨开重重迷
雾，穿过浓重的夜色，抵达十五世纪的巴黎。矗立在我眼前
的是座巨大的哥特式建筑，高高的塔楼刺进苍穹。匍匐在巨
人的脚下，我可是是一只卑微的蚂蚁。她就是举世闻名的巴
黎圣母院，一首庞大的宏伟的石头的交响乐。

(七)那些石头至今必须还记得，当时他深沉而悲悯的叹息，
炽热的手指仿佛一团燃烧的火焰，感知到他痛苦地摸索人性
的心脏的历程。

(八)格雷沃广场上，美丽善良的吉普赛流浪姑娘爱斯梅拉达
翩翩起舞，身后跟着漂亮聪明的加里;撞钟人卡西莫多丑陋畸
形的身躯在钟楼上来回跳荡，发出怪兽一般的咆哮;神父阴郁
的影子幽灵一样，厚重溽湿，借着黑色的外衣，在钟楼顶层
的院墙内闪烁不止。

(九)在这远离尘世，接近天堂的钟楼塔顶，是属于卡西莫多
的崇高而圣洁的世界，也是孤独而绝望的世界。那天，他从
那里放眼望出去，巴黎密密麻麻的房子被大街小巷切割得七
零八落。阴凉的晓风吹过来，似乎连钟楼都在瑟瑟发抖。

(十)巴黎圣母院的顶部是两坐钟楼，南钟楼的巨钟重十三吨。
卡西莫多以往是这儿的钟乐奏鸣家。那些钟是唯一能深入到
这个聋子和独眼人灵魂深处的一丝光亮。他爱它们，他跟它
们说话，了解它们，享受他独一无二的欢乐。他让这神秘的
教堂流动一种特殊的生气。

(十一)原先是在人群与焰火之间一个宽阔的空地上，有个少
女在跳舞。



(十二)最伟大的建筑大半是社会的产物而不是个人的产物。
与其说它们是天才的创作，不如说它们是劳苦大众的艺术结
晶。它们是民族的宝藏，世纪的积累，是人类社会才华不断
升华所留下的残渣。总之，它们是一种岩层。每个时代的浪
潮都给它们增添冲积土，每一代人都在这座纪念性建筑上铺
上他们自我的一层土，人类也是这样做的。

(十三)感情是什么是一道神奇的加法：一个思念加上一个思
念，就能变成十五的月亮。是一轮非凡的听力：即使隔着千
山万水，也能听到彼此的激动的心跳。是一串美妙的语言：
能够是柔情似水，如同烟波，也能够风风火火，惊天动地。
是一把牢固的锁：它把亲密恋人如情如语的话，锁进记忆的
梦里。是一种特等的信函：装在里面的是一个甜甜的吻，寄
出去的是一个亲亲的问候。

(十四)很难形容他在那些钟乐齐奏的日子里享有的那种欢乐。
每当副主教放开他，向他说“去吧”的时候，他爬上钟楼的
螺旋梯比别人下来还快。他气喘吁吁地跑进放那口大钟的房
间，沉思地、爱抚地向那口大钟凝视了一会，之后就温柔地
向它说话，用手拍拍它，好像对待一匹就要开始一次长途驰
骋的好马，他对那口钟即将开始的辛劳表示怜惜。这样抚慰
了一番之后，他便吼叫一声，召唤下一层楼里其余的钟开始
行动，它们都在粗绳上挂着。

(十五)这时那座钟塔震动起来了，他呢，吼叫着，磨着牙齿，
他的头发根根直竖，胸膛里发出拉风箱一般的响声，眼睛里
射出光芒，那口古怪的大钟就在他下头喘息地嘶鸣，于是，
那既不是圣母院的钟也不是伽西莫多了，却成了一个梦境，
一股旋风，一阵暴雨，一种在喧嚣之上的昏晕，成了一个紧
抓住飞行物体的幽灵，一个半身是人半身是钟的怪物，一个
附在大铜怪身上的阿斯朵甫。

(十六)他想像她或许又回来了，一位仁慈的天使必须把她带
回来了，这小屋子这么沉静，这么稳固，这么可爱，不会没



有她在里面的，他不敢向前再走一步，唯恐他的幻想破灭。
他自言自语地说道：“是的，她也许还在睡觉，或者在祈告。
不要去惊动她。”

(十七)雨果曾在《巴黎圣母院》的序言里说，数年前，他在
参观她时，在一座尖顶钟楼的阴暗角落里，发现墙上手刻的
字：anarkh。这几个大写的希腊字母，历经岁月侵蚀，黑黝黝
的，深深嵌进石头，这些难以描状的符号，尤其所蕴藏的宿
命和悲惨的意义，深深震撼了他的心灵。

(十八)那时候圣母院前有露天的咖啡馆，他在那儿喝工夫咖
啡，口味浓重，一向坐到夕阳落尽，看晚霞的色彩在圣母院
白色的石墙上均匀涂抹。我想象着当年的雨果，究竟是怀着
一种怎样的看不见的心境，日夜徘徊在圣母院前墙巨大的阴
影下头，听着钟楼传来的悠悠钟声，轻轻抚摩那一块快被岁
月雕刻上命运的石头，钟楼上神秘的文字情不自禁地跳入脑
海，他心里缓缓升起一股崇高而痛楚的情愫，开始构思一个
波澜壮阔的故事。

(十九)他左思右想，这苦难的灵魂是谁，非把这罪恶的烙印，
或者说这灾难的烙印留在这古老教堂的额头上不可，否则就
不肯离开尘世。参观完以后，那面墙壁经过了粉刷和刮磨，
刻在圣母院阴暗钟楼上的神秘字迹也就随之泯灭了，如今已
荡然无存，其催人泪下所概括的那段不为人知的命运，也烟
消云散了。在墙上写下字的人，连同字，都从人间消失了。

(二十)对于很多没去过巴黎的人，她更多时候是一本书名和
一个痛苦的故事。她的名字和雨果紧紧相连，这位19世纪法
国伟大的诗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和政论家，诗歌的革新
者、浪漫派戏剧的创立者，凭借自我的智慧和心血，为一块
块毫无生气的、冰冷的石头注入了血液和灵魂，成就了她的
丰腴和美妙。他们仿佛一对恋人。

(二十一)暮春的天气，泛着些慵懒，尤其在这样的夜晚，灯



火凄迷，你和一盏灯都不说话，选择沉默——这样的氛围或
多或少让人有点恹恹欲睡的感觉。如果此时耳畔突然响起了
钟声，沉郁而浑厚的，一丝不苟地剥开夜色，来叩问你的灵
魂，你又会想到些什么我在黑夜里想象，用颤抖的手指拨开
重重迷雾，穿过浓重的夜色，抵达十五世纪的巴黎。矗立在
我眼前的是座巨大的哥特式建筑，高高的塔楼刺进苍穹。匍
匐在巨人的脚下，我可是是一只卑微的蚂蚁。她就是举世闻
名的巴黎圣母院，一首庞大的宏伟的石头的交响乐。

(二十二)格雷沃广场上，美丽善良的吉普赛流浪姑娘爱斯梅
拉达翩翩起舞，身后跟着漂亮聪明的加里;撞钟人卡西莫多丑
陋畸形的身躯在钟楼上来回跳荡，发出怪兽一般的咆哮;神父
阴郁的影子幽灵一样，厚重溽湿，借着黑色的外衣，在钟楼
顶层的院墙内闪烁不止。

(二十三)在这远离尘世，接近天堂的钟楼塔顶，是属于卡西
莫多的崇高而圣洁的世界，也是孤独而绝望的世界。那天，
他从那里放眼望出去，巴黎密密麻麻的房子被大街小巷切割
得七零八落。阴凉的晓风吹过来，似乎连钟楼都在瑟瑟发抖。

(二十四)巴黎圣母院的顶部是两坐钟楼，南钟楼的巨钟重十
三吨。卡西莫多以往是这儿的钟乐奏鸣家。那些钟是唯一能
深入到这个聋子和独眼人灵魂深处的一丝光亮。他爱它们，
他跟它们说话，了解它们，享受他独一无二的欢乐。他让这
神秘的教堂流动一种特殊的生气。

(二十五)伽西莫多在劫掠爱斯梅拉达时被捕，第二天被带到
邢台上示众：伽西莫多由于长得奇丑无比，从小备受人们的
鄙弃，嫌恶和欺侮。而这一次，因为劫掠埃及姑娘而被捕，
更是受尽了折磨和凌辱，人们都嘲笑他，咒骂他，虐待他，
这时，奇异的事情却发生了，那个被劫掠的波西米亚姑娘从
人群中走了上来。

(二十六)伽西莫多此时的心理反应是：她是来报复的，是想



别人一样来打他的。当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也相信伽西莫多
的确定，以怨报怨，这是世间最公平的法则。伽西莫多愤怒
了，我们看到他的独眼里射出了雷电一样的怒火，几乎能够
致人于死地----如果眼光能够杀人的话。

(二十七)然而出乎一切人的意料之外，埃及姑娘不是来报复
他的，她是可怜他，为他送上一口水的。姑娘这样的举动给
了我一种心灵震撼的感觉，那姑娘真是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啊。
之后，伽西莫多那一向干燥如焚的眼睛里，流出了一颗大泪
珠，沿着那长时间被失望弄皱了的难看的脸流下来。这也许
是那不幸的人生平第一次流出眼泪。我们能够想见他此刻的
心境，他的眼睛之所以干燥如焚不就是因为缺少爱吗是姑娘
的一口水滋润了他的心田，化成感动的泪水，流动下来。埃
及姑娘的举动太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了，由于惊讶于她的善良，
他居然忘了去喝水!

巴黎圣母院篇四

流言蜚语、忙不及履、津津乐道、俯首恭听、拮据、涉足其
间、措词激烈、

惊恐万状、喧嚣、怪癖、驾驭、心醉神迷、魔窟、唾骂、曙
光初生、泰然自若、

校园、校舍、教室、操场、跑道、安静、喧哗、嘈杂、洁净、
干净、整洁、欢乐、

玩耍、做操、运动场、田径场、绿茵茵、静悄悄、生机勃勃、
生机盎然、生机勃发、

春色满园、洒满阳光、人声鼎沸、书声琅琅、热闹非凡、垂
柳依依、林荫小道、你追我赶、

欢声笑语、环境幽雅、清香四溢、景色迷人、奋发向上、茁



壮成长、三五成群、热闹欢腾

巴黎圣母院篇五

作文”我发现了一个重大新闻：小乌龟不见了！750字作文”
于是，它们就欢蹦乱跳地去找水和抹布了。＂小男孩含着泪
说：＂谢谢您。”我说“能做吗；我这么一说，妈妈总算想
了起来。

巴黎圣母院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克洛德指示敲钟人卡西莫
多劫持爱斯美拉达。卡西莫多因此被判鞭刑，在行刑广场上，
爱斯美拉达不计前嫌给他喂水。后来，爱斯美拉达由于受到
克洛德的嫁祸而被判死刑。卡西莫多从刑场就出爱斯美拉达，
藏于圣母院，但却被克洛德就去交给了官兵。行刑之日，卡
西莫多将克洛德从楼顶推下坠死，自己则在爱斯美拉达的遗
体旁自尽。

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情节是行刑之日，隐修女与爱
斯美拉达母女相认。从相认到离别，从无比喜悦到万分悲痛，
我的心也跟着跳动。一会儿替她们高兴，一会儿替她们悲伤。
当读到隐修女用自己的生命去跟士兵们搏斗时，脑海中便浮
现出那个场面：隐修女露出恶魔般的表情，发出嘶哑的吼叫，
来保护自己的女儿。最后士兵越来越多，隐修女跪下来，流
着泪，用凄惨的.声音苦苦哀求他们，最后母女还是分离。睁
开眼后，我再看看文字，十分感动，心想：这就是母爱的力
量啊！

我由此想到了现实生活中的母爱。妈妈把好的都给了我，我
却无数次的使她生气，使她失望，就拿那一次来说吧。那天，
我放学没有回家，跟同学一起去广场上玩耍，因为玩得太尽
兴，太开心，所以忘了告诉妈妈。天都快黑了，爸妈都不见
我回家。爸爸妈妈就焦急的四处寻找。最后妈妈找到了我。
妈妈看着我，眼神里透露着气愤。我不敢直视妈妈的眼睛，
心里十分害怕。过了许久，妈妈扔出了一句话：“你跟我回



家。”我听了以后，只好像个罪犯一样走在妈妈身后，乖乖
地跟妈妈回家。回去后妈妈责骂我，我还理直气壮，跟妈妈
顶嘴，心想：不就是出去玩了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
吵完后，妈妈的脸上不再是愤怒，而是悲伤。妈妈低着头，
脸上满是失望的神色。过了很久后，她说：“你真是太令我
失望了。”在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后
来的那一天，饭照吃，衣照穿，不同的是妈妈没有跟我说一
句话。之后，那件事过了好久才平息。

读了《巴黎圣母院》以后，我在心里暗暗下了决心：我要更
加珍惜跟父母相处的每时每刻。我一定会朝着目标，努力前
进的！

巴黎圣母院篇六

好词：

好句：

11、这是黄昏的太阳，我们却把它当成了黎明的曙光。——
维克多·雨果《巴黎圣母院》

12、痛苦总是守在欢乐旁边。——维克多·雨果《巴黎圣母
院》

13、要想叫观众耐心等待，先得向他们声明马上开演。——
维克多·雨果《巴黎圣母院》

15、宽宏大量，是惟一能够照亮伟大灵魂的光芒。《巴黎圣
母院》

巴黎圣母院篇七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名叫《巴黎圣母院》。《巴黎圣母院》



是19世纪初的作家，被人们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

《巴黎圣母院》讲的是，在15世纪愚人节的一天，被大众抬
起的'残废畸形的“愚人之王”——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卡西
莫多，在圣母院门前正在卖艺的吉普赛女郎爱斯梅拉达和她
的小羊，被穷诗人甘果瓦被她的美貌和舞姿迷住了。圣母院
的副教主克洛德·弗洛罗也很喜欢她，想方设法的陷害爱斯
梅拉达。最后敲钟人卡西莫多救了爱斯梅拉达，卡西莫多终
于认清了弗洛罗的狰狞面目。可是不幸的是最后爱斯梅拉达
还是被陷害而死，她的尸体被仍在了坟墓堆里，最后敲钟人
卡西莫多最后紧紧地抱住了她的尸体。两年以后人们发现有
两具尸体，他们永远的在一起了!

巴黎圣母院篇八

昨天，爸爸去张店出发，给我带来了一本《巴黎圣母院》，
让我爱不释手，这本书的作者是法国的维克多。雨果。

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叫卡西莫多的面容丑陋的残疾人，从小被
巴黎圣母院的副教主克洛德收养，并让他成为巴黎圣母院的
敲钟人，由于常年敲钟，使他的耳朵聋了，后来，克洛德指
使他去抓爱斯梅拉达，却使国王卫队抓住，并让他受尽了屈
辱，而克洛德为了得到爱斯梅拉达，刺伤国王卫队长腓比斯，
使爱斯梅拉达关进了大牢，又被卡西莫多救出，而流浪人们
得知爱斯梅拉达被抓，包围了巴黎圣母院，企图救出爱斯梅
拉达，但因为卡西莫多听不到，所以破坏了这个计划，让爱
斯梅拉达被抓走并送上了绞刑架，卡西莫多知道真相后，把
自己阴险的'养父克洛德推下钟楼，然后自己找到爱斯梅拉达
的尸体紧紧抱住而死。

读完小说，给我留下最大印象的是卡西莫多，他虽然拥有恶
魔一般的面孔，但却拥有一副天使一般的好心肠，他勇敢为
了救过自己的爱斯梅拉达，勇敢地赴汤蹈火，他正直，当得
知是自己的养父把爱斯美拉达害死，就把他推下了钟楼，他



还有情感，让自己死在爱斯梅拉达的尸体旁边。

这本书很不错，你也可以找来读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