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说新语读后感(汇总9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
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是小
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世说新语读后感篇一

看到《世说新语》的书名，就莫名其妙的有一种“高大上”
的感觉，甚至认为这是一本现代书。但事实并非如此，据说
《世说新语》编于南北朝时期，是一本收录历史故事的书。

最终拿到这本书，我翻了翻，却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啊？这本书不是收录故事吗？怎样全是文言文！我对文言文
并不感兴趣，觉得没意思，便把它放下了。可再回头看时，
却被它深深吸引了。

原先《世说新语》分为三十六章，每个章节都记叙了一种思
想或行为，收录了必须篇数的历史小故事。而每篇故事下头，
都标有注释与译文。这下我就能阅读了。

那么，《世说新语》都讲了些什么？它里面有许多脍炙人口
的名人轶事，比如管宁割席、广陵散绝等，还有许多我从来
没有听说过的故事。通读下来，真是收获多多。

读了这本前无古人，也许会后无来者的好书，我心中真是感
慨万千。

首先，这本书编得十分好，它把历史浓缩成短小精悍的小故
事，让人读起来就好像在看一本故事书，而不是单调的历史
记载。并且它把诸多故事进行了分类，分成三十六章，让人
查阅起来很方便，一目了然。



其次，它经过故事传播着道理，看着一个个形象生动的人物，
我们就会明白，哪些人是学习的典范，哪些人是“负面教
材”。

《世说新语》让我眼界大开，没有想到历史遇见古文竟然能
碰出知识的火花。真心期望大家一起来读这本好书，感悟我
们中华民族悠久的礼貌历史！

世说新语读后感篇二

《世说新语》的“说人明理”的作用是很大的。比如“形骸
之外”这则故事就以“王朗从表面上来学华歆，结果离华歆
（的境界）更远了”这个结果，向我们揭示了从表面上来模
仿别人，内心会离别人更远。

再比如，“舍生取义”这则故事里，苟巨伯为了救朋友而宁
愿用自己的命换友人的命。贼兵见了苟巨伯这样做，于是相
互说：“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接着就撤退了。
苟巨伯舍生取义的精神是大家应该拥有的。

再比如，“顾荣施灸”里的顾荣，他看见送烤肉的人脸上流
露出像吃烤肉的神态，便说了一句“岂有终日执之而不知其
味者乎”，就把烤肉送给了送肉的人。后来他经遇危急时，
常有一人帮助自己，这就是接受烤肉的'人。笼统地说，这就是
“好心必有好报”。

世说新语读后感篇三

读完了《世说新语》，我不禁对书中的人物充满了敬意，他
们的品质，是常人所不可及的；他们的言行，是世人所不可
表达的，是世人应歌颂赞美的'。

中国语言文化博大精深，短短的几句却足以表达千言万语，
这也是中国语言文化的魅力所在。而《世说新语》中的第二



门，言语门，更是让我感受深刻，受到许多启发。

“钟毓兄弟小时，值父昼寝，因共偷服药酒。其父时觉，且
托寐以观之。钟毓而后饮，会饮而不拜。既而问毓何以拜，
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会
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这则文言文说的是钟毓和钟
会兄弟两小时候，一次正赶上睡觉，一起偷药酒喝。他们的
父亲已经睡醒，但暂且装作睡觉看看他们想干什么。钟毓先
行礼，然后在喝酒；钟会只喝不行礼。父亲问他们这样做是
为什么？钟毓说：“就是用来完成礼仪的，我不敢不行
礼。”而钟会则说：“偷酒本来就不合乎礼仪，所以我不用
行礼。”

可这点也引发了我的思考，为什么古代人能说出如此有哲理
的话语，而我们却不可以？我觉得，归根到底，还是在于我
们学的不够多。“学无止境”，学习是没有到底的境地，在
知识的海洋里，我们拥有的知识量是多么的渺小。我们这短
短几年的学习时间，才相当于在知识的大道上迈了一小
步。“活到老，学到老”，后面学习的漫漫长路，还需要我
们一点一点地去征服。

世说新语读后感篇四

孝，是一种境界，指的是对长辈的尊敬和孝顺，拥有对长辈
的孝，就会拥有一些美名，如孝子等，读了《世说新语》，
让我更加懂得孝之道，懂得那份亲情。

今天我读的是“德行第一”中的第9章，故事讲的是这样的一
件事：王祥对后母也非常恭敬。后母让王祥去守护李树，有
时忽然刮风，王祥就抱着李树哭泣。王祥一次在别的'床睡觉，
后母走去用刀砍他，恰好王祥去小便，后母只砍到被子，王
祥回来后，求后母把他砍死，后母被感动了，于是像对自己
亲生儿子一样对待他。



读完这个故事，我同样被王祥感动，当王祥做出去求后母把
自己砍死的决定时，是冒着多大风险去做的啊，如果后母没
有被王祥感动，那么一位孝子，一位让人尊敬的孝子，就会
死在后母的砍刀下，我想：如果我是王祥，遇到这样一条冷
血的毒蛇，要么逃得远远地，要么自己好好侍奉她。

百事孝为先，王祥能对一个想杀死自己的后母那么孝顺，我
们为什么不能对爱护自己的长辈更加尊敬，更加孝顺呢？我
们在长辈们给予的优良环境下学习和生活，怎能不感激，不
回报呢？孝，是我们最好的回报方式。

孝，是一种崇高的境界，《世说新语》这本小说集，对孝之
道又有了更深一层的解释。

世说新语读后感篇五

《世说新语》是汉末人物品评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反映，它的
不少故事是取材于魏晋时期作品《语林》、《郭子》、《名
士传》等书的。看了《世说新语》就能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
逸事笔记的内容和形式了。也可以说它是一部魏晋风流故事
集，从而起到了名士“教科书”的作用。按冯友兰的一句说
法，风流是一种人格美。当然这种人格美是以当时士族的标
准来衡量的。

《世说新语》是研究魏晋风流的极好的史料。其中关于魏晋
名士的种种活动如清谈，品题，种种性格特征如任诞，简傲，
种种人格追求，以及种种嗜好，都有生动的描写。综观全书，
可以得到魏晋时期几代士人的群像，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可
以进而了解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风尚。如《德行》中：管宁、
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
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
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通过与华歆的对
比，赞扬管宁淡泊名利。所以由此可看出一个人是否有高超
的德行，并不是一天两天所造成，德行是日积月累所培养出



来的。有德行的故事还有许多，如情绪这方面，德行较不好
的人常会以它个人的情绪为中心，心情好时大家没事，心情
不好时大家得遭殃，古时就有一位不管快乐或失意，都不会
表现于自己的情绪上，那个人就是稽康，王戎说我和稽康在
一起相处二十年，从来没有见过他高兴或者生气的表情。人
通常得到一个不好的东西，或遇到对自己有害的东西都会闪
而避之，但是有的人得到这一个东西，或者遇到这个东西也
不是闪而避之。而倒霉反而还一点不会被那样东西所波及到。
瘐亮的坐骑中，有一匹叫的卢的凶马，有人劝告他派人牵去
卖掉，瘐亮回答说：“卖它一定会有人买它，但这样又会害
了别人；哪里可把对自己有害的东西转移到别人身上呢？从
前孙叔敖杀了两头蛇，就是因为不让后人看见，从此他就成
为古人乐于传颂的佳话，我效法他不也是合理的吗？”

《世说新语》在艺术上有较高的艺术成就，鲁迅先生曾把它
的艺术特色概括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
《世说新语》涉及人物有一千五百多个，魏晋两朝的主要人
物，都包括在内。它对人物的描写有的重在形貌，有的重在
才学，通过独特的言谈举止写出了独特的人物性格，使之气
韵生动，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如“王戎有好李，卖恐人得
其种，恒钻其核”。仅用了16个字，就写出了王戎贪婪吝啬
的本性。

从另一方面谈，《世说新语》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由
于魏晋之际品评人物重视仪容辞采的风气较汉末更甚，所以
位高名重的官僚，也往往凭只言片语和某个细节来论定一个
人的优劣，或据此而援引这个人入官，如“雅量”记载王王
旬做桓温的主簿，桓温想提拔他。有一次故意突然骑马冲之，
“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动，名价于是大重，咸云是公辅器
也”。这种测验人的方法上是奇特的，从此得出是“公辅
器”的结论，尤其荒唐。又“文学”篇王衍问阮修：“老庄
与圣教同异？”阮回答说：“将无同。”王衍很赏识这“将
无同”三个字，即请阮修为椽。这就是著名的“三语椽”的
故事。这两个例子足证明当时重容止，言谈的风气之盛。



在虚无、厌世的思想基础上，魏晋士大夫都消极、颓废，或
乖僻、放荡，时时流露出生死无常，叹老嗟伤的感慨，饮酒
浇愁和养生服药，也成为一种风尚。《世说新语》从很多方
面写下了这些内容。“任诞”篇说张翰：“使我有身后名，
不如及时一杯酒”；“言语”篇记桓温因见旧时种的柳树长
大，哀叹“木犹如此，人何以堪”而流泪，即足以反映当时
士大夫的没落、灰色的人生观。此外，《世说新语》还记叙
了一些人的优良品质，如荀巨伯的重义轻生救护朋友，周处
为民除害、勇于悔过等。全是有意义的小故事。对魏晋统治
阶级的凶残、丑恶、奢侈等也做了具体的描述。这些内容可
以为研究历史做参考。

世说新语读后感篇六

阅读《世说新语文学篇》，最大的感触是古人的那种良好的
学习态度和浓厚的学习氛围。

其中让我感触颇深的是一则关于郑玄的故事。“郑玄家奴婢
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
人曳箸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
曰：‘薄言往槊，逢彼之怒’”。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郑玄家的佣人都喜欢读书。有一次，郑
玄觉得他的奴婢干事不称心，准备用“家法”惩罚。这位婢
女认为自己冤枉，想加以解释说明;但恰逢此时郑玄盛怒，于
是就叫人把她拽到院中的泥地里。这时，恰好另外一位婢女
走来，见此而问：你为什么站在泥地里?她问话时引用了《诗
经邶风式微》中的“胡为乎泥中”一句。被斥责的这位回答
时则引用了《诗经邶风柏舟》中的“薄言往槊，逢彼之怒”，
用来解释说：我本来是要向他(郑玄)说明清楚的，谁知正好
赶在他气头上。

这里且不说郑玄的不论是非的火爆脾气，单就他家里的学习
氛围就让人叹服，虽是“婢女”，却能那么娴熟地引经据典，



且诙谐隽永、恰如其分。说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缘
故吧，但是想到更多文人的事迹时，又不尽然，这里让人更
多的是感受到郑玄为学成就之高，连家里的佣人也极富文化
修养，郑玄的'学术修养更是让人钦佩。这又不禁让人想到现
在学生的学习状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作为一名中国人，
我们更应当继承和弘扬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民族精神发
扬光大，同时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

根据《世说新语文学篇》的记载，古人自身所营造的浓厚的
学习氛围真的让后人为之惭愧不已。文人为了探讨学术知识，
竞相辩论，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种胸襟和气度也是后人
鞭长莫及的，然而，这种涵养却是我们现在做学问必不可少
的一种精神，只有在互相努力的前提下，才能做到事半功倍，
让各自的研究做到飞跃性提升，也为我国强国之路的发展，
伏下强有力的一笔。

未及弱冠的王弼前往吏部尚书何晏所设宴请有名望的宾客宴
会，何晏把客人谈论最精彩的部分告诉他，并问道：“此理
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我认为这个道理讲的很对，还可
以提出质疑吗?)面对前辈，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王弼依然提出
质疑，然而在座宾客无人能对答，王弼自问自答，反复论辩
多次。何晏并没有因为王弼的大胆质疑而恼怒，王弼也博得
了在座的钦佩和敬仰。可以说王弼的行为在现在看来就是出
尽风头惹人嫉妒的，而何晏等老一辈的文人却并没有因此排
斥王弼，而是忘记年龄，虚心学习，可以说这种思想将有利
于更好地促进学术的进步，也更有利于培养新的文化传承者，
这样的胸襟和气度，这样让人折服的学术气息，让人向往，
更应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的深思。

太尉王夷甫见阮宣子时问道：“老子、庄子与儒家的教化有
什么异同?”回答说：“将无同?”太尉很满意，便任命他为
掾官，世人称他为“三语援”。而卫玠嘲笑他说：“一个字
就可以调用了，为何用三字!”宣子说：“只要是众望所归，



也可以不说话而调用，一个字都是多余的。”于是两个人成
为了朋友。宣子没有因为卫玠的嘲笑而恼怒，而是用巧妙的
语言说服了卫玠，两人在这一问题上进行学术性探讨，并没
有个人恩怨的纠纷，也更加体现了文人的学术氛围和宽容的
学术胸怀，这一点是尤为可贵的。

魏晋时期文人雅士的交往更多的是建立在学术、思想上的。
博学多才的人更多的得到人们的尊敬，对当时魏晋时期文化
等各方面发展是一种促进，也值得后人在这一点上效仿。特
别是对于文人的学识修养方面，更多方面引人深思。有一次，
殷浩、孙盛、王濛、谢尚这些名士，都聚集在王濛家里。殷
浩与孙盛共论《易》，孙盛自以为他的发言是最合理的，不
可一世。在座各人都不同意他的说法，又不能说服他。王濛
叹着气说：“假如刘真长来，一定会制服他。”孙盛也意识
到自己不如刘真长。等刘到来时，孙盛简略地说了刚才所说
的理由，语气已大不如前。刘真长讲了大约二百多句，言辞
及提问，都简明扼要，孙再无法回答。由此可见，学者们的
辩论更多的在于互补，激烈的辩论更多地体现了文人对知识
的渴求，这一方面是我们更应当看到的，也是我们应当极力
推崇的。

孙安国到中军将军殷浩处一起清谈，两人来回辩驳，都无懈
可击。侍人把端上的饭菜热了好几遍也顾不得吃。双方奋力
甩动拂尘的毛全部落在了饭菜上，宾主竟然到傍晚也没想起
吃饭。殷浩便对孙安国说：“你不要做硬嘴马，我就要穿你
鼻子了。”孙安国接口说：“你没见挣破鼻子的牛吗，当心
人家会穿你的腮帮子!”当辩论激烈到这种程度时，更加地感
叹学者们幽默诙谐的言辞，同时，双方的学术精神更是让人
由衷的佩服。

当然这当中更多是体现了文人对知识的热爱与包容。然而其
中也不乏文人利用知识摆脱困扰的例子。

郑玄在马融门下，住了三年都未见到老师，只是由马融的高



足弟子传授一些知识而已。有一次马融曾计算天象，不相符
合，门下弟子都不能解决。有人说，郑玄懂得计算。马融于
是召郑玄令他计算，郑玄把式盘一转就解决了问题，大家无
不惊奇。等到学业完成，郑玄告辞还乡，马融叹息说：“礼
乐都到东方去了!”同时又唯恐郑玄的名气高过自己，心怀妒
忌。郑玄也怀疑有人迫害他，就坐在桥下，用木屐踏在水上。
马融用《周易》转式之法进行占卜，探寻他的行踪。见到卦
象后，对身边的人说：“郑玄在土下水上，而又靠着木板，
这样必然已经死了。”于是不再追寻。郑玄因而免于难。

这个故事是说郑玄学识遭人嫉妒，郑玄机智脱困的事情，但
是我们也不难体会，学习就应该向郑玄那样，应该积极探索，
勇于向前辈和别人请教，同时自己更应该加强学术修养，利
用自己的知识做更多有用且有意义的事情，为我们国家的社
会发展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更值得一提的是，《世说新语文学篇》关于文人对妇女态度
看法的文章，谢太傅问陆退：“张凭为什么为母亲作悼念的
诔文，而不为父亲作?”答曰：“这自然是因为男子的品德已
经在他的事迹中表现出来;而妇女的美德，那就非诔文不能显
扬了。”谢朗母亲王夫人因为儿子的体弱曾对支林道
说：“新妇少遭家难，一生所寄，唯在此儿。”谢公语同坐曰
“家嫂辞情慷慨，致可传述。恨不使朝士见!”这些话语中所
显示的文人对妇人尊敬的的态度，就不难想象《花木兰》这
部文学作品为何会流传至今了，故事本身的价值当然重要，
但是，更应该看到人们对传承这些作品的积极性也是不容忽
视的方面。

《世说新语文学篇》中所谓“文学”是指文章学术，辞学修
养，也包括人生态度、处事原则。这一时期文学雅士们以清
谈为主要内容，以辩论为主要方式，对佛、道、玄学进行了
融合理解。这当中所体现的包容和学术研究精神，值得我们
用心研究，用心学习。



世说新语读后感篇七

《世说新语》是中国古代志人小说的代表作，作者是刘宋临
川王刘义庆。全书共36篇1130则，主要记载了东汉末年直至
刘宋初年近300年间的人物故事，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到政治、
经济、文学、思想、习俗、民生等诸多方面，保存了大量非
常珍贵的历史资料。刘宋临川王刘义庆不是诗人，他及其门
下文人编纂的笔记体小说《世说新语》也不是一部诗歌作品，
然而如果我们从诗的角度对这部中国最早的志人小说重新进
行解读，则不难发现，这部以记写帝王将相、名士风流遗闻
轶事为主要内容的的古典作品呈现着鲜明的诗性品质，放射
着夺目的诗性光辉。主要在反映门阀世族的思想风貌，保存
社会、政治、思想、文学、语言等方面史料，价值很高。

总体说来，《世说新语》受到魏晋流行的老庄哲学的影响，
因此在用语上，语言虽然短小，可是仍善于借对比的手法，
来突出人物的性格。而且情节具有戏剧性，曲折风趣。善于
把记言与记事结合起来写。

《世说新语》中每则故事的篇幅都很短，但读起来有如今日
读的极短篇小说，故事有首尾及高潮迭起的情节。其中所记
载的人物言行，往往是一些零星的片断，但言记言方面有一
个特点，就是往往如实地记载当时口语，不加雕饰，因此有
些话不很好懂但是言简意赅，很能传达人人物特征。一般都
是很质朴的散文，反映出有时如同口语，但是意味隽永物的
个性特点。

善于抓住人物特征。作者常用简单几个字，精确地描绘出主
角的语言、动作，主角的性格便清楚的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如
“曹操捉刀”时的描写。

善用对比突出人物性格。比如淝水之战时谢安的沉着和朝中
大臣们的惊慌。还有，桓温伏甲设宴，广请朝士，想借机除
去谢安、王坦之。王坦之惊恐万分，谢安却“谢之宽容，愈



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

此外，《世说新语》善用对照、比喻、夸张、与描绘的文学
技巧，比如“未若柳絮因风起”的典故。不仅使它保留下许
多脍炙人口的佳言名句，更为全书增添了无限光彩。

因为政治原因，魏文学智慧、人生智慧晋时期“玄言”成风，
名士彦流多尚清谈，经常雅集，清谈时多手执麈尾，作神姿
仙态名士风流最令人景仰的是他们身上的诗性傲骨。他们纵
酒放诞，蔑视礼法，张扬个性，标举才情，狂放不羁，随性
任事，超然物外，笑对生死，蔑视富贵，不就官职……他们
是那个时代身上的龙骨，让我们在千年之后，仍然怀想起他
们：名士本色，独立特行。或体现为山林之志，或表现为乖
时癖行。耿介不阿，傲视万物，不与时务经怀，潇潇洒洒。

我想不愤世嫉俗人的很难成为名士，尤其难成为魏晋时代的
名士。《世说新语》就给我们描绘了一个这样的社会群体或
说是文化群体。

如今，《世说新语》除了文学欣赏的价值外，人物事迹，文
学典故、等也多为后世作者所取材，引用，对后世笔记影响
尤其大。《世说新语》的影响、魏晋风度的风范已深深地扎
根于知识分子心中，它所体现的理想的、审美的人生境界成
为中国知识分子永远的追求。

世说新语读后感篇八

夜幕再一次降临了，在这样一个夜晚，我似乎回到了千年以
前。

那是一个黑夜，九岁的徐孺子在月光下玩耍，有人对他
说：“如果月亮中什么都没有，该会十分明亮吧！”徐孺子
听了回答道：“不是这样的。就好比人的眼睛里有瞳仁吧，
如果没有瞳仁的话，眼睛就一定看不到东西呀。”这个故事



是出自于《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作，
由南朝宋时刘义庆编攥，记载了后汉至南朝宋时名士贵族的
遗闻轶事，堪称一部记录当时社会、政治、文学的杂史，具
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全书依内容分为“德行”、“言
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三十六
门，通过人物的品评和玄远的清谈，生动的再现了魏晋时期
名士大家的玄妙言谈和奇特行事，也可谓是一部文学价值极
高的古典名著。中国文明历史悠久而我这个深爱祖国的人却
只晓其中极少的一部分，可知我还要继续努力学习和祖国一
起成长，去感受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我和我的祖国是分不开的，因为我爱这个美丽的国度——中
国。许多人都会觉得我爱得不够深，但是这三个字是最简单，
也是最能表达出自己对某种事物热爱之情。让每个中国人甚
至地球人都深深地记着、爱着这个国度——中国让爱传达千
万里，一直永恒下去，直到天荒地老、海枯石烂。

我爱你我的祖国。

世说新语读后感篇九

不好意思现在才写，是我太懒了。

我看了一本世说新语，这本书中摘写了许多的小故事，都是
一些说道德，说道理的故事。不过我还是看得津津有味，就
像故事书一样。

我看到一篇什么管宁和华韵的故事，管宁和华歆有一天共同
在菜园里翻土种菜，他们看到地上翻出了一块金子，管宁没
有捡起金子，而是将金子像泥土一般，继续翻土。华歆却把
金子拾在手中看了一看，才丢回地上。还有一次，两人一起
在读书。一位做官的人乘车而过，大家都去看热闹了。华韵



把书丢到一边，去看热闹了。于是管宁拿刀割断草席，分开
去坐，向他说：“你并不是我的朋友啊！”华韵因为一时的
有趣，为了一时的富有，而失去了一个好朋友。我觉得华韵
没有高尚的品德，而管宁就有高尚的品德。他看到金子不动
心，因为这不是他的，他不会做对不起良心的事。华韵从捡
黄金的事看出他想把黄金占为己有，只是怕管宁看到。我觉
得我要像管宁一样，不为金钱失去良心。不为名和利失去良
心。

孔融被别人抓了，可他一直哀求别人不要把自己的两个儿子
也捉了。但孔融的两个儿子却说：“父亲难道见过打反了的
鸟巢下面还有完整的蛋，这两个儿子也立马被抓了。”虽然
这两个孩子被抓了，但他们小小年纪懂得整体既然保全不了，
那么个体也不可能独存。孔融的两个孩子虽小，但懂得这个
道理，应此不做没有用的哀求，从容镇定的接受厄运。我要
学这两个小孩，眼望未来，知道结果以定，就不做无谓的事
了。

邓艾口吃，总是称自己“艾艾”有一天，皇帝和他开开玩笑
说：“你说艾艾，到底有几个艾。”邓艾回答凤兮凤兮，本
来就是一只凤。邓艾即显得子己博学多才，会用论语。又让
皇帝无地自容，无话可说。婉转的挽回了自己的面子。我遇
到困难时，我也要学邓艾用婉转的语言跟别人说，不会和别
人大吵大闹。

还有许多，我就不一个一个说过去了。反正我受益匪浅。作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