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名著读后感(大全8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如何才
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
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
所帮助。

初中名著读后感篇一

看了《勇气》这本书，知道了勇气是什么。

勇气有很多种。

勇气是平平常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比如：第一次骑自行车
不用安全轮也不用别人扶，这就是勇气；还有，勇气就是有
胆量去参加智力竞赛；有胆量一个人睡一个房间……勇气就
是大口大口地吃青菜；勇气也是认真地一页一页阅读小说。
书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勇气就是当和别人发生争吵后自己主动
先去讲和，当我看到这儿时心里很惭愧，每当我和我的好朋
友王景宏发生矛盾时，自己从来不主动找他讲和，心里还是
生他的气。以后我要做一个有勇气的男子汉，把自己的小气、
自私统统删除，在朋友面前展现一个宽容、大度、乐观的我。

最后，我明白勇气就是给别人带来快乐、幸福！勇气也是人
与人相互给予的东西！

初中名著读后感篇二

在这个假期里，我读了一本名叫《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书。
书中的主人公海伦凯勒令我大为佩服，她的坚持不懈，尤为
让我赞叹。她只拥有着十九个月的彩色世界，然后，在她眼
前的就只有一片虚无，耳边也听不到这大自然演奏的乐曲，
但是在安妮·莎利及其他老师的帮助下，在亲朋好友的关爱



下，海伦凯勒克服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她不仅完成了哈
佛大学学业，还学会了德语、法语、拉丁语等多种语言，更
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学士学位。

或许有人说她是不幸的，但是，在我心中，她的不断追求，
得到了上帝的眷顾，或许这一切都源于她自己的努力，所以，
她是幸运的!当海伦凯勒感悟到“水”这个她所认识的第一个
字后，便开始了对知识的强烈渴求，她开始迫不及待地认字、
阅读，不断地享受着知识给她所带来的乐趣。她对知识的渴
求，使她做到了一切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她阅读了多部文
学和哲学名著，吸取着那些伟人和智者的思想精髓。她把学
习比做攀登奇山险峰，跌倒了再爬上去，每得到一点进步，
就有一份鼓舞，逐渐看到更为广阔的世界，直到璀璨的云端、
蓝天的深处、希望的顶峰!这些知识，像一盏盏明灯，照亮了
海伦凯勒心中的畏惧，照亮了她的内心世界，更为海伦凯勒
和这个世界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

尽管如此，不平凡的她，依旧有着一个最最平凡的梦想，她
想拥有三天的光明，或许这一个愿望已经在她的脑海中呈现
过了无数次，所以，她才会有着如此准确的目的：第一天，
她要透过“灵魂之窗“看到那些鼓励她生活下去的善良、温
厚与心怀感动的人们。第二天，她要在黎明起身，去看黑夜
变成白昼的动人奇迹。第三天，她将在当前的日常生活中度
过，到为生活而奔忙的人们经常去的地方去体验他们的快乐、
忧伤、感动与善良。不错，或许我就是被她的坚持所感动，
被她的毅力所感动，被她的梦想所感动!

初中名著读后感篇三

孔子是古圣先贤，他说古之学为已，今之说为人。切合实际!
在当今天信息化时代，几乎人人都在玩朋友圈，做了一些光
彩的事都在宣传。有些可能就是些表面功夫，华众取宠而已，
有些是实际的。自己常发朋友圈，也是自我的一种宣传。但
是，做事，首先应是出自自己的良知，自发自愿的一种行为。



学习，首先是为了自己成长。

里面有几句对自己震憾比较大的。比如，君子忧道不忧贫。
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这是对现代人在盲目追求物质
利益一种警示。现今金融市场，以及各行各业，盲目追求物
质利益，坑蒙拐骗的情况时有发生。都难长久，事情败露之
后，有些人可能进监狱。一人得利，众人受罪。凡是经得起
时间考验的，一定是遵守做人做事基本原理准则。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这个道就是合乎道义!!

另外，论语六言六蔽，对自己也有较大震憾作用。如右：子
曰：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
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
也狂。六种美德，不学习发展到极端就变成一种恶习。对别
人仁慈仁爱虽是好事，但是若不明其中道理，不分是非的好，
那就不是好事了，会变成一种愚蠢;一个人虽然聪明，但不学
习不提高自己修养，其弊端是容易放荡不羁;一个人讲诚信却
不学习，其弊端是拘于小信而贼害自己(出现韦生抱树而死的
情况);喜欢直率而不好学习，其弊就是说话尖刻刺人;喜好刚
强而不爱学习，其弊是狂妄自大。做人做事在于恰到好处而
已!!!

论语是讲人际关系的一本书，是教人学好的伦理老师。想处
理好人际关系的朋友，不妨好好读读。

初中名著读后感篇四

再次翻开那本依旧珍藏在书柜中的《老人与海》，间间行行，
字字语语，从那写精彩动人的语句中，我找到了答案。翻开
这本书铺撒璀璨的书，那个老人渐渐地向我走来，像一场永
远也演不完的电影，在我心头回荡。它走向大海，用坚定地
信念和非凡的勇气与大马林鱼展开、与凶猛的鲨鱼展开血拼，
用尽自己浑身解数来保护这只马林鱼。回到海港，他放下了



渔具，慢悠悠地走回他那间破旧的茅草屋，躺上他那简陋却
异常温暖的床，和小男孩相伴，渐渐进入梦乡。

默默体会到作者在最后寥寥数笔的描写——老人走回了海岸，
他没有沮丧，没有悲叹，只任由海浪吹打着那雪白雪白的鱼
骨;他没有因此而气馁，只是回到家中，若无其事地躺下，可
他的心中却酝酿着希望;他没有去收拾残局，只是渐渐进入梦
乡，他又梦见了狮子，梦见了昔日的童年，也仿佛找到了一
个勇敢的自己。猛一回头，我初时萌生的想法顿时烟消雾散。

一个英雄，他不仅仅是因为成功。他贵为付出，有时虽然我
们只因一些皮毛小事而成为英雄，那英雄这个词就丝毫没有
意义了。

几经风沙，他们就好像是一只随风飘荡的小船，在曲折的河
道上几经颠簸，狂风暴雨，小船的身上溅满了水花，浸湿了
身体。可是，他依旧坚定着航向，绝对不会向河岸靠拢。或
许，来到大海之时，大海的波浪会将它打翻，会将它覆没，
可这段曲折艰难的历程也足以让它死而无憾!

高中名著读后感1000字2

我最爱读了，它不仅是一部悲剧，而且是人类对美好的人性、
人情和美。它集中了人性最本质的东西——人的生命是脆弱
的，心灵也是脆弱的，就如林黛玉那样。

“两弯似蹙非蹙柳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
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时如姣花照
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如此美人，最终却落的个忧郁而死，只因她一心追求爱情
的永恒与唯一。

宝黛的爱情源自太虚幻境中的木石前盟，再加上红尘中的两
小无猜，双方遂有了私订终身的意愿。从一开始的一见倾心



到后来的心心相印，以及最后的心灰意冷。他们爱情的产生
与发展正是两颗纯洁高尚的“心”相互碰撞沟通和彼此认同
的过程。但在一个封建的大家庭里，这只能存在两颗真诚的
心间，双方的爱情没有任何的承诺和物质保障。

宝钗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纠葛体，是一个委婉内敛的人她从小
受到正统教育的熏陶，深受封建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
毒害，为人行事遵守三从四德，纲纪伦常，但实际上她对诸如
《牡丹亭》、《西厢记》等了然于胸。宝玉和宝钗的爱情一
开始并没有得到贾府上下的默许，实际起初贾母也许更倾向
于黛玉或是宝琴。但随着情节的发展，宝钗和宝玉的爱情才
得到了贾家上下的心照不宣。

“贾宝玉奇缘识金锁，薛宝钗巧合认通灵”。他们的爱情是
大家认定的金玉良缘，是建立在世俗的物质基础和家族利益
上的爱情，也是造成他们悲剧性结尾的原因之一。

为了真爱的人可以抛弃一切世俗名利，甚至可以背上不仁不
义不中不孝的罪名。这就是作者曹雪芹对精神爱情的高度赞
扬。后来宝玉中举，宝钗怀孕，可他却遁入空门，说明作者
在精神追求和世俗情感方面的矛盾，也集中体现作者坚定崇
高的爱情观。宝黛的爱情是个大悲剧，宝玉和宝钗的爱情也
是个大悲剧，曹雪芹对两者结局是矛盾的，但无疑都寄予了
深切的同情。曹雪芹曾惨痛地写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
日、寂寞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
梦’”。爱情既是生活中的幸福之源，又是逃避人生的避难
所。在《红楼梦》里，爱情是宿命的，爱情本身就是悲剧，
是人的悲剧，是人的世界的悲剧。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只
不过是两种悲剧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那就是它们都是理想追求与现实世界的相互冲突，共同作用
的结果。

我们生活在由情感的锁链所组成的世界，而在情感的锁链中，
必不可少的是爱情这个环扣。在红楼梦，在大观园里，爱情



是永恒的，永恒使我们选择了它，永恒的爱情成了可塑性的
话题。它引起了我们对人性的思考，对生活的思考。

人活在世上，虽然有许多烦恼和痛苦，但是我们却从没有放
弃过追求理想和美，曹雪芹是这样，我们也应该是这样，历
史正因为这样而继续向前发展。

高中名著读后感1000字3

“这本书一点也不悲惨!”这是我看完这本《悲惨世界》所发
出的感叹!

《悲惨世界》的作者是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代表作。此
书以冉阿让传奇式的一身生为主要线索，塑造了冉阿让、芳
汀、珂赛特、爱潘妮等人物形象，反映了当时法国社会下层
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失业短工冉阿让因偷窃一块面包被判
刑，经历了十九年的苦役生活。出狱后，他受到一位主教的
感化，灵魂得到升华，一心为善，关心穷人。其间，他与警
察沙威发生了数次冲突。但是，冉阿让始终未能见容于统治
者，几遭困厄，最后在孤独中死去。小说文笔优美，尤其是
对人物的语言描写和心理描写，真实细腻，更加精妙，堪称
写作的典范。

这本书的主人公冉阿让其实一点也不孤独。他虽然坐来十九
年的牢，可出狱后遇见了像神一样的善良的人——米利哀先
生，将他黑暗的灵魂进化为圣洁的灵魂，从市长到囚犯，他
丢失来职位，但他得到来一位小女孩——珂赛特，成为了她
的父亲，让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爱。后来，珂赛特结婚了，
她的丈夫马吕西斯不允许冉阿让再与天使般的珂赛特往来，
但是在他的人生即将孤单结束的时候，珂赛特和马吕西斯出
现来在他身边，给予了他最后的关爱。他一点也不悲惨，相
关他很幸福，因为他得到来前所未有的爱。

本书的艺术特色，一是背景广阔，结构宏伟，具有一种博大



的气势。小说围绕着冉阿让一生经历，涉及拿破仑的失败、
复辟时期及七月王朝;涉及贫民窟、监狱和修道院;涉及主教、
资产者和流氓等等，形成了一个五光十色的社会缩影，容量
极大，显示出作者雄浑的笔力。

二是浓烈的浪漫主义气息。小说的情节紧张、离奇、富有戏
剧性。比如冉阿让从船上跳海逃生;比如冉阿让从一个苦役犯
摇身一变，竟成了厂主和市长。在人物塑造上，作者强化正
面人物的人格力量，如米里哀以德报怨，冉阿让自我牺牲等
等。即便是反面人物，作者也写出他的恶行，来反衬正面人
物的善良，如对德纳第的描写，手法就比较夸张。

本书文笔优美，尤其是对人物的语言描写和心理描写真实细
腻，非常精妙，堪称我们学习写作的典范，大家一定要去读
《悲惨世界》这本世界名著啊!

高中名著读后感1000字4

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剧作家、诗人，欧洲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马克思称他为“人
类最伟大的天才之一”，被称为“人类文学奥林匹斯山上的
宙斯”。他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晓;他的作品，我们也多少有
些接触。

《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戏剧，知名度之高是不用细说的。
本剧讲述的是二人于舞会一见钟情后方知对方身份，最后二
人为了在一起，朱丽叶先假装服毒，醒来后发现罗密欧已经
自尽，也相继自尽的故事。两个家族的世仇，导致他们最后
没能在一起，而这对伟大的恋人，选择以死来化解两个家族
长年积累的矛盾，美好的梦会常被现实所打破。剧中罗密欧
与朱丽叶都满怀热忱，憧憬着爱情。而他们这种纯洁的爱情，
是与现实社会相对立的。他们的行为让我们看到了爱情的坚
贞，看到了他们的能同封建礼教做斗争的勇敢，宣扬了资产
阶级人文主义的生活思想。当然，这凄美的爱情故事也让人



深感惋惜。

而《威尼斯商人》，则是一部极具讽刺意味的喜剧作品。在
初中的时候，我们已有少量接触。这部戏剧主要是塑造夏洛
克这一惟利是图、冷酷无情的典型形象。威尼斯富商安东尼
奥为了成全好友巴萨尼奥的婚事，向夏洛克借债。由于安东
尼奥帮助夏洛克的女儿私奔，怀恨在心的夏洛克乘机报复，
说如果安东尼奥没在规定的时间内还钱，便将在他身上割下
一磅肉。恰巧安东尼奥的商船出事，夏洛克便将他告上了法
庭，而巴萨尼奥的未婚妻为了保住安东尼奥，便假扮律师出
庭。她答应了夏洛克的要求，但要求他割下一磅肉的时候不
能多一点，也不能少一点，并且不能流一滴血。夏洛克无法
执行，最终败诉，害人没害成还要赔偿对方一些钱财。所以
现实生活中我们不要虚浮，金钱是虚假的东西，情感比金钱
重要。不要为了一时的满足而抛弃情感，我们要学会看到事
情的本质。

《圣经》是西方人所认为的宗教信仰的神，而《莎士比亚全
集》则是他们所认为的艺术的神。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都是
如此动人，所以被多次改编成歌剧、交响曲、芭蕾舞剧、电
影及电视作品。通过这些不同形式的作品，让我们更能感受
到莎士比亚的伟大成就。

高中名著读后感1000字5

《三国演义》写了三个国家的兴衰史，从桃园三结义至三国
归晋共经历了五大时期，便是黄巾之乱，董卓之乱，群雄割据
(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三分天下和天下归晋。

黄巾之乱是从桃园三结义开始，讲了黄巾起义之后，东汉政
府的反击，出现了刘备，曹操等英雄，而东汉政权也快灭亡
了。

董卓之乱是讲董卓入京前后的故事，从何进与十常侍对战到



少帝逃出京城，结果被董卓救驾。董卓入京后收买了猛将吕
布，又废少帝，立献帝，大权独揽，实施暴政，逼得群雄联
军伐董卓，虽然后来联军失败了，但是董卓最后也被吕布所
杀。

群雄割据是讲董卓死后，中原诸侯群龙无首，为了扩大自己
的地盘互相厮杀，最主要分为三个战区，即北方的袁绍与公
孙瓒，江东地区孙策的崛起，中原地区曹操，刘备，吕布，
袁术之间的战争。

再后来的三分天下和天下归晋我就不一一细说了，最主要的
我想谈谈自己对三国演义的一些认识和看法。

在《三国演义》中，我最欣赏的就是曹操了，虽然为了突出
刘备的仁义，他被写成奸诈之人，但是他的军事才能仍然没
有抹杀。他在几年的东征西战中，占领了长江以北的大片土
地，连少数民族都臣服于他，他是三位郡主中最有才干的，
魏也是三国中最强盛的，他奠定了魏国的基础，后来晋国才
能统一天下，所以他是一位真真正正的英雄。

对于人才的求贤若渴，也是曹操值得欣赏的地方，曹操为了
选拔更多的`人才，打破了依据封建德行和门弟高低任用官吏
的标准，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于公元2春天下了
一道《求贤令》。曹操在令中一开始就总结历史经验，认为
自古以来的开国皇帝和中兴之君，没有一个不是得到贤才和
他共同来治理好天下的，而所得的贤才，又往往不出里巷，
这绝不是机遇，而是当政的人求，访得来的。有鉴于此，曹
操立足现实，指出现在天下未定，正是求贤最迫切的时刻。
他希望在左右的人不要考虑出身，帮他把那些出身贫贱而被
埋没的贤才发现和推举出来，只要有才能就予以重用。后来，
曹操于公元214和2又下了两道《求贤令》，反复强调他在用
人上“唯才是举”的方针。他要求人事主管部门和各级地方
官吏在选拔人才上，力戒求全责备，即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
也受有关系，只要真有才能就行。经过一番努力，曹魏集中



了大量人才，当时各地投奔到曹操门下的人很多，形成猛将
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而且对于有才干的人曹操还能做到
不计前嫌，比如陈琳本来是袁绍的部下，曾经替袁绍起草檄
文，骂了曹操的祖宗三代。袁绍失败后，陈琳归降曹操。曹
操问他说：“你从前为袁绍写檄之，骂我一个人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骂到我的祖宗三代，陈琳连忙谢罪。曹操爱惜他的
文才，不仅对他不处罪，还照样任用他。

曹操的成功不仅因为他的杰出才能和善于招揽人才，还在于
他有着豁达的胸襟和广阔的胸怀。在赤壁的惨败之后，曹操
并未一筹莫展，而是笑着说了一句”今北方仍由我所据“，
并且三次大笑展现出他对待挫折的乐观态度。曹操同时也是
个很有文学情趣的人，喜欢作文赋诗，即使大战在即也情趣
不改，他的许多诗作都是乐府中的名篇。

初中名著读后感篇五

游记是古人常写的文体，而且佳作颇多，大体是通过绘声绘
色的叙述游玩过程，给读者带来如同亲历般的感受。一个困
难是，游历过程很难穷形尽相；读者的感受，也不甚真切。
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里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
则意溢于海。方其搦管，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
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这些话有些难懂，
不妨说得通俗一些：登山观海，常令人情绪飞扬。写作之前，
文思泉涌；写成之后，未必满意。为什么呢？因为作者的构
思可以翻新出奇，但语言的表达却很难灵巧精美，这就是所
谓词不达意。记录一次完整的经历尚且如此，如果经历本身
就不尽如人意，要写出有影响的游记作品，恐怕就更困难一
些。王安石就曾经面对过这样的困难。

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四月，33岁的王安石从舒州通判
的任上辞职，在回家探亲的时候，和朋友萧君圭、王回以及
自己的两个弟弟，一起游玩了褒禅山，可是玩得很不尽兴。
在游历后洞的时候，“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



王安石“遂与之俱出了”。应该说，褒禅山之游，只能算是
一次半途而废的游历。把这样的经历写出来，究竟有多大的
意义呢？王安石有些郁闷，所以他没有动笔。三个月之后，
在这一年的七月，他写出《游褒禅山记》，这时，他已经不
是在写一篇单纯的游记性的文章了，而是对“如何成功”在
做理性的思考了。这确实有些小题大做，但这篇小题大做的
文章，却成为宋代游记独出机杼的佳作，显示了王安石与众
不同的情思和鞭辟入里的思辩能力。14年后，宋神宗熙宁元年
（1068年），他受诏入京，第二年，他着手变法，开始了为
时15年的“政治游历”。不幸的是，这次“政治游历”也因
有人反对而像当年游褒禅山一样，半途而废了。其中是否隐
藏着一些宿命的玄机呢，也未可知。

笔者无意在这方面故弄玄虚，只想玩味一下王安石的行文之
妙。我以为，《游褒禅山记》在写作上至少可以给我们带来
两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平淡的素材，照样可以提炼出深刻的主题；而提炼主
题的过程，正是提高认识，升华思想的过程。写文章的人，
太需要这样一个过程了。就王安石而言，举着火把和朋友兄
弟钻了半截山洞，这实在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如果非要
写文章，无非是“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提醒自
己不该盲从他人，一句话足矣。但是这样的文章，毕竟只是
一篇“忏悔录”，没有多少积极的意义。王安石是不会停留
在这样浅层次的思考上的。他想到了什么？想到了“世之奇
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所
以——“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明确了“至”与“志”的关
系，即所谓有志者事竟成。可是，只有志向，还是不行
的。“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矣。”
引出“至”所需要另一个重要因素——力。这个“力”，
和“不随以止”的恒心结合起来，就成为走向成功的“个人
素质”；有了这些，也还不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
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指出了外物帮
助的重要。他的思考，可谓环环相扣，层层推进，所得的结



论，放射着理性的光辉，令人叹服。

第二，提炼主题，要找到事件与情理的契合点，找到升华文
章主题的突破口。文章的主题体现的是作者的思想，一个没
有思想的作者，是写不出动人心弦的文章的。清代学者沈德
潜在《诗说醉语》中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
有第一等真诗。”指出了作家个人修养的重要。王安石既有
政治抱负，又有文学修养，他渴望成功，拥有的却是失败的
游历，“不能至”就是事件和情理的契合点，就是升华文章
主题的突破口。他用三个“不能至”，为“至”张本，揭示
出走向成功所需要的四个条件：志、力、物与恒心。当这些
条件都具备，却没有成功，“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
如果把这些条件都用到了，仍然没有成功，“可以无悔矣，
其孰能讥之乎”。可谓立论严谨，无懈可击。

一次不成功的游历，引发了一个成功的思考；一次成功的思
考，造就了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我说王安石在年轻时候，
就做好了成就大业的心理准备，应该不为过吧。李大钊曾写
过一幅自励的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把它用在王
安石身上，我以为也能说得过去。

初中名著读后感篇六

《三国演义》写了三个国家的兴衰史,从桃园三结义至三国归
晋共经历了五大时期,便是黄巾之乱,董卓之乱,群雄割据(官
渡之战,赤壁之战),三分天下和天下归晋。

黄巾之乱是从桃园三结义开始,讲了黄巾起义之后,东汉政府
的反击,出现了刘备,曹操等英雄,而东汉政权也快灭亡了。

董卓之乱是讲董卓入京前后的故事,从何进与十常侍对战到少
帝逃出京城,结果被董卓救驾。



董卓入京后收买了猛将吕布,又废少帝,立献帝,大权独揽,实
施暴政,逼得群雄联军伐董卓,虽然后来联军失败了,但是董卓
最后也被吕布所杀。

群雄割据是讲董卓死后,中原诸侯群龙无首,为了扩大自己的
地盘互相厮杀,最主要分为三个战区,即北方的袁绍与公孙瓒,
江东地区孙策的崛起,中原地区曹操,刘备,吕布,袁术之间的
战争。

再后来的三分天下和天下归晋我就不一一细说了,最主要的我
想谈谈自己对三国演义的一些认识和看法。

在《三国演义》中,我最欣赏的就是曹操了,虽然为了突出刘
备的仁义,他被写成奸诈之人,但是他的军事才能仍然没有抹
杀。

他在几年的东征西战中,占领了长江以北的大片土地,连少数
民族都臣服于他,他是三位郡主中最有才干的,魏也是三国中
最强盛的,他奠定了魏国的基础,后来晋国才能统一天下,所以
他是一位真真正正的英雄。

对于人才的求贤若渴,也是曹操值得欣赏的地方,曹操为了选
拔更多的人才,打破了依据封建德行和门弟高低任用官吏的标
准,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于公元210年春天下了一道
《求贤令》。

曹操在令中一开始就总结历史经验,认为自古以来的开国皇帝
和中兴之君,没有一个不是得到贤才和他共同来治理好天下的,
而所得的贤才,又往往不出里巷,这绝不是机遇,而是当政的人
求,访得来的。

有鉴于此,曹操立足现实,指出现在天下未定,正是求贤最迫切
的时刻。



他希望在左右的人不要考虑出身,帮他把那些出身贫贱而被埋
没的贤才发现和推举出来,只要有才能就予以重用。

后来,曹操于公元214和217年又下了两道《求贤令》,反复强
调他在用人上"唯才是举"的方针。

他要求人事主管部门和各级地方官吏在选拔人才上,力戒求全
责备,即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也受有关系,只要真有才能就行。

经过一番努力,曹魏集中了大量人才,当时各地投奔到曹操门
下的人很多,形成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

而且对于有才干的人曹操还能做到不计前嫌,比如陈琳本来是
袁绍的部下,曾经替袁绍起草檄文,骂了曹操的祖宗三代。

袁绍失败后,陈琳归降曹操。

曹操问他说:"你从前为袁绍写檄之,骂我一个人就可以了,为
什么要骂到我的祖宗三代,陈琳连忙谢罪。

曹操爱惜他的文才,不仅对他不处罪,还照样任用他。

曹操的成功不仅因为他的杰出才能和善于招揽人才,还在于他
有着豁达的胸襟和广阔的胸怀。

在赤壁的惨败之后,曹操并未一筹莫展,而是笑着说了一句"今
北方仍由我所据",并且三次大笑展现出他对待挫折的乐观态
度。

曹操同时也是个很有文学情趣的人,喜欢作文赋诗,即使大战
在即也情趣不改,他的许多诗作都是乐府中的名篇。

二十年代末期，北平，战乱，压迫，金钱，人力车夫……

这所有的词融合在一起就是两个字——祥子。



骆驼祥子。

一个来自农村的青年农民——祥子，抛开除了自己就空无一
人的家，到城里来，天天省吃俭用，拼命拉着凭来的车，没
日没夜，为的只是能攒出钱来买上一辆自己的车。

三年在祥子的努力中一晃而过，他有了自己的车，他可以不
再受车场主的气，他可以想怎么拉就怎么拉了!可痛快的日子
没有持续多久，战乱中的北平危机四伏，正在拉车的祥子莫
名其妙的就被军阀的乱兵抓了回去打杂，这一切的困苦祥子
都能忍受，但最让他痛苦和愤怒的，是他这辈子唯一的寄
托——用三年的`心血与汗水换来的新车，被抢走了。

祥子历尽艰辛逃回了北平，在“仁和车厂”，压抑着满腔的
悲怆和痛苦，继续拉着凭来的车。

千辛万苦，当他终于在一个平和善良的人家找到了一份相对
稳定的拉包月车的工作后，又因为雇主被特务盯上而被反动
政府的侦探以“买命”的名义榨取了他仅有的一点点积蓄，
同时也丢了那份安定的工作。

面对这一个个接踵而至的沉重打击，他依然骄傲的抬着头。

他是年轻气盛，高大健壮的祥子阿!怎么能这么轻易的被困难
打倒?他不肯屈服。

他要用自己的力气、自己的血、自己的汗来挣出自己和妻子
虎妞的饭钱!虎妞以低价为祥子买了一辆车，可本以为又回到
从前的祥子却又不得不因为虎妞的丧事而再把车卖掉。

祥子是个善良正直但很要强、肯奋斗的人，他不愿听从高妈
的话放高利贷，不想贪图场主刘四爷的六十辆车，不愿听虎
妞的话去做小买卖，因为他认为“有了自己的车就有了一
切”。



他所梦想的不过是以自己的劳动求得一种独立自主的生活。

他不喝酒，不吸烟，没有沾染上一点点地恶习，可上天对这
个可怜的老实人还是没有半点的怜悯。

无数的打击、挫折，终于把祥子这个“铁打的”人的“铁打
的”精神给碾压得粉身碎骨。

他不再那么拼命的拉车，不再烟酒不沾，以前善良正直的祥
子不见了，只剩下学会了吃喝嫖赌，可以为金钱出卖朋友的
行尸走肉。

可就像作品中写的那样：“苦人的懒是努力而落了空的自然
结果，苦人的耍刺儿含有一些公理。

”祥子的堕落不是祥子的错，而是整个社会中的乌烟瘴气使
原本善良正直的祥子变了质。

祥子是一个悲剧，他尽了所有的力，也吃了所有的痛苦，但
却依然落了个两手空空。

如果祥子生活在我们这个年代，也许他就不会变成那样
的“刺儿头”了。

因为他是那样的要强、那样的善良、那样的正直，为了自己
的理想可以放下一切!我们也应当学习祥子的那种“吃得苦中
苦”的精神，虽然未必“方为人上人”，但只要努力了，奋
斗过了，便能问心无愧。

合上《瓦尔登湖》墨绿色的封面，一股清凉的湖水已然汇入
心间，澄澈见底，将心境荡涤得如一泓秋水，不染纤尘。

正如徐迟先生在《序言》中所说：“《瓦尔登湖》是一本寂
寞的书，是一本孤独的书。



他只是一本一个人的书。

当你的心静下来的时候，再去拜读这篇神的思想吧!

这本书写于19世纪中叶，那时正是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时期，
在当时的背景下，人们追逐利益，想尽一切的办法来使自己，
获得更高的权利和更多的金钱。

工业文明、喧嚣社会挤压着人类、侵蚀着人性。

而在这个大背景下，毕业于哈佛的这位智着，他单身只影，
拿了一柄斧头，跑进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边的山林中。

他特立独行，怀着一颗向往自然的心，宁静地踏上了这段心
灵的路基。

而在这个被成为“神的一滴”的瓦尔登湖的土地上，他坦然
在空间里，孤独在思想中!

“我喜爱我的人生中有闲暇的余地。

有时，在夏季的一个清晨，我像往常一样沐浴之后，坐在阳
光融融的门前。

从红日东升直到艳阳当头的正午，坐在这一片松林，山核桃
树和漆树的林中，坐在远离尘嚣的孤寂与静谧中，沉思默想。

他静静的卸载城市的喧嚣，用心写下孤独。

每次看他的书都是一种震撼，他思考人生，让我的心如净水
般澄澈。

他让我感到敬畏，原来一个人的生活这里是这样的，他的一
生是如此的简单而又芳香扑鼻，虽然短暂而又意蕴深远。



他的精神世界绚烂多彩，而且是精妙绝伦，世上这样的智者
怕是中有些许吧。

梭罗短暂的一生中，他试图鼓励人们要简化生活，将时间腾
出来来深入生命，品味人生。

他通过自己的生活经验，告诉世人不要被繁纷复杂的生活所
迷惑，从而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和意义。

做生命的舵手，扬帆远航。

他认为：假如人们能过宇宙法则规定的简朴生活，就不会有
那么的焦虑来扰乱内心的宁静。

所谓明天，即使时间终止也永不会来临。

使我们视而不见的光亮，对于我们就是黑暗。

当我们清醒时，曙光才会破晓。

来日方长，太阳只是颗启明星。

他提倡俭朴生活，并不是让我们要粗茶淡饭或是节衣缩食，
而是想要让我们多听听新的节奏，这也许就是一个人的价值，
只是孤独，恬静，没有任何的矫揉造作。

作者在瓦尔登湖畔追求孤独，实际上也是在追求深刻，他想
在孤独的心境中对人生进行思考和探索。

孤独催生了他的深刻思想。

“不必给我爱，不必给我钱，不必给我名誉，给我真理
吧。”这是他的心里呼声。

去拜读这本心灵的教科书吧!它会让你不虚此行。



尽管我们不能够像梭罗那样去体味孤寂的山林生活，尽管瓦
尔登湖已经永远的消失，但这些都不能阻碍我们在自己的内
心里拥有一泓清澈的瓦尔登湖，时刻都能让心灵得到淘涤，
按梭罗所说，到你的内心探险去吧!

初中名著读后感篇七

里面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这个青年英雄的形象，向我们
所诠释的是生命的真正意义。我相信，所有读过这本书的人
都不会忘记保尔凭吊烈士墓地的情景。而且，更不会忘记那
段不知鼓舞、激励过多少人的人生格言：“人最宝贵的是生
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

人的一生应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临终的.时候能够说:我的整个生
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
和平解放而斗争。”这段话中所强调的不是人的一生应当建
立什么功业，像保尔一样，首先要做的是“问心无愧”，也
就是从自身出发，只要你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作出了最大的
努力而这个目标能否达到并不重要。

初中名著读后感篇八

“陈阵迷茫的目光追随着小狼调皮而生动的舞姿，那是它留
在世上不散的外形。那美丽威武的外形里似乎仍然包裹着小
狼自由和不屈的灵魂。”这，是狼图腾中的.一段话。读到这
里已经接近尾声。再从头看起，盯着那句“献给：曾经美丽
的内蒙古大草原。”我不禁轻轻叹息。

这本书讲述了陈阵和其他知青，也就是知识青年在草原上的
生活。陈阵在这里放羊，掏过一次狼崽，养了一条小狼，生
活得不亦乐乎。可却有一群盲流也来到了这里，仗着和领导
的关系，杀天鹅，下池塘洗澡，把来自都杀光了。这领导也



瞎指挥：杀光了狼，赞同这些盲流胡作非为。尽管草原人和
草原狼拼死保护草原，但草原最终还是变成了黄沙。

狼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动物：在许多人眼里，狼是狠毒、狡
猾、贪婪、的象征，不然也不会有什么狼心狗肺，狼子野心，
狼吞虎咽。而在草原生态系统中，他们却发挥着不可估量的
作用。它们吃鼠兔獭牛羊马等食草动物，如果没有狼，草原
会被啃食得一塌糊涂。所以说，草原人和草原狼是一种互利
共生的关系。而狼的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他们团结，以十
当一，以百当一；化悲愤为力量，当狼崽被掏走，母狼们便
加入狼群，以生命为代价消灭了一群千里马；不屈，小狼刚
出生便离开了狼群，却也有狼的精神性格：宁可被勒死，也
不愿被牵着走。而最后。也是因为它的不屈，才会让它永远
的离开陈阵，飞上了腾格里。

从古至今，有多少人像狼一样战死沙场，又有多少人像羊一
样苟且偷生。有外国人嘲笑我们说，中国人的图腾应该改为
熊猫，因为中国人就像熊猫一样软弱。难道真是如此吗？我
们华夏民族，中华儿女的龙图腾，明明与熊猫大相径庭。如
果我们都有狼一样不屈的精神，外国人还会嘲笑我们吗？让
我们行动起来，用行动证明我们中华民族不是熊猫、绵羊一
样软弱的民族，我们也有狼一样不屈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