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虎王归来读后感(通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
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
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虎王归来读后感篇一

读了大雁归来很有感触。作者对大雁的爱给我留下了很深印
象。但人们对大雁的猎杀行径却更让人深思。作者开篇便用
对比的手法点明了对大雁的喜爱之情：春天充满了生机和希
望，人们热切盼望春天的到来，而大雁给我们带来了真正的
春天。

在作者的心中，大雁并不仅仅是大雁，而是像人一样有灵性
的动物。

长时间的观察和研究，更让作者对大雁有一种无法用言语表
达的感情。作为一个“爱鸟者”，他同样感伤着大雁的忧郁
悲伤。经过多年的观察，作者和他的研究团队发现，6只的雁
群是一个家庭，以6的倍数出现的雁群是“一些家庭的聚合
体”。那些忧郁的孤雁之所以孤单，是因为他们丧失了亲人，
或成了“心碎的寡妇”，或失去了子女，当这种结论被证实
以后，作者对“瞄准它们的猎—枪”们的反感更加强烈了，
乃至成了愤恨！

虎王归来读后感篇二

看了“虎王归来”这部电影，我感慨万千，深受教育。

这部电影是喜剧，它讲述了武松打虎过去了许多年，武小松
也来到了景阳岗打虎替妹妹报仇。途中认识了老板娘和刺猬



滚滚，又先后遇到了两个假老虎，并将他们打败了。最终来
到了虎王的'居住之地，可在与老虎打斗的的途中，老虎奋不
顾身的救他，他被感动了，知道了妹妹不是被老虎吃了，而
是被老虎从强盗手中救来养伤的，他和妹妹团聚了。

这部喜剧电影，你细细品位，会发现里面蕴藏了一个极为深
刻的道理：人类不可以再破坏环境，人人都要保护环境和动
物和谐相处，一同把我们共同的家园——地球建设得更加美
好，使地球变成一个安居乐业的世界。

记得有一首歌，歌名叫《爱的奉献》，其它的歌词我早已忘
记，有一句词我却记忆犹新，那就是“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
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是呀，只要我们万众一心，
世界就会变得美好。

朋友，地球正在受到破坏，让我们保护地球，共建美好家园
吧！

虎王归来读后感篇三

（文/梵一）

写在前面的话：张艺谋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解释过原著和
《归来》的差别，热衷于将原著和电影联系在一起对比的人，
也广受舆论的诟病。事实上，作为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研究的
重要内容，把电影和文学原著进行对比，早已拥有广泛的理
论基础。北师大研究当代电影艺术的梁振华先生就在谈改编
电影和原著时说，“小说并不是一个原点，而只是一个由头、
一个起点，改编是从起点出发要到更高的境界去”，他把二
者的关系概括为互文，即互相解释、互相补充的关系。我们
可以借助于原著理解电影情节的安排的精妙，改编电影也可
被看作导演对原著的私人解读和情感感悟。原著和电影相映
成辉的效果，我们早就在“不改编会死”的张艺谋电影里得
到印证，获诺贝尔奖的莫言作品和电影《红高粱》关系就很



微妙，《天鹅绒》之于姜文、《色戒》之于李安、《圣女贞
德》之于吕克-贝松等等都是如此。

回看那些反对用原著一寸一寸对比电影的人，当我们谈论
《归来》的时候，不管是有人庆幸自己不知道原著前提下看
了电影，还是一些人读了原著再去看电影，抑或忠于原著的
读者对改编不抱希望„„都不曾真的绕开“时代、陆犯焉识、
严歌苓”的影子。原著就像一个标杆，立在那里，不来不去。
因此，那些反对的声音也就成了一种虚假的姿态，而不是一
种实证的观点。

不得不说，《陆犯焉识》始终都是我们理解《归来》的一把
钥匙，当我们妄图打开这扇文学艺术之门的时候，只需要做
好一名合格的“读者/影迷”该做的事就够了。

第一章 关于“主题”的解读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里说，故事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叙
述事件的”，而情节“同样要叙述事件，只不过特别强调因
果关系罢了”，这种对故事和情节的定义，同样适用于电影。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归来》和《陆犯焉识》改编章节都
讲了一个“陆焉识回来了，冯婉喻忘记了他”的故事，但是
因为创作者和艺术形式的不同，情节有了鲜明的差别，它所
强调的因果关系所蕴含的主题也发生了变化。

怎么理解“陆犯焉识”改为“归来”的意义？

“陆犯焉识”这个词是带有一个时代鲜明烙印的词语，在姓
和名中间加一个犯字，是那个时代规范化的法律称呼。严歌
苓解释称，犯字“可以诠释为主人公对自由意义的领悟，他
对自己妻子几度不忠诚，有一种负罪心理”，犯字把主人公
陆焉识一生的状态概括了出来，少时“囚”于继母和家庭，
中年囚于西北和牢狱，老年“囚”于爱情和忏悔，一部长篇
小说的主题得一字精妙点睛，“追求自由”的主题呼之欲出。



电影对原著的情节改变以及对前半部的舍弃，使得“陆犯焉
识”不再是一个合格的名字。在原著里，焉识逃跑至上海，
仅悄悄跟踪过婉喻，却思虑再三没有与其见面，直接回到西
宁自首。电影直接改变了逃跑的结局，着重刻画了陆焉识两
次回家的不同遭遇，第一次逃跑回家的鬼鬼祟祟，激烈的戏
剧冲突，把婉喻对焉识浓郁的情感托盘而出，第二次获释回
家后的堂堂正正，温情缓慢的故事推进，婉喻对焉识的态度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两次回家，一种对比，电影彻底抛
弃了原著里焉识对妻子的负罪感和忏悔，强化了“爱情”主
题带给人的冲击感。

冯婉喻和冯婉瑜仅是一字之差？

中国文学特别喜欢“谶语”式的表达，这种现象在《红楼梦》
里达到了顶峰，且不说诗谶、谜谶等多种多样的玩法，单一
个人物名字的拟定就是一门学问。不管原著作者是否有心，
焉识本就是“怎能认识”的意思，而婉喻则有“委婉的讽
喻”的内涵，“怎么能辨识这些委婉的讽喻”是理解严歌苓
这部小说的一个关键元素，除此之外，“焉识”这个名字也
影射了婉喻的失忆和焉识结局时的“视力衰退”，在这两个
名字里，作者赋予了两个人物不可更改的命运和唯一的自由。

有人诟病电影把“婉喻”改为“婉瑜”丢失了原有的味道。
但是从文字的角度，“瑜”字美玉的含义，更能体现电影女
主角的人物形象。电影里冯婉瑜这个人物对原著冯婉喻所有
相关情节的改编，以及张艺谋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絮絮叨叨
的“坚守”，巩俐那句“坚守是人类的美德”，都能在这个
字里寻找到科学的象征意义。“温婉的美玉”和“哪里还能
相识”，把爱情和坚守这两个词语绑在一起，“君当如磐石，
妾当如蒲纬，蒲纬韧如丝，磐石无转移”，电影完成了一次
对中国传统婚恋思想的回归。

文字游戏从来都不缺少乐趣，也不会显得生搬硬套、矫揉造
作。资料显示，在日本《伊势物语》里，瑜字有着苦情痣的



意义，“恋爱辛苦艰难，得到爱情后会甜美稳固，不会出现
婚变”，对照电影里婉瑜的人生，颇有意味。

电影《归来》剧照

第二章 关于支线的解读

三个人物和理解纯爱的三把钥匙

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在有限的精力、时间、篇幅里，优秀
的创作者绝不会去浪费一个镜头、一段话语、一个角色。遣
词造句和镜头转换里，都有着他们仔细的考量和心思。当创
作结束后，那些他们创造出的人物将不会再受到他们的控制，
独自“存活”。因此，作为一个合格的读者，我们需要借用
这些词语、情节和角色设定，去揣摩我们的主人公经历了怎
么样的故事，有着怎么样的生命和内涵。

一张旧照片的背后：从未出现的余大卫是谁？

在电影中，焉识在看医生询问过婉瑜的病情之后，发现女儿
把所有的旧照片都剪掉，于是找到了一位叫冯素珍的女人，
寻求一张有自己的照片以求唤回婉瑜的记忆。冯素珍在原著
不曾有过，但是余大卫这个名字，却能唤起原著读者对大卫
韦的印象。

在原著里，大卫韦是一个会借焉识论文谋取名利、性格张扬、
狡黠机灵的人，充满了势力、投机和猥琐的色彩，与清高、
理想主义的男主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焉识对大卫韦是喜
爱和羡慕的，被传统绑缚的他可以通过大卫韦这面镜头来窥
视自己对自由的渴望。可以说，大卫韦的存在是焉识旧时美
好记忆的象征，也是特殊环境下焉识走向悲剧的另一个映照。

电影沿用了大卫“镜子”的意义。通过冯素珍口中的“自
杀”交待了我们的主人公所经历过的残酷环境。而那张旧照



片不单纯是导演为了堆砌情绪而故意设置的情节，它连同看
医生时的一句法语、弹钢琴、写信„„拼凑起了年轻时陆焉
识“懂四国语言、风度翩翩、才华横溢”的模样，使婉瑜对
丈夫的执着有枝可依，这是理解影片这份纯粹爱情的第一把
钥匙。只是记忆就像被剪掉的照片，无论焉识还是婉瑜都再
也回不去了。

另一条明显的支线：方师傅这条线多余吗？

方师傅从未露过面，但是他的每次出场都能给观众带来欢乐。
有人质疑它的多余，有人则认为这条线并不完整。事实上，
这个人物是张艺谋对原著改编过程里保留下的另一个值得回
味的内容，它拼凑出，逃跑的焉识被抓之后婉瑜经历过的故
事。婉瑜错认焉识为方师傅的原因也隐含其中。

原著里，方师傅是一个坏蛋、色鬼的形象，陆焉识被抓后，
在冯婉喻经历里很重要的角色，婉喻曾为陆焉识恳求过方师
傅，方师傅也也是陆家的常客，曾以“陆焉识由于逃跑被枪
毙了，你别等她了，跟我好吧”胁迫过婉喻，或许也“得
到”并欺负了他垂涎的美色。在电影里，一共有四个情节最
为关键。首先是，焉识刚刚归家，和婉瑜对谈之后，铺床之
时被婉瑜撵出，铺床的细节暗示了方师傅曾对婉瑜做过的伤
害，焉识的这一动作对婉瑜造成了冲击，直接导致婉瑜对二
人的记忆发生错位。其次 “很听组织话”的婉瑜并不相信闫
妮的话，依旧坚持焉识是方师傅，其实交待了方师傅也曾是
组织中的一员。再次，弹钢琴的焉识因亲昵的动作遭拒，婉
瑜反应强烈，进一步说明方师傅对婉瑜的伤害。最后，在焉
识为婉瑜盖被时支线达到高潮。对原著里方师傅这条线的保
留，直接呈现了爱情和欲望的剑拔弩张、水火不容，焉识对
婉瑜的感情难以掺杂任何欲望的成分，这是第二把钥匙。

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里说，“每个人看事物
的倾向都是，在强大中看到有罪的人，在弱小中看到无辜的
受害者”。电影给予这个支线最后的交待：焉识本欲报复那个



“有罪的人”，但是通过方师傅的夫人这个弱者的口中知晓，
那个“有罪之人”也不过是另一个受害人罢了。

被降级的亲情：丹丹的原型是原著里的丹钰？

在原著里，焉识和婉瑜有三个孩子，远在国外的丹琼，记恨
父亲的子烨，大龄未嫁的女博士丹钰。表面看来，丹钰更符
合电影里的丹丹的形象，电影中不少的情节都是源自原著丹
钰的情节。但张艺谋对这个角色做了很大的改编。

原著里的丹钰是一位生物学女博士，在“自首之后”一章提
到，1954年焉识给婉瑜的信中写到：“小女儿丹钰大学该主
修什么。那时他建议主修文学，但他改变了主意，建议丹钰
学生物。”在电影里，丹丹则被改成了学最能表现时代特色
的舞蹈，还被扣上了“告密”的帽子，增加了一些原著冯子
烨的影子。

作为观影者的角度来看，导演对这个角色的改变，更好的说
明了哲学界热衷议论的“爱情是具有排他性”的道理。这样
的改编直接导致了患病后婉瑜对丹丹的不信任达到顶点，将
其撵出家门，包括后来丹丹搬回家住，都是焉识对婉瑜的命
令。疾病使得焉识成为婉瑜生命里唯一的东西，亲情处于从
属的地位丢失了话语权，爱情则登上至高无上的王座，这份
老年人间的爱情也就越发纯粹了。

第三章 关于解读的解读

电影比原著更加经典？

华语影像里关于爱情的最崇高阐释

在营造爱情的崇高感上，这部电影不仅仅只有“郎才女貌的
门当户对”、“不掺杂欲望的成分”、“亲情降级从属地
位”这么三把保险锁，我们这两个主人公的爱情明显有着更



深层次的意义。

电影从“对视”层级的爱情开始。在电影的开始，火车站场
景，为偷见焉识而来的婉瑜，在火车站高架桥上与焉识互相
张望。这时的爱情处于“相互凝视”的阶层，“我的眼里你
是唯一”，是我们普通人认为的“你侬我侬忒煞情多”式爱
情，也是其他影视作品所呈现给我们爱情。导演不满足如此
浅显的表达。镜头一转，进入婉瑜患病和焉识回家阶段，陆
焉识为唤回婉瑜的记忆，不惜翻照片、修钢琴、读信„„这时
的爱情已然达到了布鲁格在《西洋哲学辞典》里编著的那
种“爱是把自己转向对方”的层面上，婉瑜心念丈夫的回归，
焉识则在女儿的提点下一心照顾患病的妻子，不再关心记忆
恢复的问题，这是另一种悲伤的“相濡以沫”，悲剧的意味
进一步浓郁了。

电影并未止步于此。如果说之前的铺垫都不曾给予观众宣泄
情绪的机会的话，电影最后一个镜头，老气横秋的婉瑜像是
一尊望夫石，“刮了胡子”的焉识却显得的年轻，二人同时
望向车站，这份依靠大雪烘托的纯粹把爱情具象化成一种宗
教，达到最崇高的顶点，观众的情绪最终与镜头一起凝结。
这其中的道理，正如圣埃克苏佩里在他的作品《风沙星辰》
提到的那样，“真正的爱，并非相互凝视，而是共同朝向一
个方向望去”。张艺谋对爱情的把握是国际级的，与诸多广
为流传的文学名著中刻画的崇高爱情保持一致，明显高于原
著几个段位。

电影丢失了原著阐释的意义？

被质疑的极简与被抛弃的时代

极简主义在文学和电影的创作里备受推崇。从海明威的“冰
山理论”而来，极简主义在雷蒙德-卡佛的文学创作里达到极
致，在卡佛的短篇小说里，我们几乎看不到丝毫带头主观色
彩的描述。去年和前年大火的迈克尔-哈内克的《爱》则是极



简影像里的代表，没有任何夸张的镜头堆砌和煽情的手段，
场景和人物设定也减到最少。通过这些案例的对比，这部
《归来》实际上并没有把爱情极简到一饭一蔬、一步一行的
地步，所有的情节行进、情感堆砌以及演员表演情绪的饱满
感，非常厚重、华丽，并不符合极简主义的标准。它的极简
只是表现在画面色调、镜头以及对原著细节的大幅度删减上。

这种删减给予原著拥趸们一个切实存在的理由，电影所表达
的内容远不及原著那么丰富。比如，原著里陆焉识对婉喻的
感情更为复杂，心理层次也更为鲜明。在娶婉喻之时，焉识
对这个被继母包办的婚姻并不喜欢，他对婉喻的情欲更多是
一种“醉汉的行径”。作者如此描述，“我的祖父热恋我祖
母比我祖母热恋我祖父迟了许多年”，焉识对婉喻爱的产生
正是身体的不自由与婉喻的不舍弃建立起来的，其中还包含
着早年两次出轨的负罪感，还有“回想起二十来岁的婉喻的
每一瞥眼神，发出痴汉、浪荡鬼的傻笑”的情欲。电影的改
编，显然把这种复杂的心理删减得更单纯了，更把原著读者
对那个时代影像化的期待浇灭了。

张艺谋和严歌苓

各打十大板

电影和原著都讲了一个未讲清的故事

电影并没有完整的离开原著。张艺谋一直强调电影的故事与
原著并无太大关系。但是实际上，旧照片已被剪去一半，信
里也是焉识个人的经历，弹钢琴只能勉强映射两人旧日的影
子„„电影并没有讲清两位主人公这份深厚的情感的建立和来
源，使得整体情感的铺设像是无根基的空中楼阁。在原著里
前半段陆焉识、冯婉喻、恩娘三人之间的故事，焉识和望达、
韩念痕的出轨情事，恰是后半段焉识对婉喻情真意笃的最好
解释。因此，与原著的洋洋洒洒和戏谑俏皮的叙述相比，电
影显得更沉闷枯燥，假如没有原著留给人们的印象，观众要



想入戏并非那么容易。

原著也没有想象中的经典。雷蒙德-卡佛在他的《谈写作》中
说，“有些作家很有才华，但是，对事物独特而准确的观察，
再用恰当的文字把它表述出来，则又另当别论”。米兰昆德
拉则在《小说的艺术》里说，“小说是发现的延续，而非所
有写作的累积”，“小说家不是任何观念的代言人，甚至不
应该为自己的信念说话”。严歌苓显然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
但是越来越多人认为她这种有才华的叙述方式和所表达的主
题之间出现了偏差，这个有着通俗文学框架的小说，带有过
于鲜明的个人化观念以及私人信念，炫技、张扬、浅薄，案
例之一就是作者对旧上海、大西北的刻画显得过于主观想象。
并且，作者把人物也设定在一个极不自由的狭窄视线里，性
格被固定化的后果就是，所有的描写都好似戴上了枷锁，忽
略掉一个人物在某个环境中为生存所作出的抉择的各种可能
性。这种以价值观主导的写作，是以写作者说教为主导的，
抹杀掉了读者对小说人物形象理解的自由，也抹杀掉小说人物
“活”在读者心中的希望。陆焉识这样一个经历丰富的男子，
已经小巧到了恩年的娇嗔和婉喻的温婉里去了。

所以最终，原著里那句话是对的，在读者和影迷们看来，这
两个版本的陆焉识的确都不是“有用场的人”。

《归来-无泪》

《归来》剧终，冯婉瑜和陆焉识在火车站举牌接陆焉识，座
位上没人离去，京城的“礼让”让人感觉郁闷。身边座位上
的后生问我：“阿姨，好看吗？”。这如何作答呢？我只能
说，演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是把人变成鬼的故事。

回家后，女儿问我哭了吗。哭？我们这代人，血都流过了，
还会流泪吗？

我父亲是四十年代重庆一个大户人家的幺少爷，旧学殷厚，



上海辅成法学院的高材生。长江上第一艘货轮有他家(我爷
爷)的股份，家里唱堂会请的常常是当红的厉家班，陪同看戏
的也有胡蝶、舒绣文这样的名角。大学时用度颇夸张，票子
用完直接到自家商铺去支取。就连搭配西装的领带都按色阶
排序，一长排挂在衣柜里。每天必换，从不重复。我母亲是
重庆一个开明富绅家的二小姐，姐妹三人都就读于辅成法学
院，是大学里名噪一时的京剧票友。暑假时姐妹三人常坐着
滑竿一起到南山一带避暑飚戏。杨二小姐(我母亲)面容娇美，
身型婀娜，是辅成法学院的校花。

解放前夕的1947年，这对花儿与少年结婚了。又共同受理想
主义的感召，考入东北中学教师招聘团，赴大连任教。登船
前夕，我降生了。母亲留在重庆，父亲只燕单飞。几年后，
父亲回重庆把我们接到大连。没多久，反右运动开始，父亲
的出身、做派、金链怀表、刻着usa的汤匙以及各种讲究的行
头都为他划成右派留下了铁证，并成功叠加上了历史反革命
的双料罪名。很快，父母离了婚，我们改随母姓。60年代，
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四人从东北回到西南，辗转来到贵阳。

文革中期，父亲结束了塞外的劳动教养，右派摘帽，回到家
却发现人去楼空。按政府提供的地址来到贵阳，辗转找到我
们家。与父亲见面的场景有些怪异。在贵阳阴郁的天空下，
在堆满煤巴、小猫食盆、流着几家人洗菜污水的小院坝里，
我父亲的亮相十分惊艳。身为刚出狱的十年劳改犯，他留着
背头、蓄着中山胡、上身穿一件略旧的猎装式麂皮夹克，深
灰色派呢斯裤子裤缝挺括，右肩上还挎着一个长方形套着皮
套的珠江相机„„院坝里的邻居都挤着来看他，议论这个人是
不是归国华侨。

我倚在门边看着我的父亲，心情十分复杂。这人就是我爹，
就是他害我不能参加红卫兵，不能参演《红赞歌》。他不是
有罪吗？他不是劳改犯吗？怎么看起来比我们都过得好？邻
居们散去后，我在厨房找到父亲，我站在他面前，比他矮一
个头，我问他：“你到底是什么历史问题？”他沉默了好一



会，用带着浓厚川音的北方方言說，“我都不晓得自己是啥
问题„„应该就是思想改造。”在当时的我看来，这样的回答
实在太难以置信了，对他积蓄已久的怨恨疑惑转为愤怒，我
脱口蹦出一句：“你的意思是说，你被冤枉了这么多年
咯？”

父亲说他已经摘帽了，要求和母亲复婚。当年的校花杨二小
姐早已被淸理阶級队伍，从学校下放到工厂，旗袍和高跟鞋
已亲手烧掉，现在的她一身列宁装，短发用粗大的黑色别针
卡在脑后。她不同意复婚，不解释，态度坚决固执甚至还有
些木讷，像失忆后的婉瑜。

父亲临离开貴阳时，给我在河滨公园照了张像，相片背面还
用行书题写：黔中三月柳，塞外风雪天。幼女寄天涯，我行
欲十年。我们全家还去照相馆合了一张全家福，相片背面父
亲还是题字：吾儿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多年后，我看到俄国画家列宾的油画《意外归来》，画面是
沙俄时代受迫害的知识分子穿着褴褛的囚衣回到家中，一家
人错愕复杂的表情。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人类的苦难是共
通的。

现在的我已经年过花甲，从来没有人能告诉我父亲的“历史
问题”到底是什么。但我们四姐弟却经历了因此带来的所有
苦难，下过乡、做过工、修过铁路、用屈辱的方式换过饭吃。
19岁那年，我在砖厂上深夜班，冒着细雨，拉着砖胚，下坡
时借着惯性快跑如飞，无数次人和板车一起翻进侧沟后重新
把砖坯搬上车板，深深的埋下头，身体与地面保持着45度锐
角，咬牙瞠目，才有可能把满满的一车砖坯拉动。每每这种
时候，我都会假想自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头牛。猿从四足
的进化为人，终于学会直立行走。但今天为了生存，我唯有
退化为四足动物。

拉车上坡的45度角，成了我一生保持的上行角度。



电影的结尾很唯美，陆焉识和冯婉瑜经历了那么多苦难，还
纯情地不改初衷。我所看到的现实却远没有这么简单。我的
父亲回到北方后，继续当中学教师，一生中数次回到贵阳，
希望复婚，但从未得到应允，等待复婚二十几年。1995年，
他在独自生活的小屋里孤独去世。我们姐弟奔丧赶到时，看
到他的墙上挂着一幅字：月是故乡明。

我们抱着父亲的骨灰回到贵阳。一辈子拒绝复婚的母亲和我
们一起到墓园安葬了他，她说她以后也来在这里。2004年，
母亲病逝，我们把他俩合葬在一处。墓碑上的照片是我选的，
满山的墓园里，他们仍是一对璧人。照片摄于我们和他们都
刻骨铭心的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那是他们初尝风霜的开
始，从此，命运对他们了露出狰狞的爪牙。（文/杨弘）

虎王归来读后感篇四

春，是一个年的开端。万物复苏，春暖花开，显现出一派生
机勃勃的景象！每当这时，大雁便会北归，宣告春天真正来
临！

它们经过长途的跋涉与艰险，从南方飞往北方。他们凭借着
执着的信念与强大的团队精神，一声不吭，笔直前行。在路
途中，从不被美好的景象所诱惑，一心飞往目的'地，这是多
么可贵的精神啊！

当第一群大雁到达北方时，便欢快的，急切的，向伙伴们发
出邀请，同自己享受这美好的时光。它们动作优美、轻盈，
宛如一位舞者，在空中翩翩起舞。

但总有些大雁透露出一种害怕与胆怯，它们与家人失散，独
自在空中飞翔，发出一声声令人心酸的哀叫……于是人们发
现，大雁的联合观念是如此强烈！

想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了自己，每每遇到困难，总不敢勇敢面



对，总不坚定，与大雁相比，我是多么的不堪？啊！我应该
积极地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的一直，学习他们的团结。只
要努力就能成功，加油吧，努力向前奔跑，直达梦想的彼岸！

虎王归来读后感篇五

非洲，草原！

——《非洲草原历险记》读后感

说到济南，自然会想到泉城的七十二泉，《非洲草原历险记》
读后感。那么，说到非洲，你会想到什么？天上似火的烈日？
毫无降水的干旱？还是黑巧克力似的当地民众？其实，非洲
最著名的还是坦桑尼亚的赛伦提国家公园那一望无际的大草
原。

寒假，我读了《非洲草原历险记》，它带我领略了大草原的
无限美丽风光与无处不在的危险。

二、最大的男生，他有超强的求生技术，面对困境从不绝望，
勇敢又智慧。多利，作为最小的“猴子”、专门捣蛋，虽身
手不凡，异常敏捷迅速，但成天唠唠叨叨，罗罗嗦嗦，是个
十足的闯祸胚，遇事不用大脑思考，与他那个深思熟虑才采
取行动的里娜老姐形成了莽撞与稳重的鲜明对比。

多利一行人被偷猪者欺骗而被遗弃在草原上，遇到了正在大
迁徙的角马、轮流“站岗”的獴、草原大“建筑家”白蚁、
继恐鸟之后最大的鸟——鸵鸟、有着“顺风耳”“千里鼻”
的土狼、陆地上最大的大象、还有羚羊、高角羚、秃鹫、瞪
羚、黑马羚、河马、长颈鹿、斑马、采采蝇……但在同时，
他们也遭到了大火，鳄鱼、犀牛、猎豹、流浪狮子等的袭击，
最后经马赛族的帮助，乘坐了去都市的巴士，回到了文明世
界。



赛伦盖提约14800平方公里，可谓辽阔无垠，但随着21世纪的
城市人口增多、自然环境破坏等现象，这样的无污染野生草
原已经寥寥无几了，还有上万寸的土地再也长不出作物了。
如果不能挽回，倒不如珍惜。让我们在大自然永久改变之前，
拥抱地球上不可思议的美景和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