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梗概与读后感的相同点(汇总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
后感文章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
能够喜欢!

梗概与读后感的相同点篇一

在这个暑假，我看了美国作家e・b怀特的名著――《夏洛的
网》，为夏洛与威尔伯之间的生死情谊所震撼。

小猪威尔伯与蜘蛛夏洛的友谊贯穿全文，夏洛为了不让威尔
伯被做成食物，熬夜织蛛网，直到确定威尔伯不会死去。夏
洛甚至为了威尔伯而离开饲场，客死他乡。也因此把后代交
给威尔伯抚养。

夏洛的一生是忙碌的，是为了威尔伯而操劳着的，但是它却
是幸福的，因为它在死前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威尔伯的生
命有了保障。它到死都在为朋友担忧着，它的努力得到了回
报。

虽然它只是一只小小的蜘蛛，为威尔伯做得也只是它力所能
及的事情，但就是这些小事情，挽救了威尔伯的生命，让读
者感动。故事发展到后来，夏洛死了，把它的孩子交给威尔
伯抚养时，我已经泪如雨下，夏洛是多么信任威尔伯啊！它
们之间的友谊让我们人类羡慕和学习。

在现实生活中，像夏洛这样讲义气，相信朋友的人并不少，
真心对待朋友的人也很多，正所谓“患难见真情”。你的身
边或许围着许多朋友，但当你遇到困难时帮助你的朋友，才



是真正的好朋友。交友要交夏洛这样的人。看完《夏洛的网》
后，我一直这样想：此生有夏洛这一知己，足矣。夏洛是一
只对朋友讲义气，默默奉献的蜘蛛，它虽然渺小，却倾尽全
力帮助朋友。

我也有夏洛这般的朋友，她和夏洛一样，很讲义气。

有一次下午要数学测试，可我却忘了带尺子，而她也只带了
一把尺子，怎么办呢？她似乎和我心有灵犀，觉察了我的困
扰，便关切地问：“是不是没带尺子？我借你吧！“说着，
她毫不犹豫地把尺子折断，递给我。我有些惊讶，道：“这
不是你最喜欢的尺子吗？”她说：“没事，为了好朋友，一
把尺子算什么啊？”就是这把一分为二的漂亮尺子，不仅让
我在那次考试取得了好成绩，它更连接了我和她之间的友谊。

虽然后来我和她分开了，我们长时间见不到对方，但在我的
心中，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看了《夏洛的网》，我的感触很深。夏洛渺小的身体竟装着
那样一份伟大的友谊，令人难以置信。那一颗对朋友真诚承
诺的心，真正诠解了渺小与伟大的真正含义。

梗概与读后感的相同点篇二

“我认为，回想一些俱往矣类的事情总会有点好处。回想喜
庆的事情，能使人增加生活的情趣，提高向前的勇气。回忆
倒霉的事情，能使人引以为鉴，不致再倒覆辙。”这是季羡林
《繁华落尽是孤独》一书中说到的。

这本书是季老先生人生历程的回忆录。朴实无华的文字描绘
了由童年到少年，由私塾转为中学，最后出国留学，归来功
成名就。而对自己生活中的不幸，生离死别却只是淡淡带过，
给读者展现了近百年来中国历史上的风雨苍黄。



季羡林出生在山东省清平县一个贫困的小村庄中，年幼时的
生活同当时其他孩子并没有什么两样。曾在一所师附小中就
读时便是天翻地覆。联合同学“密谋”赶走一位性格严厉的
老师，却因“叛徒”告密而功亏一篑，吃了板子却在心中认为
“革命无罪，反抗有理。”幼时的顽皮与直爽，成长后回忆
起来是无奈却也扬着嘴角。

书中也缓缓叙述过就读高中后的种种事迹。那时的季羡林便
爱上了阅读，攒下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购置书籍。因一次英
语考试考了第一名，且得到一位状元的亲笔题字，便受宠若
惊。立下决心，不能从宝座上落下，便开始用功读书，使得
之后的次次考试都得第一。料想那位曾经被季羡林赶出课堂
的老师是不会想到当时众多不学无术，顽皮的孩子中会产生
一位文学大家吧。

优秀的成绩使其毕业后进入了清华大学。在当时的人们眼中，
上大学相当于成“举士”,而出国留学则是“翰林一流”.这
个机会季羡林当然不会放过，回国后便是可以功成名就，生
活可以变得更富裕。因为大学四年德语成绩全优的缘故，季
羡林得以出国留学，在哥根廷度过一段时间，而哥根廷也被
其称作第二故乡。

书中对着第二故乡，也是花了很多笔墨，当时是寄住在别人
家，本该是寄人篱下，小心翼翼的日子，却遇上了一位仁慈、
有爱的'女主人，使得一切变得美满。

在德国留学期间恰巧遇到了二战，书中说过，当时德国人开
口打招呼便是“希特勒万岁”可见他们是非常信任他们的领
袖的。但在二战末德国处于逆境，美国的大轰炸行动时常发
生。这时德国人民们的信仰却黔驴技穷地说那炸药并无多大
杀伤力，但在那炸药炸毁了大楼后，才击溃了德国人民的信
念。

“我是真正经过饥饿炼狱的人，其中滋味实在不足为外人道



也，我非常敬佩东西方的宗教家们，他们对人情事理真是了
解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在他们的地狱里，饥饿时是被列为
最折磨人的项目之一。”明明是因为战争的无情而使得人民
受饿受苦，季老先生却写得如此轻巧，像是平淡叙述一件事，
却也体现了对战争的厌恶。

再次回到祖国是十年后的事情了，从哥根廷到瑞士，经法国，
越南，又经香港，回到祖国。当时的解放战争激烈进行，铁
路中断可谓是有家不能回。

“人世间的道理都是明白易懂的，可是，芸芸众生，花花世
界，浑浑噩噩者居多，而明明白白者居少。你们年轻人感觉
敏锐英气蓬勃，首先应该认识这个真理。”

“一个人只能生一次，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不能轻易
放过。只要我们活一天，我们就必须十分珍视这一天，因为
它意味着我们又向死亡前进了一天。”

季老先生是现当代文学大家，一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
惧”作为座右铭，在这变化无常的世界中遵守自己的法则，
不变初衷。对名利只是一笑而过，最深切的认识到了繁华落
尽终是孤独。

・end・

作者丨张一雯

梗概与读后感的相同点篇三

必须牢记死的痛苦，才能懂得生的快乐。

——题记

世上最险恶的是人性。因为嫉妒与自私，邓格拉斯伪造证据，



将前途光明的邓蒂斯送进了法院;因为恐惧与自私，检察官维
尔福销毁信件，将确信无罪的年轻邓蒂斯投进了黑牢。

世上最高尚的也是人性。因为善良与信任，摩莱尔先生为邓
蒂斯四处奔走，自掏腰包给老邓蒂斯置办了丧事并帮他还清
了几笔所欠的小债;因为挚爱与真诚，法利亚长老在弥留之际，
将所有的祝福都给了他像儿子一样爱着的邓蒂斯，并将所有
的宝藏都留给了他，他相信这可以使邓蒂斯得到一切幸福。

于邓蒂斯而言，快乐是短暂的，十四年的囚禁生活，他曾经
绝望过，想到过死，然而与法利亚长老的相遇相处，却又给
了他生的力量!在书中，我看着他从天堂掉入地狱，看着他从
云端掉入地底，看着他从充满希望到彻底绝望，看着他从一
个充满朝气的青年变成一个心中充满仇恨的复仇天使。十四
年的牢狱之灾，使他的外貌、声音、心性、性格也都发生巨
大变化。他从坟墓中爬出来，恩怨分明，他以上帝的名义，
用仁慈、人道和感激报答了一切高贵的情意。他用复仇之神
授以他的权力，惩罚了一切险恶之人。最终，正义战胜了邪
恶，邓蒂斯也找到了属于他的幸福。书中凸显了一个充满正
义感和理想主义气息的英雄形象。我想这也正是作者对人性
善的一个最终认可，也是这位有着四分之一黑人血统的大文
豪身上天生具备的反对不平、追求正义性格的一种显现。

基督山伯爵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最终终于看透世事，正如
他对莫雷尔所说：“在这个世界上既没有幸福也没有不幸，
只有一种处境和另一种处境的比较。必须想到过死的痛苦，
才能懂得生的快乐。”我想，在大仲马的笔下，这生与死的
种.种考验，应该就是善与恶的种.种较量吧!

在民主和谐的今天，对于生与死，我想说：存善念，说善言，
做善行，让善良的阳光普照耀每一个心灵，让生与死不在是
考验，而只是一种单纯的自然现象!



梗概与读后感的相同点篇四

这本书我去年就读过了，作者是美国的e・b・怀特，这是一部
澳剧美国全世界最伟大的儿童时部首位的童话，它现在还在
我的脑中无法让我忘怀。这本书就是《夏洛的网》。

这是一本关于友情的故事，读完后激起了我心中无尽的爱和
温暖，文中的友情与爱让我感动让我难忘，文中主要讲到了
一只蜘蛛用他的生命挽救了一头落脚猪，故事的大意是这样
的：在一个农场里，一头母猪生了11头小猪，但它只有十个
奶嘴。于是，主人就准备把那头落脚猪给杀了，一个小女孩
拯救了那头猪的性命，可家人最终还是不同意，于是那个女
孩把这头猪卖给了她的舅舅，在一个冬天，农场主准备把那
头落脚猪给杀了，做成熏肉火腿，农场里的一些动物就告诉
那头猪它将要被杀了，猪很难过，在一个黑夜里一个细小的
声音对它：“说威尔伯你不会死，我救你。”威尔伯觉得很
奇怪，因为他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是谁说的。

第二天，夏洛在凌晨的时候在威尔威的身上织了“王牌
猪“这一个“王牌猪”，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就这一天，
农场里就来了很多人，这个“王牌猪”还上了当地的报纸，
于是主人准备不杀威尔伯了，可过了一阵子，农场就不再热
闹了，主人又准备杀了它。可夏洛又织了“了不起”，“光
彩照人”，“谦卑”这几个词，最后夏洛因此牺牲了，可他
为了朋友真心愿意。简直就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夏洛虽然很了不起，但我觉得威尔伯也很了不起，威尔伯领
完它的奖牌后想家下落的卯袋带回去，可它够不着，于是就
让坦普尔顿帮忙坦普尔顿不听它的话，它就想起来坦普尔顿
贪吃的毛病。于是他答应坦普尔顿等勒维给它喂食的时候坦
普尔顿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坦普尔顿没吃完前它绝不碰食物。

这本书不仅让我懂得了友情是人世间必不可少的，还让我懂
得了活下去的义意。现代社会，人类活的越来越机械，似乎



只有金钱能够活下去，而这本书，仿佛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
纯净世界。

书中还有承诺和信任，也许有点累，不过我觉得很平静，威
尔博，你今天上午在围栏里的成功在很小的程度上也是我的
成功，你的未来有保证了，你会活下去安然无恙。冬天就要
过去，白昼又变成，和暖的风又会吹来。你可以留下来欣赏
冰天雪地的美景，这些都是你的一个朋友给你带来的呀！

这就是我暑假读过的一本书，同学们希望你们以后有空也可
以再读一读！

梗概与读后感的相同点篇五

泰山不拒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河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同
样，人若能怀着一颗宽恕他人之心待人，必能使自己远离痛
苦，仇恨和报复，与之俱来的是淡定、温馨和和谐。因此，
宽恕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读《基督山伯爵》，看到的是人情世故，得到的是心灵的感
悟。我从中看到了等待、理性和希望，但更多的是宽恕。

故事发生在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少年得志的主人公唐泰
斯远航归来，正准备与美丽的加泰尼罗姑娘梅塞苔丝举行订
婚仪式;法老号的会计唐格拉尔嫉妒唐泰斯就要当上法老号的
船长，于是和唐泰斯的情敌——姑娘的堂兄费尔南串通一气，
写信向警方告密，诬陷唐泰斯是拿破仑党人;当时也在场的裁
缝卡德鲁斯，想阻止他俩这么做，但最终因喝得酩酊大醉而
不省人事;喜庆的订婚宴席上，宪兵突然闯进来带走唐泰斯;
芒市代理检察官唯恐泄露家庭的秘密，昧着良心地给唐泰斯
定下叛国罪，把唐泰斯投入了伊森堡阴森的地牢。在地牢里，
唐泰斯遇到了意大利神甫法利亚长老。法利亚长老俨然成为
了智慧的化身，使唐泰斯在他的传授下，成为一个知识渊博、
无所不能的奇人。他在狱中呆了整整十四年，成功出逃后找



到了法利亚长老给他留下的宝藏，开始了他的感恩-复仇-宽
恕之旅。

一切都进行得很天衣无缝，他的仇人一个个都因为当初的阴
谋而受到了惩罚。费尔南被逼的自杀了;维尔福在见到妻子自
杀、儿子也被妻子带上天堂后，也彻底疯了;唐格拉尔被囚禁
在基督山岛上，以一天一百万换一顿饭的方式破产了。但是，
唐泰斯却因此不安了。

当他亲眼目睹维尔福的夫人和儿子横尸在维尔福家邸，维尔
福疯了之后，他的宽恕之心开始显现出。书中这样写
道：“他像是害怕这座遭诅咒的宅子墙壁会塌下来压在他身
上似的，急忙地往外面的街上跑去，这会儿，对于他是否有
权做他所做过的这一切，他第一次感到了疑虑。”他意识到:
快去解救剩下那一个。

唐泰斯最大的仇人是唐格拉尔，他对唐格拉尔说的那句话让
我震撼:“我就是那个被你诬陷、出卖和投进监狱的人，他的
未婚妻被你害得过着屈辱的生活;我就是那个你踩在脚下爬不
上去发财的人，他的父亲被你害得活生生地饿死;我，本来也
要让你饿死，但是现在我宽恕了你，因为我也需要被宽
恕。”

“我宽恕你”是一句多么简单的话啊?但如果是我们自己被出
卖被诬蔑，自己的亲人被害至饿死，有几人能说得出“我宽
恕你”呢?仇恨并不能作为仇恨的终结，如果不能以爱结束，
就以宽恕终结吧。

我从前所理解的“宽恕”，只不过是“冤冤相报何时了”，
看到了基督山伯爵的做法后，我明白了，宽恕是解决仇恨的
唯一办法。当基督山伯爵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复仇有些过分，
他的境界也上升了一个高度，同时让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如
果心怀仇恨终将无法得到解脱，人最终要学会宽恕。如果让
自己的仇恨无限放大，得来的就是别人的仇恨了。虽然他们



做得不对，可是如果将仇恨都加在那人身上，实质上你也成
为了和那个人同样的人。

哲人说得好：人类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我们仍要原谅他
们，因为他们就是我们。

有仇不报也君子。仇恨的情感是复仇行动的强大推动力，它
表现人不向恶势力屈膝的、以暴抗虐的果断与坚毅。复仇时
期的爱德蒙·唐泰斯虽然局限于个人的复仇，没有顾忌社会
秩序和法律法规，但是他编制的复仇之网，体现了他对世情
冷暖、是非黑白、爱恨情仇有着清醒的认识。当所有的仇人
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后，他并没有失去良知，而是摘下了仇
恨的面具，重拾人性，寻回了真正的自我，展现出人性中最
光辉的一面——宽恕。

人生不可能永远都一帆风顺，我们会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
难道我们需要给每一个伤害了我们的人报复吗?善有善报，恶
有恶报。但这样说并不代表我们要任人欺负，而是“能饶人
处且饶人”，不要做得太过分，就像基督山伯爵对于唐格拉
尔的处罚，只需要让他忏悔自己的错误就可以了，不要伤及
无辜，更不要伤害更多的人。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跟大多数人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宽恕似乎还谈不上，但是退一步说，我们可以去宽容别人，
多一点宽容，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相信在宽容别人的
过程中，自己的心灵也会得到升华。

唐泰斯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最终也看透了世事,正如“法老
号”船主莫雷尔所说的:“在这个世界上既没有幸福也没有不
幸,只有一种处境和另一种处境的比较。必须想到过死的痛苦,
才能懂得生的快乐。”放下了才是解脱，抓着不放悲哀也不
过如此，不经历就不会有如此的大彻大悟。如果生与死的大
爱大恨都能放下，还会有解不开的结吗?但是文字之外的东西
还很多，需要我们细细去品味。



宽容中生长的宽恕之花，被复仇践踏后，香气依旧留在复仇
的痛苦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