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记读后感(通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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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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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记读后感篇一

名人是怎么成名的呢?名人与普通人有什么不同呢?名人的伟
大之处又在哪里呢?抱着这一系列问题，我读了罗曼。罗兰的
《名人传》，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清清楚楚地出现在这本书中。
看完这本书，我陷入深思，书中三位名人巨人般的形象出现
在我的脑中，可望而不可及，我现在才领悟到什么才是真正
的英雄。

贝多芬伴着失聪的双耳谱写了千百名曲;米开朗琪罗在6岁丧
母的悲痛下雕琢百千佳作，终逝世于工作室中;托尔斯泰在战
争的烈火终释放满心怒火。这一个个真实的故事谱写了历史，
为世人所铭记。在艺术的领域上，他们代表一切。

我既没有他们三人的天赋，米开朗琪罗的精力，也没有他们
克服困难的勇气和知难而退的精神，现在我才发现我学习的
环境是多么得完美，我身体也无任何缺陷，但我学习起来力
不从心，懒懒散散，没有探究精神，马马虎虎得过且过，一
遇到困难就退缩，不懂何叫努力，只知道服从于命运。

这一切缺点都使我在这三位巨人面前无地自容，这三位名人
教给我了奋斗、拼搏，作为祖国的花朵、未来的希望，我怎
能辜负这良好的学习条件和许多人对我的期望?我决定，一切
从新开始，超越梦想，超越自我，努力，奋斗，拼搏，知难
而进，不屈服于困难，为祖国打造灿烂的明天。



《名人传》使我受益匪浅，我会永远把贝多芬、米开朗琪罗
和托尔斯泰这三位名人当作我前进的榜样，激励我学习。这
三位巨人将在我心中保留不朽的地位，永远是所有人前进的
指路灯!

传记读后感篇二

马拉加的毕加索小院，安静，人不多，两层的展厅环绕中庭，
摩尔式建筑，比另外两处都小巧很多。所以，我也很自然的
仔细阅读观赏了里面所有的作品。

毕加索大名，无人不知，各个扬言喜欢至极，但其中却鲜有
人仔细了解过他的生平。我也是一样，上过美学课、去过博
物馆，买了纪念品，然后人云亦云的点点评。

这本书很短，不一定是市面上最全最好，但是可以在简洁的
行文中帮助勾绘毕加索的人物剪影，真正走进一位艺术家，
然后，看看自己和大师的距离。

万物皆有所起，所有的艺术或作品或风格或运动都有起源。
人们对于毕加索的喜好，是因为他看不懂的画风、儿童画的
笔触、鲜明的色彩，带着一丝神秘。

仅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我更关心一个画家是如何走上新的风
格，在这条路上都经历了什么？

很明显，毕加索生长在19世纪末，有点像今天，一个马上要
开始有电灯、汽车、电话的时代，科技在更迭、社会政治体
制在变化，而这样的变革也在艺术中体现。

我将毕加索的成功归纳于三点：

1.坚持长期不断地探索，又是不惜推翻自己。毕加索有超越
一般画家的探索能力，敢于摈弃权威，创造属于自己的风格，



但这并不在朝夕，从1907年的亚维农少女出现立体主义端倪
到格尔尼卡直至1973年去世，他从未停止探索。永远标新立
异，敢于不同。

2.耐得住寂寞与压迫。画家的境况通常好不到哪去，特别是
先锋画家。在巴黎早期的寒冬，他甚至通过烧自己的画取暖。
他经历过一战、西班牙战争、二战。经历过婚姻破裂、名誉
扫地、失去财产。但这些别没有让它停止创作。

3.大师的成长也是分阶段演进的。如果看下他去的标志性成
果的年纪就不难发现，这其实几乎符合所有人的事业成长线。
14岁以前的童年时期，标准古典技法教育，26岁画中开始融
入非洲神秘艺术，演化成立体主义，30-40多岁创作高峰，然
后离婚事业危机，56岁再创格尔尼卡，之后持续创作直至92
岁去世。堪称命运多舛了。但又很像一个普通人成长的足迹。
而我们和大师的区别在于，我们停下了脚步，他却没有。

这些历史事件让我以后欣赏大师画作又多了另一条主线。

果敢、好奇、激情、自信是从事先锋艺术的必备条件。

传记读后感篇三

古人云："古今之立大事业者，不谓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
不拔之志。"贝多芬的"在伤心隐忍中找栖身",米开朗基罗的"
愈受苦愈使我喜欢",托尔斯泰的"我哭泣，我痛苦，我只是欲
求真理",都告诉我，成就伟大人生的，是痛苦和磨难。他们
都经历了肉体和精神上的种种磨难，他们与命运不屈不挠地
斗争，终于为各自的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随着作者罗
曼·罗兰一起品味了《名人传》这伟大的英雄交响曲，受到
了人生的启迪。

和贝多芬一样，米开朗基罗、托尔斯泰的人生中也经历了不



少的磨难。从小学习雕塑和绘画的米开朗琪罗被教皇抓去造
陵墓，逼着他痛苦地创造他不满意的作品，但是他没有因此
而屈服，还在临终前创作了著名的《哀悼基督》。托尔斯泰
更是面对着整个贵族上流社会的挤压，受尽了苦难，但他却
努力地面对，还创作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
等着名作品。

贝多芬、米开朗基罗、托尔斯泰都是受到了家庭生活的不幸
和社会的排斥，但是，他们没有在孤独和痛苦中灭亡，而是
站起来勇敢地与命运进行斗争。他们三个人虽然都有缺点，
但是却无损他们伟大的事业。痛苦和磨难会降临到平凡人头
上也会降临到伟人头上，他们之所以成为伟人，就是因为他
们克服了这痛苦与磨难。我佩服他们，佩服他们的执着和勇
敢，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会
勇敢面对，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路上的磕磕绊绊将
会是成功路上的垫脚石。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名人传》说的也正是这个道理，面对困境，
我们要想想他们的故事，想想他们与命运抗争的情景，然后
努力地去面对、去拼搏，终将收获成功。

《名人传》——令人成长的英雄交响曲。

界上曾经有一位音乐家，由于不出众的外表，他不常与人亲
近，但由于他特有的性格和那属于他的思想方式，造就了一
位世界级的音乐大师——路德维希·冯·贝多芬。

回想起他的音乐，悠扬而深情，充满着忧郁气息的色彩：有
轻快舒展的，像《田园》；有深情浓郁的，像《命运》；有
悠扬振奋的，像《英雄》……每当听起这些蕴藏深长的交响
曲，不由地感叹贝多芬那超乎常人的思维与独特的理解，就
因为这些才缔造出那么多发人深省的旷世音乐。



米开朗琪罗，这位大师的一生都在忍受着政治、教皇、家庭
的胁迫，性格上的优柔寡断更使得他无力反抗。自闭，使得
他无法主宰自己，而且否定了自己，摧残自己。他的天才与
一个在背叛他的心灵结合在一起。性格上的脆弱造成他一生
的悲剧情节。然而他用一种极为谦卑的爱来爱着自己的亲人。
但，终生陪伴他的只有永远的孤独。回望过去，他创作许多
应该给他带来希望与自豪的作品，但他无法聊以xx。他做了他
可能做的一切，但他觉得自己虚度了一生。可怜白发生！

怀着怎样一种沉重的心情读完他的一生，我知道他一定要用
一种轻蔑的眼神注视着我想要对他表示关怀与同情。悲悯的
一生。他以怎样一种勇气叩问这个丑陋的世界。也许值得同
情的是像我们这些卑微的以他人的伤痛搜刮快乐的根本不懂
得生命的人。

我哭泣我痛苦我只是欲求真理……

在我小学的读书生涯，列夫·托尔斯泰这位老先生可谓我的
指明灯：史诗般的恢弘气魄与明亮诗意的《战争与和平》，
波澜与不安骚动的《安娜·卡列尼娜》，还有悲天悯人的
《复活》。

漫天花雨，是你们高贵灵魂的祭。

那天，寒雨纷飞，天昏地暗，于是我拿来了《名人传》消遣
时间。不料，故事内容把我深深地吸引住，无法自拔，更是
有感而发写下了这篇文章。

《名人传》乃出自于人道主义作家罗曼·罗兰的笔下，是一
部激发人上进的文学名著，它叙述了三位伟人的一生：德国
作家贝多芬、意大利画家和雕塑家米开朗琪罗、俄国作家列
夫·托尔斯泰。书中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和常人一样有他们的
矛盾、痛苦和挣扎，但在忧患困顿的人生征途中历经苦难而
不改初衷的心路历程。



这就是贝多芬的一生，他的一生可说是一部史诗般壮烈的悲
剧。艰苦童年，爱情失败，疾病缠身，贫困交加。贝多芬从
刹那光辉享受的名誉鼎盛到人生谷底的贫苦交加，从童年时
的悲惨人生到老年对欢乐的追求的曲折人生，正如罗曼·罗
兰形容的"他整个一生都像是一个雷雨天。"一个不幸的人，
贫穷、残疾、孤独，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给他快乐，他
却给世界创造了快乐！我感到他的人生是崇高的。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对自己作一个深刻的反省。我的人生并
非一帆风顺，磨难也经常阻碍我前进的道路。但与贝多芬相
比，我那小小的挫折好比大海里的一粒沙子那样渺小。有好
几次，我的考试成绩不理想。为此，我总是躲在家里大哭一
场，没有勇气面对这一切，甚至自暴自弃。现在想起来，我
觉得自己的行为十分幼稚。为什么我不能勇敢地站起来，直
面挫折？与其怨天尤人，不如感谢上苍给予自己一次"小小苦
楚等于激励"的机会，好让我拥有更大的勇气向前迈进。

现在，我每次听贝多芬的《英雄》、《命运交响曲》等名曲
时，都情不自禁地为之动容。随着旋律的起伏而震撼、感动。
贝多芬大师的一生，完全奉献给了人类社会。他让人们铭记
于心的是久传于世的乐章。

在《名人传》中，我感受到了他们崇高的精神。今后我会直
面人生，去谱写与凡人非同的命运。

人们常说："一本优秀的传记不仅能让我们认识世界，还会让
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人生。"而《名人传》即："贝多芬传""米
开朗基罗传""托尔斯泰传"三篇传记。他们的主人公分别为音
乐家、雕塑家和小说家，不过，虽然他们的职业和所处的年
代各不相同，但他们所追求的理想却是相同的——为了真理
和正义所做出的努力。

从中，我体会到了贝多芬一直都在与命运抗争，与思想斗争，
尽管他给人一种傲慢的感觉，然而他内心的一份脆弱，一份



坚强，是不了解他的人无法挖掘的。对于创作完美歌曲的热
情，对于寻觅欢乐的执著，对于完美的邂逅，促使他的生命
成为了"大自然的一股力；一股原始的力与大自然其余成分之
间的那种交战，产生了荷马史诗般的壮观景象",他以自己的
苦难在铸就欢乐，"用苦痛换来欢乐"就足以浓缩了他的人生。
米开朗琪罗又何尝不是呢？"他有力量，他有幸生来就是为了
奋斗，为了征服的.，而且他也征服了——他不要胜利。那不
是他所企望的。"他是精神贵族，是天才，然而他被天才所困
扰，连他的精神与心灵也无能为力。这种疯狂的激发存在于
一个过于柔弱的躯体和心灵中无法控制它的可怕的生命。从
中我看出，他的一生是神圣痛苦的，但是他相信只要自己的
灵魂能够坚忍果敢，不因悲苦而一味沉沦，那么就一定会冲
破精神上的束缚，他在斗争和舍弃中，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创
造表现真善美的不朽杰作。而托尔斯泰，这位大地上火光闪
亮的俄罗斯的伟大灵魂，在十九世纪末那阴霾浓重的日暮黄
昏时抚慰人的星辰，他用他强而有力的笔杆写出一部部能让
我们一步一步地紧跟着托尔斯泰那冒险生涯的矛盾经历的作
品。这些作品的描写除了当时社会的阴暗，对神的信仰是他
坚持不懈地用笔尖向人间播撒爱的种子。我深深地体会到，
他为真理和正义坚持信念，为真理和正义谱写人生。

是的，贝多芬，米开朗琪罗和托尔斯泰都是世界的征服者。
我们享受着他们的天才创作出来的作品，同享受我们先辈的
伟绩一样，不再去想听他们流出的鲜血，这无疑是使我们尴
尬的事情，因为这些巨人的生涯就像一面明镜，使我们的卑
劣与渺小纤毫毕现。我们宁愿去赞美他们的作品而不愿去感
受他们人格的伟大。不是的，伟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岭，我
们将在那里获得更大的启示。《名人传》就犹如向我们谱写
了一首"英雄交响曲".

每个人的身上都会降临苦难与灾害，我们与其怨天尤人，不
如努力奋斗，与其羡慕伟人，不如学习伟人人格的伟大，让
自己的人生充满意义，与其靠浮躁和急功近利所取得昙花一
现的成就，不如坚持自己的信念、真理和正义，让自己跻身



人类中的不朽者之列。

术巨匠的精神能引导人们脱离低级的生活。

他在《贝多芬传》的结尾这样写道："一个不幸的人，贫穷、
残废、孤独，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给他欢乐，他却创造
了欢乐来给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难来铸成欢乐，好似他用那
句豪语来说明的——那是可以总结他的一生，可以成为一切
英勇心灵的箴言：用痛苦换来欢迎。"确实，"用痛苦换来欢
乐"正是罗曼·罗兰追踪贝多芬一生命运的视野，这句话构成了
《贝多芬传》内在的紧张和扣人心魂的思想魅力之所在。是
什么支持着贝多芬？是不向皇权低头的品质，是不被金钱收
买的决心，是扼住命运咽喉的勇气！正是依靠着这些超凡的
精神力量，贝多芬越过了人生的无数个痛苦险峰，达到了对
人生最清醒的领悟。

如果说《贝多芬传》是英雄主义的号召，是力的颂歌，那么
《托尔斯泰传》则是一首安魂曲、一支哀歌，一阕送葬曲。
贝多芬伟大的痛苦是因为他在人生的盛年遭到厄运，托尔斯
泰伟大的痛苦在他自身主观意志的选择。

《复活》是托尔斯泰暮年的又一部力作，罗曼·罗兰所说："
妻子、儿女、朋友、敌人都没有理解他，都认为他是堂·吉
诃德，因为他们都看不见他与之斗争的那个敌人，其实这个
敌人就是他自己。""托尔斯泰，你是否依照你所宣扬的主义
而生活！"他痛苦地回答："我羞愧欲死，我是罪人，我应当
被人蔑视。"终于，在82岁的暮年，托尔斯泰在一个寒冷的冬
夜，独自逃出了家门，在一个无名的小城一病不起。弥留之
际，他号啕大哭，对守在他周围的人们说道；"大地上千百万
的生灵在受苦；为何大家都在这里只照顾一个列夫·托尔斯
泰？"其实，托尔斯泰发出的是对苍生的疑问，也是对痛苦心
灵的回应，在这里我们分明又听到了贝多芬对生命的欢乐歌
唱。



这本传记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纪录主人公生平的作品，而
是用饱含激情的语言叙述着三位伟大的天才，以感人肺腑的
笔墨，写出了他们与命运抗争的崇高勇气和担负全人类苦难
的伟大情怀。这就是罗曼·罗兰在《名人传》里留给我们的
永恒的精神光芒。

1.名人传记读后感

2.【精】名人传记读后感

4.名人传记广播稿

5.董存瑞传记读后感

6.曾国藩传记读后感

7.科学人物传记读后感

8.《名人传》读后感范文

传记读后感篇四

这个寒假，看了一本书：《梵高传》，使我受益匪浅。

梵高这个人本身长得奇丑无比呢！他长着一双呆滞的大眼睛，
深深地往下陷，一些鱼尾纹在他眼睛旁，目光显得很忧郁，
并长着一对粗眉，它们让人觉得不搭配；还有一双小耳朵，
小到像洋娃娃的耳朵，一个鹰钩鼻，鼻子向下塌，并且是秃
顶呢！他的行动也很笨拙，呆头呆脑的。

梵高一生清贫，但他不在乎，一心作画。梵高对画画简直着
了迷，别人以为他疯了，叫他“伏热”，“伏热”的意思
是“红胡子的疯子”！梵高不管它。他太热爱大自然了。



你可知道？梵高活的时候一幅画都没卖出去！但他死后他的
画卖了大概有九千万的法郎！我给你举个例子：梵高在世的
时候一幅《红色的葡萄园》只有四百法郎，可他死后这幅画
是四千万多的法郎！梵高为了绘画奉献了很多甚至生命，他
把自己的右耳朵给割了下来，并且让自己神志不清，神经受
到破坏，以至后来，去世了……这是多么不幸呀。

我看完了这本书，觉得梵高做事十分认真，全力以赴地画画，
他把全身精力投入到绘画中。我想我们应该像他学习，全力
以赴、全神贯注。每当我们做完事后，应该首先问问自
己：“我全力以赴了吗？我全神贯注的做这件事了吗？”

请让我们记住这位伟人——温森特·梵高！更让我们记住，
做事要：全神贯注！全力以赴！

传记读后感篇五

李嘉诚，一个让我非常钦佩的人。曾经偶然读过他的《诚信
赢天下》之书，感触颇深，受益匪浅。

读完李嘉诚传奇的一生，让我心存最深的不是他如何以超人
之术创立的宏基伟业，而是他那和睦的待人处事态度和他对
做任何事情的诚信态度.我想就是因为拥有这个才成就了他今
天的事业，这就是”超”之所在。

做人诚信不可抛。人生之舟，不堪重负，有弃有取，有失有
得。失去了美貌，有健康陪伴，失去了健康，有才学追随，
失去了才学，有机敏相跟。但失去了诚信呢?失去诚信，你所
拥有的一切：金钱、荣誉、才学、机敏……就不过是水中月，
镜中花，如过眼云烟，终会随风而逝。

李嘉诚统领长江实业、和黄集团、香港电灯、长江基建等集
团公司，全球华人首富，全世界华人最成功的企业家。



为什么他会如此成功，理由很简单，诚!经商的人恪守“价格
无二，童叟无欺.”人无诚信不立。无诚信的人不可能做好人，
也难以赢得别人的信任。

我想作为学生，在我们的学习生涯中，也有很多不诚实的行
为。抄袭别人的作业，作弊，撒谎等等。选择诚信，因为是
正确之选。在我们一一权衡之后，我们终会发现，在人生面
纱下最迷人的，是那没有矫饰，最朴实不花哨的诚信，我们
会发现，没有了诚信，生活原来是那样的索然无味。

就诚信而言,(书中令我佩服的还有很多,但李超人的诚信是我
最敬佩的.)中讲了这样一件事情，他还在开塑料花厂的时候，
有位欧洲批发商看中了李嘉诚的企业，想大量收购，可这时
刚好李的企业资金发生了问题，所以那位批发商在和李做生
意之前附带一个条件，那就是找一家实力雄厚的公司或个人
做担保。李嘉诚在找不到担保人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去开发新
产品，结果他通宵赶出了9款样品。第二天连忙去和那个批发
商交涉，他用自信而执着的口气说:”请相信我的信誉和能力，
我的原则是做长生意，做大生意，薄利多销，互利互惠”。
批发商微笑的说:”我早已找好一个担保人了，那个人就是你，
你的真诚和信用就是最好的担保”。此次生意的成功更使长
江公司实力上了一个台阶。

有时候我觉得名人的成功是运气，其实他们是付出了努力，
有他们做人的坚定信念，种种原因才会让他们成功。其实离
我们也并非遥不可及。一切来源于生活的点滴。

李嘉诚15岁的时候，其父亲病逝。为了养活母亲和三个弟妹，
李嘉诚被迫辍学走上社会谋生。当时为一间玩具厂制造公司
当推销员。工作虽然繁忙，失学的李嘉诚仍用工作之暇到也
笑进修，补习文化。

这一点让我颇有感触，现在的我们，没有家庭的负担，学习
是我们生活的主干股，而我们仍旧颓废，不思进取，连本身



的课堂都毫不在乎，更别提去夜校进修了。有时候我总想长
大后赚很多钱来孝顺父母，其实现在父母希望的只是有着一
份过硬的成绩单来回报他们。李嘉诚的坚强让我由衷的佩服。

背好诚信的行囊，抓牢诚信的行囊，人生路上的步履才更平
稳，足音才会更坚实!

传记读后感篇六

在一个冬日的午后，偶然间捧起了这本书，然后就恋上了那
慷慨的情怀和罗曼？罗兰那如行云流水一般的文字。

《名人传》讲述了三位世人皆知的艺术家的一生。患有耳疾
的天才音乐家贝多芬，崇尚唯美的雕塑家米开朗琪罗，开创
文学里程碑的作家托尔斯泰，三者都有常人难以想象的经历，
正因为如此，造就了他们不平凡的一生，使他们注定要成为
与世人不同的生存者。

罗曼？罗兰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他可以写下诗一般的文字，
也可以当一个很好的记述者。他用最真诚的笔触书写了一段
传奇，谱写出一曲伟大的英雄赞歌！

在《名人传》中，我最欣赏米开朗琪罗，却又最怜悯他。米
开朗琪罗是文艺复兴杰出的代表，拥有极高的艺术天赋，世
人都以为他一生辉煌，实则却艰辛无比。他不承认自己是画
家，把自己称为雕塑家，但也确实，他的确是用双手构建起
最真的美丽，不为世俗所玷污的纯洁，在那一件件栩栩如生
的艺术品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可怜的是天才总会令人有所叹惜，米开郎琪罗拥有自己的个
性，特立独行着，换句话说，他是个异类，他不喜欢与人合
作，因为那些人的做法令他无法忍受。当都皇命令他给壁画
上的人物穿上衣服时，他也只能无奈。总之，他与他生存的
社会无法相融，他犹如圣洁的花朵，出於泥而不染，他有与



常人不同的生死观，他认为一个人一出生就死去是最幸福的，
因为他可以不用承受世间的痛苦。因此，在他的侄儿大费周
章举行新生儿的庆典的时候，他立即写信呵斥侄儿，而在侄
儿的新生儿刚出生就夭折的时候写信祝贺。这令常人难以理
解，米开朗琪简直是个疯子！一定会有人这样认为。或许是
太多的磨难与压力令他无法对生活热情。

然而，就在他雄心壮志打算要创造真正的艺术的时候，死亡
走近了他，他已经没有时间了，结束了，就这样结束吧。

永远的米开朗琪罗，因为他的不同，使他拥有了与命运抗争
的崇高勇气和担荷全人类苦难的伟大情怀！

那是灵魂的艺术。

贝多芬、托尔斯泰也正是如此。音乐、文字，绘画（雕塑）
本就是一体，艺术？何为艺术？

什么是艺术？呃，令人震撼的，并为之感动的。她来自哪里？
又将去向哪里？

来自灵魂，归于灵魂

传记读后感篇七

寒假闲暇时，我读了《名人传记》。这本书的作者是罗马人？
罗兰是20世纪法国著名作家，作为许多正宗产品广为流传，
《名人传记》就是其中之一。这本书是贝多芬、托尔斯泰和
米开朗基罗写的，他们三个著名的人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困难，
但仍然不向命运低头，最终成为伟人。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贝多芬的故事。

贝多芬出身贫寒，早年辍学。他的童年是痛苦的。他的父亲



强迫他学习各种乐器，完全无视贝多芬的感受。16岁时，贝
多芬的家庭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他的母亲不幸去世，他的父
亲成了一个挥金如土的酒鬼。贝多芬肩负着家庭的重任，但
他也没有忘记音乐。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创作了许多优秀
的作品，这些作品震惊了人们。在荣耀的同时，灾难悄悄降
临在他身上。贝多芬的听觉开始衰退，身体开始衰弱，但他
始终保持着对音乐的激情，全神贯注地学习和创作音乐。最
终，成为一代伟人。

在生活中，我们必须勇敢地面对困难和挫折，以不屈不挠的
毅力和智慧战胜困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