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出嫁感悟短句(通用5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感悟，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那么心得感悟该怎么写？想
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心得感悟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出嫁感悟短句篇一

《菊英的出嫁》讲述了一个愚昧的农村母亲为已去世的女儿
办了一场冥婚的故事，作者对冥婚这一陋习的描写让人感受
到当时较为愚昧的人思想的腐朽、落后，也看出了作者对冥
婚这一陋习的抨击。

小说的开头描绘了一个母亲对女儿的思念与担心，通过写菊
英的娘看到别人的女儿都在自己的娘的身边长大，都可以见
到女儿与自己不能见到自己的女儿做对比，表达了菊英的娘
对菊英的思念，同时“菊英离开她已有整整的十年了”“这
种种，只有天知道”也为后文菊英已经去世这一事实埋下了
伏笔。接着，“无论男子或女子，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想要
一个老婆或老公，她相信是必然的。她确信――这用不着问
菊英――菊英现在非常的需要一个丈夫了”写出了当时部分
拥有封建思想的人的无知、愚昧，即十七八岁的人就一定要
结婚，这种想法在现在看来是非常可笑的，十七八岁的'人在
现在还只是未成年人或者刚刚成年的人！但在那个年代大部
分人认为十七八岁结婚是正常的。

“于今，她心满意足了，她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女婿，虽然
她现在看不见女婿，但是女婿在七八岁时照的一张相片，她
看见过。”“她知道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的缘故。但是
她以为自己是不要紧的，不论多病或不寿。她以为要紧的是，
赶快给女儿嫁一个老公，给儿子讨一个老婆，而且都要热热
闹闹阔阔绰绰的举报”“邻居亲戚们知道罢，菊英的娘不是



一个没有福气的人”以及对菊英的嫁妆的详细描写表明了菊
英母亲对菊英出嫁这件事的重视甚至大于对自己身体的重视
和菊英的娘的好面子。菊英的娘幻想的自己对菊英的训导又
提现了一些封建思想，如：女子要遵从“三从四德”，要以
夫为天，一定要给丈夫生一个儿子等，表明了作者对这些封
建思想的厌恶，再写把菊英的灵柩抬到新郎家和看到的人对
菊英和新郎生前事迹的讨论，让人感到荒谬以及对冥婚这一
习俗的不解，用现在的眼光看待冥婚这个陋习只会觉得可笑、
不可信。

最后写菊英得了“白喉”这一致命的病，菊英的娘却没有及
时带菊英去看西医，因为菊英的哭心软从而耽误了治疗时间
导致了菊英的死亡，从中可以看出菊英的娘不信任科学从而
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从菊英的娘对菊英想到西医会开刀和菊
英对西医的恐惧可以看出当时的人对西医的不了解和不信任。

全文对冥婚的描写和菊英的娘对菊英的回忆体现了冥婚这一
陋习的荒谬和对封建落后思想的批判与讽刺。

出嫁感悟短句篇二

以前，蔡菊英和其他同龄人一样，也曾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为了改变家庭面貌，蔡菊英的父亲东拼西凑借来10多万元钱，
改造了即将坍塌的土坯房子。然而，就在新房即将建成，全
家人憧憬未来美好生活的时候，蔡菊英的母亲离家出走，从
此杳无音信。后来，为了生计和还债，她的父亲不得不出门
打工去了。

“爸爸出去打工后，家中只剩下了年老多病的奶奶、我和2岁
的弟弟。”蔡菊英说，为了节约开支，省吃俭用的爸爸要两
三年才回一次家。

“这几年，我因为脑血管硬化和风湿性关节炎越发严重，不
能再进行劳作，而且每年还要一万多元的医药费，家里的负



担更重了。”董元珍说，儿子外出打工一走，作为家里的老
大，孙女蔡菊英就扛起了当家的重任。9月，小菊英从仪陇县
新政镇云雾寨村小学转入银山中学。因为离家较远需要住校，
不能随时照顾家庭。每个周末放学回家后，她总是把书包一
放，就开始做饭、割猪草、喂猪，收拾屋子。喂猪时，小菊
英由于人小不够高，只有端来一条小板凳，站在上面攀爬到
猪圈栏杆上才能将猪食倒进槽里。因无数次的攀爬，栏杆已
被磨得很光滑了。但是小菊英从来都没有怨言，用其他同龄
人少有的.顽强担起了本不该属于她的重担。

自力更生让出享受生活补助费名额

“蔡菊英这个孩子很懂事，总是比班上同龄的孩子更珍惜眼
前的生活。”蔡菊英的班主任老师李宗勇说，从周一到周五，
她总是抓紧时间，学好每一门功课。在学习中，她有一股拼
劲儿，语文、数学等各科的成绩都非常优异，同时，每当遇
到在学习上有困难的同学，她总会耐心地尽其所能，认真讲
解。正因为她刻苦学习、乐于助人，同学们把她推选为学习
委员。除了成绩优秀，她还是一个热心孩子，平时积极参加
班里和学校的活动。每天午饭后，有的同学在教室的过道里
游戏，她总是独自在自己的座位上安静地做作业。每个周末，
她几乎没时间做家庭作业，所有的作业都要在学校里提前完
成。在评定本期“享受生活补助费”的困难学生名额时，蔡
菊英主动找到他，希望将自己的名额让给别的同学，这种自
力更生的精神，让人敬佩。

很多同学都表示，一定要向蔡菊英学习。

蔡菊英说，现在，她的家庭经济虽然暂时还很困难，但是学
校领导和老师都很关心她，老家的邻居们也经常帮助她家，
此外，也有不少爱心人士给予了她很大的帮助，她很感谢大
家。现在，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好好学习，希望能通过自己的
努力考上大学。



孝心少年让亿万观众动容

“《南充晚报》在年末岁尾举办的‘年度人物’评选活动搞
得很好，我一直很关注。不久前，我在网上看到‘感动南
充·人物’评选活动的启幕消息后，希望能向贵报推荐我自
己心目中的候选人。”12月2日中午，去年曾荣获本报“年度
人物”称号的南部孝女杨月霜通过微信联系记者时，她正在
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寝室里午休。

杨月霜说，平时，她一直通过网络阅读《南充晚报》。今年9
月初，她在网上看到仪陇13岁女孩蔡菊英捡塑料瓶攒钱，让
奶奶吃上生日蛋糕的事迹后，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央视新闻
频道《朝闻天下》“走基层·寻找最美孝心少年”栏目以
《蔡菊英：我要让奶奶吃上生日蛋糕》为题，连续两天报道
了她自强不息、孝敬老人的感人事迹，让亿万观众动容。

“坚强、乐观，蔡菊英既是一位孝顺的小女孩，也算得上一
个坚韧的女汉子，她用自己柔弱的双肩为残缺的家撑起了一
片晴空。”杨月霜说，去年，她本人有幸被评选为“年度人
物”。今年，她要力挺蔡菊英为“感动南充·度人物”候选
人。

“小菊英是个懂事的孩子，家务事样样都会做，对我也很孝
顺。”昨日上午，记者联系到蔡菊英的奶奶董元珍，她说，
蔡菊英正在银山中学上学，要等到星期五下午才会回家。

相关内容推荐：

出嫁感悟短句篇三

读《菊英的出嫁》这本书的时候，对于这篇小说最开始的印
象是批判过去农村中封建愚昧的落后的风俗，但是在仔细的
读过两遍之后，我发现这篇小说不像其他的乡土小说一样具
有一定的时空局限性，它想要探讨的问题即使换算到今天也



依然适用，那就是感情是维系一个人生存的关键。

在探讨《菊英的.出嫁》这本书之前，我想先来谈一谈乡土小
说。在我看来，要想读好这本小说，首先要明确乡土小说的
本质，乡土小说不单只是为了批判而写，它的首要出发点在
于作家对故乡的爱，因为爱的深沉，所以才更加不能忍受故
乡人的一些劣根性。在读的时候，我们既要看到作者故乡郁
闷落后的一面，也要看到农村人民勤劳、淳朴的一面。

在分析这本小说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分析主人公——菊英
娘的形象。在一个人物质资源充足的情况下，她为什么要省
吃俭用让自己过的困窘不堪呢？通常情况下，一个人难道不
是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好才不断努力的吗？我想，这时候的
菊英娘就已经脱离了追求物质层面上的需求，而是上升到了
追求精神层面上的满足，然而菊英娘受到过去乡村崇神愚昧
思想的影响，使得他的追求注定只能是她心中的幻想，犹如
那镜中花、水中月，看着很美，却没什么用处。

菊英娘这个形象最大的悲哀之处就在于她为孩子做的事情，
在那个年代的大多数人来看都不能说是有错，最终却酿造了
一个悲剧的结局，菊英越是乖巧，菊英娘的心中就越是悔恨。
在丈夫远在千里之外，唯有与女儿相依为命的菊英娘来说，
女儿就是她生存的信念，就是她生活的中心，一旦失去了女
儿且周边又没有可以转移感情的人事物的话，就会通过怀念
来不断加深这种悔恨的情绪，从而逐渐的转化为一种执念，
成为人生的目标。

由此可见，人并不是能够离群索居的生物，一个人的正常生
存需要与他人进行情感的交流，需要互相关爱，或许还要让
自己或别人感受到自己是被需要的。只有这样，才不会在人
生的旅途中迷失方向。



出嫁感悟短句篇四

菊英离开她已有整整的十年了。这十年中她不知道滴了多少
眼泪，瘦了多少肌肉了，为了菊英，为了她的心肝儿。

人家的女儿都在自己的娘身边长大，时时刻刻倚傍着自己的
娘，“阿姆阿姆”的喊。只有她的菊英，她的心肝儿，不在
她的身边长大，不在她的身边倚傍着喊“阿姆阿姆”。

人家的女儿离开娘的也有，例如出了嫁，她便不和娘住在一
起。但做娘的仍可以看见她的女儿，她可以到女儿那边去，
女儿可以到她这里来。即使女儿被丈夫带到远处去了，做娘
的可以写信给女儿，女儿也可以写信给娘，娘不能见女儿的
面，女儿可以寄一张相灯给娘。现在只有她，菊英的娘，十
年中不曾见过菊英，不曾收到菊英一封信，甚至一张相片。
十年以前，她又不曾给菊英照过相。

她能知道她的菊英现在的情形吗？菊英的口角露着微笑？菊
英的眼边留着泪痕？菊英的世界是一个光明的？是一个黑暗
的？有神在保佑菊英？有恶鬼在捉弄菊英？菊英肥了？菊英
瘦了？或者病了？——这种种，只有天知道！

但是菊英长得高了，发育成熟了，她相信是一定的。无论男
子或女子，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想要一个老婆或老公，她相
信是必然的。她确信——这用不着问菊英——菊英现在非常
的需要一个丈夫了。菊英现在一定感觉到非常的寂寞，非常
的孤单。菊英所呼吸的空气一定是沉重的，闷人的。菊英一
定非常的苦恼，非常的忧郁。菊英一定感觉到了活着没有趣
味。或者——她想——菊英甚至于想自杀了。要把她的心肝
儿菊英从悲观的，绝望的，危险的地方拖到乐观的，希望的，
平安的地方，她知道不是威吓，不是理论，不是劝告，不是
母爱，所能济事；唯一的方法是给菊英一个老公，一个年青
的老公。自然，菊英绝不至于说自己的苦恼是因为没有老公；
或者菊英竟当真的不晓得自己的苦恼是因何而起的也未可知。



但是给菊英一个老公，必可除却菊英的寂寞，菊英的孤单。
他会给菊英许多温和的安慰和许多的快乐。菊英的身体有了
托付，灵魂有了依附，便会快活起来，不至于再陷入这样危
险的地方去了。问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要不要老公，这是不
会得到“要”字的回答的。不论她平日如何注意男子，喜欢
男子，想念男子，或甚至已爱上了一个男子，你都无须多礼。
菊英的娘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也毅然的把女儿的责任照着向
来的风俗放在自己的肩上了。她已经耗费了许多心血。五六
年前，一听见媒人来说某人要给儿子讨一个老婆，她便要冒
风冒雨，跋山涉水的去东西打听。于今，她心满意足了，她
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女婿。虽然她现在看不见女婿，但是女
婿在七八岁时照的一张相片，她看见过。他生的非常的秀丽，
显见得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因了媒人的说合，她已和他的爹
娘订了婚约。他的家里很有钱，聘金的多少是用不着开口的。
四百元大洋已做一次送来。她现在正忙着办嫁妆，她的力量
能好到什么地步，她便好到什么地步。这样，她才心安，才
觉得对得住女儿。

菊英的爹是一个商人。虽然他并不懂得洋文，但是因为他老
成忠厚，森森煤油公司的外国人遂把银根托付了他，请他做
经理。他的薪水不多，每月只有三十元，但每年年底的花红
往往超过他一年的薪水。他在森森公司五年，手头已有数千
元的积蓄。菊英的娘对于穿吃，非常的俭省。虽然菊英的爹
不时一百元二百元的从远处带来给她，但她总是不肯做一件
好的衣服，买一点好的小菜。她身体很不强健，屡因稍微过
度的劳动或心中有点不乐，她的大腿腰背便会酸起来，太阳
心口会痛起来，牙齿会浮肿起来，眼睛会模糊起来。但是她
虽然这样的多病，她总是不肯雇一个女工，甚至一个工钱极
便宜的小女孩。她往往带着病还要工作。腰和背尽管酸痛，
她有衣服要洗时，还是不肯在家用水缸里的水洗——她说水
缸里的水是备紧要时用的——定要跑到河边，走下那高高低
低摇动而且狭窄的一级一级的埠头，跪倒在最末的一级，弯
着酸痛的腰和背，用力的洗她的衣服。眼睛尽管起了红丝，
模糊而且疼痛，有什么衣或鞋要做时，她还是要带上眼镜，



勉强的做她的衣或鞋。她的几种病所以成为医不好的老病，
而且一天比一天厉害了下去，未始不是她过度的勉强支持所
致。菊英的爹和邻居都屡次劝她雇一个女工，不要这样过度
的操劳，但她总是不肯。她知道别人的劝告是对的。她知道
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的缘故。但是她以为自己是不要紧
的，不论多病或不寿。她以为要紧的是，赶快给女儿嫁一个
老公，给儿子讨一个老婆，而且都要热热闹闹阔阔绰绰的举
办。菊英的娘和爹，一个千辛万苦的在家工作，一个飘海过
洋的在外面经商，一大半是为的儿女的大事。

如果儿女的婚姻草草的了事，他们的心中便要生出非常的不
安。因为他们觉得儿女的婚嫁，是做爹娘责任内应尽的事，
做儿女的除了拜堂以外，可以袖手旁观。不能使喜事热闹阔
绰，他们便觉得对不住儿女。人家女儿多的，也须东挪西扯
的弄一点钱来尽力的把她们一个一个，热热闹闹阔阔绰绰的
嫁出去，何况他们除了菊英没有第二个女儿，而且菊英又是
娘所最爱的心肝儿。

尽她所有的力给菊英预备嫁妆，是她的责任，又是她十分的
心愿。

大略的说一说：金簪二枚，银簪珠簪各一枚。金银发钗各二
枚。挖耳，金的二个，银的一个。金的，银的和钻石的耳环
各两副。金戒指四枚，又钻石的两枚。手镯三对，金的倒有
二对。自内至外，四季衣服粗穿的具备三套四套，细穿的各
二套。凡丝罗缎如纺绸等衣服皆在粗穿之列。棉被八条，湖
绉的占了四条。毡子四条，外国绒的占了两条。

十字布乌贼枕六对，两面都挑出山水人物。大床一张，衣橱
二个，方桌及琴桌各一个。椅，凳，茶几及各种木器，都用
花梨木和其他上等的硬木做成，或雕刻，或嵌镶，都非常细
致，全件漆上淡黄，金黄和淡红等各种颜色。玻璃的橱头箱
中的镴器光彩夺目。大小的蜡烛台六副，最大的每只重十二
斤。其余日用的各种小件没有一件不精致，新奇，值钱。在



种种不能详说（就是菊英的娘也不能一一记得清楚）的东西
之外，还随去了良田十亩，每亩约计价一百二十元。

吉期近了，有许多嫁妆都须在前几天送到男家去，菊英的娘
愈加一天比一天忙碌起来。一切的事情都要经过她的考虑，
她的点督，或亲自动手。但是尽管日夜的忙碌，她总是不觉
得容易疲倦，她的身体反而比平时强健了数倍。

她心中非常的快活。人家都由“阿姆”而至“丈姆”，
由“丈姆”而至“外婆”，她以前看着好不难过，现在她可
也轮到了！邻居亲戚们知道罢，菊英的娘不是一个没有福气
的人！

她进进出出总是看见菊英一脸的笑容。“是的呀，喜期近了
呢，我的心肝儿！”她暗暗的对菊英说。菊英的两颊上突然
飞出来两朵红云。“是一个好看的郎君哩！聪明的郎君哩！
你到他的家里去，做‘他的人’去！让你日日夜夜跟着他，
守着他，让他日日夜夜陪着你，抱着你！”菊英羞着抱住了
头想逃走了。“好好的服侍他，”她又庄重的训导菊英
说：“依从他，不要使他不高兴。欢欢喜喜的明年就给他生
一个儿子！对于公婆要孝顺，要周到。对于其他的长者要恭
敬，幼者要和蔼。不要被人家说半句坏话，给娘争气，给自
己争气，牢牢的记着！……”

音乐热闹的奏着，渐渐由远而近了。住在街上的人家都晓得
菊英的轿子出了门。菊英的出嫁比别人要热闹，要阔绰，他
们都知道。他们都预先扶老携幼的在街上等候着观看。

最先走过的是两个送嫂。她们的背上各斜披着一幅大红绫子，
送嫂约过去有半里远近，队伍就到了。为首的是两盏红字的
大灯笼。灯笼后八面旗子，八个吹手。随后便是一长排精制
的，逼真的，各色纸童，纸婢，纸马，纸轿，纸桌，纸椅，
纸箱，纸屋，以及许多纸做的器具。后面一顶鼓阁两杠纸铺
陈，两杠真铺陈。铺陈后一顶香亭，香亭后才是菊英的轿子，



这轿子与平常的花轿不同，不是红色，却是青色，四维着彩。
轿后十几个人抬着一口十分沉重的棺材，这就是菊英的灵柩。
棺材在一套呆大的格子架中，架上盖着红色的绒毡，四面结
着彩，后面跟送着两个坐轿的，和许多预备在中途折回的，
步行的孩子。

看的人都说菊英的娘办得好，称赞她平日能吃苦耐劳。她们
又谈到菊英的聪明和新郎生前的漂亮，都说配合得得当。

这时，菊英的娘在家里哭得昏去了。娘的心中是这样的悲苦，
娘从此连心肝儿的棺材也要永久看不见了。菊英幼时是何等
的好看，何等的聪明，又是何等的听娘话！她才学会走路，
尚不能说话的时候，一举一动已很可爱了。来了一位客，娘
喊她去行个礼，她便过去弯了一弯腰。客给她糖或饼吃，她
红了脸不肯去接，但看着娘，她说“接了罢，谢谢！”她便
用两手捧了，弯了一弯腰。她随后便走到她的身边，放了一
点在自己的口里，拿了一点给娘吃，娘说，“娘不要吃，”
她便“嗯”的响了一声，露出不高兴的样子，高高的举着手，
硬要娘吃，娘接了放在口里，她便高兴得伏在娘的膝上嘻嘻
的笑了。那时她的爹不走运，跑到千里迢迢的云南去做生意，
半年六个月没有家信，四年没有回家，也没有边烂钱寄回来。
娘和她的祖母千辛万苦的给人家做粗做细，赚来养她，她六
岁时自己学磨纸，七岁绣花，学做小脚娘子的衣裤，八岁便
能帮娘磨纸，挑花边了。她不同别的孩子去玩耍，也不噪吃
闲食，只是整天的坐在房子里做工。她离不开娘，娘离不开
她。她是娘的肉，她是娘的唯一的心肝儿！好几次，娘想到
她的爹不走运，娘和祖母日日夜夜低着头的给人家做苦工，
还不能多赚一点钱，做一件好看的新衣服给她穿，买点好吃
的糖果给她吃，反而要她日日夜夜的帮着娘做苦工，娘的心
酸了起来，忽然抱着她哭了。她看见娘哭，也就放声大哭起
来。

娘没有告诉她，娘想些什么，但是娘的心酸苦了，她也酸苦
了。夜间娘要她早一点睡，她总是说做完了这一点。娘恐怕



她疲倦，但是她反说娘一定疲倦了，她说娘的'事情比她多。
她好几次的对娘说，“阿姆，我再过几年，人高了，气力大
了，我来代你煮饭。你太苦了，又要做这个，又要做那
个。”娘笑了，娘抱着她说，“好的，我的肉！”这时，眼
泪几乎从娘的眼中滚出来了。娘有时心中悲伤不过，脸上露
着愁容，一言不发的独自坐着，她便走了过来，靠着娘站着说
“阿姆，我猜阿爹明天要回来了。”她看见娘病了，躺在床
上，她的脸上的笑容就没有了。她没有心思再做工，她但整
天的坐在娘的床边，牵着娘的手，或给娘敲背，或给娘敲腿。
八年来，娘没有打过她一下，骂过她半句，她实在也无须娘
用指尖去轻轻的触一触！菩萨，娘是敬重的，娘没有做过一
件秽渎菩萨的事情。但是，天呵！为什么不留心肝儿在娘的
身边呢？那时虽是娘不小心，但也是为的她苦得太可怜了，
所以娘才要她跟着祖母到表兄弟那里去吃喜酒，好趁此热闹
热闹，开开心。谁能够晓得反而害了她呢？早知这样，咳，
何必要她去呢！她原是不肯去的：

“阿姆不去，我也不去。”她对娘这样说。但是又有吃，又
好看，又好耍，做娘的怎么不该劝她偶尔的去一次呢？“那
末只有阿姆一个人在家了，”她固执不过娘，便答应了，但
她又加上这一句，娘愿意离开她吗？娘能离开她吗？天呵，
她去了八天，娘已经尽够苦恼了！她的爹在千里迢迢的地方，
钱也没有，信也没有，人又不回来，娘日日夜夜在愁城中做
苦工，还有什么生趣？娘的唯一的安慰只有这一个心肝儿，
没有她，娘早就不想再活下去了。第九天，她跟着祖母回来
了。娘是这样的喜欢：好像娘的灵魂失去了又回来一般！她
一看见娘便喊着“阿姆”，跑到娘的身边来。

娘把她抱了起来，她便用手臂挽住了娘的颈，将面颊贴到娘
的脸上来。娘问她去了八天喜欢不喜欢，她说，“喜欢，只
是阿姆不在那里没有十分趣味。”娘摸她的手，看她的脸，
觉得反而比先瘦了。娘心中有点不乐。过了一会，她咳嗽了
几声，娘没有留意。谁知过了一会，她又咳嗽了。娘连忙问
她咳嗽了几天，她说两天。娘问她身体好过不好过，她说好



过，只是咳了又咳，有点讨厌。娘听了有点懊悔，忙到街上
去买了两个铜子的苏梗来泡茶给她吃。她把新娘子生得什么
样子，穿什么好的衣服，闹房时怎样，以及种种事情讲给娘
听，她的确很喜欢，她讲起来津津有味。第二天早晨，她的
声音有点哑了，娘很担忧。但因为要预备早饭，娘没有仔细
的问她，娘烧饭时，她还代娘扫了房中的地。吃饭时，娘看
她吃不下去，两颊有点红色，忙去摸她的头，她的头发烧了。
娘问她还有什么地方难过，她说喉咙有点痛。这一来，娘懊
悔得不得了了，娘觉得以先不该要她去。祖母愈加懊悔，她
说不知道那里疏忽了，竟使她受了寒，咳嗽而至于喉痛。娘
放下饭碗，看她的喉咙，她的喉咙已如血一般红了。收拾过
饭碗，娘又喊她到屋外去，给她仔细的看。这时，娘看见她
喉咙的右边起了一个小小的雪白的点子。娘不晓得这是什么
病，娘只知道喉病是极危险的。娘的心跳了起来，祖母也非
常的担忧。娘又问她，那一天便觉得喉咙不好过了，这时她
才告诉说，前天就觉得有点干燥了似的。娘连忙喊了一只划
船，带她到四里远的一个喉科医生那里去。医生的话，骇死
了娘，他说这是白喉，已起了两三天了。“白喉！”这是一
个可怕的名字！娘听见许多人说，生这病的人都是一礼拜就
死的！医生要把一根明晃晃的东西拿到她的喉咙里去搽药，
她怕，她闭着嘴不肯。娘劝她说这不痛的，但是她依然不肯。
最后，娘急得哭了：“为了阿姆呀，我的肉！”于是她也哭
了，她依了娘的话，让医生搽了一次药。回来时，医生又给
了一包吃的和漱的药。

第二天，她更加厉害了：声音愈加哑，咳嗽愈加多，喉咙里
面起了一层白的薄膜，白点愈加多，人愈发烧了。娘和祖母
都非常的害怕。一个邻居的来说，昨天的医生不大好，他是
中医，这种病应该早点请西医。西医最好的办法是打药水针，
只要病人在二十四点钟内不至于窒息，药水针便可保好。娘
虽然不大相信西医，但是眼见得中医医不好，也就不得不去
试一试。首善医院是在万邱山那边，娘想顺路去求药，便带
了香烛和香灰去。她怕中医，一定更怕西医，娘只好不告诉
她到医院里，只说到万邱山求药去。



她相信了娘的话，和娘坐着船去了。但是到要上岸的时候，
她明白了。因为她到过万邱山两次，医院的样子与万邱山一
点也不像，她哭了，她无论如何不肯上岸去。娘劝她，两个
划船的也劝她说，不医是不会好的，你不好，娘也不能活了，
她总是不肯。划船的想把她抱上岸去，她用手乱打乱挣，哑
着声音号哭得更厉害了，娘看着心中非常的不好过，又想到
外国医生的厉害，怕要开刀做什么，她既一定不肯去，不如
依了她，因此只到万邱山去求了药回来了。第三天早晨，她
的呼吸是这样的困难：喉咙中发出嘶嘶的声音，好像有什么
塞住了喉咙一般，咳嗽愈厉害，她的脸色非常的青白。她瘦
了许多，她有二天没有吃饭了。娘的心如烈火一般的烧着，
只会抱着流泪。祖母也没有一点主意，也只会流眼泪了。许
多人说可以拿荸荠汁，莱菔汁，给她吃，娘也一一的依着办
来给她吃过。但是第四天早晨，她的喉咙中声音响得如猪的
一般了。说话的声音已经听不清楚。嘴巴大大的开着，鼻子
跟着呼吸很快的一开一开。咳嗽的非常厉害。脸色又是青又
是白，两颊陷了进去。下颚变得又长又尖，两眼呆呆的圆睁
着，凹了进去，眼白青白的失了光，眼珠暗淡的不活泼
了——像山羊的面孔！死相！

但是，命运注定了，还有什么用处呢！咳，娘是该要这样可
怜的！下半天，她的呼吸渐渐透不转来，就在夜间十一点
钟……天呀！

出嫁感悟短句篇五

《丑女如菊》作者乡村原野，是一部言情小说，共577章。讲
的是穿越到农家丑女菊花的身上，她无视人们鄙视或同情的
目光，如一株恣意怒放的野菊花，静静开在原野，在萧瑟的
秋风中张扬着旺盛的生命!从她穿越到12岁的菊花身上开始，
到她满头白发和老伴张槐自然老死结束，中间是她长长的一
生，帮助父母哥哥发家致富，收获青梅竹马的爱情，养儿育
女，买山种树养殖，经历火灾带全家人安全逃出，办学堂，
办医学院，造福后代子孙。但她的生活却极其简单，穿棉布



的衣服，种一方小小的菜园，自己烧喜欢的菜。这篇小说读
了五六天，终于结束了，抄录阅读中截屏的精彩内容和语句，
记录下自己感受最深的地方，便会有更多的收获。

这部小说首先是名字吸引了我，我特想看作为一个丑女如何
逆袭自己的人生。到了一个极度贫穷的人家，吃穿住行都是
很大的问题，这些都不怕，慢慢来，一切都会好的。房前屋
后都移植了野菊花，喝菊花茶水，枕菊花枕头，用菊花煮水
冷却后洗脸，贫穷依旧可以过得很美好。后院的一方小菜地，
种各种各样的蔬菜，每天早起去打理，每天做饭时就会有最
新鲜的蔬菜。家里再养些小鸡、小鸭，几头猪，这些可以卖
钱供日用开支，等日子富裕了也可以自食。屋前的小河边，
栽种柳树和桃树，春天十里桃花，夏天绿树成荫，秋天果实
飘香。在自家地里挖一鱼塘，收集各种鱼苗，种下莲藕菱角，
既美丽又有美食。屋后的山上，种橡树，种竹子，种蘑菇，
种木耳。这样田园的农家的生活是多么美好，令人向往。她
的一生不论是家贫如洗还是后来荣华富贵，都始终在整日劳
碌着。喜欢她这样勤劳的女子，不抱怨，用自己的双手一点
一滴的改变生活。“人总是忙些事，日子才有盼头，过得才
有意思。”这是她说的一句话，很普通，却打动了我。

还喜欢她家的那群孩子，都是以蔬菜命名的，葫芦、板栗、
小葱、红椒、紫茄、南瓜、黄豆等。菊花特别会教育孩子，
天天给孩子讲故事，让孩子在故事中懂得人生的大道理。弄
一些木头方块，上面六个面都刻上字，让孩子们在游戏中认
识字。她家的孩子们上学时早晚各半小时练武功，放假后半
天读书半天劳动，午饭后还有半小时经济课。这样的课程安
排，强身健体、学会劳动、学会累积财富，多么全面。每每
遇到事情，还会就这件事情给孩子们细细的分析讲解，也就
是我们的随机教育吧，润物细无声。多么智慧的母亲，子女
养育好，自己的后半生才能过得舒心。

古代官家女子以“琴棋书画”为四艺，须不知这些技艺不能
吃，也不能喝，只是高级点的娱乐。作为官家女子并不用关



心生计，但可悲的是她们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掌握在自己的
手中。古代农家女子也需学习四艺：“茶饭、针线、伺候牲
畜、种菜园子”这些才是实实在在的生存的本领，自己动手，
让自己吃好穿好。那么作为现代女子又需要哪四艺呢?“厨艺、
家务、育儿、挣钱”我想这些是必需的，有一份工资可以养
家，能做可口的饭菜，能把家收拾的干净整洁，能把子女教
育好，这样的女子会是所有男人都希望的的吧。

读好的小说，可以让你慢慢的成为文中那个美好的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