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名著读后感感(优质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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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
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名著读后感感篇一

今年暑假，我又在图书馆中借阅了陪伴我的童年的一本书—
三国演义！这本书讲述的是三国时期魏、蜀、吴之间的战争，
最终晋国夺取天下的故事。这本书中刻画的个个都是英雄豪
杰，但书中令我有深刻的感受的只有几位。

首先是诸葛亮。他本是山中的一个隐士，后来经过刘备的真
诚邀请，才出山担任刘备的军师的。他出山后，一直为刘备
出谋划策，每次蜀国经典的战役都是经过他的指挥才会成功
的，比如草船借箭、火烧赤壁、空城计等等。而且他上知天
文，下知地理，还十分忠诚，鞠躬尽，死而后己，因为有诸
葛亮，刘备才能从一个无名之辈变成蜀国君主，与其他二国
争夺天下！

第三是刘备，他从当年的桃园三结义就可以看出他的有情有
义，在之后的战斗中有看出他富有爱心，当年曹操打的他落
花流水，弃城败逃，而他在逃跑路上还关心着老百姓，让他
们与他一起走。真是他这样的性格，导致他日后总以仁义待
人，成就霸业！不过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刘备有一个缺点，
也是他的优点—重情义，在关羽被东吴所杀时，悲痛欲绝，
不听劝告，导致进攻东吴时被火烧连营，西蜀实力大衰，令
日后的北伐都不能成功！

还有一个人，就是刘阿斗，因为他这个不争气的帝王，令诸
葛亮北伐屡屡遭到阻碍，在诸葛亮死后，他沉迷酒色当中，



宠幸宦官，又走上了当年东汉平帝的老路，最终导致蜀国被
灭在了晋国的手上，我想，如果当年刘备晚死一点，立次子
为帝，恐怕汉室就能复兴，天下就将重新落入汉室之手！

暑假重读这本书，令我明白了许多：刘备让我明白了对人要
仁义，赵云让我明白了对人要忠心耿耿，我们只要取长补短，
移多补少，就能无所畏惧，战胜一切拦路虎！

名著读后感感篇二

我最初看“老人与海”之后，只感叹了一句，人最终不知道
自己需要什么，征服了什么; 但是，我现在再看的时候，却
有另外的感受。老人与海的挑战，进行了不屈不饶的征服，
但是你是不是想过，人是不是在不屈不饶的制造问题，然后
再去解决他，到底这世界最后谁征服谁，征服了之后做什么，
为什么要征服而不是…… 中国古代文化的内涵，在与亲和力，
而不是征服的力量，海明威参加过美国人的英雄思维，就是
强调征服的力量，但是失明后的他，开始思考征服的意义，
所以才有老人和海;美国在越战里的结果，海明威是越战里的
老人，人类的生存意识是海，如果盲目的强调一个生命对另
个生命的征服和占有，即使进行着不屈不饶的过程，结果只
有海明威所写的，老人空着手回航：“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
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但永远不会打败他”， 人
如此，其他的生命呢? 很多东西，在名著里都是留下很多东
西的，思考思索是所有作家的天性和责任，我爱作家和文人，
爱一切在生存的压力下不放弃思考的人们。

一个简单的故事，一个平凡的老人，一条普通的大马林鱼，
在茫茫大海上发生了看似平凡而又不平凡的经历。也许没有
大海，就没有鱼;没有鱼，也就没有渔夫，同样也就没有折断
不平凡的经历了。正因为有了大海，才让渔夫钓上了一条大
马林鱼，但却在海上拖了三天三夜才把鱼杀死，但又遭到了
鲨鱼的袭击，贼后的结局可想而知，这条大马林鱼只剩下了



鱼头鱼尾和一条脊骨。一切的肉体都不复存在了，剩下的只
是一个躯壳，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任人摆布，但是谁又愿
意去操控它呢?它只不过是一堆毫无利用价值的骨架。

然而，一个悲剧性的故事里，却折射出一个“英雄人
物”——老人圣地亚哥。连续八十四天没有捕到鱼，在别人
眼中他是一个失败者。因为作为渔夫，捕不到鱼，还能算是
真正的渔夫吗?而可贵的还是他却能在第八十五天决心驶向远
方的大海去钓鱼，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难道
不令我们佩服吗?不论是鱼叉，小刀，短棍。一次次被鲨鱼带
走，但他始终用尽一切手段进行反击，什么也无法摧残它英
勇的意志。一句“我跟你奉陪到死”，夹杂在大海的咆哮声
中，回响在我耳旁。一个人把生命都压了上去，与敌人做殊
死的博斗，能不算英勇吗?我想鲨鱼正是宇宙间一切破坏性力
量的化身，而老人正是正义的使者。

在人的一生中随时随地都存在这股破坏力量，人生是不停地
循环着的，喜剧的落幕，不就是悲剧的上演;悲剧的落幕，也
就意味着喜剧的再度登场。老人将大马林鱼杀死看似是完美
的结果，但同时他还在“酝酿”这自己的悲剧。鲨鱼的袭击，
就是应得的报应。一个人生活在世上总是有所追求的，无论
追求的东西是好，是坏，追求的手段是正义，还是卑劣;也许
能够得到就是最好的结果吧。在充满悲剧色彩的全文中仍有
一丝亮点，那就是孩子。孩子带回了老人失去的青春，使他
找回了自我。如果每一个人都拥有一分童心，一分天真，那
么世界不再总是灰色，就算当时你享有的是最后的晚餐，也
不会忘记在饭前洗手，饭后漱口了。 回想起文中老人的
话“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
败”不正道出了本文的主题吗?人真的是很奇怪的动物，为何
有勇气面对死亡，却没有勇气面对失败呢?难道失败真的如此
可怕吗?冷冷的海风里夹杂着一股血腥，也许人真正害怕的可
能是这些吧!

以上是小编为大家整理好的范文，希望大家喜欢



名著读后感感篇三

《小王子》这本书大伙是不是看过呢？假如没，那就太可惜
了，这本书在西方可是非常有名的呢！一看你就会被故事中
的情节吸引，我就是如此！

读了这本书后，我了解了什么叫纯洁。小王子之所以执意要
离开地球，是由于他怕玫瑰花会被小羊吃掉。假如没了玫瑰
花，整个星球将会失去光芒。为了让星球更美，放弃自我的
好友，可看出小王子内心纯洁。善良！

读完这篇文章，我感触深刻。大家再长大的过程中永远要坚
持一颗纯洁的心，如此才可以所追求大家想要的东西。

名著读后感感篇四

今天，我读了《昆虫记》这本书。作者法布尔细心专注观察
昆虫的样子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文章主要讲了法布尔用40多年来观察了蜜蜂、蜘蛛、蝴蝶
等30多种昆虫，并把它们描述得非常清楚：昆虫们怎样劳动﹑
有怎样习性和本能，甚至是怎样繁殖、死亡……在法布尔的
笔下都描述得栩栩如生。不管是风吹雨淋还是严冬或酷暑法
布尔都在专心致志地观察了昆虫40多年。

当我读到法布尔观察黄蜂这个小片段时，我觉得法布尔就像
看电视一样着了迷，废寝忘食般观察黄蜂，他把黄蜂的身体
各个部位介绍得清清楚楚。这让我觉得法布尔做事很认真、
仔细不马虎。虽然黄蜂的巢穴是最难观察到的，但是法布尔
依然没有放弃观察，他亲自用手把蜂巢掘开观察蜂巢内部。
这还让我看出法布尔是个不会因为困难就退缩的人。法布尔
的认真和永不放弃这两种精神足以令我佩服！

在生活中，我也有法布尔不放弃的精神：我做作业时有一道



很难的.题想来想去做不出。当我想放弃时，想到了法布尔观
察昆虫那永不放弃的精神，于是我鼓起信心认真思考，把那
道题做了出来。

我们应该学习法布尔不放弃、认真仔细的精神！

名著读后感感篇五

买了这本书差不多有一个多月了，一直放在书架上，没开封。
一直没时间看，后来听一个微博上的朋友说，这本书很震撼，
所以借春节假期之际，开了封。果然很震撼。对南美不了解
的我，通过这本书可以知道个所以然。作者马尔克斯通过对
小说情节的肆意构造又让其沉浸于现实之中，将拉丁美洲人
的生活方式和细节与天马行空的故事进程交融在一起，通过
描写一个小镇(马孔多)的兴衰和盛败过程彰显出整个拉丁美
洲的历史进程，通过描写一个家族的新生、鼎盛到没落和消
亡过程来展示整个南美人的风土人情和生活面貌。情节之离
奇、过程之曲折，色彩之浓烈，结局之意外，让人不得不佩
服作者对全篇小说的孕育能力和掌控能力。整篇文章都被一
种异样的孤独所笼罩，让人窒息。很奇特，我对作者写这篇
小说的动机很感兴趣，有机会，一定要查查资料，看看作者
出于何种目的写这篇小说。

当我看完这部小说的时候，我竟然惊奇的发现这部小说与我
国的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首先都
是描写一个家族，而且极力将其所处的历史背景淡化模糊，
重点叙述故事内容和勾勒人物个性。其次，巧妙的将虚幻和
写真的写作手法融合在一起，使整个故事情节无限伸展，无
边无际，使小说中的人物无限穿越，鲜活如生。最后相似的
地方，就是人物众多。每个人物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都
能在现实中找到影子。再一次佩服加西亚.马尔克斯，但对人
物个性描写还是及不上曹雪芹，不同的是马尔克斯写完了，
曹雪芹却没写完，留下一个巨大的遗憾。



印象中的南美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有神秘的玛雅文化和原
始部落，也有现代文明和工业革命。美丽而又富饶的地域和
勇敢勤劳的南美人却过着贫苦的生活。他们与其他地方不同
的是，没有经历过一二次世界大战，但是发展却远不及欧洲
和北美。从哥伦布发现他们之后，就变成了西班牙人的殖民
地，后来又成了葡萄牙人的殖民地，成了冒险者的天堂，同
时把战乱也带进了这个地方。就如作者的故乡一样，到如今，
也还在战争不断。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啊。

有这样一句歌词唱到“孤单是一群人的狂欢，狂欢是一个人
的孤单”。最初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总不能明白其含义。后
来反复琢磨设身处地去考虑，倒是有些懂了的苗头。正是因
为孤单，才使一群不甘寂寞的人儿齐聚在一起，彼此消磨着
对方的时间，去宽慰自己的颤抖的心灵。而与此对立的，纵
使这群孤单的人聚集在了一起，在纸醉金迷中沉沦，自己内
心的墙依旧把自己圈存在哪只有自己的密闭的空间内，所以
他们注定孤单。

正如同我刚开始对那句话的不了解，我在读《百年孤独》这
本小说的时候，发现孤独二字在文中出现的频率并不高。但
当我合上书本，再去细细品读，却又看到了隐藏在字里行间
的隐藏着的孤独，甚至乎那个时代的孤独。

孤独之处首先体现在故事中的人物身上。故事中的第二代贝
丽卡，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阿玛兰妲以及从他们身上展
开故事中联系到的相关人物的结局都不约而同地体现出孤独
二字。

名著读后感感篇六

前几个星期，我挤出时间，读完了《每个孩子都能成功》一
书。这是一本西方教育名著，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著名的学
习问题专家托马斯？阿姆斯特朗先生。他进行了15年深入的
调查研究，终于写成的经典教育专著，他的研究成果表明，



实际上根本没有天生的所谓学习上不行的孩子。绝大部分也
是世人带着有色眼镜看待的结果。

本书中谈到一个叫比利的孩子，总是喜欢发明令人匪夷所思
的玩意儿，例如让水沿着水槽流下，带着乒乓球滚入洞槽，
轮番撞击数只铃铛鸣叫，使一头玩具小猪旋转起来，最后进
入玩具鳄鱼嘴里。这样，一个鳄鱼似的小切削器便被启动了，
你可以在里面削铅笔。他发明的一些其他机械，也是既富创
造性又有实用性。然而，比利还是被勒令退学了，他似乎不
会按学校的规定的方式办事，他甚至不会计算房间的面积。

还有一个活泼好学的六岁小姑娘，当她第一天入校时是何等
地激动。她已习惯于把时间花在小池边与朋友们画画、戏水、
堆砖和唱歌，在入校第一天这么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
她充满了期待，她期待能在四周走动走动，她期待能了解一
些事物，她期待学校能随处歌唱、玩耍，她还期待着能与其
他伙伴在一起自由自在地交流。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她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不得不长时间坐在座位上的世界里，
在那儿，她必须去解析老师复杂的说辞，眼睛必须一眨不眨
地盯着味道怪异的书本上那些细小而又弯弯曲曲的数字与字
母。当她在老师面前表露出自己的失望与迷惑时，老师就建
议她去专家那儿做个检查。于是，她就接受了挑、串、刺等
一系列深入检查后，又被人认为是彻头彻尾的“痴呆生”。

现实中，像《每个孩子都能成功》一书中的描述的这些外国
孩子，在我们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又何尝少呢？在报告文学
《每个父母都能成功----李圣珍老师的教育胜经》一书中介
绍的北京的一位叫李圣珍的老师，好几年来，她已经将来自
全国的50多个家长和老师认为在学业上无可救药的差生转变
成了人见人爱的好孩子，来李老师家之前，有的孩子在学校
考试几乎门门都不及格，有的孩子上到小学四年级，数数还
超不过20，有的孩子一见到书本就想撕------。在李老师的
教育下，这些孩子在学业上全部脱胎换骨，全都有了长足的
进步，有的一跃成为班上的前五名，有的当上了三好学生，



还有的已经考上国内重点大学，有的还赴世界一流大学留学
深造。同托马斯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李圣珍，这位被
中国教育界誉为“拯救差生的圣手”的本土教育家，在谈到
她的教育经验时，她语出惊人：世界上不愿意学习好的孩子
根本不存在，学业差只是教育不当的结果。

“学业残疾”这一概念应该换成“学习差异”，成千上万的
被认为有“学业残疾”的小孩，并不是真正的残疾，而是他
们有自己独特的学习方式，而老师和家长并没有认识清楚。
而且，数以百万计的孩子，之所以在校学习未能充分发挥自
己的潜能、患有学校恐惧症或厌倦教室，是因为没有谁认识
以及开发他们应该在学校表现出来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特
有的天赋与才华被教师和家长的傲慢与偏见彻底泯灭和忽视
了。 李圣珍常说：教育是一门神秘科学，需要耐心地探求和
细心地分析。

《每个孩子都能成功》一书正是认真探析了学习这一重要的
教育现象，它揭示了许多十分有学习天赋的孩子却被送进学
业残疾班的令人震撼的悲剧根源，尤其是介绍了家长如何去
发现你的孩子个性化的学习方式以及介绍了帮助孩子提高学
习成绩的七种不同的方法。这样的匠心独到的指导，无论是
对孩子正在接受厌学煎熬的孩子的家长，还是差生的父母，
或者是学习成绩优秀的小孩的家长，都有开阔思路、纠正偏
差的效果。

20xx.12.5

名著读后感感篇七

等那一朵玫瑰的盛放，等那一段旅途的终点，等一首歌的落
音，等一个故事的谢幕。

从小王子离开612星球上独一无二的玫瑰开始，注定了这是一
个刻苦铭心而又漫长的旅程，临别的时候，玫瑰还是那样的



倔脾气，不肯委声的诉说不舍，像极了我们生活中那些刀子
嘴豆腐心的人，应对自我的亲人、爱人，还要死死捍卫着那
副尊严的皮囊，直到远送离去的背影，落下斜阳草树中的眼
泪。玫瑰当然明白，离开了612星球，她就不是唯一的玫瑰了，
指不定是唯二还是唯几，所以她还是无奈自我的倔强，在朦
胧中远眺着小王子的背影。想想我们是不是应当在特定的时
候，能够放下自我的身段，去诉说自我的情感，人世间没有
多少次表达真心的机会，我们应当好好的把握。

小王子之后遇到了别的星球上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人，让我印
象深刻的有两个星球上的人。一个星球上的是自以为全宇宙
最富有的一个男人，他坐在自我的小办公室里面，没日没夜
的数着星星，他说全宇宙的星星都是他的，所以他要好好管
理他们，就必须得每一天都这么数着。小王子不了解这么富
有有什么意义，可是那个富有的人却觉得只要拥有了财富什
么都能够做了。小王子唉声叹气的离开这个星球，留下了心
中的一堆疑问。其实那个男人就像是我们生活中那些只懂得
去拼命赚钱，而忽略了身边的完美景物的人。为什么要把星
星当成钱财去占有呢？为什么不把它们当成美景去欣赏呢，
一大片一大片的星空尽在眼底，没有钱财，权利，没有欲望，
天下的所有都能够是自我眼中的一番美景。占有不如去欣赏，
这是一个道理，有人能读却不必须能够读懂。另一个星球上
的一个人也是很趣味的，小王子看到他的时候，只见他前一
秒钟点灯，后一秒钟又把灯熄灭了，一向这么循环。

小王子问：“你在干吗呢？”点灯人说“我是一个点灯人，
这个星球公转太快，天黑天亮很快，我必须不断的点灯灭灯。
”小王子说：“那你为什么不一向跟着太阳一向走呢，这样
你就永远不用点灯了，因为永远都是天亮着的！”点灯人笑
了笑，说：“或许我存在的意义就是点灯，这样那些需要照
明的人才能够看到光亮。”小王子若有所思地离开了。点灯
人存在的`意义是点灯，没错啊，尽忠职守，各司其职，是这
个社会很需要的，每个人都有自我存在的意义，医生存在的
意义就是医治病人，不能为了少医治病人而去到一个很健康



的地方，警察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治安稳定，不能为了业绩，
而去到一个太平的地方，而减少自我工作次数。明白自我的
本分，明白自我存在的意义，是升华灵魂的金钥匙。如果不
能成为一个名声大震的人，做一个默默的点灯人也不错，至
少在自我一生的旅途中，以往为某某亮起过很重要的点点星
光。

小王子曾到过地球上一处的玫瑰园中，他看到满园盛放的玫
瑰，玫瑰嘲笑他说：“那里的玫瑰都是一样的，一样的漂亮，
没有你的独一无二的玫瑰。”小王子眼神更坚定了，他
说：“因为我对我的玫瑰付出过时间，所以她是独一无二的。
”背对着一片奚落，小王子离开了玫瑰园。“因为我对我的
玫瑰付出过时间，所以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上亿的人儿
匆匆而过，身边有珍惜的人是因为我们都对彼此付出过时间，
所以对我来说他是独一无二的，以后人生的道路上，相惜相
伴。从大爆炸开始，时间就一点一滴开始被我们认知，消耗。
把我们短暂的光阴消耗到别人的身上，说明他必定是珍贵的，
无可代替的，光阴和人重叠在一齐，变成了珍贵的回忆，独
一无二的回忆。不论世人怎样看这样的过往，对你来说都是
独一无二的。

圣埃克絮佩里为成人的世界写了一部童话，写美了世间的匆
忙，点缀了夜里不曾亮起的星星，闪耀在地球这个谜一样的
国度，投射出一片红心，照在了612星球那朵孤独的玫瑰上。
小王子在沙漠中对我说，他想要回去看玫瑰了，玫瑰必须很
孤单，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翘首以盼，他的漂流应当结束了。
无怨无悔的玫瑰，忠诚的狐狸，娇艳的玫瑰园里千万朵玫瑰，
执着的点灯人，固执的醉酒人，自以为拥有全宇宙财富的数
星星的人……所有所有都是现实社会中不一样类型的人的投
影，写得一针见血，深刻，引人深思。

我期望我能去到大沙漠中再遇到小王子，听一段完美的过往，
整理人生，整理回忆。



一个人有一朵玫瑰，或许已经足够了……

名著读后感感篇八

我读了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我深深地被这本书所吸引，
它让我体会到了鲁滨逊那惊人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精神。

鲁宾逊是本书的主人公。在一次航海中，鲁宾逊所乘的船在
一个荒岛附近触礁，船上的水手和乘客全被淹死了，只有鲁
滨逊一个人幸运地活了下来。海浪把他卷上了沙滩。在克服
了最初的悲观与绝望之后,他凭借自己顽强的毅力，与大自然
展开了英勇卓绝的斗争。他依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利用枪
和简单的工具，自力更生，自食其力地过起了荒凉的野岛生
活。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不仅有了自己的住所和家具，还有
牧场、种植园，甚至还养了宠物。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能
过上这样的生活，是很不容易的，这完全是他凭借自己的毅
力和智慧创造的奇迹。

鲁宾逊是一个善于帮助别人的人，他从一帮食人族手中救下
一个俘虏，那天是星期五，所以就给他取名叫“星期五”。
从那以后，“星期五”就成为他忠实的伙伴和仆人。鲁宾逊
还教他学会了说英语。不久，他又从食人族手中救出了几个
俘虏，和他们一起劳动，共同生活。后来，一艘英国船只经
过荒岛，鲁宾逊帮助船长制服了叛乱的水手，乘船离开荒岛，
返回英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鲁宾逊从落难荒岛到返回英
国，这段时间竟长达二十多年。

手捧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品味着从字里行间透露出年
少轻狂时的童真，神思似乎也飘向了那份曾经属于我们的逍
遥日子。

《朝花夕拾》，正同于它另类的名字一样，这本脍炙人口的
巨作，是鲁迅先生在风烛残年的岁月里写下的。老了，累了，
回味起童年时的点点滴滴，心中还是会有当初的味道，想必



还别有一番滋味吧。清晨绽放的鲜花有了晨曦会显得更加娇
嫩，到了夕阳西下时分去摘取，失去了刚刚盛开时的娇艳与
芳菲，晚霞的照射却使它平添了一中风韵，那若有若无的清
香在风的导送下，让人浮想联翩。像是在尝一道佳肴，细细
咀嚼，幼年时童真的味道留在心头，慢慢漾开。

鲁迅先生是一派大作家，他的童年并不乏味。他是乡下人，
却能和城里人一样去读书。少了乡下孩子的粗狂，多了一份
知书达理。少了城里孩子的娇气，多了一种大度气派。他怀
念在百草园无忧无虑的日子，与小虫子们为伍，仿佛这样的
童年才够味儿。趁大人们一愣神，以神不知，鬼不觉的神速，
钻进百草园。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也会来伴奏，鲁迅的童
年似乎是在一首大自然圆舞曲中度过的。

枯燥，乏味，是对鲁迅先生在三味书斋的最好的诠释。稍稍
偷懒一会儿，也会被寿镜吾老先生的一句：“人都到哪里去
了?”喊回来，整天除了读书还是读书，闲来无趣。

从书卷里散透出的天真烂漫，不经意间似乎也把我感染了，
或许鲁迅的文章真有什么魔力吧，他用一个孩子处世不深的
目光探射了我的心，引起了我的共鸣。

有人说：要看一个人是不是真的会写文章，最主要还是看他
的文章里有没有感情。老师也曾说过：只有情感才能把文章
变成有血有肉的。我不得不承认鲁迅确实厉害，他的一切话
语虽然平淡朴实，炽热的情感却展露无疑。他希望与大自然
真正拥抱在一起，憧憬在山水间流连，向往与小虫子们打成
一片的日子。读着读着，仿若年迈的老人顿时变成了一个活
力四射小孩子，身上散发着阳光般的气息。

小的时候，自己也曾拥有过那样的光辉世纪。喜欢坐在河岸
边看着鸭子从身前游过，颁着手指头细数“一只，两只。。。
。。。”;喜欢奔跑在林间小道，抛开心中的不愉快，尽情去
笑，不用管礼数是否;还喜欢躲在一个隐秘的地方，看着同伴



进进出出找自己的忙碌身影，最后因为自己躲的技术太高超，
无奈，只得向我低头认输。想到这里，心中有种窃喜的感觉，
说不上来是什么。好象是一个小小的“阴谋”得逞了，又象
是躲过了一场小小的“灾难”。

我们的童年渐行渐远，留下的是一个美丽的回忆。《朝花夕
拾》，去领略一下鲁迅的童年，慢慢体会其中的幸福童年味
儿吧。琐碎的记忆在《朝花夕拾》中重现，不一样的年代，
一样的快乐，童年，惹人怀念啊。

名著读后感感篇九

海平面上，旭日东升，海水泛着点点金光。天的尽头，与大
海相交，海天一色。那片金光，是胜利的呼唤！

海边，一幢小木屋。残破，摇摇欲坠。里面住着一位老人，
陪伴他的，只有一个小男孩、一艘破船，还有梦中的狮子。
老人已经八十四天没捕到鱼了。一天，他修补着渔网，目光
锐利的穿过窗口，眺望远方。拿起略有锈迹却依然锋利的鱼
叉，他再次出海。

人是不会一直走霉运的，上天终于垂青于他，他成功的捕到
了一条大马林鱼。可命运总是和他开玩笑，他出海太远了，
回去的路上要经过一片鲨鱼带。老人虽凭借丰富的经验，但
最终寡不敌众，拖回海滩的，只剩下一副白色的挂着零星碎
肉的骨架。

看了这本书，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老人有一句誓言：一个
人可以输，但绝不可以被打败！桑提亚哥用生命在践行这句
誓言，也在用生命演绎着自己的誓言。

人性是强悍的，人类本身有自己的极限，但桑提亚哥一次又
一次的挑战他的极限，从而使他的极限一次又一次的扩大，



以便迎接更大的挑战。不管成功与否，他都是可敬的。

人生中，耐性也十分重要，谁的耐性好，谁就能笑到最后。
老人有种不达目的就不罢休的气势。他也有技巧、有信心。
他在与鲨鱼的搏斗中，鱼叉被刺死鲨鱼带走了，他就把小刀
绑在桨把上，继续与鲨鱼周旋，刀子折断了，他就用短棍，
甚至舵把。这种充满信心、锲而不舍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小说最后，他虽然只带回了一副鱼骨架，他输了，输给了鲨
鱼群。不过，他并没有被打败。他犹如一面旗帜，屹立不倒，
迎着海风猎猎作响。

桑提亚哥，一个年近六旬的老渔夫，他是一个战士、一个英
雄、一个传奇，“一个人可以输，但绝不可以被打败！”这
句话镌刻在他生命的丰碑上，熠熠生辉。

绝不低头，笑对挫折。可以输，但绝不可以被打败！

桑提亚哥是个可怜的老头——看上去似乎是的。海明威以自
我精炼的语言塑造了这个形象，能够说，海明威并没有给予
老人成功，却赋予老人在压力下优雅而坚韧的形象。

老渔夫在海上一无所获地漂流了84天后钓到了一条巨大无比
的马林鱼，这是一条比他的渔船还长2英尺的鱼，是在拖着渔
船整整两天两夜之后才被刺死的。老人的命运似乎并不成功，
他又遭遇了鲨鱼，经过殊死的搏斗，马林鱼只剩下一副骨架。

骨骼是精神的支柱，海明威看似没有让老人桑提亚哥成功，
却以光秃秃的骨骼奏出了老人生命的硬度。

“我和你奉陪到死”——这个硬汉应对挑战如是说。暗喻他
自身的英雄主义所在，还有他趋向坚韧的力量。故事的头尾，
都出现了名叫明诺林的男孩——他期望继承老人的事业。何
止捕鱼的事业要被传承，这副铮铮铁骨又何尝不为我们所崇



敬、所供奉、所学习呢。在老人的故事里为什么有这个孩子
的出现？年轻，象征着力量和期望，即便是老人，他的内心
同样是年轻的。文中多次描述到狮子，阿非利加海滩上，狮
子在笑闹嬉戏，它们浮此刻老人的梦中，一向在老人的心中，
同样揭示了老人永远不会老的意志。

海明威的这部小说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和普利策奖。这个骨
头里留有几百块弹片的硬汉作家，恰当地写出了生命的强度，
告诉我们怎样去应对生、老、病、死，告诉我们心该有多宽，
如海一般。老人是孤独的，他是在理想的道路上前行的旅人，
但他又是不孤独的，因为他的意志是那样的坚强。

不妨将鲨鱼看作打击，吃掉你的成功和幸福。但正如那孩子
说的：“它没有打败你，它没有。”

一个真正的强者，只能被摧毁而不能被击败。

永不言败，这就是《老人与海》告诉我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