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后感读后感 哈姆雷特读后感四
百字(优秀10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
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
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读后感读后感篇一

哈姆雷特像此类的心理独白不在少数，对于自己的杀父仇人，
他在犹豫着，迟迟不肯动手，错失了很多好时机；对于自己
性格中的弱点，他也在不断质问，他意识到自己的柔弱和忧
郁，宝贵的时间多半用在了思考和等待中；他对时局和现实
有着较为敏感的观察力和洞见力，可他的行动总远远滞后于
思想，我不否定他对“人”、“人的优缺点”等问题有着个
人独到的见解，可他最终葬送了性命才勉强实现了夙愿。

读后感读后感篇二

寒假里，我看了一个童话故事——《海的女儿》它讲述一个
人鱼和人之间的动人故事。

《海的女儿》童话中的主人公生活在海的深处，是一条美人
鱼。她在海底世界里度过三百多年的岁月，然后化为泡沫，
结束她一生的幸福。她放弃了海里的生活，忍受着痛苦把自
已的鱼尾变成了人腿。后来她救了一个王子并喜欢上了他，
而那个王子和邻国的公主结婚了，她的希望没有了。她如果
继续成为“海的女儿”就要刺死那个王子后，就可以回到她
的家人中去，回到属于她自已的世界。但她没有这样做，却
自已投入海中化为泡沫。

我喜欢《海的女儿》。它使我懂得了生命可贵。在任何事前



面都要有坚强的毅力，勇敢地去面对它。在这本书里，我不
仅知道了一些美好的故事，还受到很大的启发教育。在生活
中，我碰到困难时，要像小人鱼一样坚强的面对。在学习上，
我也要像小人鱼一样坚持不懈。

读后感读后感篇三

《爱的教育》一书的内容是一个意大利四年级小学生在一个
学年内所记的日记。全书共100篇文章。该著作由意大利作家
亚米契斯耗时近10年完成。无论哪一章、哪一节，都
把“爱”表现的淋漓尽致，大至国家、社会、民族的大爱，
小至父母、师长、朋友间的小爱，处处扣人心弦、感人肺腑，
使人读后如同在爱的怀抱中成长。

《爱的教育》一书中一个小故事都讲述了一种不同的爱，其
中每月故事更是让人感动，让我们觉得世间处处有真情。其中
《寻母记》是最令我感动的一则故事。一个才13岁的孩子，
孤身一人从热那亚出发去美洲，这需要多少爱来支持他呀！
然而到了那里，母亲却又随着主人到了其他地方。也许结果
不是好的，可是又有谁知道他为这结果付出了多少？看到这，
我不禁潸然泪下。书中还提到了这样一件感人肺腑的事情；
二年级学生洛佩蒂为了救一个站在当街的一年级学生，挡在
车子前面，一年级学生得救了，洛佩蒂却被车子轧了。同学、
老师、校长纷纷称赞他是“牺牲自己而救助朋友的人”，看
到这，我心中悲喜交集。

《爱的教育》语言淳朴易懂，他没有诗情画意的言语，没有
畅谈世事的豪情，没有惊世骇俗的论点，但却用最真的实事
揭示了爱的真谛。

爱像空气，天天在我们身边，因其无影无形而经常被我们忽
略，可是我们的生活不能缺少它，它的意义已经融入生命，
然而很多人都无法感受到。因为它不仅仅是个人的情感，更
是一种以整个为荣的尊严与感情。



读后感读后感篇四

《百年孤独》中浸淫着的孤独感，其主要内涵应该是对整个
苦难的拉丁美洲被排斥现代文明世界的进程之外的愤懑和抗
议，《百年孤独》是一本措辞简单的书，甚至简单到带一点
冷酷的味道。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百年孤独四百字读后
感”，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这是一本饱含孤独的书，厚厚的书页承载着厚厚的孤独
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孤独是一开始就注定好的，在那本羊
皮手稿中，从第一代人传至第七代，一直没有被研究透，而
正因为家族中无人，也就不能知道家族的命运走向，我觉得
这是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一个独具匠心的安排。一开始读
这本书的时候，并不知道作者采用倒叙的手法，被一连串看
似一样的名字弄得眼花缭乱，再去看作者著此书的目的，是
要通过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充满神秘色彩的坎坷经历来反映
哥伦比亚乃至拉丁美洲的历史演变个社会现实。

虽然我并不太了解拉丁美洲的历史，但是通过这本书，我能
够感受到在那个年代，那片土地，那一群人类的'内心。我想
我是难过的，因为能够确确实实地感受到那份孤独与无奈。
我想我又是幸运的，通过这本书，我学到的是该如何把握自
己的命运，过好自己的生活。

第一次读《百年孤独》，还是16年，没有看明白。在那时的
读后感里就有了对马尔克斯和《百年孤独》的差评。再读一
次时，才发现自己真是年少轻狂，有眼不识泰山。

又一次捧起这本书，读起来觉得是不一样的。自己尝试着画
人物关系图，不再纠结于书中重复命名带来的苦恼。故事甚
是好看，脉络其实挺清晰的，前后都有铺垫。人物是活生生
的，现实中掺杂着神奇的预言，一切都显得合情合理。



虽然书中讲述了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故事，但男人们事实
上只有两类：

“所有叫奥雷里亚诺的性格孤僻，但头脑敏锐，富于洞察力;
所有叫何塞阿尔卡蒂奥的都性格冲动，富于事业心，但命中
注定带有悲剧色彩。”

不得不说，马尔克斯真行。写全了一百多年的历史，描尽了
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故事之外，更多的是自己的感受。

第一就是世事的变更与人的延续性既对立，又统一。百年间
马孔多的居民们从闭塞走向了开放，新发明、新事物、异乡
人的涌入改变了马孔多，小镇升级为市，沧海桑田，白云苍
狗，世事无常。但人呢?一代代的延续，人的生活环境不同了，
但祖祖辈辈们的性格却依然在延续。阿尔卡蒂奥和奥雷里亚
诺一代代死亡，一代代新生，应了句老话“老子十八年后，
又是一条好汉”。祖祖辈辈的相似，让老祖母怀疑“世界在
原地打转”。就算是前两代人的缺点，书中的一些疾病传了
下来。(偶然得知马尔克斯家族有阿尔茨海默病遗传史才知道
马尔克斯写的这些病的来源)

第二就是产生了自由的向往。书里很少看到规矩，没有三纲
五常的束缚，人都是自由的，在大家庭里有自己的隐私，可
以做自己的事情，阿玛兰妲可以终身不嫁，丽贝卡长大后可
以重拾吃土的陋习，蕾梅黛丝可以光着身子在家里走来走去，
第六代野奥雷里亚诺也逐渐逃脱了费尔南达的严密控制……
自由地生活着，情爱也是自由的。甚至，孤独也是自由的!

是啊，孤独是最大的自由。奥雷里亚诺上校可以一个人在作
坊里打磨小金鱼，丽贝卡可以一个人生活到老……。这些人
不用担心别人的打扰，也不用担心自己会饿死，更不用在意
别人的看法。



有时真感觉自己不自由，来自家庭和学校的压力，也会担忧
看不清的未来。连孤单都害怕别人说成孤独!

幸而读了些书，可以不受时空的束缚，可以比身边的人看得
长远一点，视域更大一点。“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自己
的那点破事，在宇宙和世纪看来都不是事。

记忆力太好不是件好事，很庆幸自己的记忆力不太好。鬼片
中的鬼从不会想起，书中难过的片段也会忘却，过去会被漂
白得只剩些只鳞半爪的瞬间。自己那么热衷于写日志和公号
也是为了留下些回忆吧。

最后，还是希望更多的人去读读这本好书吧。网上有更通俗
易懂的人物图的版本(只是更喜欢自己花时间画出来的版本)，
结合着去看就能懂这本奇书。

孤独，在我看来，就是指无亲情，友情，感情可言，如同茫
茫天地间孤身一人的落魄之感。在《百年孤独》中，一个家
族的几代人都终身被孤独笼罩。他们并不缺少亲人，爱人，
友人，只是这所谓的亲人，爱人，友人都是些单纯的冷冰冰
的字眼，毫无感情。父子之间没有亲情，没有照顾与关爱;夫
妻之间没有信任，称不上是感情;友人之间如同过客，真挚的
情感在孤独的马孔多中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孤独，是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之中的产物。他们的生活是孤
独的，最主要的是，他们的思想是孤独的;更可悲的是，他们
对此毫无察觉，他们习以为常，对这种状态习以为常，却没
发觉这种状态就是可悲的孤独。

初期的马孔多与世隔绝，自给自足，仅有寥寥几十个人。这
就已经决定了封闭的马孔多注定是孤独的。即使之后有外国
人来到马孔多推销那些在人们眼里神奇，有魔力的新鲜事物，
给马孔多人民枯燥乏味的生活带来了些许的欢愉，但那毕竟
是暂时的，况且，无论什么新鲜的事物都无法改变他们思想



之中根深蒂固的孤独。

故事从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回忆写起，写了关于这
个家族轮回般的几代人的故事，伴随着马孔多的衰盛。从可
怕的近亲结婚的诅咒——生出长尾巴的小孩开始，几代人都
疯狂地与近亲发生关系。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与其说是愚昧，
我觉得称其为孤独更加贴切。生活在那种日子里，要不就是
做些毫无意义的事情，要不就是随着自我的天性，人类的天
性，这也是孤独的结果。

写到最终，羊皮卷最终的预言正是刚刚孕育出的注定要终结
整个家族的神话般的生物，这轮回的诅咒，这孤独的诅咒连
同这这孤独的家族被飓风抹去。

《百年孤独》经过颇有些魔幻味道的语言，书写了拉丁美洲
的生活，既真实又出人意料。尽管有些地方被夸大说辞，但
始终不脱离现实，揭露了当时拉丁美洲出现的问题，讽刺了
当时人们的无知与麻木，并以孤独诠释。

马孔多的孤独是命中注定的，是必然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
冷漠;如同设置了某种固定的程序，日复一日过着一样的枯燥
无味的日子，如同轮回般的;思想的禁锢。这一切都是孤独的
缘由，也都源于孤独，恶性循环。像这样的孤独，是拉丁美
洲的缩影，是团结的对立面。以这孤独为主题，借以奥雷里
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多次战争的失败，讽刺拉丁美洲人民的
不团结，并尽一个文人之力将其书写出来。

穿越百年的孤独，我飞到这个寂寞的夜。

我，是一只蛾。我把翅膀妆扮成没有色彩的灰褐，就像我的
心情。以为这样可以隐蔽自己的孤独。

听说有一种蝴蝶，在白天追求花的美丽与芬芳。而我却追求
一种光明，我不喜欢白昼，因为它没有温度。蝴蝶有七彩的



翅膀和轻柔的舞姿。人们用最华丽的辞藻，写成优美的诗，
赞美他们。而我注定要孤独的隐蔽在这寂寞的夜。可我从不
悲伤，也不自卑。但，我孤独。

百年的孤独，换来一个醒着的残夜――没有月光的温柔，没
有暖风的矜持，只有片片蛙声，撕破整个滴血的夜。这一夜，
是我生命中最后一个音符，也是最美的……我终于要去追寻
一种炙热的光明，用整个身躯。

一只蛾，穿越百年的孤独，终于在烈火中，化成一个透明的
灵魂。

而那个灵魂，又终究要回归于――那百年的孤独。

“马孔多正在下雨。”

——孤独是对社会的挣扎与无奈。

人本孤独。

这一点在百年孤独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七代人始终重复着的
两个名字，何不正是隐喻着，生命周而复始的轮回挣扎，出
生就看到了死亡，开篇就注定了结局。可我们又何尝不是呢?
放眼古今，秦汉吴蜀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群雄逐鹿、君临
天下，王朝更迭，家国延承、此起彼伏，与布恩迪亚家族的
兴衰、终结又有何异?“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
曾为歌舞场。”

人本生为孤独。

是啊，既然孤独是人生的常态，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
就是为了孤独而生。你懂得越多，你就越像这个世界的孤儿。
时空是一把巨大的枷锁，无论是文明萌芽初起的蛮荒时代，
还是滚滚车轮带来的惊喜与忧虑参半，至始至终，都不过是



接受了社会挣扎与孤独的考验。

那么在这喜忧参半的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和面对孤独?

许多人选择在失意时用酒精麻痹自己，也有许多人选择与世
隔绝，只为在被窝里尽情地嚎啕大哭。可我们总忘了——物
质是孤独的寄托，精神才是孤独的栖息地。

对布恩迪亚家族来说，没有什么可以永垂不朽。钱财不过几
张纸，风吹了就散;爱情不过几句誓言，青睐的人每天都能
换;权利荣耀、青春美貌，这些都太易碎易逝了。当余音消散，
人去楼空时，最终只留下孤寂与死亡相伴。从了孤独，没有
什么可以与你永久相伴。

物质都是虚假迷人的，只有精神上的解脱才配与孤独较量。

可当余音未散，人山人海时，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和面对孤独?

我的答案是接纳并挑战孤独。既然人生为孤独，何尝不接受
孤独的考验去战胜它呢?这才是孤独存在的意义。许多人畏惧
孤独，其实是畏惧失败，可我们越害怕，孤独就越猖狂。这
个社会、这个国家亦是如此，如果被孤独威慑到了，它就一
定不会强大，整个社会就会被孤独的阴影笼罩着，成了一只
井底蛙。

就算是为了孤独后的振奋，为了挣扎后的希望，为了不让自
己的人生那么容易通关，我们也要去尝试一番孤独啊!这才是
人生为孤独的最真实的意义。

马孔多在下雨，孤独正审视着我们。



读后感读后感篇五

读了《百年孤独》纯属是一个偶然，经同事推荐就借回家看
看，看了一遍，我被完全雷同的姓名，无数的倒叙、插叙给
弄晕了，读完后也不能完全了解其义。今天，在朋友圈里看
到一篇关于《百年孤独读后感》的文章，忽然想解我一直以
来的疑问，便细细的阅读起来。

文章的作者读了三遍《百年孤独》，并对作者的身世及所处
的时代背景进行了深入的了解，这种执着探索的精神着实让
我敬佩，不由得让我想起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亦是如
此，只要你有诚心，也够努力，总会有一定的收获。

《百年孤独》描述的是霍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家族的一
部兴衰史，其脉络就是自闭到开放，开放到繁荣；再由开放
到自闭，自闭到毁灭，其实写的就是拉丁美洲十九世纪中期
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多世纪的兴衰。在《百年孤独》
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接受专访时
对孤独的解释意味深长：孤独就是不团结。

“不团结”在我的印象里有很多解释，从片面的角度说，它
是自闭的、可怕的、是要反省的、是要摒弃的。其实在职场
上也不乏这样的案例，团结协作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和前
提，而实际上我们往往是在本职工作上倾尽了全力，而忽略
了其实一个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性，这也说明越是
浅显的道理，越是难以企及。

偶然吸引到我的文字引导我的这次阅读，也让我感觉到自己
思维的局限性。阅读，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可能有时，
读着读着，我们会发现它是在写自己的故事，里面的主人公
就是正在阅读的自己，这种感觉会拉着我们继续阅读；有时，
当发现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出现在眼前时，那种兴奋
之情无以言表。



读后感读后感篇六

如果让你写一篇三国演义读后感，你知道怎么写吗？《三国
演义》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千姿百态，各长有短，总的来说，
读过这本书之后大开眼界。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三国演
义四百字读后感”，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
文参考！

三国演义这本书，让我想起了诸葛亮、曹操、孙权、刘备、
关羽、张飞、赵云，马超等一些人物。关羽，字云长，死的
时候仅有58岁，立过战功：过五关斩六将，水淹七军，劈颜
良，斩文丑，温酒斩华雄等战功，应为，失去了荆州，连自
我的命都没了，我们以后做事千万别大意。

张飞，字翼德，死的时侯仅有55岁，立过战功：智擒严颜等，
性格太暴躁，就是因为这个性格，才死的，所以每个人的性
格不要太暴躁。

赵云，字子龙，死的时侯仅有60岁，性格很讲义气，当年在
长板桥七进七出，杀了2名魏国大将，因为得了重病死了。虽
然这只是小说，但我会记住这段永恒的经典。

自从读了《三国演义》后，使我受益匪浅，明白了《三国演
义》里的各种计谋，草船借箭、空城计、火烧赤壁等等。

《三国演义》主要讲东汉末年，朝廷腐败无能，各路英雄好
汉一齐除了官宦，有刘备、关羽、张飞、曹操、孙权等，消
灭宦官后，为了分出胜负，构成了三国鼎力的局面，有蜀国、
魏国、吴国。他们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之后又招兵买
马，东山再起，最终，魏国打了胜仗，建立了晋国。

读了《三国演义》，我才明白为什么刘备没有赢，原先是张
飞在和刘备会和的途中，被手下人杀死；关羽没有防备，被



孙权暗算，抓了杀死；刘备为了给关羽报仇，战败不到半年
的时间里病死了。这真可惜，想想之前那一些贪官被抓，我
真开心。想到之后刘备、关羽、张飞还有诸葛亮死了的时候，
又是多么的怀念。

想想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没有战争的弥漫，仅有和平的光辉，
在幸福中成长。我们应当感到骄傲，我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我们真的很幸福。当我读到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和老百
姓血流成河时，我感到这实在是很悲惨。战争竟然连老百姓
也不放过。

就是因为读了这本书，让我明白了历史；就是因为读了这本
书，让我懂得了战争的可怕；同时我也学到了各种谋略，异
常是《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各具其态，有长有短。总的来说，
读过这本书之后我大开眼界，他们很值得我学习。对我的人
生有很大的启发。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空悲切!

——题记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
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你知道这首词是明朝才子杨慎为
哪本书写的吗?对，就是《三国演义》。

“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三国演义》
的开篇句，你可别小看它，就凭这句话，已经为整本书做足
了铺垫。比如说开始写一国分三国就有用到，后面写到司马
炎一统三国也用了这段开头句。所以说这句话在全书中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本书都在围绕
这句话来写的。这本书主要刻画了这几个人物：刘备、关羽、
张飞、曹操、刘表、周瑜和孔明，这些人物也是许多读者较
为喜欢的。



这本书像一杯淡淡的龙井，刚入口时觉得无味，细细品尝过
后却回味无穷。而然其中也蕴含着最深的，对人类有巨大帮
助的力量。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人物就是刘备了，他临危不
惧，兢兢业业，大智大勇，自强不息。更重要的是他的才智
和胆量让我无法不佩服。而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故事就
属“三顾茅庐”了，它给了我无限的启迪。如果不是刘备一
次又一次地去拜访诸葛亮，也就不会有日后三足鼎立的局面。
从中我也明白了做任何事情都要坚持不懈，当我们遇到困难
时，不能知难而退，而是要迎难而上，这样即使是再大的难
题我们都能一一解决。无论在怎样的境遇里，只要坚持自己
的目标，我们都能成功。

千百年来，无数先驱无数名人都用他们的人生书写了坚持不
懈，迎难而上的壮丽诗篇，李时珍潜心四十年涉远山，尝百
草编撰《本草纲目》;大数学家陈景润花费毕生精力去证明哥
德巴赫猜想;歌德编写《浮士德》将近用了四十余年……他们
都在用实际行动向我们诠释着这亘古不变的真理——只有坚
持才会成功!

历史的钟声一次又一次的敲响，新世纪新的挑战也在向我们
走来。只要我们时刻铭记着前人用时间为我们演绎的教诲，
坚持就可以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就可以胜利!

我爱看中国四大名作，其中又最爱看《三国演义》，这几天
来，我把三国演义连环画册六十册，每册仔仔细细看完了，
真是深深有感。

三国演义，叙写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吴、蜀、魏三国鼎立
期间的一个个精彩故事。其中，我最喜欢赵子龙单骑救主和
赵云截江救阿斗的两个故事，我认为这两个故事写得最为精
彩。都真诚详细描述出部下对主公的忠心耿耿。如赵云冒死
在百万曹军中救出小主公，冲出重围，将他交给刘备；赵云
截江救阿斗写出了赵云有胆有识，从东吴船上救下阿斗。从
中告诫大家要向他们学习，对国家对人民要忠心。三国演义



中的其它故事，如赤壁大战、铁笼山姜维困司马，写出其中
有些人的智慧过人、有勇有谋、智勇双全、能打善战等的故
事情节。

在吴、蜀、魏，三个国中，我最喜欢的一个国家就是蜀国，
虽然蜀国的物力、财力都比不上魏国和吴国，但蜀国人才很
多，像智慧过人的卧龙先生（诸葛亮），有勇有谋的常山赵
子龙，智勇双全的关羽，能打善战的张飞，无人能敌的马超。
，并且我此刻又生长、生活在当时的蜀国的土地上。

但我厌恶战争，厌恶你打我杀，厌恶对立，还好，此刻我们
国家生活在和平时代，没有战争，没有罪恶的子弹，没有战
争的硝烟，我爱我的国家。

我要学习三国演义中那些智慧过人、有勇有谋、智勇双全、
对国家忠心耿耿精神！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是历史演义
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公元3世纪以曹操、刘备、孙权
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展示出那个时代尖锐复杂又极具
特色的政治军事冲突，在政治、军事谋略方面，对后世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本书语言生动、场面宏大、个性鲜明，塑造
出曹操、刘备、关羽、张飞等许多不朽的历史人物形象，其
出色的文学成就，使它的影响事实上已深入到中国文学、艺
术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读后感读后感篇七

我无法像他们一样，那么深切的去歌颂《百年孤独》。任何
一本书，在我这里，就是一面镜子，照见自己的.同时，也照
见了我们习惯漠视不见的事实。我在想，那些人他们悲戚的
命运。他们曾经那么努力执着、那么夺目，却有一个那么荒



诞和无聊的晚年。我由此又产生了害怕，怕我有生之年，来
不及真真切切的保护我的父母，在物质上满足他们，在精神
上支撑他们。

我也深深的了解到一个现实。一个人，在有了爱和理想的时
候，就有了孤独。我们愈爱，便愈发孤独。

那么，今天这个日子，于我，虽然是一年中的唯一，但终归
不会圆满。《百年孤独》的布恩迪亚家族的每一个人，他们
的人生全部由童年决定，某一幕某一瞬间，就已经影响到了
他们这丰富而漫长的一生。走到最后，能忆起来的，也不过
是那一瞬间的景象，只不过那一刻，已不带任何情感，就好
像，那一刻一直跟在他身边，而他，才是一直迷失的人。

我希望我能不像他们一样，在生命的进程中，执着于最初的
不圆满，一直迷失下去。

打开那颗心，拥抱这世间的好，做个注定不圆满，却满足幸
福的人。

这就是生日的感言吧。不祝自己生日快乐，却祝自己豁达知
足。

读后感读后感篇八

这本书讲述了“我”在一个压抑,充满着人世间仇恨的家庭里
成长的故事，当然也有一些善良正直的人给高尔基带来好的
影响。

因为马克西姆比他们机灵，他们便要害他把他推进冰窟里，
用脚踩他的手指。好人有好报，马克西姆最终爬了上来，警
察问他他不是说出真相给家族添上不光彩的一笔，而是庇护
他们，顾全大局。多好的一个人呀。当然也正是因为太好惹
的两个舅舅眼红，羡慕嫉妒恨，就像书中写的“他们嫉妒好



人，容不下他，就想方设法的折磨他，总要害死他。”难道
因为别人比你优秀就要害他?自己不上进反而怪别人，思想觉
悟太低.写到这儿我不得不想到小茨冈，他也是一个和气聪明
机灵能干的人，外公很喜欢他，两个舅舅自然就不喜欢他，
抬十字架时让他扛最重的根部，他跌倒了，两个舅舅却撒了
手，他死了。他们对茨冈的死没有一丝的怜悯，只是庆幸自
己还活着，真是自私冷酷到了极点。

生活中有阳光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愿自己永远处在阳
光下。

我印象最深的是舅舅们的自私残暴，利欲熏心。害怕母亲抢
她的嫁妆，他们闹着要分家，“忽然跳起来直冲着外公吼叫
起来，像狗似的，呲着牙咧着嘴，这是对父亲应有的态度吗?
为了家产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了，真是被钱冲昏了头脑。

与之相反，外婆的善良和乐观，给了“我”生活的阳光，她
总是给“我”讲故事，在外工打“我”时冲上前保护“我”，
也许正是因为外婆对“我”知识的输入才会让“我”走上了
文学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