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稻草人读后感的手抄报画(大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
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
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稻草人读后感的手抄报画篇一

之前，有两个女人的作品，我是从来抗拒的，一个是张爱玲，
一个是。张爱玲的东西太阴郁，我承认这种阴郁的确带来一
种与众不同的魅惑，这个女人就好像穿梭在时代黑洞中的妖
精，带着她心里某些缺失的部分，潮湿了很多人的情绪。她
是一个有心病的女人。很多人给过类似的评价，臆想症，抑
郁，等等。固然是非常好看的作品，但是太折磨人的心绪。

而三毛，因为潜意识的抵触，我并没有真正读过她的文字。
说来好笑，抵触她的原因只是觉得她懦弱和言不由衷。她曾
经说自杀的人是最懦弱的人，但是最后却选择这条为她自己
所鄙视的道路。让我非常不屑。尽管她留下很多传奇，却在
我心里总带上了秀的成分。

但非常喜欢伊能静，喜欢这个在演艺圈中还能有几分轻灵的
女子，喜欢这个说不喜欢化妆，因为化妆为掩盖孩子气表情
的女子。而我喜欢的这个始终有着少女一样清澈眼神的女子
却那样爱着三毛。这不得不让我心里好奇的难受。

于是，一口气读完了三毛的《稻草人手记》。只是序言。就
让我不愿意放手。

这个心始终在流浪的女子，竟然有那样桀骜的自我。她的旅
行，她和荷西的爱情，都让我无法不颠覆之前的所有看法，
去开始深深喜欢这样的三毛。



偶然间看到一段话，说世界上就是有这样连走路都不发声音
的精灵般的女子。始终爱着自己爱的人，做着自己喜欢做的
事，说着自己想说的话。

我想，在这个纷繁的世界上，即使是身为精灵的女子，也要
面对一些无法轻挥翅膀或者踮起脚尖就能避过的沼泽吧。我
其实没有权利去不屑于三毛的选择。就好像地铁里常常有人
自杀，我难过他们选择这样凄厉的死法，却终于明白人生始
终有太多无奈，已不是勇气就能抗衡。三毛，应该有她的理
由。

是非常自然的文字。却诉尽一个叛逆女子的率真无邪，以及
她的疯狂和沉溺。真的就像独自职守麦田的稻草人，别人眼
中的凄凉确是它脸上最甜蜜的微笑。

她笔下的人，真实动人。那些生活中细微的情节，被合理的
放大呈现。以一颗包含爱的心，观察着别人爱的生活。喜欢
这本书里关于老人的描写。让人动容。不自觉听到心脏变柔
软的声音。有人说，一个人不管如何，她能活到80岁就是英
雄。活着的人要把死去的爱人的那半一起活好。他们不能忘
记过去的爱，却也要让生活在爱中继续。这已无关生存，而
只是生。所以，老人的微笑总是格外平和却也格外深邃吧。

也喜欢她最后的那个故事。一个被领养的孩子，却那样爱着
他的养父母，竟然是爱的那样不遗余力。这般年轻的心，却
已经可以如此成熟的对待人生。没有埋怨，只有感恩。便光
是这种力量，已然超越一个孩子的极限。你怎能不深深钦佩。

想说谢谢，对三毛。把这样的爱写给我们。尽管我们都是人
生的稻草人，却有不一样的微笑。而你，在天上，看得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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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里，借了几本三毛的小说来看，上学时度过三毛的.书，



一直很喜欢她，在众多的对三毛的评价中，特别喜欢作家司
马中原对她的评价：如果生命是一朵云，它的绚丽，它的光
灿，它的变幻和飘流，都是很自然的，只因为它是一朵云。
三毛就是这样，用她云一般的生命，舒展成随心所欲的形象，
无论生命的感受，是甜蜜或是悲凄，她都无意矫饰，行间字
里，处处是无声的歌吟，我们用心灵可以听见那种歌声，美
如天籁。被文明捆绑着的人，多惯于世俗的繁琐，迷失而不
自知。读三毛的作品，发现一个由生命所创造的世界，像开
在荒漠里的繁花，她把生命高高举在尘俗之上，这是需要灵
明的智慧和极大的勇气的。

《稻草人手记》里的文章内容新奇刺激，而且俏皮顽劣。值
得一提的是《亲爱的婆婆大人》和《这种家庭生活》两篇文
章。

在《亲爱的婆婆大人》文中，写的是第一次见公婆的片
段：“婆婆拼了老命箭也似的撞过来，我立定不动，预备迎
接狂风暴雨似的耳光打上来。（我是左脸给你打，右脸再给
你打，我打定主意决不回手，回手还算英雄吗？）我闭上眼
睛，咬住牙齿，等待敌人进攻。哪知这敌人将我紧紧抱在怀
里，呜咽泪出，发抖地说：儿啊！你可得快快回来啊！沙漠
太苦了，这儿有你的家。妈妈以前误会你，现在是爱你的了。
”假想敌被我弄哭了，我自始至终只有防她，没有攻击她，
她为什么要哭呢？我亲爱的维纳斯婆婆在号角声里渐渐地诞
生了。”

《这种家庭生活》里的一段：婆婆和姐姐一家四口到三毛与
荷西的新住所渡假。三毛一天站着工作十六小时，晚上睡地
铺并照顾姐姐的两个孩子。这种“非人哉”的生活三毛一直
忍着，直到他们要回去了也不敢喘一口粗气。但中国女人，
特别是有知识的、有修养的的三毛却做得无可挑剔。在机场
三毛将一朵兰花别在婆婆胸前，然后道别。我发自内心的感
叹：三毛真是太伟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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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完了作家三毛的《哭泣的骆驼》，再读完了她的《稻草
人手记》，感触良深。

稻草人的执著与无私让人想起家中的父母，难过得想哭。

在爱情中的缠绵中，在婚姻的束缚下，失去了自我的米盖让
人想起恋爱中的我们，无奈把握理智的难度。

卖花老太婆欺骗的嘴脸，让人想起可恶的奸商，无奈得摇头，
叹息得无力，愤怒得抓狂。

达尼埃巨人般的精神与支柱，毫无血缘关系的亲情，艰难的
生活倔强的支撑，苦难的贫穷善良的回赠，让人想起那颗感
恩的心，那份早熟的重，那片高贵的情，那株叫苦难的生命
之树。

留学他乡所遇见和感知的所有，让人想起南京的屠杀，圆明
园的毁灭，东亚的病夫，耻辱的关检，肤色的歧视……三毛
是好样的，因为她用自己的方式换回了做人的尊严和人格的
关键，她只不过是换了一种适合自己也适合别人的方式而已。

公婆的来访打破三毛平静的生活，让人想起三毛、荷西留给
彼此自由的空间是多么的令人遐想和神往，想起三毛荷西对
爱的豁达和心灵的那份自由。

三毛，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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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海还有一个原来活跃的名角叫采臣，我先开始晓得他是
由于晓得了他在柏林，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是个无聊单身的人，
周末的时候经常跑到同言的语音聊天去玩到半夜。和采臣聊



过一次，采臣是个幽默的人，唧唧呱呱说个不绝，还会逗乐。
我就不可，木纳去世板的要命。采臣的blog我很爱看，由于
他会经常写一些幽默的小故事，生活中产生的不起眼的大事
变经他说来，都酿成了开心的片断。

我也小小的八卦一下吧，我晓得豆腐这个人是从一个我已经
忘记的人写的工具，作者忘记了，但是文章的题目还记得，叫
“两个男生”。说得是豆腐和他前bf的事变（叫什么来着，
我又忘记了）。文章写的.挺温馨，我那时候特倾慕这些天荒
地老的故事，人家鸳鸳怎么都那么幸福呢？但是现在，从豆
腐的blog下去看，是离开了。稻草人手记读后感我还没有八
卦到一页一页去翻人家的blog，从字里行间去揣摩分离的原因
的程度，只是晓得这个效果，然后叹息了一番。豆腐同学原
来难过在网上看到他的发言，现在也不是很多，但是还是经
常可以看到，这越发证明了我的一个理论，bbs是给无聊失恋
单身孤单寥寂的人设立的。豆腐的blog我不爱看，灰色的情
绪在合适的土壤内里是会生根发芽的，在合适的情况下面也
是会感染的。

夏季的足音，在通明的溪水里流淌。所有的一切，除了蓝宝
石的天，全都是翡翠。

文档为doc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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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青春，遇见三毛。

在初入城的年纪，车水马龙的立交桥是闪烁的；鳞次栉比的
市招是缤纷的；甚至天空是银白色的，流水是金色的....

高考结束，第一次从老家坐大巴车远行，第一次接触江城。
在tcl空调工厂里，检修空调内机的外观―qc。工厂生活三点一



线，感受不到六月酷暑里的纵横变幻。每周一天的假期，工
厂比较偏远，公交不到的位置，只能沿线吴家山的循环线路。
第一次结缘于东图，源于探寻。想认识城里的风貌，城里的
高楼，说是漫步更是胆怯，循环线路的公交站点不多，又是
穿街走巷，一路迷到东图。

东图的成人借阅室需要办理借书卡借阅图书的，否则只能是
蹲在书架下“蜷读”。没用过通讯设备的我是摸索。下午一
点钟的光景，我蹲在一排排陈旧的书架前一遍遍地摸着面前
的每一本书，都好奇。带着几分虚荣心和喜悦惊奇，当我看到
《稻草人手记》的时候，单单的被书名吸引，稻草人，一个
没有生命力的虚拟人物，当然我也不知道三毛，不知道城里
的图书馆是天堂的模样。我拿着它，紧张又胆怯的模样，真
像是偷了一件珍宝似的走出借阅室，门框迅速地发出声
音，“嘀嘀嘀”直到退回迈出的那一步。它便安静了，可当
周围人异样又整齐的看向我时，我不知所措，脸好似田埂上
的那道夕阳红。管理员阿姨说“借阅室图书需要办理借阅卡
才能带走的。”“怎么办理？”“喏，出门右手边有指示牌。
”她一面低头盯着还回来的图书代码，一面扬起的右手给我
指路。那时的我哪里有一百元的闲钱办理图书卡呢！我退回
借阅室，蹲在最后两排书架的缝隙里，翻开它，至若珍宝。

六月的天，断黑的晚，可是他们下班的'时间到了，到了闭馆
的时间。我才看到逍遥七岛游，徜徉在加纳利群岛里不肯离
去。然后迅速翻翻目录，数数章节，再暗自计算读完所需的
时间。对照着别人的模样把它还回红色夹书板的位置，然后
很虚荣地走出东图。

人来人往的街道，夹杂着各式的汉调，新鲜出锅的龙虾端在
尼龙布搭的棚子下的餐桌上，好似丹纳丽芙的嘉年华会。摸
索着街道，摸索着找公交，摸索着那天回去的路。

工厂里一个月零二十天的时间，一周一天的闲暇时光，我渡
过在东图里的世界，我的一本《稻草人手记》。暑期那种工



厂里流水重复的作业，机械不可逆转的运行模式，在没有烟
火味的工厂，我纵游在它的欢乐中，手舞之，足蹈之，不觉
羞耻，无视人群，在我的解释里，这不是幼稚，这是赤子之
心。

工作后，尘埃落定，还是结缘于这里，定居在曾经给予欢乐
和温暖的区里。漫步在东图的小路，熟悉又悠长的巷道，不
在囿于少年胆怯的借阅室。

如今在东图的借阅室里，熟练的借书卡，还是一百钱押金，
还是唐阿姨在低头整理图书。我爱它，爱上我的一本。再次
翻阅，在我的书房里，遇到情节有趣之时，不禁朗读，同三
毛一起感受：加纳利的热情；夕阳红的老加里；机智又奸诈
的卖花女和十二岁巨人达尼埃，再次被温暖，被城市生活忙
碌而温暖。借阅以前的模样，陈旧的书页泛着铅笔作的标记，
借阅者肯定同我一样，拥有着共同的世界，情节有趣的很。
还是没有选择买下收藏它，还是借阅为好。

直直的张着自己枯瘦的手臂，眼睛望着那一片金黄色的麦田，
当晚风拍打着他单薄的破衣服时，竟露出了那不变的微笑来。
稻草人拥着少年青春的我那颗赤子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