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后感作者写在哪里 十部小说及
其作者读后感(实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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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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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带来
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读后感作者写在哪里篇一

看小说家评论别人的小说，能更全面地了解他。而毛姆除了
出了名的毒舌外，还有洞悉他人闪光点的敏锐。开篇第一章
介绍了“小说的艺术”，信息量很大，比如小说有两种写法，
以及优秀的小说应具有哪些品质。算是一堂大师收徒的入门
课吧，但他并不想真的收徒，于是直接把心中认为的十部好
的作品呈现出来，还贴心地告诫：期待不剧透的可以移步走
开。

第二章，亨利·菲尔丁与《汤姆·琼斯》。毛姆说任何一个
端庄的女人都该在结婚前读读这本书，它能告诉你所有一个
女人需要知道的人生真相，能在你进入那方险境之前就明白
男人究竟是怎样的动物。如果女人过于天真，那在恋爱中必
会对人性失望。

第三章，简·奥斯丁与《傲慢与偏见》。在那个女性作家出
版作品都不能冠以真名的年代，简用笔记录了生活中的烟火
气。经毛姆提醒，才发现她的作品里从未出现过男人之间的
直接对话，可能是因为从未亲耳听到过。但在记忆里这本陪
伴我整个青少年时期的书里应该有宾利先生问达西是否支持
他娶贝家大女儿的对白，虽然很简短。不过，简确实拥有一
个小说家能拥有的最高天资：当你读到每一页最后一行时，
都迫不及待地想翻过来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第四章，司汤达与《红与黑》。又是一个基于自身体验进行
写作的故事，毛姆似乎在有意强调这一点。很久以前读过一
次，情节都快忘了，只记得是一个长相好看的少年想靠勾引
富家女跻身贵族圈的故事。这故事有点像电影《赛末点》，
书中的男主人公跟电影里的乔纳森·莱斯·梅耶斯形象高度
吻合，悲剧人物总是有点帅，也有点坏。

第五章，巴尔扎克与《高老头》，我想毛姆一定很喜欢他，
称之为天才。他还说他是个浪漫主义者，是对古典主义的反
抗，却与现实主义形成对比。不知道是不是越是喜欢谁，越
说不清为什么喜欢。这一章感觉逻辑比较混沌，想到哪儿说
到哪儿，语言也不够犀利，称赞之词比贬损之词难写多了。
但如果只看一本巴尔扎克的话，《高老头》无疑是最佳选择。

第六章，查尔斯·狄更斯与《大卫·科波菲尔》。终于有一
个毛姆觉得长相说得过去的作家了，之前都是矮胖矮胖的，
比如巴尔扎克，比如司汤达。狄更斯童年有些悲惨，但后来
凭借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走向成功，甚至可以同时创作两部完
全不同的作品，功底了得。跟妻子的感情生活不顺，却有十
个孩子。先后跟两位小姨子关系走得很近，甚至替代妻子来
安排家里的事情，很奇怪的组合。他有点像现在的流量博主，
每月更新小说，受人追捧，但在美国遭遇到了滑铁卢。他很
愿意迎合读者，愿意成为流行的一部分，算是一个活在当下
的人吧。

应该是比之前几位都更投入吧。“伟大的小说家，如巴尔扎
克、狄更斯和托尔斯泰，都富有我们所谓的灵感。而在福楼
拜的作品里，灵感只是偶尔闪现，其他部分似乎都只来自于
他辛苦的工作、布耶的提点和建议，以及他自己的一丝不苟
和敏锐观察。”福楼拜说自己还是个处子，从未真正拥有过
一个女人。

第八章，赫尔曼·梅尔维尔与《白鲸》。在“我的天才女
友”里提到的一本书，很想窥探一下。但作者没有描述太多



情节，相反好像对梅尔维尔更感兴趣：他的创作动机别具一
格，而且有多次的航海经历，甚至在食人岛上待过几个月，
虽然想靠写作为生，却不怎么理想。也许不像之前的作家那
样把写作当成全部或部分的人生吧，读《白鲸》才能真正了
解作者，而不是反过来。他像一个天生注定要写作的人一样，
是一次巧合与幸运。

第九章，艾米莉与《呼啸山庄》。才得知勃朗特几姐妹的生
活如此艰辛，爸爸是个暴戾且乖张的人，而他们的男主人公
多少有一些父亲的影子。根据作者的经历，毛姆推断这本小说
“完全”是想象力的产物，是处女座也是独作，却不是自身
的情感经历或听来的动人故事。

第十一章，托尔斯泰与《战争与和平》，书中唯一出身贵族
的作家，写了史诗级的作品。虽然毛姆说他来自于不像是会
出作家的阶层，但经历足以补足这一身份缺陷，更重要的是
他居然有一个自我觉醒的过程，企图变身为那些饥寒交迫人
们中的一员，去体会人间冷暖。

最后，还是很推荐大家读一读此书，一本胜十本，这买卖多
划算？

读后感作者写在哪里篇二

很早以前，在朋友的推荐下，我囫囵吞枣般的读完了台湾版
本出版发行的《一碗汤面》的故事！

这一刻我终于懂得：爱是这个世界上最暖最美的语言……

看完《一碗汤面》的故事后，编者的话让我眼前一亮：即是
我们不要忽视对这个环境的影响力，也许那些微不足道的真
诚的关怀，就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无限的光明，希望今后我们
都能奉献自己久藏的爱心，点亮它，即使只是一点点光亮，
对于寒冷的冬夜而言，却也是真真实实的温暖与光明！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让我们在看完《一碗汤面》的故
事后，将这份情传下去！

读后感作者写在哪里篇三

这本书是去年妈妈给我买的，如今我已读了不下四五遍了。

这本书前半部分写了“有一个孩子叫窦蔻”，中间是窦蔻写
的日记与童话，最后半部分是专家讨论“窦蔻现象”

窦蔻出生于1994年10月20日，他七个半月是因家境贫寒，父
母带他走南闯北，四处流浪打工；九个月会说话，能把简单
的词语说得很清楚；一岁多，认识五六百个字，会简单的加
减乘除；三岁，能自己查字典，基本懂得汉字结构；四岁半，
开始写日记；五岁开始写童话；六岁，写长篇〈〈窦蔻流浪
记〉〉计划13万字，自配插图20多篇，写至7万字被出版社看
中；六岁半，进入南京东方中英文学校，试读小学五年级。

开始，我也不相信六岁的孩子一上学就读五年级，我十岁才
上四年级呀！可是等我看完这本书才知道，窦蔻的家境是那
么贫寒，他的爸爸妈妈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调-教出这样的孩子，
真是不简单啊！他们从窦蔻九个月就教他说话认字，为了让
孩子有课本用，就用空闲的时间教窦蔻做一些工艺品，到小
学门口换取别的孩子用过的课本。

窦蔻是一个超过普通儿童的有着特殊才能的超常儿童，他在
写作、绘画方面有着非同一般的天赋；他有较强的自制力，
能正确的把时间用在该干的事情上。他画的画能给人一种焕
然一新的感觉：构图新颖、大胆用色。

想想我还不如一个六岁的孩子哪！窦蔻为什么能取得如此的
成就呢？从这本书中我得到了三点：第一：世界上没有真正
的天才，所谓的天才也是通过努力而得来的；第二：在孩子
幼儿时，要适当的做一些“智力开发”；第三：教育孩子要



正确使用方法，不要给我们施加压力，给我们带来负担，这
样才能达到一定的目的。

从此，我得到的启发是：要听大人的教导；定下的计划一定
要完成，不能开空头支票，最后一事无成。

读后感作者写在哪里篇四

1、岁月，是一首诗，一首蕴含丰富哲理的诗;岁月，是一峰
骆驼，驮着无数人的梦想。

2、他是一个长着一头红色卷发，永远快乐的老师。

3、生活的海洋并不像碧波涟漪的西子湖，随着时间的流动，
它时而平静如镜，时而浪花飞溅，时而巨浪冲天……人们在
经受大风大浪的考验之后，往往会变得更加坚强。

4、假如生活中你失败了，请不要将忧伤的泪水写在脸上。失
败也是一种收获。生活中要的是一份勇气和一个胆量。

5、有的摇晃着妈妈的手，嘟着最让爸爸妈妈早点来接，有的
好说歹说进了教室，可一回头看到大人走了，“哇”地大哭
起来冲出教室，抱住了爸爸的腿，说什么也不松开了。还有
的犟的像头驴，怎么劝也不肯进教室，大人们拽着、拉着，
像是在拔河比赛。

7、蜿蜒的小路，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脸盘般大小的向日葵，
橄榄绿的银叶，西洋杉和松柏的墨绿，麦的蓝绿，葡萄园的
翠绿，一切都仿佛是绿色的调色板，让我心旷神怡。

8、他是一个高个子，灰白长发，额头上有一条长长的皱纹。

9、他身材瘦小，和蔼可亲，和我们讲话时总是面带微笑，就



像我们的好朋友一样。

10、他总爱给大家表演扮兔嘴，皱起鼻子，撅起嘴巴，瞪大
了眼睛，那样子引得我们哄堂大笑。

11、倘若希望在金色的秋天收获果实，那么在寒意侵人的早
春，就该卷起裤腿，去不懈地拓荒、播种、耕耘，直到收获
的那一天。

12、在人生的旅途中，尽管有过坎坷，有过遗憾，却没有失
去青春的美丽。相信自己，希望总是有的。让我们记住那句
话：“错过了太阳，我不伤心，否则，我将错过，月亮和星
星。”

13、当你身临暖风拂面，鸟语花香，青山绿水，良田万顷的
春景时，一定会陶醉其中;当你面对如金似银，硕果累累的金
秋季节时，一定会欣喜不已。你可曾想过，那盎然的春色却
是历经严寒洗礼后的英姿，那金秋的美景却是接受酷暑熔炼
后的结晶。

14、柔和的阳光斜挂在苍松翠柏不凋的枝叶上，显得那么安
静肃穆，绿色的草坪和白色的水泥道貌岸然上，脚步是那么
轻起轻落，大家的心中却是那么的激动与思绪波涌。

15、别在树下徘徊;别在雨中沉思;别在黑暗落泪。向前看，
不要回头，只要你勇于面对抬起头来，就会发现，分数的阴
霾不过是短暂的雨季;向前看，有一片明亮的天，不会使人感
到彷徨。

16、如果黑板就是浩淼的大海，那么，老师便是海上的水手。
铃声响起那刻，您用教职工鞭作浆，划动那船只般泊在港口
的课本。

17、母爱是一本终生无法读完的巨著，母爱是一片永远飞不



出的天空。

18、希望源于失望，奋起始于忧患。正如一位诗人所说：有
饥饿感的人一定消化好，有紧迫感的人一定效率高，有危机
感的人一定进步快。

19、日子总是像从指尖渡过的细纱，在不经意间悄然滑落。
那些往日的忧愁和误用伤，在似水流年的荡涤下随波轻轻地
逝去，而留下的欢乐和笑靥就在记忆深处历久弥新。

20、他身材瘦小，长着一个蒜头鼻。

21、他避开人群，用防备的目光扫视这里的每一个人。

22、港子很深，路很窄，感觉走不到头。

23、他目不转睛的打量我们，似乎要把我们的内心世界看透。

24、他说话的嗓门很粗，更糟糕的是他的脸上找不到一丝笑
容。

25、人世间的真情就像一张大网，时刻温暖着人的心扉，就
如妈妈的爱一样，永无止境。

26、有些记忆被焚烧掉，有些记忆被埋在心底，纯真年代如
流水划过金色年代。

27、我托着下巴，坐在落英缤纷的台阶上，脑海里又浮现出
一件难忘的事。

28、枯黄的秋叶随风摇曳，深秋飘然而立校外。月光下，父
亲的影子拉得很长，硕大的风衣将瘦骨嶙峋的父亲裹了进去，
我心头一阵酸楚。

29、曾经以为，一次无奈的哭泣，便函是人世间所有的沧桑;



一个小小的挫折，便函是人生所有的失败。

30、爱是冬日的一片阳光，使饥寒交迫的人感到人间的温暖;
爱是沙漠中的一泓清泉，使濒临绝境的人看到生命的希望;爱
是大地的一场甘霖，使孤苦无依的人获得心灵的慰藉。

寒假里读了《爱的教育》这本书，内容是以一个四年级孩子
的口吻和眼光讲述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小故事。

故事里有正直善良的卡隆、品学兼优的德罗西、勤奋好学的
斯代地、舍已救人的罗伯特、勤劳刻苦的可莱谛、有着坚韧
性格的耐利、还有孝顺的朱利奥和波列科西等等人物活灵活
现的展现在我的眼前。在这些故事里我看到了积极、乐观、
光明和爱。

在这些孩子的身上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印象比较深的很
多，其中有一篇是《玩具火车》，它讲的是卡隆和波列科西
到安利柯家玩，波列科西很喜欢安利柯的小火车，那是安利
柯的父亲送给安利柯的礼物，但是他看到波列科西那么喜欢
他的小火车，他最终决定了把小火车送给了波列科西。这是
一个小故事，但是让小朋友能把自己喜欢的玩具送给别人却
并不那么容易，明理就没有这样的习惯，现在的都只有一个
孩子，在一般情况下孩子要的都会给，但是却极少让孩子把
自己喜欢的东西送给别人，孩子就没有这样的习惯，反倒是
他不想吃了，不想要了就会递给我，最近跟他说“已所不欲，
勿施于人”,目前还没看到效果，不过习惯的养成是个长期的
过程，要改掉这个习惯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努力。

我想让他多看这本《爱的教育》，希望他能从这些小朋友身
上看到自己的缺点，并且能学习别人的优点，从点滴的小事
做起，从换位思考做起，学会理解，谅解和宽容。

埃迪蒙托·德·亚米契斯，意大利因佩里亚人，著名儿童文
学作家。亚米契斯少年时于都灵就学，十五岁加入摩德纳军



事学院，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亚米契斯的著名作品有《爱
的教育》，是一部日记体小说，情感丰富且文笔优美。全书
共一百篇文章，主要由三部分构成：意大利四年级小学生安
利柯的十个月日记;他的父母在他日记本上写的劝诫、启发性
的文章;以及老师在课堂上宣读的十则小故事，其中《少年笔
耕》(《小抄写员》)、《寻母三千里》 等篇目尤为知名。

《小抄写员》被选入北京师范大学版、人教版六年级语文教
材中;《卡罗纳》(原题为《卡罗纳的母亲》)被选入人教版四
年级上册、语文s版五年级上册教材中;《争吵》被选入人教
版三年级语文教材中。

读后感作者写在哪里篇五

阅读精选（1）：

呼啸山庄作者是艾米莉·勃朗特。

阅读精选（2）：

《呼啸山庄》是英国女作家勃朗特姐妹之一艾米莉·勃朗特
的作品。小说描述吉卜赛弃儿希斯克利夫被山庄老主人收养
后，因受辱和恋爱不遂，外出致富，回来后对与其女友凯瑟
琳结婚的地主林顿及其子女进行报复的故事。全篇充满强烈
的反压迫、争幸福的斗争精神，又始终笼罩着离奇、紧张的
浪漫气氛。它开始曾被人看做是年青女作家脱离现实的天真
幻想，但结合其所描述地区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英国的社会现
象，它不久便被评论界高度肯定，并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至今久演不衰。

阅读精选（3）：

《呼啸山庄》透过三十多年的时间跨度，叙述了恩肖和林敦



两家两代人的感情纠葛这样一个错综复杂。惊心动魄的故事。

文章以女管家埃伦·迪安的口吻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呼啸
山庄的主人——乡绅恩萧先生带回来了一个身份不明的孩子，
取名希斯克利夫，恩萧先生对希斯克利夫的宠爱引起了儿子
亨德雷的'强烈嫉妒。主人死后，亨德雷为报复把希斯克利夫
贬为奴仆，并百般迫害，但是恩萧的女儿凯瑟琳跟希斯克利
夫亲密无间，青梅竹马，他们相恋了。之后，凯瑟琳不得已
嫁给了画眉田庄的文静青年埃德加。希斯克利夫悲痛欲绝之
下选取出走，三年后致富回乡，凯瑟琳已嫁埃德加，却并不
幸福。希斯克利夫为此进行疯狂的报复，透过设计赌博夺走
了亨德雷的家财。亨德雷本人酒醉而死，儿子哈里顿成了奴
仆。希斯克利夫还故意娶了埃德加的妹妹伊莎贝拉，进行迫
害。内心痛苦不堪的凯瑟琳在生产中死去，临终前却紧紧抓
住希斯克利夫不放。十年后，希斯克利夫又施计使埃德加的
女儿小凯瑟琳，嫁给了自我即将死去的儿子小林顿。埃德加
和小林顿都死了，希斯克利夫最终把埃德加家的财产也据为
己有。复仇得逞了，但是他无法从对死去的凯瑟琳的恋情中
解脱出来，最终不吃不喝苦恋而死。小凯瑟琳和哈里顿继承
了呼啸山庄和画眉田庄的产业，两人最后相爱，去画眉田庄
安了家。

小说在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中表现出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全篇充满了强烈的反压迫、求自由的斗争精神，又始终笼罩
着离奇、紧张、浪漫的艺术气氛。

读后感作者写在哪里篇六

孙嘉淦《三习一弊疏》(及读后感)（转）

孙嘉淦《三习一弊疏》(及读后感)孙嘉淦，字锡公，山西兴
县人。康熙癸已进士，官至协办大学士，谥文定。臣一介庸
愚，学识浅陋，荷蒙风纪重任，日夜惊惶。思竭愚夫之千虑，
仰赞高深于万一。而数月以来，捧读上谕，仁心仁政，悄切



周详，凡臣民之心所欲，而口不敢言者，皇上之心而已。皇
上之心，仁孝诚敬，加以明恕，岂复尚有可议。而臣犹欲有
言者，正于心无不纯，政无不善之中，而有所虑焉，故过计
而预防之也。今夫治乱之循环，如阴阳之运行。坤阴极盛而
阳生，乾阳极盛而阴始。事当极盛之际，必有阴伏之机。其
机藏于至微，人不能觉。而及其既著，遂积重而不可退。此
其问有三习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
多则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沤歌。
在臣民原非献谀，然而人君之耳，则熟于此矣。耳与誉化，
匪誉则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
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于所闻，则鼓谀而恶直。上愈智则下
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
应声而即是。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君之目，则熟于此矣。
目与媚化，匪媚则触。故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
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
敬求天下之士，见之多而以为无奇也，则高己而卑人。慎办
天下之务，阅之久而以为无难也，则雄才而易事。质之人而
不闻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见其所过。于是乎意之所欲，信以
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矣。是谓心习于所是，则喜
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
子是也。今夫进君子而退小人，岂独三代以上知之哉？虽叔
季之主，临政愿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贤其臣，
孰不以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决非小人？乃卒于小人进而君
子退者，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
小人与君子共之，而且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
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
矣。即保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
合，而工于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
人君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人耳，谛观之而其貌悦
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
不逐而自离，夫至于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岂可胜言哉！而
揆厥所由，皆三习为之蔽焉。治乱之机，千古一辙，可考而
知也。我皇上圣明首出，无微不照，登庸耆硕，贤才汇升，
岂惟并无此弊，亦并未有此习。然臣正及其未习也而言之；



设其习既成，则有知之而不敢言，抑可言之而不见听者矣！
今欲预除三习，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愿言
皇上之心也。语曰：“人非圣人，孰能无过。”此浅言也，
夫圣人岂无过哉？惟圣人而后能知过，惟圣人而后能改过。
孔子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大过且有，小过
可知也。圣人在下，过在一身；圣人在上，过在一世。书曰：
“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是也，文王之民无冻馁，而犹视
以为如伤，惟文王知其伤也。文王之易贯天人，而犹望道而
未见，惟文王知其未见也。贤人之过，贤人知之，庸人不知。
圣人之过，圣人知之，贤人不知。欲望人之绳愆纠谬，而及
于所不知，难已！故望皇上之圣心肾凛之也。危微之辨精，
而后知执中难允。怀保之愿宏，而后知民隐难周。谨几存诚，
退之己而真知其不足。老安少怀，验之世而实见其未能。夫
而后囗然不敢以自是，不敢自是之意，流贯于用人行政之间，
夫而后知谏净切磋者，爱我良深，而谀悦为容者，愚己而陷
之阱也。耳目之习除，而便辟善柔便佞之态，一见而若浼。
取舍之极定，而嗜好宴安功利之说，无缘以相投，夫而后治
臻于郅隆，化成于久道也。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则虽敛
心为慎，慎之久而觉其无过，则谓可以少宽。励志为勤，勤
之久而觉其有功，则谓可以稍慰，夫贤良辅弼，海宇升平，
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宽，似亦无害于天下。而不知此念
一转，则嗜好宴安功利之说，渐入耳而不烦。而便辟善柔便
佞者，亦熟视而不见其可惜。久而习焉，忽不自知，而为其
所中，则黑白可以转色，而东西可以易位。所谓机伏于至微，
而势成于不可返者，此之谓也。是岂可不慎戒而预防之哉。
《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又曰：“德日新，万邦为
怀；志自满，九族乃离。”大学言，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贤
而不能退。至于好恶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于骄泰。
满于骄泰者，自是之谓也。由此观之，治乱之机，转于君子
小人之进退。进退之机，握于人君一心之敬肆，能如非，则
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见过，则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
招，而治之本。肆者小人之媒，而乱之阶也。然则沿流溯源，
约言蔽义，惟望我皇上时时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
德王道，举不外于此矣。语曰：“狂夫之言，而圣人择



焉。”臣幸生圣世，昌言不讳，敢故竭其狂瞽，伏惟皇上包
容而垂察焉，则天下幸甚！由孙嘉淦《三习一弊疏》想开
去……这篇是大臣给皇帝上奏折,更象是在上政治课.文章里
分析了三习、一弊。三习是指：耳、眼、心。一弊是指：近
小人，远君子。耳：鼓谀而恶直（忠言逆耳）眼：则喜柔而
恶刚心：喜从而恶违其实，这三条是人的天性，或者确切的
说，是人性的弱点，换成咱们地方话说就是：谁都跟快乐没
仇。一笑，一叹！文章总结这三习的主要原因是：自是。也
就是自我中心。这更是人性里从来无法抹去的东西。不管是
所谓的小我、大我，还是由己而发，扩而大之的幼、老之说，
都脱不开一个“我”。出世者号召：要弃欲寻真我；入世者
宣传：要由己而发，推而广仁。都是从这个“我”为出发点
的。也许，这就是老子讲的：道生一。在这个“一”以后必
然就无可抗拒的走向纷繁万物……不过，我们不是皇帝，也
不想做皇帝（做皇帝太累了，做好皇帝太难，做坏皇帝要被
推翻、杀死、遗臭万年的）。对于普通人来说，自是，同样
是一个无法摆脱的`怪圈。[这里，似乎又要提到所谓的人性
本善、恶之说，但为了主题考虑只一笔代过：人性本为何？
善恶非评说。虎食为生计，惟仙无嗜欲。]人，所参赞造化种
种，不过为了生存，和生存更好而已。自从有了愉悦和痛苦
的情感分别后，人就无法摆脱那种“与快乐没仇”的性格了。
如果疑问这是为什么，只能说：道可道，非常道了……文章
来还有一句：所谓机伏于至微，而势成于不可返。这句可以
说也是中国人很早以前，就认识到了的事物发展规律。从周
易坤卦爻辞里就提出了类似的思想，不过更妙的是，比我们
先哲晚了好几千年的马克思也提出了非常接近的理论：量变、
质变。一笑，真不知是他自己发现了，还是他引用学习了。
（插句题外话：中国的周易在国外思想、学术界非常受欢迎，
大都把易当作经典的哲学思想来研究。可悲的是，我们祖国
大部分学易的都讲易向着预测、玄秘的方向发展。一叹！再
叹！！）话说回来，这发展的规律确实是如此，世界上大部
分事情，都是从积累到爆发，然后又继续着类似或者另一层
次的循环。由此观之，有句老话（也是来源于《老子》）防
微杜渐，就变得很重要，就象以前大人教育孩子，拣到五分



钱，就交给警察叔叔，这不仅是在教育拾金不昧，更是要孩
子从小就断了那种不劳而获的想法。因为，人既然和快乐没
仇，当然跟拣钱也没什么恩怨吧！一笑~写到这里，突然想到
那么句老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一生都是要学习，
学习，再学习的。当然，也是不断与“自是”做斗争的过程，
有时需要别人提醒，但，更多的是要自省！最后，就引用
《中庸》里的一句话结束吧：“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
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孙嘉淦《三习一弊疏》(及读后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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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作者写在哪里篇七

文章一瞬间的冷静读后感

梁春蕾

今天，我读了“意林”上的《一瞬间的.冷静》这篇文章。



它主要讲述了，很久以前有两国的两个王子，一个叫拉姆，
一个叫萨伊姆。因两国交战，他俩虽然没有见过面，但一直
怀恨在心。一次，两人因为一只猎物发生争斗，萨伊姆不小
心从马背上掉了下来，长矛也脱了手，拉姆趁机将他压倒在
地，用长矛对准了他，萨伊姆毫不示弱，反瞪着拉姆叫骂起
来，这激怒了他，可拉姆却放下长矛对萨伊姆说：“你走吧。
”萨伊姆很奇怪，问道：“你本可以杀了我，但你为什么放
过我呢？”拉姆答道：“本来我俩没什么私怨，但你的语言
激怒了我，这让我想起了我的老师曾说过的一句话：在你怒
气冲天时，不要采取任何行动。于是，我冷静了下来。”就
是因为这句话，两家消除了仇恨，两个王子也成了好朋友，
两国的人民也免除了战争的痛苦。

读了这篇文章后，使我明白了冷静比发怒更能解决问题，遇
事应保持冷静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