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初二语文读后感 八年级语文追风筝
的人读后感(优秀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
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初二语文读后感篇一

假期里读了美国作家卡勒德·胡塞尼的第一本小说《追风筝
的人》，这是一个关于爱、恐惧、愧疚、赎罪的故事。

美丽的故事都是悲伤的，这部小说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阿
富汗和之后的美国为社会背景，讲述了一段没有前景的友谊，
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小说的高潮如此残忍又如此美丽，但
就像《休斯顿纪事报》在评论此书所说的那样：“此书是一
部睿智并发人深思的小说：赎罪并不必然等同于幸福。”

风筝，一个用棉纸、胶水和竹子做成的玩具，却始终交织着
亲情、友情、爱情。在主人公阿米尔的眼里，这也曾一度能
弥合父亲与自己的鸿沟，但也因为自己的懦弱，他背叛了那
个追风筝的人，那个兔唇的人，那个说出的第一个字是自己
名字的人，那个竟然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的人——哈桑。
为你，千千万万遍。这是哈桑纯洁善良的写照，是哈桑挺身
而出的见证，是哈桑忠志不渝的承诺。这一句话，看似简单
却又十分沉重的言语，让阿米尔对自己的懦弱和背叛再也承
受不住，最后的选择只能是必须有一个要离开。当哈桑承认
那个本不该承认的错误，他和父亲早已明白，是该离开的时
候了。也许会有些痛苦，但生活会继续。两人相离，走向了
各自的人生轨道。二十年后，哈桑在塔利班统治之下死去，
而已经事业有成的阿米尔在得知父亲的罪行和惊人的秘
密——哈桑和自己是兄弟后，他带着自己和父亲的罪行赎罪



般的努力，终于找到了哈桑的儿子，他也完成了一个男人的
成长。对于阿米尔的父亲，当罪行导致善行，那就是真正的
获救。而阿米尔，也第一次像个男子汉一样，在满目疮痍和
塔利班残酷的统治现实中，找寻回自己二十年前未能拥有的
勇气。

在这本感人至深的小说里面，风筝是象征性的，它既可以是
亲情、友情、爱情，也可以是正直、善良、诚实。对阿米尔
来说，风筝隐喻他人格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只有追到了，他
才能成为健全的人，成为他自己期许的阿米尔。“一个不能
保护自己的男孩，长大之后什么东西都保护不了”，这是父
亲在阿米尔儿童时代无奈的评价。而成年的阿米尔，一直在
对哈桑背叛的阴霾下生活着，他背负着罪恶感，最终，他带
着救赎踏上了那条再次成为好人的路。对哈桑来说，风筝代
表着忠诚、忠心、毫无回报的付出。他知道阿米尔少爷看到
了小巷里面的一切，知道他在那，袖手旁观。哈桑明知阿米
尔背叛了自己，然而那次手表**中还是再次救了他，这个自
己尽心尽力去服侍的人，这个自己认为和他是朋友的人，这
个自己终被他所背叛的人。难怪阿米尔时至今日也不能够直
视像哈桑这样的人，这种说出的每个字都当真的人。因为他
知道：哈桑就是这样，他真是纯洁的该死，跟他在一起，你
永远觉得自己是个骗子。可无论怎样，哈桑，还是那个兔唇
的哈桑，那个追风筝的人。

生活就像是散开的拼图，每一块都有让人想起生活原本应该
是另一种样子，让人想起那个尚未盛放就已经凋谢的梦。读过
《追风筝的人》，不禁让我想起今年伦敦奥运会田径赛场上
那十三亿人瞩目的未盛放的星，中国飞人刘翔。因为旧伤复
发，在冲向第一栏时碰掉栏杆，从而无成绩意外出局，刘翔，
你的伤，我们的痛，虽然我们不愿看到四年前北京奥运会上
因伤退赛的悲剧再度重演，但我明白了，有一种悲壮叫做坚
持。这一次，刘翔没有像四年前那样，而是单脚跳完全程，
带着破碎的梦想在通过终点前亲吻栏架，那一刻，全国的观
众为之动容，为之心痛，不过，我们大家相信，刘翔会是中



国男子田径赛场上永不可磨灭的闪亮。我一直都喜欢刘翔的
笑容，自信、真实、大度、从容、淡定，就像那飞翔在蓝天
的风筝，而他，就是那个追风筝的人。我想，刘翔的风筝早
已经翱翔在天际了，在雅典奥运会上，在大阪世锦赛上，在
广州亚运会上，我们都早已看到，他的那盏风筝飞得又高又
远。其实，每个人都是追风筝的人，刘翔也是，他追逐着梦
想，追逐着冲向终点那一刻的释放，追逐着站在领奖台上那
一刻的荣耀。《追风筝的人》中有说道：在阿富汗，结局才
是最重要的，他们想知道的是结局是不是幸福。而我在刘翔
的微博中却看到这样的几句话：我很享受这些年来努力的过
程!更享受拼搏的过程!这也源于我对跨栏的挚爱!我想，对于
那些像刘翔一样的奥运健儿们来说，结局很重要，但更重要
的是他们享受那个为之而奋斗的过程。“我不在乎，我能等。
那就像酸苹果。只要等到苹果熟透，就不会生病。”小说中
哈桑的儿子索拉博如是说。而对刘翔而言，八年来的等待，
他也不会在乎，他能等，并且也会等到一直追寻而再放飞风
筝的时候。

对我来说，读过《追风筝的人》后，我感悟到了一些东西。
勇气也许不能够所向披靡，胆怯却根本无济于事。做人应该
要有担当，要勇往直前，永不放弃。就算是在荆棘中，也要
奋不顾身的绽放。不要相信宿命，去追寻自己想要的，不要
绝望，不要轻易说放弃。一切事情都由自己掌握，其实做一
件事，觉得你做到或者做不到，仅在一念之间。有些东西，
不是准备好了一切再等你去做的，而是要学会自己去争取，
自己去努力。做一个追风筝的人，拥有自己的理想和信仰，
无论它渺小或是伟大，也无论它是简单或是困难，不试一试，
又怎么会知道呢。其实呢，除了你以外，一切都是未知数。
所以说，要相信，追梦者，总会有美梦之时。追风筝的人，
为了自己的梦，全力以赴的去追吧!

美好的事物往往是个令人心痛的梦，却也往往是个不愿醒来
的梦。加州美梦和喀布尔梦魇，抉择、证明、救赎，是轮回
还是重新开始，我想，对于阿米尔来讲，他做了最正确的选



择。再次成为好人的路，虽然布满荆棘，是血和泪的交织，
但他会勇敢的面对，这一次，不再逃避。在路途中奔跑，我
追。风拂过脸庞，挂一个像潘杰希尔峡谷那样大大的微笑在
唇上，我追。

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风筝，无论它意味着什么，让我们
勇敢地追。

《追风筝的人》_800字

我漫无目的地走在那狭长的走道，两边的书如同数不清的树，
掩映着这条窄窄的路。眼前突然出现一幕日出，一片朝霞，
那种欢快乐观的金黄，那种温暖温馨的橘黄，那种心旷神怡
的粉紫，那种摸不透的深紫，当然还少不了清新纯洁的白
色……男孩，奔跑着的男孩，他牵着，牵着风筝线!上面还有
风筝，摇曳着的风筝!这本书的封面吸引了我的眼球，更重要
的是它的名字，那么富有哲理，那么让人遐想不断，——追
风筝的人!

我捧着本书，脑袋里浮想联翩，我，随着风筝越飘越远，游
离了世界，忘记了自己。

我带回了这本书，一回到家，我就迫不及待地翻开书页，进
入作者笔下那温馨的阿富汗!

阿米尔，真诚是他最宝贵的财富;哈桑，忠诚是他最宝贵的财
富;他们俩的友谊，更是他们俩共同拥有的，最宝贵最宝贵的
财富!但令人想不到的是，他们的友谊竟如此脆弱，就如同他
们所放的风筝一样，消失在茫茫天际。

当时那个时代，有的种族卑微，有的种族高尚，但是，不同
的种族都有着不同的理念，人们信任自己种族的领袖，依靠
自己种族的伙伴，令人始料不及的是，种族之间发生一点点
小小的摩擦，使人民受到了极大的压迫，现实变得紧张残酷。



人们所信任的领袖，到最后，却引导人们去害自己!情节曲折
啊!

这本《追风筝的人》写了阿富汗移民在哀悼失去祖国、努力
融入美国生活之际，仍然根深蒂固的传统与风俗。这是值得
瞩目的一部作品，这是非比寻常的一部作品，这是极为动人
的一部作品，这是扣人心弦的感人作品，他是睿智并发人深
思的一部作品!

读了《追风筝的人》有感_300字

天上繁星点点，代表着每一个人。那闪烁的光，代表人生路
途，是理想赐予他发光的力量，是乐观给予他重新发光的动
力。

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一只载着理想放飞于广阔蓝天的风筝。
文中的刘老师，虽然身残，但志不残。他抱着对生活的爱与
追求，抱着乐观开朗的性格，笑着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件事，
一天又一天地活下去，向我们成功地展示了生命力顽强的一
面。

努力吧!同学们，既然生活赋予我们健康的身体，就让我们一
起欢笑着放飞手中那承载着我们远大理想的风筝吧!

初二语文读后感篇二

圆明园位于北京西北郊，被誉为“万园之园”。它的毁灭是
中国人民财产的巨大损失，也是我们的耻辱。

圆明园的毁灭读后感

圆明园，一座多么繁华的宫廷，可被英法联军毁于一旦，我
感到无比的愤怒。



圆明园昔日是多么辉煌：圆明园中不仅有民族建筑，还有西
洋景观，漫步园内，有如漫步在天南海北，饱览着中外风景
名胜;流连其间，仿佛置身在幻想的境界里。可以说，它是中
国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是我国建筑和文化的典范。不仅
如此，圆明园中还珍藏着无数的无价之宝，更有极为罕见的
历史典籍和丰富珍藏的历史文物，堪称人类文化的宝库之一。

然而，这美好的一切却被英法联军毁掉。他们把园内凡是能
拿走地，统统掠走;拿不动的，就用大车、牲口搬运;实在运
不走的，就任意破坏。为了销毁罪证，三千多名侵略者奉命
在园内放火，大火连烧三天三夜，大地在颤抖，人们在哭泣，
举世闻名的圆明园从此变成了灰烬。

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耻辱!这样的耻辱在旧中国又何止一次?
所以我们必须不忘国耻，奋发学习，让中国的明天更加璀灿，
让中国的名字像巨人屹立在世界东方!

圆明园的毁灭读后感

今天，我们学完了这篇文章《圆明园的毁灭》，它使我感到
了当时清政府的昏庸无能，军民的懦弱，更可恶的就是那无
耻的英法联军!

圆明园曾经是一座金碧辉煌的皇家园林，是我国园林艺术的
瑰宝，建筑的精华，圆明园不仅美丽，而且聚集着我们伟大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珍贵历史文物，是举世闻名的当时最大
博物馆、艺术馆。

然而在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来到了圆明园，
在园内肆意烧、杀、抢、掠，出园时每个人的腰包都鼓鼓的，
甚至还放火将这具有无限价值的圆明园付之一炬。

学完这篇课文，我对圆明园的毁灭感到无限惋惜，而当时无
能的清政府，竟屈服在了这些万恶的洋人的淫威之下，下了



不抵抗命令，把洋人做靠山，想依靠洋炮来扫除国内的革命
势力。我痛斥这黑暗的清政府。

可是最可恶的是万恶的洋人，他们不但随意侵略中国，还把
我国的名胜古迹烧毁或破坏，他们还让我们签下了丧权辱国
的不平等条约，使我国的国格受到了莫大的悔辱。

英法联军为什么来侵略我们呢?原因就是我们太落后了，要是
当时我们强大，他们能敢吗?所以落后就得挨打。我要好好学
习，长大后为祖国效劳，让祖国永远列强国之首!

圆明园的毁灭读后感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侵入我国北京，闯入圆明园，而慈
禧太后带着皇帝逃出了京城。英法联军疯狂地抢夺、毁坏、
火烧园中宝藏文物、古建筑，这帮侵略军在中国犯下了不可
饶恕的滔天大罪。那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最悲哀最黑暗的历史
时期，是我们中国人应该永远铭记的一段屈辱的历史。

圆明园在没有被英法联军烧毁以前，曾是那么辉煌灿烂：圆
明园中，有金碧辉煌的殿堂，也有玲珑剔透的亭台楼阁，有
象征着热闹街市的买卖街，也有象征着田园风光的山村乡野，
圆明园中许多景物都是仿造各地名胜建造的，如杭州西湖的
平湖秋月、雷峰夕照、海宁的安澜园、苏州的狮子林等。还
有许多景物是根据古代诗人的诗情画意建造的，如蓬瑶台、
武陵色……园中不仅有民族建筑，还有西洋景观，漫步园内
犹如在天南海北，饱览着中外景色，流连其间，仿佛置身在
幻想的境界里。可以说，她是中国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
是我国建筑和文化的典范。不仅如此，圆明园中还珍藏着无
数的无价之宝，更有极为罕见的历史典籍和丰富珍藏的历史
文物、金银珍宝、宋元陶瓷、历史书画等，堪称人类文化的
宝库之一。

读完了《圆明园的毁灭》，我在沉默。这是一种被刺痛后的



沉默，内心像在被火燃烧。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耻辱!这样的
耻辱在旧中国又何止这一次呢?为什么堂堂的中华民族会有这
么屈辱的一天呢?是闭关锁国，是政治黑暗，是封建专制……
我们应该牢牢记住这一历史，我们应该更加发愤图强，再21
世纪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我们应该为祖国的崛起而好好读
书!

圆明园的毁灭读后感

今天，我们学完了《圆明园的毁灭》这篇文章，它使我感到
了当时清政府的昏庸无能，军民的懦弱，更可恶的就是那无
耻的英法联军!

圆明园是我国清朝时期有屈一指的皇家御苑，皇帝的别墅。
到乾隆时代还大加扩建，所花费的人力和物力不计其数，托
资庞大。园里的一花一草，一景一物都是大有来头，价值连
城。圆明园占地三百二十公顷，大致分三部分：圆明园，长
着国和万春图，里面的园更是多不胜数。园内的风景犹如仙
境，如诗如画。圆明园集合中外各地名胜，精华于一身，在
园里走一趟，可谓是赏心悦目。

可惜好景不长，如此金碧辉煌的圆明园挑起了侵略者的狼子
野心。1860年，英法两国狼狈为奸，一举入侵圆明园，虽说
我们中国人多势众，但始终敌不过洋鬼子的铁枪火炮。没有
先进武器的我们，只好眼睁睁看着中华建筑的瑰宝被侵略者
毁于一旦。歹毒的侵略者，将圆明园洗劫一空后，为了毁灭
证据，就下命令将圆明园烧毁。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圆明园
似乎在痛苦地呻吟：“救命啊!我要被烧焦了。“我突然感到
极为心痛，极为气愤。为圆明园的毁灭而愤愤不平。

学完这篇课文，我对圆明园的毁灭感到无限惋惜，而当时无
能的清政府，竟屈服在了这些万恶的洋人的淫威之下，下了
不抵抗命令，把洋人做靠山，想依靠洋炮来扫除国内的革命
势力。我痛斥这黑暗的清政府。



历史与现实双重证明，弱肉强食不只是自然界的生存规律，
也是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潜规则。民主与和平这些文明的思
想只是人类最纯粹的善意追求，在国家经济利益、政治权力
面前它显得异常地苍白。否则，美国就不会以“世界警察”
的名义在全球范围内东讨西伐，就不会出现以一已的力量颠
覆伊拉克、镇压南联盟、打击阿富汗等等强权国际政治事件。
同理，一个半世纪前圆明园燃起的熊熊烈人，留给中华民族
的是血的教训!

圆明园，见证了一个帝国的辉煌与衰败。《圆明园》，记录
着一个民族的荣耀与屈辱。假借文明的名义，强盗们点燃的
野蛮大火烧尽了一座举世无双的世界建筑瑰宝。然而，野蛮
的大火烧不尽她的华贵，在大英博物馆和法国丹枫白露城里，
我们依然可以体味到她散发的艺术气质。野蛮的大火同样烧
不尽一个民族对她的追思，因为她承载着一个民族的荣圆明
园的毁灭是我国屈辱历史的一段见证上，它的残垣断壁，仿
佛在对人们诉说他辉煌的过去，又好像在向人们诉说洋人的
残暴行径。它的毁灭在我国文化史上，在世界文化史上，是
不可估量的损失!

英法联军为什么来侵略我们呢?原因就是我们太落后了，要是
当时我们强大，他们能敢吗?所以落后就得挨打。我要好好学
习，长大后为祖国效劳，不让祖国再受蹂躏，让祖国永远列
强国之首!

因此，我们要铭记一句话：莫忘国耻，振兴中华!

圆明园的毁灭读后感

我读过不少历史故事，其中《圆明园的毁灭》这篇文章常常
勾起我的深思，催我奋进。至今，我仍带着无比的愤怒与惋
惜钻到书中去看圆明园的毁灭，看那些已被齐腰的野草埋没
的残垣断壁。



圆明园位于北京西北郊，被誉为“万园之园”。它是一座举
世闻名的皇家园林，不仅是我国建筑艺术的精华，还是当时
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和艺术馆。圆明园里有殿堂、亭台楼阁、
买卖街、山乡村野。并且，园内汇集了许多名胜古迹，比如
海宁的安澜园，苏州的狮子林，杭州西湖的平湖秋月，雷峰
夕照等等，风格各异的建筑物让人流连忘返。圆明园中还收
藏着最珍贵的历史文物。

可是，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侵入北京，闯进圆明园。他
们把园中只要是能拿走的东西，统统掠走;拿不动的，就用大
车或牲口搬运;实在运不走的，就任意去破坏、毁掉。更让人
愤怒的是，他们为了销毁罪证，在10月18日和19日时，三千
多名侵略军奉命在园内放火，大火连烧三天，烟云笼罩了整
个北京城，同时，这把火又烧死了300多名太监、宫女。

今天，在这瓦蓝的天空下，在这洒满了热血的黄土地上，那
几根残留的石柱仍然挺立着，好像是在时刻提醒着炎黄子孙：
落后就要挨打!是呀!我们要牢记那些可恶的侵略者是怎样肆
无忌惮的毁坏我们的文化瑰宝的!我们要牢记爱过百姓是怎样
无辜惨死在侵略者的手中的!我们要牢记这沉痛的历史教训!

初二语文读后感篇三

《追风筝的人》读后感1000字

偶然翻开了这本无意间得到的书，开始只是想想在闲暇的时
候打发一下自己的时间，但是书中的内容却引人入胜，渐渐
地我沉浸在其中。

我们总是无法面对真实的自己，有时会端着高高在上的架子
去随意评论和斥责别人，却对自己内心的懦弱和恐惧视而不
见听而不闻。当真的面对真正的'自己，说出自己内心真实的
想法，往往物是人非，为时已晚。



阿米尔作为本书的主人公，却是我们很多人的缩影。从幼稚
到成长再到成熟，每个人在这漫漫的人生历程中，或多或少
都会犯下过错，做过一些幼稚伤人的举动，在心里也曾为此
感到羞愧，懊悔却又遗憾。这些事情就像结绳一般缠绕着，
贯穿着我们的人生的成长。得与失，祸与福，在冥冥之中一
次次变更，一次次塑造与成就新的自我。

风筝，作为这本书贯穿着全文的线索，主人公阿米尔和哈桑
之间的故事，也因风筝而起，因其而结束。

阿米尔和哈桑从小一起长大，哈桑的父亲在阿米尔家里做仆
人，而哈桑的母亲生下他后便游戏人间，早已不知所踪。

哈桑的童年中阿米尔就是一个在他心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的人，
他们之间早已联系在了一起。一主一仆，日日夜夜，如影随
形。

而身份的高低，阶级的差异也间接造就了他们友情的破碎。
阿米尔始终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他容不得哈桑比他聪明，容
不得哈桑比他优秀，这是阿米尔思想里面的血统意识。

一年一度的风筝大赛，哈桑为了少爷阿米尔的胜利，帮助少
爷追逐风筝。但成功追到风筝的哈桑却被孩子中的恶霸们欺
凌，而阿米尔去寻找他时看到了这一幕，却因为恐惧和胆怯
没有挺身而出。

这件事在阿米尔心中难以消失，他不断安慰自己主人没有义
务去为了仆人挺身而出，而哈桑被欺凌的一幕也不断在提醒
自己的懦弱，逼迫面对真实的自己，自私、卑劣、残忍、弱
小。

而阿米尔却选择了逃避背叛而不是救赎自己，用手段赶走了
哈桑和他的父亲，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人格。



像孟子所主张的“人性本善”，而荀子却主张“人性本恶”，
人生来就是有双重性的。没有圣人也没有极限的罪恶之人，
人性的好坏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而阿米尔也因为这个心结，踏上了救赎心灵的旅程。

故事的结局，对着阿米尔说：“为你千千万万遍。”的哈桑
却因为战乱的意外而死去，阿米尔费尽周折找到了哈桑的儿
子，也因为私人恩怨与往日仇敌互相对峙。

在危及生命的紧要关头下，哈桑的儿子用了弹弓射击了仇敌
的左眼，就如同当初哈桑保护阿米尔一般。

“我追，一个成年人在一群尖叫的孩子中奔跑，但我不在乎。
我追，风拂过我的脸庞，我唇上挂着一个像潘姐希尔峡谷那
样大大的微笑，我追。”

阿米尔最终追回了自己失去的人格，而我们，也在这人生道
路中跌跌撞撞成长，微笑迎接明天。

文章作者高二(2)黄诗茜

供稿：语文科组指导老师：翁学婉

初二语文读后感篇四

《老人与海》围绕一位老年古巴渔夫，与一条巨大的马林鱼
在离岸很远的湾流中搏斗而展开故事的讲述。它奠定了海明
威在世界文学中的突出地位，这篇小说相继获得了1953年美
国普利策奖和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

我读过许多书，它们让我学到了许多知识，也让我懂得了许
多做人的道理，《老人与海》这本书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古
巴老渔夫圣地亚哥连续八十四天没捕到鱼，被别的渔夫看做



失败者，可是他坚持不懈，终于钓到了一条大马林鱼，大马
林鱼将他的小船在海上拖了三天才筋疲力尽，被他杀死了绑
在小船的一边，再归程中一再遭到鲨鱼的袭击，他用尽了一
切手段来反击。回港时只剩鱼头鱼尾和一条脊骨。尽管鱼肉
都被咬去了，但什么也无法摧残他的英勇意志。这本书向我
们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人不是为了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
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自从读了《老人与海》之后，我知道了自己的不足，学习上
不再因为一两次不顺利而失去信心，而是越考不好，就越要
考好。在期末考试的那一天，上午的两门功课成绩，我没有
班里的某一个同学好，但是我并不服输，反而信心倍增，决
心打一个翻身仗。下午的语文考试，我做每一道题目都格外
仔细。果然，我语文考试是班里的第一名，总成绩上，我也
是第一名。

今后，我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信心十足地去面对，坚持
到底，决不退缩。我要感谢书，感谢它让我学到了那么多知
识，感谢它让我懂得了那么多道理，感谢它让我知道自己的
不足，及时改正自己的缺点，使我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初二语文读后感篇五

茫茫大海，多少人曾被咆哮的巨浪吞噬。多少人在这生命开
始的地方消逝。然而又有多少人在波涛的咆哮中，敢于站起
来！敢与威力无穷的自然抗衡呢？《老人与海》会告诉你，
人类在自然面前是多么渺小！但它还会告诉你，在人类的意
志力面前，任何东西都得甘拜下风！

“他想，这一回它们可把我打败了。我太老了，不能拿棍子
把鲨鱼打死。但是，只要我有桨，有短棍，有舵把，我一定
要试一试。”这就是一位老人在面对一大群饥饿的鲨鱼是的
全部武器！当你在海上漂泊，遭遇一大群饥肠辘辘的鲨鱼时，
你却仅有两只桨、一柄短棍和一条舵把，你会放弃吗？也许



你会，可一个日薄西山的老人在这一刻却选择了坚持！你也
许会问：“为什么？”答案很单纯，仅仅只是为了守护一条
鱼，和这位老人一样英雄的一条鱼！

“你想的太多啦，老家伙！”他老了吗？回答既是肯定的又
是否定的。他的身体已经老去，可一颗斗士的心是永远不会
老的！以前我经常问自己，力量的源头是什么？来自哪里？
今天我终于明白了！来自一颗滚烫的、充满信念的、永不褪
色的心！在绝望时，它永远不会放弃！

“鱼啊，你要把我累死了。不过，你有这个权利。兄弟，我
从来没有见过一件东西比你更大、更好看、更崇高了。来，
把我弄死吧。”管他谁要谁的命呢？你见过多少人在称呼将
要把自己击败的对手为“兄弟”何况它只是一条鱼！在他的
心中，他早已将这条与他斗到精疲力竭的“英雄”看做了自
己的兄弟！这条鱼和老人之间早已不是对手，双方都因为对
方的坚持而提醒自己——死也不能倒下！

《老人与海》早已跨过了平面。他已经变成了一种精神。在
那风高浪急的海面上老人告诉我们——人从来没有战胜过自
然，也许以后也不会。但人可以选择，选择永不屈服。只要
我们选择坚持，在一颗敢于挑战的心面前，没有打不到的敌
人，没有闯不过的难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