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红与黑读后感 小孩的心故事简介
读后感(精选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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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最关键的读
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
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
有所帮助。

红与黑读后感篇一

小袋鼠长大了，它决定要去城里找找工作。

可是它啥本领也没有，啥也不会做，所以没人肯要它。

小袋鼠碰了一鼻子灰，沮丧的走在街上。

走啊走，它发现了一家门口贴着招聘启事的超市。

它走了进去，对经理白狐狸说：“我想来应聘。”

白狐狸经理打量了它一会儿，问：“做销售员，你能行吗?”

小袋鼠摇摇头，说：“我不行，我是想说，我可以做购物
车!”

白狐狸经理一脸疑惑。

小袋鼠解释说：“我可以代替购物车，因为我有大袋子!可以
装好多好多东西。请您给我一次机会吧?”

看着小袋鼠恳求的眼神，白狐狸经理心软了，它说：“好吧!
虽然我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但给你一个星期的试用期吧!如



果可以，那么你就继续做。”

小袋鼠开始工作了，没想到它受到大家的热烈喜爱，因为它
不仅可以装好多好多东西还可以陪你聊天，帮你选购，给你
讲笑话，在购物的同时，你也不会感到无聊。

现在，小袋鼠已经变成了这家超市最最红的超市明星了，超
市的生意好的不得了，白狐狸经理还决定，要多招聘几只袋
鼠当员工呢!

红与黑读后感篇二

这是一篇短小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平凡的故事，但却蕴味深
长。故事内容大致是这样的：有一个单身女子刚搬了家，邻
居是一个只有一个寡妇和一个小孩。有天晚上停电了。单身
女子便点上了蜡烛，这时，邻居家的小孩来了，她以为他是
来借蜡烛的，便没给，他怕以后小孩家赖上她，小孩这时拿
出两根蜡烛给了她。

红与黑读后感篇三

一、武松打虎的故事简介

这个故事主要讲述梁山好汉武松回家探望兄长，途经景阳冈，
至酒家沽饮十八碗，醉后欲行赶路。酒家告以冈上有虎伤人，
劝其勿行。武松不信，在冈上果遇一条吊睛白额大虫。武松
奋起平生之力以双拳将虎打死，为当地老百姓除去一大害。

二、武松打虎读后感

话说武松功夫练成，决定回家乡看望哥哥，时至正午，天气
炎热，武松决定在山脚下歇息一下，顺便买口酒喝，解解渴。

这里正是景阳冈山脚，山脚下有一处酒家，武松酒兴大起，



喝了18碗，于是准备山上，酒家告诫道“山上有老虎，官府
已经发了告示，独自一人切莫上山。”武松自然是不听的，
仍然上山去了，结果真看到了告示，并遇到了老虎。武松也
没法子，只好硬着头皮和老虎搏斗，最后拼尽全力，终于打
死了老虎，为民除害。

读完故事，我有些看不起武松，因为这个人非常虚伪，他明
明也是害怕老虎的，但是因为怕回去被店家讥笑而继续赶路，
我们不应该学习。

三、武松打虎读后感

很多时候，经典故事的留存主要是情节能够打动人，让人读
起来、讲起来都有趣味性，武松打虎就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
《水浒传》中的知名故事，非常经典，并且被改编成很多话
剧。

故事内容：武松打算回家看望大哥，在离家不远的山脚下歇
凉，见到一处酒家，并买了酒来喝，喝多了，醉醺醺的上路，
店家已经告诉他了，说山上有老虎害人，不要一个人过，不
安全，不过武松全然不当回事，认为这是店家要赚钱的借口，
于是就走了。

走到山腰的时候，武松见到了官府贴出的告示，总之就是说
此地有大虫害人，山上要注意，很危险。武松才醒悟过来，
原来店小二没有骗人，这些怎么办，读后感。万一上去遇到
老虎了，自己不是小命儿不保么？可是有担心折返会被店家
讥笑，说自己的胆儿小，于是就硬着头皮继续走，心理也是
很忐忑的。没想到运气不好，真遇到了老虎，这下只能和它
搏命了，经过一份厮杀，老虎被打死，自己也筋疲力尽，心
想这次算是捡了条命。得知武松打死了老虎，乡亲们将其奉
为英雄，武松也在县衙谋到了一份差事。

读了武松打虎的故事，我并不认为武松是个英雄，因为他打



死老虎的目的只是为了自保，是为了不被老虎吃掉，而并不
是为乡亲们除害，这份功劳不是他实至名归的。

再说了，若是一个英雄人物的话，就不应该如此虚伪，为了
虚荣连命都敢拿来。

四、武松打虎读后感

《武松打虎》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典故，讲述的是武松在景阳
岗的一家酒楼里喝了很多的美酒。喝完了酒，他没有听从酒
楼老板的劝告，而是独自去了住着恶虎的景阳岗。果不其然，
他走了没多久，就遇到了恶虎，他与老虎展开了一场大战，
武松借助酒劲很快就把老虎打死，这害死了许多老百姓的`恶
虎被除掉了，武松也就自然成了除害的大英雄。

看完了这一篇文章，我认为武松这个角色很正直，充满了正
义感，但也很固执，别人给他的建议也都没有采纳。由此可
见，武松是一个冲动的人。

在整篇文章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武松与猛虎激斗的那一段。
在那一段里，武松给人的是他机智勇敢的那一面，大敌当前，
他也依然冷静，头脑保持清晰，连气势都要比老虎更加让人
震撼，一看就已经准备好了拼尽全力为民除害。

读完了文章，我明白了做任何事情都要保持冷静，不能刚一
上阵就乱了手脚。

五、武松打虎读后感

我以好奇的心情读完了景阳岗武松打虎这一篇文章。在读之
前，我有一个问题，武松是怎样打猛虎的呢？带着这个问题，
我读了这篇文章。

武松在打虎之前并没有思想准备。他在一个酒馆内喝了许多



酒，半醉半醒中来到景阳岗，面对老虎的突然出现，他也吓
得出了一身冷汗，但他很快镇静下来，思考如何应对。这说
明他非常勇敢，面对危险没有退缩，积极想对策。武松打虎
的过程，用了巧妙的躲避方法，躲过老虎的三招，扑、掀、
剪，消耗老虎的体力，三招扑空，老虎威风大减。武松借力
打力，抓住时机，制服老虎。老虎虽然厉害，但它没有武松
的智慧，面对强大的敌人，要用智慧取胜不能蛮干。

我要学习武松的勇敢和智慧。面对危险和困难要勇敢，运用
智慧和技巧，才能战胜他们。

六、武松打虎读后感

《景阳冈武松打虎》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宋江怒杀阎婆媳
后，逃回家与弟弟宋清一起到沧州柴进的庄上避难，柴进设
宴，热情款待。当日宋江喝的半醉，出来躲酒，在东廊下碰
到一个大汉。那个人就是清河县武松，他听说眼前人是宋江，
倒头便拜。宋江见武松身材魁梧，相貌非凡，便认他做了兄
弟。

武松陪宋江在庄上住了十几天，一心想回家看望哥哥，他走
了几天的路来到了阳谷县，见有家酒店门前树着一面旗子，
旗子上写着“三碗不过岗”，武松不听店家的劝告，连续喝
了十五碗酒后要过岗。走了四五里路见到有张告示，原来店
家说的岗上有老虎的事是真的，想回去又怕店主笑话，只好
硬着头皮走了过去，不料突然间杀出一只老虎来，武松临危
不惧，终于将老虎打死为民除了害。

我相信，以后不管遇到什么艰难困苦，只要有恒心，有毅力，
不怕艰险就一定能成功。

红与黑读后感篇四

（一）林清玄散文集简介



林清玄，1953年出生，中国台湾省高雄人，当代著名作家、
散文家、诗人、学者。

笔名有秦情、林漓、林大悲、林晚啼、侠安、晴轩、远亭等。
著名散文《查塔卡的杜鹃》。文章《和时间赛跑》、《桃花
心木》选入人教版、北师大版小学语文课本。1953年生于中
国台湾省高雄旗山。林清玄毕业于中国台湾世界新闻专科学
校。曾任《工商时报》经济记者、《时报杂志》主编等职。
他是台湾地区作家中最高产的.一位，也是获得各类文学奖最
多的一位，也被誉为“当代散文八大作家”之一。

林清玄的散文创作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是在七十年代他初登文坛的七八年间，散文集有《莲花开落》
《冷月钟笛》等；第二个阶段是他从1980年结集《温一壶月
光下酒》起，相继出版了《白雪少年》《鸳鸯香炉》《迷路
的云》《金色印象》《玫瑰海岸》等；80年代后期迄今，是
林清玄散文写作最辛苦和最多产量的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
里他以十本“菩提系列”震撼了文学界内外。林清玄也是大
陆读者广为熟知和爱戴的畅销书作家。应广大读者要求，又
以真诚之心，感性之笔，将多年来感悟的智慧精华，结晶于
《玄想》、《清欢》、《林泉》三册书中。第一次公开这些
年来的写作心得，让人格外珍惜和感动。

（二）主要作品

林清玄在大陆出版了《在云上》《清音五弦》《心的菩提》
《情的菩提》《马尾》《林寺》等，饱含着他对佛教，人生
的感悟，非常值得去品味。

，菩提十书重新出版：《境明，千里皆明》《心美，一切皆
美》《情深，万象皆深》等。

禅意散文精选（全四册）：《不争，是一种慈悲》《不辩，
是一种智慧》《不闻，是一种清净》《不看，是一种自在》。



（三）林清玄写作之路

对林清玄来说，走上写作之路，其实并非最初的愿望，最早，
林清玄一直想当画家，甚至还跟着林崇汉画了一阵子。不过，
走上写作的路，倒一丝也不后悔，写作要自由的多，更能清
晰地描绘出自己的心路历程，以及所见、所思、所感。所以，
林清玄自觉会一直写下去，或许依然在文学素描的散文上下
功夫，或许就著手去写一些比较大部头的有关人性，有关历
史，有关哲理的书，或许改变途径去写小说，不管未来会写
什么，写作总是一条不能斩断的路，林清玄会一步步往下走
去。

林清玄7岁开始背诵唐诗宋词，8岁，获得了全台湾儿童绘画
赛优选，10岁就开始读小说，林清玄记得小时最喜欢的是
《西游记》。

1972年，考取世界新专电影技术科，在学时非常活跃，开始
认真写稿，而绘事则暂时抛开了。在世新的时候，创办过
《电影学报》，担任《奔流杂志》编辑，在《新闻人》周报
任总主笔。这段时候，在文坛渐露头角，开始受到了瞩目。

写报导：

这些年，林清玄写报导写得多，写散文反倒写得少了，不过，
他并不觉得可惜，虽然他自己也了解，报导到底只是报导，
不会成为文学的重镇，甚且有一天它会式微。不过，林清玄
自觉还年轻，这段时日，就利用报导来磨练自己的事，创作
的事，稍候也不迟。

林清玄也自认，还未到定下一个风格，一个走向的时候，他
还是要去做多方的揣摩，去走不同的路，去写多样的文章。
而且他还会去角逐其他以篇对篇，或是一堆对一堆的奖目。
因为，他一直是永恒的新人，一个新人永远都需要去竞逐，
永远都需要接受新的肯定。



红与黑读后感篇五

凡属美者，

不仅经常为美，

且为其自身而美。

如果人生值得活，

那只是为了注视美。

——柏拉图

白孔雀开屏了

到台湾故宫博物院看画，心里还记着宋徽宗的《腊梅山禽
图》，宋徽宗在画里用美丽飘逸的瘦金体题着淡淡的诗句：

山禽矜逸态，梅粉弄轻柔。

已有丹青约，千秋指白头。

说他愿意一辈子醉心于画画，也不愿意做皇帝，皇帝是白头
的工作;而艺术是千秋的志业呀!

走在至善园安静的小径上，突然，有一个陌生的小男孩沿着
小径奔走，逢人就说：

“白孔雀开屏了!”

“白孔雀开屏了!”小男孩一路叫，一路笑，沿路与人分享他
发现的喜悦。

识与不识的人，听见这个消息，都随他往至善园角落的鸟园



走去。

我随着小男孩走到鸟园，果然看见了白孔雀美丽而惊人的开
屏。令我更为惊奇的是，不只一只白孔雀开屏，而是两只白
孔雀同时开屏，还有另一只硕大的蓝孔雀也开屏了。

三只孔雀在不算宽敞的鸟园中，一起张开了动人的尾羽，闪
着光芒的尾扇在园中抖动，更使人感觉到春日的喧哗与春情
的萌动，但旁边的几只母孔雀不为所动，静静地、埋着头吃
着槽中的饲料。

白孔雀与蓝孔雀的开屏，有着惊人的美，使我敛容肃立，心
里突然浮起一个念头：“是园中的孔雀为美?或是画里的花鸟
为美?自然中美的实质或艺术中美的实质是一致的吗?自然美
与艺术美是不是同一个品质?”

去眉眼盈盈的地方

这使我一边欣赏孔雀，一边深思。

一个无法在自然中探触到美的人，是否能具备艺术欣赏的眼
光呢?

一个对生活之美无感的人，能不能在创作中找到美呢?

一个人可不可能欣赏孔雀开屏又吃孔雀肉呢?

一个人能不能一边写诗作画，一边焚琴煮鹤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应该都是否定的，因为生活之美、创作之美、
自然之美、艺术之美都不是独存的，而是同一品质的。

先是看见了孔雀的、花鸟的美：

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



再看见了草坡上的野草与昆虫皆美：

除之不尽，爱之可也。

接着看见了怪石与荆棘，各有各的情境：

花若解语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

抬头远望群山，低眉俯看流水，一静一动，一刚一柔，一猛
一媚，一仁一智，正是人生之美的飞梭，织成一片锦绣。

水是眼波横，

山是眉峰聚，

拟问行人去那边，

眉眼盈盈处。

我要去眉眼盈盈的地方，去看那美丽的山水，山水正以眉眼
和我对语呢!

这世界上并没有必美之地，文学艺术家因此要锻炼看到什么
都能映现出美丽的心影，打开心眼去看见美的境界，并不断
去追寻更高远之境。

美，是同一品质

我喜欢钱穆先生说过的一个故事。钱穆青年时代有一天路过
山西的`一座古庙，看到一位老道士正在清除庭院中的一棵枯
死的古柏。

钱穆好奇地问：“这古柏虽死，姿势还强健，为什么要挖掉
呢?”



老道士说：“要补种别的树!”

“补种一棵什么树呢?”

“夹竹桃。”

“为什么不种松柏，要种夹竹桃呢?”

老道士说：“松柏树长大，我看不到，夹竹桃明年就开花，
我还看得到。”

钱穆先生听了，大为感叹，他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
而道远。’丛林的开山祖师，有种夹竹桃的吗?”

钱先生常以此勉励门人，做学问的人不要只种桃种李种春风，
还应该种松种柏种永恒。

文学家、艺术家不只是学问家，心地高远能望见松柏，却也
能欣赏夹竹桃开花的美丽。

美，是同一品质。

智巧兼优，心手双畅

一个完全不认识字的人，也能贴近那种刚健与婀娜;正如一个
第一次张开眼睛的人，会被河山的壮阔与柔媚感动。

我特别喜欢唐代的书家孙过庭的《书谱序》，里面写书法的
文字曾使我吟诵再三：

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

鸿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之态，

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搞之形，



或重若奔云;或轻如蝉翼，

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

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崖，

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

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

信可谓智巧兼优，心手双畅，

翰不虚动，下必有由，

一画之间，受起伏于峰杪，

一点之内，殊衄挫于豪芒。

天呀，这是多么美丽的文字!我在故宫的展览室绕室三叹!

平面的书法，一下子悬针垂露，一会儿奔雷坠石;大鸿与鸾凤
飞舞，野兽与蛇蝎惊骇;站在最危险的高峰绝壁边上，有时重
得像奔跑的云，有时轻得像蝉的翅翼;舒展的时候如泉水注流，
顿挫的时候安顿如山;纤细时像初升的月亮跳出山崖，潇洒时
又像众星列在星空;这种与自然相应的妙有，不是光靠力量运
作就能成就。

永远抒情的心

我喜欢这书帖，是看到了艺术与自然之间的紧密相连，文字
与艺术的窍门不就在这里吗?

像是一只开屏的白孔雀，突然展翅，飞入了画图之中。

也像是一只图画中的竹鸠，突然飞到我们的眼前歌唱。



我在册页中读到的美，在自然中，我也见及。

我在卷轴里发现的情意，在生活里，我也体会。

我看一笔的乾坤，也看万象的神奇。

我观一画的盎然，也观万物的生意。

文学家的心是无碍的，他出出入入，入而体会白孔雀之心，
出而看见白孔雀的美。

在某些特别神秘的时候，我们象形、转注、假借、会意，把
心境凝注于纸，那一刻，就像白孔雀开屏。

在我们生活的四周，充满了美好，也充满了情意;在我们生命
的历程，充满了生生之机，也充满了洋洋之趣;那是因为敏锐
的品味使一切普通的都变为美，进而使心性变得神奇、浪漫、
古典。我的文学、我的创作，正是根源于这敏锐的品味。

近年来，我随手写下创作的感想，先后完成了《玄想》、
《清欢》，现在把这本书定名为“林泉”，对我而言，创作
正如林间涌泉，是天然的，可以无量涌出;是清澈的，可以无
限畅饮。

我相信、现在乃至未来，文学家可以书写都会、机械、电子、
科幻，以及人性的灰黯和纠葛，但在我的心灵深处，永远有
一道清泉在密林中涌出。我始终相信，文学的终极是在走向
道、走向自然、走向真情与挚爱，走向一个更超越而高远的
世界。

文学，是温柔的心，浪漫的美，完满的感性，永远的抒
情……

林清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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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与黑读后感篇六

作品简介：

小说是以一个叫夜郎的小人物生活来展开的。写他的生存状
态，那被现实冲击的渴望和潜意识中的挣扎。写他周围的朋
友和上下关系网里面的大人物、小人物，他们的失意、快乐、
相欺或相助，这些一再普通不过的人物之间却似有魔幻色彩
的机缘。也许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机缘无处不在。故事中
间穿插的是死而复生生而再亡的再生人、诡异的剪纸老太、
隐含阴阳两界的鬼钥匙，特别是那一出出入神混一的目连戏
唱本，将现实与魔幻、心性与兽性、真偈与悟场、华耀与孤
独表现得生动有形。这部小说所揭示的是：在白天的明朗人
息中潜伏着黑夜的无助和阴霾，在如“夜”的男人内心深处
渴望的是如“白”的完美人生，谓《白夜》。

白夜如昼却短暂

——读贾平凹《白夜》之感

贾平凹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早前就读过他的散文，
细腻的文笔不禁让人联想到三毛，同样朴实的语言，同样亲
切的文字，不同的是先生平凹笔下出豪情，而女子三毛笔下
生柔情。前日捧起这本成书已近廿年的小说细细读来，竟一
点也没有年代相隔之感，仿佛书中所道之社会便真成了如今
这社会，里面的人物也全成了身边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眼看
着他们嬉笑怒骂，心里也生出许多情绪随之起伏。或许这便
是写作的高明之处吧。

《白夜》完稿于九十年代初，是继《废都》之后的又一带有
浓浓的社会现实而又充满传统气质的小说。当时正值《废都》
出版遭禁并且惹出争议最多的时候，爱的人欲不能死，恨的



人也欲不能死，《白夜》一出，喧嚣的评论界立刻陷入缄默，
没有人敢轻易妄下评判，如同石沉大海一般却并没有因此而
渐渐被人遗忘，至少二十年后还有我这个读者吹开封面的灰
尘，废寝忘食地阅读，然后不知天高地厚地写下这拙劣的文
字，满纸浅薄之谈，诸君看看则已。

读罢全书，只觉得文中写的是个男人的社会，这并不是说没
有写女人，相反文中的主角有好几位女子，然而这几位女子
无论相貌，无论文化程度，几乎全都无一例外是男人的附庸，
她们想方设法做的也只是为了引起男人的注意，获得男人的
好感。虽然亦不乏虞白这样有文化的知性女子，但她自始至
终都是孤独的，她有着黛玉般敏感而脆弱的心，带着几分知
识分子的清高和傲气，让夜郎这般市井俗人向往却终于无法
靠近，爱情之花苦涩的连叶也萎了。虞白获得的是精神上的
自由却与此同时不得不承受内心孤独的煎熬。

当颜铭说出“女人就活这张脸”的时候，我只是笑她的天真，
青春怎能永驻?容颜如何永葆?当岁月握着刻刀磨刀霍霍降临
时，再昂贵的装扮也苍白的像一张纸，女人如何“活这张
脸”?或许这是面对男权社会不得不做出的一种选择——为了
迎合男人，可到小说结尾，真相揭开的时候，我猛地发现颜
铭这张俊俏的脸原本就并非真的，她曾不惜忍受皮肉之苦做
整容手术，然后改名换姓来到西京城的，殊不知她原来相貌
丑陋，受尽别人的嘲讽和冷落。在西京城里凭着这张脸，她
与夜郎走到一起，心中装着对爱情美好的幻想。最终当幻想
破灭，因不堪忍受夜郎的怀疑而选择离婚时，她已经完全看
清了这个社会，女人只有靠漂亮的脸蛋才能立足，于是她决
定傍个有钱人。如此结局让人唏嘘不已。

书题“白夜”二字似是指虞白和夜郎二人，同时暗示他们的
爱情虽然如白夜一样耀眼，但终将被夜所吞噬，如流星一般
划过天际，只有一刹那的美丽。虽然二人都对彼此有情有意，
也对音乐有相同的喜好——古琴是两人传情信物，但虞白是
气质修养高的知识分子，年龄已过三十，夜郎是没有稳定工



作、仅赖给戏班演点儿戏户口的社会小年青，带着些许市井
之气，这样的搭配看上去就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或许虞白
注定是男权社会的孤行者，行走在漆黑的夜里，微弱地闪着
点点白光。

夜郎是小说的.男主角，他的身上一直存在着一种揭不去的带
有深深东方特色的神秘感，他的颈上挂着再生人开门的钥匙;
他后来甚至在梦游的过程中拿着钥匙去开门，而后继续熟睡，
对发生的事一概不知;他在戏班演阴阳不分的目连
戏······似乎在作者的笔下夜郎更像是一位对传统的
守望者，是这男权社会中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先是爱上容
貌姣好的颜铭，并与之有了关系，随后偶然的机会让他认识
了虞白，自此爱情之火越烧越旺，两人情投意合，然而夜郎
的内心却承受着痛苦的煎熬，一边是已经以身相许的颜铭，
一边是内心爱慕的虞白，两者都有漂亮的脸蛋，高挑的身材，
夜郎在精神上早已跟着虞白走了，但他又无法回避对颜铭的
愧疚感，最终无奈之下只得同已怀孕的颜铭结婚。然而这场
婚姻也是不幸的，女儿出生，既不像夜郎的马脸，又不像颜
铭的美丽，反倒十分丑陋，使得他不得不怀疑起颜铭的忠贞，
于是闪婚之后便闪离婚。经此一变，夜郎不敢再相信任何人，
他认为一切都是欺骗。

在这个满是欺骗的社会里，好人得到的却是坏的结局。譬如
宽哥，一个充满正义感的好警察，却最后因轻信人贩子的欺
骗犯下错误，被革职处理，从此脱下警服，拖着患病的身体
踽踽独行。当身边的一切都被虚假所环绕，那么还剩下什么
是真实的?或许只有在那亦真亦假、亦阴亦阳的目连戏里才能
体会到片刻的真实。夜郎在戏班里演戏或许可以说是对现实
的一种逃避，因为与无法分辨真假的社会不同，戏是假的，
正是明白戏是假的，才感到演戏的踏实。

社会的复杂性铸就了各式各样的人物，然而人物的命运却殊
途同归，极富悲情色彩：夜郎即将被捕;虞白重又陷入孤独;
宽哥失去警察的工作;颜铭远走他乡，“傍个有钱人去了”;



吴清朴去世，邹云被关入劳教所······或许白夜里人
身上的华丽色彩都是假象，夜终将归于黑暗，到那时，一切
都黯淡下来，那白夜一去不复返，白昼却不知藏在暗夜的哪
个角落，可能已经连同短暂的白夜一同消失了。

红与黑读后感篇七

有一位单身女子刚搬了家,她发现隔壁住了一户穷人家,一个
寡妇和两个孩子。有一天晚上,那一带忽然停电了。那位女子
只好自己点起蜡烛。

这时,邻居家的'孩子敲起了门。只见他紧张地问:“阿姨,请
问你家有蜡烛吗?”女子心想:“他们家竟然穷到连蜡烛都没
有吗?千万别借给他们,免得被他们家依赖惯了。”

于是,她就对孩子大吼一声:“没有!”孩子说:“我就知道一
定会没有!”说完,他就从怀里掏出两根蜡烛,说:“妈妈和我
怕你一个人住又没有蜡烛,所以我带了两根给你送来。”

通过这个故事,我想起了有一次同学向我借铅笔,我却说没有,
我的心里非常后悔。以后,我要改变这样的做法,尽自己最大
的努力去帮助别人,乐于助人。

红与黑读后感篇八

近段时间几天我看了一本名叫《海底两万里》的一本书，这
本书是地里知识的一本书。

我一听《海底两万里》这个名我就想看，再看看第1个故事的
名字《海底怪物》，听了题目我就更想看了。

《海底两万里》的主人公是尼莫船长、康塞尔、尼德·兰、
阿尤纳斯教授。尼莫船长是诺第留斯号的船长，阿尤纳斯是
法国巴黎的闻名教授，康塞尔是阿尤纳斯斯教授的仆人，尼



德·兰是厉害1个鱼叉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