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陶罐和铁罐有感 狂人日记读后感(精
选6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读陶罐和铁罐有感篇一

前几天，我阅读了《狂人日记》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掀开
了白话小说运动的`序幕。

《狂人日记》这篇文章形式上文白兼有。正文采用白话，序
是文言形式。在当时确实掀起惊涛骇浪，有裂云穿石的效果。

《狂人日记》的一、二部分归结起来就一个“怕”字。“狂
人”“怕”的缘由，无非是赵家的狗“看我两眼”、“赵贵
翁的眼色便怪”、街头的人在议论、小孩子在议论——“狂
人”就多情地将这些活动都解释为“似乎怕我，似乎想害
我”的信条在脑海中不断暗示自我。别人最平常可是的动作
在他看来便是针对自我的。

这篇文章好是好，但我相信，这是经过作者(鲁迅)长年累月
的积累而成的。所以，我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积累，勤奋。
古人有云：“十年寒窗，九盏熬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
寒”，就是这个道理。这是告诉人们，不论做什么事
情，“一步登天”是办不到的!!!所以，自主的去积累，是写
好作文的重要条件。

须知，在寻求知识的过程中，不可能尽是整块面包，而要我们
“一粒一粒米”慢慢积累。成果，不时地皮上的积水，它是
藏于厚土和岩石之下的清泉。它需要孜孜不倦的努力。



积累是一件由少到多的，从无到有的渐进工作，得从一点一
滴做起，日积月累，才能办到，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千里
之行，始于足下”“合抱之木，始于毫末”。

光积累还不行，还必须付出辛勤的劳动，对一个勤奋者来说，
成果是成正比例的他洒下的汗水多大，便会有多大的成果。
大家熟知的明代大文学家张博小时勤学苦练，每篇文章他都
要手抄七遍读懂背熟，所以他把自我读书的房子叫做《七录
斋》，因抄文章，受伤磨起了老茧。

所以，我期望大家照我说的尽量去做，成为一个优等生!

读陶罐和铁罐有感篇二

他，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学习他的无私奉献，学习他的刻
苦，学习他的善良，学习他的一切一切。

当今社会，我们十分需要像雷锋的人，为人民服务，宁可牺
牲自己也愿帮助别人。如：当雷锋放假时，他也不收分文去
帮助工人干活且不留姓名做好事，又如，他在下雨天，帮助
大姐背小孩走山路回家。

这舍己为人的精神十分值得我们学习。如果每一个人都像雷
锋。这将是一个"大同社会"。毫无纷争，只有人民生活幸福，
安居乐业的样子。

雷锋年轻就因功而逝，可他的精神却永远的刻在我们心中，
一代一代的流传百世。

在平时的学习中，当我们遇到挫折时，应该想起雷锋，咬紧
牙挺过去，不向困难低头。在生活中，我们更应该学习雷锋
的勤俭节约，让这些钱发挥最大的作用，帮助一些有需要的
人，让他们与我们共享人间的快乐，人间的温馨。



让我们共同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以雷锋为榜样，造福人类，
永远为人民服务！

读陶罐和铁罐有感篇三

一个令人激动的冬天， 笑猫和虎皮猫的孩子出生了，分别是
胖头、二丫、三宝和小可怜。小猫们刚生出来的时候眼睛都
没有睁开，过了几天，胖头、二丫、三宝的眼睛都睁开了，
只有小可怜的眼睛还没有睁开，笑猫和虎皮猫很着急。这几
天有太阳，于是地包天和笑猫把马小跳送来的小被子拿去晒，
晒得暖暖的，虎皮猫把小猫们一个个叼了过来，让它们感受
太阳的温暖。这时，小可怜的眼睛睁开了，她的眼睛像绿宝
石。有一次，笑猫发现小可怜不见了，原来，小可怜正在一
步步艰难地向洞口走去，因为她渴望见到太阳。

但是，一场寒流降临在小可怜的身上，虚弱的小可怜被冻死
了。她死的时候，妈妈用尽全力搂住她，多想把她救活呀!小
可怜还是死在了妈妈的怀里。

看到这里，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小可怜真是太可怜了，就
在这将要春暖花开的时候，她却被寒冷夺走了幼小的生命。
这样的遭遇，谁看了不会流泪呢!

读了这本书，我明白了：母爱是最伟大的!

许多家长把《笑猫日记》看成是“闲书”、“杂书”、……，
但我觉得《笑猫日记》告诉我们许多道理：《保姆狗的阴谋》
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嫉妒别人，嫉妒只会让人走火入魔;《幸福
的鸭子》告诉我们要用心去体会大自然，并且从大自然里找
出快乐;《能闻出孩子味的乌龟》告诉我们只要有一颗童心，
即使白发苍苍也仍然过得很快乐，因为他的心是永远年轻
的……!



大家想知道笑猫是什么样的猫吗?保姆狗的阴谋又是什么呢?
让我们带着这些疑问来读读笑猫的生活日记吧!

笑猫是一只会笑的猫，他用自己的智慧帮助帅仔化解了保姆
狗一次又一次的阴谋。书名里的保姆狗是一只德国腊肠狗，
他机智、冷静、坚韧，但因为嫉妒帅仔所以走向罪恶的深渊。
帅仔是一只牧羊犬，因为保姆狗特别嫉妒他，所以他的身边
总是危机四伏。我喜欢《跳梅花桩》这段文章，讲述了保姆
狗和帅仔跳梅花桩，帅仔不小心掉进了水池里，笑猫拉着帅
仔，把他救上了岸。看了这段描写，我不禁为帅仔成功上岸
而高兴，被笑猫助人为乐的品格所感动。我从《关于嫉妒心》
里知道了人不能失去理智。我从《临死前的后悔》里知道了
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是善良的，但一念之差会使人犯错误，走
向罪恶的深渊。

读了这本书，我知道了要想做好一件事情，做之前都要深思
熟虑。希望大家都来读读这本书。

《笑猫日记》的作者是杨红樱，我想看过《淘气包马小跳》
的同学认识杨红樱吧!大家还记得吗?马小跳的表妹杜真子有
一只会笑的猫，就是笑猫，这本书就是以笑猫的名义写的。
这本书主要写的是冬日的翠湖公园景象肃杀，而两只狗的出
现更使这里充满了阴谋和杀机，和牧羊犬亲密无间的腊肠狗，
一定要置牧羊犬为死地。因为以前腊肠狗在家里非常受宠，
自从牧羊犬来到这个家，腊肠狗就成为了牧羊犬的保姆，牧
羊犬也很听腊肠狗的话，牧羊犬渐渐长大，比腊肠狗更加受
到主人的爱戴，腊肠狗就仗着牧羊犬对自己的信任，一直想
把牧羊犬害死，但是却自食其果。其实这个故事，应该说是
真的，因为杨红樱的确养过牧羊犬和腊肠狗。只因牧羊犬比
腊肠狗更受宠，腊肠狗就一直想方设法害牧羊犬，最后腊肠
狗却……这本书告诉我们，做人不要有嫉妒心!

把女儿带上阅读之路后我就很少跟女儿一起阅读课外书了，
寒假作业读《笑猫日记之蓝色的兔耳朵草》有感。没想到这



个寒假我也收到了一份寒假作业-------亲子阅读+读后感。

寒假里女儿买了二三十本书，其中也包括我推荐给她的美国
作家罗拉的《小木屋的故事》，本打算与她一起以该套书为
主题各写一篇读后感的，目的是拓展她的阅读范围，让她能
接触到更多的不同作家、不同类型的作品。

不想，她反过来说服我：妈妈，我更希望你跟我一起看《笑
猫日记》，希望你看了后能走进我的心扉，能理解我为什么
那么喜欢小动物，为什么会那么喜欢杨红缨、郑渊洁、伍美
珍、郁雨君的作品。看着女儿期待的眼神，我捧起她推荐给
我的《笑猫日记之蓝色的兔耳朵草》试着阅读起来。

杨红樱的书女儿有一整套，她可以反复地看完又看，里面可
爱又淘气的马小跳、成语王子丁文涛等人物我也已耳熟能详
了，但像今天这样那么认真的阅读还是第一次。

认真地看完《蓝色的兔耳朵草》我也被深深地感动了，故事
讲述了一个坚强、勇敢、善良的笑猫历尽艰难险阻为耳聋的
虎皮猫寻找治病的良方，故事虽然简单，甚至可以说有点老
套，但是语言轻松幽默，深入浅出，不经意间就在故事里学
习到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比如，“我们都想做能“同甘共
苦”的朋友，但事实上，有的朋友能‘同甘’却不能‘共
苦’，有的朋友能‘共苦’却不能‘同甘’。

你我之间的关系，就属于第二种。你总是在快乐和幸福的时
候忘记我，在遇到麻烦和不开心的时候想起我。这只能说明
我才是你真正的朋友。”故事里还有许多美不胜收的语句，
例如：山中，一会儿晴，一会儿阴，一会儿雨。秋雨好比神
奇的染料，把树叶都染成了彩叶，有红叶、黄叶、紫叶，还
有的.树叶，正面是绿的，背面却是红的，还附生着白白的茸
毛。

如果说春天的山是百花装点的，夏天的山是绿荫装点的，冬



天的山是冰雪装点的，那么秋天的山便是由浓艳的彩叶来装
点的。还有：山中忽晴忽雨，十里不同天，黄昏时分，落日
的余晖如红葡萄酒，山林醉了，尽显浓艳的秋色。

细细品味这本书后，余兴未了。在网上查阅了一下关于杨红
樱等作家的写作风格：她不是站着和孩子们对话，而是坐下
来和孩子倾心交谈的。她的作品符合孩子的阅读心理，她
说“孩子天性中会有很多向往的东西，要给他们向往的空间。
不能总是用成人的思维、方式来要求、解决孩子的问题。”

忽然，感触很大：她不是站着和孩子们对话，而是坐下来和
孩子倾心交谈的。

读陶罐和铁罐有感篇四

《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真正的现代白话小
说。

令人惊异的是，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具有开山意义的作品，
已经显示出极其成熟的特色，使后来的许多研究者为之倾倒，
究其原因，除了鲁迅深厚的文学素养外，我们也无法不叹服
于先生的天才。

下面，我将对《狂人日记》进行个人化的解读，其中自然有
偏颇之处，然而作为一位读者，我想也可以有放肆一下的权
力。

翻开《狂人日记》，首先进入读者视野的是“狂人臆想的世
界”。

这个狂人臆想的世界，是通过“常人视角”叙述出来的：狂
人发病枣旁人侧目枣家人延医救治枣狂人复原。



这一层的意思凡识字者均可以解读出来，因为在小说
的“序”中清楚地交待了：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
在中学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

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
者其弟也。

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

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

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

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
一，知非一时所书。

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

通过常人视角，我们可以合理地解释狂人眼中他人对其
的“迫害行为”。

比如小说的第一节中狂人记道：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

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

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
我便从头直冷到脚根，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

因为得知狂人发了狂，因此大家对他有些害怕，并且议论他
的事情，然而落在狂人的眼里，却认定是大家谋划好了，要
害了他了。

再如，狂人的大哥请了医生来给狂人诊治，开了药，嘱咐大
哥赶快给狂人吃下，然而在狂人的眼里，却是这样的情形：
老头子跨出门，走不多远，便低声对大哥说道，“赶紧吃



罢!”大哥点点头。

原来也有你!这一件大发见，虽似意外，也在意中：合伙吃我
的人，便是我的哥哥!有了这些描写，于是我们得到一个完整
的符合逻辑的故事：一个年轻人由于脑筋出了毛病，因此疑
神疑鬼，臆想所有人都在对他进行迫害，并且吃人，但不久
之后由于医生的治疗年轻人的疯病治愈了，重新进入了正常
人的生活轨道(赴某地候补矣)。

我们所看到的“狂人日记”就是这样一个医学上的病例的记
载。

由于鲁迅曾经学习过医学，并且护理过患精神病的家人，因
此这份“狂人日记”模拟得十分真切、详尽。

以上是对《狂人日记》的第一层解读，然而大多数人都可以
很轻易地透过病例的假象，看到鲁迅以象征的形式对封建传
统所进行的批判枣在这里，我将它作为我的第二层解读，即
狂人“狂行下的表层批判”。

当我们以“狂人视角”对作者笔下的世界进行关照时，我们
就开始了解狂人眼中的世界真相：狂人忽然醒悟“传统”杀
人、吃人的罪恶枣周围人无法容纳清醒者开始对他进行迫害：
加之“疯”的罪名枣狂人重新屈服于恶势力，同流合污(或被
吃)。

这是在《狂人日记》发表的当时和以后，大多数评论者所解
读出来的共同结果。

在这种解读中，出现了一个时代化的批判对象：“传统礼
教”----这正是新文化运动着力批判的对象。

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
以此为自己批判的焦点，是无可置疑的`，而且也的确是鲁迅



当时的创作目的，在作品中，也用狂人的自白清楚地昭示出
来：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

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
“仁义道德”几个字。

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
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另外，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
小说二集序》中也曾表示《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
和礼教的弊害”。

正因为有了这种共同的解读，《狂人日记》才被作为“五
四”启蒙运动的一个文学范本，通过它，新文化运动的倡导
者们打起一面大旗：“救救孩子”!然而一个文本在它被创作
完成之后，便脱离了作者成为独立存在的事物，因此在不同
的时代中，不同的读者将会有不同的解读出现。

正如世纪末的今天，在我的眼中，《狂人日记》可以解读出
的第三层意义：这就是狂人“对人类的深层批判”。

依然是通过“狂人视角”关照周围世界的真相：敢于对世界
和人生做抽象思考的狂人，发现了人与人之间提防、倾轧、
残杀，并且已经成为一种难以扼止的恶性循环：自己想吃人，
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

……于是狂人呼吁人类和睦相处：去了这心思，放心做事走
路吃饭睡觉，何等舒服。

这只是一条门槛，一个关头。

然而：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
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



绝望当中狂人呐喊、呻吟，发出“救救孩子……”的绝望之
音。

对人类整体的批判也许并非鲁迅创作时清醒的本意，但狂人
眼中的常人世界却具有广阔的共时性和世界性，因而其批判
便决不仅止于五四前的中国国民而可以延伸到整个人类;其批
判所指的人类劣根性也不是仅仅消灭“封建文化制度”并可
以根除----也许它本就是人类基因中根深蒂固的一个分子，
永远无法消除，并将在最终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

这征兆，我们在今天已经可以看出：可以将地球毁灭几千次
的核武器、每个人都参与其中的对地球的污染、因人类道德
沦丧爆发出来无法治愈的世纪疾病“爱滋”……鲁迅正是因
为看到了人类的这种难以根除的劣根性，因此才感到深深的
绝望，“救救孩子”的呼声之后才不是一个“感叹号”而
是“省略号”。

在他看来，这呼声俨然如将封闭在无法打破的铁屋子里的将
死之人唤醒，使他们感到无法解脱的痛苦。

然而鲁迅始终是一位直面现实的勇士，即使他内心中已经感
到绝望却仍然站起来进行绝望中的反抗。

而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在今天也并非全部灭绝，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人在呼吁保护地球、建立绿色家园，
有人在“以笔为旌”，寻找人类的终极价值……虽然这呼声
十分微弱，但却令人看到了人类世界的最后曙光。

我读过一些鲁迅的文章，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鲁迅先生创
作的第一部白话文小说，是《呐喊》的初篇，也是现代中国
文学的一篇杰出的作品——《狂人日记》，《狂人日记》描
写了一个迫害狂症患者的心理活动，把他对生活的感受和心
理幻觉杂糅一体。



狂人出身于封建土夫家庭。

《狂人日记》中所谓的狂人，就是指一个精神错乱的人物，
他语无伦次，意识好象也有些不清。

狂人出生于封建社会，身受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压
迫，造成他对社会的恐怖心理。

他认定他处在“吃人”的世界中。

虽说文章是虚构的，可也有点恐怖的味道。

文中一个不懂世事的疯子道出了世间的本质，而那些将“疯
子”称为“疯子”的人却故意装作糊涂，明明干出一些吃人
的勾当，却做起了“君子”。

文中写道“他们一翻脸，便说人是恶人”，及其“翻天妙乎，
与众不同”的处世原则更是将封建统治阶级颠倒黑白的本领
描述的淋漓尽致。

他们“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遮掩，不敢直接下手”，
这正是他们缺乏勇气的体现。

他们“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正如疯子对他哥哥
的劝说中所说的一样：“吃人的人，什么干不出!”的确，吃
人的人，什么干不出!为了吃人，竟连自己的同胞兄弟也要谋
害。

从中可以看出在封建社会中，少的是亲情，多的只是杀害、
暴-力与凶残。

所以，小孩子，狗，医生，陈老五以及大哥，都在以同样凶
残的目光看着“我”这块肥肉，他们要“育肥我”，然后再逼
“我”自戕，这样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又偿了心愿”，



多么狡猾无耻与凶残!更可悲的是我们的孩子们，他们何以有
此等的心思呢?!无非是老子娘教的，“这历史没有年代，歪
歪斜斜的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从字缝
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而如此无知善良的
“我”也在无意中成了吃人的人，成了吃人的人“销赃”的
同伙。

所以他们将希望寄托于孩子身上，因此主人公在文章的末尾
高声呐喊：“救救孩子!”

文中‘吃人’这个惊人的字眼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人们的眼
前，鲁迅借狂人之口，令人们意识到封建主义‘吃人’!这一
振聋发聩的呐喊使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醒悟了，震撼了!

《狂人日记》是一种自由的流露，一次正义的爆发。

鲁迅先生的声音在那个充满恶臭、血腥味的封建社会，唤起
了沉睡的人，沉睡的真的人，唤醒了整个世界。

一提到鲁迅的短篇小说，我头一个想到的便是《狂人日记》。

虽然我只需30分钟便可以读完这只有11页的作品，但它却在
我心中，使我久久无法忘怀。

民国时期，一位患有“迫害狂”症的病人写下了一册日记。

日记中他的世界到处充满了恐惧。

他觉得身边所有的人都要吃掉他，不论亲戚朋友还是街头素
不相识的路人，包括他那现在正在养活整个家的大哥。

狂人想：“大哥对我讲书的时候，亲口说过可以易子而食;有
一回偶然议论起一个不好的人，他便说不但该杀，还当‘食
肉寝皮’。



”除了大哥的话，还有那些周围发生的事也让这个疯子
对“吃人”深信不疑：狼子村打死了一个恶人，几个人把他
的心肝挖出来油煎炒了吃;一个女人打她儿子，还骂道：“老
子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一想到这些，狂人便从“顶上
直冷到脚跟”。

后来，狂人甚至以为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吃过人——大哥曾
把死去的妹子的肉和在饭里给狂人吃。

这便是那篇《狂人日记》。

这位狂人写的文字虽然杂乱无论次，但却生动的描绘出了一
个人吃人的社会。

可以说，狂人是被当时的非人道主义所逼疯的。

那些封建的想法，如吃恶人心肝可以壮胆，都在记中表现了
出来。

狂人痛恨那些封建礼教假借道德的名义，宣扬残忍和暴力。

日记最后，狂人疾呼：“救救孩子”这是对旧社会的反抗，
和对新一代的担忧。

忆昔日，看今朝。

我们现在的生活可充满了幸福。

每天，父母都会笑盈盈地看着我，朋友都会欢快地与我玩耍;
每天，我都放松全身心。

怎么可能会觉得那些和我一样欢乐的人会吃我?

最令我感动的是狂人所说的这样一句话：“自己晓得这笑声
里面，有的是正义和勇气;老头子和大哥都失了色，被我的勇



气正气镇压住了。

只要我们有勇气，只要正义是站在我们这边的，任何歪风邪
气、封建迷信都会迎刃而解。

狂人虽然是个疯子，但他并不傻，他懂得什么是人性，什么
是真善美，并知道：因该去追求一个真正美好的社会。

也许正是因为像狂人那样的分子太少了，才会出现腐化的社
会。

读陶罐和铁罐有感篇五

知识海洋的背后有书做支撑，书能没收我的无知，能给我看
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所以在炎炎夏日的陪伴中，我又读了
五本书，是杨红樱写的《女生日记》系列，这是一个以校园
和家庭为题材写给小学生的成长系列小说。

日记的主人翁是一个叫冉冬阳的女孩。她是一个活泼、俏皮、
可爱、懂事的女孩。这本日记是她在五年级的时候开始写的。

当我读到“每学期期末，罗老师（冉冬阳的语文老师兼班主
任）都会给全班每一个同学写一个期末寄语。寄语是写在一
个卡片上的，这卡片虽然没有商店里卖的那么精致，却是罗
老师自己做的……”的时候，心想：我也想要一张期末寄语
卡片啊？为什么我的老师不像罗老师这样呢？不过，我的小
红本（成绩报告册）上，每学期的期末我们的董老师（是我
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都会很用心、很认真地给我写上评语，
每每读到老师对我的评价时，别提我有多满足啦！

一缕缕金黄的阳光照进我的书房里，使我感到闷热。

打开风扇，凉快点的时候，我又看到了一段感兴趣的



话——“看，这就是我的妈妈，就在一个屋子里待着还给我
写信，不知道别人的妈妈是不是这样的？”看完之后，我真
想回答：“我的妈妈可不是这样的。”不过，我的妈妈每年
都会在我的生日前夕给我写一封信，写完之后发到朋友圈里，
一是分享给大家，二是留作永久的纪念。

一本书不仅有快乐，还会有悲伤。“我爸爸妈妈，他们还是
离婚了。”莫欣儿（冉冬阳的同学）说。天啊，地啊，这也
太可怜了吧！我是一个生活在幸福家庭的孩子，我的爸爸妈
妈从来不吵架。但是莫欣儿并没有因为父母离异而消沉，她
反而更加努力用功，这真是了不起！

冉冬阳经历过许许多多的事情，写下了许许多多的日记。在
小升初考试那天，她的日记写完了。她觉得在她长大成人的
那一天，再翻开这本日记本时，会感慨万千：“原来我是这
样长大的……..”

看冉冬阳的日记，我也在思考着自己。我也有着和她一样的
好老师、好父母的陪伴和呵护。每个人成长过程中的故事虽
然不同，但是经历大多相似。成长的过程，也许就像一艘正
在远行的船，不可能一帆风顺，总会经历风雨和坎坷。在行
驶中，只要我们坚定信念，终究会到达我们梦想的彼岸。

读陶罐和铁罐有感篇六

笑猫爱上了一只虎皮猫，因为敲钟虎、皮猫被震聋了耳朵，
笑猫听说有一种蓝色的兔耳朵草，可以治好虎皮猫的耳朵，
于是笑猫就去找那种蓝色的兔耳朵草，在路上他遇见了许多
凶猛的动物，经历了种种险阻，但最终笑猫的故事感动了他
们，他顺利地拿到了蓝色的兔耳朵草。可是在回去的路上，
来之不易的蓝色兔耳朵草不小心被几只馋嘴的兔子给偷吃了，
可他们吃着感到很难吃，就把草投进河里被水冲走了。笑猫
难过极了。



笑猫回到了虎皮猫身边后，每天都给虎皮猫讲她找蓝色的兔
耳朵草的故事，后来这个故事感动了天地，虎皮猫的耳朵能
听见了。

后来，笑猫的好朋友们为他们举办了一场草坪婚礼，从此他
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