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玄幻小说的灵感 绿野仙踪小说的读后感
(汇总9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写玄幻小说的灵感篇一

昨天，我读完了《绿野仙踪》这本书。我觉得非常好看。

美丽又善良的小女孩多萝茜和亨利叔叔、艾姆婶婶居住在堪
萨斯大草原上。堪萨斯大草原上经常刮龙卷风，灰茫茫一片。
有一天，刮起了非常大的龙卷风把多萝茜和亨利叔叔、艾姆
婶婶分开（了）。多萝茜被刮到了一个陌生而又神奇的奥兹
国。她掉下来的时候把东方魔女砸死。东方魔女和西方魔女
都是邪恶的，而南方甘霖达魔女和北方魔女都（是）善良的。
东方魔女的银靴是她的宝贝，北方魔女送给了多萝茜这双银
靴。

多萝茜陆续认识了很多朋友。她第一个认识的是稻草人，然
后是铁樵夫、胆小狮。他们为了实现各自的心愿，互相帮助，
经力（历）很多困难，很多稀奇古怪的事。通过他们的努力，
最后他们都答（达）成了各自的心愿。

多萝茜见到了亨利叔叔、艾姆婶婶，很开心！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互相帮助，团结友爱。



写玄幻小说的灵感篇二

什么是聪明？愚人又是什么？智商只有75的阿甘却能代表美
国与中国进行乒乓球比赛，结束了冷战的封锁，揭开了中美
建交的序幕。

历史尘埃落定，阿甘有了儿子，他的儿子将有崭新的生活，
一切不复重演。阿甘站在珍妮的墓前，这是催人泪下的一幕。
伟大的爱情莫过于执着与纯真，这是永恒的主题——无论在
什么样的背景下，在什么样的境域中。阿甘以他不带任何偏
见杂质的眼睛去看世间的.一切，他用他的思维方式引导我们
大家共同回顾，或许这样我们更容易感悟到生命的真谛！

写玄幻小说的灵感篇三

《人生不设限》说到力克·胡哲的成功，就在于他对于人生的
“不设限”，正常人或许就不会有这样的体验。因为他们有
健全的身体，无后顾之忧，所以人们就只把自己的目光，停
留在哪些失去的东西或曾经的伤上，而没有真正的目标。也
正是因为这样很多正常人就平凡地过了一生。他们错就错在
了对人生的“设限”上。力克·胡哲并没有因为残疾而被打
垮，他认为这是上帝对他的一次特别的考验和计划，他与那些
“受限”的人生不同，他认为：“只要有梦想，什么都能做
得到。”

力克最打动我的是他的乐观和信心。人在逆境中很容易被击
垮而随之放弃了目标。而力克正是相反。古人说：“逆水行
舟不进则退。”

力克就一直是一艘满载着幸福和乐观的小舟，前进于逆流之
中。力克告诉人们：人生最可悲的不是失去四肢，而是没有
生存希望及目标!是啊，没有目标怎么付出行动?力克自己就
是一盏为人们照亮目标的灯。让千千万万的人，重拾梦想走
向成功。



写玄幻小说的灵感篇四

我是一个小书虫，非常喜欢读书，只要一有时间就会端起书
津津有味地读起来。今年的暑假里我读了许多书，有《西奥，
加油》、《谁拐走了外公》等励志小说。

这些书中，我最喜欢读的就是《谁拐走了外公》了。它是法
国作家克莱尔。克莱蒙所着。书中主要写小女孩小璐的外婆
去世了，外公陷入了无尽地悲伤之中，不愿和任何人交流。
妈妈为了外公的安全，要把他送去养老院，小璐认为这样做
等于让外公失去自由。于是她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自己拐
走了外公，结果在小璐和一些好心人的帮助下，外公终于走
出了伤痛的阴影，怪不得外公说小璐是他的幸运之星呢!

本书的故事引人入胜，让人不忍放手，想一口气读完。书中
有几处让我感受最深的话，让人读了之后，不由得去揣摩它
的言外之意。“爱一个人，我们希望这个人活的越久越好，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不能要求这个人违反他的意愿生
活。”爷爷虽然生病了，但他仍有选择生活的权利和自由，
我们要给他这样的机会。“感觉你的温暖，你的香味。。。。
。。看你笑，甚至看你哭，好让我用轻声细语安慰你，用鲜
花、蝴蝶、蜗牛，即使是蚂蚁也好，只要可以让你改变眼神，
闪耀出喜悦的光芒。”这句话让我感受到爱的温暖。这本书
里，作者表达出了好多种爱：有外公对外婆的深爱，小璐对
外公的爱，路易对小璐的友爱，陌生人对小布、苍蝇和雅思
娜对外公的友爱，使可爱的外公又回到了小璐的身边。

这个故事告诉我，爱无时无刻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有时
就是来自于一些微不足道的陌生人那里，只是没有被我们发
觉。爱是一种信念，在人最沮丧的时候，为人注入无穷的力
量，让梦想成真，更让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成为现实!只要人
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写玄幻小说的灵感篇五

这个假期，学校让我们参加了“读一本好书”的活动！很多
爱读书的同学都参加的非常踊跃。我也不甘示弱，因为，毕
竟我非常地也爱读书啊!

《5月35日》是一本充满幻想色彩的儿童小说。主要内容讲述
的是一名叫康德拉的小男孩和他叔叔林格尔胡特在星期四所
发生的事。他们先是遇到了问他们要方糖的大黑马，然后在
大黑马的带领下在自己家的一台老式衣柜出发踏上了前往南
太平洋的路。一路上，他们遇到了人人都是大胖子的懒人国，
趾高气扬的大将军和他们住的古堡，大人上学，小孩上班的
颠倒世界，一切都是自动化的自动城……他们在遭遇了许多
稀奇古怪的时候，，终于来到了南太平洋。

读完这本有趣的儿童小说后，很多人对待自己的童年，就像
对待一个不用了的电话号码，把它忘得一干二净。现在，我
才知道天真无邪的童年是多么让人怀念，就像我以前一样，
与大海搏斗每次却只有喝海水的份，和姐姐完过家家不小心
从沙发上跌下来，然后发出幼稚的笑声……这不都是我金色
的童年吗？而我却逐渐将它们遗忘，唉，我真不该。我才知
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大人希望回到童年了。

是啊，只有那些长大而任然保持童心，那才是真正的人！

写玄幻小说的灵感篇六

这两年虽然看书写评，却一直在舒适圈里择书，一直想尝试
跳出却发现自己欠缺太多，尤其是看别人的文字以后。直至
遇见了刘剑梅教授的这本《小说的越界》。这是一本文学评
论集，但是我更喜欢作者的说法“补课笔记”，因为听起来
会让读者更能感到亲切，也不至于抬高心里的期许去阅读，
放平了自己的心态反而能发现惊喜。



作为女性评论家，刘剑梅教授一开始就选择了充满女性
的“家”这个主题作为本书的切入口，家我们都熟悉，但是
当家里的人跳出了家这个框架而越界了的时候，家又不一样
了。有句话说得好能伤到你的往往都是你最亲的人。在“家
的忧伤”这个标题下，作者挑选了美国女作家玛丽莲.罗宾逊的
《管家》、印度女作家阿兰达蒂.洛伊的《微物之神》以及韩
国女作家韩江的《素食主义者》这三部女性关于家的作品。
这三部作品风格不一，叙述手段不同，但是却都构建了女性
为了追求自由生命的空间而逾越传统家庭的界限相同行为，
而书名中越界这个词一路见证了主人公女性的不同表达方式
和行为。

《管家》里西尔维和茹丝的越界是选择自由流浪，这是一种
精神层面的东西，尤其是当她们烧毁房子，彻底流浪的时候，
等于是跳出了传统家庭观念里对“母爱”“家”这两个词的
固有框架，在向世人宣布母爱和家可以是西尔维母亲那样的
传统家庭模式，也可以是她和茹丝这样的追求突破自身的限
制，舍弃一切踏上以往只有男子才选择的流浪旅程，开始她
们新的家。

同样是描写违背伦理人常，逃离男性主义社会的掌控的小说，
《微物之神》的女主越界了“爱的律法”，爱上了贱民男子
维鲁沙，传递和留下的是各种气味，有象征个体的创伤性记
忆的微风中即将凋谢的玫瑰的味道，也有代表集体式的种族
的气味，更有代表贱民身上的味道那种被社会规定和想象的
味道。

而《素食物主义者》的韩江则选择用隐喻的方式，采用了吃
肉和树这两个词来隐喻女主英惠向往自由想逃离男性社会掌
控的一个思想和心理变化。你会发现就算国度不同，男性专
制的是一样的。我们总说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在两部作品里
体现的很充分，母亲，姐姐，姑姑甚至其他女性虽然受着挨
打，虽然事业有成却依旧遵守着男尊女卑的观念，只要有人
试图打破她们就会出手阻扰，指责这个破坏者。借用作者的



话她们是这个男性专制社会的维系者，这些女性形成了一个
共犯圈。所以当阿慕违背了以后，她的姑妈选择处理掉阿慕
爱的贱民，所以当英惠选择吃素的时候，母亲姐姐都指责她
的行为，帮着父亲强制她吃肉。不同的是，英惠的姐姐突然
有了顿悟，开始觉醒了。

是韩江为女性话语找到的一个富有深意的隐喻，也是英惠最
后反抗男权压迫、甚至逃离“吃肉”的男权社会的唯一方式。
阅读本书的时候，一边阅读一边佩服，感叹这本好书的出现，
借用刘剑梅教授对于洛伊的《微物之神》的评价：洛伊的
《微物之神》最吸引人之处，是她的叙述语言的那种精确和
尖锐的女性感觉。在看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如何描述我心
里，但是刘剑梅教授却早已将我要说的写出，书中她对作品
的解析精确，来自女性感觉的尖锐，更是精确精准。刘剑梅
教授在书不仅引用原文，解说隐喻，更是借用国内外的相似
作品来做比较。

这本书值得一次次的阅读，去理解书中的那些隐喻，给自己
时间投身其中在书海的这个水里进行属于我的女性水上书写。

写玄幻小说的灵感篇七

荞麦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

可能因为同为80后，也有相似的经历，荞麦对于都市生活的
洞察及女性主义共情总能引起我诸多感触。非常推荐大家关
注荞麦的微博，才华横溢且有趣，这在写作者中十分难得。

《普通婚姻》是去年底刚出版的长篇小说，读来有些心惊，
它撕破了某些看似安稳的婚姻上那层心照不宣的面纱，大部
分人得过且过，而理想主义者却注定会出走，尤其是有着自
我意识的独立女性。

从大学毕业到开始工作，80后尤其是85前的人经历了社会快



速转型的时期，即使起点相似，但有人站在了风口一飞冲天，
有人却被时代抛下，成为了面目模糊的中年人。

其实，抛开关于婚姻的探讨，荞麦本人的这句话我觉得才是
本书真正的主题——

“一个女性，只要不停下来，或许就能越走越远。”

写玄幻小说的灵感篇八

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对这个问题想必都有自己的看法，
比如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刘剑梅女士。刘剑梅教授长期从事中
国现代文学研究，其著《狂欢的女神》《革命与情爱》《彷
徨的娜拉》，都是相关主题方面值得研读的作品。不过，以
现代文学研究著称的刘剑梅教授其实是在美国接受的学术训
练，因此有深厚的西学功底。鉴于西方现代、后现代小说的
影响力，参考她这样的学者的观点显然不无裨益。

在《小说的越界》中，刘剑梅教授分享了自己阅读西方作家
作品的心得，包括但不限于博尔赫斯、波拉尼奥、布鲁
诺·舒尔茨、卡夫卡、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玛丽莲·罗宾
逊等人。在其有学术水准但摆脱了学院式晦涩的文章中，她
不仅精湛地对小说文本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其文学师承，
而且点明了其在小说文体创新上的贡献。此外，她还就小说
的边界与定义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举例来说，在《家的忧伤——女性的写作》一文中，她将玛
丽莲·罗宾逊的《管家》、阿兰达蒂·洛伊的《微物之神》、
韩江的《素食主义者》进行了主题相关性对读，从空间诗学
的角度对女性与家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家如何构成了对女性
的束缚与压迫，女性又如何逃离。类似地，在《灵动婉转的
散文体小说》一文中，她对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小说中的时
间书写、文体并置、、女性话语予以分析，指出它们如何相
辅相成将小说的内涵不断深化。



她认为，“因为‘变形’具有无穷的多元性的象征意味和叙
述张力”，所以，即便在今天“仍然是一个充满创意和想象
力的文学表现形式”。而在《文学如何面对暴力》一文中，
她对不遗余力地书写并批判暴力的波拉尼奥的推崇，不仅表
现出深厚的文学素养，而且体现出人文学者的社会关怀。

在刘剑梅教授那里，小说或文学或艺术可以被定义为梦，一
如博尔赫斯的观点，而梦很显然“跟艺术家的心灵创作过程
紧紧相连”，拥有各种可能性、情绪和状态。至于小说的边
界，与其说是某个有形的约束，不如说是没有边界。就像乔
治·斯坦纳，刘剑梅教授也认可一种叫作“毕达哥拉斯文
体”的样式，即综合各种形式，突破人为框架，追求小说形
式上的自由，放飞想象力的翅膀。

写玄幻小说的灵感篇九

读了《边城》，不知是喜还是悲。故事似乎还要延续下去，
但若加个结尾，又似乎是狗尾续貂，毫无意义。

人生在沈从文先生的笔下俨然成了悲剧，这大概是带了时代
性和地域性的。翠翠一出生便是悲剧，她是畸形恋情的产物。
不久，翠翠的父母便相继死去，这成了翠翠人生悲剧的基础。
悲剧之所以成为悲剧，不是悲剧的产生，而是悲剧的永恒。
翠翠平安地度过了人生开端的十几年，然而一连串的人和事
触动了翠翠敏感的心，一个情窦初开的小姑娘的心。一个简
单而又复杂的三角恋结成一个结捆住了翠翠。但这个结实际
上又拉住了翠翠，前面就是悬崖，让她在甜蜜和矛盾中享受
人生最大的快乐。不久，这个三角形的一条边折断了，翠翠
的命运已无法稳定。她像坠入深渊，天保遇险丧命，外祖父
的离世，傩送的出走，点动成线，悲剧似乎具有了延续性。
沈从文先生也许心里也不好受，给了故事一个幻想。虽然是
这样，悲剧的惯性仍然冲击着我的心，使我不得不猜想着傩
送再也没有回来。然而看惯喜剧的我又不忍而想着有情人终
成眷属。这样让人同时产生两种情感，这大概就是《边城》



的魅力。

我喜欢《边城》，但我更喜欢书中的边陲小城。人若是能在
一个淳朴的世界里生活，何尝不是一件乐事。信息技术的飞
速发展，社会也飞速发展，边陲小城无法容纳那样淳朴的民
风，再也无法成为边城了。我无法再接受一个只在空间上是
边陲小城的地方，只能躲进象牙塔里，躲进《边城》，享受
人生难得的安静。可是为了生存，我又无法逃避现实中的世
界，我只想认同在某一空间某一时间，有一个边城，能容纳
人的多余情感。只有在书中，只有在心中。

读了《边城》，让我放弃一切复杂的人际关系、一切繁杂的
考虑推理，享受那份独特的淳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