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羊不吃天堂草的读书心得(模板13篇)
学习心得需要真实客观地反映自己的学习情况，不能夸大和
虚假。这些军训心得范文展示了作者在军训中遇到的困难和
挑战，以及他们如何克服并取得进步的故事。

山羊不吃天堂草的读书心得篇一

世人总说母爱是伟大的、是无私的，但我却认为父爱是无声
的、父爱如山。在记忆深处，总抹不去朱自清的《背影》，
他细腻的文笔看似平淡却令人刻骨铭心，像云絮轻轻划过天
际，留下永远拭不去的云天爱语。

浓浓的父爱，让人深深地怀念。在《背影》中，一位父亲对
儿女至深的爱，在朱自清笔下却溢着独特的伤感。父亲家境
贫寒，又遭突变，却依然像每个父母一样默默地关爱着儿女。
特别是在火车站上，父亲买橘子的背影，爬上月台的背影，
深深地烙在我每个人的心中。父亲辛劳攀过石栏为儿子买下
朱红的橘子，提着的只是橘子吗?还有沉甸甸的父爱!离开的
时候，走几步，回头看……舍不得。担心，期盼和关心，仿
佛书写在他的背影上，清楚而又深刻，不能忘却!

爱，就是朴素中出高尚;爱，就是无声中响出歌曲;爱，就是
透明中折出光彩。为儿子攀栏买橘是一件平常又非凡的事情。
在千千万万爱的付出中显得平常，在千万的平常背后显得非
凡!“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在生命
的人海里，相信会一下子认出那个步履蹒跚的背影，那个正
是当天为“自己”买橘子的父亲。

是谁的背影?总穿梭于危急的地方，把我从苦恼中救出?是谁
的背影?总守候在病床的旁边，熬红了双眼却不在乎?是谁?是
父亲!读了这篇文章，我不禁想起：每个周末，我要去外面读
书，爸爸总是风雨无阻的送我，我总是看着他那开着车的背



影在我的视线里远去，但我知道，他总是在我走了几步时离
开的，他看着我进学校的背影。我们会看着对方的背影远去，
但都透露出对对方的爱，就像朱自清和他的父亲一样。

背影，静静地来，悄悄地去。无论是大是小，是崇高是卑微，
都凝聚了水乳交融般的真挚情感，那是自然赋予人类最美的
情感——爱!

背影，在我们的心头荡起那爱的柔波，一圈又一圈……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是的，我们又要如何报答父
母的深恩呢?母亲，在犯错是包容，在失落时陪伴，在落泪时
安慰，但父亲，在失败时鼓励，在成功时严厉，需要时帮助。
没有华丽的语言去形容默默奉献的父亲，用上所有的语言也
不够。但他为孩子付出的，一点一滴积起来是一个大海，一
粒一颗堆起来是一座大山，一片一朵凑起来是一幕天空。翻
开陈旧的相册。你记起了吗?心中那沉甸甸的关爱，就是父亲
为你做的平常而又非凡的事。父爱，没有华丽的修饰，没有
张扬的.表现，但却时时刻刻在我们身边，陪伴我们，鼓励我
们!

山羊不吃天堂草的读书心得篇二

《山羊不吃天堂草》讲了一位叫明子的少年跟随着师父——
三和尚在一座大城市里生活着。《山羊不吃天堂草》以一群
山羊为线索，讲了山羊宁愿饿死，也不吃诱人的天堂草，告
诉人们：做人要抵挡诱惑，守住自己的底线，做人要踏踏实
实，走好每一步。

主人公明子因家境贫穷，不得不背井离乡，跟随着小豆村的
木匠世家三和尚学徒，在人海茫茫的大都市里，明子结识了
憨厚老实的师兄黑獾，与明子一齐同甘共苦的好友鸭子，因
大病失去双腿控制能力的好友紫薇……十七岁的明子经常在
大都市的天桥等活，从万物复苏的春天到雪花纷飞的严冬，



他每天都没有放弃。明子从一位天真无邪的孩子慢慢地成长
为了通情达理的小伙子。

在这本小说里，有一回，在与三和尚、黑獾到澡堂里洗澡，
为了守护劳动人民的底线而与一群“有钱人”打架。虽然，
明子输给了被金钱收买的警察，但是，明子们却守护了劳动
人民的底线与夺得他人掌声。

后来由于师兄黑獾生了一场大病，三和尚却提出“黑獾不用
打工也可以分到工钱”的主意。但是后来三和尚石新路，觉
得黑獾拖了他们后腿，便背着明子把师兄黑獾赶回了农村。
明子对这件事十分反感，整日整夜地思念黑獾师兄，最后用
真情打动了三和尚，把黑獾又带了回来。

最后，明子在大都市里生活了两年多，最终木匠手艺超过了
三和尚，顺利出师了，但他却难忘师恩，迟迟不肯独自离开，
最后在三和尚与黑獾的鼓舞下才肯出师，在大都市当起了有
名的木匠。

同学们，赶紧翻开小说让我们坐上阅读之旅的大巴车吧！你
马上就会与明子一起，与他一齐进入大都市，一起探索明子
的成长脚步，开始阅读这本书吧！

山羊不吃天堂草的读书心得篇三

《山羊不吃天堂草》是曹文轩的著作，感情深厚，意义非凡，
可以说是我看过的所有书里最吸引人的书了。

书中讲述了农村的小朋友明子家里东拼西凑买了群山羊，过
着幸福的日子，可好景不长，越来越多的人家养山羊，直到
草全部被山羊吃光，山羊不能生活下去。所有的人又把山羊
卖了，唯独明子家还养着山羊，他们发现一片偏远的大草地，
可山羊到了那里就是不吃草，最后山羊都死了。于是明子拜
木匠师三和尚学艺，学了不少木匠活，与师兄黑罐等到城里



去打拼，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挣钱养家。在打拼生活中，明
子历尽风吹雨打的困难，结实了不少朋友，也从中懂得了许
多道理。

其中一个片段让我记忆犹新，有一个抽奖的活动，一等奖一
台彩电，二等奖一辆自行车，三等奖一个洗浴香波。明子和
好朋友鸭子先买了十张奖券，都没中，明子又买了20张，也
还是没有太大的.收获，明子愤愤不平，一连买了50张，又嫌
奖券太多，卖掉了其中的三张，可那三张里，居然有个二等
奖。他非常伤心与自责，又发疯了般一连买了200张，可是又
失败了，要么没中，要么就是三等奖，让他多少有点不满。

本书讲了一个穷人小孩的生活，与我们不一样的生活，他们
的人生要比我们坎坷得多。但我们从他们的经历中学到了许
多做人的道理。人生会有很多波折，也会有很多快乐的片段，
无论生活展现给我们什么样的画面，我们都坦然接受，勇敢
面对。

山羊不吃天堂草的读书心得篇四

暑假我读了许多曹文轩的作品，我最喜欢的是《山羊不吃天
堂草》这本书，书中的人物生活艰辛，但他们都顽强地活着。

这本书说的是一个男孩“明子”的故事。男孩明子由于生活
所迫与师傅靠做木匠活在异乡打工中艰难成长的故事。

明子家很穷。家乡的人都认定“有手艺的人饿不死”这个理
儿，让明子和村里木匠活做得最好的人“三和尚”学手艺。
由于生活太紧迫，家里人让他和师傅、师兄黑罐，外出打工。
明子家里养了几头羊，准备养肥了给卖掉赚些钱，可谁知那
群山羊在面对一片长得高贵诱人的“天堂草”却死也不吃，
若干天后，竟一只只壮烈的倒毙。

冬天来临时，明子一连好几天都等不到活。人们都不愿意在



冬天时请木匠干活，因为冬天太冷，木匠们都不愿意在院子
里干活，在家里又不好施展，还要多给些钱。所以明子他们
就没有钱买吃的。

终于有一天，明子等到了活。可是，善良的明子把好不容易
才等来的活让给了无依无靠的小木匠，被师父狠狠地骂了一
顿。师父不得已之下便让明子去他们住的小屋子后面的工地上
“拿”几块木料，做些东西，卖了赚些钱吃饭。可是明子坚
决不肯，他说那是偷，他不去。师父非常生气，他说又没人
看见，不叫偷。可是明子就是不去。

即使生活再困难、再艰辛，明子也不去偷。就像那群山羊，
在那段日子里，他想起了卖羊的商贩说的那句“种不一样”。

虽说生活充满着不确定，但是我们也可以把握住我们的未来。
我们都不要因为一己私欲而去伤害他人。希望我们的世界是
充满欢声笑语的。在窘迫的生活面前自暴自弃只会变得更糟
糕。只有鼓起勇气，直面困难，才有可能改变现状，改变未
来。什么都不怕，就怕你被打倒了，站不起来了，没勇气去
面对了，所以我们要坚强地面对一切。

山羊不吃天堂草的读书心得篇五

其中，书中有一个故事，我感触非常深刻。明子和好朋友鸭
子讨到了两个汉堡，鸭子非常高兴。他拿着汉堡向明子抛去，
明子并没有接，只见汉堡掉到了地上。是的'，明子也有自己
的尊严，即使来到了大城市，没有钱花，没有地方住，什么
都没有，就算饿死也不低下自己高贵的头，不吃别人给的食
物，明子用他男子汉的气概捍卫了自己的尊严。

在我们的.生活中，像明子一样捍卫尊严的人还有很多。我国
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学者——朱自清先生，他为了捍卫自
己和祖国的尊严，就算饿死也不吃美国给的救济粮。还有我
前几天看到的一档电视节目：在城市的一个工厂上，有几个



农民工端着盒饭在吃。旁边有几个衣着华丽的女性围在农民
工周围打转，她们一会儿嫌弃的吐口水，一会儿在哪儿捧腹
大笑，其中一个女人随手拿出一包面包扔到地上，一边踩面
包一边说道：“这是我给你们的食物，拿去吃吧!”这时，两
个农民工站起来愤怒地说：“我告诉你，我们虽说是农民工，
但也不会吃你们的食物。士可杀不可辱，你们明白吗?”说完
就转身离去了。此时此景，我由衷地佩服这些“不食嗟来之
食”的农民工。作为一个人可以没有干净的衣服，可以吃着
廉价的食物，但是如果丢失了尊严，放弃了一颗纯洁、正直、
善良的心，那简直就太悲哀了。

在这本书中，因为尊严，那些山羊即便是自己饿死了，也不
吃诱人、美味但不属于它们的天堂草。因为尊严，明子抗拒
了一切诱惑，战胜了自己的软弱，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我想：任何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即便是再艰辛也要保持自身
美好的品性，做个有尊严的人!

山羊不吃天堂草的读书心得篇六

最近，我们读了曹文轩老师写的《山羊不吃天堂草》。在这
本书里，主要写了主人公明子和师父三和尚、师兄黑罐为生
活所迫，背井离乡到城里打工的故事。

明子和父亲养了一群羊，由于本地的草吃光了，明子和父亲
只好把羊运到另外一个水草丰美的地方，那里的草叫天堂草，
非常茂盛，可是羊却不吃，最后一个个壮烈而死，欠下了一
千多元的`债，只好到城里打工。尽管他们在城市里生活，却
像山羊不吃天堂草一样融入不了城市的世界。明子是一个聪
明能干、富有爱心和正义感的人，他不怕苦不怕累，和师父
学到了许多技艺，不久就出师了。在遇到一个残疾小女孩紫
薇时，他不计报酬地帮助了她。在收到一千伍佰元定金后，
他十分想据为已为，但经过内心的挣扎，正义最终战胜了邪
恶，他信守了诚诺。



和明子相比，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多么幸福啊，因此我们更要
努力学习，做一个精明能干、富有爱心和正义的人!

山羊不吃天堂草的读书心得篇七

一个小木匠的成长，也是一代农民工的成长。小说里的人物
在成长的困境中突围，这些轨迹让我们感到疼痛也学会思考
更看到了希望。

小说的主要人物，明子、黑罐、三和尚、鸭子、紫薇……他
们都代表了现实社会的某个方面。

明子、黑罐是农村新一代人的代表。他们乡村度过无忧无虑
的童年，在山上像风一样穿梭，在水里像鱼一般游弋，在田
野里像麦子一般疯长，一切都在自己可以掌控的世界里。尽
管在贫困的小豆村，感受着贫困和压抑，身体也承受着贫穷
饥饿和劳动的盘剥。但在自己熟悉的世界里这些痛苦都不是
那样的突兀和明显却也有几分美好。三和尚是传统的农村人，
他们靠手艺劳动。有所有手艺人吃困耐劳的精神、节俭小气、
偶尔也有自私和愚昧。

明子的`性格中有天生的聪明与机灵、正义勇敢还有善良。但
这些品质在成长的过程中也会迷失，需要坚受考验才能永远
的扎根。他抗拒三和尚的偷盗行为、为被欺负的小木匠出手
打架并把自己等来的活让与他、他劝鸭子把叼钱的鸟放飞学
会自食其力、他在别人神魂颠倒于赌局时保持着自己的冷静
与清高。然而他也迷失过，这些迷失都与金钱有关。他在抽
彩票时变成了麻木的想一夜暴富的财迷，在捡得外币时私藏
外币，在黑罐生病后生出嫌弃的心思，最严重的一次是拿着
千元的生金升起了携款逃跑的念头。在经历天上掉馅饼的发
财梦破灭后，明子从那种贪婪中醒来，继续自己的劳动。而
面对生病后的黑罐被赶走后，内心开始平静的挣扎和痛苦，
发现内心的真情。最后一次风波是最痛苦，也最容易迷失的
是，十字路口的抉择，一边是解救全家债务的重金，一边是



罪恶。经历长长的挣扎，明子最终放弃了罪恶的道路。在神
圣的教堂门口，在家庭苦难的源头找到了出路——“山羊不
吃天堂草”。

身体上的成长使明子变为一个小伙，摆脱了尿床的梦魇、褪
去了过去的矮小和稚嫩。而内心的成长，是从过去的考验中
来的。当内心强大后的他，即使迷茫不知道具体的方向，但
可以镇定自如，因为以后再也不会迷失方向了。

而黑罐的性格中带有胆小懦弱、还有不灵光。但他却能忍耐
和包容。他遭受着各种不幸，却要顽强地活着。而对弱者的
同情和爱不是所谓的高尚人士才有。三和尚的良心发现，他
对生病时的黑罐的慷慨与帮助，让我们看到底层民众的力量。

来到城市里的农民群体，他们的成长会遭遇很多城市的隔阂、
冷漠、艰辛。但这一切都不能阻挡成长的力量。年轻的孩子
需要成长，明白是非、分清善恶，在内心里积蓄自己的力量。
大人也要成长，学会用善待身边的人，学会正义。

对于社会，在这本充满的辛酸的小说中仍然看到了希望。明
子与鸭子的友情、明子与紫薇的纯洁朦胧的感情、还有三和
尚和她的相互扶持……那个对鸭子“授之以渔”的老人、那
个收留鸭子的奶奶、那个帮明子解围的好人……我们看到的
是城市冷漠以外的一股力量，这股力量在慢慢变大，那就是
融合和温暖。这也是一座城市的成长，所有中国人的成长。

山羊不吃天堂草的读书心得篇八

我曾读过曹文轩的一本书《山羊不吃天堂草》，这是一部耐
人寻味的长篇少年小说。在这个作品中，我感受到了生活的
艰辛、世态的炎凉，歌颂了道德和正义，人格力量终胜利。

文章中的主人公是明子，他从小离开家乡到城市，去做木匠
的工作，为羊群买草滩。这其实是一件很顺利的事，因为羊



吃了草能长胖，就能卖出去。

这部作品给人留下的最大的疑问就是：“山羊为什么不吃天
堂草?”这些草不是羊本身世界所应享受的，当美好的天堂草
摆在它们面前时，它们只会选择逃避，心里是既害怕又欣喜
的。

这正如明子的生活，本应在家乡，过着安逸快乐的日子，却
为了家庭的收入，到不适合自己的城市打工。他自己后面才
慢慢懂得，“不是什么好东西都适合自己，每个人有自己生
活的世界，离开了自己的世界，如鱼离开了水，只能挣扎，
奋力抵制。”明子离开了家乡，城市再怎么耀眼，也不能带
给他归属感，这也正是我们所要学习的。

从曹文轩的文学作品集到长篇小说，无一不是在“与往事干
杯”。许多评论家将他的作品称为儿童文学，但似乎并不恰
切。当儿童文学作品中，蕴涵着永恒的文学情感与美学价值
时，它所感动的不仅是儿童，而是我们所有人。

他不止一次在作品中呈现给我们一个真善美的艺术世界——
这里有厄运中的相扶、困境中的相助、孤独中的理解、冷漠
中的脉脉温馨和殷殷情怀,它所感动的不仅是儿童，而是我们
所有人。

他说：“学术，使我获得了无论做人还是作文，都需要的一
份静穆而神圣的理性。而创作，是我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依
然保持了一份必要的点石成金的感悟和做人所必需的情趣!”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每个作家都是一颗星，曹文轩是当代
文学作家群里最耀眼的一颗星!

山羊不吃天堂草的读书心得篇九

主人公明子生活在贫穷、落后的小豆村，小小年纪的他和师



兄黑罐离开了家乡，跟着师傅三和尚去外面的世界闯荡。在
那个很远的城市，明子学会了木匠活，遇到了独立生活的小
男孩鸭子，并和他成为了好朋友，还帮助了一位漂亮却又孤
独的女孩紫薇。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打倒了一个又一
个的挫折，明子长大了，也学得了一手精细的木工活。最后，
明子靠自己的聪明和心灵手巧，离开了师傅，开始自己闯荡。

这本书中的明子很正直。有一次，师傅在他们窝棚旁边的一
个工厂里发现了许多好木头，那些木头是别人的，他想据为
己有，就让明子去偷。可明子丝毫不受诱惑，无论师傅怎么
说，他都很坚定，就是不去偷木头。明子虽然很穷，但是他
却没有被那些好木头给诱惑，而是表现得非常坚定，把道德
放在了第一。虽然明子没有去偷木头，没有得到那些木头，
但是他却守住了道德。钱丢了可以再挣，可是道德丢失了却
再也没法挣回来。

我很佩服明子，面对诱惑，勇敢地战胜了自己。他的故事让
我想起了我们学过的一篇课文《钓鱼的启示》。在鲈鱼开放
日前一天的晚上，父亲带着作者去湖边钓鱼。作者钓到了一
条很肥很大的鲈鱼，可是还没到开放日的时间，父亲就命令
作者把大鲈鱼放掉，他只好依依不舍地放了。当时作者很生
气，因为自己好不容易钓到了一条大鱼，父亲却让他放掉。
可是，三十四年后，作者成为了一名著名的建筑设计师，这
些年，他一直都在感谢父亲，因为当时父亲面对“鱼”的诱
惑，选择了道德，给他做了一个好的表率，让他在这些年中
面对多次诱惑，都做出了道德的抉择。

生活中，我也会面对诱惑。有一次，我去学校彩排，彩排完
后，我和妈妈一起去买菜。在半路上，我发现了一张20元钱，
于是蹲下捡了起来。这时，前面传来了一阵说话声：“咦！
我的钱呢？怎么没有了？”我低头看着手中的钱，心里想着：
一定要把这钱还给失主，不能据为己有。想到这里，我快速
地走到了前面，问道：“这是你的钱吧？我刚才在地上捡到
的。”他接过了钱，感激地说：“谢谢你！”当把钱还给失



主时，我的心里感到无比的轻松，因为面对诱惑，我丝毫没
有受影响，而是选择了道德，我为我自己感到自豪。

道德只是个简单的是与非的问题，但是真正实践起来却很难。
生活中会有各种各样的诱惑，也许是金钱，也许是地位，也
许是荣誉，也许是……但是面对诱惑，我们一定要像明子一
样勇敢地战胜自己，选择道德，让道德伴我们成长！

山羊不吃天堂草的读书心得篇十

最近我看了曹文轩的《山羊不吃天堂草》，知道了那些贪污
官人盗贼，让我们一起敲响正义的警钟吧！

主人公明子因家乡平穷，所以他们来到城里寻找自己的梦想，
明子的师傅禁不起金钱的诱惑，竟然唆使明子和他的师兄黑
罐去偷工地上的木材，道德高尚的明子宁愿饿肚子也不肯做
小偷，黑罐是个有些麻木的老实人，迫于师傅的压力，竟然
真的去偷木材，第一次得手后，第二次他又去工地偷木材，
不幸的是，他被保安抓住了，当保安把他抓住时，他的师傅
三和尚却装作全不知情，不仅破口大骂，还狠狠地踢了黑罐
一脚。看到这里，我真想狠狠的打三和尚一拳，如此卑鄙的
行为，亏他也做得出来，他是罪恶的创造者，是金钱迷惑了
他，使他心中燃起了不劳而获的贪念，渐渐地，想得到金钱
的欲望越来越深，导致了这种不堪设想的后果。

明子家那群饥饿的羊，面对一片低头可吃的高贵而诱人的天
堂草，竟然无动于衷，一点也没有被诱惑，后来竟一只只壮
烈倒毙。这时，我不禁心中一颤，多么崇高的品质呀！不该
自己吃的东西，自然不自己吃，也不肯吃，宁愿放弃那宝贵
的生命，告别美好的世界，走向阴暗的地狱，是啊！动物也
有那么尊贵的品质，何况是人呢？有那么多贪污官人盗贼，
剥夺老百姓的财产，真是猪狗不如，让人难以容忍。同学们！
让世界敲响正义的警钟，道德的大鼓，让我们迎着朝阳，走
向美好的.明天！



山羊不吃天堂草的读书心得篇十一

《山羊不吃天堂草》是著名的作家“曹文轩”的作品。这是
一本让人回味无穷的长篇小说。小说生动地展现了外来打工
的不容易和主人公坎坷的成长历程。读后我感悟很深。

书中的主人公有:小木匠明子、黑罐和他们的师傅三和尚。其
中，最让我难忘的是明子。明子和他的师傅师兄住在小窝棚
里。但明子依然每天笑呵呵的，不嫌脏、不嫌苦。最让我记
忆犹新的事情是:有一次，“鸭子”喊明子，说:“我可以挣
钱了。”明子一脸好奇的说:“咋挣啊?“鸭子”一边走，一
边指着一只鸟说:“就是那个。”那个鸟真的很神奇。只要给
它一个硬币，它就会用爪子去抓。然后，会把抓来的硬币
给“鸭子”。

明子认为“鸭子”行为做的不光明，心里想:“怎么会让一只
鸟去谋生，怕‘鸭子’以后会用那只鸟犯错误，误入岐
途。”就来到“鸭子”身旁劝阻他说:“用自己的双手，凭自
己的能力去挣钱，这样挣的钱用的踏实。”是的，一个分耕
耘一份收获，只要我们认认真真做好每件事情，结果都会是
美好的。我觉得明子想法很对，靠勤劳的双手做好每一件事
情。不仅能取得收获更能赢得别人的尊重。不能像那些大街
上的“残疾人”，伸手找他人要钱。而他们在人后却是一个
四肢健全的懒人。这种人曾引起多少人的憎恨和不屑。然而
有一些真正的残疾人，他们却和身体健全的人一样用勤劳的
双手去挣钱来养活自己。这样的人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社
会的骄傲。

这本书让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先做好人，再做好事。现在
我们要好好学习，多看书，让自己懂得更多的知识，然后努
力为社会多做贡献。天上永远不可能掉下陷饼。不要用小聪
明办糊涂事情。不如脚踏实地的做好自己的事情。



山羊不吃天堂草的读书心得篇十二

《山羊不吃天堂草》作者用了八成的笔墨向我们呈现了主人
公明子的经历—他从小离开家乡到城市去做木匠的工作，然
后寄钱回家，为羊群买草滩。这似乎是件很顺利的事情，因
为羊吃了草就能长胖，就能卖出去。可是意想不到的是，这
群羊群竟然不碰这些草—天堂草，最终活活的饿死。

而明子的心也随这些羊群的倒下而倒下。想想自己在城市中
的不知所措，想想自己在城市的陌生感和遥远感，想想自己
与城市的隔阂，他便无法轻松。每天的辛劳，每天心境的百
无聊赖，都因为有牵挂而坚持着—家里的羊群需要草。

这个作品给人留下的最大的疑问就是：为什么羊不吃天堂草?

这些草不是羊本身世界所应享受到的，所以当这些美好的天
堂草摆在它们面前时，它们只会选择逃避，它们心里是既害
怕又欣喜的。

这正如明子的生活，他原本是应该呆在自己的家乡的，可是
为了能给羊买草，为了家里能有一笔笔巨大的收入，只好背
井离乡，只好去了其实并不适合自己的城市。这正如他自己
以后慢慢懂得的那样，“不是什么好东西都适合自己，每个
人有自己生活的世界，离开了自己的世界，如同鱼离开了水，
只能挣扎，奋力抵制，就像明子，离开了家乡，城市在怎样
耀眼，也不能带给他归属感”。

在城市里，我们也可以看见他的心态，“对这个城市，明子
是茫然的，城市带给他的有太多太多的不知所措，他显得是
那么局促不安、眩晕、紧张。这个城市对他来说是陌生的，
遥远的，永远不可到达的。城市这个是永远不可解释的，是
永不可捉摸的，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其实他并不快乐，他
的心情是沉重的。他觉得自己与这个城市的世界有深刻的隔
阂，当这个世界越是辉煌，越是呈现出千重魅力，这种隔阂



便是越深刻。

我觉得，在这个作品中，羊的存在，其实就是明子一类人的
化身，而羊的饥饿正是明子在城市中生活的一种现实化的写
照，羊面对天堂草的心情正是明子对城市的一种复杂的心情，
羊的举动即是明子的一种内心深处的做法，羊最终倒下，则
是明子内心坚强支柱的倒塌。这个作品，我认为，很值得深
思，很值得品读。

山羊不吃天堂草的读书心得篇十三

昨晚有幸拜读了曹文轩先生的儿童文学作品《山羊不吃天堂
草》， 不禁被深深吸引住了。掩卷良久，脑海中还鲜活的浮
现出几个主人公：三和尚、明子、黑罐、鸭子以及那
个“她”。

小说写的是一群来自农村的手艺人在城市的打工生活，描绘
出了此类弱势群体打工生活的酸甜苦辣。三和尚继承了祖传
的木匠手艺，凭一手绝活娶了一个漂亮媳妇。随着时代变迁，
他的手艺在农村中不再吃香，媳妇也变了心，婚姻出现了变
故。他一气之下背起行李来到了这座陌生的城市，领着两个
小徒弟吃起了手艺饭。小徒弟明子和黑罐本该在学校读书学
习，却因为家庭的贫困，不得不背负起了家庭成年人的希望
和重担，跟着师傅闯荡江湖，饱受着世态炎凉，经历着人情
冷暖，在社会这个舞台中生存，扎根，成长。在这座城市中，
他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木匠一样，吃着冷饭，住着窝棚，顶
着寒风苦雨在马路上等活，发现生意后一拥而上，靠竞相压
价来获得生路。他们都做着一个淘金、发财梦，默默出卖着
自己的廉价劳动力，咬着牙忍受着生活带给自己的磨难，固
执而又坚持着乡下人特有的人格和尊严。

主人公明子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孩子。他父亲养羊赔进了一千
多元，沉重的债务像一座山把一家人压的抬不起头来。跟师



傅出来后，凭着自己的灵性，他很快掌握了木匠手艺甚至超
过了师傅，最后在师傅的赞许声中出徒独立支撑起了门户。
他敢爱、敢恨，富有同情心：偶遇双腿残疾的紫薇，他主动
帮助并且不计报酬帮助到底；遇上不把自己当人对待的主顾，
他使坏心眼儿往人家的橱板夹层中塞肥肉，“让他臭了也不
知道从哪里来的味儿”；孤苦无助的鸭子是他的好友，苦等
多天找不上活还挨打的小木匠得到过他的帮助。明子还是一
个很有主见的孩子。

同在窝棚，黑罐抵挡不了赌博的诱惑最终深陷其中，是明子
把他从火坑中救了出来，又一次走了正路。对师傅的冷眼善
心，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敢于和师傅使脸色，最终使师
傅屈服。得到外国钱币，他去找懂行的教授帮助鉴别，让自
己尽早了解了真伪。正如三和尚的那句话，“好马都是有点
性子的。”当然，在他上也有很多不成熟的孩子缺点：打架、
花200多元钱买彩票、割断人家苹果车上的绳子等等，这些缺
点正把一个活生生的富有生活气息的人物给表现了出来。

小说的对象虽是少年儿童，可我在读后却也久久难忘，其魅
力可见一斑。我觉得小说的最可贵之处，就在于扎根于社会
现实，读起来如身临其境之感。小说的主人公生活在一个物
欲横流、金钱至上的城市社会中，“钱”字深深的扎在每个
人心中仅仅的束缚着每一个人。他们为钱而哭，为钱而笑，
为钱而分，为钱而合，就连明子的尿床也与贫穷紧紧地联系
着。正是在这样一个成人化的氛围中，明子、黑罐在成长着，
谱写出了一首圣洁而动听的生命乐章。

《山羊不吃天堂草》在小说的结尾部分，作者才向我们娓娓
叙述了这个故事的来历：明子家养羊发财，带动了全村都养
羊，结果羊多草少，和父亲来到外地放养，面对鲜嫩的天堂
草养却不肯吃，一只只壮烈的倒毙，于是全家背上了沉重的
经济债务。“天堂草”，多么动听的名字！作者的用意，恐
怕要以此映衬山羊的壮烈、高洁，以此见证人物的成长吧？
明子在一位好心人帮助下揽到了大活，在户主毫不了解自己



底细的情况下，1500元押金被明子装在了兜里，成为了一个
巨大诱惑。一方面是家里急需用钱，一方面是信守承诺，主
人公将面临如何选择？最终，明子终于选择了正义，健全的
人格在矛盾中终于形成。这笔钱的取舍，何异于 “天堂草”？
掩卷深思，回味良久，我发觉曹文轩的小说总是在至善至美
至真的氛围中，掺杂上生活的丝丝苦涩，而读者在品味生活
的悲苦中最终会咀嚼到甜甜的味道。我想，这恐怕是令无数
小读者乃至我们成年人倾倒、着迷的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