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季羡林的读后感(汇总10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
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
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季羡林的读后感篇一

首先，季羡林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和人文主义者。他的传记给
我们带来了深刻的思考和启示，让我们看到了他对于学术研
究和人文关怀的热情和追求。他的学术研究涉及古代文学、
语言学、历史研究等多个领域，而他对于文化传承和人文精
神的关注也体现在他的美学思考和教育·互动式教学中。

其次，季羡林的人生经历也是我们能够从他传记中获得的宝
贵经验。他的一生不仅仅是为学术而奋斗，更是为人民、为
国家献身。他曾多次承担国家与民族的重大使命，成为国际
学术界的重要代表，他倡导弘扬中华文化，传承文明，呼吁
推动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地位。

然而，季羡林的传记也让我们看到，他虽然尝试以各种方式
推动民族文化的传承，但他认为有许多现代人几乎已经失去
了自己的根和文化内涵。他倡导教育从根本上培养学生的人
生态度、精神水平和人文素养，领悟中华文明深刻的精髓。

此外，季羡林的传记也让我们意识到，文化传承从来都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许多中华文化已经消失或被忽略，而人们对
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学习也相对缺乏。我们应该锲而不
舍地推动文化自信，深入挖掘本土文化的历史和内涵，以更
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去理解和钻研中华文化，传承和创新中华
文化。



最后，季羡林的传记也给我们启示，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并不
在于追求个人的功名利禄，而是在于自身的成长和修养、对
他人的奉献和关怀。我们应该在各自领域中，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努力创新创造，为建设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自己的
力量。

总之，季羡林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和人文主义者，他的传记不
仅是一段崇高的历史，更是对我们当今人文思考和精神探索
的借鉴和启示。让我们深入领悟季羡林传名利在乎自己忘本，
如果有人放弃这样的价值，那么他就会失去一切，季羡林的
精神和思想哲学，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之美。

季羡林的读后感篇二

雨，万物之本。它在自然界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了它，
才有林立的树木，甘甜的溪水，洁白的稻米。

一片美景，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分外诱人。但是在细雨的
洗礼中，更加无比秀美。抬头看窗外，郁郁葱葱的树木矗立
在雨中，显得更加苍劲有力，直立挺拔。比在炽热的阳光下
显得奄奄一息要美的多得多。仔细去观察与品位，你会从中
发现独特的乐趣。

雨对于农民来说更加价值连城，他们的辛劳全靠这支撑着，
雨的多少决定着他们收获的多少。雨少了，土地干裂，麦苗
因此不可生存。而凡事都有两面性，雨多了当然也不是什么
好事。即使是这样，缺了雨也是完全不行的。拿今年南方的
大旱来说，就是因缺雨而导致的，致使土地大面值干旱，前
几天下了一场暴雨，南方形式立即又由大旱转为大涝。真让
人又喜又气，眼看着旱情减轻，却又带来了大涝。

当然雨的性质终究是好的，它为人类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
的帮助，在自然界也是不可缺少的。听着雨哗哗的下，它冲



走我心中的烦闷，洗净我脑中的忧愁，给我带来崭新的一刻，
是我此刻觉得人生如此美好，生活无比的充实。

春雨的无私，更值得令人佩服，当初升的树芽需要那雨水的
灌溉时，春雨就会毫无保留的用自己去滋润那嫩绿的幼苗，
而幼苗对它的回报就是努力的活下去，好好的活下去，竭尽
全力的活下去。春雨，为这生机勃勃的春天，又添了这充满
绿色与希望的一笔。

朋友们，不要只关注那阳光明媚的白天，时而也看看这细雨
绵绵早晨，去欣赏雨中那独特的韵味！

季羡林的读后感篇三

季羡林，中国著名学者和文化名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有着深厚的造诣。他用自己的一生寻梦，探索了中华文明的
千年古韵。在他的探索过程中，触摸到了人类精神的真谛，
积累了丰富的心得体会。以下将从三个方面来探讨季羡林寻
梦的心得体会。

首先，季羡林寻梦的心得体会就是探寻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他坚信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财富，对民族的发展
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他的学术研究中，他细致入微地探讨了
中国古代文人的思想与艺术，深入研究了《诗经》、《论语》
等古代经典著作。他的探索带给他深深的思考，传统文化的
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历史的延续与传承，更重要的在于它对于
现代社会的启迪和引领。

其次，季羡林寻梦的心得体会是追求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思辨
能力。在他的学术探索中，他涉猎广泛，对文学、历史、哲
学等各个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明确表示人类的思考能
力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人的心灵可以从千年前的经典著作
中获得启发与指引。他自己的学术研究就是一个跨越时间与
空间的宏大思辨，他通过经典著作的研究，思考人类生命的



意义和价值。

最后，季羡林寻梦的心得体会是追求学术平和与真实的态度。
他在学术研究中一直秉持着客观、公正、平和的态度，不带
任何偏见地对待历史与文化。他强调学者应该保持纯粹的学
术精神，避免个人情感和偏见对研究结论的干扰。他深入研
究的过程中，勇于提出疑问，勇于质疑传统观念，追求真实
的认识。通过真实与客观的态度，他的学术成果得到了广泛
的认可与尊重。

总之，季羡林寻梦的心得体会是孜孜不倦地探索传统文化的
重要性，追求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思辨能力，以及追求学术平
和与真实的态度。他的探索之路给我们带来了深深的启示，
告诉我们要致力于传承与发展中华传统文化，要有超越时间
与空间的思维能力和广博的知识面，并且要保持客观、公正、
平和的态度。我们应该效仿季羡林寻梦的精神，为中华文化
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季羡林的读后感篇四

导语：季羡林作为一个文字功底深厚、阅历丰富的学者，他
的散文题材丰富，不限地域和时代，每一篇都反映出时代的
特点，以及思想的深度。在他的散文作品当中，有两大特点，
分别是真和朴，文章行云流水、情感自然流露、节奏恰当、
富有内涵。下面是应届毕业生网小编整理的季羡林的《黄昏》
的作品，希望大家喜欢。

早晨，当残梦从枕边飞去的时候，他们醒转来，开始去走一
天的路。他们走着，走着，走到正午，路陡然转了下去。仿
佛只一溜，就溜到一天的末尾，当他们看到远处弥漫着白茫
茫的烟，树梢上淡淡涂上了一层金黄色，一群群的暮鸦驮着
日色飞回来的时候，仿佛有什么东西轻轻地压在他们的心头。
他们知道：夜来了。他们渴黄昏望着静息;渴望着梦的来临。
不久，薄冥的夜色糊了他们的眼，也糊了他们的心。他们在



低隘的小屋里忙乱着，把黄昏关在门外，倘若有人问：你看
到黄昏了没有?黄昏真美啊，他们却茫然了。

他们怎能不茫然呢?当他们再从崖里探出头来寻找黄昏的时候，
黄昏早随了白茫茫的烟的消失，树梢上金色的.消失，鸦背上
日色的消失而消失了。只剩下朦胧的夜。这黄昏，像一个春
宵的轻梦，不知在什么时候漫了来，在他们心上一掠，又不
知在什么时候去了。

然而，蜕化出来了，却又扩散开去。漫过了大平原，大草原，
留下了一层阴影;漫过了大森林，留下了一片阴郁的黑暗，漫
过了小溪，把深灰色的暮色溶入(cheng)淙的水声里，水面在
阒静里透着微明;漫过了山顶，留给它们星的光和月的光;漫
过了小村，留下了苍茫的暮烟....给每个墙角扯下了一片，
给每个蜘蛛网网住了一把。以后，又漫过了寂寞的沙漠，来
到我们的国土里。我能想象：倘若我迎着黄昏站在沙漠里，
我一定能看着黄昏从辽远的天边上跑了来，像—一像什么呢?
是不是应当像一阵灰蒙的白雾?或者像一片扩散的云影?跑了
来，仍然只是留下一片阴影，又跑了去，来到我们的国土里，
随了弥漫在远处的白茫茫的烟，随了树梢上的淡淡的金黄色，
也随了暮鸦背上的日色，轻轻地落在人们的心头，又被人们
关在门外了。

但是，在门外，它却不管人们关心不关心，寂寞地，冷落地，
替他们安排好了一个幻变的又充满了诗意的童话般的世界，
朦胧微明，正像反射在镜子里的影子，它给一切东西涂上银
灰的梦的色彩。牛乳色的空气仿佛真牛乳似的凝结起来。但
似乎又在软软地粘粘地浓浓地流动里。它带来了阒静，你
听：—切静静的，像下着大雪的中夜。但是死寂么?却并不，
再比现在沉默一点，也会变成坟墓般地死寂。仿佛一点也不
多，一点也不少，幽美的轻适的阒静软软地粘粘地浓浓地压
在人们的心头，灰的天空象—张薄幕;树木，房屋，烟纹，云
缕，都像一张张的剪影，静静地贴在这幕上。这里，那里，
点缀着晚霞的紫曛和小星的冷光。黄昏真像一首诗，一支歌，



一篇童话;像一片月明楼上传来的悠扬的笛声，一声缭绕在长
空里壳唳的鹤鸣;像陈了几十年的绍酒;像一切美到说不出来
的东西。说不出来，只能去看;看之不足，只能意会;意会之
不足，只能赞叹。——然而却终于给人们关在门外了。

但是寂寞也延长不多久。黄昏仍然要走的。李商隐的诗
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诗人不正慨叹黄昏的不
能久留吗?它也真地不能久留，一瞬眼，这黄昏，像一个轻梦，
只在人们心上一掠，留下黑暗的夜，带着它的寂寞走了。

走了，真地走了。现在再让我问：黄昏走到哪里去了呢?这我
不比知道它从哪里来的更清楚。我也不能抓住黄昏的尾巴，
问它到底。但是，推想起来，从北方来的应该到南方去的罢。
谁说不是到南方去的呢?我看到它怎样走的了。——漫过了南
墙;漫过了南边那座小山，那片树林;漫过了美丽的南国。一
直到辽旷的非洲。

然而，在这里，黄昏仍然要走的。再走到哪里去呢?这却真地
没人知道了。——随了淡白的疏稀的冷月的清光爬上暗沉沉
的天空里去么?随了瞅着眼的小星爬上了天河么?压在蝙蝠的
翅膀上钻进了屋檐么?随了西天的晕红消溶在远山的后面么?
这又有谁能明白地知道呢?我们知道的，只是：它走了，带了
它的寂寞和美丽走了，像一丝微 ，像一个春宵的轻梦。

走了。——现在，现在我再有什么可问呢?等候明天么?明天
来了，又明天，又明天。当人们看到远处弥漫着白茫茫的烟，
树梢上淡淡涂上了一层金黄色，一群群的暮鸦驮着日色飞回
来的时候，又仿佛有什么东西压在他们的心头，他们又渴望
着梦的来临。把门关上了。关在内外的仍然是黄昏，当他们
再伸头出来找的时候，黄昏早已走了。从北冰洋跑了来，一
过路，到非洲森林里去了。再到，再到哪里，谁知道呢?然而，
夜来了：漫漫的漆黑的夜，闪着星光和月光的夜，浮动着暗
香的夜……只是夜，长长的夜，夜永远也不完，黄昏呢?——
黄昏永远不存在在人们的心里的。只一掠，走了，像一个春



宵的轻梦。

季羡林的读后感篇五

雨季，总是让人心生思绪。而“听雨季羡林”，这句话更是
让我陷入了对陈寅恪先生的思考之中。羡慕他骨子里不羁的
风骨，羡慕他才华横溢的笔锋，羡慕他能够在雨季中释放自
己的灵感。听雨季羡林，同时也让我意识到了人生的无常和
自我完善的重要性。于是我开始了自己的思索，倾听雨季的
润泽，感受羡林的心灵。

第二段：雨季的碎片，点缀生活

雨季带来的是一种滋润，是一种润泽灵魂的舒适。雨点打在
屋檐上，敲击着沉寂的街道，仿佛是在向我述说着一个个故
事。而这些故事，正如羡林笔下的文章一样，它将普通人的
生活细碎的点缀，使得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我不禁想起羡林
笔下的《野草》中那些真实而朴素的故事，它们如同雨后的
花朵一般，在自然中开放，呈现出生命的美好。

第三段：思辨的雨丝洗净灵魂

雨季中，细雨如烟，洗净了尘世的繁忙，也洗净了我的灵魂。
站在雨中，我能感受到一种与内心交流的力量，思考问题的
思维如同雨丝一般不断纷至沓来。羡林在每一个雨季里都能
够听到自己的声音，思考人生的意义。而我在雨季的洗礼下，
也学会了锻造自己的思考能力，让自己的思维像一把琴弦，
在雨中发出悠扬的音符。

第四段：革新思想，向羡林学习

第五段：活在当下，感恩雨季

雨季是如此的美好，而羡林的思想更是如此的引人深思。听



雨季羡林，是让我坚持思考生活的意义，更是让我珍视当下
的生活。羡林的笔墨是他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感悟和表达，也
是对时代的深度解读。而我作为普通人，也应该珍视每一个
属于自己的当下时光，活好自己的人生。每一个雨季的到来，
都是一种祝福与教导，让我们更好地感恩生活中的缤纷与美
好。

总结：

雨季中，我倾听羡林的思考，思索生活的意义，也不断锻炼
自己的思考能力。雨中的碎片洗净了心灵，雨丝中深思让我
更清晰地认识自我。借鉴羡林的思考，我学会了革新自己的
思想，活在当下，珍视每一段美好时光。听雨季羡林，走进
思考的世界，让生活更丰富而有意义。

季羡林的读后感篇六

1、昨夜一夜大风，今天仍然没停，而且其势更猛。北平真是
一个好地方，唯独这每年春天的大风实在令人讨厌。没做什
么有意义的事妈的，这些混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
还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他娘的什么东西。

2、西方采取的是强硬的手段，要征服自然，而东方则主张采
用和平友好的手段，也就是天人合一。要先与自然做朋友，
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宋代大哲学
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3、我原来为自己定下了一条守则：写的时候不要带刺儿，也
不要带气儿，只是实事求是地完全客观地加以叙述。但是，
我是一个有感情的活人，写着写着，不禁怒从心上起，泪自
眼中流，刺儿也来了，气儿也来了。我没有办法，就这样吧。
否则我只能说谎了。

4、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5、人生是一首诗，微笑着对它，拾取点点诗意。

6、我能逃，然而，寂寞又跟上我了呀！

7、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到头顶上的雨滴声，此时有声胜无
声，我心里感到无量的喜悦，仿佛饮了仙露，吸了醍醐，大
有飘飘欲仙之概了。这声音时慢时急，时高时低，时响时沉，
时断时续，有时如金声玉振，有时如黄钟大吕，有时如大珠
小珠落玉盘，有时如红珊白瑚沉海里，有时如弹素琴，有时
如舞霹雳，有时如百鸟争鸣，有时如兔落鹘起，我浮想联翩，
不能自已，心花怒放，风生笔底。

8、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
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可是我对于当知识分子这个行
当却真有点谈虎色变。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
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
子无论如何也别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播弄成知识分子。

9、做人要老实，学外语也要老实。学外语没有什么万能的窍
门。俗语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就是窍
门。

10、有时候，这星光的海洋似乎已经达到了黑暗的边缘；我
满以为，在此之外，已是无边无际的大黑暗了。然而，只要
一转瞬，再往上一看，依然是一片星光。

季羡林的读后感篇七

季羡林先生，中国杰出的文化名人，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与中
国大众文化紧密相连的。他是一位学者、教授、作家、文化
评论家，他深受学术界的推崇，也深受大众的喜爱。经过对
季羡林的学习与了解，我深深感受到了他的深厚学识、务实
的态度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以下是我对季羡林的心得体
会。



首先，季羡林的深厚学识令人叹为观止。他的学问十分广泛，
涉及历史、文学、哲学、考古等多个领域。季羡林先生曾任
教于北京大学，主要讲授历史和文化领域的课程。在他的课
堂上，学生们常常能感受到他对知识的热情和扎实的功底。
他对于历史的研究非常深入，他将中国古代历史与世界历史
相结合，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和观点，对研究古代历史产生
了积极的影响。季羡林的深厚学识不仅体现在教学上，他的
著作也是他学术成就的重要体现。他的著作非常丰富，其中
包括了历史小说、散文集、学术论文等多个类型。这些作品
都充满了季羡林的深沉思考和一腔热爱。

其次，季羡林的务实态度给人以启示。季羡林非常注重实践
和实证，他在学术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搞虚无缥
缈的理论。他强调思考和实践相结合，认为只有通过思考和
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知识。季羡林的务实态度
在他的教学中也得到了体现。他常常鼓励学生多进行实地调
研和实践活动，通过亲身经历来增加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他的务实态度对我而言是一种榜样，它提醒我在学习和工作
中也应该注重实际效果，不拘泥于纸上谈兵。

第三，季羡林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信念。
他深知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充满
热情。季羡林曾说过：“文化是一种将人与人、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等联系在一起的精神纽带”。他强调文化的重要性，
认为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柱。为此，他曾长期从
事中国文化的传承和研究，致力于将中华文化推向世界。他
积极参与各种文化活动，例如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等，
通过这些工作，他传承了中国文化的光辉，并引领了中国文
化的复兴之路。

第四，季羡林的人格魅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极其谦
虚和和蔼可亲，对学生们始终保持着友好和平等的态度。他
对待学生非常宽容，总是鼓励学生敢于质疑和思考，不拘泥
于权威和传统。这样的人格魅力无疑是他教书育人工作中最



重要的因素之一，也是他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广受尊重和爱戴
的原因之一。季羡林的人格魅力对我而言是一种启示，它教
会了我如何做一个有学识、有品德、有人格魅力的人。

最后，从季羡林先生的一生中，我深切体会到了学识的重要
性、务实的态度、对文化的热爱，以及做人的魅力等方面的
价值与意义。他是我学习和人生道路上的重要导师，他的教
诲和影响将伴随我一生。感谢你，季羡林先生，你是一位伟
大的学者、一位爱国者、一位充满智慧和深情的人。你的精
神将激励我不断学习、勇往直前。

季羡林的读后感篇八

季羡林文集，其实是我在大学学习期间接触到的。那时候，
因为专业需要，我开始阅读一些文学批评方面的书籍，季羡
林的文章就是我最喜欢的一种。随着逐渐深入的阅读，我开
始有了一些感悟和体会，接下来，我将会在本文中分享这些
感悟和体会。

第一段：季羡林的文学观点与人生态度

季羡林是被誉为“文学教父”的学者，他的文学观点和人生
态度一直是我所能学到的最有力的鼓舞和启示。他的文学观
点深深打动了我，让我明白了文学所包含的更深层次的意义。
同时，他的人生态度也让我感到深深的敬佩，尤其是其对于
个体、自由、独立等课题的高度关注和探讨。

季羡林善于以文学批评的方式观察和理解文学作品，他的批
评方法也让我深受启发。他强调文学批评应以人文关怀为本，
把作品与人联系起来，从人文角度去分析解释文学作品。这
种深入人文的批评方法，让我明白了文学作品不只是单纯的
文字，而是包含着深层次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第三段：季羡林的世界观



从季羡林的文章中，我看到了他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洞察力。
他从人类学、哲学等多个角度去分析和理解人类文明，这让
我感到很惊喜，也让我对人文学科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而且，
他的文章也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让我深入探讨了很多我自
己从未接触过的话题。

第四段：季羡林对于传统文化的重新诠释

季羡林对于传统文化的重新诠释也深深打动了我。他在对于
诗经、论语等传统文化的研究中，提出了很多深刻且非常有
启示性的见解，帮助我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理解传统文化，
使我对传统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和热爱。

第五段：总结和反思

总而言之，季羡林的文集让我受益匪浅。他的文章不仅让我
对文学、人文学科有了一个更深入的认识，还让我从文化、
哲学、历史等多个角度去思考和探讨世界上各种复杂而重要
的话题，这些都成为了我今后学习和生活中的宝贵财富。同
时，季羡林的文章也让我更加珍惜自己的学习机会，更加热
爱学习，希望自己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能够在他的身上看到
自己的影子，成为一名优秀的学者。

季羡林的读后感篇九

人生，这一老生常谈的话题，不仅平常人可以对此大发感慨，
学者们似乎也特别偏爱谈人生。什么是人生?也许哲学家们能
讲出很多高深的道理，但他们的精辟之论往往玄妙晦涩，离
现实生活太远。读《季羡林谈人生》这本书，俨然在聆听一
位长者侃侃而谈，心灵得到莫大的精神享受，静静地反省，
心境变得更加纯净。

每个人的人生是不同的，每个人对人生的意义认识也不同，
在我看来既然我们幸运地拥有了生存的机会和权利，那么就



该在这短暂的人生中，抓住每一个机会，做好每一件事情，
让生命大放光彩，只有这样我们的人生才有意义也才有价值。
而人如果对自身生命意义不明白，那么行为就没有了标准，
生活的态度也无从确定，于是一切变得茫无所措。作为一名
年轻税务工作者，奉献在国税大舞台上，为纳税人服好务，
为国家收好税，这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和有价值的。

人生是短暂的，我们应该珍惜人生，热爱人生，用自己心中
的目标，不停地去追逐人生的意义，不断地去实现人生的价
值，让生命焕发出灿烂的光彩。

(二)不完美才是人生

不完美才是人生，这是季老从另一种意义上对人生的新诠释，
也是一种谦虚做人的态度。尽管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美的人
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的人生是没
有的，每个人不可能始终一帆风顺，人生不如意事往往十有
八九。我们只有在不完美中，才能找到自己人生的定位。只
有在不完美中，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所以完美的人生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生活态度。只要拥有一份健康、积极
向上的心态，我们就会从容地面对生活中的不平和挫折，才
会更好地享受生活中的苦与乐，享受这份“不完美”。

愚蠢的人绞尽脑汁追求那虚无飘渺的完美生活，而智者从不
完美起步，强者在不完美中超越，因为不完美才是人生!

(三)成功

天资+勤奋+机遇=成功——— 季羡林

上面的公式是季老积七八十年的经验得到的，在季老看来天
资是由“天”来决定的，我们无能为力。机遇是不期而来的，
我们也无能为力。只有勤奋一项完全是我们自己决定的，也
是我们必须狠下功夫的。



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一样渴盼成功，我们仰慕
名人，等待机会，可是真正扎扎实实勤奋努力的人却少之又
少。在充满诱惑的时代，如果真想有所收获，就只有静下心
来，踏着勤奋的阶梯，脚踏实地。在我看来，一个人拥有了
勤奋，也就拥有了其他可贵的品质，有敏捷的思维来勤于思
考，有坚强的毅力来勤于努力，有细心的精神来勤于工作。
作为年轻人，更应该刻苦勤奋，勤奋工作，勤奋学习，这样
才能在我们工作的岗位上大放光彩。

使卵石臻于完美的，并非锤的打击，而是水的且歌且舞，我
想这就是勤奋最完美的诠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