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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
得体会，通过写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记
录心得体会对于我们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下面我
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来
了解一下吧。

活着的心得体会篇一

《活着》这本书其实很简单，它就告诉我们两个字——活着!

书中的主人公福贵有着一个坎坷的命运，从年少时的少爷，
再到后来的落魄，看着亲人一个又一个地离开自己，直至最
后与一头老牛相依为命，面对着这些悲伤，主人公坚持活了
下来。

在一开始的部分中，主人公变成了一个农民，地位的变化悬
殊并没有使他放弃生命，他逐渐适应了贫穷而又辛苦的生活，
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其实在现在的社会中，经常有人会
因为企业破产倒闭而终此一生，但是失败衰退又能怎样呢?留
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句话说得好，古人对于生命的珍
惜热爱从中而出。生命，其实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即使世界上有着无数的生命，即使地球上有几十亿人类，即
使你只是其中最不起眼的那些人中的一员，也不要看轻自己
的生命。对于生命的热爱，应是来自于内心深处的呐喊，是
灵魂的呼唤!

作者为了写出“活着”的思想，为了写出对于生命的热爱，
不仅设置了重重的苦难，还添加了许多与福贵相对比的人物
来突出生命的重要。在战场上，主人公小心翼翼，唯恐被打
死打伤，而很多士兵都战伤，但那些把他们运到后方阵地的



人，只是把他们扔到地上，不给于救治。这就是对于他人生
命不敬，是对生命的亵渎与轻视，是一种最可恨的行为，由
此，我们在意识到生命重要性的同时，也不能仅仅自私地保
护自己的生命，还要尊敬别人的生命，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尽
可能挽救别人的生命。因为生命是等价的，挽救了别人一条
命，就等于自己救了自己一命。但在书中，当家珍对想轻生
的春生说出：“你还欠我们一条命，你就拿自己的命来还吧。
”时，她在劝诫春生要活着，但是他还是上吊死了。确实，
十年动乱所带来的苦难是人难以承受的，毕竟在那个动乱、
没有公平正义的年代里，人的生命在那些疯狂的“革命者”
眼里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有很多的著名作家和科学家都自
杀在那个悲伤的年代，如老舍先生。但是也如食指在《相信
未来》中诉说的那样：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
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在逆境中，我们更要珍爱生命，相信终有一天真理终会站到
自己这一边。真理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而如果连
命都没有的，哪能看到太阳升起的时刻!

另外，作者书中所用的语言也很有地方特色，带有山东地方
特色的粗犷，文中的语言更加贴合实际，读起来更加真切逼
真，让人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地方特色，感受真真切切的
农村气息，这对于描述一个农村的背景拥有着巨大的作用。

活着的心得体会篇二

应对死亡，最痛苦的不是离去的人，而是被迫承受这一切的
生者——他们不仅仅肩上多了一份职责，而且身边少了一个
一同承担的人。

福贵当年是个二世祖，每日挥霍家里的积蓄，不知哪修来的
福气讨了个贤惠的好老婆，是米行的千金，可福贵依旧吃喝
嫖赌，不仅仅输光了家产，还气死了爹，老婆连同肚子里的
孩子也被娘家接走了，只剩下他和年老的娘、年幼的女儿凤



霞相依，这时的福贵才第一次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万幸的
是，家珍在产下福贵的第二子之后带着儿子有庆回到了他身
边。

然而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福贵在为病重的母亲抓药的途中
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后被解放军所俘虏，回到家乡他才知道
母亲已经去世，妻子家珍含辛茹苦带大了一双儿女，但女儿
不幸聋哑，儿子虽机灵活泼，之后也正因县长夫人输血而意
外死去。

之后福贵经历、大跃进、自然灾害，凤霞和其丈夫先后死去，
凤霞产下的一子苦根也没有逃过命运的魔爪，最后只剩下福
贵一个人，和一头与他同名的牛作伴，其中寓意深远，颇有
些孑然一身的萧瑟。夕阳的余晖里，已然垂暮的老人驾着牛
渐远，沙哑的歌声在土地的尽头缓缓升起——“少年去游荡，
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人生至理名言合上这本沉重的
蓝皮书，泪已湿眼眶，让我感慨万千的不止是主人公经历的
种种悲惨，更正因他经历了这么多，却依然卑微地活下来，
他所承担的已远远超出普通人能够想象的范围。

应对死亡，最痛苦的不是离去的人，而是被迫承受这一切的
生者——他们不仅仅肩上多了一份职责，而且身边少了一个
一同承担的人。但是，正正因如此，生者才要更坚定地生活，
那是正因他们背负的，不仅仅仅是自己的明天。

《活着》小说心得2

活着的心得体会篇三

“我们因梦想而伟大，所有的成功者都是大梦想家：在冬夜
的火堆旁，在阴天的雨雾中，梦想着未来。有些人让梦想悄
然绝灭，有些人则细心培育、维护，直到它安然度过困境，



迎来光明和希望，而光明和希望总是降临在那些真心相信梦
想一定会成真的人身上。”梦想的力量不容小觑，生命常常
因为梦想而多姿多彩，这个道理是一部纯美小说——曹文轩的
《根鸟》告诉我的，它带着我在书中的世界体验人生。

《根鸟》的主人公根鸟一次独自打猎时，遇到了一只罕见的
白鹰，他从鹰脚上取下了一封求救信。于是根鸟义不容辞地
踏上了寻找紫烟的路。他经过重重困难，经历了从一个只有
梦想的孩童到一位寻找梦想、坚持梦想的青少年的蜕变，终
于，他找到了，找到了梦中天堂般的大峡谷，以及那银杏树
下的紫烟姑娘。

是什么支撑着根鸟?是什么带动着根鸟?是什么召唤着根鸟?没
错，是梦想的力量。根鸟在寻梦的途中有过放弃，有过困苦，
当然也有现实的残酷。根鸟的梦一次次丢了又拾，一直在坎
坷中追着，一直坚守着那个信念，那个美丽的梦，虽然有时
只剩孤独与冰冷，挫折与困苦，但根鸟依然不屈不挠，不向
艰险低头。

在一次次的磨炼中，根鸟变得坚强，他成长了，经历了那么
多，他的眼睛里透露出坚定，但又忧虑，一切的困苦，让他
变得更成熟。根鸟是我们的楷模，一个有梦想的孩子，注定
他的一生将不平凡。

读了这本书，我受益匪浅，我的生活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以前，我没有梦想，当然也不会有努力的动力;现在，我树立
了目标，寻找到了梦想，并为之努力奋斗。

我将一个大梦想，化解成一个个小梦想，逐一去实现：在运
动场上，我的梦想便是那终点的终线;读书的时候，我的梦想
便是读好那朗朗上口的古诗，赢得大家的称赞;写作的时候，
我的梦想便是把一个个刚劲端庄的方块字组成一句句优美生
动的语言，获得老师的肯定。



我坚信：梦想的力量将会指引我前进，光明和希望最终会降
临在我身上。

在困难挫折面前，我们可能会退缩和迷茫，但只有坚寻梦想
的人才能通往成功的大门，任何坎坷和我诱惑都阻挡不了我
们的脚步!

《根鸟》让我明白，梦想的力量是无穷的，再找不到自信和
执著踪影的角落里，到处只有几片枯枝败叶;在成功者的面前，
到处散发毅力的花朵。

活着的心得体会篇四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颇多，在她们身上隐射出在那个
时代背景下女性独有的个性以及她们的悲惨的命运。

初读《半生缘》总觉得曼桢的不幸是曼潞和祝鸿才害的，质
问曼璐怎么可以这样设计害自己的妹妹。其实，曼路也是很
可怜的，为了家里的生计沦落为舞女，但却不被家人理解，
结婚后又无法生育，才会想让自己的妹妹做自己丈夫的姨太
太。应该说这是整个社会形态所迫，社会的腐朽黑暗，人的
思想昏庸无能，当然曼桢优柔寡断、委曲求全的个性也是导
致这样一个悲剧结尾的重要原因。曼潞和祝鸿才对她的所作
所为只是一个开始，但把她推向深渊的却是她自己，并且由
于她的认命她的妥协不仅害了她自己更害了深爱她的世均，
也间接的害了翠之害了叔惠。她不只是让自己不幸福更加让
三个家庭都不幸福了。如果她不委曲求全，直接去向世均坦
白一切，如果他可以接受那固然是美满的结局。如果他觉得
难已接受她的失贞，那至少以后可以坦然的生活，而不活是
活在回忆或假象如果当年如果向爱人坦白可能会是另外一番
情形。活着不是为了后悔，曼桢最后对世均说的那一
句：“世均，我们回不去了，回不去了。”这句话包含着多
少悔恨，多少无奈。她自己也知道原本这幸福是属于她，但



现在她失去了这个资格并且是永远的失去了，人世间最痛苦
的莫过于此啊。没有死去活来的告白，也没有山盟海誓的轰
烈，一切就如同我们所熟悉的日常生活，当爱情静悄悄地到
来，又被人生的起落所折磨，被岁月的洪荒所沉淀，被生活
的重担所压迫，那份坚持与无奈，到最后竟然只是留下一句
平淡得让人几乎心碎的道白。

张爱玲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不一部悲剧小说，其实也是现实
生活中大部分人的缩影。很多人到老的时候还在后悔“早知
当年如何如何”，岂知这个后悔也将成为后悔，后悔自己为
什么要后悔。

有人说张爱玲的小说除却《倾城之恋》以外，都是悲剧的尾
巴。《倾城之恋》虽是成全了白、柳的一段姻缘，但实则以
世俗的表象虚掩了真正的悲凉，越发比悲剧更像悲剧。张爱
玲用她的传奇故事不显山不露水地表现着人性，尤其是人性
的鄙俗与狭隘，描写了家庭的黑暗，世人的虚伪，所谓爱情
自私的本质，对女性奴性思想的提示也毫不留情。

故事的女主人公白流苏离婚后寄住母家，钱财被骗，又为兄
嫂不容，只得寻求再嫁，苦无姻缘，便抢异母妹妹的对象范
柳原，范是个老尖精滑的留学生。一个不诚娶，一个但求嫁。
两个人都不愚钝，很有些小聪明，可谓真正的凡人，凡心热
炽。张爱玲站在白流苏的背后，让两个人的灵魂跃上纸面，
斗来斗去。白流苏大家闺秀般的矜持，不时挑逗，范柳原穷
形尽相，甚至挪用诗经里：“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
之手，与子携老”来做假。满篇你来我往的小技巧。一个男
人和一个女人以一个城市的陷落为代价而换取一段感情的最
终结果看似壮观但其实又如何呢?也许张爱玲从来不认为爱情
是可靠的，爱情在她心里只是平凡生活中的一些点缀本无什
么大不了，两个人因为城市的陷落突然失去了原有的安全感
和固有的洒脱，突然间发现两个人在一起可以获得最大限度
的温暖，于是就有了倾城之恋。他们最终结合在一起了，可
是张爱玲却不说是爱情发展到婚姻的自然结果，反而



说：“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这其中充满了悲剧意味。那时
女人的地位太低了，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悲剧性地依
靠男人。所以，白流苏虽然自私，小家子气，但是也还情有
可原。

其实，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也是另一种世事动乱吧，爱
情也像《倾城之恋》里面的男女主角样，苟合着。

张爱玲笔下的不少人物陷在生活的泥潭里不能自拔，而这恰
是生活的真实，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甚
至几乎病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金琐记》里那个贪婪的
七巧，一生的快乐和幸福早早地被腐烂的空气埋葬。

在文章的一开头，是通过两个丫头的对话，让我们初步的了
解的曹七巧。同时两个丫头的对话，让我们看到，曹七巧很
可怜。如文章中写到“凤萧道：‘你是她陪嫁来的么?’小双
冷笑道：‘她也配!’”丫头即如此轻蔑地看待她，再加上她
的身份与姜家并不算门当户对，且当初是以“姨太太”娶进
门……而且她的丈夫是个躯体残疾，“没有生命意义的”姜
家二少爷，对于一个正常的女人，能忍受，坚持下去么?还有
她娘家哥哥的索取……“不承情也罢!我也惯了。我进你们姜
家的门……谁见我的情来?谁有半点好处到我头上?”这样的
环境怎能不叫她不暴躁，不尖酸刻薄?甚至最后到达性格
的“扭曲”呢?曹七巧的命运本是不幸的，但她并不从自身的
不幸中滋生出可贵的同情心，而是以制造别人(确切的说是她
亲身儿女，而且也只能是她的亲骨肉，因为那是她所唯一能
接触到的人)的更大的不幸来获得快感。如小说中说道“有时
她也觉得牺牲得有点不值得，暗自懊悔着，然而也来不及挽
回了。她渐渐地放弃了一切上进的思想，安分守己起来。她
学会了挑是非，使小坏，干涉家里的行政。她不时的跟怒亲
怄气，可是她的言行举止越来越像她的怒亲了”。再如儿子，
她以给长白娶媳妇的方式管住他，但又不让儿子与一个女人
有正常的生活和快乐。她处处亲近长白，要长白给她烧烟泡，
陪她通宵聊天。最后使得媳妇被残酷的精神折磨致死，姨太



太做了"替身"。不到半年，也吞鸦片烟自杀了。其实，人性
中本来就有卑劣的一面，它所呈现的姿态完全就由它所处的
环境而决定，在一个美好，自由、相互尊重的环境中人性中
善的一面被全面激发，时刻体会到爱意的人，才有能力将爱
传递下去，而在被压抑被摧残的环境中，人性中恶的一面被
煽动起来，一个处于充满危机、敌意气氛中的人，怎么会具
有爱的能力呢，它只能出于本能的自卫，而自卫的方式也是
具有攻击性的。所以，当张爱玲在塑造曹七巧这个人物时也
许更多地是寄予同情，更犀利的批判这个使人变成鬼的社会
吧。

活着的心得体会篇五

读了俄国作家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凡卡》，我感慨万千，为
凡卡悲惨的童年生活而悲痛，为自己生活在21世纪而感到幸
福。

凡卡只是一个九岁的孩子，九岁本来是个花季年龄，是个畅
快玩耍，放飞天性的年龄，但生活在19世纪沙皇统治下的凡
卡，受尽了非人的折磨之苦。

来到繁华的莫斯科，凡卡原想学到一技之长，作个鞋匠，在
社会立足，但他却经受了种。种折磨；遭受了种。种非人的
虐待，过早地尝到了生活本不该有的悲惨——挨毒打、挨饿、
受捉弄、睡不好觉，过着惨不忍睹的生活。楦头是用木头做
的，用它来敲击小凡卡的脑袋是一种多么残忍的伤害呀！

小凡卡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发出了与年龄不相称的悲叹与哀
求，足以看出凡卡内心的痛苦与无奈，令人同情！催人泪下！
和他的童年相比，我们是多么幸福呀！在家里衣来伸手，饭
来张口，过着像“小皇帝”，“小公主”一样的生活，从不
主动承担家务，好像父母长辈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应
当一样，自私无情地当着“吸血鬼”，贪婪地吮吸父母的心
血，不知不觉地成为“啃老族”的一员。我们从未饿过一回，



永远都是吃香的，喝辣的，更何况有的同学从没有体会过父
母的辛苦，做过多少令父母不满，不如意的事，可他们永远
都是默默无闻，忍气吞声。而父母只要做了一丁点儿使你不
称心的事，你就会大发雷霆，甚至动拳脚，跟父母大吵大闹
一场，这简直是恶魔，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还有的同学浪
费自己的时间，整天宅在家里玩手机，打游戏，用钱来买皮
肤，买装备，来武装自己的背包。不！完全错了！应该用自
己的时间和精力收集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

活着的心得体会篇六

花了一天半时间吧，把《活着》看完了。也似乎又懂得了些
什么道理。联想到有些轻生的人十分不该，就在前些天，新
车站楼顶还有人嚷嚷着要跳楼，我虽不清楚原因，但相信与
福贵一比，定相差甚远。

“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
物所活着”，作者余华在书的一开始就点明主旨，也为之后
的记叙作铺垫。

作品采用主人公福贵自述的方式，福贵生动的日常语调及其
对命运的屈服，向人们展示了将苟活作为唯一生活目标的状
况，使作品更深刻。其为我们提供了如何生活，尤其是如何
在困境中求生的理念。

主人公福贵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先后离去，一次次徘徊
在绝望的边缘，但他却有着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的乐
观态度。

在他发现害死他儿子的凶手之一是春生时，他深明大义，也
明白冤冤相报何时了。当春生面临绝境时，福贵也依旧尽了
朋友的职责，劝他要坚强地活着。



作者没有发泄，没有控诉或揭露，而是向人们展示高尚。这
里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
超然，对善恶的一视同仁。

在我们遇到困难时，要想想福贵的经历，我们就一定会鼓起
勇气继续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有不公平，有人可以享尽
荣华富贵，而有人只能与福贵一样劳累一生。在不公平面前，
任何的抱怨、逃避都是徒劳，我们可能需要学习福贵身上随
遇而安的精神。

生活给予我们太多无奈与困惑，像福贵那样经历了许多仍然
顽强生存下去，他对生存其实并无明确认识，只是以一种动
物般的求生本能使他延续生命。但他在暮年却能以一种洞察
人生的乐观来对待生命，这一点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生活
的启迪。

平凡、琐碎的生活得利地充斥着我们的每一天，随着岁月的
增长，越来越多的激情被淡薄，过往云烟的经历和磨练所体
现出的是一丝木讷。

在读了《活着》以后，才真正思考了活着的意义，也释然了。
现在的生活与福贵相比要好许多，但我们身在福中不知福，
还在不停抱怨生活对我们的不公，其实这些苦又算得了什么。

活着的心得体会篇七

面对死亡，最痛苦的不是离去的人，而是被迫承受这一切的
生者——他们不仅肩上多了一份责任，而且身边少了一个一
同承担的人。

福贵正是这样一个可悲的生者，他的一生其实是几万万人的
缩影，中国近百年来经历的所有苦难都在他身上清晰地投射
出来，他有着传奇般的人生，但你绝对不会希望拥有那样的



传奇。

福贵当年是个二世祖，每日挥霍家里的积蓄，不知哪修来的
福气讨了个贤惠的好老婆，是米行的千金，可福贵依旧吃喝
嫖赌，不仅输光了家产，还气死了爹，老婆连同肚子里的孩
子也被娘家接走了，只剩下他和年老的娘、年幼的女儿凤霞
相依，这时的福贵才第一次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万幸的是，
家珍在产下福贵的第二子之后带着儿子有庆回到了他身边。
然而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福贵在为病重的母亲抓药的途中
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后被解放军所俘虏，回到家乡他才知道
母亲已经去世，妻子家珍含辛茹苦带大了一双儿女，但女儿
不幸聋哑，儿子虽机灵活泼，后来也因为县长夫人输血而意
外死去。

“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

合上这本沉重的蓝皮书，泪已湿眼眶，让我感慨万千的不止
是主人公经历的种种悲惨，更因为他经历了这么多，却依然
卑微地活下来，他所承担的已远远超出普通人能够想象的范
围。

面对死亡，最痛苦的不是离去的人，而是被迫承受这一切的
生者——他们不仅肩上多了一份责任，而且身边少了一个一
同承担的人。但是，正因为如此，生者才要更坚定地生活，
那是因为他们背负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明天。

活着心得体会5

活着的心得体会篇八

谁没有过少年?谁的少年没有彷徨和困苦?但是，大多数人走
的是一条容易走的路，我们走的是一条崎岖、艰难、困苦的



道路。

这就是黑塞所描绘的那个彷徨少年，从困惑、欺骗、堕落、
沉沦，再到自我寻找、矛盾碰撞、逐渐坚定的成长路程。

这一路上，少年会遇到各色人与事。因为微小不过的事情，
被他人利诱、恐吓，进而去欺骗家人、朋友，却又无从诉说。
在这个过程中，矛盾、挣扎无时无刻纠缠着少年，内心的失
落、责难只能自己往心里吞。因为他人一次次地紧逼，少年
一步步地逃避退缩，那个年纪的敏感与无知，无力与彷徨，
都在黑塞的笔下淋漓展现。

回想少年时代，心灵正处在初探外界的过程中，会不断的触
碰、尝试，或是未知，或是禁忌。谁没有难以启齿的秘密，
谁没有无处言说的纠缠，好在总有朋友、亲人出手相助，化
解内心郁结的伤痛。

而朋友或亲人的相助，则像一个标杆或者旗帜，指引着少年
向前走。就如同小时候，一个人走夜路，面对墨色的夜，内
心总有英雄人物的感召或是指引，给自己鼓舞，激励自己向
前。

对于世界，对于周遭，对于眼花缭乱的信仰，少年也会充满
疑惑，想去探索，实验，甚至去经历，然后，另一方面，又
谨小慎微，犹豫不决，哪里来了勇气，心怀不惧;哪里来的胆
怯，彷徨无措。这都是一个少年的内心戏，更多时候，不仅
是少年、成年、老年，我们是不是都在与自己的念想打架。

黑塞说，你必须寻找你的梦，然后道路才变得容易些。不过
没有一个梦会永远继续下去，每一个梦的后面都有另外的一
个梦跟随着，因此，人不应该特别依恋着任何一个单独的梦。
回到当下，有人说，很多人都很忙很累，但很多人都不快乐。
现代化的生活节奏、都市化的生活方式，使人们的生活像在
履带，不停的运转、机械，然而，却少有人停下来反思，从



内心出发，寻找自己的所爱。

少年的彷徨，成年的捆绑，原来，所谓的成长是一个没有始
终的话题。只不过，所面临的处境和心境大相径庭。

少年时的自欺欺人、挣扎矛盾，成年后也许还会有，但是不
是理应更加成熟，更加豁达，也更加智慧呢。当一代又一代
的少年成长起来，面对来时路，是不是更加坦然，更加无畏。

在少年经历了恐吓、挫败、堕落、彷徨、迷惑后，那个画像
上的人，现在已经不再局限在梦中，不再是仅仅画在纸上的
人了，而是生活在少年内心生成了一个理想，成了强烈的自
我。

当你迷惑，要敢于试探，当你彷徨，要敢于向前，当你深处
堕落深渊，要敢于自省自律，当你曾是少年，你理应从来无
惧风险，而当我成年，是否心怀少年。

少年从彷徨到坚定，也是在认识到自己、寻找自我。

无论少年抑或成年，当别人都走在一条容易走的路，而我们
走在崎岖、艰难、困苦的道路上。

活着的心得体会篇九

这个暑假里，我十分认真地阅读了名著《红楼梦》。我想，
红楼梦应该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所以我发表的任何评论
和感想都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指点。

《红楼梦》，又名《石头记》，是清代文学家曹雪芹所著。
故事情节十分曲折，主要描写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凄美爱情
故事，反映了那个年代对个性解放和人权平等的要求，闪烁
着初步的民主主义精神。《红楼梦》还叙述了荣国府和宁国



府由兴盛走向衰败的过程。

虽然有的同学对我说，读《红楼梦》不读死人才怪。但是，
我仍然热忠于它，热忠于它动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我爱故事
中的主人公，尤其是爱故事中的“凤姐”，――王熙凤。

大家都知道，王熙凤在故事中扮演的是一个反派角色。可是，
我仍然喜欢她。这并不因为她美丽的外表，而是因为她的才
能。王熙凤是荣国府炙手可热的管家婆，王熙凤凭着她的万
人不及的聪明才智和猴一样的敏锐和精灵，征服了贾家上下
人的心。王熙凤办事十分泼辣，因此，在贾家十分有威信。

但是，人无完人，这样的精明能干的女子到底也不完美。王
熙凤的不贤良和弄权舞弊，也遭到了世人的严厉谴责。但是，
事实上，曹雪芹却十分同情这个使人毛骨悚然的“杀人犯”。
为什么?这谁也不清楚，也许只有问早已长眠于地下的梦阮了，
然而，最后，王熙凤的身体表现出来的心理变态，都是薄命
所致。

其实，王熙凤的本性并不坏，她每有恶念，莫不是有人推波
助澜，趁热打铁，就只能她孤军奋战，是不会有那么多人冤
死的。但是她一有善念却总是事与愿违，徒劳无功。

因此，我同情王熙凤，更热爱这个人!

活着的心得体会篇十

《飘》这本书写的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故事，故事的女主
人公斯嘉丽的家庭也因为战争而被迫搬迁。斯嘉丽也因此遇
到许多磨难，但她始终那么坚强，不管遇到什么难题都会勇
敢地去面对，从不退缩。

斯嘉丽的勇敢我们不用质疑，因为事实摆在眼前。当斯嘉丽



家的东西将被抢走，而对方又带着枪时，斯嘉丽没有被吓哭，
而是从容地把值钱的东西藏好，她甚至把东西藏在婴儿的.尿
布里。当有人抢走斯嘉丽的东西后，斯嘉丽没有服从，而是
拿起了一个女人所不使用的东西-枪，对准了对方，扣下板机。
当强盗死后，鲜血流了一地，别人都十分害怕，只有斯嘉丽
仍然镇定地想办法，把尸体埋了起来。

斯嘉丽也是一个有能力的女人。当原本的家产几乎变得一无
所有时，斯嘉丽没有恐慌，而是尽自己的力量去拯救它们。
斯嘉丽的妹妹已准备好了嫁人，逃离这苦难的地方，但只有
斯嘉丽留下来保护家产。很快，斯嘉丽就通过做生意赚了钱，
并用了当时爱人敌视的也是最便宜的黑人。在斯嘉丽的智慧
和努力下，棉花生长了，有东西吃了，条件也变得好了，但
是斯嘉丽不是满足于现况，而是用这点本钱，将生意做得越
来越大。

斯嘉丽的能力总是让人无法相信这只是一个柔弱的女人，另
外斯嘉丽的临危不惧，坚强勇敢，她的能力，智慧一样让人
敬佩。

斯嘉丽是乐观的，她总是相信明天会更好，因为明天毕竟是
新的一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