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经典读书笔记(优秀9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
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中医经典读书笔记篇一

近日读完了朱自清先生的这本《经典常谈》，该书主要是介
绍讲解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书的自序上也说这本
书是学习传统文化的典籍，也可以称作为“国学入门书”。
既然能够称得上“国学入门书”，其分量可谓不言自喻。这
本书的出现也为各个阶层的人群翻阅史籍做了一个很好的指
引。

朱先生这部书所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传统的“四书五
经”，“十三经”等著作。囊括了经，史，子，集四部的一
些最广为流传，最为经典的著作。在朱先生的这本书的书目
编排顺序上依次是：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
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第，
文第。书中自序中说“各篇的排列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
序，并按照传统的已经将“小学”书放在最前头。”所以这
样一个比较循序渐进的次序也让读者能更好地来理解该书的
宗旨。朱先生也说，要读懂这些书，特别是经，史，子，集
就必须先从理解字义开始，所以他选择把《说文解字》放在
第一位，真可谓是用心良苦。

纵观通篇，朱先生不但对每一本著作都做了精辟的解释，并
且在对某些著作的阐述上也加有了他自己的一些认识。比如在
《礼》第五中，朱先生说道：“天生万物，是个很古的信仰，
但最普遍的还是祖先的信仰，直到我们这个时代，这个信仰
还是很有力的，但大部分可以说是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
有一些也可以说是生活的艺术。”在《尚书》中，朱先生对



几千年来关于《尚书》的真伪也做了自己的考证，确定伏生的
《尚书》为最原始的真本，但即便如此，朱先生还是建议我
们对这29篇要分别看，因为中间也有一些文章是战国时人托
古之作。所以，这样严谨的态度也恰恰可以为一些刚接触这
些著作，或者即将接触这些著作的人提供了一个更为客观、
更为辩证地来了解、认识这些著作的`渠道。

朱先生的这本书虽然称作为“经典常谈”，但在我看来其实
这本书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经典常谈”，更深远地来看，
其实还包含着“经典导读”这更深一层次的含义。众所周知，
在国际化程度不断地深入每个人生活时，我们的生活也充斥
着许多新生文化，以至于年轻一代对我们华夏文化的关注越
来越少，面对日益增多的“泊来”文化，已经很少在有家庭
再给孩子接受“传统教育”了。所以能以这样的方式来为我
们的古代文化做一个诠释、代言，一定程度上也能让我们的
华夏文化得以更好地流传。毕竟，我们的华夏文化还是需要
下一代来传。

最近读了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一书，自朱自清先生逝
世已62年，看了这本书，书中字里行间都闪现出他嚼饭哺人
孜孜不倦的精神，使人追怀不已，并为其短暂的生命而惋惜。

中医经典读书笔记篇二

通过读《论语》，我明白了交友之道。子曰：“益者三友，
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
友便佞，损矣。”是啊，益友就像厚厚的百科辞典，你总能
从与他的交往过程中，得到有益的帮助：当你犹豫彷徨、难
以决断时，益友的广博多识可助你做出正确选择；当你取得
成绩、获得成功时，益友的逆耳良言可使你保持头脑清醒；
当你有了缺点、犯了错误时，益友的直言不讳可教你补漏改
邪……而损友就如同污浊的沼泽泥潭，与他们交往，会让你
不知不觉陷入其中且愈陷愈深，贻害多多。《论语》让我明
白的交友之道就是慎重交友，善交益友，乐交诤友，不交损



友。

通过读《论语》，我明白了心灵之道。《论语》中有这样一
段对白：“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无。’子夏曰：
‘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
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细
细品位这句话，我顿捂了一个道理：人生首先要能够正确面
对人生的遗憾，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接受下来，不要纠缠其中，
一遍一遍地问天问地，这样只能加重痛苦；而且我们要尽可
能地用自己所能去弥补这个遗憾。承认现实生活中的不足之
处，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弥补这种不足，这就是《论语》告
诉我的生活之道。

通过读《论语》，我明白了人生之道。子在川上，曰：“逝
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是啊，哲人眼中滚滚奔流的江河水，
它不只是一种自然的存在，其中流淌的还有挽不回、留不住
的光阴。就在孔子看着流水兴叹的同时，他也对自己、对他
的学生、对千年万代的后人描述了这样一种人生轨迹：“吾
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也许这一种人生
轨迹并不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但我们却能够以其为借鉴，
设计我们自己的人生之道，那就是要认准人生目标，惜时苦
干，当下的我要走出自己的人生轨迹，首先就得惜时勤学，
只争朝夕。

说起《论语》，应该是家喻户晓，但真正了解其内涵的人，
又有几个呢？而我，也是在这两天的学习中才走进《论语》，
并从中悟出了许多道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说，自己不喜欢的，也不
要强加于他人。回想起我以前的经历，委实是没有做到这一
点。就拿发本子这件小事来说吧，我会因为有其他事要做，
就把这些本子“转手”给别人，那人的脸上虽有百般不愿，
却还是帮我发了本子。现在想来真是惭愧，发本子本是几分



钟就能搞定的事情，我却还要麻烦别人。为这点小事而让他
人闹得不开心又何必呢？若是下次再遇到这类事情，我定会
不施于人。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光学不想学不好，光想
不学也学不好。一看到这句话，我就会想起那个伤心的夜晚
以及我那段时间的学习态度。因为数学我在暑假时是预习了
一些的，所以上课时也就没太注意听，即使听了也不过是点
点头罢了，脑子不动，当然就有疑惑，这点在家庭作业中就
充分体现了出来。做数学作业时，总有那么几道题会把我难
住，但我不愿动脑筋。于是，手机拍题便成了我的“救星”。
书上都是“优”，到了考场就不这样了。我思来想去也没做
出最后一道题，前面的'题也缺于检查。这样的话，考试成绩
自然也是惨不忍睹。那天夜晚，我哭了，就像是有人狠狠地
扇了我一巴掌似的，脸上是辣疼辣疼的，心里亦是如此。面
对这样的成绩，我只有无尽的悔恨，当初为什么不好好学呢？
从这件事中，我也明白了，学习应该做到学思结合，才能越
学越好。

中医经典读书笔记篇三

《论语》是一部语录体散文，是孔子死后，弟子们把他平日
的言行记录收集起来，整理编成的，其中有孔子的言论，也
有弟子们的自相问答，它是儒家思想所依据的经典。

这样一本言行录，篇幅也不大，不过二十篇，一万一千余字，
却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细看各篇，学而篇第一只要讲“务农”的道理，遇到初学者入
“道德之门”；为政篇第二主要讲治理国家的道理和方法；
八佾篇第三主要记孔子论礼乐之事；里仁篇第四主要讲仁德
的道理；公冶长篇第五主要讲古今人物的贤否得失；雍也篇
第六主要讲孔子与弟子们言行；述而篇第七主要讲孔子谦己
诲人之辞及容貌行事之实；泰伯篇第八只要讲孔子、曾子的



言论，及对古人的评赞；子罕篇第九主要讲孔子提倡礼制，
鼓励人们好学不倦，以及记述孔子不肯说什么，不肯做什么；
乡党篇第十主要讲孔子平素的言谈举止，衣食住行，生活习
惯；先进篇第十一主要讲孔子对弟子贤否的评论；颜渊篇第
十二主要讲孔子教育弟子如何为仁、为政、处世；子路篇第
十三主要讲孔子教育弟子怎样做人，怎样为政；宪问篇第十
四主要记孔子及其弟子论修身做人之道，兼有对历史人物的
评述；卫灵公篇第十五主要记孔子及其弟子在周游列国时所
论的以德治国的道理；季氏篇第十六主要记孔子论君子怎样
修身、如何以礼法治国；阳货篇第十七主要记孔子教育弟子
讲究仁德，阐发以礼乐治国的道理；微子篇第十八主要记历
史上圣贤的事迹，孔子及其弟子周游列国时的行为，以及世
人对于处乱世的不同态度；子张篇第十九主要记孔子的弟子
们探讨求学求道的言论，以及对孔子的敬仰与赞颂；尧曰篇
第二十主要记古代贤王尧、舜、禹、汤的言论以及孔子对为
政的论述。

纵观全书，《论语》很全面的阐明了孔子的思想，不管是为
人还是处世，不管是修身齐家还是治国平天下。孔子的核心
思想是“仁”，在政治上，他主张“节用而爱人”，反对苛
政、苛捐杂税，“苛政猛于虎也！”，也主张“克己复礼”；
在自身修养上，他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吾
日三省吾身”；在教育上，他主张“有教无类”，第一个在
中国创办私学，打破学在官府的格局，他也主张“因材施
教”、“言传身教”，所以针对不同性格的两个弟子的同一
个问题，他给出不同的建议，所以在周游列国时，即使如何
困窘，他为弟子们始终树立榜样，并时刻不忘对他们的教诲。

而我觉得，《论语》终极传递的是一种态度，一种朴素的、
温和的生活态度。这样一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这样一种谦抑
的态度，其实正是中国人的人格理想。与西方不同，中国哲
学崇尚的是一种庄严、理性和温柔敦厚之美。《论语》的思
想精髓就在于它把天之大、地之厚的精华融入人的内心，使
天、地、人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人的力量也因而无比强大。



“足兵，足食，民信之矣。”这说明物质意义上的幸福生活
仅仅只是一个指标，而真正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治的认可，
则来自于信仰。幸福快乐只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觉，与贫富
无关。“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一个人能够不被富足的生
活蛊惑，又能在贫贱中保持着做人的尊严和对礼的遵守，那
么，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内心的快乐。

而孔子在《论语》中反复作为做人立身之本的孝悌，也是给
人以最朴实的启发的。从孔子对孝的阐释——“无
违”，“父母，唯其疾之忧”，“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
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色难”中，我
们受到的心灵震撼，是不会比其他孔子所教诲的更深刻的大
道理少的。细细读了这些话，我们的心中，是会产生深深的
歉疚和反省的。我们会发现，我们做到的原来远远不够。所
以，从这一刻起，更加爱我们的父母吧——以孔子的谆谆教
导为心中的指标，时刻问自己一句：“你做到了多少？”

当然，孔子毕竟是生活在春秋战国时代的人了，那是一个尚
未进入封建时代的奴隶社会，他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时
代的.局限性。他的最终理想，是要恢复周礼，维护奴隶阶级
的统治的，无疑，甚至对于那个时代而言，他都不是一个进
步者。虽然，封建统治者在孔子死后，突然将孔子的儒家思
想捧至独尊地位，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做法，
但那时的孔子的思想，早已被一个叫董仲舒的人狠狠加以改
造，后来又被朱熹越解释越离谱。所以，在孔子自身那个时
代，孔子的思想，其实并不是很进步的。而且，他其中的一
些思想，也确实不是完全能让人认同的。比如他说如果父亲
坐了错事甚至犯了罪，儿子不仅不应该揭发，而且还要帮助
努力隐瞒。这在今天，不就成了同谋、共犯了吗？他还轻视
妇女，说什么“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把我们女子与小人
相提并论，摆明了是侮辱嘛！他也轻视劳动和农事，樊迟问
稼桑之事，就被他称作是没什么大出息的人。

总之，《论语》中，有值得学习的，也有一些小小的值得改



进的，但它无疑是伟大而杰出的。一点小瑕疵掩盖不了它强
大的光芒。

一本《论语》，虽薄薄百页，却可以读得很厚很厚。读《论
语》，我想，需要的正是这种将书由薄读厚的智慧吧。本人
资质有限，初读《论语》，谨把自己一点小小的感悟写在这
里。

中医经典读书笔记篇四

以前我是一个很骄傲很爱炫耀的孩子，从不懂什么叫谦虚，
就拿一个故事来说吧！

一次，我的作文被刊登在校级刊物上，我高兴地告诉了父母
让父母分享我的快乐。他们听了后不住地夸我，但也不住告
诫我：“不能骄傲哟！”我哪里能听进去，因为我早已被骄
傲给“驾驭”了！

就在我兴奋的同时，我的性格也有了极大的变化——变得更
加骄傲暴躁了。一有在比谁的作文写得好时，我就在他们比
面前炫耀，若不顺心便“发挥”出我暴躁的脾气；和同学们
聊天时也会炫耀我的“光辉”史……我就和同学们比了下去，
最后到了一个朋友都没有了，我心里却想：不就是妒忌我作
文写的好吗？我还不想和你们在一起呢！从此我骄傲成了瘾，
暴躁成了性，一发不可收拾。直到有一天，我彻底改变了。
那次测验，我原本以为只要一动笔，就能写出一篇文章，可
是我错了，上午两节课，我居然才写出了一个题目几句话，
结果可想而知，我不仅受到了老师的批评，还受到了父母的
教育。其实，他们都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呀！记住一
句话‘满招损，谦受益’千万不能骄傲啊！”我就不名其中
的含义。

自从我校掀起了“诵读了《国学经典诵读》”的活动，我也
积极地参加活动并被《国学经典诵读》里的一桩桩，一件件



动人的故事所陶醉感染。特别是冯异的谦逊把我给震撼住了。
他被大家称为“大树将军”，他自幼好学，率领的军队有规
矩，为人谦逊。特别是每次将军们围坐争功领赏时，只有他
从不居功自傲，总是只身一人坐在大树下思考战斗的经验和
教训，正是因为他与众不同的作风，才有了“大树将军”的
美名。而刘秀发现他的`行为习惯与作风之后，就更器重他了。
我从这个故事中明白了许多道理，如：“满招损，谦受益，
时乃天道也。”“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这些道理不但使我学会了戒骄戒躁，而
且还让我学会了要厚物载德，更要有一颗赤子之心。

这本书不仅使我从一个“游手好闲的小皇帝”，变成了一个
勤劳的“忠仆”，还让我明白了中国的一句古语“百善孝为
先”的含义：只有“孝”才能推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做一个
让人尊敬的人。现在我已学会了为劳累了一天的爸妈端上一
杯清香的茶，为奶奶端上一碗热腾腾的米饭，并且学会了做
饭，洗衣等家务活，为父母减轻了一半的负担。

中医经典读书笔记篇五

我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有一段话我记得最深，那就是孔子说
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段话是说：“学习知识并按时温习它，不也是很愉快的吗？
有朋友从远方来，不也是很快乐的吗？别人不了解我，我也
不怨恨，不也是道德修养高的人吗？”我们每天上完课回家，
必须先把今天新学的知识复习一遍，再写作业，这样就加强
了理解，还能有不一样的感想。有朋友来我家玩，我会请他
吃美食，带他去南京有名的景点参观，了解我们的城市和文
化，这一定会让我们都感到快乐的。当我捡起大街上垃圾放
入垃圾桶时，当我扶老奶奶过马路时，当我给老人让座时，
都会得到周围赞赏的'目观，但是也会有人不理解我，我依然
坚持我的原则，要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学好国学，做好国人！

中医经典读书笔记篇六

读了意大利着名教育家和改革家玛利亚蒙台梭利的《童年的
秘密》，觉得这本书真的让我了解了很多，特别是书中讲到
我们成人对儿童缺乏理解，在与儿童打交道的过程中，成人
会慢慢变得自私自利，或者以自我为中心，只会从自己的角
度出发看待与孩子有关的一切，这样最终结果只能使他们之
间误会越积越多。儿童并不是什么也不懂，有时候成人应该
站在儿童的角度看待事情，多欣赏儿童，也要对自己的行为
多做自我反省。

书里还提到：我们无论多么热爱自己的孩子，从他一出生，
我们就本能的开始对他提防，凭着一种本能的守财欲，我们
赶紧保护拥有的每一件东西，即使是毫无价值的破烂。从孩
子一出生起，成人的心理就被这样一种思想支配，管住这个
孩子，不能让他惹麻烦，看住他。在成人的眼里，孩子热衷
于一些琐碎的、毫无用处的事物，他们为此感到不可理喻，
他们认为孩子的自由探索行为是很幼稚的，这个过程是很缓
慢的，他们企图将一切事情代劳。但对于孩子来说，这些探
索是可喜、有趣的，他们从中得到了满足感。比如，孩子会
要求自己拧瓶盖、吃饭、穿鞋等，他们会完全沉迷在这些在
大人看来是再简单不过的工作中，在一遍遍的尝试、重复中
探索、发现、兴奋着、愉悦着，但成人们看不下去了，最后
一切事务全部由父母代劳。

儿童成长的步伐需要成人的等待，书中举例：带孩子出去散
步的时候，当孩子停下来的`时候，大人也应该停下脚步等待
孩子，可是，现实生活中，我们大人往往会因为自己不愿等
待，不断的催着孩子往前走。有时候对儿童的尊重，我们人
还是动物做的好，像小象跟着象群走，走累了，停下来时，
大象也会停下来等待。看到这里我想到了曾经看到带着蜗牛
去散步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让我们知道，尊重儿童成



长步伐。

我觉得成人真的应该承认自己的错误，对儿童的成长我们真
的不能再干预太多，有时候成人的冷眼旁观，对于儿童未尝
不是一种好的选择。

看这本书，解开了心中有些疑惑，更愿意去站在儿童的角度
去看待事情，感觉让自己的理论知识也增加了不少，看来多
看书真的还是有这个必要的。

中医经典读书笔记篇七

国学是我们中华民族丰富的传统文化瑰宝，是祖先留下的精
髓，是我们安居乐业，安身立命的文化根基。通过诵读国学
经典文章，能让我们“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我们拱小三年级这学期诵读的是《礼记》。其中读到一
句“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不禁让我感慨万
千。“玉则，国之重器也”。一块玉，在山上，在地下，只
不过是一块不为人知的石头而已，即使挖了出来，也不过是
一块玉石，只有经过人们仔细、精心的雕琢，才能成为一个
流传千古的.宝贝。人如果不学习，就什么也不懂，不知道，
又怎么能为国家效力，成为国家的栋梁呢？这不禁让我想起
了我们小学生，人人都是一块玉石，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
在父母的抚育，在老师的精心教育下，石头才能变成美玉。
我们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学懂“仁、义、礼、知、信”，
才能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诵读国学吧！让“国学经典”中的智慧之
光，引领我们前进，让我们一起继承并发扬中华传统国学文
化，使其在历史的舞台上熠熠生辉，永不衰竭！



中医经典读书笔记篇八

《孝经》出自孔子故居墙壁藏书中。据传孔壁藏书为孔子裔
孙孔鲋于秦末时所藏，汉武帝时鲁恭王扩建宫舍，推倒孔子
故居墙壁始被发现。

读书笔记《孝经》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特
别是西汉统治者宣扬读书笔记读书笔记读书笔记读书笔记读
书笔记读书笔记读书笔记读书笔记读书笔记读书笔记读书笔
记读书笔记读书笔记读书笔记读书笔记读书笔记读书笔记读
书笔记读书笔记“以孝治天下”之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
它成为人们修养的必读书目之一。关于《孝经》的作者，说
法不一，《汉书·艺文志》记载，“《孝经》者，孔子为曾
子陈孝道也。”是说《孝经》为孔子所作。而《史记·仲尼
弟子列传》却记载，曾子“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
《孝经》。”是说《孝经》为曾子所作。元朝人熊禾在为董鼎
《孝经大义》一书作序时也说:“曾氏之书有二，曰《大学》，
曰《孝经》。”关于《孝经》的标题，班固在《孝经艺文志》
中说:“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
《孝经》。”这是说，《孝经》之“经”,不是经典
之“经”,而是源自《孝经》中“夫孝，天之经也”
之“经”,意为“孝是天下的.大经大法”.

《孝经》有着不同的版本。主要有今文《孝经》和古文《孝
经》两种。今文《孝经》据称出自汉初，河间人颜芝原藏，
因为是用通行的隶书字体书写，所以称今文《孝经》。《汉
书·艺文志》载:“《孝经》一篇，十八章”.郑玄为之作注。
古文《孝经》相传出孔子故居壁中，因为是用先秦古文字书
写，所以称为古文《孝经》。《汉书·艺文志》载:“《孝经》
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孔安国为之作注。

通行本(即唐玄宗注、宋刑(曰丙)(上下结构)疏的《孝经正
义》)分为十八章，以孔子与曾子问答的方式阐发孝治思想。
第一章为开宗明义章，是全文的主旨:“夫孝，德之本也，孝



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
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
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第二章至第六章分别为
天子章、诸侯章、卿大夫章、士章和庶人章，规定了不同地
位的人的孝道标准。第七章为三才章，强调了孝的地位和作
用:“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
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利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
成，其政不严而治。”第八章为孝治章，讲圣明的君王如何
以孝治天下。第九章为圣治章，讲圣人如何用孝道教化百姓。
第十章为纪孝行章，讲孝子应如何孝敬父母。第十一章为五
刑章，讲不孝为诸罪之首。第十二章为广要道章，讲孝为什
么是重要的道理。第十三章为广至德章，讲孝为什么是最高
的德行。第十四章为广扬名章，讲孝道与扬名后世的关系。
第十五章为谏诤章，讲父母有了过错孝子应该怎么办。第十
六章为感应章，讲孝道与神明的关系，孝道达到极点就可以
感应神明。第十七章为事君章，讲孝子与事君的关系，孝子
事上，“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第十八章为丧亲章，讲父母
去世孝子应该怎么办。

中医经典读书笔记篇九

在历，由于世界各地的战争，呼吁和平的文章数不胜数。而
《战马》更是以一匹马的视角，向我们揭露了战争的罪恶，
以此来呼吁和平，遏制战争。

这本书主要讲述的是一匹名叫乔伊的马，因为战争和主人艾
伯特分离，后来经历种种波折，终于又回到主人身边的故事。

整本书中，对我触动最深的一句话是“他们在打仗，可他们
不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是的，在战争中，我们总是希望从
对方阵营中取得利益，但结果终究是两败俱伤，只不过其中
一方或许还有一些残余兵力罢了。他们不知道，为了一些争
议而发动武力战争，这种做法是无知的，因为战争只能让人
民陷入灾难之中。



初读这本书时，我希望看到的结局是农场少年艾伯特与乔伊
的重逢，而在读到中间时，我希望的是战争早日结束。的确，
乔伊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全是战争带来的`伤害，倘若没有
战争，乔伊与艾伯特就不会分离。作者从一匹马的角度出发
来讲述一个分离又重逢的故事，表面上是使故事更加生动，
实际上是在告诉大家：“快停止战争，救救身处战争中的人
们吧!”在文章最后，当法国老爷爷了解到艾伯特对乔伊付之
生命的爱时，以区区一便士把乔伊卖还给了艾伯特，他的这
种举动，尤其让我感动。既然战争中两个敌对国家的人民，
能如此和谐友爱地相处，那又何必爆发战争呢?我希望世界能
永远和平，我希望人们的生活能永远像现在一样快乐美满。

乔伊与艾伯特的重逢，就像是母亲找回了自己失散多年的孩
子。战争拆散了多少个无辜的家庭，使他们骨肉分离，悲痛
万分。就像书里所写的一样，战争终将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