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地鸡毛读后感(精选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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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
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
来看看吧

一地鸡毛读后感篇一

st国嘉在1月13日发布业绩预亏公告应该不算新闻，一位持有
国嘉股票的投资者告诉记者：”如果国嘉实现了盈利，不管
是什么方法，那才是大新闻！“

按这位投资者的说法，真正打击他的是国嘉重组被叫停的公
告。

月21日，刚刚公布了一系列公告，决定通过资产出售、置换、
受赠，并且要携手中广系共同投资市政公用事业的国嘉突然
公布：公司重组涉及的资产累计净额已超过净资产1.01亿人
民币的50%，属于重大资产重组，需报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
监管办公室审核，之后方可实施；因此，公司取消了原定
于12月29日召开的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投资者认为中广系将迅速对国嘉展开重组的希望有些遥
遥无期。

20元旦刚过，《新财经》记者致电国嘉上任不久的董秘李屹
女士，她当时不愿对国嘉重组的进展情况发表评论。

其实，在年元旦之前，《新财经》记者曾亲赴沈阳，实地了
解北方影视城及国嘉重组方的情况，当时记者得出的结论是：
即便国嘉的重组计划获得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监管办批准，
仅凭这些重组，想在2003年给国嘉带来大量利润，扭转亏损
局面，难度很大。



中广卫星资产膨胀过快

应该说中广系对国嘉很慷慨，先是中广媒体将所持中广卫
星19%股权无条件捐赠，并且无条件放弃了3000万元的债务追
索权。

按照公告的说法，截至年11月25日，中广卫星账面总资产
为4.4752亿元，账面净资产为3.亿元，资产负债率仅为28.5%。
国嘉若获得中广卫星19%股权，等于凭空增加了6000万元的净
资产，再加上3000万元债务豁免，国嘉从中广系获得的”礼物
“价值9000万元。

公告同时指出，本次交易尚需出具中广卫星的评估报告和独
立财务顾问报告。在没有评估报告的情况下，中广卫星的资
产究竟如何很难判断。不过，公告中也提及：中广卫星曾竞
购北京亚视大厦（招商大厦a座）和国际媒体中心（招商大
厦b座），获得了两处物业的产权。

记者对招商大厦b座的情况还是有所耳闻。2002年7月，招商
大厦b座以1.12亿元的价格被不愿透露名称的公司拍卖获得，
当时也算京城房地产界的一大新闻。当时大厦主体结构建设
已经完成，但因资金问题已经搁置有两年时间。媒体有报道
指出，获得招商大厦b座的公司没有房地产项目经营权，因此
在合同中注明的接收单位为”指定的房地产公司“，表明该
大厦可能会被注资装修后用于经营。

影视城资产置换基本取消

国嘉重组的另一个举措是用北京国软61%的股权与沈阳广视所
持有北方影视城15%的股权进行置换。根据公告，北方影视城
资产账面价值4994.69万元，总负债万元，净资产2994.69万
元，但经评估，北方影视城的评估价值为60464.16万元。增
值主要因北方影视城所拥有2210亩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所致。



北方影视城这块评估价值近5.75亿元的土地位于沈阳市苏家
屯区陈相屯镇北山委，与中广系控制下环保股份的环保产业
基地共处一地。根据环保股份年报，旗下环保产业基地是在
原沈阳市养鸡场的土地上建设的。

《新财经》从沈阳市苏家屯区国土资源局地籍科确认，北方
影视城是从沈阳市养鸡场获得的土地使用权。苏家屯区国土
资源局地籍科科长李玉杰向记者出示了相关的土地使用权证
复印件，并且让记者察看了土地使用权出让记录。记录显示，
土地出让于2002年9月23日登记。

其实，早有业内人士提出质疑：中广系要在养鸡场上兴建影
视城？看来，事实确实如此。因为苏家屯区国土资源局向记
者证实，养鸡场原来一共就拥有147多万平方米的土地。

不过，事情远比这复杂，这评估价值近5.75亿元的2210亩
（约合147万平方米）土地，曾经是养鸡场（实际上目前依然
没有注销），随后成为了环保股份投入资金近1.4606亿元兴
建的”中国环保产业基地“（数据见环保股份2002年中报），
并且还曾是上市公司几次计划同欠债企业或关联公司进行交
易的标的。

当记者问及环保基地内的设施如何处理时，当地居民相同的
回答令人吃惊：围墙里曾经是养鸡场，那是好多年之前的事
了，后来变成了”环保基地“；里面养过猪，有过几个小厂
子，但”从来没有生产过什么环保设备“，大部分是破鸡舍，
荒废好几年了。

后来北方影视城一位管理人士在北京约见《新财经》记者，
向记者说明：影视城的确没有建设，目前尚在规划中，估计
投资建设期要有五六年时间，此期间不会贡献利润。

由于知道该人士同时也在中广媒体担任职位，并且北方影视
城其实就是中广系控制下的公司，记者随即提出问题：国嘉



存在暂停上市危险，急需利润来源，影视城远水解不了近渴，
中广系为何还要进行资产置换？该人士不予置评，只是表示：
国嘉重组已经叫停，不出意外，影视城将不会同国嘉进行此
笔置换。

国嘉传达了同样的信息。《新财经》记者1月8日亲赴上海，
查询公告中提及的资产置换备查文件，国嘉董事会办公室主
任翁海永再三推托之后向记者表示，国嘉和北方影视城的置
换已经停止，文件都已退回给评估事务所。

市政公用事业投资前景不明

在国嘉轰轰烈烈的重组决议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在市政公
用事业方面的投资了--这家资金短缺、深陷债权纠纷的公司
计划投资6000万元，同中广媒体、沈阳中环科技及上海汇申
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组建四家从事市政公用事业的公司，明显
有破釜沉舟的意味。

公告发布后，马上有业内人士指出，国嘉在这四家公司中并
没有绝对的控制权，2003年合并报表的可能性不大。

除此之外，我们的担心是，即便国嘉重组的计划获得通过，
即便2003年可以对这四家公司合并报表，国嘉能马上从中合
并到利润么？市政工程建设本身的特点就是投资大、周期长，
国嘉一口气投资四家公司，获得利润不知会到哪年哪月。

《新财经》记者在沈阳专门去采访在国嘉重组中发挥重要作
用的沈阳中环科技和北方影视城的控股公司广视投资。公告
显示，这两家公司的注册地分别为沈阳高新区浑南产业区世
纪路1号b座室和室。但在世纪路1号二十一世纪大厦中，b
座2001室房门紧锁，并无办公人员；而2004室门旁贴着”金
钥匙教育公司“的牌子。询问屋内工作人员，记者得知：金
钥匙教育公司从2002年10月就已经搬到此处办公。



二十一世纪大厦由沈阳市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管理。记者询
问中心一位王姓工作人员：两家公司是否曾在此处办公，目
前搬到何处。该人士并不愿透露关于两家公司的任何消息，
在记者再三询问下，才表示两家公司确实已经搬走。

沈阳市南湖工商管理局提供的信息显示，中环科技成立
于2002年6月，广视投资成立于2002年7月，两家公司各在二
十一世纪大厦中租用了一个面积为40平方米的办公室，租期
四年。工商登记信息中无地址变更申请记录（按有关规定，
企业办公场所变动，须在一个月内申请变更）。

记者发稿前在北京见到了北方影视城一位管理人士，询问两
家公司去向。该人士几改说法，最后确认，经营场所均不在
注册地，但没有解释原因。

前文的分析已经指出，同国嘉一同投资市政公用事业、持有
合资公司主要股权的中广媒体和沈阳中环科技其实均是中广
系公司（见《中广系的隐身术》）。中广系在通讯领域人脉
畅通，经验老到，但是在市政公用领域，似乎还是新手。

道理很简单。中广系实际上已经操控的环保股份主业就是市
政工程建设。在丧失了政府帮助之后，环保股份业绩每况愈
下，今年不惜花巨资投资远程教育领域，并且试图通过资产
置换涉足远程医疗。

从公开资料看，在中广系控制的上市公司中，国嘉是惟一一
家中广系控股的公司，但是国嘉的重组却让人摸不着头脑。
国嘉目前的威胁是退市之忧。该公司2002年已经预亏，2003
年没有实际重组会只会再次亏损，而像中广系主导的这种以
长线投资为主的重组显然不是当务之急。

一地鸡毛读后感篇二

早晨骑车到达学校，吹得手疼，喝点热水总算缓了过来。



到教室早读，子博外公等在教室外，却不是为送子博进教室
的，而是把上周诵读比赛的光碟刻好了特意送过来。子博外
公说他是第一次摆弄刚买来的摄影机，怕拍得不好，要我看
看如何。拿着三份光碟，心里有点小小的惭愧，一个小小的
班级比赛，子博外公却如此认真地对待。我对子博外公说，
咱们下回精心准备准备，争取第三季比赛更加高端大气上档
次！子博外公高兴地笑了！

上周末各种各样的作业，收得小组长们晕头转向，桌上摊满
了作业。我连忙要组长们把日记本发回去，只收了《三步练
字》、《新体验》和数学作业，日记本还是多写两次再收吧。
家琪已经在带读，我喊了九个同学出来检查《日有所诵》的
背诵。雅婕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背得不熟，《羊，羊》总
是背不出来，第二首也背得结结巴巴，看着她忐忑的样子，
嘱咐她回家要好好背。继续抽查，后面几位同学背得很流利。
家琪已经带读完，准备回座位，我的抽查却还在继续，我赶
紧要铭睿去带大家读生字，我继续抽查。一节早读就这样过
去了。

回到办公室，开始改作业。两节课两座山慢慢地消下去了。
三四节课上课，今天我们上《小小竹排画中游》。

今天第二节音乐课上，夏侯老师告状说大伙儿似乎都疯了！
楷、毅、欧小胖几人更是借机造反，夏侯老师发了好大一通
火才镇住。第三节课我来到教室，哲昱正在带上课歌，教室
里稀稀拉拉几个声音在跟，小雨、梓d、祖容努力地坐端正，
大声配合哲昱。看到我来了，教室里迅速安静下来。我示意
小雨到办公室我的包里拿两个桔子来，开始换座位。今天的
座位换得很快，有些特别用心的孩子已经总结出我换座位的
规律了，曦晨和哲昱是第三组，他俩一出来，高兴地问
我：“老师老师，我们应该又要坐第一组吧？”哟，小伙子，
逻辑思维很不错哟！我肯定了他们的判断，他们高兴得什么
似的。



换定座位，我拿起小雨放在桌上的小桔子：“看到了没有？
这两个桔子可不一般哦！这是兰老师从南昌出差带回来的桔
子，可甜啦！今天谁上课认真表现好，我就给谁吃。”瞧着
我手里两个小小的，黄灿灿的桔子，小家伙们暗咽口水，一
个个挺直了背。我先剥了一个桔子，给梓d、祖容等三个上课
准备做得最好的孩子吃了一瓣，回到讲台：“知道老师为什
么要给他们吃桔子吗？”娃们摇摇头，我说，“因为他们上
课准备做得最好啊！”我这么一说，娃们坐得更端正了。上
节课捣蛋的楷，一来是怕我找他算账，二是也想吃桔子，脸
上一本正经的样子，让我心里暗暗发笑！

放学了，我带梁成回办公室，奖励听课认真的他吃了桔子，
我照例要问上一句：“老师的桔子甜不？”梁成使劲点点头
大声地肯定地说：“甜！”我得意地说：“那当然甜了，这
可是老师从南昌带回来的桔子呐！可不是一般的桔子！”

中午一点四十来到学校，上午书记要我赶紧写个材料交到局
里去。打开电脑写了起来。

预备铃响了，我和往常一样去看看孩子们唱歌。远远地就听
见了唱《牢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声音，看到我来到教
室门口，原本趴着的身板全直了起来。要小雨搬了《三步练
字》来发，正布置今天的作业，一眼就瞄到了萌的嘴巴正轻
微地蠕动，两腮也有点异样。依照我对萌的了解程度，我断
定她在吃东西，喊了她到面前来，一股麻辣的气息扑面而来。
三番五次在班会课上强调不要带零食来学校，不要吃三无食
品特别是麻辣，居然还敢再犯！我把萌拉到教室外面，冷冷
地问麻辣哪来的？萌语无伦次地说了一个名字，却是高年级
的一个亲戚家的小孩的名字。我下意识地就反驳了一
句：“别骗老师了，说实话，哪来的！”萌吓住了，半天从
嘴里再冒了个人名，却是班上屡次带零食的铭哲。

我进教室喊：“彭铭哲，你出来！”喊了三回没人应，换了
座位我也一时有点蒙，不知他现在的座位，再加上今天有两



个孩子发烧请假了，教室里空了几个座位。正在写作业的孩
子们抬起头，有孩子告诉我：“老师，彭铭哲跑了，他不在。
”我一惊，回到讲台上扫了一遍教室，确定了铭哲现在的.座
位，果然没有人！我问娃们怎么回事，铭哲跑哪去了？娃们
七嘴八舌的告诉我，中午来学校的时候铭哲来了，和班上煜、
海、欧小胖等人打了一架，然后就哭着跑啦！

铭哲会跑哪去呢？教室里是不能没有老师的，想了想，分了
浩子和哲昱一组去教工之家找，铎竞和子博一组去操场找，
毅去厕所找一找，孩子们找了一圈回来都说没有发现人。我
赶紧打电话给铭哲爸爸，铭哲爸爸却不在家，我要他打电话
回去问问爷爷铭哲是不是回家了，有消息请回电话。

忙乱地接打电话之间，我的直接领导水莲同志打电话给我，
说是上周做的优秀教研组的材料格式出了点问题，问我现在
有没有课，没课的话过去看看怎么改。我哪里有心去改材料
啊！跟她告了假，回了办公室等消息。期间总务处来收校服
退款签名表，抽屉里一顿乱找，终于找到；有年级组长交来
期中小结，教研组长交来上周公开课的评课表，一一收好装
入楷瑞妈妈给我的档案袋里。（各种资料分好类装了四大袋，
居然还不够）

下课了，焦急地等待消息。幸好，铭哲爸爸打电话说铭哲自
己回家去了，爷爷正准备把他送过来。吓死我啦！

铭哲爷爷把人送过来，告诉了铭哲爷爷事情的原委，也问清
楚了买麻辣的钱是从哪来的。铭哲爷爷有些尴尬地笑了
笑：“中午送铭哲过来，看到校门口许多孩子在买吃的，怕
孩子想吃，就给了他两块钱。”

我无语我无奈，这似乎是老人家的通病，生怕孩子饿着生怕
孩子受一点点委屈。上回铭哲奶奶更是如此，铭哲爸爸跟她
强调了不许给钱，她居然直接就装了几包怪味豆在铭哲书包
里，结果铭哲上数学课吃怪味豆吃得不亦乐乎，将周围的馋



猫们馋得口水直流。

一地鸡毛读后感篇三

《一地鸡毛》讲述的是生活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京的
小林和小李夫妻家庭的故事。

生活中的琐事很多，从一块忘记放到冰箱里的豆腐开始，到
工作离家的远近，到老家有人拜访，到孩子生病，到赚外卖
再到最后，生活就是这一地鸡毛的琐事。这几天发生了一些
事，我才突然觉得，有这样的琐碎是多么的幸福。能够拥有
互相抱怨的人，已经足够了……珍惜吧！

“啤酒喝下，小林头有些发晕，满身变大。这时小林对老婆
说，其实世界上事情也很简单，只要弄明白一个道理，按道
理办事，生活就像流水，一天天过下去，也满舒服。舒服世
界，环球同此凉热。老婆见他喝多了，瞪了他一眼，一把将
啤酒瓶给夺了过来。啤酒虽然夺了过去，但小林脑袋已经发
懵，这天夜里睡得很死。

半夜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睡觉，上边盖着一堆鸡毛，下边
铺着许多人掉下的皮屑，柔软舒服，度年如日。又梦见黑压
压无边无际的人群向前涌动，又变成一队队祈雨的蚂蚁。一
觉醒来，已是天亮。小林摇头回忆梦境，梦境已是一片模糊。
这时老婆醒来，见他在那里发傻，便催他去买豆腐。这时小
林头脑清醒过来,不再管梦，赶忙爬起来去排队买豆腐。”

一地鸡毛读后感篇四

文：潘文杰；最近拜读了刘震云先生的《一地鸡毛》，这是
一本不错的书，说是短篇小说，思想却很绵长，平凡的语言
叙述着鸡毛琐事，大学毕业的小林和小李进了一家不错的单
位，纯真的小林洒脱不羁，文静的小李眉清目秀，美好的爱
恋眷属在单位的筒楼里，和别人同住，共用一个卫生间也没



有可在意的。

然而随着小孩子的出生，拥挤、拮据的生活尾随而至，小林
不在意气风发，小李不在温柔婉约，他们操心的是孩子的牛
奶太贵，晚饭的白菜哪里买便宜，共用的卫生间不在整洁，
孩子的哭声和音乐声交织出焦躁、烦扰的情绪，这些生活琐
碎的鸡毛磨去了他们的骄傲，逼迫着他们坠入世俗。文中对
我印象最深的是小林半夜做了一个梦，梦中他梦见自己睡觉，
上边盖着一堆鸡毛，下边铺着许多人掉下来的皮屑，柔软舒
服，度年如日。又梦见黑压压无边无际的人群向前涌动，变
成一队队祈雨的蚂蚁。怀揣着梦想的小林在社会上摸爬滚打
几年后梦想变成了一堆鸡毛，真是让每一个人唏嘘不已。这
其实就是面包和自由的选择题，假如你选择了面包，便就要
在柔软的鸡毛中寻找借口。

文章的结尾很是耐热寻味，曾救过小林老师的过世，小林为
此难过了一整天，但是他坐上班车后却想到的是家里的大白
菜。

我们不能评价小林好与不好，但是他的生活却给我们作出提
醒，提醒我们想要怎么度过自己的生活。我想这也是刘震云
先生写这篇文章目的所在。生活有许多种，最重要的还是自
己的选择。

一地鸡毛读后感篇五

人若会自我安慰，也许会少些烦恼。人若太会自我安慰以致
自我放纵，那也许就会变得有些面目全非。现实中我们大多
数人是爱怜自己心疼自己的，所以在这个现实到冷漠无情的
世界里，我们大多数人是一撞南墙就回头，一被蛇咬就处处
小心翼翼连井绳都怕的，有些甚至是尚未被撞被咬就小心做
人的了。《一地鸡毛》中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男女主角们，没
受过高等教育的小配角们，甚至是涉世未深读幼儿园的小孩
子都呈现出在这片土地上流于世俗的倾向。



其实，小说中也有回答。老婆偷水，小林也觉羞耻，三日后
停止。老婆细数保姆差错，小林也会细想到小保姆的不容易。
小时候受恩于老师，一直牢记在心，老师来访，小林也知人
应报恩。可见，我们活着，并不是只是无情自私，人性深处
也有善根。但现实是残酷的，由不得你自命清高。老婆换单
位只能找人帮忙，孩子上学你得想办法，别人家长送礼，自
己的孩子也不能落下。于是，妥协了，流俗了。该求人的求
人了，你不求自有人求；该送礼的送了，你不送自有人送；
该像个世俗中人的就流俗吧，反正大家都如此。多好的自我
解脱，就这样在自我安慰中流俗了。

然而，人有时候又是清醒的。夜深人静时还会反思自己的不
对，遇见老朋友时，还会回想曾经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青
葱年月。在街上碰到“小李白”，小林也是马上就问“你还
写诗吗？”，不想遭到同学一阵嘲讽还觉有理。“屁！那是
年轻时不懂事！诗是什么，诗是搔首弄姿混扯淡！如果现在
还写诗，不得饿死？混呗。”“看，还说写诗，写姥姥！我
可算看透了，不要异想天开，不要总想着出人头地，就在人
堆里混，什么都不想，最舒服。”是啊，你还写诗吗？你还
是那个曾经象牙塔里的怀梦少年吗？屁！既然连诗人也堕落
为卖鸭俗人，那我们这些平常之人更应顺应生活之流，甘于
油盐酱醋的平庸之中吧。小说后半部分老婆沾单位头头小姨
子的光而有了便捷的班车，孩子因陪读而上了别人单位的幼
儿园。小李同志开始还生气地抱怨，本以为是领导的关心结
果是沾别人的光。小林找各种理由安慰着生气的老婆，就像
是给自己向现实妥协找借口一样。当同样的事情再落在孩子
身上时，也是生气愤怒后该怎样怎样。为什么不反抗？既然
尝到了低头受惠的甜头，那自觉颜面受损时自己安慰安慰就
好了吧。

小说的点睛之笔莫过于小林家第一次接受别人送的礼，一个
价值不菲的微波炉。开始夫妻俩还觉得不好意思，最后一想
到微波炉能带来的好处也就乐滋滋的收下了，还认为生活自
此改变了。如果说之前换单位，孩子入托等事是迫于现实规



则，那么现在不在幼稚，已经成熟的小林也开始主动地利用
规则了。生活就像一出戏，在不断地练习中教会戏子们“以
牙还牙”的套数。

“谁也不是没有事业心，大家都奋斗过，发愤过，挑灯夜读
过，有过一番宏伟的理想，单位的处长局长，社会上的大大
小小机关，都不在眼里，哪里会想到几年之后，他们也跟大
家一样，很快淹没到黑压压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人群之中
呢？你也无非是买豆腐、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洗衣服、对付
保姆弄孩子，到了晚上你一页书也不想翻，什么宏图大志，
什么事业理想，屁，那是年轻时候的事，大家都这么混，不
也活了一辈子？”大家都这么混，不也活了一辈子。

作家池莉说过：“现实是无情的，它不允许一个人带着过多
的幻想色彩。？那无边无际的事务，琐碎、浩繁的现实，差
不多能够淹没销蚀一切。在它面前，你几乎不能说你想干这，
或者想干那，你很难和它讲清道理。生活，何止是烦恼。”
如果说小林一行人与理想的背道而驰是因为流俗从众，那么
我们也应该反思一下这个世界是怎么了。毕竟，人是社会动
物，环境对人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细细算了下，这篇篇幅不长的小说里包含了看病难，就医难，
攀比心态，找关系走后门，玩忽职守，城乡差异等众多问题。
从1991年小说发表到今日，这些问题至今并没有好好解决，
有的甚至呈现发酵状态。这也是今天这篇文章也能引起人们
深深共鸣的原因之一。

小林家也算得上中层阶级，在其下的还有生活更加困苦的底
层人民。比如北京井底人王秀青，当新京报的记者问他住在
井下是否有尊严时。他说：“尊严？分对谁讲。像我这样的
人，跟要饭的差不多，尊严在我身上谈不上。2008年，我在
路边擦车，城管把我抓走，把狗从笼子里放出来，把我关狗
笼子里，我是想要尊严，那时还有什么尊严呢？”我们活着
首先需要的就是面包。在小林想像那个富豪一样好好招待老



师时也知道这一切都需要物质条件。物质条件如何获得？这
不仅仅取决于你的劳动你创造的价值，还倚赖于这个社会的
分配制度。

小说中矛盾的症结所在正是权力的滥用。如果想要办什么事，
要么你有权，要么你用人情或金钱来换取。在妻子吵闹着要
换单位时，小林想的是“我们都无权无势，两眼一抹黑，哪
个单位会要你？”最后只好找关系送礼。在孩子“入托”问
题上，小林夫妇因为手中没有掌握“权力”而孩子不能“入
托”，可是对门邻居“印度女人”同样手中也没有“权力”
孩子却照样能够“入托”，这其中最大的奥秘就在于“印度
女人”那个出入神秘的富有丈夫。一个人生活的需求是多样
的，来掌控这些需求的权力也是细碎的。小权利的分散让人
们没有了对犯罪违法之类的恐惧，也就堂而皇之的用其为自
己谋利了。当人们在生活中领教了这权力的厉害，也学会了
利用自己手上或多或少的权力。人与人之间的某种人情世故
也由此产生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