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狼莫泊桑读后感(优质8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
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
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狼莫泊桑读后感篇一

前几天一个朋友送我一本莫言的《檀香刑》，昨天事情不多，
一个晚上把他给速读了一边，读过之后感觉不坏，但是没有
想象的好，就像作者说的那样，“《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
合时尚的书”，对于我这种读者来说在理解的层面上有点困
难。

这本书获奖很多，首届“鼎钧文学奖”;入围第六届“茅盾文
学奖”;20获得台湾联合报“十大好书奖”;中国小说学
会“小说排行榜”榜眼。在同朋友对这本书交流中我得知，
作者这本书上是在创新，其实作者在后记中已经明确表明
了“《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
退，可惜我撤退的还不够到位”，“在小说这种原本是民间
的俗艺渐渐地成为庙堂里的雅言的今天，在对西方文学的借
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作为著名的当代中国
作家，作者或许正在尝试突破禁锢，或者说以退为进，还魂
小说本来的面目，就像作者说的读这本书“这是一种用耳朵
阅读，是一种全身心的参与”。

我喜欢读小说，一直以来这么认为：小说对一个人的行为方
式、价值观念、个人信仰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回顾
这几年来，小说真的有点烂了，或许是由于我们的物质充裕、
效率越来越高，小说的制造更加方便了;国民的素质提高了，
写小说的、看小说的越来越多了;读者多起来，小说的范围以
及题材越来越大，一些非主流的小说开始上路了，甚至开始



修路了，这条路能通到那里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能看到的
现状是很多小说是消磨时间的快餐，看完一遍就可以扔的远
远的，还有的小说就不值得购买，甚至有的小说从印刷成册
后就成为垃圾，论斤叫卖，我不会翻，更不会买，买了之后
浪费自己空间、时间，卖废纸还嫌麻烦。还好，现在一
个“猫腔”(猫腔是《檀香刑》中的旋律)一个《秦腔》(第六届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我买了，刚开始看)给我们带来了
一种崭新的感觉，让我们愿意多看几遍。

《檀香刑》这本书我仅仅过了一遍，但是书中流畅的猫腔，
让我感觉很棒，那是一种浅的可以一眼看到底的韵文，但是
又是那么精准的刻画当时的情景，甚至我有这种感觉，看过
一遍这本书后，猫腔就在耳边浮现，尽管我从来没有听过那
种腔调。还有就是这本书的《序言》真的值得一看。

以上基本都是在瞎胡扯，最近一段时间听朋友说小说的发展，
再加上自己的感悟随心记录，只怕时间长了忘掉了，留待自
己回头看。

狼莫泊桑读后感篇二

《蛙》是莫言酝酿十多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创作
的第十一部长篇小说，12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与他的
其他重要长篇作品，如《酒国》等相比，《蛙》延续了这些
作品对小说结构、叙述语言、审美诉求、人物形象塑造、史
诗般反映社会变迁等方面的执着探索，在整体上达到了极高
艺术水准，也是近几年中国原创长篇小说中最重要的力作之
一。

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是：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
育史为背景，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
姑姑的人生经历，在形象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
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的同时，
成功塑造了一个生动鲜明、感人至深的农村妇科医生形象；



并结合计划生育过程中的复杂现象，剖析了以叙述人蝌蚪为
代表的知识分子卑微、尴尬、纠结、矛盾的精神世界。

小说结构新颖而缜密，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
的五封信构成。前四封信附有关于当了50多年妇科医生的姑
姑的长篇叙事，当中也加入了蝌蚪本人的生活故事；第五封
信则附有一部关于姑姑和蝌蚪自己的话剧。因此，这是一部
将书信、元小说叙事和话剧巧妙地融合杂揉为一体、拓宽了
小说艺术表现空间的作品；是莫言创作中的又一次具有开创
意义的艺术尝试。

狼莫泊桑读后感篇三

从图书馆借回后就开始看，看了几章后，感觉不怎么样，语
言很有当地特色，但内容感觉很粗俗，就没再接着看。去看
一起借回来的另一本书了。后来因为孩子住院，我请假在医
院全天陪着，就又拿起来细读。我不断的告诫自己，书如同
人一样，人不可貌相，书也要细读；书也跟人一样，不能因
为刚接触时第一印象分不高，或是只通过一件事情就否定一
个人，都是太武断的行为。读书如读人，要静下心来，不带
任何杂念，任何急攻近利、囫囵吞枣、虎头蛇尾、走马观花
的读法都是对作者的一种亵渎。

莫言文笔流畅，富有浓浓的地域特色，其中一些猫腔非常押
韵，甚至可以用唱来代替读。有一段我竟然读出了唐伯虎点
秋香中的，周星驰拿着筷子边边唱的感觉。从文字文学的角
度来欣赏，感觉是行云流水般的痛快淋漓；读后直击灵魂，
拷问灵魂。每个人物是那样的'鲜活，那样的富有特色，心理
活动的描写可与国外诸多名着，如《红与黑》等媲美，有过
及之而无不及，毫不逊色。真的是行行出状元。多年的文学
研修，多年的文学创作，多年的奋笔疾书，在中国诸多文学
家与诺贝尔文学家擦肩而过后，终于花落莫言。从不相信任
何行业的所谓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传奇，始终相信老话，
厚德载物、厚积薄发、功到自然成。让我再一次想起印度电影



《三傻大闹宝莱坞》结尾的一句话：当你追求卓越时，成功
就会找到你！

狼莫泊桑读后感篇四

说实话，对于莫言的作品大众褒贬不一，尤其是《檀香刑》。
在这里我不想谈及所谓的道德标准、精神境界，毕竟每个人
都有发表自己看法的权利。若仅仅着眼于《檀香刑》的文字
以及人物也是可以说上许久的。

故事梗概：

19前后，赵甲是京城甚至是全国最“专业”的刽子手，行刑
人数近千人，执行过“戊戌六君子”的斩首和凌迟刺杀袁世
凯未遂的钱雄飞，因此而受到皇上和慈禧的嘉奖。他在进京
前曾在东北乡高密县生育一男，是一个半傻子，名赵小甲，
职业屠夫，后娶了猫腔曲艺的掌门人孙丙的女儿孙媚娘，此
女是东北乡第一美女，因丈夫职业缘故开了狗肉店，因而也
被称为“狗肉西施”。后来县城来了新的县长钱丁(前面钱雄
飞的兄弟)，此人长相俊朗，一表人才，其夫人是曾国藩的外
孙女，但却相貌丑陋，无法生育。后来钱丁与孙媚娘一见钟
情，遂在一起私通，钱夫人后也默许。孙丙在与知县钱丁的
胡须比试中落败，后被暗算拔除胡须，无法继续唱猫腔，在
钱丁的资助下改开茶馆，并娶妻得来一子一女。不久要在东
北乡通铁路的德国人当街调戏孙丙的妻小，被孙丙当街打死，
气急败坏的德国人将包括孙丙妻小在内的当地二十七人杀害。
孙丙出逃，投靠义和团，归来后，组织乡民对德国铁路进行
破坏，惊动了朝野，德国人与袁世凯合力将孙丙抓获，要求
赵甲对孙丙实施“檀香刑”，并维持五天不死直到铁路正式
建成庆祝那日。最终良心发现钱丁在庆祝前夜结束了孙丙的
生命并自杀。

小说全部内容如戏文般区划为三块：凤头，猪肚，豹尾。凤
头和豹尾部分由4(5)个主角的主观视角，结合个人的性格语



言特点来完成，就像戏文上的单腔。猪肚部分则基本由“记
录者”的客观视角来完成，负责群戏部分的描画。整部小说
的形式就像一出戏文，由单腔开场，再到群戏铺成，最后回
到独白点睛结束。主要讲述了孙眉娘和她三个爹爹和一个丈
夫之间的故事，从生活最底层的乡野趣文讲起，折射出了时
代的大背景。三位爹爹：一个亲爹，猫腔戏子转行开了酒馆;
一个公爹，太后老佛爷钦点的大清刽子手状元;一个干爹，两
榜进士外放的知县，典型的士大夫，又是眉娘的情夫。这三
个爹爹各自的身世反映了末代王朝各个阶层的生活状态和立
场，这三个爹爹之间的精彩碰撞更是让故事的可读性骤然提
升，让高密县东北乡这个王朝的一角立体感十足的呈现在读
者面前。

高密知县钱丁，孙眉娘的干爹，是王朝的普通官宦和道德标
杆的代表。他，知书达理，报答乡里：上任伊始，就一改县
衙的颓唐局面，开始了一个知书达理的士大夫治理一方的事
业，同乡绅把酒，与戏子斗须，都体现了他是一个心系乡里
道德品行过硬的好官。他赤胆忠心，爱民如子：为民请命的
骑行何其窝囊，得到的结果却是知府的冷遇;为了东北乡的民
众放下架子，与民同乐，在坊间传为佳话。他忠于朝廷，忠
于皇上，看到清王朝在洋人的欺侮下生灵涂炭，尊严扫地，
痛心疾首;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只能选择顾全大局，多次出
入生死劝降义和拳;当言而无信的洋人使得求和的理想幻灭，
苦于报国无门的官宦阶层则只能选择以死殉国……这些都反
映了作为典型封建士大夫的钱丁品行与风骨，以忠孝仁义为
道德目标，心怀人民，力图报国。同时莫言笔下的钱丁也并
不是一个高大全的悲情正义形象，他在含辛茹苦励精图治的
同时，也为了一己情欲同孙眉娘这个有夫之妇行苟且，虽然
说是两情相悦但是也有因此而徇私枉法的情节，也是其不算
光彩的一面。另外，因为担心其仕途前程，不免懦弱求全与
无可奈何。总体上来讲瑕不掩瑜，他可能不是一个清官但一
定是个好官。

大清刽子手赵甲，孙眉娘的公爹，大清朝王法和皇权的代表。



赵甲是一个出身贫寒，由于入了刽子手一行并最后做到了姥姥
(一朝刽子手的状元)这个位置而身份地位陡然崇高起来的角
色，可以说他代表了皇家的尊严和骨气。这个角色揭示了刽
子手这个鲜为人知的职业定位。出身微寒，而身份下贱，同
时又可以代表皇权藐视一切臣子。这样的矛盾定位造就了这
个特殊的职业：赵姥姥出身微寒，所以有着那个时代人民的
淳朴秉性，任劳任怨，对工作兢兢业业，当学生时跟着师傅
余姥姥好好学习、当师傅的时候好好传授侄子本事;以贱民自
居，对于达官显贵卑躬屈膝;却有恩必报。赵姥姥是钦点的刽
子手状元，这就是他代表了王朝的司法权和皇权，正是在这
样的位置上练就了他的冷酷无情，他杀人近千，为了维护皇
权的尊严劳碌终身，获得了无上的荣耀。赵甲同钱丁的斗争
更是体现了皇权同文臣、臣子同贱民之间的纠结斗争的关系。
对于赵甲个人来说，我觉得他做好了他的本质工作，人品和
道德上亦无可厚非。而他背后代表的皇权则应该为赵甲刀下
的条条忠烈冤魂负责。虽然制度的陈腐造成了时代的悲剧，
但皇权的威严和王法的骨气却在这个铿锵铁血硬汉上表现的
淋漓尽致，有血有肉。

猫腔(茂腔)戏子孙丙，孙眉娘的亲爹，大清朝广大热血底层
民众的代表。孙丙是一个对艺术有热情有能力的猫腔弘扬艺
人。相比于仕途出身的钱丁、刽子手赵甲，他品质上的缺陷
似乎最多：嫉妒钱丁的胡子、酒后乱性、寻花问柳、对妻子
没有责任心等。但是他身上体现出来的传统劳动人民的骨气，
最后迸发出了善良的光芒。在妻子受到欺负时，当乡里受到
涂炭的时候，依然揭竿而起，上演了一出轰轰烈烈的东北乡
义和拳运动。但是农民起义的天生局限性却将这一出激烈的
运动演绎成了一出闹剧。孙丙，代表了农民的淳朴天然、无
知愚昧、坊间陋习，是一个生动立体的农民形象。孙丙更是
猫腔戏的代表，是民间传统艺术的浓缩，这就更加加深了这
个角色在整部文本中的地位。可以说猫腔戏，是一方艺术的
代表，是一方民众的骨气，那凄切的悲鸣，仿佛道尽了这个
社会阶层的可悲可叹之处。



书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做一场浪漫的梦。赵甲尊秉着大清，做
的梦是自己和家族和侩子手这一行业能够跟随大清千秋万代
的流传下去。孙眉娘的梦是自由的爱情。六君子的梦是革新
社会重振中华，袁世凯等人的梦是利用乱世达到自己利益的
最大化。孙丙的梦则是被逼上梁山后的反抗，到了精神痴妄
的地步。而这小说中最大的梦，就是人们对于自由对于抵抗
后恢复自己应有的生活的痴心妄想的梦。然而，这仅仅是梦，
因为历史的滚轮已经来了，新一场世界格局的改变正在铺开，
英雄和枭雄辈出，不知道天下鹿死谁手，而不管谁得手，这
鹿，这高密县，这滚滚红尘中隐藏着猫叫声沉默起来了的大
多数，都是必须要死的。

莫言在该书的后记中这样写道：“就像猫腔不可能进入辉煌
的殿堂与意大利歌剧、俄罗斯芭蕾同台演出一样，我的这部
小说也不大可能被钟爱西方文艺、特别阳春白雪的读者欣赏。
就像猫腔只能在广场上为劳苦大众演出一样，我的这部小说
也只能被对民间文化持比较亲和态度的读者阅读。也许，这
部小说更适合在广场上由一个嗓音嘶哑的人来高声朗诵，在
他的周围围绕着听众，这是一种用耳朵的阅读，是一种全身
心的参与。为了适合广场化的、用耳朵的阅读，我有意地大
量使用了韵文，有意地使用了戏剧化的叙事手段，制造出了
流畅、浅显、夸张、华丽的叙事效果。民间说唱艺术，曾经
是小说的基础。在小说这种原本是民间的俗艺渐渐地成为庙
堂里的雅言的今天，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
的继承的今天，《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尚的书。《檀
香刑》是我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可惜我
撤退的还不够到位。”

最后以他人写的《檀香刑》的一段书评结尾：

莫言写活了以山东高密为表象的华夏众生，

虽不若鲁迅之笔针砭入骨见血入髓，



场景之宏大社会感之强却尤有过之。

朴质文字散发着浓浓的土壤气息，

绝不标新立异，

却滋生出荒唐辛酸的百态万物，

氤氲起古今如一的末世之相。

狼莫泊桑读后感篇五

合上书的时候渐已破晓，一人，一灯，一夜，无眠。

这是一个关于娃的小说，莫先生用信的形式娓娓道来。四封
信，一剧本。彼此间相互渗透着，渗透着人性的那份悲悯。

娃，孩子，作为全书的中心，姑姑接生娃，姑姑打掉娃，姑
姑帮偷娃。读罢，心却久久难以平复。这该是一段什么样的
历史。远离了昨日的我们，在今朝回头看看过去，还是，会
留下泪水吧。

建国，发展，天灾，作者没有任何的渲染，只是作为一个经
历者，一点一点道来。朴实的言语，却组成了深情的故事。
那段岁月，那些日子，也只有体会过的人才能慢慢叙述。

姑姑，人性服从于社会的代表着。政治家摩根索曾说过，政
治受根植于人的客观理性支配。计划生育政策来的那么突然，
姑姑由松子娘娘般的人物变成了刽子手，她秉公执法，将那
些孩子送走。我不知道她内心是何等的悲壮，她定是一边受
着非议，一边定是悄悄抹泪吧。

姑姑一辈子没有孩子。年老，她常常看着那些泥人。姑姑给
每个泥人都命有名字。她记得每个逝去的孩子，一直记得。



看到姑姑告诉蝌蚪那些名字时。心，一颤。

人权，社会。姑姑坚定贯彻自己的信念，然而面对着孩子的
亡灵，她也困惑，她也懊悔。可是，那般环境下，还有可以
选择的权利么。

死亡。

妈，常告诉我，女人生孩子就像经历了一道鬼门关。看到想
方设法为生男孩的王仁美死在手术台上时。心，堵堵的。如
果不是那个时代，没准，王仁美生下的孩子真的会天资过人，
成就一番伟业。

可是，这是如果。

那个时代注定刻在历史的丰碑中。

人性，时间，磨砺。

那个时代姑姑的严厉执法不近人情似乎让那个时代感觉暗无
人性，但现今时代钱权的驱使，看似很多事更近人情世故，
但只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对弱者去缺少更多的关怀。

陈眉，一个才色过人而命理悲惨的弱者，从打工被毁容工厂
不给补偿，到父亲车祸再到为人代孕骨肉分离。现代执法者
对权利的亵渎一一展现，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姑姑看似不
近人情，但她身上有更多人性的光辉，而现今人看似很有人
情味，其实都是虚伪的表演。

文章在小狮子分泌出乳汁后戛然而止，这是社会的漠然。人
性的冷漠至此到达顶峰，留下来的只是思考。

田中的蛙鸣，婴儿的啼哭，似乎真的在耳边回旋。

似乎在向我讲述着，讲述着，一个他们的故事……



狼莫泊桑读后感篇六

我是一边躺在床上一边淌着眼泪看完这部小说的。我从来没
想过看中国作家的小说能把我看过，毕竟古典小说里面的桥
段在电视剧里看多了便麻木了，顶多为了古典小说的艺术成
就动容;现当代小说虽然看得有点纠结，但是不至于掉眼泪，
毕竟看张爱玲我没哭，看张恨水我没哭，琼瑶什么的我根本
不看也不屑于看。看村上片山本多乔伊斯蕾秋的小说倒是让
我在纯洁的故事情节中湿润了眼睛。

昨儿看莫言的《蛙》，看到王仁美死的时候眼泪居然不知不
觉的便流了出来，我一直觉得大师是什么，大师就是不动声
色的让你情不自禁。莫言平淡的语言，看似水到渠成的情节，
看似顺理成章的死亡——他做好了铺垫，没有一件事情来的
突兀，依旧让我情不自禁。这部小说里面，我最欣赏的也是
唯一欣赏的便是王仁美——可能是因为她的寿命相对较短，
还没来得及表露出人性的阴暗丑陋部分便魂归九泉，留下美
丽的侧影在人世间，在蝌蚪的心里，虽然蝌蚪不久就和小狮
子结了婚。说实话，这部小说里面最让人难以认同又最难以
让人反对的便是姑姑。姑姑这个人物形象塑造得非常典型，
她酒神就充满了矛盾，年轻时候还好，矛盾不够尖锐，但是
她的经历越多，活的时间越长，自身的矛盾便越突出。年轻
时美丽善良天不怕地不怕，充满了正义感，中年的时候简直
就是中了愚忠的毒药，并且这毒药已经深入骨髓，浸透到姑
姑每一寸肌肤，每一滴血液，每一次脉搏，无孔不入的毒药
让她自身的矛盾不断突出，最后的结局是从东北向女神的位
置跌落到东北向瘟神的位置，她的毅力让人佩服，但是她的
手段却让人咋舌，不得不称奇，却万万不敢忍痛，手下毕竟
有几千条生命啊。在姑姑眼里，出了锅门的是生命，享有国
家的权利，没出锅门的呢就不值得一体，两个字：做掉!坚决
做掉，没出锅门的也是生命呀，又不是简单的精子和卵细胞，
更不是水里的蝌蚪，那也是命。姑姑知道，但是她在计划生
育的号召和愚忠的磨合下，用许多莫名其妙有义正言辞的借
口取了那些可怜虫的生命，同时还带走了许多母亲的生命。



王仁美，王胆，哪一个该死?现在说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但是事实却证明在死的规矩下还死了一大片人。姑姑老的了
时候被自己手中愈加浓烈的血腥味搞得神经兮兮，理所当然，
人一定要为自己做出的事情付出代价，不管是自以为是的正
义，还是忠肝义胆。毕竟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是客观的，而人
很多时候都生活在自己的主观世界里。

小狮子这个形象我就更不喜欢，或许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
腹。我觉得她对姑姑的好就是献殷勤，她其貌不扬，还对蝌
蚪有情，但是蝌蚪明显不喜欢她的粉刺，所以他就对蝌蚪的
姑姑下手。姑姑就是她的党。姑姑说他不喜欢王肝，是因为
王肝为了追求小狮子甘愿出卖朋友，甚至出卖自己的亲妹妹，
她还说王胆和王仁美都是王肝害死的。这一点我要为王肝打
抱不平，他对小狮子一见钟情还情人眼里出西施，把小狮子
看做东北乡里一枝花。谁都知道爱情这个东西的力量是无可
限量的，王肝巴心巴肝的对小狮子好，为了他甚至不惜出卖
朋友和亲妹妹，他不爱他的亲妹妹吗?作者只是省略了王肝在
爱情和亲情之间的挣扎，爱情有错吗?没错，因为小狮子愿意
为蝌蚪孤独一身——虽然不一定真的孤独一生，连姑姑都嫁
给了赫大手，她小狮子还不定怎么样呢，所以爱情没错，那
就是王肝错了。多亏姑姑这个看王肝，撮合了小狮子和蝌蚪，
以至于王肝看破红尘，认识不值得被爱的，人要爱自己，想
怎么爱就怎么爱。

蝌蚪这个任务形象娿塑造得非常好。在他身上矛盾没有表现
得多么强烈，但是很明显他身上的矛盾也非常多，应该非常
强烈的矛盾为什么变得无声无息了呢?因为任性的弱点，他带
着不断流失的善良生活在姑姑的阴影之下，基本上他的命运
掌握在姑姑手里。结婚，生孩子，移居北京，二婚等等。蝌
蚪就是典型的那种将错就错的性格，他意识到了自己的缺点
和事情的荒谬之处，但是他知道自己的软弱，想改却不会改，
因为等待姑姑或者小狮子或者任何一个朋友给自己一定借口，
说白了就是做好准备等待别人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只要别人
给出了这个台阶，不管是谁，他都是理所当然的走下来。或



许，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蝌蚪这样的，姑姑这中烈性子
较少，王仁美这中胆大无心眼的人更少，将错就错的人占绝
大多数。

欣赏莫言的小说就是以为他笔下的人物没有单纯的哪一种，
毕竟像王仁美那号人物短命，连在小说中都死的特别早。人
性的弱点是谁都无法避免的，只是说真实是什么，真实就是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狼莫泊桑读后感篇七

文章讲述了“我”——郭排长，丑兵王三社和战友小豆子之
间的故事。由于三社长得丑，所以大家都有点瞧不起他，称
他为“卡西莫多”——“老卡”（卡西莫多是电影《巴黎圣
母院》中的.钟楼怪人）。一次，排里流行戴“脖圈”，丑兵
也戴了一个黑不溜秋的“脖圈”。在食堂吃饭时，小豆子嘲
笑丑兵：“你的“脖圈”是不是爱斯米拉达送给你的？（爱
斯米拉达是电影《巴黎圣母院》中的美女）”丑兵被激怒了。
因为“脖圈”是他母亲给织的。丑兵把一碗豆腐炖粉条扣在
了小豆子的脖子上。小豆子的脖子顿时变成了“火鸡的脖
子”。读到这里，我哈哈大笑。小豆子嘲笑丑兵，瞧不起人，
他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

后来，丑兵王三社和小豆子都上了前线，“我”（郭排长）
千方百计地打听他们的消息，后来在医院住院的小豆子
给“我”（郭排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我和三社并肩
搜索地雷，我眼前一黑就倒下了下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我觉得被人背着慢慢地爬行，我大声问：“你是谁？”他翁
声翁气地说：“老卡”我挣扎着要下来，他不答应。后来，
他越爬越慢，终于停住了。我意识到不好，急忙喊他，摸他。
我摸到他流出来的肠子。我拼命地喊：“老卡！”他终于说
话了：“小豆子…。不要记恨我……那碗豆腐……炖粉
条……”



读到这里，我已泪流满面，丑兵以他博大的胸怀，把生的希
望留给了曾经嘲笑过他的小豆子。丑兵长得虽丑，但他却有
一颗金子一般的心灵。

狼莫泊桑读后感篇八

“‘我们种了一百零四棵白菜，卖了一百零一棵，只剩下这
三棵了……说好了留着过年的，说好了留着过年包饺子
的……’我哽咽着说。”

这段令人心酸的文字是感恩阅读系列《感恩生活》书中一篇
莫言书写的.名为《卖白菜》的文章中的一段小节。

一棵白菜，对阔绰的家庭而言，不过是饭桌上的调剂，登不
了大席面，但对于贫苦人家的孩子，也许是新年的所有意义。
这篇文章讲述了作者小时候与母亲卖白菜时因自己多算了别
人的钱而使白菜没能卖出去的经历。尽管孩子十分渴望在新
年能吃上香喷喷的白菜饺子，但是贫穷的生活让这小小的盼
望成为泡影。但儿时的记忆也许会鞭策作者一辈子。

在文章里，我们和作者一起体味着生活的酸楚。可是，在人
们过着酒足饭饱的生活中，却经常忘记曾经的清贫。比如说，
有人从星级酒店吃饱喝足出来后，看见路旁那些可怜的乞丐，
不但不给予他们帮助，甚至还辱骂、殴打他们。这些人都忘
记了，自己也是清贫出生。再比如说我们学校的学生，吃饭
时只挑自己喜欢的菜来吃，不喜欢的便统统倒在泔水桶里。
他们都忘记了那首《悯农》诗；忘记了自己在学校所交的高
昂花费都是父母的血汗钱。

有一次，我和朋友在街上玩，无意间听到一对父子的对
话。“爸爸，就给我15元钱吧，同学过生日，我总要意思一
下的嘛！”儿子说。父亲叹了一口气：“你们同学怎么天天
都过生日呀？唉，这……”“可是同学们都送，我不送礼，
多不好意思呀。”儿子恳求道，“爸，求求您了！”父亲无



可奈何，只好从皮夹里抽出15元钱来，给了儿子。父亲的嘴
里发出一阵叹息的声音：“唉……如今的孩子，年纪轻轻就
学会摆阔气，讲排场了。我们当年顶好就送一张自制的贺卡、
书签什么的……”

当我们离贫苦越来越远，富裕更能告诉我们前人的遭遇。生
活真的来之不易，我们应当珍惜目前拥有的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