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骆驼祥子的读书心得(汇总8篇)
在实习中，我积极主动地解决问题，锻炼了自己的解决问题
的能力。下面是一些教学反思的范文供大家参考，希望能对
大家的教学工作有所启发。

骆驼祥子的读书心得篇一

我读了《骆驼祥子》这本书，感触颇多。这部书通过一个旧
人力车夫辛酸的事情，描绘了当时旧社会如何把一个正直、
好强、善良的车夫从肉体到灵魂加以毁灭的过程。

祥子健壮、纯朴，对生活如骆驼般用心，有坚韧精神的他唯
一原望就是买辆自己的车来做一个独立的劳动者。他天天省
吃俭用，用自己的血汗钱买了一辆车，没过多久，却被大兵
抢走。可他不放弃，等二次他攒够了钱，没想想到却被孙侦
探给炸了去。第三次，他娶了虎妞，还用虎妞的钱买了车子，
但是虎妞却因难产死了，祥子悲哀欲绝，没办法只好把车子
卖了来安葬她。他所喜爱的小福子自杀了，这熄灭了他心中
最后一点希望的火花。

纯朴、善良的、热情的祥子，不知何时何变成了狡猾、自私、
堕落的人，成为了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未路鬼！

读完这本书后，想起曾径那个自己。小时候参加画画班，有
一次老师让我们考试，画什么自己发挥，当时我脑子一片空
白，想：“画什么好呢？”由于想的时间过长考试时间快到
了！于是我慌里慌张的画了几下，结束后知道这次考咂了，
我没太在意。过了一段又要测试，没想到这次比上次还要砸，
终于我彻底崩遗，厌烦起来，最后放弃了画画班。

虽然祥子最后失败了，但我也要学习刚开始他身上那种不在
困难前屈服的品质。后来我想我为什么跟祥子一样，一遇挫



折就前功进弃呢？沉思良久，得出结论：我们每个人都能战
胜困难，只是不愿战斗而已！

骆驼祥子的读书心得篇二

在这个充实而欢乐的寒假，我读老舍的一本书《骆驼祥子》，
我从中了解到了在当时混乱的社会里，人们过着什么样的生
活。这本书讲了二十年代末期的北京市民的生活，祥子的坎
坷悲惨生活遭遇卫主要情节，深刻揭露了旧中国的黑暗，控
诉了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主要讲了一个来自农村的叫祥子，在他拉上租来的车以后，
立志买一辆车自己拉。做一个独立的劳动者。在强烈的信心
的鼓舞和支持下，经过3年的努力，他用自己的血汗换来一辆
车。但是没多久，军阀的乱兵抢走了他的车，借着反动政府
的侦探又诈去了他仅有的积蓄，主人躲避特务的追踪，还使
他丢了比较安定的工作，对他的那种推脱不开的爱情又给他
的身心带来磨难，迎着这一个又一个的打击，他做过挣扎，
任然执着地想用更大的努力来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

祥子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对于骆驼祥子我感到遗憾，感到惋惜，也感到无奈，但也感
到佩服。

我佩服他以前的坚强，他的上进，然而他最终没能战胜自己，
没能战胜社会，最终还是被打败。也许是因为社会的极度黑
暗，也许是因为个人的因素。人是有思想的动物，应该有自
己的目标和理想。



骆驼祥子的读书心得篇三

刚看完电影《骆驼祥子》，还没有离开放映室，就在散场的
人群里听到了这样的议论:“这才真正是现实主义”,“斯琴
高娃真把虎妞……”。“难为她，那点年纪居然能把老北京
味儿演得那么足!”“可虎妞把祥子压下去了，”这些即兴的
评论，恰恰也道中了我脑中所想。

《骆驼祥子》是凌子风同志根据老舍先生的同名小说进行改
编并导演的一部新影片。小说则是老舍的名作，它写于老舍
创作鼎盛期的一九三七年，曾被人誉为老舍在“前进道路上
立下了一块里程碑”，老舍也说:《骆驼祥子》，“是尸本最
使我自已满意的作品”还说故事在他的脑子里酝酿得相当长
久，因为“思索的时候长”，所以“笔尖上便能滴出血与泪
来”。熟悉老舍创作的人都知道，他这句“笔尖上便能滴出
血与泪来”，并不是随意讲的。《骆驼样子》在老舍当时的
作品中，是特别深切地显示出他对下层人民的思想感情的。在
《我怎样写骆驼祥子《一文里，老舍曾详尽地叙述了对这部
小说的填密的构思。他说，他要写的是一个叫祥子的车夫，他
“决定不许任何人夺去祥子的主角地位”，而且明白地宜称，
他所要观察的，不是表面上的东西，而是“要山车夫的内心
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竞是什么徉子。车夫的外表上的一切，都
必有生活与生命上的根va挽必须找到这个根源，才能写出个
劳苦社会”。这也就是说，作者是企图通过祥子的命运写出
他心目中“劳苦社会”。而触发作者对小说整休构思的，掘
说还是他远在青岛听朋友讲到的两个车夫的故事。

不过，从老舍的小说构思过程来看，无论是那个买车又卖车，
三起三落，到末了还是受穷的车夫，还是那个被军队抓去，
转祸为福，牵回三匹骆驼的车夫的故事，都只是老舍写“祥
子”的触媒，而那地狱般的“劳苦社会，，才是他长期生活
在老北京下层人民中间积累起来的观察和体验，通过祥子的
生活命运在构思里集中了。当然，那时老舍先生心目中的地
狱般的劳苦社会，其实仍是那社会的一角—在小说里主要



是“车夫社会”。

骆驼祥子第一章读书心3

《骆驼祥子》中祥子来自农村，在他拉上租来的洋车以后，
立志买一辆车自己拉，做一个独立的劳动者。他所轻力壮，
合法生命的黄金时代;又勤苦刻苦，不惜用全部气力往达到这
一目的。在强烈的决心信念的鼓舞和支持下，经由三年的努
力，他用自己的血汗换来了一辆洋车。

但是没有多久，军阀的乱兵抢走了他的车;接着反动政府的侦
察又诈往了他仅有的积蓄，主人藏避特务追踪还使他丢了比
较安定的工作;虎妞对他的那种推脱不开的“爱情”又给他的
身心都带来磨难。

迎着这一个又一个的打击，他作过挣扎，仍旧执拗地想用更
大的努力来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糊口愿瞅。但一切都是徒然：
用虎妞的积蓄买了一辆车，很快又不得不卖掉以料理虎妞的
凶事。他的这一愿瞅“象个鬼影，永遥抓不牢，而空受那些
辛劳与委屈”;在经由多次挫折以后，终于完全幻灭。

他所喜爱的小福子的自杀，吹熄了心中最后一朵但愿的火花，
他丧失了对于糊口任何企乞降决心信念，从长入好强而沦为
自甘堕落：原来那个朴重善良的祥子，被糊口的磨盘辗得破
碎摧毁。这个悲剧有力地揭露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罪行。

骆驼祥子的读书心得篇四

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子》，讲的是一位旧北京人力车夫祥
子的故事。祥子有一个理想：拥有自己的洋车。于是他凭着
勤劳和坚忍省吃俭用，终于如愿以偿。然而好景不长，没多
久他的洋车就被士兵抢走。但他没有灰心，靠自己的努力又
买了一辆洋车。不过他实在太倒霉了，辛辛苦苦的积蓄又被
洗劫一空。就这样反复了三次，祥子再也无法鼓起生活的勇



气。他开始游戏生活，吃喝嫖赌，彻底堕落为城市的垃圾。

这故事是一个悲剧，彻彻底底的悲剧。一个曾经勤劳坚忍，
有着自己目标的人最后却沦为了社会垃圾。从前的祥子善良
淳朴，正直诚实，对生活有着像骆驼一般积极和坚韧。周围
的人都是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钟，而祥子却不安于现状，他
为了美好生活而努力，而奋斗，他宁愿冒着极大的风险去赚
多一点的钱，来达到自己所想要的生活。他不断地追求，追
求成功，追求幸福。然而即使是这样，也终究没有改变他最
后的悲惨结局。

也许这才是现实，残酷、悲哀、无可奈何。理想和现实总是
充满了矛盾，它们往往不能调和，然而它们却又同时存在。
社会是现实的，它不会为了一个人的理想而改变，也不会是
完美无瑕的。人们为了自己的理想不断奋斗，最终却不一定
能够真正获得成功。就像祥子一样，他努力，就是为了寻求
美好的生活，但是结局却是那样得悲惨。

对于骆驼祥子，我感到遗憾，感到惋惜，也感到无奈，但也
感到敬佩，我佩服他从前的坚强，他的上进。然而他最终没
能战胜自己，没能战胜社会，终究还是被打败了。也许是因
为社会的极度黑暗，也许是因为个人的因素。不管怎样，环
境对人的改变至多至少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果当时的
社会治安好一点，祥子也许就能实现他的理想，也许就不会
变成一具行尸走肉。人离不开社会，而社会又决定着人，如
果无法处理好现实与理想、社会与自己的关系，很有可能就
会失去原本的自我。

人是有思想的动物，应该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但是要因人
而异，因社会而异。如果总是无法实现理想，那么就有可能
变成“祥子”，堕落、衰败，厌恶生活。毕竟能够一生都坚
忍不拔的人是少数。追求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改变的过程，然
而这一过程会很复杂，人很容易失去自我，失去自我就会迷
失方向，甚至堕落。



骆驼祥子读后心得及出版社2

生逢末世，清王朝在内忧外患的夹攻下已成残灯末庙，气息
奄奄的老舍先生是以平民而跻身文坛为数不多的文学佼佼者。
可见《骆驼祥子》浓郁的古都风情，市井气息在老舍先生的
妙笔生花下使京腔京韵的《骆驼祥子》散发出不可替代的艺
术魅力，在文学上何等显赫，让中国文学真正拥有了劳动者
的穷苦世俗社会风情的“谭叫天唱《定军山》”。

车夫的圈子，大杂院的生活，随同祥子的命运走向绝望，走
向暗淡。祥子带着中国农村破败凋敝的大背景，带着农民的
质朴和固执，也带着自己一份勤劳与坚忍走向了我们的生活。
也正因为如此，祥子认准了“拉车”一行，凭着他的坚毅和
率性，终于成为了自食其力的上等车夫。坚韧不拔、恒心和
毅力不正是做人处事之道?可歌可泣的故事，中国当时社会环
境是军阀混战，容不得他有丝毫的个人幻想，不到半年，他
就在兵荒马乱中被逃兵掳走，失去了洋车，只牵回了三匹骆
驼。但是风雨吓不倒祥子，他倔强地反抗着命运，克己地拉
车重新白手起家。

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正如俗语所言，人生的
道路并不都是那么平坦的，千辛万苦得来的积蓄又被侦探敲
诈洗劫一空，圆车梦再次成为泡影。为了追求自己一直向往
的理想，他再一次拥有了自己的车子，但这一次是以与虎妞
成就畸形的婚姻为代价的。好景不长，虎妞死于难产，祥子
人车两空。加之又失去他喜爱的小福子，连遭生活打击的祥
子再也无法鼓起生活的勇气，它不再像从前那样以拉车为豪，
它厌恶拉车，厌恶劳作。

骆驼祥子读后心得及出版社3

《骆驼祥子》讲述的是旧中国北平城里一个车夫祥子的悲惨
故事。



青年农民祥子由乡下来到城市，他对美好生活充满了憧憬，
也有自己的生活理想——买上自己的洋车。终于，在祥子诚
实努力的劳动中，祥子攒钱买到了他梦寐以求的车。那辆车
对于祥子来说，是那么重要——在他眼中，车能“产生烙饼
与一切吃食”。可是命运捉弄人，他的车被乱兵抢走;当他再
次攒足了钱后，又被孙侦探敲诈一空;后来他又被迫与虎妞结
婚，因虎妞难产而卖掉了第三辆车。他所喜爱的小福子的自
杀，使了他心中最后一丝希望也消失了。从此，祥子便丧失
了对于生活的信心，从上进好强而沦落为自甘坠落。正如本
书所写，昔日“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
的、健壮的、伟大的”的祥子，成了“堕落的、自私的、不
幸的社会病胎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这真是一个浸
透了血泪的悲剧。

我不由地为祥子的命运所感叹。祥子一开始是那样老实善良，
正直勤劳，可是在生活一连串的打击下，他变了，变得不求
上进，对这个世界也充满了敌意，开始报复身边的所有人。
从前讲义气的祥子，如今却开始欺骗自己的朋友、利用他们，
他变得奸诈，甚至可以说是无耻。为了拿到钱，他什么都做
得出。

读到这些内容，我感到悲伤、愤怒。我对祥子的前后反差感
到悲伤，也对他后来可耻的所作所为而愤怒。然而，我更多
的是心酸以及失望。祥子生活的社会是黑暗的，军阀、特务、
车厂主们的面目也是丑恶的。黑暗社会中，人性变得扭曲，
人与人之间充满着仇恨。就是在这样一个可怕的社会环境下，
祥子一类的下层市民被压迫，祥子在接受了几番打击后终于
明白：即使肯吃苦受累，即使心地善良，也不能实现自己的
美好理想，过上美好幸福的日子。祥子变得堕落，除了他本
身的目光短浅、狭隘自私，更多的则是因为这种强大的社会
压力。

现在的生活条件优越了，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们要学习骆
驼祥子一开始奋发向上要强的精神，而不能学习他后来的堕



落。

骆驼祥子读后心得及出版社4

今天看了《骆驼祥子》这本书，感触很大，我一口气全看完
了。

祥子是可悲的，最终他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生活，反而贝
生活甩进了堕落的深渊。

一个年轻力壮，充满幻想，努力的，个人的理想主义者——
祥子，带着一身的清凉来到城市，他的目标只不过是靠自己
的踏实劳作买得一架属于自己的拉车，然而买车，丢车，再
买车，再卖车，三起三落，几经周折，他受到兵匪的抢夺，
虎妞的诱逼，侦探的讹诈。。。最后还是落了个一无所有的
城市流浪汉，最后连自己起初的个人奋斗的信念也被迫丢弃
了，变得自私，堕落。

可是，我们遗忘了这个有更大决定力的社会，就如同鱼儿忘
记了身处的池塘，结果可想而知。一旦想到这个社会，我们
就会现实一点，眼光向外看一点，就会有和祥子同样的某种
感受：原来这不是一个公道的人间。城市相对于乡村来说总
是污浊一些，尤其是对于许多文人来说，正如王朔所说，我
们总以为有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穷困凋敝，但就
可以尽情遐想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城市吞噬了祥子的
诸多美好品质，这是无疑的。但祥子是不是也英爱反省一下
自己对于城市的适应力呢，毕竟，城市没有乡村的闭塞，所
以也少了很多个人的空间，个人奋斗就有待商榷了。

祥子失掉生活的勇气，相信是命运在捉弄自己，他不再想什
么，也不再希望什么，将就活下去就是一切，什么都无须乎
想了。他对生活完全绝望了，也彻底堕落了。曾经是一个勤
劳、能干、健壮、朴实、善良的祥子终于成了一个吃、喝、
嫖、赌、懒、狡猾等样样俱全的行尸走肉。尽管罪恶来自社



会，但祥子在遭受打击的过程中，也表现出生命意志不够坚
强的缺点。祥子骆驼一般的顽强，仅仅表现在肉体的吃苦上，
表现在正面的人生努力上，而没有表现在对灾难的承受力和
反抗力上。憨厚沉默的祥子实际上生着一颗脆弱善感的心，
他不是挣扎到完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放弃人生追求的'，而是
从生活经验中预计到未来也是黑暗于是停止奋斗的。在外在
的力量压迫生命的时候，祥子既没有去分析压迫的根源，引
出抗争的愿望，也没有去内省自己的个性，增强反抗的力量。
每一次的打击，都是更深地引起祥子对自己生命价值的否定。
他总是自问，要强又怎么样呢，烟、酒、色都对他更添一份
诱惑力。在虎妞和夏太太的伤害中，固然是她们设好圈套让
他钻，但同时也是由于祥子缺少足够的意志力战胜自己的本
能冲动。祥子自己对此没有丝毫反省，而只是简单地认为说
真的，自己并没有什么过错。一切都是她布置好的，单等他
来上套儿。毛病似乎是他太老实，老实就必定吃亏，没有情
理可讲。祥子不善于与他人交流，一旦自己受到挫折，却暗
中琢磨，按自己的思路从别人的生活中引起奋斗没有价值的
悲思。祥子这一生命意志方面的缺陷，使祥子的形象超越了
城市贫民、下层劳动者的范围，而指向对普遍人性的思考。

我们不要对生活失去信心，时代不同，它引领着我们向前看，
我们要好好努力，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骆驼祥子读后心得及出版社5

这部小说以二十年代末期的北京市民生活为背景，以人力车
夫祥子的坎坷悲惨生活遭遇为主要情节，深刻揭露了旧中国
的黑暗，控诉了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它展示出
一幅旧中国的真实图景，生活气息浓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
格和地方特色。好胜要强的祥子指望做一个“自由的洋车
夫”，并与刘四爷的女儿虎妞成亲，不久虎妞难产而死。拉
车二强子的女儿小福子却对祥子产生感情，可是因穷困却不
能他们结合。当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祥子来找小福子时，小福
子已死。好强的祥子最终也被吃人的社会吞没。



我仿佛看到了天桥、鼓楼、白塔，是牌楼、街道、小巷，是
车厂、大杂院和熙熙攘攘的人群，这就是几十年前的老北京，
但是这儿没有丝毫田园诗一般的快乐，而是祥子的那双大脚
马不停蹄地跑过大街，穿过小巷，烈日下，雨雪中处处有他
艰难的身影。兵匪的鞭子，杨先生的盘剥，刘四爷的臭骂，
孙侦探的明抢，洋大夫的冷漠，这是一座千真万确的地狱!最
后虎妞惨死了，小福子上吊了，老马头倒毙在街头，祥子也
终于穷途潦倒，逐渐消失在一座城门洞里……这就是一二十
年代北京底层广大劳动大众的生活，这逼真的描写让我体会
到了人力车夫们不可逾越的悲惨命运，让我深刻地认识
了“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

祥子的悲剧，是他所置身的社会生活环境的产物。小说通过
祥子周围人物及人际关系的描写，真实地展现了那个黑暗社
会的生活面目，展现了军阀、特务、车厂主们的丑恶面目，
以及由他们织成的统治之网对祥子们的压迫与被压迫关系的
一种变形反映。

骆驼祥子的读书心得篇五

《骆驼祥子》讲述的是旧中国北平城里的一个人力车夫祥子，
曾经自尊好强，吃苦耐劳，想凭自己的力气吃饭。但他在经
历了三起三落后，变成了潦倒、狡猾、自暴自弃的行尸走肉
的悲惨故事。

书中描绘的黑暗的旧社会对淳朴善良的劳动者所进行的剥削、
压迫令我对劳动人民十分同情。黑暗社会中的祥子就像风雨
中的树叶，是单薄的无助的。个人的奋斗并不能改变什么，
他根本没有力量和这个社会抗争，正如风雨中的树叶没有力
量与风雨抗衡一样。

祥子的悲剧，是他所置身的社会生活环境的产物。小说，真
实地展现了那个黑暗社会的生活面目，展现了军阀、特务、
车厂主们的丑恶面目，如果不是他们的迫害，祥子也不会从



充满希望走向堕落，一个曾经勤劳坚韧，有着自己目标的人
最后却沦为了社会垃圾----这不就是可悲的人生吗？也许这
才是现实，残酷、悲哀、无可奈何。

也不会是完美无瑕的。对于祥子，我感到遗憾，感到惋惜，
也感到无奈，但也感到敬佩，我佩服他从前的坚强，他的上
进。然而他最终没能战胜自己，没能战胜这个黑暗的社会，
无数的打击、挫折，终于把祥子这个“铁打”的人的“铁
打”的精神给碾压得粉身碎骨。

看完《骆驼祥子》，我觉得自己能生活在这一世纪是非常幸
福的——我不用像祥子一样要面对如此坎坷悲惨的遭遇，我
不用面对失去父母之痛，也不用在年少时便要艰苦劳动、工
作……所以我更应该努力学习，更应该不断奋斗，我们只有
在每一个今天不断努力，才能使每一个明天更加美好。

骆驼祥子的读书心得篇六

幸福的社会总是安宁的，黑暗的社会总是悲剧的。《骆驼祥
子》这本书中，讲的就是祥子来到北平当人力车夫，苦干三
年，凑足一百块钱，买了辆新车。有一次连人带车被宪兵抓
去当壮丁卖了骆驼后，拼命拉车，省吃俭用攒钱准备买新车。
干包月时，祥子辛苦攒的钱也被孙侦探骗去，虎妞以低价给
祥子买了邻居二强子的车，祥子又有车了。最后为了置办虎
妞的丧事，祥子又卖掉了车。

祥子这一生是经受了多么大的摧残，不仅仅是肉身，拉车的
累，还是精神上的折磨，起起落落。不过咱们大多数人也是
在起起落落中站起来。虽然有些人说，人生不就是起起落落
落落落落落落的嘛，但还是别灰心，物极必反，落到最后必
会反弹。

最开始他朴实，健壮，坚忍，如同骆驼一般。他自尊，好强，
吃苦耐劳，凭自己的力气挣饭吃。但最后，祥子已经失去了



生活的信心。他已经变成了麻木，狡猾，好占便宜，吃喝嫖
赌的人，或许连人都称不上。

现在，我们的生活哪里还会像祥子这样，每天衣食无忧，享
受着九年制义务教育，伸手就可以找父母要钱，再过分一点
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丝毫不会想到会过上祥子这样的
生活，要怎么叛逆就怎么叛逆，想怎么造反就这么造反，就
是跟父母对着干。

但是骆驼祥子的故事不是让我们去为他背后的变化而同情，
更多的是人都有两面性，坏人再怎么坏，好人再怎么好，他
都有另一面，有时候我们应该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究竟是哪
一面。有些自命清高的人，往往是最现实的人，有些装作坚
强的人，往往是最需要爱护的人，有些嘴皮子上厉害的人，
往往是最守护别人的人。

骆驼祥子的读书心得篇七

“最伟大的牺牲是忍辱，最伟大的忍辱是反抗。”这是老舍
自己说的话。

当我每读起这一句话时，就觉得这像是为《骆驼祥子》这本
书量身定做的一样。

书中的一切，都是在“忍”。祥子忍受着虎妞的控制;小福子
忍受着父亲的酗酒和生活的压力;就连全书最横的“虎妞”也
忍受在父亲的掌管之下。全书的剧情和故事表面上看只是叙
述了一个拉车夫的悲惨历程，但实质上笼罩在“忍”字之下。

读完书后，总感觉有一种气闭在心口，很不解气，从书中感
觉不到一丝自由，一个个憋屈，劳苦，敢怒而不敢言的人物
跃然纸上。让人心中会有一种痛苦——为那些基层的人民。

我曾不止一次地祈祷下一页，将会呈现出一种美好的景象。



但是没有，老舍先生把这份“忍”，这份现实就这样端在了
我们眼前。

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在看过无数本欢喜场结局之后，再看
《骆驼祥子》总有些空落落的。我想问祥子，为什么一定要
和虎妞结婚，为什么甘于受别人掌控之下?在看过几遍之后才
明白，祥子的心中何尝不是这样想。

其实在书中当虎妞要祥子去给刘四爷生日时，祥子还是有一
点反抗精神的，他试探地回了“忙，年底了。”但随后就被
虎妞的专横给吓退了。

这不是我们的年代，与我的世界大不相同;这不是我们的生活，
比我们的生活更真实。春如旧，人空瘦，夕阳西下，祥子又
何尝没有过“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幻想，但他就像我们
很多人一样，在“忍”下面驻步不动了。

骆驼祥子的读书心得篇八

看看祥子，比较我们，作为阳光下的.少年，生活在二十一世
纪的新时代，我们应当学习祥子身上一种进取进取向上的精
神。他能够为自我心中埋下的梦想而向着一个目标去实现它，
我们也能够给自我心中种下一片期望，可是不经历风雨，怎
能见彩虹?所以我们要勇于克服一切的困难，奋发图强，好好
学习，努力成为国家未来的栋梁。祥子虽然最终还是渐渐堕
落，可是我们的社会和他的不一样，我们此刻的条件很好，
社会稳定，经济也在不断发展，有书读。我们能够经过努力
去解决在人生的道路上挫折;我们能够凭着自我的力量站起来
继续勇往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