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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词是在特定场合对来宾或参会人员表达欢迎和祝愿的一
种口头演讲，它需要让人感受到主办方的热情和诚意。欢迎
词要根据来宾的身份和状态，选择恰当的措辞，表达我们的
真诚与感激。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一些成功的欢迎词范
例，相信它们会对我们的写作提供很大的帮助。

九年级的我们仨读书笔记篇一

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对宽容的理解仅仅是词典里的解释：宽
大有气量，不计较或不追究，能容忍别人。但是读了这本书
之后，我发现宽容是一个非常广博的词汇，它包含着非常多
而严肃的现实意义，不仅是微观上人和人之间的，还有整个
宏观上社会中历史中政治中的集合型概念。

这本书说是将哲学的，但我看来更多的是对历史，对人性，
对心理的探究和阐释，直指人类与生俱来的恐惧、偏执与无
知，始终站在人文的立场上，描绘了从古到今由宗教为主导
的人类社会思想进程，通过不同教派不断地争端、吞噬和轮
回寻找人类最根本的对信仰的渴望与诉求，讲述着英雄们执
着或偏向的努力、固执己见或随波逐流的改变以及或喜或悲
的结局。他们走出的路，成百上千、成千上万，扩充着古往
今来人类思想的洪流，分支着人类的信仰，给了人类不同的
思想选择的道路，当然，也给予了统治者用思想当做统治人
类的钥匙，使得人类无数的被逼迫、被要挟、被压榨也无数
的反抗、改变、覆灭。如果说人类的物质生活是由历史书上
这两个学期所学的成就堆砌的，那么非物质的历史则是由像
这本书里写到的那样，不停地陷入与黑暗与迷惘，却又有不
同时代的先驱者用鲜血与牺牲换来宽容的光明。波澜壮阔，
荡气回肠。本书的作者通过非常艺术性的语言来描绘这真实
生动的历史，他所讲述的一切都浮现于眼前，铺张开来的画



面，有着无限生命力。

“对于恐惧，我再重申一遍，它是所有不宽容的根源。”倒
数第二页的这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如果说问人类最恐惧的
是什么，我想应该是恐惧本身。恐惧是一个极具有不确定性
的多可能性的事情，一个人之所以恐惧，正是因为它没有一
切自己所需的保证。比方说一个国王，他需要管理他的国家
和臣民，那么他就必须有这个能力。如果是物质上的财富，
确实，老百姓的房子啊地啊定在那儿的，是被管制的，这没
什么可让统治者担心的。但是最影响人行事的不在于拥有多
少物质财富而是拥有多么深刻的自身信仰。当一个人脑子里
被植入一个思想，它根深蒂固，就会马上阻碍到人们的理性
逻辑，即使这个思想本身就是理性的，但它也会对人作出决
定施加感性的压力。正因这就是被自己认为自己正当追求的
信仰，所以要放弃起来十分困难，也就是说当君主的命令与
自己的宗教信仰发生了冲突，人类是有这个胆识和决心来与
君主进行对抗的。而为了避免这一点，君主需要管制臣民的
思想。但是，同一时期可能有很多种宗教信仰的存在，天主
教、新教、犹太教等等，他们很多时候是并存的，但君主
所“喜欢”的宗教只能有一个，那么这时其他的宗教是必定
需要被打压的。于是开始有了焚书活动，开始规定了禁忌，
开始有了宗教迫害。很大一段时间，统治是靠宗教信仰实施
的，人们对神的相信，逐渐转化成对大主教的相信，逐渐转
化成对君主的相信。而正是依靠这样的相信的传递，才让君
主不再恐惧，充分的利用了宗教的力量完成了自己统治的大
业。信仰“正教”的人们用对于宗教的热爱来热爱君主，而
信仰他教的人则用对于宗教的热爱来反抗君主，虽然反抗的
火花经常是要被压制的，但不论什么时期，只要宗教并没有
得到自由的解放，总会有一小撮一小撮的人站出来，偷偷地
撰写属于自己宗教信仰的文字，偷偷地传播自己宗教信仰的
哲学，偷偷地发展自己所信仰的宗教。有幸者成功了，推翻
了整个王朝，而更多的不幸者则被残酷的行刑，淹没在历史
的浑河中，不管是苏格拉底还是布鲁诺，都无法逃脱被迫害
的命运。但这些先驱者们虽然被迫害，但他们所留下的精神



和理论仍然是存在的，还有很多后人在追随者他们等人的脚
步，为了自己所追求的自由和宽容迈着步子。

但是，正因为无论是什么时期的人都有着恐惧，所以宗教自
由一直是没有办法实现的事情，也许有着像腓特烈大帝这样
开明的君主，但这样的君主毕竟还是少数，要求所有的君主
都像他这样如此“放心”还实在是不可能的事情。书里提到
的：一群狼对一只与他们族群不同(不管是优点突出还是弱点
突出)的狼不能容忍，就势必要想方设法除掉这个不受欢迎并
触犯了他们的同伴。古老的帝国里，读一下被“官方”指定
的禁书就是亵渎了神灵，人们的无知更加衬托出神的灵验，
为了让信奉的神灵满足从而赐予人类需要的东西，他们必须
规定各种各样的禁忌，从而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啊，我这
样忠诚，神灵一定会保佑我的!将自己的思想禁锢起来，转为
神灵的存在而存在，看似是非常充实，实则挺空虚的。也许
是因为那时的人类还太年轻，完全不懂什么是科学。可实际
上，这话让现在的人来说依旧是自大的表现。现在的人类依
旧是年轻的，我们以为所谓宗教的纷争和不平等已经消失了，
没有那样恐怖的、割掉舌头活活烧死之类只因为说“错”了
几句话的惩罚了，但实际上这种争端是一直存在的，歧视犹
太人的现象，北非、西亚不断的由于宗教信仰不同而产生的
战争，这些事实摆在这里，明明白白。摩登时代，发展起来
的是科技，科学与技术而不是科学的信仰。我们觉得世界已
经是很理性了但其实还有很多事情是在由因恐惧而产生的思
想牢笼控制的。我们要知道，人类思想上的进步，比制造业
的进步要慢得多。

“那些为宽容而奋斗的人，不管他们有多么不同，有一点是
一致的：他们的信仰中总是掺杂着怀疑;或许他们真心认为他
们自己是正确的，但绝没有到使那种怀疑也同化成绝对信念
的地步。”我觉得，能够怀疑的人至少头脑还是清醒的。很
多信徒，在面对自己信仰的时候就是绝对的信任，觉得一切
都是对的，主就是要我这样做。但实际上就算是主也没有绝
对的对。怀疑带来的是思考。不会怀疑的人是不会想着要思



考什么的，因为不会怀疑的人认为一切都是对的没什么可再
思考的了。有的人十分执着地信仰着正教(和君主)，他们认
为这已经是很宽容，受到惩罚的人是应该受到惩罚的，这些
都是为了捍卫教义的尊严，而还有的人认为这样是不公平而
不宽容的，对于信仰其它教义的人也应该含有尊重，于是他
们怀疑统治的正误，在尝试中潜移默化地推动了信仰自由的
向前发展。举个例子，伏尔泰认为让?卡拉斯得到的车裂的刑
罚是冤枉的，即使卡拉斯已经被弄死，但他还是努力搜集了
多方的资料证据，最终让卡拉斯那可怜的妻子和孩子们没有
受到迫害。他怀疑君主的决断，所以给了他不断探索、去求
真的动力。之后他又解决了不少案子，直到去世，有一个案
子也没有得到平反，但他打出的那一拳，即使不是捍卫宽容
也至少是反对不宽容，已经开始奏效了。除了一些完全被宗
教信仰控制的人之外，还有一部分人是用科学的眼光思索人
类的，这类人认为普通的人倘若不受到强烈情感或自身利益
的影响，的确是能竭力做正确的事的。这样的人发现了百科
全书的好处，用科学而理性的语言解读世界。而这种对于当
时的年代有些超前的思路必然是要受到一定打压的，于是当
时的百科全书也基本没有真正流传下来，不过这种思潮还是
被传承了。顺便说一下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那时候的人们
大多都在怀疑，怀疑之前知道的东西是真的知道吗。这就激
发了很多人的思索，也就是在那一时期出现了非常多的精彩
作品。有怀疑的人有思想，有思想的人有灵感，有灵感的人
有成就，也许我这个总结还有的是缺陷甚至根本不对，但我
还是想说在这儿。宗教改革是追求宗教自由历史上一个非常
大的贡献，当然我没有说这个贡献到底好不好。确实，它带
来的是一场改革，推动了历史的进程，结束了文艺复兴时期
人们普遍的精神淡漠，但同时，他们也并没有真正理解宽容。
尽管他们对于他们没有全盘肯定也不是全盘否定，不管是路
德还是加尔文，他们这样形形色色来自不同信仰的领导者都
拥有着巨大的勇气，他们是一个个小的个体，领导着各自的
一小部分人，但是他们的成功不仅意味着一座巨大的宗教牢
笼的倒塌，更是意味着北部新教南部天主教这两座监牢的树
立。反叛者的摧毁与他们带来的一样巨大。但幸运的是，这



两座监牢还没有完全立好根基，就被大批难以屈服的异教徒
又一次捣毁，在监牢中建立了真空的地带，充斥着自由与求
知，这也应该算是个好的结果了吧。

最后，我想不管是宗教的不宽容还是革命的不宽容，还是整
个社会的不宽容，这些都不是轻而易举就能被撼动的，但就
像这本书的作者在最后一章说的，那一天总会到来的，它将
紧随这足以载入史册的人类所获得的第一个真正的胜利，即
对自身恐惧的征服而到来。所以，我期待，真正的宽容的到
来。

九年级的我们仨读书笔记篇二

故事很简单，普通不过的一家三口。

第一部《我们俩老了》很简短，就一页。讲了一个梦的故事。
我记住了钟书先生安慰杨老的那句话：那是老人的梦，他也
常做。

第三部《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附有很多张他们一家三口的
生活照，是那种其乐融融，看了让人很温暖的家庭照片。有
年轻时，夫妻俩在伦敦和巴黎留学时的合影;也有钱瑗的成长
照片、英国留学的纪念照。最喜欢他们父女俩的合影，老先
生爱说女儿像他，一样的有着聪明的头脑，含蓄的微笑。他
们仨各自的工作照，看完也让人感动。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的
真实写照都在这些图片中定格了。最后两张老俩口相互理发
的照片，拍得真好。杨先生会用电推子，钟书先生会用剪刀。
我看到这里，才真正领会了什么叫做相濡以沫。

第三部一共分十六小章，用很浅显的文字记录了他们这个三
口之家共同经历的快乐。“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
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
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
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



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
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

在这第三部里，我印象深刻于他们夫妇二人留学期间的苦读
和自得其乐的生活。想像着两个不嗜家务的学者是如何打理
每日的柴米油盐，他们的真实生活都在杨先生的笔下复活，
让我看到两个抽空去探险(散步)的快活人。钟书先生的西式
早餐做得真棒，让我也提起兴趣早起为家人用自制豆浆和五
分钟白水蛋当早餐，看他们爷俩吃得心满意足。

读到第七章，阿瑗两年不见父亲，看见爸爸带回的行李放在
妈妈床边，很不放心，猜疑地监视着。晚饭后，她对爸爸发
话了。

“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她要赶爸爸走。

钟书很窝囊地笑说：“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
是你先认识?”

“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
的。”

-----真是绝句啊，这父女间的对话!

还有，写到当时有些落迫的钟书先生“留在上海没个可以维
持生活的职业，不得依仗几个拜门学生的束修”，却不想在
一个夏天，收到学生送来的一担西瓜。圆圆看爸爸把西瓜分
送了众人，自己还留下许多，佩服得不得了。晚上她一本正
经对爸爸说：

“爸爸，这许多西瓜，都是你的!----我呢，是你的女儿。”



九年级的我们仨读书笔记篇三

“打开窗子吧!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让我们呼吸英雄的气
息。”——这是罗曼·罗兰在《名人传》卷首语中开宗明义
的一句话。

同样的英雄旋律，在他以毕生心血浇铸的两部长河小说《约
翰·克利斯朵夫》和《母与子》中得到了更丰满、更深入的
发挥，作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便是由这两部长河小说
奠定的。

显然，罗曼·罗兰所说的英雄，并不是走遍天下无敌手的江
湖豪杰，也不一定是功盖千秋的大伟人，甚至不一定是个胜
利者，但他们肯定具有一种内在的强大生命力，使他们在任
何逆境中都不放弃奋斗：他们饱经忧患，历尽艰辛，却始终
牢牢把握着自己的命运，以顽强的意志去战胜一切困难，竭
尽努力使自己成为无愧于“人”的称号的人。

按罗曼·罗兰的观念，首先就是有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亦
即他所说的大江大河般奔腾不息的强大生命力;二是永远保持
人格的尊严，恪守个性的独立，既不屈从于强权，也不盲目
地随大流;三是具有关怀人、爱护人的博爱精神，甘心为人类
的福祉奉献自身。

可是消极、颓废毕竟不是出路，于是罗曼·罗兰试图以他的
《名人传》给人们传递英雄的气息，鼓舞人们恢复对生活的
信念和奋斗的勇气。

罗曼·罗兰想要告诉人们，任何成就都伴随着艰辛的拼搏和
痛苦的考验，他为之作传的这些人，“他们的伟大固然来自
坚强的毅力，同时也来自所经历的忧患”。他告诫人
们：“不幸的人们啊，切勿过分怨天尤人!人类最优秀的人物
与你们同在。从他们的勇气中汲取营养吧!”



然而所有的磨难只是使他变得更加坚强：他痛苦，却不肯屈
服于命运;他贫穷，却既不趋炎附势，亦不迎合潮流，始终保
持独立的人格;他孤独，却能以热诚的赤子之心爱人类;他从
未享受欢乐，却创造了欢乐奉献给全世界。战胜了疾病，战
胜了痛苦，战胜了听众的平庸，战胜了所有的磨难和障碍，
攀登了生命的巅峰。

米开朗琪罗看上去比贝多芬幸运，他既无残疾，也不贫穷，
他出生于佛罗伦萨颇有声望的市民家庭，从小接受精英阶层
的教育，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功底，然而他在精神上也
许比贝多芬更受折磨：他的祖国多灾多难，他眼见外族入侵，
人民受奴役，自己的作品毁于战乱，共和主义的理想也化为
泡影：

他和贝多芬同样孤独一生，没有妻儿，唯有爱情，他的家族
不曾给他任何温暖，只想从他身上榨取利益;他到处遭遇嫉妒
和倾轧，在同他对“神权”并非没有忌惮心理，何况以五百
多年前的科学水平，要摆脱对神的敬畏几乎是不可能的。

苦难并非全是坏事只要我们善于化苦难为动力，则苦难就成
为成功的垫脚石。

九年级的我们仨读书笔记篇四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书店看到了《拥抱幸福的小熊》这本
书，便随手拿了起来。谁知这一拿我却不愿再放下来!

我把它买回家，就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它的魅力非同凡响，
我的眼泪都被引了出来。

小念在童年时代，家庭遭遇重大变故，变成了一个自闭的女
孩。一次并非偶然的机会，林医生送给小念一个泰迪熊和温
暖的微笑，并告诉小念：“拥抱泰迪就是拥抱幸福!”经历了



许多磨难和通过小念的不懈努力，她最终拥有了很多很多的
小熊，也拥有了很多很多的幸福。

这个故事真实感人，读完时，我的泪水把书都湿透了。

现实是残酷的，父母的离异，亲人病故，他人陷害，家境贫
寒……让人觉得幸福遥不可及，小熊看来是多么地近，但实
际却是多么遥远，让人永远都追赶不上它的步伐。可是，小
念做到了。她忍气吞声，受到挫折勇敢地去面对，去挑战，
去战胜它。她像野火烧不尽的小草，向着太阳，勇敢地成长!
因为她有一颗真诚、善良的心。

再如，我们的校运会快到了，很多同学因为身形问题或被同
学的忠言逆耳而没有了自信心从而放弃了参加校运会的机会。
其实，他们大多数都适合一些项目的，可是却对自己没有信
心。如果他们肯下工夫去练习，肯定可以为自己争光，为班
争光，让别人对你刮目相看的。

九年级的我们仨读书笔记篇五

在暑假里，我利用十天时间读完《射雕英雄传》，《射雕英
雄传》共四大本，该小说我超喜欢读，读《射雕英雄传》真
是废寝忘食，爱不释手，这书里记载内容丰富，从中让我深
受启发。

在《射雕英雄传》中，我不仅认识侠客英雄郭靖，他的师父
江南七怪，洪七公、周伯通，并且认识了东邪黄药师，西毒
欧阳锋，南帝段智幸，北丐洪七公，中神通王道长，……。
我最敬佩的就是伸长正义，武功盖世，精忠保国的大英
雄——郭靖。

郭靖是南宋时期忠良之后，从小他父母被金兵杀害，成为江
湖上孤儿，在偶然机会救了哲别之命，哲别就开始教郭靖射
剑，之后他走向练武生涯，然后又遇到他的恩师们一一江南



七大怪，精心教会他盖世武功“梅花十七剑”，在精学勤研
武功中，郭靖急于学成，觉得自己学功太慢，但他没有泄气，
继续精心刻研武功套路，在各个师傅手中学到多种剑法武功。
之后，他又遇到武功前辈马钰道长，马钰道长给郭靖树立自
信，教他打坐，精练内功，后继又与北丐帮主洪七公，洪七
公传教会郭靖降龙十八掌，教会三十六种打狗棒法，教会逍
遥游，周伯通精心教会郭靖九阴真经，左右博斗，郭靖真幸
运，练就一身卓越超凡武功，我打心眼羡慕这爱国大英雄，
如果，我长大也有一身好武功该多好啊!

从该书中，我还认识最最讨厌奸贼杨康，他贪图享乐，自私
自利，谎言连篇，认贼作父，他与郭靖完全相反，他为得到
九阴真经和武穆遗书，他和金狗串通一起，不择手段，谄害
大宋忠良，他和金狗养父完颜洪烈串通一起，目的是想通过
得到九阴真经和武穆遗书后，统一大宋，更可恨是杨康失去
人性，不分好坏，不听从母亲忠告，竟然不认亲生父亲，父
母遭金人追杀，他的亲生父母不得不忍痛自杀，当我读到这
里时，眼里含泪，心中怒火燃烧，肺像气炸一样，恨死这卖
国贼!更恨这逆子!我觉得杨康是个卑鄙小人，给大宋带来不
可挽回损失!真是可悲啊!

郭靖和杨康都是忠良之后，他们的父母还是好朋友，为什么
一个长大后是爱国英雄，为什么长大后是叛国贼?这个问题一
直在我脑海回荡，难道真是环境造就人吗?郭靖是跟着江南七
大怪，洪七公……，这些都是爱国之士，并且练成了一身卓
越无比武功，所以长大后是个爱国大英雄。然而，杨康由于
战乱，父母失散，母亲强行被金狗完颜洪烈收养，杨康出生
金国，金狗完颜洪烈野心勃勃，一心想统一大宋，杨康认贼
作父，不明事非，利用欺骗手段到处招谣撞骗，他长大后成
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叛国贼!他是大宋耻辱!

我读了《射雕英雄传》后，真是大开眼界，大饱眼福，使我
真正明白一个道理，我长大后，要像郭靖一样，利用自身知
识和本领，为祖国增光溢彩!决不学杨康这样叛国贼!



我要为实现自己美好梦想，加快脚步，坚持不懈奋力学习，
牢牢掌握好高超本领!为祖国做出伟大贡献!

九年级的我们仨读书笔记篇六

《项链》在初中语文课本中就有学习，我也是在那时候接触
《项链》这本小说的，可以说自己的震撼很大。设身处地的
想一想，自己如果是《项链》中的女主角的话，自己的天空
将会是如何的黯淡无关，没有出头之日!这本小说反应的就是
资本主义社会穷人与富人的差距!

看过《项链》的人大多都会把矛头直接指向那个美丽娇媚，
但却出身不佳的女子的愚蠢，然后再自认为理智且正直地辛
辣地指出小资产阶级贪图享乐，爱慕虚荣的种.种人性的弱点。
整篇小说作者都在调刺着主人公：玛蒂尔德的爱慕虚荣。

没有人能强行压制一个人对美，对富贵，对安逸生活的本能
追求，对玛蒂尔德也是一样。她美丽动人，本不应该是城市
平民的一员，但却受命运的捉弄降生在一个小职员的家里，
在幻想有一个有钱的公子爱她，娶她的梦破灭后，她又嫁给
一个同等地位的小职员，象其他中产阶级妇女一样，经营起
了自己的的家庭。但事实上，在玛蒂尔德成为路瓦载夫人后，
她的人生之路仍按生活的逻辑自然向前延伸。

小说的开头描写夫人的心理活动：对自己的生活极为不满，
梦想像上流社会的贵妇人那样过高贵、风雅的生活。这种理
想显然并不高尚。她确实虚荣，但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谁
不想过锦衣玉食的日子呢?谁又愿意忍受贫困与丑陋呢?玛蒂
尔德“美丽”、“丰韵”、“娇媚”，正是因为“她也是一
个美丽动人的姑娘”，于是她心里就凭添了几许的不平与怨
恨。年轻的她因为不能过上奢华的生活而整天郁郁寡欢。为
了排遣自己的“不幸”与“痛苦”，她找到了一个出
口——“梦想”。由于当时法国现实中，人们疯狂地崇拜金



钱，拜金主义无情地冲击着人们的心灵，生活和婚姻。于是，
玛蒂尔德不愿面对现实，而把理想寄托在梦境中，此时，可
怜的玛蒂尔德已完全被虚荣心俘虏了，但是她却从来不想掩
饰自己的渴望与痛苦，所以她并不虚伪。这种虚荣的真实感
情表达可能让我们感到不自在，忍不住地批评几句。但是对
于过不上自己满意生活的玛蒂尔德来说，她并没有用自己虚
伪的一面得到奢华的生活，她只是想想而已。她恪受着做人
的基本道理，维护着自己的尊严。生活中有很多的无奈，特
别是对于她这种没权没钱的小妇人来说，特别是在丢失项链
之后，欠下一大笔债款，在这种.种和打击面前，她终于丢掉
幻想，面对现实，用自己艰辛和诚实的劳动生活下去。

项链丢失后，青春美貌和人格尊严这两个法码摆在人生的天
平上，逼她作出选择。她决定放弃青春，选择尊严。人生最
重要的时刻说是懂得放弃，放弃也是一种美。那么对她来说
那极细小的一件事是“败坏”她，还是成全她呢?最初玛蒂尔
德被强烈的可怕的虚荣心所俘虏，后来，她义无反顾地作出
令人惊讶的决定。最后，当她再遇自己依然年轻美貌的朋友，
当她得知假项链的事实后，她的脸上露出灿烂的天真的笑容。
这笑是她自信和骄傲的表现。

小说发人深省之处是让我们目睹了污浊，虚假，拜金的社会
中的一颗金子般的心，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玛蒂尔德
是不幸的，她不幸在于不能盼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而白白地增
加烦恼，同时她是幸运的人，残酷的现实让她清醒，生活不
只是云里雾里的幻想，更多是脚踏实地一步步的走过。

《项链》这篇小说真的是世界短篇小说的接触代表作，我在
度过很多遍之后，还是对其中的很多的感受念念不忘，里面
很多的现实主义一直在当代也是很好的反应出来，是一篇发
人深省的小说。我在读完这本小说之后，久久不能平静，
《项链》这是一本不错的小说。



九年级的我们仨读书笔记篇七

打开诗篇，诗人就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梅雨季节江南小巷的图
景：白墙黑瓦的建筑物之间，小巷曲折而悠长；正是梅雨季
节，天空阴沉沉的，小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小巷里空荡
荡的，只有诗人一人在雨巷中独行；而他彷徨不定的步态则
分明透露着他内心的孤寂和苦闷之情。在这样阴郁而孤寂的
环境，他心里怀着一点朦胧而痛苦的希望：“希望逢着一个
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这个姑娘被诗人赋予了美丽而
又愁苦的色彩。她虽然有着“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
芬芳”，但是也“丁香一样的忧愁”。

丁香花开在仲春时节，花色或白或紫，给人柔弱、娇美而又
纯洁、庄重的感觉。丁香花娇美却易凋谢，中国古代的诗人
们对着丁香往往伤春，说丁香是引愁之物。中国古代的诗歌
中有不少吟咏丁香的名句，如：“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
结雨中愁”（南唐李璨《浣溪纱》词）；“丁香体柔弱，乱
结枝犹坠”；“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等等。
由于中国古代诗人们的反复吟咏和广泛传唱，在文人心中，
丁香逐渐成为美丽、高洁、柔弱、愁怨之类性质的象征。丁
香一样的姑娘，是做着脆弱的梦的姑娘，她的愁怨自然少不
了。

在长久的期待中，姑娘终于来了，在雨中哀怨，“她静默地
走近”，然而又终于失望了，“又投出太息一般的眼光”，
终于从身边飘过去，二人间的距离又重新拉开。这两位彷徨
者都得了同一种抑郁病，因而同病相怜。然而，正因为病症
相同，不可能互相拯救，只得分手。他们是在彷徨，更是在
彷徨中继续追求。其实戴望舒诗中的姑娘形象就是他的理想
的化身。他彷徨求索，就是为了寻找姑娘――理想。姑娘出
现了，但是，“像梦中飘过”一样，只在面前一闪，转瞬便
消失了，连同她的颜色，她的芬芳，她的太息与她的惆怅，
空留下主人公自己在雨巷独自彷徨。



在这里，诗人把当时的黑暗而沉闷的社会现实暗喻为悠长狭
窄而寂寥的“雨巷”。这里没有声音，没有欢乐，没有阳光。
而诗人自己，就是这样的雨巷中彷徨的孤独者。他在孤寂中
怀着一个美好希望。希望有一种美好的理想出现在自己面前。
诗人笔下的“丁香一样的”姑娘，就是这种美好理想的象征。
然而诗人知道，这美好的理想是很难出现的。她和自己一样
充满了愁苦和惆帐，而且又是倏忽即逝，像梦一样从身边飘
过去了。留下来的，只有诗人自己依然在黑暗的现实中彷徨，
和那无法实现的梦一般飘然而逝的希望。

在这里我们听不到现实苦难的描述和反叛黑暗的呼号。可是
这却是低沉的倾诉，失望的自白。然而从这倾诉和自白里，
我们可以看到失去美好希望的苦痛在诗句里流动。

人们读了《雨巷》，并不是要永远彷徨在雨巷。人们会憎恶
这雨巷，渴望离开这雨巷，走到一个没有阴雨，没有愁怨的
宽阔光明的地方。

九年级的我们仨读书笔记篇八

除了方鸿渐，追了苏文纨二十年的赵新楣总也踏不进她的那
一座围城，之后却仍逃不出娶妻生子的命运;方家上下逃不出
封建传统思想这座围城;两任老丈人也逃不出面子的围城。总
而言之，文中所有人都有自己心中的一座围城，大多也仅仅
是为了一点私立或者是一个面子，这也是民国时期封建思想
与崇洋思想的盲目结合所带来的弊端。

自然，70多年前的事，如今再提似乎也是陷入了历史这座怀
旧围城之中。钱钟书先生以这样幽默的语调，除了批判当时
之人或顽固不化或崇洋媚外的种.种行为，调侃当时老人的迂
腐、留学生的傲气，揭露无谓的婆媳之争、妯娌之争、情敌
之争、同事之争外，真正要阐明的就是：生活本就是一座大
围城，人永远逃不出无尽的压力和束缚，永远要在无形的四
堵墙下过完一生。每一个人都逃不出这样的命运，只是在于



你在这围墙下是否活得精彩，假如你始终想着去冲出围城，
那你永远只能独守空城，更加失去了生命中的价值。

这座无形的围城始终是存在的，只是钱钟书先生把30年代的
这座城具体形象化了，让身处21世纪的我们看清了书中城中
之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言之凿凿其实也是为了使我们
看清我们身边同样的一座围城。当代社会，竞争激烈，高手
如云，存在的明争暗斗、勾心斗角比书中更加激烈也更凶险。
就那还算单纯的学生来讲，学校、家庭、社会，每一个环境
都是一座围城，每一种行为都处于一个围城。同学间的友谊
和竞争、家庭里的亲情和压力、社会上的光明与黑暗，从我
们出生起就建造着形形色色不可逾越的诸多围城。我们只有
在其中不断拚杀，始终保持着一颗积极的心去创造这座围城
里的异彩，让围城中的生活变的丰富。我们不会也不可能逾
越这座城墙，因为只要我们有生活，那我们就永远处于一座
围城之中。

生活本就是一座围城，婚姻与事业、学习与娱乐、发展与落
后、成功与失败，都是这座七彩城中的一种颜色，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都是城中的一种元素。当一切人和事因为努力和乐
观而变得美好，当城中的色彩都均匀和谐时，那么这座围城
就不再是一种可怕的束缚和压力，而是一个幸福的乐园。没
有人会试图离开她，即使是自怜自哀的方鸿渐也会喜欢，假
恶丑也会被同化为真善美。也许世界永远不会变得如此美好，
但允许我心中永远存在这种美好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