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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心得总结是对工作成果的一种记录和回顾，也是对自己
工作效能的评估和调整。要写一篇优秀的军训心得不是易事，
下面是一些范文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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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书籍，能把辽阔的时间浇灌，能把一切高贵生命早已飘
散的信号传递，能把无数的智慧和美好对比着愚昧和丑陋一
起呈现。我也一样喜欢读书，书带给了我许多乐趣，也让我
懂得了许多道理。最近我找到了一本我爱的书《呼兰河传》。

《呼兰河传》是中国作家萧红创作的长篇小说，茅盾称这本
书是“一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惋的歌谣，
展示了作者独特的艺术个性，为世界开出一株美而艳的奇葩。
”此书带我走进了二十世纪初那个离我很遥远的世界，让我
领略到了那时的东北小城呼兰的风土人情，真实又生动地将
老百姓落后、平凡的生活状况呈现在我面前，让我感受到一
种平庸又愚昧的精神状态。不过，在那里有着充满生机的园
子，有和蔼可亲的祖父，也有着作者度过的那无忧无虑的童
年时光。

十字街上拔牙的洋医生，胡同里卖麻花的小贩，粉坊里挂粉
条的工人，这一幕幕都被作者用诙谐幽默但又不乏童趣文字，
描绘的淋漓精致。每个人物都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也有不同
的故事，时而让人发笑，时而引人深思。这些个文字让人读
着读着，就不由得让我回忆起更稚嫩年岁时自由玩耍的往事。

在书中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写于小团圆媳妇的那一章节，
那是一个12岁的小姑娘，正直天正烂漫的年龄，本应该在父
母面前撒娇的她，却被千里迢迢送来这里童养媳。我不太喜



欢这段文字，可能我还不够了解那时候的风土人情。因为活
泼，她常常遭到婆婆的打骂，不管白天黑夜，一天八回，有
几回，被吊在大梁上，被鞭子抽打，被烙铁烫坏脚心……。
就这样，美丽的姑娘永远停止了她的活泼。多么愚昧、可悲
的故事啊！

平凡的生活里有许多平凡的事情，但每件事对于某个人来说
都是不平凡的，我也正是因为享受着平凡的生活，才会对这
本书如此的喜爱。安稳、平淡却那么深入人心，偶尔一页读
完了仍会被这里的文字“拴”住，它们是如此的有魅力。书
的字里行间有一种朴素的流畅，我仿佛置身于那个时空，听
着作者将小时候的童年故事娓娓道来，尽管凄婉，但依旧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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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萧红的《呼兰河传》，我并不是很陌生，因为五年级下
学期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名为《我和祖父的园子》的课文，
这篇课文就选自《呼兰河传》。这两天，我怀着浓厚的兴趣
读完了这本名著。

《呼兰河传》是一部以萧红的家乡——呼兰河为原型的"传
记"，生动讲述了小城呼兰河的四时风俗，"我"的美丽而寂寞
的童年，以及小城里各式各样琐屑平凡的悲欢离合。果然是
一本好书，深深打动了我。我特别喜欢萧红的文字，她的文
字很有味道，虽然没有过多的雕琢，但是极其生动细腻，有
一种天然活泼的美感，让人读起来感到发自内心的舒畅。

《呼兰河传》虽说是一部小说，但我感觉更像散文，因为它
没有一个贯穿全文的主角，甚至也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而
是将童年回忆中的那些人物、事情和景色娓娓道来，细细碎
碎，慢慢悠悠。我很喜欢作者在后花园子中玩耍的那一段，
让人看后感到轻松和愉快，特别看到作者给祖父的帽子上戴



花时，我也和故事中的人物一样，笑出声来了。

但是，总体来说，这本书里渗透出的情感并不是欢乐，而是
一种对旧社会的悲伤。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小团圆媳妇的故
事。她12岁就嫁到了别人家里，只因为太过活泼，不够腼腆，
就遭到婆婆三番五次的毒打和酷刑。小团圆媳妇经不起折磨，
身子越来越弱，最终生了一场大病，又被逼着服用各种没有
依据的偏方，参加各种迷信而又残忍的治疗，在经过一系列
其实毫无用处的医治后，最终离开了人世。看了这个故事，
我感到的是深深的同情和悲哀，小团圆媳妇就这样成为了封
建迷信的牺牲品。我心中还有一股怒火，我讨厌专横跋扈的
婆婆，我憎恨愚昧无知的人们。在当年的农村中，肯定不止
小团圆媳妇一个人死于迷信，因为无知，不知有多少人死于
非命，实在是悲哀啊！

茅盾先生对《呼兰河传》有十分精到的评述："要点不在《呼
兰河传》不想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这“不像”之
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
人”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图画，一串凄
婉的歌谣。""有讽刺，也有幽默。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
而愈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可是，仍然有美，
即使这美有点病态，也仍然不能不使你炫惑。"我很赞同茅盾
先生的话，《呼兰河传》有着特殊的美，正如一串凄婉动人
的歌谣，永远回响在人们的心头。

我看过网上萧红的照片，她是一位美丽的女子，就像她的文
字。可惜萧红英年早逝，31岁就因病去世。这样一个天才的
作家，如果健康地活到老，不知道能给我们带来多少更为精
彩的作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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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回忆的思绪，将自己儿时生长的家乡，呼兰河镇的人、



物、事叙述出来。儿时呼兰河镇的生活，对于作者来说，是
美好的，是温暖的。儿时的她，家境富裕，衣食无忧，有爷
爷的疼爱和陪伴，家中后院的菜园，家乡的蓝天，晚霞，星
星，还有那些沿街小卖、放河灯、唱大戏、跳大神，对于儿
时的作者来说，这些对于她的童年来说，应该是丰富多彩的。
呼兰河镇的那些人，有二伯、老厨子、团圆媳妇、冯歪嘴子，
对于儿时的作者来说，这些人，也只不过是不同模样，不同
性格的左邻右舍的大人们。

然而，当作者经过成长、经历、醒悟之后，再次回忆儿时的
家乡呼兰河镇时，作者努力以一种平淡的语气叙述，虽不愿
击碎那儿时的美好回忆，但内心却充满了，怜悯、愤懑、悲
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作者生于1911年，病逝于1942年。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处
于混乱的时期，军阀混战，列强侵略，时局动荡不安。

通过读《呼兰河传》这本书，我们从书中能获得些什么？对
我们的人生又有什么启迪和意义呢？我们从作者所处的时代
背景，通过读此书，能了解中国的历史，在那个时期，黑龙
江省哈尔滨市的呼兰河镇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那里的人们
虽没有遭受战乱、动荡之苦，人们却过着在封建制度下的一
种落后、贫穷、愚昧，安于现状的生活。

通过对团圆媳妇遭遇，悲惨命运的叙说，充分表达了封建社
会之下，人们的愚昧，无知，固执，狠毒，激发了读者对团
圆媳妇的婆婆的愤恨，以及对周遭人的麻不不仁的悲哀。通
过对有二伯人物性格及行为的叙说，有二伯对东家，应该是
付出毕生的辛劳和忠心，但始终仍是一个下等人的待遇，得
不到尊重和善待，孤独一生。从另一侧反应出，地主阶级对
人的剥削，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社会阶层观念。通过对这些
典型人物命运的叙说，能够唤起读者的良知，让我们决心要
彻底根除掉愚昧无知的封建思想，摒弃陋习，要积极上进，
满怀善良，不断进取和进步，用自己的正能量去感染身边更



多的人。

在那样的历史环境的背景下，作者充满了悲哀、无奈、凄苦，
她想唤起人们的良知，她想改变当时的现状，作者仍以平淡
的语调，叙说了冯歪嘴子的生活，冯歪嘴子虽然也贫穷、卑
微，但他是用自己的辛苦劳作而自食其力，不畏世俗偏见而
谋取自己的幸福，敢于担当。在妻子死去，留下两个嗷嗷待
哺的孩子后，当人们都认为他会垮掉，都等着看他的惨状的
时候，而冯歪嘴子却乐观的，坚强的支撑下来，作者正是希
望，以冯歪嘴子的行动和行为，给那些甘愿落后、贫穷、愚
昧，安于现状的人们，一记重重的耳光，让人们觉醒。

作者对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当她把它记在那
里时，也便抹去了最后的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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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本合上了，但我的心还没有从书中飞回来。团圆媳妇、王
阿姨……一个个形象直冲脑门。

这本书主要讲了作者童年在呼兰河村的所见所闻，和她身边
的故事。文中讽刺了的当时不好的社会风气，衬托出了当时
人们悲惨生活与不良思想。

读完了这本书，我的心有所触动。当时的作者萧红生活的是
怎样的社会？是一个半封建的社会，重男轻女的社会、是一
个十分迷信的社会、一个采用暴力的社会、一个啊，一个万
种不良风气结合在一块的的坏社会！

这本世界的著作，这本书，我读完后想到了还不是其中的某
一个人物，而想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

那个生活没有所谓的高考，没有所谓的用知识改变生活。穷



人他永远还是穷人，富人他永远还是富人。富人可以无理由
紧逼穷人，打骂穷人。而穷人却无法有理由的建议，劝阻富
人。穷人的死无所谓，反而“节约”空气。但富人哪怕有一
点点的刮伤也会嫁祸于穷人们。对，我没有夸张，在一百年
前，就是这种生活。没有所谓的“人人平等”，只有“人人
不等”。在当时你要抗着议啥的，只有死！

现在，我也不谈以前了，谈谈现在吧！我们是那么的幸运，
生活在这个人人平等，可用知识改变人生的时代。所以，让
我们用满满的精力投入到学习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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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书的第一篇，我亲眼看到了呼兰河城。冬天严寒把大地
冻裂了，东二道街的大泥坑子会淹死鸡、鸭、猪、马车……
这里有着各种人：有东二道街十字街上拔牙的洋医生，有被
当地愚昧和无知的人折磨而死的小团圆媳妇，有胡同里卖麻
花、粉房里挂粉条的生意人，有性情古怪的有二伯，有勤恳
老实的冯歪嘴子，有洁癖的祖母，更有古灵精怪的“我”跟
着祖父学唐诗、学下地。

这一幕幕、一件件，作者都用幽默充满童趣的语言描绘得淋
漓尽致。尤其是作者和祖父的故事留在了我的脑海里，情不
自禁地拿自己的童年和作者的童年相比。童年在作者的笔下
是快乐的，同时也是寂寞的。在作者看来，这些故事并不美
妙。可在我看来，读了《呼兰河传》，更让我们感受到自己
童年的快乐与幸运，从而更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呼兰河传》给我看作者的童年是寂寞的，一位女孩子每天
的生活多么简单啊!天天种着小黄瓜、大倭瓜，天天有蝴蝶、
蚂蚱、蜻蜓的后花园，堆满了古老破旧的东西，黑暗的后房，
是她消遣的地方;慈祥而又有童真的老祖父是她唯一的小伙
伴;清早在床上念这老祖父教你的唐诗，白天缠着老祖父讲那



些已经讲了许多次的故事，或者看看那左邻右舍的古板生活，
如果这样平淡的生活中有什么突然的事情，那也就是老胡家
的团圆小媳妇病了，老胡家又在跳神了，小团圆媳妇死了;那
也就是磨倌冯歪嘴子忽然有了老婆，有了孩子，而后来，老
婆又忽然死了，剩下刚出世的第二个孩子。

作者的童年真是既有趣又有些悲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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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书店，在书架推荐的书目中，看见了一本我熟悉的书，那
是萧红的《呼兰河传》，书的封面是绿的，加了很多精美的
画片。而我家中藏有的这本书的封面是白色的，只有一张作
者的小照，忧郁的眼晴看着前方。它把我带到了二十世纪初
的小城------呼兰河。这个小城并不繁华，一年四季有非常
多的事。在萧何的笔下，却写得如此生动独特。

其中，这个小城的东二街道的六七尺深的大泥坑让我印象特
别深刻。不下雨那泥浆好像粥一样，下了雨，这泥坑就变成
河了。在连续三个月不下雨的时候，车夫和马翻过好几次车，
而翻了之后，过路的人看着他们似乎也起不来，便来帮帮忙。
有时因为拖不出马，而准备走人。但看看马快被泥坑憋死了，
只好又过来再次帮忙，还不时的喝彩“噢！噢！”。闹得非
常热闹，也使居民说长道短，得以消遣。当这个坑淹死了猪
后，有些人会把死猪拿去卖，并且是非常便宜的。有些小孩
就说这是“瘟猪肉”，并且是在许多家长面前说的，便会被
家长打。我看后，觉得萧红是在讽刺这些贫苦的劳动人民，
让人感到凄凉、凄苦。许多人说过一些不会掉进坑里的办法，
如：有的说拆墙，有的说种树，但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想过
把泥坑填平。它让我感慨：多么愚昧的人民呀！在他们的脑
海里就要顺应社会，顺应天意，人是不能违抗天命。

茅盾曾经说过：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



的小说，而在于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
-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
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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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我爱读书，因为书籍是人类进步
的阶梯。星期一早上，当我拿到这本书，我异常兴奋，因为
我爱读书，书可以让我们获得知识，也可以让我们在书的世
界里遨游。

萧红这种乐观向上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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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这
是大作家茅盾对《呼兰河传》的评价。这部书是著名作家萧
红的重要作品，也是她的最后一部作品。年轻女作家萧红以
她清新自然的笔调描绘了东北边陲小镇呼兰河城的风土人情。

书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小团圆媳妇那一章，那样的经
历让人透不过气来。一个和当时萧红年龄相仿，一样是12岁
的女孩。12岁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年龄，本该陪在父母身边，
但她却千里迢迢到这儿来当童养媳。因为她活泼爱笑，不像
媳妇，所以经常受到婆婆的打骂。一打就打骂了一个冬天，
不分昼夜，她这样做是为了让她听话。“一天打八顿，有几
回，我是把她吊在大梁上，叫她叔公公用皮鞭狠狠地抽。我
也用烧红过的烙铁烙她的脚心……”她婆婆炫耀地说。小团
圆媳妇被折磨出了病，他们没有给她看医生，而是听信了跳
大神的话，请人用滚烫的热水给她洗澡，昏过去了，就用冷
水浇醒后再洗……就这样最终把她折磨死了!我真的很同情
她!

想想这太愚昧了，迷信害死人啊!而自己呢?



记得有一次，我生病了。我的爸爸和妈妈从单位赶到家，心
急如焚，他们火速拦下一辆的士，火速赶往医院。今后，他
们每天按时给我吃药，烧饭……想想自己，比小团圆媳妇幸
福多了!

我们要以一颗包容的心将一切不美好的事物包含，留下美好
的记忆，拥有一个充实的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