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恩与仇的句子 老象恩仇记读后
感(实用12篇)

合理设计和制作环保标语，可以提高宣传效果，影响更多的
人参与到环保事业中来。环保标语的创作内容应紧扣环保主
题，简明扼要地表达出关键信息。为了激发你的创作灵感，
下面是一些备受好评的环保标语范例，希望能够给你带来一
些启示和思考。

恩与仇的句子篇一

我有一个偶像，我非常崇拜他，他就是著名的`动物小说家沈
石溪，他的每篇小说我都十分喜欢看，这几天我就看了一篇
叫做《老象恩仇记》。

这个故事讲了一个名叫波伢柬的人，三十多岁的时候帮土司
打猎。他杀死了一头母象，把生下来不久的乳象带回家。波
伢柬用心把它养大，但是却与它结下了不共戴天的杀母之仇，
十年后乳象糯瓦长成了大象糯瓦。一天土司的千金小姐出嫁
了，还说要杀掉糯瓦，拿它的象牙做嫁妆。波伢柬冒着生命
危险，把糯瓦偷偷放回了森林。四十年后，波伢柬八十岁了，
糯瓦也应该六十岁了，波伢柬知道大家都走向生命的尽头了。
按照大象的习性，它们在生命结束前，要把所有的恩怨了结，
所以他要给糯瓦这个机会。结果他在森林里等到了糯瓦，糯
瓦先是把他打成了重伤，报了仇。再把宝贵的象牙用力撞到
坚硬的树干上，牙掉下来了，糯瓦用鼻子送到波伢柬面前，
报了恩。之后便悄悄离开了。

这个故事让我体会到了动物世界中的生死传奇，让我体会到
了另类生灵的动人故事。



恩与仇的句子篇二

暑假我读了《老象恩仇记》这本书主要讲了许多关于大象的
有趣故事。

作者将所有的故事情节描写地栩栩如生，看完书所有的片段
在我们的脑海中一一闪过，想象着大象在激烈地搏斗，想象
着大象一家在芭蕉林中和谐幸福地生活，想象着在古老的象
群中那些不为人知的许许多多的秘密……故事中说道：一个
专门守猎大象的猎人在一次守猎中碰到了老虎的攻击，在危
难的时刻，一头大象却不顾自身的安危，与老虎搏斗解救了
他，猎人活了下来，可大象却为了他牺牲了。猎人深受感动，
因为这件事变成了一个充满爱心的人。

读完这个故事我也深受感动，它告诉我们动物也可以成为我
们的好朋友，我们应该保护大自然中的每一样生物，在我们
为它们献出爱心的同时，我们同样也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回报。
这本书非常地有趣，感人，大家一定看看哦！

恩与仇的句子篇三

这几天我看了一本书，名叫老象恩仇记，是动物小说大王沈
石溪叔叔写的。

《老象恩仇记》中讲老猎人最初当着它的面杀死了它的母亲，
结下了不共戴天的血仇，可老猎人后来又一手把它养大，特
别是当土司的兵丁把它捆绑起来准备杀象取牙时，老猎人冒
着杀身之罪把他放了，并皈归山林，结下了肝脑涂地才得以
报偿的恩情。看完后，我想，倘若不是老象糯瓦，而是换成
一个人，面对既是仇人又是恩人，会如何处理呢？百分之五
十的仇，百分之五十的恩，人类的思维可以综合归纳，可以
互相抵消，正如一个正数和负数相加，答案等于零，无仇无
恩了。但象并不具备人类的思维。而象只有直思维，一是一，
二是二，仇是仇，恩是恩。仇也要报，恩也要报。



这个故事让我体会到了另类生灵的动人故事，使我体会到了
动物们的恩仇传奇。其实动物也是有感情的，不管是母爱、
孝心还是恩仇，没一点比我们人类做得差！而且大象也和人
一样，是唯一一种会因为爱情、亲情、友情而感动落泪的动
物，但是别看大象很温和其实大象也是一种报复心理很强的
动物。而那些凶猛的动物却也有温柔的一面，温顺的动物也
会有情仇。

相比较之下，我们人类又有多少的负心汉啊！我听说过一个
故事：有祖孙三人住在一起，爷爷老了，不会做事，只会吃
饭，儿子嫌他老很讨厌他，左看右看不顺眼，经常不给他饭
吃，有一次，爷爷饿了几天，快不行了，儿子就对孙子
说：“你爷爷这么老了，也没有用了，我们不如把他抬到山
上丢下山去。”孙子有点莫名其妙，但因年龄小熬不过父亲，
只好由着父亲安排。这时父亲找来了一个篓子，把有气无力
的爷爷放到篓子里，然后两人把爷爷抬到山顶上，父亲把爷
爷从篓子里抱出来，然后准备把篓子往山下丢，这时儿子忙
拉住父亲说：“别丢，此篓子还有用。”父亲很茫然问
道：“此篓还有何用？”儿子答道：“我要留住，等你老了
我也可以用来装你啊”，父亲听后大惊失色，忙把爷爷带回
家，从此对老人家非常孝敬。

今天看了这个故事，我对大象肃然起敬，这是怎样的爱憎分
明啊！象和人竟有如此的心有灵犀！如此如父子般的感情！

恩与仇的句子篇四

《书剑恩仇录》作为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起点，金庸先生对
这部经典武侠貌似却不太满意，“经验和修养的欠缺”是金
庸后来对这部小说的评价。但不可否认，金庸先生心目中的
大侠形象就是从这部处女座开始的：其优柔寡断似《天龙八
部》中的段誉、其多情敏感似《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
其家国情怀似《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因此，我尝试通过
对主人公陈家洛这一复杂人物形象的分析探寻金庸在本书创



作中所要表达的精神内核。谈一下个人的心得体会。

书与剑是在书名中统摄全篇的意象，从文意上理解便是“儒
侠”，即饱读诗书、武功高强的侠客。何为侠客？《史
记·游侠列传序》记载：“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
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司马迁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不轨于正义”的游侠，突出
描写了其气节高尚与武功高强。而在李白的《结客少年场行》
中“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当朝揖高义，举世称英
雄。”则突出了侠客的浪漫色彩。到了金庸这里，假借历史
背景的衬托，使得其笔下的侠客有了较之前更为丰富的文化
内涵，“书”、“剑”二字已经不限于饱读诗书、武功高强
的表象，而是指向既具侠骨柔情而又儒雅潇洒气质，并通过
描写这种气质最终指向人物的家国情怀。

且看陈家洛在本书中的第一次出场：持白子的是个青年公子，
身穿白色长衫，脸如冠玉，似是个贵介子弟。这是通过武当
派大侠陆菲青之眼来写陈家洛，突出了其不同于传统侠客的
书生气的一面。此外，“书”的一面还体现在陈家洛的才学
上，当东方耳请陈家洛留赠一扇时，陈家洛挥毫写下：携书
弹剑走黄沙，瀚海天山处处家。大漠西风飞翠羽，江南八月
看桂花。此诗意境广阔，足显胸中志向，落笔却在桂花，正
是以小见大，可谓书生侠。而谈及其“剑”的一面，则要看
其张召重对战时的描写：“众人惊呼声中，陈家洛忽的转身，
左手已牵住张召重的辫尾，配合着余鱼同笛中的节拍，把辫
子在凝碧剑上一拉，一条油光漆黑的大辫登时割断。陈家洛
右手拍的一掌，张召重肩头又中。”这正是陈家洛在山洞里由
《庄子》悟得的武功，顺着余鱼同吹奏的十面埋伏缓步前攻、
趋退转和、潇洒异常。由此可见，他的“剑”不仅仅是杀人
的剑而是与“书”交织的剑，所谓剑中有书，其书剑精神其
实是浑然一体的。这种书剑精神的交织集中体现了陈家洛的
人物性格，也推动着全书的情节发展，并引出了本书的主
线——恩仇。



陈家洛身上既有传统儒生的家国情怀，又有江湖侠客的快意
恩仇，前者使其负有经世济民、修身齐家的理想，后者让他
身负统领豪杰、壮大门派的职责。而在金庸所设置的反清复
明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二者交织演变成了以“剑”作为手
段来达成“书”的理想，也即通过以武力对抗推翻清廷的手
段，达到修齐治平还汉人天下的家国理想。然而，陈家洛作
为乾隆亲兄弟的另一层身份使得他无法像其他人那样杀伐决
断，国仇家恨在这样巧合中变得微妙而纠结，他身上“书”
的一面战胜了“剑”的一面，书生意气代替了武装斗争，最
终放弃了爱情选择了妥协，在将香香公主作为筹码与乾隆做
交易的那一刻，就已经预示了最终的悲剧结局。陈家洛最终
还是没能突破自身的局限性，不论是妄想通过乾隆来实现恢
复汉室江山的目的还是牺牲自己的爱人，实质上透露出的还
是他作为一个深受儒家封建价值熏陶的读书人的软弱性以及
作为身处江湖之中的侠客在政治上的幼稚性。他既未能报答
师父的教导之恩，也未能报答香香公主的献身之恩，更无法
报国仇家恨之仇，贯穿全书的爱恨恩仇最终在优柔寡断的陈
家洛手中无疾而终。这种优柔寡断不仅葬送了整个江湖寄予
厚望的光复大业，也辜负了霍青桐与喀斯丽的深情，陈家洛
试图捍卫的一切都失败了。陈家洛的心路历程实际上也折射
出金庸从民族大义开始，最终陷入笑傲江湖的权利漩涡和鹿
鼎记的身份虚无主义的创作过程，无论是金庸或是陈家洛始
终都未能突破汉族士大夫的阶级局限性。

在陈家洛宏大的政治理想的恩仇之下，书中着重描写了他与
两位女子之间纠结的爱情故事。陈家洛与霍青桐的相逢颇有些
《红楼梦》中宝黛初见的意味：“（霍青桐）见这人（陈家
洛）丰姿如玉，目朗似星，轻袍缓带，手中摇着一柄折扇，
神采飞扬，气度闲雅。两人目光相接，那人向她微微一笑，
霍青桐脸一红。陈家洛见霍青桐却体态婀娜，娇如春花，丽
如朝霞，先前专心观看她剑法，此时临近当面，不意人间竟
有如此好女子，一时不由得心跳加剧。”而他与喀斯丽的相
见则有些牛郎遇织女的意味：“就在这一刹那，陈家洛已看
清楚是个明艳绝伦的少女，心中一惊：难道真有山精水怪不



成？摸出三粒围棋子扣在手中。只见湖面一条水线向东伸去，
忽喇一声，那少女的头在花丛中钻了出来，清脆的树木空隙
之间，露出皓如白雪的肌肤，漆黑的长发散在湖面，一双像
天上的星星那么亮的眼睛凝望过来。这他哪里还当她是妖精，
心想凡人必无如此之美，不是水神，便是天仙了。”在同姐
妹俩患难与共后，陈家洛自然捕获了二人的芳心，却也陷入
了深深的纠结与矛盾之中：“我心中爱的到底是谁？这念头
这些天来每一刻不在心头萦绕，忽想：“那么到底谁是真正
的爱我呢？···一个可敬可感，一个可亲可爱，实在轻重
难分。”

从文中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到陈家洛在爱情中的纠结实际仍
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心中实际上是知道自己更爱喀斯丽的，
但他更关心谁爱他而非他爱谁。如果喀斯丽是能满足他作为
一个男子对于爱情美好幻想的“书”，那么霍青桐则是能助
他实现复国理想的“剑”，在爱情中“书”与“剑”的纠结
更加映衬出陈家洛作为一个传统书生身上固有的“大男子主
义”式的优柔寡断和自私。从陈家洛这一人物说开去，金庸
笔下的男主人公似乎都有这样的特点，不论是张无忌还是韦
小宝总是能以其风流倜傥迷的女性芳心暗许，这种止步于男
权主义的传统想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作者的心理，而这
种想象本身也随着时代的发展显得不合时宜。金庸笔下的主
人公看似都是人生赢家，但其实是一种错觉，郭靖的襄阳没
有了，郭襄在峨眉山出了家，令狐冲的华山派最终也不剩几
个门徒。所有故事的走向其实都是悲剧，事业上的虚无只能
用良辰美眷来安慰，而这种安慰实际上最终走向了韦小宝式
的另一种虚无。

我们无法在《书剑恩仇录》里看到陈家洛与香香公主的双宿
双栖，正如我们无法看到《红楼梦》中宝黛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看似是个人的悲剧其实是时代的悲剧。因为就算他们最终
走到了一起仍然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被想象的爱情也很难
如人所愿，封建的家庭与时代终将被取代，爱情的幻想也许
会在琐碎无趣的婚后生活中破灭。借用王小波的一句话作结：



一切都在不可避免的走向庸俗。

恩与仇的句子篇五

近日闲来无事，又拿起金大侠的书剑恩仇录翻阅了一遍，比
之上次阅读多了几分认真和细致，也获得了更多的感受。书
剑恩仇录是金庸先生的开山之作，可能在细微方面较之后期
作品显得功力不足，但在我看来也是精彩丰呈，妙笔生花了。
因为之前对书剑的影视作品了解不多，所以我也感到比较庆
幸，原因是如果先看过电视剧再品原著时，在书上看到某一
个人物或剧情时电视上的画面就会先入为主，比如看到天龙
八部中的乔峰就会自然而然的想到胡军，以及电视里乔峰的
穿着打扮，说话风格，这样的话就会大大减少我们的遐想空
间，限制了我们对原著里的人物，对白，武功的一招一式，
场景的想象。自然会少了许多阅读的乐趣。

在书剑中，我最喜欢的情节有两个，一是陈家洛在西湖邀乾
隆赏月喝酒，后来乾隆准备用强发难时，陈家洛跃然上马，
胸上佩戴了一朵海碗大小的金丝绒大红花，引爆全场红花会
众欢声雷动，官军中也有大批会众蜂拥前来施礼，那场面真
是壮观之极，风光之极。第二个是写翠羽黄衫霍青桐身负众
人猜疑全力指挥回军与清军决一死战的情节了。当看到清军
追过一座沙丘，突然看见沙丘两边黑压压万名回军手持兵器
静悄悄的站在那里看的我不禁叫好。

看完全书最大的感觉就是世态炎凉，世事沧桑，同时也有可
惜可叹可怜，可惜天山双鹰纵横江湖大半辈子，争风吃醋了
大半辈子，陈正德在临终前才知道了妻子的心意，可惜。可
叹的是红花会众家兄弟奔波多年，不知为之付出了多少，牺
牲了多少的反清复明大业，在最后因为轻易相信了背信弃义
的乾隆而功亏一篑，最后不得不退到北方大漠，可叹。可怜
的是香香公主，一代佳人，天真纯洁，最后还要听从心爱人
的话用自己的身体去换取乾隆的合作，在得知这又是一个圈
套时，不惜牺牲自己也要把消息传递出去以保得情郎周全。



不愧是回族人民心中的神圣女神，不仅容貌惊为天人，不可
方物，而且纯洁无暇，毫无心计，善良勇敢，对爱情坚贞，
可惜最后还是落了个香消玉损的`悲剧。

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
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是耶非耶？化
为蝴蝶。在书中，作者为我们塑造了许多有血有肉的人物，
先说主人公陈家洛，虽然有人说他性格上的缺陷很多，没有
领导群雄的能力，对感情也模模糊糊，揪扯不清，最后害了
霍青桐喀丝丽姐妹。可是我却觉得这种写法让这个角色更加
真实，而且陈家洛最初是不想出任红花会的总舵主的，是被
众人强推上去的，可见他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可能无法
胜任，但义气当先，救人如救火，事出有因，只好硬着头皮
上了，在人前尽量显示出自己坚强的一面，掩饰自己心中的
软弱，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了，要是非要说他的软点，可能就
是感情用事了。

书剑中其实还有许多配角也有突出的性格特点，也给人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比如都督千金李沅芷，开朗活泼，机灵聪明，
只身一人玩弄关东三魔于股掌中，对爱无比的坚贞，虽然余
鱼同开始并不喜欢她，而且后来俊郎的金笛秀才还被毁了容，
甚至还要和爹爹为敌，这都没有挡住她对爱的追求，最终得
到了自己的幸福。还有关东六魔中的蒙古人哈合台，这个人
很讲义气，善良信用，和他几个结义兄弟有着很大的区别，
也是六魔中唯一活下来的一个人，也印证了那句老话，好人
有好报。给我有深刻印象的还有回族人阿凡提，在我这个看
阿凡提木偶动画片长大的人来说有些雷人了，书中阿凡提不
仅聪明过人，乐于助人，而且武功惊人，堪与天池怪侠袁士
宵媲美。是个使用自己智慧和武功四处打抱不平的游侠，在
回族人民心中颇有地位。

每次看完金庸的一部小说，我首先感慨的是作者是怎么写出
这么一部精彩万分，丝丝入扣，引人入胜的作品。以后一定
要多加学习，多看书，增强对文字的驾驭能力，因为能写出



来东西的能力对我们很重要。其次还要感谢金大侠在五十多
年前就写出这么好的作品。让喜欢武侠的读者大饱眼福。还
有就是推荐那些只是从影作品了解金庸小说的人也能抽出一
些时间看看原著作品，相信我，你不会后悔的。

恩与仇的句子篇六

我有一个偶像，我非常崇拜他，他就是著名的动物小说家沈
石溪，他的每篇小说我都十分喜欢看，这几天我就看了一篇
叫做《老象恩仇记》。

这个故事讲了一个名叫波伢柬的人，三十多岁的时候帮土司
打猎。他杀死了一头母象，把生下来不久的乳象带回家。波
伢柬用心把它养大，但是却与它结下了不共戴天的杀母之仇，
十年后乳象糯瓦长成了大象糯瓦。一天土司的千金小姐出嫁
了，还说要杀掉糯瓦，拿它的象牙做嫁妆。波伢柬冒着生命
危险，把糯瓦偷偷放回了森林。四十年后，波伢柬八十岁了，
糯瓦也应该六十岁了，波伢柬知道大家都走向生命的尽头了。
按照大象的习性，它们在生命结束前，要把所有的恩怨了结，
所以他要给糯瓦这个机会。结果他在森林里等到了糯瓦，糯
瓦先是把他打成了重伤，报了仇。再把宝贵的象牙用力撞到
坚硬的树干上，牙掉下来了，糯瓦用鼻子送到波伢柬面前，
报了恩。之后便悄悄离开了。

这个故事让我体会到了动物世界中的生死传奇，让我体会到
了另类生灵的动人故事。

恩与仇的句子篇七

《老象恩仇记》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读完后，令人唏嘘不已。

波伢柬杀了乳象糯瓦的母亲，又救了糯瓦的性命。报恩、复
仇这两件看似水火不相容的事，却被糯瓦以此完成了。波伢
柬悉心将糯瓦抚养长大，告别了糯瓦，让它独立生存。多年



以后，在糯瓦感觉自己得到了死亡的讯息的时候，糯瓦终于
见到了波伢柬，与他重逢。挥泪诀别之际，糯瓦居然把波伢
柬狠狠抛到地上，又把自己最珍贵的象牙拔下。它，终于在
临终前，了却了自己一生的恩恩怨怨。

读完文章，我的内心涌起感慨万千：波伢柬杀了糯瓦的母亲，
又救了小象，而且精心照顾小象。波伢柬，有残忍的一面，
也有善良的一面。人类的善与恶，如此矛盾地体现在波伢柬
身上，让人既憎恶又可怜。

动物们重情重义，会把人类对它们的一切恩怨铭记在心，它
们会用自己的方式了却恩怨。反观一些人类，为了一点点蝇
头小利，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朋友。那些人只知一味地向自
然索取，不知回报，为了自身利益，破坏自然环境，这真是
人类的悲哀。我们要爱护大自然，尊重每一个生命。假如波
伢柬尊重生命，没有杀害糯瓦的母亲，那么之后的一切恩恩
怨怨，就不会发生。动物们没有人类那样的智慧，对于人类
的迫害与杀戮，它们只能忍让。殊不知，人类对自然造成的
伤害，终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佛家讲“因果报应”，种下什么样的“因”，就会收获什么
样的“果”。波伢柬杀害了糯瓦的母亲，所以被波伢柬狠狠
抛起。波伢柬救了糯瓦的性命，所以用象牙换来了一场盛大
隆重的葬礼。如果你助人为乐、多做好事，必会收获善果；
如果你残害生命、损人利己，必将自食其果。

不过，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放下一切恩怨也不失为一种好方
式。我们应该是动物的朋友而不是敌人。没有了仇恨和杀戮，
整个自然界会变得更加祥和、安宁！

恩与仇的句子篇八

《老象恩仇记》中讲老猎人最初当着它的面杀死了它的母亲，
结下了不共戴天的血仇，可老猎人后来又一手把它养大，特



别是当土司的兵丁把它捆-绑起来准备杀象取牙时，老猎人冒
着杀身之罪把他放了，并放归山林，50年后老象去还老猎人
对他的恩和仇，他把老猎人打了翻在地，但又把象牙撞断给
了老猎人。看完后，我想，倘若不是象糯瓦，而是一个人，
面对既是仇人又是恩人，会如何处理呢?百分之五十的仇，百
分之五十的恩，人类的思维可以综合归纳，可以互相抵消，
正如一个正数和负数相加，答案等于零，无仇无恩了。但象
并不具备人类的思维。而象。只有直思维，一是一，二是二，
仇是仇，恩是恩。仇也要报，恩也要报.

恩与仇的句子篇九

《给大象拔刺》这本书里讲的都是大象，这些大象都很可爱。
一口气读完，我就想写篇读后感，因为这本书的第三篇《老
象恩仇记》把我深深地感动了。

《老象恩仇记》说的是大象糯瓦和它的主人波伢柬之间的故
事。小时候糯瓦的妈妈被波伢柬打死了，而大象糯瓦又是被
波伢柬养大的。后来，因为一个富豪想把糯瓦杀死取象牙，
波伢柬不得不把糯瓦送到其它地方。经常养象的波伢柬知道，
大象是一种恩怨分明的动物，并且在老去之前要了结所有恩
怨。波伢柬就在糯瓦60岁的时候在一棵大树下等它。结果，
衰老的大象糯瓦先狠狠地攻击了波伢柬，对死去的妈妈是一
个交代；又把最珍贵的象牙撞下来送给了波伢柬，谢谢他把
自己养大。

读完这篇曲折、动人的故事，我觉得在书的海洋里遨游很有
趣，能学到很多知识，也让我明白了一种恩怨分明的动物，
有恩要报、有仇也要报。平时要关心、善待动物，不要伤害
动物，与动物和谐相处。

恩与仇的句子篇十

《老象恩仇记》里明确表明了大象的智慧:波伢柬八十岁了，



他年轻时是一个出色的象奴。一天，他进山猎象。发现了刚
刚诞生的糯瓦，于是他开枪打死母象，把糯瓦带了回去。十
多年后，波伢柬被迫把糯瓦放生。在糯瓦被放生的几年后，
糯瓦回来了。它找到波伢柬，然后用就洁白的象牙挑起波柬，
把重重摔在地上，再用象鼻卷起波伢柬。当波伢柬奄奄一息
时，它又猛地向旁边的大树撞去，两只象牙掉在了地上。口
吐红沫的糯瓦摇摇晃晃地走向象冢。那两只象牙为波伢柬换
来了一场高档的葬礼。

一只大象竟然懂得仇恨和恩情，是多么可贵呀！其实，凶猛
的动物，也有温柔的一面，温柔的大动物，也可能有情仇。
我们也应该懂得感恩，就像大象一样。

恩与仇的句子篇十一

自古以来，英雄是人们心中、口中不忘的情节。英雄或
是“手把铜虎将，身总丈人师”，或是“男儿生世间，及壮
当封侯”，亦或是“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征战沙场，
为国建功立业的是英雄；揭竿而起，反抗不公的是英雄；失
意没落，悲情伤怀者亦是英雄。命运的天平不会每次都偏袒
到英雄这一边，成功失败不是评判英雄的唯一标准。

红花会的总舵主陈家洛，出身高贵，拜于名师，身量俊美，
文武兼得。无论身处何地，总是一副书生形象，但依然威风
凛凛，不怒自威。《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一出场，即是老
舵主病逝，他接任新舵主，多少英雄豪杰拜于他的脚下，场
面极其壮观宏大，无限景仰之情溢于言表，似乎认定他就是
那种可以举大事、发大义的英豪。也许他真的是，为了救四
当家文泰来，他率领众人与官吏斗智斗勇，只为保全义兄的
平安。

一路上，他广纳良言，乐善好施，积极采纳徐天宏的好建议，
又帮助回部霍青桐夺回圣物。当危险来临之时，放弃一人逃
命的机会，与众人同甘共苦，刀林剑雨中闯荡，义薄云天令



人折服。然而，也许他不是，内心喜欢霍青桐，当他看到她
与李沅芷举止亲密时却耿耿于怀，丝毫没有发现李沅芷是女
扮男装，在情爱面前他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难免令人心有
不服。杭州宝塔之上，北京紫荆城内，他轻信乾隆之言，使
自己深爱的香香公主死于非命，也把红花会带上了绝路。心
胸狭隘，单纯，毫无心机，优柔寡断，不禁让人为他捏一把
汗。

生在那样的时代，长在那样的环境，失败也许并不全是他的。
错，乾隆时期正是康乾盛世的尾声，依然国力强盛，百姓富
足。虽有和珅这样的官员祸乱朝纲，但盛世的积淀足以掩盖
这小小的导火索。而陈家洛坚信满人应将权力交与汉人掌管，
作为一个万人集团的首领，没有丝毫的高瞻远瞩，更忘了满
人也罢，汉人也罢，优秀的统治者才是天下百姓最大的福气。
改朝换代，政权更迭，需要社会环境和背景。纵观历史，均
是在民怨沸腾之时方得以施行，而陈家洛饱读诗书，却忽略
了这重要的一点。狭隘的民族观念，幼稚的政治头脑使他在
这条道路上愈走愈远，这注定的失败使他最后赔了夫人又折
兵，唱起失落英雄的悲歌。

然而，悲情亦英雄，失落亦成功。陈家洛身怀绝技，出手不
凡，小小年纪就有了超凡卓绝的武功。他有着自己明确的目
标驱除满虏，恢复汉制。无论这个目标是他人强加于他，还
是受时代的束缚，他一直都在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和乾隆
谈判，以情动人，以理晓喻，陈说利弊。在皇帝提出要么娶
喀斯丽、举大事，要么放弃喀斯丽、大事泡汤的两难选择时，
陈家洛选择了前者。也许正像脚踏匈奴的霍去病“匈奴未灭，
何以家为”。尽管深爱着香香公主，为了天下大事，他不惜
忍痛割爱，就像回部英雄玛米儿和阿里那样，有着“生命诚
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大义。即
使遭到了爱情和事业上的双重失败，那又怎样？过程的美丽
胜过一切结果的悲哀。

掩卷，思绪万千。泱泱历史长河，这样的英雄还少吗？三闾



大夫屈原心爱楚国，一心希望楚国的强大，但无奈屡遭人排
挤，纵使胸中有再多的学识和抱负，又有何用，希望最终化
为绝望，朝向楚国的方向，自沉汨罗江。一代英杰文天祥，
辅佐风雨飘摇的南宋王朝，抗元报宋，即使被捕依然正气凛
然，令敌人不敢小觑。他们都有着努力的目标，却终究倒在
了目标的脚下。也许他们的行为本来就是逆潮流而行，失败
是历史的必然，但正气和英雄的定义不因此而变。他们是悲
情英雄，虽败犹荣。

悲情亦英雄，何以成败论英雄。古今英才多落寞，豪情万丈
真英雄。

恩与仇的句子篇十二

《基督山恩仇记》可以说是大仲马的成名之作，是世界文学
宝库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叫爱德蒙。唐泰斯的年轻水手，他
当水手时事业一帆风顺，但正当他当上代理船长，准备结婚
时他遭到了“法老”号上的押运员唐格拉尔以及情敌费尔南
多，邻居卡德鲁斯的嫉妒和陷害。

爱德蒙被诬陷为“拿破仑党”，因而被抓起来关进了基督山
上，令人望而生畏的监狱-----伊夫堡。他在狱中结识了同病
相怜的法利亚神甫------一个被误抓的被人当成疯子的秘书。
他们两人一同策划了出逃方案，但在实施前夜，法利亚神甫
癫痫病发作，死去了。爱德蒙利用此机会藏进袋，冒充死人，
逃入大海获得了自由。之后他根据神甫给他的线索找到了宝
藏，成了富翁，改名“基督山伯爵”。

伯爵帮助恩人雷莫尔，向三个仇人复仇，最后促成马西米兰
和瓦朗蒂娜的婚事后留下巨额财产，离开了喧嚣的世界。

这本书我最喜欢的是爱德蒙和法利亚神甫之间的友谊。当爱



德蒙决定挖开城堡逃走而因缺少工具时，法利亚神甫挖开了
他的牢房，至此，他们便可以互相通信了。

爱德蒙十分佩服神甫，因为他在十四年的时间里用一根从床
上拔出来的铁楔子挖开了50尺的石头水泥墙，他自己制作纸，
笔墨，水还读过5000多本书，了解七种语言，还自己写成了
一本书。

神甫帮助爱德蒙推断出他的仇人，还教他知识使他身强力壮。
他俩成了亲密无间的好朋友。当神甫发病时，爱德蒙扶他回
房间，给他喝药。挽救一次他的生命，而神甫则将他的秘密-
---------即宝藏的所在地告诉了爱德蒙，帮助他成为富翁，
使他向仇人复仇，当法利亚神甫死去时，他将尸体背回地牢，
将自己的帽子戴在他头上，吻了一下他的冰冷的额头，向神
甫告别。

他们的友谊不仅仅是建立在金钱上的，更是建立在共同的目
标，双向的帮助以及纯洁的关系上的，这使他们的友谊长久
贮存，如酒般散发出人生的醇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