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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兰河传》读后感 篇 1 

　　我开始迷上了阅读;这不仅是在读别人的故事，而是在体会、欣

赏。

　　最使我记忆犹新的莫过于萧红后期的代表作《呼兰河传》，这

本书是作者记忆中的家乡，一个北方小镇单调的美丽，也介绍了人

民的善良与愚昧。它透彻体现着作者巨大的文化，含量与生命的厚

度。打开书卷，默默的欣赏作者赋予着小镇的情感。灰色的色彩，

平静的叙述，灰白的画面将我带到那暗淡无味并不繁华的小城。



　　在那里，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周而复始，到处都是寂寞。没有

色彩的绚丽，没有活力的人生，整个村庄都笼罩在灰暗中。在这里，

因为人们的无知愚昧，发生着一场又一场的灾难，人们都在等待幸

运的光临。同时也有死亡的号召，我读后与作者相同，不知该对他

们是同情还是憎恨最使我难以接受的是那个美丽的团圆媳妇小姑娘，

可爱、善良的小姑娘，十二岁就卖到别人家的家里做童养媳。她受

尽欺凌!婆婆的打骂，外人的误会，只是认为婆婆对媳妇的管教。刚

最使我难以接受的是那个美丽的团圆媳妇小姑娘，可爱、善良的小

姑娘，十二岁就卖到别人家的家里做童养媳。她受尽欺凌!婆婆的打

骂，外人的误会，只是认为婆婆对媳妇的管教。刚刚开始活泼、开

朗、健康的花季少年，没多久就匆匆去世了。而让亲人伤心的并不

是她的去世，而是他们做了一个赔本的买卖。

　　在旧社会中，有多少像团圆媳妇那样，等待接受生命中的折磨。

就因为旧观念，旧思想，我庆幸现代的人们在知识中变得更睿智，

能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未来，也没有了男女的不平等

    《呼兰河传》读后感 篇 2 

　　萧红是中国文坛的传奇，海内外许多文学批评家认为，萧红以

自己的女性之躯跋涉过漫长的道路，以女性的目光一次次透视历史，

终于站到了与鲁迅同一的高度，达到了同一种对历史、文明以及国

民灵魂的了悟。呼兰河传是着名作家萧红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

1940年写于香港，1941年由桂林河山出版社出版。



　　呼兰河传读后感：童年的寂寞与快乐

　　今年暑假让学生读呼兰河传，顺便我又细细读了一遍，书里讲

了好多我和祖父有趣的故事，如果想知道就往下看吧。

　　我记得有一段特别有趣，讲了我在后园里摘了一束玫瑰，给祖

父戴在草帽上，而祖父不知道，还说：今年春水大，花香二里都能

闻见。从这能看出祖父非常幽默，非常疼爱我。



　　作者出生时祖父都已经六十多少了，作者三、四岁时，祖父快

七十了，七十岁的祖父非常爱作者，他们爷俩在后园笑个不停。祖

父的后园就是小作者的天堂，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样，就怎

么样，一切都是自由的。

　　书里讲到在东二道街上有个大泥坑，六、七尺深，在那个大坑

里淹死过人、猪、狗、猫、马，那个大坑家家户户都知道，有的人

说拆墙，有的人说种树，就是没有说把这个坑填平。

　　在作者的描述中，她的童年是快乐的，也是寂寞的。她从小在

后园里长大的，作者和祖父在后园里一起玩，一起干活，作者和祖

父时时刻刻在一起，童年充满了快乐。

　　文章中写到团圆媳妇是一个美丽可爱的小姑娘，才十二，本该

是有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而她却早早的卖给了一户人家做童养媳，

是多么的可怜!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我们的新社会，人们用知识变得

智慧，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自己美好的生活，没有男女的不平等，

没有可怕的战争。

　　呼兰河传我读完了，可我的思想还停在那灰色的境界里。

　　呼兰河传读后感 700字范文

　　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茅

盾



　　那是一个朴素清丽的故事，那是一本回味无穷的书籍。那个故

事，正是呼兰河的故事;那本书，正是呼兰河传。



　　在这部温婉如诗的小说里，萧红笔下的我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

童，满怀着对于广阔世界的好奇和烂漫的童真，用一双清澈的眼打

量着四周的一切。祖父、后园和她自己，就成了全部的天地。在小

说的开篇，作者细细地描绘了小城呼兰河的风俗人情，在她的眼里，

在她笔下，别有一番风味。

　　在那个被丑陋规则重重包围的旧中国，呼兰河写满了无奈。那

个和萧红年纪相仿才 12岁的小团圆媳妇，原本以为在富人家就能过

上好日子，却没想到才短短几天，就受尽折磨命丧黄泉。

　　萧红的童年亦极其不幸，唯有祖父的爱就如同一团珍贵而温暖

的篝火照亮和感动了她，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

久的憧憬和追求萧红童年的爱与恨都绘声绘色地在呼兰河传一一展

现。

　　花开了，就象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象飞上天了似的。虫

子叫了，就象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

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我特别喜欢

这一段，童话般的意境，诗意的语言，又简单活泼，写得多么好!



　　那些好的与不好的，在萧红眼里，极为分明。只有积极乐观，

没有悲哀丧气。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才能使萧红成为一位成功的女

作家的吧。难道这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吗?在我们遇到挫折的时

候，我们心里想的不应该是失落气馁，而是心中存有希望。只有这

样，你才不会被挫折打败，才可以成为一个生活的强者。如果遇到

一点不顺或坎坷，就灰心丧气，这样，就算任何再简单的事也会变

成极难的。心中畏畏缩缩，就不会战胜困难，就不会成功!只要心怀

希望，充满正能量，一切困难都会拜倒在你的脚底下!

　　我们的生活中，何尝没有这些那些的困难?我听妈妈说有个学校

的大姐姐因为学习的压力大，没有快乐自由的童年跳楼自杀了。我

觉得不可思议，生活在蜜糖中的我们太以自我为中心，往往忽略了

身边的爱，以为自己没有自由快乐，整天在题海中喘不过气来而牢

骚满腹。我们来比比萧红，作者童年生活的地方尽管充满着无知、

愚昧、苦难、悲凉，甚至绝望。但是她还是用最平和的语气描述着

一切，以一颗包容的心将一切的不美好都包容了。在她的生活里，

有多少委屈、困难，但是她的心里仍给快乐和希望留了一席之地。

是的，生活不会一帆风顺，拥有乐观积极、充满希望的心去对待，

你的天空会一片晴朗。

　　童年不同样，让我们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吧，童年记忆中无论

是美好或不美好，都是生命必经的旅程，好好活着，好好珍惜，活

出我们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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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兰河传》的作者是萧红。著名作家茅盾称这本书是“一篇

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当读完这本书时，

我才深刻的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



　　在这本书中，萧红向我们讲述了呼兰河的风土人情，她的童年

时光，以及她对呼兰河的爱和对当时封建社会制度的很都跃然纸上，

使读者无不为之动容。

　　最悲惨的就是小团圆媳妇的遭遇。年仅 12岁的小团圆媳妇被老

婆婆烙脚心，吊在扇子上被抽打&&&&&结果小团圆媳妇被打怕了，得

了一种怪病，老婆婆找了个土房子：用热水烫三次，整个身子浸泡

在滚烫的热水中。可怜的小团圆媳妇，在热水中极力挣扎着，可那

些迷信而又无情还是把她摁在水中，三次都是如此，小团圆媳妇晕

了过去。就这样，小团圆媳妇被折腾死了。

　　有悲就有喜，作者把她小时候和祖父学诗写成了“一颗颗笑

豆”，让人一“吃”，就忍不住哈哈大笑，萧红小时候真可爱真好

玩，让人禁不住想到了自己的童年，那么无忧无虑。

　　读读《呼兰河传》吧，让震撼心灵的华彩美文，滋养我们的精

神生命!

    《呼兰河传》读后感 篇 4 

　　兜兜转转中间停了好久终于在昨晚看完了呼兰河传。

　　萧红可以说是我最期待的女作家之一了，区别于张爱玲的骄傲

与沉沦其中的虐人虐己，萧红有乡村文学的质朴与自然，想想却一

直没有正式看完呼兰河传也是挺不该的。



　　读的时候一个个的故事看过去我仿佛陷入了一种认为它永远不

会完结的漩涡，祖父和我到团圆媳妇到有二伯我心里好像总是暗暗

地认为，呼兰河住了这么多人，哪有说的完的时候呢。冯歪嘴子的

章节看完后便直接来到了尾章实在是令我一时间难以接受，原来，

也就只能写到这里了啊。

　　纪实的文学作品最易感受也最令人悲伤，纸上的文字每一个都

扎根在那座小城里，然后生长于我的眼前。用当年孩童时期的视角

来呈现也最能让读的人体会她提笔写下时的感觉了吧。在祖父呵护

下的萧红好像很不懂事也不敏感，却把这些事记了这么多年，直愣

愣的童言无忌再回首时又会有多少复杂的感情呢。

　　淡然的风格让我明明是昨天刚看完现在却好像也忘了其中的一

些细节，特别是时间隔得更久远的开篇。但这样也很好，这样我可

以再过几年重新拿起来看一遍。现在就只记得坐在祖父的后花园，

雨后湿哒哒的地上放着小板凳，旁边藤蔓缠绕着架子上挂着雨水滴

湿的黄瓜倭瓜，有蜻蜓有蝴蝶，肯定还有蚂蚱和昆虫，我坐着发呆，

等啊等，好像时间是永远浪费不完，好像我永远不会知道以后和现

在能有多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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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几天，我读了《呼兰河传》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是萧红，

她是那个特定年代的一朵奇葩。而《呼兰河传》则是萧红生前写的

最长的一篇小说，它是一部充满温情，童趣，娓娓道来式的“回忆

性”小说。

　　这本书的内容是这样的：大地一到严寒的季节时，整天飘着飞

雪。还有北方大自然的风霜雨雪，火烧云。扎彩铺，放河灯，跳大

神，野台戏  都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幅充满生活气息的影像。

　　这本书里还说萧红生前最疼她的人只有她的祖父  有一次，萧

红摘了许多玫瑰花插在了她祖父的帽子上，她的祖父不仅不知道，

还对萧红感叹：这个季节的花可真香啊!惹得萧红哈哈大笑。

　　看了这本书，我从中获得了一种思想的领悟，从而有更厚重的

童年，更坚实的成长，虽然萧红的童年我很向往，但是我没有什么

机会去体会这其中的乐趣。

　　萧红用明亮的眼睛观察着世间万物，她用神奇的笔记录着生活

中的点点滴滴，用耳朵清晰的听着人生中最美妙的音乐!

　　萧红她说过：走进名著经典的世间里，与它一起优雅，一起荡

漾，一起芬芳。

　　我会永远铭记这句话，因为它蕴含着深刻的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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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兰河传有一点非常吸引我，那就是文章的各个故事之间是分

开的、各成一体，这是我想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地读下去的原因，就

像读故事书一样有趣，也许就是这种吸引力是我开始了阅读。



　　第一个画面就反映了人们的无知在东二道街上有个大泥坑，六

七尺深，人们和家畜无论是在晴天，还是在下雨天都会遭受到灾难，

淹死过小猪，用泥浆闷死过狗，闷死过猫，鸡和鸭也常常死在这里

边。我想大家第一个想法就一定是填坑吧，但是他们的想法却五花

八门，可笑又引人深思，比如说拆墙，种树，却没有想到了最直接

的方法!

　　暗淡灰色的社会的画面，平静的描述把我们带到了呼兰河一个

并不繁华的小城，呼兰河传这本书从头到尾都充满了对当时社会的

讽刺，看完这本书我真为当时的社会风气感到痛心疾首，我仿佛看

到了小团圆媳妇在热水中的挣扎，仿佛看到了婆婆抽贴时的满脸心

疼，又看到了云游真人拿着那些所谓的驱妖道具在哪儿瞎摆弄。与

其说团圆媳妇是被烫死的还不如说是被封建迷信思想害死的。那个

时候的社会完全都是灰色的，那儿的人真的很善良，但为什么就抛

不开那些封建的思想那?也许在他们的思想里只有顺应天意吧，这难

道不是她们的悲哀吗?看这本书的开头我感觉十分轻松，全是一些童

年趣事而到后面却感觉有点沉重!在这里到处可见人们的无知，他们

只是因为活着而活着，为了死去而死去，一个又一个画面，一个又

一个悲剧发生，让我无法评价到底哪个该同情，哪个该痛恨。



　　这本书也彻底反映了当时的地位的重要，从有二伯来说吧，和

书里的其他人一模一样有真名，但为什么要使用假名呢?每当掌柜的

叫他有二爷，有二伯，二掌柜他便喜笑颜开，这是因为他觉得伯，

爷这个字地位辈分高。而小孩子叫他小有子他便开始追打他们，这

说明他还是十分有自尊的。

　　其实他也十分值得同情，他的一系列上吊，跳井，最后还念念

不忘柴堆上的小洋蜡，在别人看来这纯粹是滑稽戏，但也说明了他

的无奈，这也许是为了表示他的存在把!还有就是他十分平穷致使他

的偷窃行为，这是一种可悲的方法，也说明了他在我家的地位低下。

他也十分勇敢，犹如他在晚上念的一样：毛子在街上跑来跑去，那

大马蹄子跑得呱呱地响，我正自己煮面条吃呢杀又怎么样!不就是一

条命吗?说明他的勇敢，还有一次他被祖父毒打一顿而他却跟个没事

人一样呢!

　　这本书不仅形象生动，还有大量的讽刺意义呢。

　　回忆童年不但使自己得到久违的快乐，也是众多的读者得到快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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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暑假，我看了一本萧红写的《呼兰河传》，便沉醉在这本

书中了，把我带到了二十世纪初的小城&&呼兰河。



　　灰色的世界，平凡的时代，单纯的人们，落后的生活现状，愚

昧的精神状态这一个个惨淡的景象就是整个呼兰河小镇



　　呼兰河并不繁华，但在单调中却蕴含着生机，夹杂着悲凉。这

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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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性情古怪的二伯，有勤恳老实的冯歪嘴子，有洁癖的祖母，更有

我跟着祖父学唐诗、学下地。

　　这一幕幕、一件件，作者都用诙谐幽默充满童趣、童真的语言

描绘得淋漓尽致。尤其是作者和祖父的故事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脑海，

不自觉地我拿自己的童年和作者的童年去比。童年在作者的笔下是

快乐的，也是寂寞的。在作者萧红看来，这些故事并不美。可在我

们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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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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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名叫《呼兰河传》，这本书中的情节很有

趣，景色描写也非常生动。

　　这本书是萧红写的。这本书写的是作者丰富多彩的童年回忆。

　　这本书主要写小时候作者和她爷爷的快乐生活，作者有时候听

天真的，不过干的傻事也不少，比如说：把韭菜当野草扔掉、把狗

尾巴草当谷穗留着她爷爷是一个为人非常耐心，和蔼可亲的人，因

为他面对作者干的许多蠢事，不是骂他，而是耐心地教她。



　　作者对自然景色的描写也非常细致，可以说是妙笔生花，不管

是昆虫、动物、植物，只要被她添上一笔，都会变得富有生机。



　　读了这本书后，我的感想是：童年，是让人记忆犹新，令人终

生难忘。

    《呼兰河传》读后感 篇 9 

　　看完了《呼兰河传》这本书，我留下了无限的思考。《呼兰河

传》讲了萧红小时候和祖父的故事，这本书的语言并不华丽，但朴

素的语言，平凡的人和事同样动人。

　　萧红的童年是快乐的，因为有了一个疼爱她的祖父。祖父带着

他在菜园里，摘黄瓜、浇水，给她点灯笼，让萧红玩得不亦乐乎。

让我难以忘怀的还是祖父给萧红点灯笼了，萧红在房间中翻箱倒柜，

找出了一个陈旧的、落满灰尘的灯笼，祖父细心地把灯笼擦拭干净，

点上蜡烛，给萧红玩，直到坏了为止，但祖父依然笑眯眯的。这是

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可是祖父却有着惊人的耐心和宽容。首先，萧

红翻箱倒柜，家里一定翻得七零八落的，一般家长见了都要大骂。

其次，萧红找到了一个破旧的灯笼，一般的家长一定没有耐心擦干

净，点上蜡烛给孩子玩。更重要的是萧红把灯笼打坏了，祖父没有

把她臭骂一顿，居然还笑眯眯的。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位慈祥的祖父，

萧红才有了一个快乐的童年。



　　萧红的童年是快乐的，因为有了一个不平凡的村子。这个村子

里有一个作恶多端的大泥坑，这泥坑经常弄翻马车，淹死人、牲畜，

还阻挡了许多人的前进道路。有了这个泥坑，村里里顿时热闹非凡，

翻了马车抬马车，人掉下去了救人，挡住了人从旁边的墙上面爬过

去。没有一个人觉得累，更没有一个人要把这个“无恶不作”的泥

坑填平。我想，假如填平了这个坑，村子就恢复了冷清，变得寂寞，

大家没事可干，失去了抬车的乐趣当然了，这个泥坑也给村里人带

来了“福利”，当牲畜淹死的时候，许多人都去抢猪肉吃，杀猪的

捡了回去，就会以半价卖出去。在艰苦的乡村生活中，处处闪耀着

人性的真、善、美的光辉。

　　萧红的童年是快乐的，因为有了许多人陪她玩耍。冯歪嘴子啊，

她们家的厨师啊，都是她的“寻乐工具”，团圆媳妇只有十几岁，

她很乐意陪着萧红玩，乐此不疲，但她最终命运多舛。

　　我们再也体验不到萧红的童年生活了，但书中字里行间流露的

人性的至纯至美，仍然使我的内心暖暖的。

　　读了《呼兰河传》，读了一个凄美的故事，读出了童年的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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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深深文字，让我细细投入;那淡淡的文述，让我终有感触，那

就是萧红用一特别手法写出的名著&《呼兰河传》。



　　这本《呼兰河传》是一本充满童趣、诗趣、灵感的回忆式长篇

小说，它里面的事物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影响。它讲说了萧红小时候

一件件真实的故事。我最爱看第三章，它里面讲的是萧红五岁时，

和祖父度过的快乐时光，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和祖父去后院时，萧

红把韭菜当野草挖了，把狗尾巴草当谷穗留在田里，那时她是多么

傻呀，可是祖父还是笑嘻嘻的，还耐性地给萧红细细讲说：这是什

么?那是什么?这说明，萧红儿时过的还是非常开心的快乐的，因为

她觉得有了祖父就行了。

　　萧红写的这些故事表达了许多感情，如：她觉得呼兰河这边的

人都很可怜;她很怀念小时候的快乐;对有二伯的看法;对小团圆媳妇

的同情和可怜我觉得萧红最主要讲他们呼兰河那边各种各样的事物，

和自己对他们的想法、意见，她主要想抒发她对她的家乡&&呼兰河

的思念。她的文字让我也投入进她的文字里去了，感受那儿的事、

景、物，我只觉得除了萧红童年时，那儿的人都很可怜，使人一看，

心感到酸酸的，为那儿的一些人感到难过。

　　最奇特算萧红的写作手法了，萧红的写法不像一些高手，用一

些美文妙句写一长篇大论，而是用深深淡淡细细的文笔写得另有一

番风味，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读起来别有味道。

　　我读了呼兰河传后深有感触，既感受到了以前年代的人是多么

可怜，还学到了萧红写作手法，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受益匪浅，什么

叫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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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寒假，我读了一本好书，它的名字叫《呼兰河传》，书里

讲述了好多的祖父和我的故事。如果你想知道我的收获，你就往下

看吧。



　　在东二道上有个大泥坑，六七尺深，无论是人还是家畜，不管

是晴天还是雨天，都会有灾难存在。淹死过小猪，用泥巴闷死过狗，

闷死过猫，鸡和鸭也常常死在这里。人们有的让拆墙，有的要种树，

就是没有人呢让把大坑给填平了。这是从文章中的第一章出现的。

它让我感触到，那时候的人是多么愚昧啊，在他们的心目中就应该

顺应社会，顺应天意。

　　在作者的描述中，她的童年时快乐的，但也是寂寞的，她的活

动就是在后院的花园里，同他的祖父一起玩耍，一起干活，童年里

充满了乐趣，不由地想到了现在的我，相比之下，我更幸福，我可

以更加无忧无虑的天南海北的游耍。

　　我感觉到作者非常怀念自己的家乡和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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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红的《呼兰河传》，以自身的童年回忆为引线，为我们描绘

了 20世纪 20女作家年代__小城呼兰的种.种人和事。

　　呼兰镇是平凡、卑琐、落后的;也是封建、愚昧、冷漠的。作者

笔下的小镇好似暗灰色的一张纱布，凄凉的暗灰色不知不觉笼罩着

这个小镇，笼罩着那群愚昧的人们。它遮住了如阳光般灿烂的人的

笑脸，只是偶尔有“阳光 ” 稀稀拉拉洒下来，但也是一逝而过。

转眼即来的，还是暗灰色的“乌云”色彩，平淡的叙述把人压得喘

不过气来，但那就是当时扭曲的社会。



　　作者更通过小城的精神“盛举”&&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

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报庙会;令人心碎的小团圆媳妇的惨死;有二

伯的不幸遭遇;冯歪嘴子一家的艰辛生活一个个鲜活的例子把扭曲的

小镇描绘得淋漓尽致。

　　作者通过追忆各种人物和生活画面，刻画出长久以来被封建思

想、封建习俗所控制的愚昧、悲惨的国人。这种迷信封建的旧社会

整整影响了一代人，同时表达出作者对旧中国扭曲人性、损害人格

的社会现实的否定。

　　读完《呼兰河传》这本书后，我感觉特别压抑，特别的郁闷，

为什么那时的人那么愚昧无知 ? 为什么因为无知而导致的一场场悲

剧会一再上演?

　　反观如今的生活条件和环境，我们应该更加珍惜身边的每一个

人，每一件事，更应该学会生活，懂得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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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了《呼兰河传》这本书后，我觉得这篇文章非常的特别，跟

别的小说明显的不同，文中的人物都非常的愚昧、无知，对生活一

点都不积极!我非常的不喜欢他们。



　　此文围绕着呼兰河边的小村庄来写，开始写了村庄里的大泥坑，

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好的家禽都死在了里面，可是周围的人们只

是在想怎么躲开它，而不是怎么解决它，哎，真是替那时候的人们

悲哀啊!思想简直是太落后了，一点都不积极向上，好像天天就是为

了活着才活着的!

　　还有一个跟我一样大的小姑娘，本来是同样的十一二岁，我还

在上学，她却早早的给人当了媳妇，而且被她的婆婆又打又骂，还

被用热水烫了三次，最后一次被活活的烫死了。好好的童年就这样

失去了，我真的开始痛恨那个社会了，要是我在那个年代，我不疯

了才怪呢!

　　糊糊涂涂的年代，简简单单的岁月，一点色彩都没有的日子，

让我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为我们的现在庆幸、自豪吧，我们应该

好好把握现在，摆脱那种年代的愚昧，为了我们自己的未来，加油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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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夜的工作读后感广西区贵港市西江中心小学六五班陈媛秋我

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读完了一夜的工作一文。敬爱的周总理夜以继

日地忘我工作的精神，为中华民族操劳的情景、简朴的生活都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读到“他指着桌上一叠一尺来厚的文件说

‘我今晚要批这些文件……时，不由心中波涛起伏——一尺来厚的

文件，该有多少件啊，几百件吧？不，或许成千件呢！看一遍，也

够累了，何况还要动脑筋呢！周总理啊，周总理！您真是为人民操

碎了心呀！文中还有一段：值班室的同事送来两杯热气腾腾的绿茶

和一碟花生米，放在写字台上。总理叫我跟他一起喝茶，吃花生米。

花生米并不多，可以数得清颗数……这段描写十分感人。多么简朴

的总理啊！一夜的工作，喝的是一杯茶，吃的是花生米，这与那些

滥用职权、花公款大吃大喝的人相比是何等的伟大！总理是伟人，

也是凡人。他之所以成为人民公认的伟人，就是因为他平时以凡人

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虽是一名小学生，读了此文我懂得了这样一

个道理：要想将来为人民多做点事就必须以周总理为榜样。从现在

起，学习上刻苦，生活上简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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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偶然的机会，从朋友那里借到了韩寒的独唱团。据说这本

原本要开创中国文学新纪元的杂志，在出版第一期后就宣告夭折。

第一期 50万册就顺理成章的成了绝唱，一本难求，具有很高的收藏

价值。



　　韩寒是很火的人，似乎从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就已经火的不行，

如今十年过去，他的风头没有减弱的迹象，似乎愈加强劲。然而我

对他的关注也就是最近两年的事情。一个偶然的机会读了他的三重

门，尔后又专门找来了零下一度，接着开始关注他的博客，到他的

1988出版，几乎是第一时间找来阅读。读韩寒的书，首先感叹的是

他的才华，叙述言简有力，很多大道理都在他似乎调侃的味道中娓

娓道来，让人印象深刻。其次感叹的是他敏锐的洞察力，韩寒不过

三十出头的人，可是他对社会洞察的深刻性与批判性是很多所谓的

大师不能匹级的。再次感叹的是他的怜悯心，韩寒的文字总是在不

经意间对这个社会的某部分群体表达了极大的怜悯。1988绝不是简

单的写一个妓女，而是隐藏了他对处于社会底层人们的极大关怀与

怜悯。与此相对应的是，是他对这个社会不公与残酷的无情批判。

　　独唱团是一本由十几篇文体不限的文章组成的杂志。这类文学

性的杂志我是很久没看过了，小说也是十年没读了。但看这个独唱

团，却深深的被吸引了。十几年前读小说的那种激动与感触重新被

找了回来。我对国内小说有一种很大的偏见，认为过于矫揉造作，

情节有太多的虚构色彩，使得这样的小说读几页就再没兴趣读下去。

当然国内也有写的很好的，比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铁凝的一些作

品。独唱团里面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杂文，无不给人真实的感觉，

读来让人觉得畅快淋漓。读里面的文字，仿佛身临其境，里面所说，

所写似乎自己也曾经历或感受过。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不仅把这

些感受写出来了，更主要的是把一些共性的东西给展示出来，让看



的人不仅产生共鸣，而且能引起反思，相当于给自己照了一次镜子。

我自己在读到看那，这人时，就相当的受益。此外，这本杂志的十

几篇文章看似杂乱无章的堆砌在一起，但展示的领域却相当的广阔，

里面既有对当代社会现实的深刻描写，也有对不同人群心理与需求

的深刻刻画，可以说这本杂志是一本老少皆宜，雅俗共赏的作品，

看这本杂志，能丰富很多人生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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