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皮囊读后感(优秀10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
才合适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
一起来看看吧

皮囊读后感篇一

是一本让人很有同感的书，每一个故事似乎都能在自己身边
找到原型，每一个故事说的好像也是我们自己的生活。

从小到大身边出现过很多朋友，我想在那一刻我们都在履行
互相陪伴的使命，当完成之后就把对方交给下一个人，就这
样我们在人生轨道上不停的和陌生人相遇、熟悉然后离开。
对生活每一刻的认知、每一刻的态度，每一刻的感受都取决
于自己，所以要接受生活是自己的这件小事…就像两个啊太、
文展、厚朴和黑狗达，相同的皮囊下有着不同的灵魂，不同
的灵魂造就了不同的人生轨迹，生活会是什么样，最终还是
需要自己抉择。

“太多人的一生，被抹除得这么迅速、干净。”很认同这句
话啊…还没来得及好好去陪他们，他们已经被抹除的干干净
净了，而我却无能为力。长大之后最讨厌的是要接受一个个
重要的人永远离开，我可以想象黑狗达父亲生病、离开时的
无措和悲伤，我曾经也经历过从早到晚呆在有浓浓消毒水味
道的医院里面，经历过不管何时何地只要一想到他离开了我
就泣不成声哭成狗，经历过不知多少次做梦梦到他然后哭
醒…我一直都知道随着时间我会习惯没有他的陪伴，会习惯
这辈子我叫他再也不会有人应了，会习惯我的悲伤越来越淡，
我相信他只是去了另外一个空间以另外的形式存在，他不会
真正消失，在这个空间里面我对他的思念也永远不会减少，
终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面。



大多数人只是生命中的一道风景，可能下一秒转身就不见。
看着别人的喜怒哀乐，我没办法说能感同身受，能留下一个
温柔的背影对他们来说也许是一种慰藉吧。

记得以后再遇见不喜欢的人，也要善良的对待。

皮囊读后感篇二

一直以来最喜欢读的一本书，《皮囊》，作者蔡崇达用冷静
以及细致的手法，将自己最在意，最难忘的故事通过文字表
述出来，所以整本书读下来，会有些压抑，伤感。

当时自己在书店去看书时，正好看到这本书，就被这本书的
名字吸引了，皮囊，总而言之，就是将自己的敏感，脆弱，
善良，一一被隐藏起来。

故事的开篇讲了自己的阿太，也就是自己外婆的母亲，已是
一位有九十九岁的老人家，阿太一直认为肉体是拿来用的，
不是拿来伺候的。自己在切菜时切断一根手指，家里的人都
非常着急，她却一副莫不在乎的样子，也曾面对白发人送黑
发人，在自己摔伤腿，靠着一把椅子挪到门口，等着孩子放
学回来。阿太的坚强和忍耐，让我切身体会到什么叫肉体是
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

再后来，面对自己的父亲因为中风瘫痪，在期间母亲不顾家
庭窘迫，不顾家人的反对，坚持要完成父亲的愿望，想尽办
法让父亲高兴，让家人骄傲，哪怕自己吃再多的苦，受再大
的累，也值得也愿意。作者在期间回忆了父亲因瘫痪后脾气
的改变，性情的转变，因身体的不便，导致父亲有时候会像
个小孩子会闹，会哭，也会因为绝望每天和家人说要“抓紧
死”，过世之后又托梦给儿子责怪他不给小汽车，不给摩托
车，细致的文字记述了看似坚强的外表，其实也是有软糯的
内心，细致入微。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可能，当我们
第一次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起这句话，但是，在
读完这本书之后，却有另外一番滋味。生活是残酷的，但是
也有细腻柔弱的一面。评论家李敬泽在评鉴语中提到“人生
或许就是一具皮囊打包携带着一颗心得羁旅，心醒着的时候，
就把皮囊从内部照亮”我们都是拥有一具鲜活的皮囊，心就
是一盏明灯，用心感受生活，用心感受爱，心到的地方，就
会有光明，就会有温暖。

皮囊读后感篇三

作为一本畅销书，很早就听过它的名字，一直没来得及看，
这次也是偶然而为之。这是一本故事集，写了家人、朋
友、“偶像”的一些故事，基本围绕闽南家乡某小镇的背景
来展开的。开头三篇序，分别是韩寒、刘德华，李敬泽写的，
自从看了《随想录》，就不看这种畅销书的序了，一个字：
虚！

《皮囊》。同时也是本书的书名，放在第一篇，自然是核心
篇章了，但篇幅很短，总结起来就一句话:“肉体是拿来用的，
不是拿来伺候的”，这是本书的'灵魂所在，换句话说，本
书“唯心”色彩浓厚。

《母亲的房子》。写母亲历经千辛万苦，不顾一切也要把房
子建起来的故事，甚至最后即使要拆迁了也不管不顾地去建，
作者将这种行为归结为:人活一口气，母亲为了那说不出口的
爱情，坚决的要让父亲不被周围人瞧不起！是的，我似乎能
理解母亲的这种做法，她们有着很朴素的世界观，就是不能
让周围的人瞧不起，我物质可以比你穷，但我志气不能比你
弱，正所谓，人穷气不穷！但，现实中我恐怕很难同意这种
做法吧，父亲重病在身，儿子事业成长需要北京买房，母亲
全然不顾，仅为了那虚空的“唯心”，真的合适吗？人需要
有所信念，但不能偏执，信念有时是为了得到尊重，可偏执
的信念则会违背这种初衷。



张美丽和阿小的故事，我就感觉画风有点变了，前面的几个
故事我看到了作者的用心，看完有所触动，可后面这几个人，
则有点“虚”，张美丽的行为让人不解，是因为宗族的力量？
我不知道。阿小，在作者眼里似乎是一个略显悲惨的人生，
可我想，也许阿小并没有那么“惨”？也许你眼里的别人
是loser,可当事人并不会这样觉得，正所谓，不要用自己的标
准来评断别人的生活。后面的《天才文展》《厚朴》都是同
样一个道理，我在这些故事中看到了别人的生活，这是我的
收获，但我并不认同作者的这种态度，每个人都会因为种种
好的不好的因素而走一种独特的人生，这本身并无不妥之处，
关键之处在于对待生活的心态，我想，这也是本书想要表达
的思想吧。

总的来说，这本书是有着诚意的，前面几个故事写的很好，
很打动人，包括我。后面相对来说有些次，但仍不影响我对
这本书的好评，里面很多描述于我都有共鸣。尤其是，里面
的故事耐看，看到了当代的一些人生，很有意思。我看完后
最惊喜的地方是，作者将这本书定位为，“看见”自
己，“看见”更多人。深表认同，这也是我读书的意
义，“认识”自己，“认识”更多人，“认识”一个个我没
有经历过的世界！

皮囊读后感篇四

一书中，作者蔡崇达围绕亲情、友情、前途、家乡讲述了一
系列平凡又令人思索万分的故事，以此使我们去感受生活中
那些难以避免的困难，指引我们直面挫折，也使我们思考人
生中必须回答的问题。

主人公在童年时因好奇大海而导致了他差点死在海中，之后
家人尽量使他远离海水，但之后他发现海是藏不住的。我们
曾面对的困难与伤痛或许正如作者曾面对的那片海一样，我
们有时不愿去触碰那些曾令我们伤心的过往，也希望它们能
够被人藏起来，但越是如此，那些悲痛便越会变得难以消除，



若我们无法释怀它们，它们就会对我们造成持续的伤害。试
着不再逃避并找到与它们合适的相处方式，与它们“握手言
和”，或许才是战胜它们最好的方式。

人的一生不长不短，我们总会从懵懂无知的孩童变成历经沧
桑的大人。在此期间，我们也需要同作者一样在朋友的追问
下思考那些始终要回答的问题：我们究竟要如何生活？我们
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们一直都觉得自己很忙碌，但有时却
不知自己因何而忙碌，也不知道那些忙碌对我们来说是否有
意义，但我们又不敢使自己空闲下来，因为我们无法回答那
些问题。

如此看来，或许人生是一个追寻的过程，我们一直在寻找自
己的意义，也寻找自己忙碌的意义，有时也受其困扰，但或
许我们的每一次经历都会交代我们的意义。不必忧思过重，
因为我们的存在总会有意义。就好比当下正面对席卷全国疫
情的我们，虽不能如医生那般为拯救生命而奔赴医疗救助的
前线，却可以真心地为他们祈祷，希望他们平安无事；可以
居家隔离，不给他们增添麻烦。如此，我们也为疫情防控贡
献了自己的力量，也向社会证明着自己的意义。

无论是艰难困苦亦或是未知迷茫，只要我们有勇气去面对它
们，有信心去战胜它们，相信我们会成为更优秀的自己并留
下更美好的意义。

皮囊读后感篇五

陪我一起看黑狗达，对皮囊你还介意吗？小芝麻，只能叫你
我开始流下眼泪也更刺痛我的眼睛，我的心。

小芝麻，可能我想抒发的情感以及文字都是在找借口，未来
几天我们将离开彼此皮囊。你发誓我的心真的好痛、好痛…。

小芝麻，我不胖的身体在你到来后，睁开眼睛臃肿的到下午



才能看出双眼皮的'我，一直持续着燥热，又不得不喝水。整
个身体臃肿不堪。

小芝麻，心悸和呼吸困难也影响你的舒适程度吧？因为我尽
力想找到我们彼此舒服的姿势或者空气，很遗憾，你的肚子
疼疼的，你猜，小芝麻你很不开心吧、也许以上种种原因都
是我们彼此不能真正的见面的惩罚。

小芝麻，眼前的世界，和接下来的世界，没有多姿绚丽，所
以我想说的是，我会默默的为你祈福，给不了你最好的皮囊、
无法给你多姿绚丽的世界，忘你可以释然，因为我也相信，
举头三尺有神明、待缘份尽头，你我曾有过，或是母子或是
灵魂深处，有地方可以寄托哀…思。

夜已深，我们一同入眠，我含着泪，你呢？

皮囊读后感篇六

剥开《皮囊》，认识你自己。

李敬泽在序言中说：“皮囊有心。不管这具皮囊是什么质地，
它包裹着一颗心。人生或许就是一具皮囊打包携带着一颗心
的羁旅。

这颗心很多时候是睡去了，有时醒来。心醒着的时候，就把
皮囊从内部照亮。”

看到很多短评，褒贬不一，有说作者没有灵魂，无病呻吟，
凤凰男，各种难听的话，也不乏泪目，说戳心，真实的评论。

不得不说，我被蔡崇达的真实与犀利给震撼到，从小生活在
福建海滨小镇的经历冷静而理智的一点点叙述，父亲生病后
从最初有一点希冀，到慢慢绝望，大雨里父亲执意要出门的
那一幕看得我内心五味杂陈，可是作者却仍然是理智到冷漠



的笔触去叙述。

对母亲执意要盖房子的决定从内心隐隐觉得没有必要，到后
来母亲对父亲的想念，念叨隐约明白理解她对父亲埋在心底，
没有言说出口的深爱。

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细节是父亲为了不让儿子被大海所误，
一直隐瞒儿子，而蔡崇达，仅用简单的寥寥几笔：“再次去
拜访外祖母的路上，我突然放开步子往甘蔗林那冲，母亲气
恼地追我，把我追急了，竟扑通往那一跳，海水迅速把我淹
没了，那咸咸的海水包裹着我，把我往怀里搂。我看到，这
海水之上那碎银一样的阳光，铺满我的瞳孔，醒来的时候，
已经在医院的病床上。”形容他被海水淹这样看似惊心动魄
的经历。又是一段克制理智到极致的叙述。

后来又是张美丽，文展，阿小，厚朴的故事，可能我们身边
都有这样的影子，可是蔡崇达用他冷静又细致的笔锋，为我
们绘出了这些特点鲜明人物形象。

每个人都有这副皮囊，蔡崇达用自己锋利的笔刀，剖析自己
的过去，剖析自己的回忆。

看介绍的时候说这是一部能看哭人的书，作者没有刻意渲染
悲伤与绝望，却给人以极强的代入感，让人不禁能回视自己，
自看自省。不要让灵魂负重前行，你也应该剥开皮囊，重新
认识你自己。

皮囊读后感篇七

说起这本书，我应该在很久之前就听某个同学提起过，不过
当时忙于学业和高考并没有过多的在乎，也就跟这本书擦肩
而过了。其实直到今天我所经历的也不见得能够把作者想要
真正表达的情感感悟出来。在大学里偶然在一次书摊上看到
了它就买下来，不过在书架上静静地放置了很久，直到最近



我用两天看完了它。书的名字似乎很有趣，但却又有那么一
些些省人。而我的这篇文章题目是《赎罪与生活》，那是因
为我大概的将这本书分为了三部分：第一皮囊与肉体；第二
本质相似的各色人；第三回忆生活和家。书里面是一个接着
一个的小标题，每一章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连续性，但最终
的内容上连续的。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就是这看似小说却又很
真实的故事，很难想象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的那种感受，心
如刀割也不过分。我身为一个读者都能深切感受到那种悲凉，
更何况写这本书的人呢。

看完之后，就先产生的就是赎罪的念头。我们生来就是要赎
罪，直到肉体消散，灵魂到达极乐世界。我喜欢作者的阿太，
虽然关于她的篇幅并不是很多，但那种处事态度真的值得人
去学习。阿太在自己至亲之人离世的时候，都没有流泪也不
难过，因为她舍得；如果在前些年或许我并不能理解，但现
在我或多或少的能感悟出那种舍得了。人死之后是一种解放，
终于不再受肉体的折磨和束缚了。不知不觉间透露了一种生
活态度：如果你整天伺候这个肉体，是不会成为人才的。这
种豁达乐观的生活态度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要我说不
惧怕死亡也是假的，现在的我的确是被肉体和欲望控制了，
因为青春不会无欲无求，需要我们为之奋斗和疯狂。只不过
皮囊终究是皮囊，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灵魂的升华。

书中有一部分篇幅写的看起来有那么一些些虚幻，但是又总
是那么真实。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是，作者的父亲去世之
后，作者的母亲的行为。她因为收到了作者父亲的托梦，梦
的大概就是说：我死的太突然，我在人世间的罪过还没赎完，
所以我的灵魂需要在神明那里接着赎罪。作者的母亲在当地
找到了叫做“巫”，通过“巫”和作者的父亲对话，并按照
他们的要求把父亲接回家了。之后作者的母亲就去各种有神
明寺庙的地方，后来在家附近的一座寺庙里祈求，把作者的
父亲的灵魂带过去，并且之后每一天都会去问寺庙的住持情
况，直到赎罪期限的最后一天，母亲自己问神明情况，得到
了一个满意的答案。母亲说，父亲终于释然了，他走了。我



一直都相信头上三尺有神明，作者的一次次心里变化，对神
明的相信更加印证了我的想法。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心理作
用也是莫名的神奇的。如果你看过这段《我的神明朋友》你
就会明白我所表达的。终究说到底，还是要求我们有一颗善
良之心，多行善事。每个人生来带着罪过，这就要求着我们
多做好事减轻自己的罪孽。人不免会犯错，不免会受到各种
各样的诱惑和金钱刺激，这就需要我们多做好事，去减免自
己的罪过吧。希望我和我的神明朋友们，可以友好相处；也
希望身边的人都可以拥有不同美好的生活。

张美丽、阿大和阿小、天才文展、厚朴，这些是作者书中一
些叫的上名字的人或者是朋友吧。当我读完你要问我还能记
得他们都发生了什么故事吗，我的回答肯定是：我不记得了。
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天才文展，作者写他用了很多的笔墨，
在文展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总喜欢去规划自己，然后
拼命给自己设限，如果达到了还好，但一旦没有达到就会特
别崩溃，可能会重振旗鼓，也可能会毁了自己。文展这一类
人应该就是那种自命不凡的人吧，不能说是好还是坏，毕竟
看个人怎么处理。写到这里，我突然发现作者写的这些人都
代表着一类人，比如，张美丽：代表一类敢于尝试和创新的
人；阿大和阿小：好高骛远，过分的追求“城市生活”；厚
朴：人生没有规划，但却有一颗敢于追求的心。说到厚朴，
他的故事我是能记住一些的，他看起来非常勇敢，在自己年
轻的时候做了很多别人不敢尝试的事情，只不过那些都是些
假象，他最终还是毁在自己手里。这些人在我们日常生活并
不少见，这就是需要涉及到交友的问题（我应该专门写一篇
关于朋友的）我们当然是本着交好友了，这个“好”意义非
凡吧。关于这个话题我就不过多阐述了，把他放在一篇额外
的文章里。

有一个我们始终要回答的问题：我们该如何生活？现代化社
会，生活节奏快，我们对生活不免充满功利之心，并且用市
侩的逻辑去面对。书看到这块的时候，我的内心有很多冲击
的，我们这一生必须有要回答的问题，到底该如何生活，作



者说“很多人都在不知道如何生活的情况下，往往采用最容
易掩饰或者最常用的借口——理想或者责任”或许生活就是
张这样的问卷，你没有回答，它就会一直追问下去，而且你
不回答这个问题，就永远看不到下一个问题。我们到底该如
何在成长的路上去享受生活，或许这是一生的课题，不希望
用过度膨胀的梦想去填充了整个生活，到底什么是我们应该
珍惜和最珍贵的呢。边成长边享受这场生活带给我们的洗礼
吧，珍惜你所遇见的真正值得的东西，不忘初心才能方得始
终！

当我看到作者的一段告白之后我的心中不免涌起层层涟漪。
他因为工作和梦想而少有回家，因此很少陪伴中风的父亲，
当父亲去世的时候，发现唯一留给父亲的照片已经被摸白了，
看我这段话我的眼眶中泪水在打转，我们真正陪在父母身边
的时间到底会有多少呢。就在前一段时间，我的大姨还曾告
诉我，加上如今看完这本书我产生了更大的`心灵共鸣，我想
回家，我想听他们的种种唠叨，我想陪在他们身边。生活的
忙碌让我们快忘记去陪伴我们真正重要的人，我的大姨跟我说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们真的要抓紧时
间去陪伴我们的父母和亲人吧。时间宝贵，我们真的都需要
抓紧，需要抓紧，需要抓紧！这是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
题，不要让自己将来后悔，更不要人生留下遗憾。

《皮囊》的最后一回是“火车伊要开往叨位"我想答案是——
家。我很爱旅行，享受在路上的感觉，我想趁年轻和大学学
生证能半价优惠的时候多走过一些地方，多用我心爱的相机
留下一些美好的瞬间，但有一点是不会变的这趟旅行的终点
始终是家。我们无论如何都将会回到家里，或许说我们始终
都没有离开过家里，我的根始终都在家。写到这里，虽然可
能语言会很幼稚，会很苍白，但我想挽留这最珍贵的东西，
同时我也希望和我珍惜的人一直一路同行，且行且珍惜。谢
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谢谢你们让我看到的不同的风景。



皮囊读后感篇八

不知道有多少人被皮囊中母亲对父亲的爱意感动到的，反正
皮囊前面几节中一些小细节的描写我是被母亲不着言词的`默
默的爱打动了。

作者蔡崇达是80后，82年的，同为80后，那个年代的囊中羞
涩，吃口馒头争口气的心态我是能从自己的母亲身上看到的，
也包括我母亲对我父亲的爱。所以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几
乎从头到尾都能找到共鸣。也是每隔一会都有眼眶湿润的感
觉，而且是想一直读下去，不想停，也不想这本书完结。或
者有的人会觉得书中的母亲有点固执，有点作，但我是仿佛
看到了自己的母亲，感到无比地亲切。

我只单说母亲与父亲的爱情这一点。我觉得母亲真得是一个
家庭的精神支柱，别看中国大部分老一辈的家庭都是父亲在
外挣钱，母亲对内照顾家庭，但是如果一个家庭母亲倒下去
了，那这个家也就散了，母亲才是真正把一家人凝聚起来的
力量，因为有韧性，百折不挠。男人看起来硬汉一个，但是
容易折啊。参考其中一段，父亲遭受失业打击，三年不工作，
母亲却默默地做这做那到处打工补贴家用，毫无怨言。我的
母亲也是这样伟大的人，不行了，想想就想哭啊。能写的东
西太多了，感觉自己都想写一本，我的母亲了。

书中，母亲一直固执地盖房子，就是源于对父亲的爱。我从
小的时候就觉得，虽然母亲对我比对她自己好，但是她最爱
的是父亲。我觉得这才是正确的三观。因为伴侣才是能陪伴
一生的人，少年夫妻老来伴。父母和儿女终将会离开，枕边
人才是那个老了能相伴左右互相扶持的人。

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我问父亲，对你最重要的人排第一位的。
出乎我意料地是，父亲毫不犹豫地说，你妈。他没有说弟弟，
也没有说我，也没有说爷爷奶奶。因为当时在我的眼里，我
是觉得母亲爱父亲更多一点。现在年纪大了，父亲一刻也不



愿离开母亲，反倒像个孩子一样。

皮囊读后感篇九

有一群爱读书的朋友。读完一本书，自然而然的就愿意与其
分享。

那天也是如此，说起蔡崇达写的《皮囊》一书。

有的朋友说以前读过，但是过了许久，有些情节已经模糊了，
可是那个“倔强”的一定要盖房的作者母亲，一直在印象却
十分深刻。

母亲这个人物是写《母亲的房子》那一章节里，作者写他自
己的母亲为了盖房子，经历的许多波折，而盖房子也是“母
亲”的生活希望的信念。

这本书里不止是“母亲”这么有着一个鲜明性格的人物，里
面的每一章都有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比如在《皮囊》里
的“阿太”、《残疾》里的父亲、《张美丽》里面的张美丽、
还有《阿小和阿小》里的两个阿小以及《天才文展》里的.文
展、和《厚朴》里的厚朴，里面的每一个人都与作者有着密
切的联系，他们或是“母亲”那样倔强、或是像“阿太”那
样内心澄明、或又如同“文展”那样无师自通的自律还有
和“厚朴”那样放飞自我的“自由”……那一个个角色，在
人群里穿插，在岁月里游走。

某个时候时候或许有种错觉，书里面那些生动的人物，就是
我们身边某一个人，是亲朋好友、邻里街坊、是同学同事、
也或是只是每次见面熟络而不知道姓名的某一个人。

他们就这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擦肩而过，却经常在某一个
意识中影影绰绰，又或许是我们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那一
个连自己都不曾发觉的部分。



其实自己未必真的了自己，就像书中的人物文展和厚朴，当
时都以为自己会达到自己预期的目标，走向他们内心深处的
成功之路，可是尽管他们的性格一个极其“自律”；一个放
飞自我“自由自在”，可是结果却终究因为根本就不了解自
身的存在的致使缺点，而连他们曾经认为的普通人都不如，
一个颓废度日，一个以致丧命。

复旦大学教授陈果说，以我观书，以书观我。

是的“以书观我”，很庆幸在这本让人不舍释手的《皮囊》，
看到了自己的某个部分。

孔子说，温故而知新。

希望在以后的日子，再次重能从中看到并发现更多的更全面
的自己。

皮囊读后感篇十

读这本书的时候，总是会让我去回忆我的童年，会想起那些
已故去的人，听妈妈说小时候抱着我长大的曾祖母，依稀还
记得她坐在房檐下的样子，又依稀还记得她去世时妈妈让我
磕头我却死活不肯的画面，小时候总给我留着许多糖的外婆，
她去世的时候，我却因为所谓的工作没能见最后一面，可是
她一直在我脑海里，她驼着背慢吞吞的为我们做饭，她佝偻
着身子从柜子里拿出攒了好久的糖果，她轻声呵斥着冲我们
嚷嚷的大黄狗，还有幼时一直害怕的外公，他在家时困了总
不敢睡着，很害怕他拿鞋底板把我们给拍醒，有时实在太困
了，就躺在他经常躺的摇摇椅上摇晃着，等他一回家就马上
惊醒了，他一辈子直到去世都总想着我外婆，外婆先走，他
却害怕外婆的棺太小不够住，死活要把自己的.给外婆，自己
却永远躺在那个连自己都放不下的棺里，开棺的时候我终究
是没忍住痛哭流涕，哪怕到现在想着他最后的样子，我依然
忍不住泪目，他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对我们的疼爱，而



是对外婆的疼爱.其实自从我长大后，很少去回忆自己的童年
生活，我每次很用力的去回忆，却总是什么都想不起来，读
这本书，却总是勾起我的回忆……回忆那个我不知道到底爱
还是想逃离的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