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青铜葵花的梗概 青铜葵花读后
感(精选8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
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青铜葵花的梗概篇一

书是人类的精神粮食，它给了我们无穷无尽的营养。一本好
书即使读上千百遍，也不会觉的厌烦。一本好书，即使读上
千百遍，每次也会有不同的发现。一本好书，即使读上千百
遍，每次也都会有不同的感悟。这本书我虽然没有读上千百
遍，但我在这本书上已经学到了很多。

《青铜葵花》是曹文轩叔叔的纯美小说之一，同样也是我最
喜爱的一本。记得第一次看《青铜葵花》是在三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小，不懂事经常说葵花好傻！在大麦地选人家的
时候，为什么要选青铜家呢？青铜家穷得叮当响！只有一头
牛和一间破房有什么好的呢？要是我呀我才不会选青铜家呢！
我肯定选嘎鱼家，虽然嘎鱼家没有像城里人家那么富裕，但
在大麦地也算是首屈一指的富裕人家呀。在他们家的日子也
会好过很多，葵花真傻。

五年级那一次读《青铜葵花》绝对是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的。
因为那时我仿佛体会到了《青铜葵花》的真谛，我跟青铜一
样，有一个懂我的奶奶，有一个为家辛苦操劳的奶奶。奶奶
也是农村出身的，一辈子她的身上都带着土粒，身上都有一
种永远都洗不掉的土香。奶奶为了爸爸能在城里立足，在南
京给爸爸苦了一套房子，买了房子以后奶奶仍然在辛苦操劳
说什么也不肯歇一歇那时我仿佛在奶奶的身上看到了青铜奶
奶的身影。奶奶已经六十几岁了，却仍然每天都坚持去打理



菜园要如果只有一块地那也不算很过，但是奶奶同时要打理
好几块地。你想想，一位六十几岁的老人给菜地浇水，施肥，
除草等等这么多的农活，再加上奶奶的身子骨本来就不好，
经过这么一折腾。她，终于病倒了。我推开病房的门，四周
的墙壁是白色的，窗帘是白色的，被子是白色的，床单是白
色的。就连奶奶的脸也是苍白的。躺在病床上的奶奶看起来
是那么的瘦弱，那么的弱不禁风。可是，奶奶就是用这弱不
禁风的身板挑起整个家庭的重担，在风风雨雨中走过几十年。
我拉开椅子，轻轻的坐到床边，看着脸色苍白的奶奶，不禁
想起《青铜葵花》中的《纸灯笼》，记得前几天看的时候，
我都流泪了。因为我真正的感受到葵花对奶奶的那份爱——
一份纯洁的爱，一份毫无瑕疵的爱。为了她的奶奶，葵花可
以孤身一人去江南拾银杏，虽然她挣得钱不多，但是我们生
活在城市里的“温室花朵”“皇帝们”“公主们”，谁能做
到？谁能做到！葵花挣钱并不多，但是她那份对亲人纯洁的
爱是无价的。

随着我逐渐的长大，我渐渐的明白，责任是什！我也找到更
好的方式去诠释葵花的行为。那就是她有爱的责任！其实每
个人都有责任。青铜有爱的责任他才会在下暴雪天去卖芦花
鞋，奶奶有爱的责任，她才会当掉首饰去换粮食，她才会用
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去采摘那最温暖的棉花，去给青铜和葵
花做温暖的棉袄……或许在读者眼中葵花只是寄养在青铜家
里，或许读者们会认为葵花只不过是一个孤儿。但是在青铜
家，她用自己爱的责任，担起应挑的担子，用真正的爱去和
青铜一家相处。或许坦诚相待换来的就是相濡以沫。在《青
铜葵花》中我真的学到了在城市中学不到的品质和信念。
《青铜葵花》，伴我成长！

青铜葵花的梗概篇二

我看了著名作家曹文轩的小说《青铜葵花》，小说说的是城
里的小女孩葵花从小就失去了母亲，和唯一的亲人爸爸在干
校里相依为命，她的爸爸不幸溺水而死，从此葵花再也没了



亲人，后来邻村的男孩青铜家领养了葵花，青铜和葵花一起
愉快的生活，直到城里人要将葵花带走。

听说城里人要将葵花带走，青铜带着葵花东躲西藏，为了不
让城里人将葵花带走，全村的人变得空前讲义气，就连平时
最喜欢欺负葵花的"捣蛋鬼"嘎鱼也悄悄地给青铜和葵花送饭，
所有村民都不想失去这样一个乖巧、聪明的女孩。他们已经
将葵花看成这个村庄的成员。但最后，人们知道了进城是为
葵花好，又瞒着青铜把葵花带回城。青铜知道后，整天坐在
草跺上。由于太想葵花，产生了葵花又回来的幻觉，大叫道：
"葵—花！"—而青铜原本是一个哑巴！

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它告诉我们："爱可以创造奇迹。"青
铜因为想念他的好朋友葵花，终于能够在失去语言能力多年
后又喊出了葵花的名字，爱又一次创造奇迹！

这本书的作者在书中写到："我们应当敢于正视痛苦、尊敬痛
苦！欢乐固然值得赞颂，痛苦又何尝不值得赞颂！这两位是
姊妹，而且都是圣者。她们是力，是生，是神。凡是不能兼
爱欢乐与痛苦的人，便是既不爱欢乐，亦不爱痛苦。凡能体
会她们的，方懂得人生的价值和离开人生时的甜蜜。"

读了这本书，不但它的故事让我感动，它也让我懂得：不管
是在学习还是在生活中，会有许多困难需要我们去经受和克
服，爱和友谊是战胜困难的最好的武器，只有战胜了困难，
才有真正的欢乐。

青铜葵花的梗概篇三

这个寒假，我阅读了曹文轩的.小说《青铜葵花》，这本书的
内容真心打动了我。

乡村男孩青铜因为5岁的一场高烧，成了哑巴。一次机缘巧合，
城市女孩葵花和青铜成立好朋友，他们俩的关系如同亲兄妹



一般。青铜虽然不能说话，但是青铜无时无刻都在用他的行
动去关心葵花。为了让葵花上学，一直想上学的青铜放弃了；
为了让葵花写作，青铜捉来了萤火虫。但在十二岁那年，女
孩葵花被命运召回了城市，这对青铜来说就是苦难。

作者在这本书中反复提到了痛苦。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大
麦地遇到蝗虫灾的那段。青铜一家在经历了虫灾后，家里的
最后一粒米也吃光了。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在灾难面前低头，
而是努力想要在田野间找到食物，度过难关。而我呢？总是
坐享其成，等着父母帮我做饭，等着父母帮我收拾书包。我
就像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吹雨打，十分娇嫩。

每天晚上当我完成功课时，时间已经很晚了。这是妈妈总是
对我一挥手，说：“不早了，快去洗洗睡吧。”当我洗完澡
回到房间，躺进温暖的被窝，桌上的台灯依然亮着。我透过
被子的缝隙望着妈妈，她似乎一点也不觉得累，帮我收拾书
包，整理房间。每一个母亲都是那么伟大，她们几乎为我们
分担了所有的负担，但这也使我们的生活过于安逸。

只有让我们经历多一点的苦难，才能让我们知道生活的不易，
才能让我们获得成功！

青铜葵花的梗概篇四

我认真地读完了曹文轩的长篇小说《青铜葵花》。

一个乡村男孩与一个城市女孩，在充满天灾人祸的岁月中，
乐观地生活着。可以说，他和她都是不幸的，他们几乎经历
了人世间所有的可以称得上苦难与痛苦的东西，但他们又是
幸福的，不同的命运让他们成了幸运的兄妹。在苦难与痛苦
面前，他们用各自的爱温暖着对方，用爱的力量征服了一切
困难。

我们的生活又何曾缺少苦难呢?20-年5月12日，突如其来的大



地震一下子吞噬了多少生命，学校变废墟，家园被毁掉。面
对苦难，我们众志成城，抗震救灾。主席总理来了，解放军
战士来了，白衣天使来了，普通的爱心人士来了……他们用
爱的力量帮助不幸的人们鼓起了战胜勇气的信心，他们用爱
的力量帮助灾区人民重建了幸福家园。

我们相信在爱的阳光下，所有的痛苦都不会长久，所有的不
幸最终会消失。

青铜葵花，苦难中见证了爱的力量!

青铜葵花的梗概篇五

一个清瘦的、美丽的小女孩和一个贫穷的家庭，组成了一个
纯洁、美丽动人的故事。它就是——《青铜葵花》。

作者曹文轩，1954年1月生于江苏省盐城市农村。主要作品有
长篇小说《山羊不吃天堂草》、《根鸟》、《青铜葵花》、
《草房子》、《细米》等。《青铜葵花》这个故事宛如一股
温暖清澈的泉水，将湿润和纯净着每一个读者的眼睛、心灵，
牵引着我们对生命中真善美的永恒追寻。

文章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美丽而又瘦弱的女孩葵花跟
随着下乡的爸爸来到了大麦地。大麦地的旁边是一所学习干
校，葵花和爸爸就住在里面。大麦地，这样一个美好又充满
神秘的地方一直吸引着葵花。一个偶然的机会，葵花遇见了
一个哑男孩——青铜。葵花的爸爸因工作不幸辞世，善良的
青铜一家收留了葵花，懂事的她便步入了青铜一家的门槛。
葵花仿佛在一夜之间就融入了这个家庭，贫穷的青铜一家格
外关照葵花，慈祥的奶奶、温柔的妈妈、坚强的爸爸，尤其
是默默无闻的青铜。为了寻找迷路的葵花，他四处寻找，脚
板被扎破了，痛得马上要晕死过去；为了葵花能在舞台上更
美的演出，他忍着刺骨的冰雪为葵花制作了一串冰项链。葵
花笑了，眼里闪着点点泪花。



读完这个故事，点点泪花闪烁在我的眼眶。一个多么动人的
故事，美丽的背后，是多少的辛酸。故事中，青铜和葵花携
手并肩从容面对洪水、蝗灾，一起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忘的春
秋。那一片金黄的葵花田，也在我的脑海中永远散发金黄的
光辉。是命运将他们连在了一起，又是命运将他们分离，这
不得不让我们感叹命运的不公。优美的故事情节曲折、跌宕
起伏，使我的情感也随着他们的喜怒哀乐而跟着变化。这一
家子遭受的苦难，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之所以他们在经历危
难时没有放弃，是因为他们有着不屈的意志与坚强的信念，
那就是相信大雨过后，一定会看到彩虹，就像那葵花不管经
历了多少风雨，只要看到了阳光就会绽放出那迷人的笑脸。
青铜，这个有些倔强的小男孩，在我们所有人，尤其在葵花
眼里，是一位最称职的好哥哥。他对葵花的爱是那么真诚、
那么浓烈，尤其是在最后青铜的那句“葵——花——”更使
我的心震憾不已。霎那间，我仿佛听到了青铜吐词不清，却
声嘶力竭的呐喊，在空中回响的声音，那急速奔跑的影子在
我的脑海里不断的闪现。

合上书本，我的思绪仍飞扬在大麦地的上空，穿过那一片片
如雪的芦苇，停留在那金灿灿的葵花田上。

啊，难忘的大麦地，难忘那一片美丽，金黄的葵花！

青铜葵花的梗概篇六

曹文轩的《青铜葵花》确实是不错的小说，不论从文笔还是
故事来看。相比于沈从文笔下如诗如画的湘西风景、凄美爱
情，曹文轩笔下的大麦地却有着近于透明的纯纯的景、纯纯
的情。青铜是一个哑巴，葵花是一个孤儿。在一个天气恶劣
的日子里，葵花的爸爸献身在开满葵花的河上；在一个天气
晴朗的日子里，葵花被青铜一家领回家。于是，简单、朴素、
艰苦、深刻地，他们开始了至纯至真的兄妹生活......

喜欢曹文轩笔下偶尔定格的画面，带着点永恒感：青铜赶着



水牛下河解救无助的葵花；葵花怯怯地坐在大榆树下等大麦
地的人来领养；天色渐黑时，青铜牵着牛在前，葵花坐在牛
背上，爸爸妈妈背着小包袱搀着奶奶在后，他们领葵花回家；
大水过后，青铜葵花在只剩四堵墙的家里围困大鲤鱼，水花
四溅，笑声清脆；爸爸和青铜葵花坐在新建的茅草屋顶上望
着远方，不说话；青铜帮葵花编的南瓜花灯亮在全村人眼里，
为葵花穿的冰凌项链闪耀着比泪花还晶莹的光芒， 给南下的
葵花点亮的纸灯笼在河边久久守望······还有那片大
葵花田、那片大芦苇地、那条清澈动人的河、那胖乎乎的野
鸭与机灵的鸟······孩子的童真世界不正是世俗的我
们所欲追求的永恒吗？纯的，真的，善的，美的，还有爱。

我得坦露一点的是，在看了前几章后，我相当庸俗地把后面
的故事情节想象成十几年后两人发展起的一段旷世唯美恋情。
故事却没有如此发展。看完小说后，我一边狠狠批评自己的
俗气，一边不断想着那出尘的青铜葵花。

在现代光怪陆离的社会里，是否还剩有一个角落给人们的心
灵盛装纯粹美？或者这样说，人们的心灵是否还留有一个角
落给自己储存一方纯美的天空？总会有的，对不？可幸我身
边的人，他们都有着青铜一般的执拗和葵花一样的坚强，来
固守心灵一块净土，跻身熙攘的社会。也有何不可呢？过得
好不好、幸福不幸福，还真的不是看生存环境，而是看生活
心境，就像青铜葵花一家------大麦地最穷的一家，也是笑
声最多的一家。

所以······加油哦。~像葵花一样，用灿烂的笑脸，仰
向光辉的太阳。

然后，至死不渝！

青铜葵花的梗概篇七

今天，我读了一本书叫做《青铜葵花》，它是由我国著名文



学家曹文轩写的。

它主要讲了葵花成为孤儿后被青铜家收留，与青铜家人一起
生活的事，故事中有许多善良的角色，可是我最喜欢的还是
青铜的善良。上天没有给他一副健全的身体，又让他来到了
穷人的家庭。但是，他没有抱怨，他一直在默默地为这个家
庭付出着。

我从青铜一眼就看出了妹妹的把戏这一段，看出他十分聪明，
也十分善解人意。他也知道，妹妹这样做是因为她不想拖累
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我从葵花出门为奶奶额病而捡银杏
时，我看出她对这个家庭十分热爱。

当我读到奶奶病了，全家人都为筹这笔钱而努力时，我不由
的疑惑，既然她们已经知道自己无法获得那一笔钱，自己为
什么还要尝试呢？后来，我终于想通了，因为他们爱着彼此，
不管在一个人身上发生什么杨的事情，他们都不会放弃自己
的家人，我不禁想到了我以前看的一本书的一句话“一辈子，
一家人。“我终于能体会到这句话的意义。想到这里，我感
动得眼泪落了下来。确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不可避
免的苦难。但是，只要我们心中有爱与正义，总有克服它的
那一天。

这是一本好书，我要将她珍藏。

青铜葵花的梗概篇八

朴素的.文字，真挚的情感，在盛夏光年的温暖中绽放出一朵
最美丽的青铜葵花，在最完美的年华里，隐隐约约地流动着
华丽却又干净的光芒。

《青铜葵花》这本书写得美，美到极致，在曹文轩的笔下。
两个僵硬的人物仿佛有了灵魂，活灵活现地浮此刻笔尖。细
腻的情感，生动的变现力，仿佛是一抹久驱不散的阳光，让



你无法忘怀的深刻，让你爱不释手。但读完，才会发现那淡
淡的刺痛感，是来源你内心深处与文章的共鸣和呼应。

葵花本是城市里的孩子，伴随她爸爸来到干校，一场意外夺
走了她爸爸的生命，大麦地里最穷的人家，青铜一户收留了
这个可怜的姑娘，从此葵花有了世上最好的哑巴哥哥，青铜
也有了最纯洁的城里妹妹。从盖房子到奶奶去世，葵花和青
铜从友情变成亲情，可由于种种原因，葵花要回到城里去上
学，青铜舍不得妹妹葵花的离开，在沉重的打击下，青铜仿
佛又看见了葵花，她依旧那么纯净、善良，文章的最终，哑
巴青铜用撕裂般的嗓音喊了声“葵花”！

澄澈明亮的感情总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贫苦的生活总会拥
有一丝甘甜。

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肯定会羡慕这样的感情，因为它纯真完
美，烂漫无邪，这才是真正透彻心灵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