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与黑读后感好题目(精选10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
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红与黑读后感好题目篇一

【朝代】清朝

弟子规，圣人训。

首孝悌，次谨信。

泛爱众，而亲仁。

有余力，则学文。

父母呼，应勿缓。

父母命，行勿懒。

父母教，须敬听。

父母责，须顺承。

冬则温，夏则凊。

晨则省，昏则定。

出必告，反必面。

居有常，业无变。



事虽小，勿擅为。

苟擅为，子道亏。

物虽小，勿私藏。

苟私藏，亲心伤。

亲所好，力为具。

亲所恶，谨为去。

身有伤，贻亲忧。

德有伤，贻亲羞。

亲爱我，孝何难。

亲憎我，孝方贤。

亲有过，谏使更。

怡吾色，柔吾声。

谏不入，悦复谏。

号泣随，挞无怨。

亲有疾，药先尝。

昼夜侍，不离床。

丧三年，常悲咽。

居处变，酒肉绝。



丧尽礼，祭尽诚。

事死者，如事生。

兄道友，弟道恭。

兄弟睦，孝在中。

财物轻，怨何生。

言语忍，忿自泯。

或饮食，或坐走。

长者先，幼者后。

长呼人，即代叫。

人不在，已即到。

称尊长，勿呼名。

对尊长，勿见能。

路遇长，疾趋揖。

长无言，退恭立。

骑下马，乘下车。

过犹待，百步余。

长者立，幼勿坐。

长者坐，命乃坐。



尊长前，声要低。

低不闻，却非宜。

进必趋，退必迟。

问起对，视勿移。

事诸父，如事父。

事诸兄，如事兄。

朝起早，夜眠迟。

老易至，惜此时。

晨必盥，兼漱口。

便溺回，辄净手。

冠必正，纽必结。

袜与履，俱紧切。

置冠服，有定位。

勿乱顿，致污秽。

衣贵洁，不贵华。

上循分，下称家。

对饮食，勿拣择。

食适可，勿过则。



年方少，勿饮酒。

饮酒醉，最为丑。

步从容，立端正。

揖深圆，拜恭敬。

勿践阈，勿跛倚。

勿箕踞，勿摇髀。

缓揭帘，勿有声。

宽转弯，勿触棱。

执虚器，如执盈。

入虚室，如有人。

事勿忙，忙多错。

勿畏难，勿轻略。

斗闹场，绝勿近。

邪僻事，绝勿问。

将入门，问孰存。

将上堂，声必扬。

人问谁，对以名。

吾与我，不分明。



用人物，须明求。

倘不问，即为偷。

借人物，及时还。

人借物，有勿悭。

凡出言，信为先。

诈与妄，奚可焉。

话说多，不如少。

惟其是，勿佞巧。

奸巧语，秽污词。

市井气，切戒之。

见未真，勿轻言。

知未的，勿轻传。

事非宜，勿轻诺。

苟轻诺，进退错。

凡道字，重且舒。

勿急疾，勿模糊。

彼说长，此说短。

不关己，莫闲管。



见人善，即思齐。

纵去远，以渐跻。

见人恶，即内省。

有则改，无加警。

唯德学，唯才艺。

不如人，当自砺。

若衣服，若饮食。

不如人，勿生戚。

闻过怒，闻誉乐。

损友来，益友却。

闻誉恐，闻过欣。

直谅士，渐相亲。

无心非，名为错。

有心非，名为恶。

过能改，归于无。

倘掩饰，增一辜。

凡是人，皆须爱。

天同覆，地同载。



行高者，名自高。

人所重，非貌高。

才大者，望自大。

人所服，非言大。

己有能，勿自私。

人有能，勿轻訾。

勿谄富，勿骄贫。

勿厌故，勿喜新。

人不闲，勿事搅。

人不安，勿话扰。

人有短，切莫揭。

人有私，切莫说。

道人善，即是善。

人知之，愈思勉。

扬人恶，即是恶。

疾之甚，祸且作。

善相劝，德皆建。

过不规，道两亏。



凡取与，贵分晓。

与宜多，取宜少。

将加人，先问己。

己不欲，即速已。

恩欲报，怨欲忘。

抱怨短，报恩长。

待婢仆，身贵端。

虽贵端，慈而宽。

势服人，心不然。

理服人，方无言。

同是人，类不齐。

流俗众，仁者希。

果仁者，人多畏。

言不讳，色不媚。

能亲仁，无限好。

德日进，过日少。

不亲仁，无限害。

小人进，百事坏。



不力行，但学文。

长浮华，成何人。

但力行，不学文。

任己见，昧理真。

读书法，有三到。

心眼口，信皆要。

方读此，勿慕彼。

此未终，彼勿起。

宽为限，紧用功。

工夫到，滞塞通。

心有疑，随札记。

就人问，求确义。

房室清，墙壁净。

几案洁，笔砚正。

墨磨偏，心不端。

字不敬，心先病。

列典籍，有定处。

读看毕，还原处。



虽有急，卷束齐。

有缺坏，就补之。

非圣书，屏勿视。

蔽聪明，坏心志。

勿自暴，勿自弃。

圣与贤，可驯致。

红与黑读后感好题目篇二

前不久，我读了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写的鲁滨逊漂流记这
本书。

我被鲁滨逊。克鲁索这个孤独而顽强的冒险者的坚毅性格和
英雄本色深深地吸引了，不禁有感而发。

故事主要说了鲁滨逊。克鲁索舍去了安逸，舒适的家庭，私
自出海航行。

有一次，漂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他凭着自己的生
存技能和坚强意志，在荒岛上孤独的度过了28年。

被困荒岛的鲁滨逊在岛上做了一个“日历”，并且每天写日
记，这正是他不屈不挠的。意志表现，他这样做，是想证明
自己还活着，且活得明白，对生活并没有失去希望，他坚强
的意志，也反映出了他是一个不屈不挠，渴望生活，勇于面
对现实的人。

在荒岛上他用勤劳创造了生活，创就了人生。



没有房子，他自己搭建；没有食物，他尝试着打猎，种谷子，
驯养山羊，晒野葡萄干；他还摸索着做桌椅，做陶器，用围
巾筛面做面包。

面对人生困境，鲁滨逊的所作所为，显示了一个硬汉子的坚
毅性格和英雄本色。

从中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随遇而安，消极侍命的人，而是
一个意志品质极坚强，生存信念极执着的人，并且务实肯干，
情于创作。

正是他的这些精神品质，才使他把握住了生存机会，创造了
物质条件。

鲁滨逊不是最悲的，可幸的是他遇到了他一生中最好的朋
友“星期五”。

“星期五”把鲁滨逊看作是自己的主人，对他又驯服，有热
心，就像是孩子对于自己的父亲一般一往情深。

身处困境的鲁滨逊用笔记的方式把自己所经历的一些事情
用“借方”和“贷方”的格式把他的幸与不幸公正地记下了。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鲁滨逊在鼓励自己，不气馁，对于各种
消极的事情也能感受到积极的一面。

是啊！在不幸的处境中，我们也要学习他，善于把事情的好
处和坏处对照起来看，从而找到聊以自慰的事情。

读了《鲁滨逊漂流记》后，我受到巨大的震撼，得到了极大
的启示：一个人在逆境中不要悲观失望，而要努力看到积极
的因素，从而改变自己被动的局面。



红与黑读后感好题目篇三

2、《动物智慧故事》作者：沈石溪

3、《狼獾河》作者：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4、《黑骏马》作者：(英)安娜·西韦尔

5、《黑焰》作者：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6、《巴格达有爱》作者：(美)杰伊·科普曼梅琳达·罗斯

7、《我在雨中等你》作者(美)加思·斯坦

8、《动物档案》作者：蒋子丹

红与黑读后感好题目篇四

一双清澈而忧伤的眼睛，一颗稚嫩、纯洁的心灵，一袭破旧
不堪的衣物，塑造出了小说中主人公奥利弗的形象，栩栩如
生，感人肺腑。不可否认，我被奥利弗的纯真、诚实与善良
彻底打动了，一个孤儿的悲惨生活就此在我心中拉开了序幕。
伦敦城里似乎永远弥漫着阴冷的味道，无论白天还是黑夜，
总能让人嗅到血腥，想到战争的杀戮。人们的脸上要么是面
无表情，要么有时出现了一两张邪恶的嘴脸，似乎在报告着
这世界的残酷。可怜的奥利弗就这么残酷的活着，忍受着失
去亲人的痛苦。生活的压迫使一个本该享受童年快乐的孩子
沦落成了使人厌恶的弃儿。他的童年是在济贫院里度过的。
后来，他被送到棺材铺里当学徒。因不堪忍受老板的压迫，
他向伦敦逃去。路上，他遇到了一个外号叫机灵鬼的人，把
他骗进了贼窝。

在两次偷盗中，他都遇到了好人，把他留在家中抚养，但一
次又一次都被抓回去，他失望、痛苦、无奈，上帝就这么折



磨他幼小的心灵。整部小说曲折惊险，让人不仅为奥利弗的
身世叹息，为坏人而愤怒，为善良的人而感动，为奥利弗最
后的幸福生活而高兴。而我最喜欢的人，是在两次奥利弗面
对危难时，没有计较他偷了东西，而是十分同情他，并努力
帮助他的布朗夫妇。因为他们的善良，奥利弗才得救，也因
为他们的善良，才使世界上少了一个受苦的孩子，将来少了
一个贼!而多了一个好人。生活的残酷造就了人们的冷酷。

只是在一些勇敢的人心中残存的那一点点善良给予了我们一
点感叹。但最后他仍逃脱不了悲惨地死去。作者狄更斯人物
塑造手法十分出色。这个小说中的流氓盗贼，精辟的语言都
切合其身份，另外狄更斯的语言中充满了讥讽的韵味，仿佛
一个人的表情中带着心酸的笑，让人看完后不禁无奈的一声
叹息：人活着就要不断地向梦想前进，不需要顾虑太多，不
需要向命运低头。

冥冥之中，似乎看到了奥利弗那张带着纯净的、天真的笑
脸……

红与黑读后感好题目篇五

你应该学会自控，认清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题记

合上《活着》，我心里五味杂陈，既有对福贵老年孤寂生活
的同情也有对年轻时他的所作所为的鄙视。

当时的福贵在赌场通宵玩乐，尝到甜头的他越玩越疯，身怀
六甲的家珍大老远从家里来到城里让他回家甚至下跪相求但
换来的只是福贵的拳脚，这个女人完全凭着自己顽强的毅力
回了家。之前的她是老板的女儿，嫁给福贵后承受了很多很
多，第二天，福贵回到家的脚步都是虚的，赌博到后面他一
直在输但他不服气以为能赢回来，但愚蠢的他肯定没想到对
手会出老千，于是乎他输光了所有，房子、钱财、土地都没
了。悲惨的事情都由此而生，如果当时的他能抵制住诱惑，



控制住自己怎会落得这下场?就算最后地主土地被没收那在这
之前他也不用受那么多苦。

生活中我们不正在忍受着许多诱惑?上学多学生忍受玩耍的诱
惑，工作的人忍受放松的诱惑。这时我们要调整好心态，控
制自己，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因为福贵没能控制好自己的
野心以至于让自己越陷越深，一发不可收拾。

加拿大医生白求恩放弃国外安定的环境，赴身中国战场救死
扶伤，难道他心里就没有收到过回家的诱惑吗?当然有，但救
死扶伤是医生的本质工作所以他把思念家乡的情绪抛到脑后
很好的控制了自己的思绪，所以他成为人人尊重的对象，到
牺牲他都没有回过国，他心里一定特别遗憾但他也一定为自
己挽救了那么多生命而感到高兴。

再说说之前轰动一时的腐败事件，“大老虎”周永康受贿上
亿元，别墅数十座，家里的钱拉了一车又一车。新闻一出全
国都沸腾了，这个败类吃国家的、用国家的，领国家的钱还
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简直无法原谅!但值得深思的是究竟是
什么引他走向此路的呢?不正是他那虚无的自控力吗?他控制
不住自己让诱惑扼住了咽喉，看到钱财宝物便蠢蠢欲动，所
以欲望越来越大贪的越来越多。后来事情越滚越大，最终纸
包不住火事情暴露在阳光下，遭到人民的唾弃。

如果他能控制好自己不被邪恶的诱惑迷了心智怎还会落到这
步田地，他也许以为自己计划周全不会被发现，但要想人不
知除非己莫为，这结果也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我认为做官
就要清正廉洁，一心一意为人民着想。在古代就有周敦颐远
离世俗，拒绝迂腐官场生活，不被利益、诱惑熏心，可
谓“出淤泥而不染”;在现代，也有周恩来总理廉洁从政、艰
苦朴素、勤俭节约，吃剩的饭菜要留到下餐再吃，从不浪费
一粒米、一片菜，掉在桌上的饭菜总是马上拾起吃掉，这些
行为都是源于他良好的素养和强大的自控力，难道他从未想
过享受生活?当然想过，但他明白自己是谁应该做什么，他能



够控制自己，这让他成为全国人民都尊敬爱戴的对象。

自控说难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学会控制自己，让欲望离少
一些，让欲望远一些，定力强一些，控制自己不在任何诱惑
前迷失方向，因控制不了自己而陷入诱惑的人终将自食恶果。
控制自己不是让你成为无求无欲的行尸走肉，而是学会克制
情绪，不给罪恶萌芽的机会。

学会自控才能掌握自己的人生行程，学会自控，让短暂的生
命在天空划过一到最精彩的弧线，让我们的人生绽放最绚丽
的光彩!

红与黑读后感好题目篇六

选择感受最深的一点，用一个简洁的句子明确表述出来。这
样的句子可称为“观点句”。这个观点句表述的，就是这篇
文章的中心论点。“观点句”在文中的位置是可以灵活的，
可以在篇首，也可以在篇末或篇中。初学写作的同学，最好
采用开门见山的方法，把观点写在篇首。

红与黑读后感好题目篇七

雨下给富人，也下给穷人，下给义人，也下给不义的人，其
实雨并不公道。

——《骆驼祥子》

旧社会本来就是不公平的，被上帝眷顾的人也许会一辈子幸
福，理想与现实一直充满矛盾。年轻小伙满腔热血来到城中
打拼，为的是安稳生活，但却不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
这坎坷悲惨遭遇，正是书中的祥子，经历无数次的挣扎，最
后被人性与统治的黑暗毁灭埋没。

骆驼好比祥子，吃苦耐劳，沉默寡言，有骨“干倔的劲儿”。



压垮骆驼的不是最后一根稻草，压垮祥子的也不是情人小福
子的离世。

他这一辈子三起三落，如海浪一浪，接着一浪风波，未平风
波又起。

想起祥子刚进城的模样，斗志满满，有这个美好而简单的梦
想，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黄包车，也是省吃俭用的三
年，1095天，从没有放弃，坚持就是胜利，所以祥子成功了，
那年他22岁，人生的大好年华。

现在22岁的青年们还在忙活学业，快踏入社会的他们有些焦
虑，准备开启新一段体验。却不像祥子那样，至少每晚回家
会有热腾腾的饭菜，有亲人无微不至的关心，但这都不能相
比，因为时代在不停的变化，人们所需要的生活截然不同。

在那没有人情味的时代，祥子的车无情被大兵收走，很堕落，
难过，但很快振作起来，他牵着骆驼行走，听着鸡鸣，看见
东方发红，仿佛置身在有光与热的宇宙中。

他又开始攒钱，在曹先生家包月拉车，好不容易快攒够钱，
但被自私狡猾的孙侦探一锅端了。祥子又一次陷入失望与困
境。

祥子绝望了吗?没有，放弃了吗?没有。一直在努力，努力让
自己变得更好，努力让别人看得起，尊重他，这是一个人的
本能，也是祥子活下去的希望。

他有些松懈，无奈之下，只好与强悍的虎妞成亲。虎妞攒钱
给祥子买了辆车子，后来她难产去世。祥子与小福子两情相
悦，祥子答应他，将来有能力再娶她，可想小福子没有等到
他的回来，就自杀去世了，祥子唯一的精神支柱坍塌，最后
沦落成一个不折不扣的酒鬼，沦丧于社会。



故事结束。

苦人的懒是努力而落了空的自然，结果苦人的耍刺儿含着一
些公理。

不是每一本故事的结局，都是完美的，不是每一个人的人生
都是幸福的。在不平等的时代，我佩服祥子，他不屈不挠，
英勇顽强。我也为祥子的悲惨感到惋惜，做一个独立的劳动
者，善良愿望最终也破灭，是一个社会的悲剧。

坚持走向人生之路，像蜘蛛织网般。一点点，一次次，破了
再来，烂了在织。终于成功织出大网，可不知什么时候又会
被雨水冲走，大风刮毁。像一个无限循环，但总要生存下去，
也许你真的真的坚持不下去了，那社会也不会宽容你，你将
会被抛弃，被遗留最后沦落于为底层。

人的命运也掌握于社会，一是天堂，一是地狱，。黑暗的社
会是造成祥子悲剧，人生的罪灰祸首，面对那个“强大的，
罪恶的，病态的社会”对他的一生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这
也是老舍笔下的旧世界，旧时代。

如今社会的变革，使人们平等融洽起来。少了像祥子一样饥
寒交迫，自暴自弃的末路鬼多了，像祥子一样，干劲十足，
充满梦想的年轻人们。

红与黑读后感好题目篇八

似曾在梦中见过那在荷叶上滚〔〕动的露珠，那在皎洁月光
下凌波摇曳的芙蓉。

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再现了我的梦境，令人心醉。

荷的特色是洁，月的特色是净。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接天连叶无穷碧，映
日荷花别样红”。

古往今来，荷花以它的清雅脱俗，独步人间，以它“可远观
而不可亵玩”的节操“引无数英雄竟折腰”；“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古今中外，人们对月光的净洁、祥和更是永叹不已。

那么荷与月交织在一起时，会是怎样一幅美妙的境界呢？在
《荷塘月色》中，虽然淡淡的喜悦中渗透着淡淡的忧愁，但
无论是荷的清香、清雅，还是月光清静、清幽，月下荷塘所
蕴涵的那种淡泊明志、宁静志远的境界让人为之陶然而动容。

在这弥漫着竟争硝烟的时代里，如荷月般宁静的人已经日渐
珍稀了。

在学校里，一切从考试出发，学子们明争暗斗和对手竟争时，
难免不“遍体鳞伤”。

在社会上人们往往为金钱而斗得“血肉模糊”，为名利而拼得
“你死我亡”，还有为私仇而打得“体无完肤”。

这些伤口就是用“黑玉断续膏”、“九花玉露丸”、“天山
雪莲”也治愈不好。

现实生活是如此的浑浊不堪，就如荷塘中的淤泥一般，又有
几个能出淤泥而不染，如山泉般清澈呢？虽然竞争是时代的
特征，但保持一份坦然的心境与竟争没有必然的矛盾关系，
人的精神境界的清和浊关键还在于人的情操和修为，人们可
以在世俗生活的滚滚红尘中苟延残喘，也可以拨开浓雾，拥
抱蓝天。

愿我们的心境如荷一般清纯，蕴蓄淡淡的幽香，像月光一样



清澈，皎洁如霜，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雅情愫，纵然在浑浊的
淤泥中永远清新旷达！

红与黑读后感好题目篇九

活着，顾名思义就是活下去.然而当我看了余华写的《活着》，
才知道“活着”是什么意思。《活着》讲述一个人一生的故
事，这是一个历尽世间沧桑和磨难老人的人生感言，是一幕
演 绎人生苦难经历的戏剧。小说的叙述者“我”在年轻时获
得了一个游手好闲的职业——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在夏天
刚刚来到的季节，遇到那位名叫福贵的老人，听他讲述了自
己坎坷的人生经历。

年少的福贵是富少，有着刘村人所不能及的生活，享受着他
人所不能享的尊宠,因沉迷于赌博, 龙二设下赌局骗光了他的
家产， 败光家产后，幸得妻子不离不弃，他也决定发愤图强。

而人生总是悲喜杂剧，没有纯粹的喜，也没有纯粹的悲。因
在去给生病的母亲请郎中时被抓了壮丁，加入了国民军。后
被解放军俘虏，给他返乡钱让其返乡，与家人重逢。本以为
就此以后可以安安心心过日子，但又不得不经历三反五反，
大跃进的潮流更迭。更加让他惨淡的是，他的儿子有庆因为
跑去给县长夫人输血，而被活生生的抽死在了医院。他本想
着和那县长拼命的，但是后来却没想到连报仇都不行，因为
这县长刚好又是他被抓去当壮丁时的战友春生。再后来他的
女儿在生孩子的时候，也因为大出血死在了这所医院，他的
老婆家珍没过多久也因苦痛的命运而去世，他的女婿因为工
地事故也死了，只留下了他和他的孙子。但没想到的是，最
后连他的孙子也因为吃豆子而被活生生撑死了。留下了他孤
独一人，怀揣着思念，忍受着寂寞，经历着孤独。但这些并
未将他打倒，因为他还有老牛，在凄清的岁月中，他和老牛
有着十分的默契，他把思念全都寄托在牛身上。

《活着》向我们昭示了平静从容生活的可能，绝望的不存在。



“人为什么而活着?”，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更是一个没有
结论的话题。余华曾经这样说过活着是生命本身的要求，也
是活着的人的最基本的目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
而活着。”活着就是这样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

我想起了身残志坚的作家史铁生，年轻时因一次意外，双腿
残疾，之后又频发重病，生活坎坷，然而他在《我与地坛》
中曾说：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
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
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
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它还说：活着是自己
的一种选择，既然选择了活着，为什么还要痛苦的活着!

活着是艰难的，生存是充满苦难的，正是这些许许多多伟大
的、平凡的人物，使我们透过泪水观察到了微笑，通过苦难
体会到了生存。

福贵一生的悲剧是自身命运与社会变迁的交织，活着，为了
什么，为了这让人撕心裂肺的痛楚吗?不!正是这种痛楚才使
活着的感觉更加强烈。希望破碎后的痛楚使下一个希望更加
真挚，使得来的幸福更加珍贵。人生来就注定要伴随悲伤，
但正是悲伤使我们更清醒地活着。正如余华自己说的：“以
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是他带给我们最重要的信息，坚持活着，再苦再难也要活着，
因为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红与黑读后感好题目篇十

似曾在梦中见过那在荷叶上滚动的露珠，那在皎洁月光下凌
波摇曳的芙蓉。

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再现了我的梦境，令人心醉。

荷的特色是洁，月的特色是净。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接天连叶无穷碧，映
日荷花别样红”。

古往今来，荷花以它的清雅脱俗，独步人间，以它“可远观
而不可亵玩”的节操“引无数英雄竟折腰”；“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古今中外，人们对月光的净洁、祥和更是永叹不已。

那么荷与月交织在一起时，会是怎样一幅美妙的境界呢？在
《荷塘月色》中，虽然淡淡的喜悦中渗透着淡淡的忧愁，但
无论是荷的清香、清雅，还是月光清静、清幽，月下荷塘所
蕴涵的那种淡泊明志、宁静志远的境界让人为之陶然而动容。

在这弥漫着竟争硝烟的时代里，如荷月般宁静的人已经日渐
珍稀了。

在学校里，一切从考试出发，学子们明争暗斗和对手竟争时，
难免不“遍体鳞伤”。

在社会上人们往往为金钱而斗得“血肉模糊”，为名利而拼得
“你死我亡”，还有为私仇而打得“体无完肤”。

这些伤口就是用“黑玉断续膏”、“九花玉露丸”、“天山
雪莲”也治愈不好。

现实生活是如此的浑浊不堪，就如荷塘中的淤泥一般，又有
几个能出淤泥而不染，如山泉般清澈呢？虽然竞争是时代的
特征，但保持一份坦然的心境与竟争没有必然的矛盾关系，
人的精神境界的清和浊关键还在于人的情操和修为，人们可
以在世俗生活的滚滚红尘中苟延残喘，也可以拨开浓雾，拥
抱蓝天。

愿我们的心境如荷一般清纯，蕴蓄淡淡的幽香，像月光一样



清澈，皎洁如霜，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雅情愫，纵然在浑浊的
淤泥中永远清新旷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