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了风和风筝的读后感(优秀9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
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读了风和风筝的读后感篇一

今天，我读了一篇文章，是鲁迅写的'《风筝》。

这篇文章写的是在鲁迅的故乡，二月时，大家喜欢放风筝。
而鲁迅向来不爱放风筝，反而讨厌放风筝，认为这是没出息
孩子的玩意。而他的小兄弟喜欢放风筝。一见着风筝就张着
小嘴，呆看着空中发神。

一段时间后，鲁迅发现了小兄弟偷偷在杂物间里，用每天捡
来的枯竹想做风筝。鲁迅一把抓断一支翅骨，又把它扔到地
下，踏扁了，傲然走出杂物间。

当鲁迅中年时，看了一本书，说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
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他才发现了当初的错误。当想去道歉时，
小兄弟都已经全然忘却。

读完后，我恍然大悟。游戏是儿童的天性，游戏可以使儿童
健康、活泼。鲁迅认为放风筝都是笑柄，可鄙的，在满足中
毁了弟弟苦心做的风筝，但可想到这也毁了弟弟的童年乐趣，
在严冬的肃杀中，场面更冷清了。中年明白时，才想起以前
的愚昧、过错，想起不该毁了弟弟的风筝。

最后，鲁迅很想向弟弟挽回曾经的过错。他想了很多办法，
送他风筝，赞成他放，劝他放，和他一同放，但是，早已有
了胡子的兄弟俩还能回到童年吗?鲁迅又想，等弟弟说：“我
可是毫不怪你啊!”心才轻松了。可是，弟弟毫不记得当初的



事了。

现在，儿时的回忆，带着悲哀印在鲁迅的脑海中，严冬，给
作者寒威和冷气……

读了风和风筝的读后感篇二

《天天的蓝风筝》这是一本关于“老小孩儿”和小小孩儿的
小说集。

我以书中两章最有代表性的文章与大家分享——

《天天的蓝风筝》，村里的二爷风筝做得好。天天最爱缠着
二爷放风筝，喜欢和二爷一起听“自打盘古开天起”的评书
桥段。

有一天，天天的爸爸妈妈要带他去城里读书了。他不舍得离
开二爷，二爷照着天天的模样做了一只大大的风筝。留下风
筝陪自己。借用二爷常在收音机里听到的一句话：“往前走，
不要朝两边看，一直走下去。你会融化在蓝天里。”自然凸
显了主题：二爷希望天天向高处走，向远处奔，向更远的天
空飞。

《一只叫奶茶的狗》，通过奶茶这只狗为线索，从孩子不爱
去农村看望爷爷，到因为爷爷家养了叫“奶茶”的狗，便常
来农村玩儿，和爷爷走得近了。又由、因为小狗“奶茶”的
死，留下孤单的爷爷，决定要把爷爷接回农村。留守老人，
值得全社会关注、照顾。

读了风和风筝的读后感篇三

小的时候只要犯得不是特别大的错误，都会得到大人的原谅，
原因很简单还是个孩子嘛，担当我们犯下一个严重错误时，
大多数人选择的是逃避，隐瞒事实真相。还有另外一种人是



从此在心中种下罪恶的种子，一直都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
每提到一次就有一次负罪感。

小说主人公阿米尔就是第二种人，看到自己的玩伴遭到伤害
后，自己没有出手相助，导致哈桑受到侮辱，在时隔很多年
后还在为自己当时犯下的罪弥补。

他的童年过的很开心，有哈桑的陪伴，也有自己想要的一切，
哈桑把阿米尔当作自己最亲近的人，甚至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
“阿米尔”他愿意为了阿米尔和阿塞夫战斗，哈桑是勇敢的，
坚强的，哈桑的人物性格也为后面的内容做了铺垫，石榴树
上刻下的“阿米尔和哈桑，喀布尔的苏丹”那是纯真的话语，
喀布尔是他们生长着的地方，苏丹则是王国的意思。正因为
是最亲近的人，在风筝大赛是，阿米尔攻下最后一个风筝，
哈桑去把它追回，由衷的说出那句“为你，千千万万遍！”
哈桑做到了。

“我张开嘴，几乎喊出来，如果我喊出来我生命中剩下的光
阴将会全然改观。但我没有，我只是看着，浑身麻木。”

阿米尔并没有保护哈桑像哈桑保护自己那样，他懦弱，自私，
麻木，寻找借口逃避良心上的谴责，为了赢回爸爸，哈桑只
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是任由他宰割的羔羊，这是个公平的代
价吗？还来不及抑制，答案就从意识中冒出来，“他只是个
哈扎拉人，不是吗？”

全书的高潮便是哈桑是阿米尔父亲的私生子，他的父亲为了
救赎自己犯得错，开了孤恤院，也是想拯救很多像哈桑一样
的孩子。阿米尔最后同样为自己的行为救赎，他把哈桑的儿
子从孤恤院带回美国，阿米尔也终于勇敢了一回，在没有哈
桑的保护下，为了索拉博和纳粹阿塞夫战斗了一回，阿米尔
虽然失败了，但他知道自己解放了，心灵上的解放！

整本书都充满命运轮回的基调，也充满了人格的迷失与追回



读了风和风筝的读后感篇四

看前半部分的时候，我好几次看不下去，阿尔米的懦弱和对
待哈桑某种扭曲的心理，让我深深的为哈桑感到悲哀，想把
书给扔了不看。

直到他开始寻找哈桑的儿子并开始为之改变的时候，我才真
正有了看下去的动力。

人一旦犯了错误，似乎有三种选择方案。

三是把这个错误纠正过，尽自己最大的。可能把原本弯的道
路纠正过来，这也许会很艰难，但至少能让良心受到安慰，
自己能一夜好眠，这也是唯一能让自己重新变成好人的道路。

战争受苦的永远是那些最底层的人民，而伤害最大的则是那
些还没来得及长大的孩子，他们没有自我保护能力，没有形
成完整的人格，时常面对人性的丑陋，却很难碰到原本和平
世界里的善良，当他们觉得世界都是黑的时候，他们要么选
择死亡，要么选择成为黑暗中的一份子。

读了风和风筝的读后感篇五

我捧着《追风筝的人》，脑袋里浮想联翩，我，随着风筝越
飘越远，游离了世界，忘记了自己。

阿米尔，真诚是他最宝贵的财富;哈桑，忠诚是他最宝贵的财
富;他们俩的友谊，更是他们俩共同拥有的，最宝贵最宝贵的
财富!但令人想不到的是，他们的友谊竟如此脆弱，就如同他
们所放的风筝一样，消失在茫茫天际。

当时那个时代，有的种族卑微，有的种族高尚，但是，不同
的种族都有着不同的理念，人们信任自己种族的领袖，依靠
自己种族的伙伴，令人始料不及的是，种族之间发生一点点



小小的摩擦，使人民受到了极大的压迫，现实变得紧张残酷。
人们所信任的领袖，到最后，却引导人们去害自己!情节曲折
啊!

故事中的哈桑总是百依百顺的对待阿米尔。可是阿米尔为了
博得父亲全部的爱，甚至不惜背叛哈桑。最后哈桑在阿米尔
的背叛下，和他的父亲离开了服务了很多年的地方。他们的
付出，没有得到任何的奖赏。留给他们的只是无尽的遗憾。
或许吧，遗憾还没有结束。甚至是一辈子的事情，谁也无法
知道他们的遭遇……在别人眼中，他们不仅是仆人，还是不
同种族的人类，被别人歧视的种族。

数年以后，阿米尔的父亲带着阿米尔从喀什布到了美国。开
始了他们新的生活。而阿里和他的儿子哈桑仍留在阿富汗。
后来，阿米尔的父亲和阿里都相继到了另一个地方天国。阿
米尔也有了他的家庭和事业。而哈桑也有了自己安逸的生活。
或许是出于良心的不安，阿米尔又重新开始寻找哈桑。当寻
找到哈桑的时候，没想到哈桑却意外丧生，留下的只有不满1
岁的孩子。阿米尔十分愧疚，故事还没有结束，后来他发现
了一个惊天的秘密，让阿米尔原本愧疚的心变得无法原谅自
己。或许吧，正是这个秘密让哈桑唯一的孩子得到了好的照
顾。

读了风和风筝的读后感篇六

“为你，千千万万遍。”这是忠诚的仆人哈桑对少爷阿米尔
的最真挚的话语，这样一句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话语，包
含着一个孩子对另一个孩子的承诺。言必出，行必果。忠诚
的哈桑，用自己的一生来兑现自己儿时的承诺。

哈桑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他与少爷阿米尔一起长大，而且是
喝过同样乳汁（由同一奶妈哺乳）的兄弟，用他爸爸的话说，
喝过同样乳汁长大的人就是兄弟，这种亲情连时间也无法拆
散。



这两个男孩从小一起长大，一起生活。他们在同一个院子里
的同一片草坪上迈出第一步，在同一个屋顶下说出生命中的
第一句话。唯一的不同是，少爷说的而是爸爸，而哈桑说的
确实少爷的名字阿米尔。他一生都遵循着“为你，千千万万
遍”的承诺，爱少爷阿米尔胜过爱他自己。

淘气的他们从小一起玩耍，虽然只是作为种种恶作剧的帮凶，
哈桑却总是在被逮到之后一个人默默承受着所有的责骂，即
便是这样，他从不拒绝阿米尔少爷任何无理的要求，事事尊
重并包容他。他总是恭敬地称阿米尔为少爷，即使心里早已
当他是朋友，是兄弟。他从不会告诉任何人每一次的恶作剧
都是阿米尔少爷的主意。能够帮助他热爱的少爷挡掉这些不
必要的麻烦，他甘之如饴。

哈桑还是少爷阿米尔精神世界的倾听者。对父亲敬若神明的
少爷，为了逃避爸爸的冷漠，希望用自己的作品来获得父亲
的认可，可是父亲却丝毫不感兴趣，只是盯着他，却没有要
看一看的意思。因为在他看来，有个喜欢诗书多过于打猎的
儿子可不是什么好事情。父亲的冷漠让少爷很受打击。而目
不识丁的哈桑则完全沉浸在少爷的故事中，脸上的神情会随
着故事的情节慢慢变化，并高度称赞他，给予少爷足够的鼓
励和肯定。“你肯定会成为伟大的作家，全世界的人都读你
的故事”，并在自己的理解范围内为少爷提出自己的建议。
虽然他提出的建议并不为少爷所采纳，但是能够安慰少爷，
给少爷的生活带来一丝阳光也是有意义的事情，毕竟，在他
的心中，少爷的需求高于一切，为了少爷，他愿意兑现“为
你，千千万万遍”的承诺。

为少爷遮风挡雨在哈桑看来是分内的工作，为少爷的利益而
拼搏是义不容辞的，哪怕是要赔上自己的生命或尊严。为了
获得父亲的肯定，少爷决定在风筝比赛中一显身手。而哈桑，
则是他斗风筝的助手。少爷面对人山人海的比赛现场开始打
退堂鼓时，细心的哈桑一眼看穿少爷的心思并鼓励少
爷，“今天是个放风筝的好日子”。无论何时，哈桑都是少



爷阿米尔忠实的粉丝。激烈的竞技现场，哈桑是少爷阿米尔
坚强的后盾。在最后一刻，少爷阿米尔的风筝占据了有利位
置的时候，哈桑开心地欢呼“太棒了，太棒了，阿米尔少
爷”这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因为对哈桑来说，阿米尔少爷的
成功远胜于自己的成功。

在众人的鼓掌欢呼声中，哈桑却悄然而退，少爷阿米尔依然
成功，而他却要为他的少爷锦上添花。他要让少爷阿米
尔“用鲜血淋漓的手捧着战利品班师回朝，然后爸爸承认我
的出类拔萃”的愿望成为现实。为此，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为了捍卫住意义不同寻常的这支蓝风筝，哈桑即便是收到阿
塞夫的侵犯也毫不动摇。正如哈桑和少爷预料的，父亲双手
紧紧拥抱着少爷阿米尔，少爷得到了他期盼已久的父亲的肯
定，可是，忠诚的哈桑却失掉了自己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东西，
但他无怨无悔，因为他愿意为少爷兑现他“为了你，千千万
万遍”的承诺。

哈桑忠诚地守护着少爷阿米尔，却只是换来了少爷的背叛。
少爷阿米尔目睹了哈桑为了捍卫蓝风筝而受辱的过程，他在
哈桑最需要他挺身而出的时候选择了逃跑，从此背上了深深
的负罪感。为了逃避自己的愧疚，他诬陷哈桑偷盗，进而想
把哈桑赶出家门。为了让少爷阿米尔如愿，哈桑承认了莫须
有的偷盗罪名，离开了朝夕相处的伙伴。是啊，为了少爷阿
米尔，哈桑背负了多少无辜，承受了多少委屈。但是，为了
少爷阿米尔，他愿意兑现“为了你，千千万万遍”的承诺。

即便是在生命垂危之时，他也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从未
因自己受到的不公平待遇的抱怨，从未因受到的莫须有的罪
名而难过，从未因自己在小小年纪受辱而悔恨，他始终坚
信“为了你，千千万万遍”的承诺是值得的，是他今生无悔
的选择。

在此，我唯有说，有友如此，我又何求？



读了风和风筝的读后感篇七

鲁迅先生的散文《风筝》，写于一九二五年，时年鲁迅先
生44岁。

鲁迅先生的散文《风筝》，写于一九二五年，时年鲁迅先
生44岁。生活的经历和思想的深广，使鲁迅先生对过往的事
情有了深沉的思索和深刻的反省。想起儿时因不许放风筝而
扼杀了弟弟的玩的天性而倍感悲哀。

善于解剖自己的鲁迅先生，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反思，抨击了
旧中国封建家长制的罪恶，引发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那
就是，我们应该如何保护孩子的天性，如何让孩子在自由的
天地中自由地生活和生长。

文章从在北京看风筝写起，由眼前景回忆起儿时江南放风筝
的境况。而写北京的风筝只是一笔带过，却用浓笔写出了故
乡放风筝的细细的情景。从时间和季节入手，写出了风筝的
姿态颜色、形状。

虽然“显出憔悴可怜模样”，但周围的春的景色分明是一
片“温和”。文章的一二两段构成了一个层次，引起了下文
对不许小兄弟放风筝一事的具体描写。

由于我的“不爱”甚至“嫌恶”，便也将这一心情转移到弟
弟的身上，因而也就顺理成章地反对弟弟去做。我是兄长，
当然有着兄长的威严，弟弟也就只好“张着小嘴，呆看着空
中出神”。看着小兄弟因风筝的落升而惊喜的情形，我却只
有感到“可鄙”。

这一段是后面事情发展的主要原因，也是整篇文章的关键。
鲁迅先生一方面写出了小兄弟的“弱小”，一方面又写出
了“我”的“强大”，兄长的“威风”和小兄弟的“无奈”



的强烈的反差，为后文的发展和结果埋下了伏笔。

因而，当“我”发现小兄弟在偷偷地瞒着自己去做风筝的时
候，便以兄长的威严毫不留情地折断了风筝的“翅
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于是，我似乎是得
了胜利，傲然地把他扔在了小屋里。这一段叙写很具体很细
致。这是由上一层的原因而导致的必然的一种结果。

鲁迅先生虽然淡淡写来，但我们分明看到了字里行间浸透着
的懊悔和悲哀。儿童的天性是纯洁的，而游戏是儿童的天性，
而玩具则是儿童的天使。当鲁迅先生感受到这一点的时候，
已是中年以后的事情了。

接下来的，文章有了很长的篇幅，写出了我的懊悔和补过。
但当我想了若干的方法终于可以得到这补过的时机的时候，
得到的，却是更深一层的悲哀，那就是，小兄弟在长大之后，
早已将这一切忘记了。时间和生命永不会给我这一赎罪的补
偿，“我的心只得沉重着”。

人世最大的悲哀莫过如此，过往的错误或许永无改过的那一
天，这是悲哀中的悲哀呢!

文章的主题似乎是多面的。有对兄弟间浓情的抒发，有对封
建家长制的鞭挞;有对自我的不留情面的解剖，也有着对过往
的罪责的“无可把握”的悲哀。

对比手法的运用是此文的一大特色，有以下几个层面。一是
环境的对比：北京二月的肃杀寒冷和江南二月的热烈和温和。

这一对比增强了文章的浓烈的悲情和深重的无奈。二是人物
的对比：小兄弟的弱小和我的强大。这一对比构成文章叙事
的主体，也贯穿文章的始终。三是时间的对比：这时又可以
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我的前后的变化，一是小兄弟的前
后的变化。



我的变化是主要的方面，小兄弟的变化是次要的方面。但又
是相辅相承，缺一不可的。

三个层面的对比在文章中交织成深沉的叙事点，使得文章含
蕴极深而感人极强。

文章的另一特色是以我的情感变化为线索展开，给读者以清
晰可寻的脉络，并成为打动读者的抒情的线，和三个层面的
对比交织成一个浑然的整体。我的感情变化的线索是：对放
风筝的“嫌恶”，对小兄弟看放风筝的“可鄙”，看到小兄
弟做风筝时的“愤怒”，折断风筝离开时的“傲然”，反思
后的“沉重”和不得原谅后的“悲哀”。

首尾的呼应也是此文的一个特色。

从教学的角度来看，本文的重点宜放在对文中作者“悲哀”
心境的正确把握和理解，这也是切入到文章主旨的一个关键
所在，同时也是文章写法上的一大特色。文章的难点是小兄
弟的“忘记”，这也很容易引起初中学生的疑惑，宜简明讲
解，只要扣住主旨去把握就可以了。

今天老师教了《风筝》这一课。这篇散文中，有鲁迅的兄弟
之情，有游戏之于儿童的意义，有鲁迅的自省精神，有鲁迅
对小兄弟身受“虐杀”却无怨恨的深沉感慨。

文章说的是小时候不许小兄弟放风筝，不准小兄弟弄这种没
出息的玩艺，行为十分粗暴。待到明白游戏之于儿童的意义，
鲁迅醒悟过来，自己当年的行径，简直是“对于精神的虐
杀”。虽然事隔久远，鲁迅还是一心想补过，然而小兄弟却
全然忘却，“我”的沉重的心只得一直沉重下去。

从手足之情上看，当年不许小兄弟放风筝，是为小兄弟有出
息，那气恨，是恨铁不成钢。一旦明白自己错了，虽是几十
年前的往事，虽为兄长，也要讨小兄弟宽恕。同胞手足之情



溢于言表。

从游戏的意义上看，“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
童的天使”，游戏实在出于儿童天性，游戏使儿童活泼、健
康、聪明。因此不准游戏，无异于虐杀儿童天性。鲁迅看到
外国的儿童教育主张，认识了中国旧式教育的落后，愿中国
的儿童教育改变落后的偏见，愿儿童精神从此不受压制，从
此能够健康成长。

从鲁迅的自省精神看，鲁迅是严于解剖自己的，严于自省的，
往事，小事，都一丝不苟，知错必改，郑重其事，这种精神
非常可贵。

从小兄弟身受“虐杀”却毫无怨恨这种现象上看，鲁迅的感
慨尤其深沉，文章就落脚在这一点上，留下无尽的悲哀和发
人深思的问号。小兄弟为什么全然忘却原来他偷做风筝，自
己也并不认为正当，以为兄长该管，因此并不耿耿于怀。

这篇课文告诉我们要多学习鲁迅先生的优点，从中得到启发，
这样人才会有进步。更加要学习鲁迅先生的写作方法，本文
以一分一总的形式来写这篇文章的。

作者看到“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就感到“惊异和悲哀”，
这是因为：

鲁迅有兄弟之情，有游戏之于儿童的意义，有鲁迅的自省精
神，有鲁迅对小兄弟身受“虐杀”却无怨恨的深沉感慨。

文中所说的“对于精神的虐杀这一幕”，具体指鲁迅小时候
不许小兄弟放风筝，不准小兄弟弄这种没出息的玩艺，行为
十分粗暴。

“我”过去认为，放风筝“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作
为兄长，严格管束弟弟，原是为弟弟有出息，现在反思起来，



当年为落后观念所支配，自己的`行径实在是“精神虐杀”的
行为。从这一幕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童年时代长幼之间很
不平等的封建秩序。

“论长幼，论力气，他是敌不过我的”，可见作为兄长的粗
暴行径是以暴力为基础的。鲁迅把自己写得很粗暴，字里行
间深含自我谴责的意味。做弟弟的呢，兄长不许放就不敢放，
只得偷偷做风筝，被兄长发现，惊惶失措，快要完工的风筝
被兄长践踏，也毫无抗争的意思，除了绝望，没有一句抗辩
的话。

“我还能希求什么呢?我的心之得沉重着。”

待到明白游戏之于儿童的意义，鲁迅醒悟过来，自己当年的
行径，简直是“对于精神的虐杀”。虽然事隔久远，鲁迅还
是一心想补过，然而小兄弟却全然忘却，“我”的沉重的心
只得一直沉重下去。

从手足之情上看，当年不许小兄弟放风筝，是为小兄弟有出
息，那气恨，是恨铁不成钢。一旦明白自己错了，虽是几十
年前的往事，虽为兄长，也要讨小兄弟宽恕。同胞手足之情
溢于言表。

从游戏的意义上看，“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
童的天使”，游戏实在出于儿童天性，游戏使儿童活泼、健
康、聪明。因此不准游戏，无异于虐杀儿童天性。鲁迅看到
外国的儿童教育主张，认识了中国旧式教育的落后，愿中国
的儿童教育改变落后的偏见，愿儿童精神从此不受压制，从
此能够健康成长。

从鲁迅的自省精神看，鲁迅是严于解剖自己的，严于自省的，
往事，小事，都一丝不苟，知错必改，郑重其事，这种精神
非常可贵。



从小兄弟身受“虐杀”却毫无怨恨这种现象上看，鲁迅的感
慨尤其深沉，文章就落脚在这一点上，留下无尽的悲哀和发
人深思的问号。小兄弟为什么全然忘却原来他偷做风筝，自
己也并不认为正当，以为兄长该管，因此并不耿耿于怀。

初读后，可以感知鲁迅先生不是天生的智者，他也受传统观
念的影响。传统观念有落后的一面。但是鲁迅先生可贵的是，
一旦接受科学思想，是知错必改的，鲁迅先生充满自省精神。
鲁迅又感叹被虐杀者的健忘和毫不抗争，在他看来，这正是
虐杀者之所以能够肆意虐杀的原因。

鲁迅一旦接触科学思想，就认识错误，设法补过，并不因为
自己当初的动机是好的就原谅自己，也不因为当初的想法是
受了传统的影响而宽恕自己，也不因为时间相隔久远就不了
了之，他的心情是那么沉重，可见他是多么严厉的解剖自己，
他的为人是多么严肃认真。

“我”讨弟弟的宽恕，弟弟却全然忘却，毫无怨恨，“我”
的心因而不得轻松，只得沉重着，这又翻出一层意思。被虐
杀者并不认为被虐杀，把兄长的行径视为合情合理，做风筝
要偷着做，正说明自己也不认为游戏是“正当”的，一旦被
兄长发现，自认该罚。被虐杀者的麻木使虐杀者可以恣意妄
为，这是尤其令人悲哀的。所以鲁迅只觉得这世界一片肃杀
和寒威。

探究这篇散文，可以悟到这样一层道理，中国人的思想行为
需要用科学思想来指导，惟有这样，才不至于干出逆情背理、
愚昧落后的行为。

读了风和风筝的读后感篇八

他说——为你，千千万万遍。



哈桑为你追来那只蓝色的风筝，虽然付出某种沉重的代价，
但这真的很棒，不是么？

“他只是个哈扎拉人。”你闭上眼睛，然后听到自己
说。“我想我无法再面对哈桑。”

于是你把自己崭新的手表与阿富汗尼钞票塞在哈桑的毛毯下
面，你大概想不到他会承认他做一场子虚乌有的偷窃。

你说你能够想象他们两个在那间昏暗的斗室里面如何的掩面
哭泣，哈桑恳求阿里不要揭发你。

那么我认为哈桑是幸福的，他也是不幸的。

他的内心一片坦荡，从来不做令自己愧疚的事情，他成功的
用自己的一切守护你。离开后他至死没有再见到你，他永远
也不会知道自己与你有着同一脉血缘。

“他只是个哈扎拉人。”

也许故事的结局并不完美，但我再没有见过令一本像这样动
人心弦的书。

犯错。错过。然后用一生去寻找救赎。

阿米尔。

读了风和风筝的读后感篇九

读了这篇文章，知道松树和小熊本来是好朋友，最后他俩为
了一点小事吵架，山顶看不到风筝，小溪里里看不到纸船，
他们心里都很想对方，可他们没有勇气，最后松鼠从屋顶上
拿了一个纸船放进小溪里上面写着“如果你愿意和我做好朋
友的话就放个风筝吧！”



小熊就放了一个风筝，小松鼠高兴地哭了，他俩又是好朋友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