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骆驼祥子篇章的读后感(优秀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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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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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驼祥子篇章的读后感篇一

“老实。可怜。命苦。”当我读完《骆驼祥子》这篇文章时。
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了这几个词。我为祥子的执着而感动。更
为老舍高超的技巧。在他笔下活灵活现的人物而感动。

有些人看来。祥子只是一个普通的拉车人。甚至有时自己都
吃不饱肚子。没有什么值得去写。没有什么值得人们去敬佩。
但在鲁迅眼中。他老实。健壮。坚忍。如同骆驼一般。确实。
他自尊好强。吃苦耐劳。凭自己的力气挣饭吃这就引起了别
人的同情和关爱。

虎妞和他的老爷子刘四是最显著的代表者。有人认为。刘四
不是个好东西。但是在我看来。刘四在生活上给予祥子的也
很多。他在祥子丢失车后没有工作是给了祥子一份工作。并
帮他保存着钱不让丢失。至于他不同意自己女儿和祥子的婚
事。只是为自己的女儿着想。不想让自己的女儿跟着一个穷
拉车的受苦所以这么做。

虎妞确实有些自私。她为了得到祥子。可以和自己的老爷子
闹翻：她为了能吃好。强迫祥子用买车的钱来买吃的。至于
老马小马祖孙二代。的确是够可怜的。老的老小的小。都没
有力气来拉车挣钱吃饭。那时的祥子也是没有多少钱。但好
心的祥子宁可自己不吃也给这两的人买饭。这种精神值的我
们去敬佩。

在这篇文章中，通过对祥子三次“丢车”的情形来讲。这篇



文章讽刺了当时的社会最下层的拉车人的命运。也揭露了当
时的统治者的无能。在祥子的命运中，我们可以明白一个道
理：落后一定要挨打。只有自己强大才能让别人看得起。

也许大家有一个和我一样的疑问：为什么祥子是一个拉车的。
家里有钱的虎妞为什么要和老爷子闹翻一定要跟随祥子呢?我
想是祥子执着刻苦。老实坚忍的性格打动了她，所以要这么
做吧。那为什么叫“骆驼祥子”呢?也许是因为是有那几只骆
驼才帮祥子逃过饿死这一节的。

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我们生活在祥子的哪个时代，我们还
不一定能吃饱饭呢!我们应该珍惜现在的美好时光。好好学习。
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

骆驼祥子读后感900字(六)

骆驼祥子篇章的读后感篇二

祥子本身与骆驼没有多大关系，只是因为祥子为了生计卖了
几头骆驼而得到的一个代名词，祥子是个车夫，为了过上更
好的生活，他的命运几经周折，但始终脱离不了与车子的关
系，车夫的命运改变不了现实，不仅仅是一种生计，更重要
的是一种精神寄托。

地点：北平人和厂周边

主要人物：祥子，刘四爷，虎妞，小福子，曹老爷

主要事件：1、祥子为了自我的梦想坚持着车夫梦

2、现实逼迫与虎妞结婚，过着不冷不热的生活

3、虎妞与孩子一同死去，祥子开始堕落



4、憧憬与小福子过他想要的生活，而小福子却不堪受辱死去

骆驼祥子篇章的读后感篇三

绿叶婆娑，阳光的影像从树叶的隙缝中筛了下来。蝉翼笔挺
的磨擦，拭出了丝丝的清凉。成片黄绿不匀的草地，缀上几
朵不知名的小白花，远方的牧童，悠然的坐在老黄牛上，吹
起悠闲的长笛，把云吹成一个个音符凑数一首首小曲。

我们生活的地方是如此的美丽，而他呢？一个积极上进，扎
实肯干的大好青年，最终沦为无恶不作，好赌成性的社会隐
形人，充分体现出当时社会的肮脏腐败，狠狠批评了当时吃
人的恐怖思想风气，批判了当时政府的无能，封建社会制度
的无良。祥子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的遭遇与思想行为上的
巨大变化，将人性的丑陋与社会肮脏的一面毫不保留地揭示
出来。

祥子在文中开头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心地善良、纯朴，有上进
心的青年。在文中他积极上进，在被敌兵捉去后并没有灰心
丧气，他唯一担心的只是他的车，因为车子没了，他就难以
维生；再逃出来后，他又设法将一并带出的三只骆驼卖掉，
但买来的钱却不购买一辆车。但祥子希望买上自己的车，扎
扎实实过辈子的信念是他始终没有放弃、灰心，而是更加的
勤劳。于是他借了车，每天早早起床，已有客人就跑。每天
都是除去得早，回来得晚。他虽然很累，但他忙得不亦乐乎。
因为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能买上车，有车就好！他坚
信自己总有出头之日！

人性光辉的一面完全展现在祥子伟大的生活上。纯洁透明的
心，闪烁无尽光辉。理想的力量使一个人不断奋斗，屡战屡
败，却又屡败屡战，他坚信，理想的劲头不远了！到那天，
那颗纯洁而自豪的心将成为世界上最闪耀的一点！

祥子终于买上了车，可妻子虎妞却去世了，无奈他又买了车



子帮补。这时，他所爱的小福子也上吊自尽了。于是，做一
流车夫的信心被不愉快的婚姻生活破灭，自虎妞去世后，祥
子对拥有一辆自己的车已经死去了信心。于是，当日积极上
进的祥子变得苦闷消沉，当日比提高的大志早已消失得无影
无踪。自甘堕落的他后由与夏姨太太发生了关系，染上了性
病。从此祥子变了，染上了抢生意、抽烟、酗酒、赌博。因
为身体懒了，力气大不如从前，所以不拉车了，干些零活儿。
后来竟为了六十块钱出卖了阮明的命！

从此，他丧失了对生活的任何企求和信心，从上进好强沦为
自甘堕落的败类，原来正直善良的祥子被生活的磨盘辗的粉
碎。

真实的心就如玻璃，是经不起磨打的。破碎了，就很难再回
复原来的样子。就算重新黏好，在原来平滑的面上也多少会
增加破裂的痕迹。在社会的糟蹋和折磨下，再正的心也总会
多一丝罪恶。肮脏的社会风气将毫无保留地将人性最丑陋的
一面镜子。

这写的仅仅是祥子吗?这不是写给我过去的信吗？对于别人来
说这是多么的可笑啊！过去的自己早已随风而散，有谁能看
得清楚，又有谁能看见，可这不是能很好的看清自己，了解
自己呢？变了什么，改了什么，多了什么，少了什么。一列
列，像账单般告诉自己，今后的我是否会像祥子一样，是别
人比我懂还是我比别人懂。

没有遗憾的人生，是最好的人生。

骆驼祥子篇章的读后感篇四

祥子，一个为了生活努力往前奔的人，底层人民的典型代表。
由一腔热血的努力奔生活到被社会彻底的击败，由此自甘堕
落。令人愤愤不平的结尾，令普通人既害怕又唏嘘。



像祥子这么老实又本分的人，一心只为把生活由苦慢慢转变
为甜的人，原本应该得到幸福的。可恰恰这不公平的社会，
只在贫苦的人头上下雪落霜，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使得祥子
屈服于所谓的命运。

社会的不公，似乎对穷苦的人怀有更大的恶意。或者说，同
样的恶意体现在普通穷苦人身上，与体现在上层富足人身上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压力。就像祥子，一辆洋车对于他来说，
是攒了整整三年的血汗钱才换来的谋生工具，但对于当时的
有钱人家的老爷来说，只不过是每天出门要坐的出行工具而
已。祥子的第一次梦想破碎，就是拥有了自己的新车之后，
被当兵的连人带车抓走，丢了车不说，还得在兵营中做苦力。
这一次打击，祥子整整三年的努力全部白费。

买上自己的车，然后赚钱将日子奔好，是祥子唯一简单的愿
望，即使第一次靠自己辛苦买来的车丢了，再拥有一辆自己
的车，还是祥子的希望。可命运再一次向祥子伸了手，辛辛
苦苦在军营中牵着骆驼逃生，用命换来的35块钱，却被侦探
威胁骗去，祥子买车的梦想第二次破碎。

老实人的定义，就是容易被有心计的人骗了的。虎妞，人如
其名，在祥子眼中就是强势的老女人。使了计谋让祥子不得
不与她成了亲，祥子对于虎妞复杂纠葛的情感，字里行间那
种深恶的恶意，以及虎妞怀孕给祥子买车后，祥子想继续拉
车把生活过好的感激，相互纠葛在一起。这一切纠葛的情感
都在虎妞难产离世之后，再一次报应在了祥子身上。为了将
虎妞入土，车，又一次被卖了。祥子的梦想第三次破碎。

自此，祥子变了，刮风下雨不出车；身上有点毛病不出车；
太阳太大也不出车。能混一天是一天，也染上了烟瘾、酒瘾，
这些都是祥子之前所引以为耻的。读后感m祥子彻底堕落，
是知道了小福子受尽屈辱的死去，原本想要与小福子慢慢奔
出好日子来，小福子的死，是压垮祥子的最后一根稻草，祥
子从此一蹶不振，这是原本没有料想到的结局，不甘心，不



甘心祥子就这样堕落屈服于生活，多想他找回小福子重新振
作啊，证明普通人努力的话，即使经历再多的困难，生活也
能越过越好。可，故事是悲剧的，深深打击了我这个普通人
的心。

社会对穷苦人怀有更大的恶意，然而，换个角度说，穷人的
承受能力也导致了他们是否向命运妥协。普通的穷苦人之所
以生活艰难，是因为他们没有高深的智慧，没有好的谋生出
路，遭遇到大的打击容易倾尽所有，失去原本仅有的一切。
势必要重头开始，过着艰难的苦日子，还是不及残酷的社会
对他们剥削的速度，日子越过越苦。看不起底层人民，是从
古至今暗藏的一道潜规则，社会对他们的恶意足以让他们沉
入深渊。

骆驼祥子篇章的读后感篇五

20年代末的北京城，有一位人力车夫，他叫祥子。骆驼只是
他的外号。他原本是一个正直、善良的普通车夫，最大的愿
望就是拥有一辆自己的车。他勤劳：刘四爷的车他擦得干干
净净。他老实：杨先生一家对他百般刁难，他没有说过一句
怨言。他勤勤恳恳的工作，赚钱，买车，但却一次又一次的
被命运捉弄。好不容易买了车，却被大兵拉走；接着，“侦
探”又骗走了他所有的积蓄。和虎妞结了婚，也买了车，但
又不得不卖了车给虎妞办理后事。在失去了一切后，他回到
了小福子所住的大院，又得知小福子已经搬走。他一路寻找，
得到的却是小福子已经吊死的消息。这些事，给了祥子重重
的打击，他本想用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梦，但经过这些
打击，他丧失了对于生活的信心，自甘堕落，变得懒惰狡猾、
极端自私，为了钱可以出卖朋友。

祥子被剥夺掉的，不仅是车子，积蓄，还有作为劳动者的美
德，还有奋发向上的生活意志和人生目的。在这里，美好的
东西的毁坏不是表现为一个品格高尚的英雄在肉体上的死亡，
而是人物的高尚品格的丧失殆尽，即精神上的毁灭。



人在社会中的生活，受着社会的制约。祥子所走的道路，是
由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他所属的社会地位，他与社会的各种
联系决定的。祥子的形象，是在当时那个黑暗社会的生活画
面上凸现出来的。他的悲剧，主要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
产物。

祥子是不幸的，他没有撑到最后，他从一个“体面的，要强
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
变成了一个“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
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但同时祥子又是幸运的，他付出过，
努力过，也享受过。

理想往往很美好，而现实往往还是残酷的。光靠幻想，梦是
不可能成真的，即使像祥子那样不知疲倦地追求，梦想最终
还是破灭了。可以说，这是一个悲剧。同时，祥子最终的堕
落与社会之堕落是分割不开的。有些人因出身贫寒，所以为
自己的将来而努力奋斗，却无果。这是什么造成的，是残酷
的社会。现实社会中，钱似乎能代表一切。人们口口声声说着
“钱乃身外之物”，却还是每天为了生活、为了赚钱而奔波
忙碌着。因此，若想在现实社会中立足，充分的知识、良好
的生活背景必不可少。相比之下，后者因素比例更大，所以
制造了那么多的遗憾，甚至于悲剧。

祥子迫于生活的压力一步一步堕落为社会垃圾，如果环境不
是这样恶劣，那么祥子一定不会是这样的。可是事实是这种
事情即使是在现在的社会也在不断发生，每天都有很多人为
生活所逼，失去了一开始的品格，成为和祥子一样的行尸走
肉。大学毕业生们怀揣着希望走出校门，可在求职之路中一
次又一次的被打击，最后不得不成为一名普通的职员，每天
早九晚五，为了升职加薪还要阿谀奉承，请客吃饭送礼看老
板脸色。

祥子不停地和社会斗争，可是他失败了。不要说如果他坚持，
生活中没有如果。所以，我们必须要坚持，坚持自己的品格，



努力地不重走祥子的命运之路。

骆驼祥子篇章的读后感篇六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窗外，寒风凛冽;屋内，书
香袅袅。我手捧一卷老舍的《骆驼祥子》，我非常喜欢这本
书。

我喜欢《骆驼祥子》，他的故事情节一波三折。

在书中，祥子原是一个农民。他流落到北京，想在那里凭借
自己拉车的钱买一辆车。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他终于买到
了自己梦寐以求的车。然而，祥子才拉了几天自己的车，便
被十来个兵抓走了。但祥子侥幸从军队里逃走了，并牵回了
三匹骆驼卖了钱。祥子回到曹先生家拉包月准备买车。本以
为生活太平了，但希望多半落空，祥子也非例外。他被可恶
的孙侦探骗走了全部积蓄，只能返回人和厂子。虽然祥子娶
了虎妞这样一个媳妇儿，但最起码不用担心买不了车了。他
夜以继日地拉车，虎妞没少骂他，但他愿意。可是一场大雨
过后，祥子病了。从此之后，家里没少花钱。先是给祥子开
药，后来虎妞怀孕了，给虎妞找大夫，还有虎妞难产后，为
他的葬礼也花了不少钱。至此，祥子彻底变穷了。

我喜欢《骆驼祥子》，他的人物形象特点鲜明。

在老舍笔下，虎妞是一个凶悍、贪婪又自私的女性，她有着
男人一样的豪爽。她和她的父亲把人和厂子的车夫管理得妥
妥帖帖。他为了得到祥子竟诈称自己怀了孕，还和父亲断了
绝关系。祥子在她面前则显得十分老实精干，他拉过的车没
有一辆不是干干净净的。他也不怕吃苦，一直任劳任怨地拉
车。但他也有一些脾气，在人和厂子时，刘四爷骂了他几句，
他便大怒回骂过去。

我喜欢《骆驼祥子》，他的写作手法使其内容生动形象。



在书中，有许多细节描写和环境描写。如这样一段：“他没
有什么模样，使他可爱的脸是脸上的`精神。头不很大，圆眼，
肉鼻子，两条眉很短很粗，头上永远剃得发亮。腮上没有多
余的肉脖子，可是脖子几乎与头一边粗;脸上永远红扑扑的，
特别亮的是颧骨与右耳之间一块不小的伤疤。”一个底层穷
车夫的模样跃然纸上。还有这样一段：“灰天上透着出透出
红色，地与远树显得更黑了;红色渐渐的与灰色融调起来，有
的地方成灰紫色，有的地方特别的红，而大部分的天色是葡
萄灰的。又过了一会儿，红中透出明亮的金黄来，各种颜色
都露出些光……行云流水间，好一幅日出图浮现在眼前。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喜欢《骆驼祥子》，你呢?

骆驼祥子篇章的读后感篇七

每个人的生命就像是一部沉淀的历史，默默叙述着一个故事。
与此同时，也反映了自己所处时期真正的历史。一方水土养
一方人，一个社会同样孕育一类人。大学时在图书馆第一次读
《骆驼祥子》这本书，那时的理解还不够深刻，最近又一次
拿起来，再细细品读一番，觉得感悟颇多。

这本书中的主人公祥子是一个要强好胜，但却又老实富有理
想的乡下人。他来到北平后，干起了拉车这一职业。他的理
想就是买上一辆自己的车。为了车，他吃尽了苦头。被抢、
被诈，无奈成亲，却丧了妻，喜欢的人也走了。这一路上起
起伏伏，坎坎坷坷。这样无情的社会就像一瓢冷水，将祥子
最后的希望的星火也被浇熄了。祥子拉车不勤快了，干脆不
拉车。他开始骗钱，借钱不还，甚至为钱出卖别人。祥子彻
底堕落成一具行尸走肉。曾经向上、不屈的祥子变了，他变
得无赖、自私，变得沉沦自弃，吃喝嫖赌他都学会了，成
了“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这本书带我看见了无情的社会是怎样把一个不喝酒，不吸烟，
没有沾染上一点点地恶习的老实人逼成一个堕落的“个人主



义的末路鬼”的全过程。祥子是一个悲剧，他尽了所有的力，
也吃了所有的痛苦，但却依然落了个两手空空。

如果祥子生活在我们这个年代，也许他就不会变成那样
的“刺儿头”了。因为他是那样的要强、那样的善良、那样
的正直，为了自己的理想可以放下一切！

我很喜欢作者老舍在书中的一句话：“苦人的懒是努力而落
了空的自然结果，苦人的耍刺儿含有一些公理。”是啊，祥
子的堕落不是祥子的错，而是整个社会中的乌烟瘴气使原本
善良正直的祥子变了质。

这让我想到了现在，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好的世界，没有
那么无情，更没有那么多不公平的事。应该说每个人都能够
有机会达成自己的理想。老舍先生也说过这样一句话“才华
是刀刃，辛苦是磨刀石”我想只有在生活中不断历练，才能
活得更加精彩。

骆驼祥子篇章的读后感篇八

为了让我们度过一个充实且有意义的寒假，语文老师推荐我
们阅读七年级下册的必读书目——《骆驼祥子》。这本小说
是由老舍先生所著，他通过主人公祥子的经历来揭露反映民
国时期的底层百姓生活。

《骆驼祥子》的故事情节，时而欢喜，时而悲伤，十分曲折。
这本小说主要讲述的是祥子的“三起三落”。

在故事的`前期，祥子--一位从乡间来到城中的高等车夫，有
着伟大的人生目标和对未来的憧憬。他年轻力壮，不停地拉
车，有着十足的干劲。他在每天的省吃俭用、辛苦劳作下，
实现了人生中第一个目标——买一辆车，幻想着过几年开车
厂。可命运却无情地捉弄着他。



战争就要开始了。大伙都传闻说：“清华园那一块不安
全……”祥子也是个老实人，本也不想往危险地带跑。但有
一天，一为男士想去清华园附近，他问了许多车夫，都不愿
去。当他向祥子发问时，在前面加了个“大个子”。他一听，
就暗自窃喜，因为祥子很注重自己的身高和力量，于是他爽
快地答应了，可就在拉车地途中，他连人带车被抓去当壮丁
了。但幸运的是，祥子成功逃走了，并顺手牵了3匹骆驼，卖
了换来了一些钱。从此大家都叫他“骆驼祥子”。但他因失
去车而就此消沉了一段时间。这就是祥子的一起一落。

后来，他在卖骆驼赚到钱后，又振奋起来，加倍努力，攒足
了钱，想要重新买一辆车。却在干包月的时候，祥子辛苦赚
来的钱被孙侦探骗走。这是祥子的二起二落。

在这期间，祥子与虎妞接了婚。虎妞用低价买了隔壁二强子
的车，祥子又拥有了车。可不久，虎妞去世了，祥子只好把
车转卖了，给虎妞置办丧事。这就是祥子的三起三落。

在整个故事中，都是以“车”为线索进行叙述。祥子内心很
是纯朴，认为未来是美好的。可是，在当时那样战火纷飞的
年代，他的内心过于纯真，仅仅听到别人叫他一声“大个
子”而窃喜，忽视了打仗的传闻。以致于失去奋斗三年所得
的车，而黯然消沉了好一段时间。

虽然他又通过努力拉车得到了新车，可是却由于社会的不定，
导致祥子在后期，一次又一次地失去幸苦奋斗所换来的车，
最终不再有希望，迷迷糊糊地坠入无底的深坑。对于祥子的
经历，我也感到遗憾，这一生规矩且卖力地工作和处事，却
落得如此绝境。但我同时也敬佩他的勤劳和坚持，正因为祥
子的勤劳，才会得到车厂刘老爷子的信任，同意祥子在车厂
住宿一段时间。可最终，他没能战胜自己，堕落下来，自暴
自弃。祥子也没能跟紧社会和时代的发展，一直保留着传统
的思想和纯真的理念。



所以，通过祥子的经历，告诉我们要学习祥子努力勤劳、踏
实做事。同时，也要跟紧时代的潮流，不应一直固守传统。
要汲取传统的精华，去其糟粕，通过学习适应社会发展。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安定幸福的年代，但也不能掉进“温柔
的陷阱”，而是要有远大理想，并且为了理想而努力奋斗，
不断适应社会的变化发展。

骆驼祥子篇章的读后感篇九

《骆驼祥子》是老舍写的一本很经典的中国名著。“祥子”
是名字，而“骆驼”只是外号。祥子给我的印象很深：一个
普通的车夫，勤劳、坚定。但祥子的.命运，却是悲惨的。

他带着自己的希望来到北平，打算干拉车这一行。经过了三
年的努力，他终于买上了属于自己的车。但在兵荒马乱的北
平，不到半年，祥子的车被士兵抢去，牵回三只骆驼。祥子
没有灰心，更加努力赚钱。但厄运还没有结束。祥子还没有
买上车，钱却又被侦探抢去。在他与虎妞的生活中，他经过
了诸多努力、磕磕碰碰，终于他又拉上了车。但好戏还没演
完，悲剧又降临了。虎妞死了，祥子的车也没了，这使祥子
失去了生活的信心。他不在是从前那个祥子了，他变了，变
得干干净净。吃喝嫖赌，样样都干。以出卖人赚钱，彻底成
为败家子。祥子，一个原本积极向上的车夫，被逼成了一个
无所不为的“人形垃圾”。

我很怜悯祥子，一个完完整整的好人被这个社会逼成垃圾，
最后自甘堕落。对于这个社会，我感到悲哀，感到痛苦，感
到耻辱。祥子在社会的影响下经过跌宕起伏成为垃圾。这就
是社会对每个人的不公，可以说，祥子是被这个社会，这个
腐败的社会害死的。

《骆驼祥子》是老舍写的一本很经典的中国名著。“祥子”
是名字，而“骆驼”只是外号。祥子给我的印象很深：一个



普通的车夫，勤劳、坚定。但祥子的命运，却是悲惨的。

他带着自己的希望来到北平，打算干拉车这一行。经过了三
年的努力，他终于买上了属于自己的车。但在兵荒马乱的北
平，不到半年，祥子的车被士兵抢去，牵回三只骆驼。祥子
没有灰心，更加努力赚钱。但厄运还没有结束。祥子还没有
买上车，钱却又被侦探抢去。在他与虎妞的生活中，他经过
了诸多努力、磕磕碰碰，终于他又拉上了车。但好戏还没演
完，悲剧又降临了。虎妞死了，祥子的车也没了，这使祥子
失去了生活的信心。他不在是从前那个祥子了，他变了，变
得干干净净。吃喝嫖赌，样样都干。以出卖(人赚钱，彻底成
为败家子。祥子，一个原本积极向上的车夫，被逼成了一个
无所不为的“人形垃圾”。

我很怜悯祥子，一个完完整整的好人被这个社会逼成垃圾，
最后自甘堕落。对于这个社会，我感到悲哀，感到痛苦，感
到耻辱。祥子在社会的影响下经过跌宕起伏成为垃圾。这就
是社会对每个人的不公，可以说，祥子是被这个社会，这个
腐败的社会害死的。

《骆驼祥子》这本书很好的讽刺了当时旧社会的腐败与无能。
但是这本书也称为了我最好的教材——在任何情况下，都要
保持勤劳、坚定，这让才不至于造成像祥子那样的悲剧。每
个人的人生，都是如此。所以，我们应该有理想，有目标，
有积极向上的心态，才能立足于社会。这，才是真正从书中
学会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