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光明读后感(优秀9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
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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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读后感篇一

读了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本书后，我深有感触。

作者海伦·凯勒小时候什么病都没有，很快乐。突然有一次，
她发高烧了，从此，因为她就看不到，也听不到，所以她的
父母让她，让她，还让她，即使做错事也说，她患了那么严
重的病还不痛苦吗？直到海伦的老师来的时候，海伦的坏习
惯才慢慢地改正过来，海伦的老师叫她认识盲文，通过不懈
的努力，海伦终于成功了。最后，她长大的时候，办了许许
多多的慈善机构来帮助残疾人。我觉得海伦是一个生活中的
强人，她靠着自己的力量和老师的教导。同时，她也是一个
善良的人，办了许许多多家的慈善机构，让残疾人得到帮助，
得到幸福。

海伦虽然是个残疾人，但她心灵没有残疾，俗话说肢体上的
残疾不是最恐怖的，恐怖的是心灵上的残疾。海伦成功了，
难道我们这些没有残疾的人也不能成功吗？分别就是两个
字——努力。

光明读后感篇二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里这本书的文字感人肺腑、激励人心。那
么如何写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读后感呢?下面推荐介绍关于假如
给我三天光明读后感范文，欢迎阅读!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一书的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海
伦·凯勒对生活的热爱，她用热情的态度劝戒世人应珍惜眼
前享有的一切。

她祈望拥有三天的光明去感受这个世界，使她熟悉身边的一
切，海伦。凯勤想看到的事物实在是太多太多了，然而这却
只是一个很美很美的梦。

“苦难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正是苦难铸就了海
伦·凯勒坚强的性格。

她作为一个盲聋哑的残疾人却有着超过常人的健康心理。她
用自己的所能感受到的，所能想象到的情景，表达自己对求
知的渴望和对人类的真挚热爱。她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告诫他
人，健康的心理是人类成功的最基本条件，有健康身体而没
有健康心理的人，是不可能成就一番事业的。

具有健康心理的人，纵然是身体残疾也不会抱怨命运的安排，
不接受和渴求他人的怜悯，他们会凭着自我坚强的毅力到达
理想的彼岸。

今天陪妈妈去书店挑书时，无意间看到了一本书，书名叫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是美国女作家海伦凯勒写的。我曾经
在一本书里看到马克?吐温说过：“19世纪有两个杰出人物，
一个是拿破仑，另一个是海伦·凯勒。”于是我打算买下回
家看。

海伦?凯勒一生中只有19个月的光明与声音，剩下87年里是没
有欢声笑语和声音的孤独岁月，她是一位又聋又盲的伟大女
作家，也是一位在黑暗中需要人们去给予她光明的弱女子。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本书写出了海伦·凯勒一生的酸甜
苦辣，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海伦?凯勒对生命的'热爱，他渴
望拥有光明，哪怕仅仅只有三天也好，这本书实际上是海



伦·凯勒在用诚恳的语气劝我们要珍惜宝贵时间，珍爱生命。

海伦·凯勒经历了这些痛苦，然而我们多么幸运，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拥有健康的身体，要什么有什么。

当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读完《假如给我三天光》这本凯伦凯勒
的自传式，我的心犹如彭拜的海潮，久久不能平静。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她从小双目失明、两耳失聪的海伦从
小生活在黑暗的世界。由于海伦是个盲聋人，许多学校都不
接受海伦来上课。后来，由于海伦的父母经过不懈努力，终
于请来了一位盲聋学院的教师，莎莉文老师来当海伦的家教。
海伦的学习生涯在艰难和困苦中度过。但海伦经过坚持不懈
的努力终于考进了哈佛大学。

她在嫉妒艰难的学习中，背负起的是一个从满希望的未来。
她的事迹并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一个盲聋人刻苦好学
和坚持不懈的精神。但她坚持不懈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意志
却深深地打动了我，是我增加了克服困难、努力前进的勇气
和力量。

看完了这本书，我感触颇深。海伦终于从艰难困苦中走了过
来。看着她刻苦学习的身影。我不仅想到了自己，于海伦相
比，我的学习条件要比她优越得多，我们因该怎样面对学习
和生活中的困难呢?困难和挫折人人都会遇到;面对挫折只有
打起精神，坚定信念，不断努力，排除困难，才能变逆境为
顺境，达到理想的彼岸。

我们是年青一代，肩负着国家的重任，在祖国方心未艾的改
革大湖中，一起都要通过实践去摸索，去开创。这就需要我
们这些新时代的建设者们的百折不挠、乐观进取的精神，不
能因为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挫折困难就丧失了信心和勇气。

我们必须多学习、多锻炼，全面提高自己的素质，想海伦那



样，做生活的强者，做建设祖国有用的人才。

光明读后感篇三

海伦凭着一颗坚强的心，最终在逆境中崛起，真是身残志不
残，不得不令人为之佩服。下面是三天光明读后感2000字范
文字样本供大家参考和阅读。

假如你只剩下三天的光明，你会做些什么呢?或者只给你三天
的光明，你又会做些什么呢?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给我的印象很深刻，这本书是美国当
代著名作家海伦·凯勒的散文代表作。该书的前半部分主要
写了海伦变成盲聋人后的生活，后半部分则介绍了海伦的求
学生涯。同时也介绍她体会不同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以及她的
慈善活动等等。她以一个身残志坚的柔弱女子的视角，告诫
身体健全的人们应珍惜生命，珍惜造物主赐予的一切。此外，
本书中收录的《我的人生故事》是海伦·凯勒的自传作品，
被誉为“世界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看完了后就写下
了这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为之震撼。

在20世纪，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以勇敢的方式震撼了世界，
她就是海伦·凯勒——一个生活在黑暗中却又给人类带来光
明的女性，一个度过了88个春秋，却熬过 了87年无光，无声，
无语的孤独岁月的弱女子。然而，正是这么一个幽闭在盲聋
哑世界里的人，竟然毕业于哈佛大学德吉利夫学院，并用生
命的全部力量处处奔 走，建起了一家家慈善机构，为残疾人
造福，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20世纪美国十大英雄偶像。
创造这一奇迹，全靠一颗不屈不挠的心。海伦接受了生命的
挑 战，用爱心去拥抱世界，以惊人的毅力面对困境，终于在
黑暗中找到了光明，最后又把慈爱的双手伸向全世界。



“要是人把活着的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 天该有多好啊，那就
更能显示出生命的价值，然而人利用时间和享受时间却是有
限的”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充分利用每一天的话，那这将会是
一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 啊!三天光明，对于常人来说只是
人生中的短暂的一刻。对于双目失明的海伦来说，却是可想
而不可及的。现实生活中总是有部分人哀叹命运对于自己的
不公，责怨 上天没有赋予他们聪颖的天资、超人的智慧，让
他们能一举成名天下知。殊不知现实社会是靠知识才能生存
的社会，没有知识的人是不可能在社会上有一席之地。如 果
我们可以好好学习，让学问把大脑给占据的话，就可以为以
后的道路铺上一层石头了!让我们给黑暗的世界带来光明，给
无望的世界带来希望吧!

有视觉的第二天，我要在黎明起身，去看黑夜变为白昼的动
人奇迹。我将怀着敬畏之心，仰望壮丽的曙光全景，与此同
时，太阳唤醒了沉睡的大地。这一天，我将向世界，向过去
和现在的世界匆忙瞥一眼。我想看看人类进步的奇观，那变
化无穷的万古千年。

下一天清晨，我将再一次迎接黎明，急于寻找新的喜悦，因
为我相信，对于那些真正看得见的人，每天的黎明一定是一
个永远重复的新的美景。依据我虚构的奇迹 的期限，这将是
我有视觉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我将没有时间花费在遗
憾和热望中，因为有太多的东西要去看。第一天，我奉献给
了我有生命和无生命的朋友。 第二天，向我显示了人与自然
的历史。今天，我将在当前的日常世界中度过，到为生活奔
忙的人们经常去的地方去，而哪儿能像纽约一样找得到人们
那么多的活动和 那么多的状况呢?所以城市成了我的目的地。
她祈望拥有三天的光明去感受这个世界，使她熟悉身边的一
切，海伦。凯勒想看到的事物实在是太多太多了，然而这却
只是一个很美很美的梦。

”苦难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正是苦难铸就了海伦。
凯勒坚强的性格。她作为一个盲聋哑的残疾人却有着超过常



人的健 康心理。她用自己的所能感受到的，所能想象到的情
景，表达自己对求知的渴望和对人类的真挚热爱。她以自己
的亲身感受告诫他人，健康的心理是人类成功的最基 本条件，
有健康身体而没有健康心理的人，是不可能成就一番事业的。
具有健康心理的人，纵然是身体残疾也不会抱怨命运的安排，
不接受和渴求他人的怜悯，他们 会凭着自我坚强的毅力到达
理想的彼岸。

有位哲学家曾经说过：”勇敢寓于灵魂之中，而不是一副强
壮的躯体。“这正是对海伦的真实写照。看过《假 如给我三
天光明》的人应该都知道她的不幸。在一般人眼里，如此不
幸的人生，还会有什么收获呢?然而海伦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
奇迹：不但考上了哈佛大学，而且 一生中写了14部着作。她
还多方奔走，在全美建起了多家慈善机构，办成了一般健全
人也不一定办得到的事。珍惜现实，才能拥有未来。这就
是”珍惜“的价值所 在，也是生活的辩证法。与海伦相比，
我们许多人可能都会感到惭愧。因为我们虽然拥有比她健全
的身体，却常常如她所说的那样，犯那种”有视觉却看得
少“的错 误。或为”已失去“的东西痛苦不堪，或为”得不到
“的东西百般烦恼，却偏偏对实实在在”拥有“的东西不知
珍惜，不懂得好好把握。

海伦凭着一颗坚强的心，最终在逆境中崛起，真是身残志不
残。而自我呢，有着良好的条件，却缺乏坚韧不拨的毅力。
因此，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不怕因难，全心全意地完成每一
件事同时也要积极的面对生活。

光明读后感篇四

黑暗会让我们更加珍惜光明，寂静会让我们懂得声音的美妙，
即使看不见，听不见，也没关系，因为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
看不见也摸不着，要靠心灵去感受。



题记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今天我终于感受到了，读完了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感受很深。

海伦凯勒一个聋哑人，她19个月的时候，被一场疾病夺去视
觉和听觉。

这意味着什么呢?她的后半生，都听不见看不见，只能生活在
黑暗和寂寞的世界里。

不过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一位老师苏立文，他在苏利文老师的
帮助下学会了说话和读书，并掌握了英、法、德、拉丁、希
腊五种语言。

当时我看到这里，我实在不敢相信：对于一个盲人或聋人而
言，学习语言是很困难的，而对于海伦 凯勒这样又聋又哑的
人，可谓是难上加难，可他却通过自身的努力，学回了五种
语言，他真伟大呀!之后，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美国拉德克
利夫学院。

她走遍美国和世界各地，文盲人学校募集资金，把自己的一
声献给了盲人福利和教育事业。

她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赞扬，并得到了许多国家政府的嘉
奖。

看到这个结局，我心中不禁装满了许多感想

海伦凯勒，她是一个从黑暗、无声的世界中走来的一个伟大
的女性。

她有着超乎常人的坚强和毅力，她把慈爱的双手伸向世界，
为世人留下了一首永难忘却的生命之歌。



海伦凯勒希望拥有三天的光明去看这个美丽的世界，看尽世
间的美丽景观。

然而这只不过是一个梦想。

对正常人来说，这个愿望并不奢侈。

要是人们把活着的每一天都看成是生命的最后一天，那就更
能体会到生命的价值。

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充分利用每一天，生命之花就将开得更加
绚丽多彩!

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吃得饱，穿得暖，身体健康，快乐的过
好每一天。

其实我们真的很幸福，我们每天都可以看见阳光下的一个个
动人的故事;我们每天都可以听见美妙的`声音;每天都可以看
到这个世界的美丽景色。

这些已经足够了，我们还奢求什么呢?

读完《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感触很多，我希望大家可以
好好学习，好好地生活，合理安排时间，不轻易放弃。

珍惜现在的幸福时光，这样才不会辜负了上帝赐予我们的明
亮的眼睛和一切美好的东西。

不要等到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才去无限留恋。

珍惜现在，珍惜每时每刻，才是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啊!

也是在一个晚霞似火的黄昏，从街心花园的林荫深处，飘出
一阵优美的歌声，唱歌的是一位小姑娘。



她唱得那么动情，我迎面走去，她竟然仿佛没看见，依然优
美地唱着：“在那遥远的地方……”

看清她的眼睛时，我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一双多么漂亮的
大眼睛，然而，又长又黑的睫毛下，覆盖着一层灰色的阴
翳——啊，竟然是一个双目失明的姑娘!

“……清泉在流淌，阳光在歌唱……”

从她那清脆而又纯美的歌声里，从她那幸福而又神往的微笑
里，我似乎看到了那个足以驱散她眼前黑暗的光明。

唱吧，姑娘，有一颗热恋光明，向往光明的心，你的生命是
不会黯然无光的。

墙上的夕阳晖早已消失，夜色在我的小屋里弥漫开来，双目
失明的姑娘那支闪着光茫的歌，又在我的心中响起来。

读书是一件非常美好，令人愉快的事情。

就是在这短短的一个多月中，让我体会到了读书带给我的乐
趣。

这个寒假，我读了一本名叫《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书。

这本书是20世纪美国着名盲聋女作家海伦·凯勒所写。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是海伦·凯勒最著名的散文代表作，
写成于1933年，最早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后被译成多
种文字，被多个国家收录在大。

小学教材中。

海伦·凯勒是20世纪着名盲聋女作家。



教育家。

演讲者，出生19个月时失去了视力。

听力和说话的能力，然而她不仅学会了说话写字，还完成了
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四年的学业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
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的盲聋人，后被两所着名大学授予“荣誉
博士”学位，也曾被美国总统授予“总统自由奖章”被美国
《时代周刊》评为“20世纪十大英雄偶像之一”.她的毅力是
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读完这本书让我明白了生命中的光明是多么可贵。

我很庆幸，我是一个健全的人。

我想，我们应该去珍惜光明，珍惜这美妙的声音，珍惜这短
短几十年的人生，用心去看，用心去听，相信我们会体会到
这个世界的美好。

勇敢的接受命运的挑战，就能够赢得生命中的光明。

这就是这本书留给我最大的启示。

光明读后感篇五

几天,我读了海伦·凯勒所著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本书，
令我感受很深。

海伦·凯勒是不幸的，但她又是幸运的，正是因为有了知识，
她才如此幸运。

在她19个月失去视觉和听觉后，就与这个世界失去了沟通，
失去了联系，这个的幼小生命不知道如何排谴与世隔绝的孤
独感，她古怪、粗暴、无礼，直至她的莎莉文老师走进了她



的生活，教会她认字，才使她张开了心灵的眼睛，得以与人
沟通。

一接触到了知识，孤独的海伦意识到只有知识才能铺就一条
通向光明之路。

当海伦·凯勒感悟到“水”——这个她所认识的第一个字后，
便开始了对知识、对世界强烈的渴求，开始了迫不及待地认
字、阅读，像一块海绵不断地从生命本身汲取知识。

对知识的渴求，使她在常人难以想象的单调和枯燥中竟然学
会了德语、拉丁语、法语等多国语言，阅读了多部文学和哲
学名著，吸取着那些伟人和智者的思想精髓。

她把学习比做攀登奇山险峰，跌倒了再爬上去，每得到一点
进步，就有一份鼓舞，逐渐看到更为广阔的世界，直到璀璨
的云端、蓝天的深处、希望的顶峰!这些知识，像一道道彩虹，
点亮了海伦心中的灯，照亮了她的内心世界，也架起了海伦
和这个世界沟通的桥梁!

知识的力量多么巨大，它能使一个残疾人，变成一个有益于
人类、有益于社会的人。

假如，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像海伦.凯勒一样，在有生之年把
对知识的渴求，看作对人生的追求，每天都抱着这种追求，
怀着友善、朝气、渴望去生活，我们的人生将会增添多少欢
乐、多少幸福啊!

海伦·凯勒的恒心和毅力也深深令我感动，说实话，我还没
见过有人有如此坚持不懈的精神，而她，却实实在在的拥有。

我听过一句名人名言：“什么是不容易?不容易是把每天应做
的事每天都坚持做。



什么是不简单?不简单就是把每件事都做得最好。

”这句名言说得非常对，我们把每天应做的事都坚持做，坚
持一天两天都应该没问题，可是天天做可就难了，这需要我
们极大的恒心和毅力才能做得到。

而在海伦·凯勒那对学习的渴望，对生活的乐观以及对理想
的坚持的'背后，有着一颗为报答父母老师关心爱护的感恩的
心!

这几天，我看了一本名叫《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书。

书里写的是主人公海伦·凯勒在失去听力和视力后如何走出
黑暗与孤寂，凭着自己惊人的毅力，在莎莉文老师的帮助下，
以优等的成绩完成了哈佛大学四年的学习，成为人类历史上
第一位获得文学学士的盲聋人的故事。

书中的主人公海伦·凯勒只拥有过19个月的光明和声音。

当我看到当一场恶梦般的高烧把她的视力和听力给剥夺时，
我不禁为她感到深深的悲伤。

我真怕她从此永远不能从没有了听力和视力的惊恐和悲凉中
走出来。

可当我看到她能根据自己的思考来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时，我
又对她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当看到她在沙莉文老师的帮助下学会了说话，并且考上了世
界上最有名的学校—哈佛大学，完成了学业时，我又不禁为
她感到了自豪和骄傲。

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海伦·

凯勒小时候学说话的故事了。



由于海伦·凯勒看不到人的口形也听到别人的发音，可想而
知她要学习开口说话简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一句话“天气很暖和”。

这可真是一个奇迹啊!

看完了这本书，我觉得海伦·凯勒面对如此巨大的困难时，
也能毫不退缩。

想想自己比起海伦·凯勒来说真是太幸运了。

我有着健全的身体、良好的学习环境、优秀的老师，可是我
还不知道要珍惜，遇上一些小小的困难就要退缩。

相比之下，我真是太不应该了。

从今天开始，我一定要以海伦·凯勒为榜样，努力学习，遇
到困难决不退缩。

光明读后感篇六

从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我读出了海伦·凯勒对生活的热爱，
她用热情的态度真诚希望人们珍惜眼前的一切；对光明的向
往，祈求上帝给予她三天的光明。海伦·凯勒想看到的事物
有很多，但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但是即使海伦·凯勒又
聋又失明，也在无声无色的88个春秋里掌握了英、法、德等
五国语言，成为了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人物。那拥有光明我们
应该怎么做呢？海伦·凯勒在书中告诉了我们：“失明的我
想给所有看得见的人一个忠告，好好利用你的眼睛吧，就像
你明天就将永远失去光明。”

我读完这本书后，做了一个生活体验，在家里戴上眼罩过一



天。清晨，我起来上厕所，却撞了个东倒西歪。起床后，摸
了半天才找到杯子和洗脸盆。吃早餐，只闻得见香味，吃不
着东西，我真是郁闷至极。想玩电脑，却看不见鼠标，我气
得猛敲桌子。好友打电话找我出去玩，我正准备答应，又想
起带着眼罩呢，只好口上说有事，心里不停的痒痒了。我既
无法看书，又无法娱乐，我心急如焚，恨不得让这一天彻底
消失。到了晚上，我迅速摘掉眼罩，打开电视。我感叹
道：“做盲人真难啊！我这只有一天，海伦·凯勒却是88个
春秋啊！”海伦·凯勒的故事深深得激励了我，我一定要努
力学习！

光明读后感篇七

我读了《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1到5章，令我记忆最深刻的是
《漫漫求学路》这篇文章。

里面的主人公海伦。凯勒和她的父母踏上了去巴尔的摩的旅
程，为的是给海伦。凯勒找到治眼睛的方法。路途中海伦。
凯勒很开心，但她的父母却忧心忡忡，终于到了巴尔的摩，
他们去找到了奇泽姆医生，奇泽姆医生对的病无能为力，但
建议海伦。凯勒还可以接受教育。

海伦。凯勒的父母带着她又到华盛顿见了贝尔博士，这次见
面成了海伦。凯勒一生的转折点，从此她找到了适合自己的
好老师，从黑暗走向了光明我读了这篇文章的感受：

一、我们应该爱护自己的眼睛，眼睛是心灵的一扇窗户，我
们永远不要让窗户关闭。

二、遇到任何困难和问题时都应该勇敢面对，积极想办法找
到正确的途径去解决。



光明读后感篇八

1880年，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作者――海伦·凯勒出生了！
可不幸的是，她在出生一年半后由于生了一场大病，双目失
明，双耳失聪。他与美妙的、有声有色的世界隔绝了，面对
的将是没有光明与黑暗的世界，海伦·凯勒看不到多姿多彩
的世界！他变得越来越没有自我，同时他也失去了快乐！

后来，海伦的母亲为他请来了莎莉文老师，莎莉文老师就像
是一盏明灯，点燃了海伦，让海伦走出黑暗的世界。终于，
在莎莉文老师细心的教导下，与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考上
了的哈佛大学，功课的繁多，是海伦比其他人跟繁忙，更吃
力，但他还是用自己那股力量坚持的下来，以优异的大学成
绩毕了业。

我们不要再失去了一样东西之后才来懂得珍惜，懂得宝贵，
不要等到黑暗降临时，才感到自己没做的事情太多太
多......

海伦·凯勒让我们懂得做人不管遇到任何问题都要乐观，有
着积极自强不息的信念。

要以爱面对未来，用心面对未来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文档为doc格式

光明读后感篇九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本书是著名女作家——海伦·凯勒写
的。这本书给了我莫大的启示和不一样的精神。

海伦·凯勒是美国盲聋女作家兼演讲者，还是美国《时代周
刊》的是大英雄偶像之一。出生于美国亚拉巴乌洲北部的土
斯坎比亚小城，在19个月时由于急性脑充血而丧失了视力和



听力，而变成哑巴。1900年秋，她顺利进入美国哈佛大学的
拉德克里夫女子学院。1904年以优异成绩荣誉毕业，成为世
界上第一个完成高等教育的盲聋人。她一生著作共计14部其中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是她的自传也是最著名的杰作。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完整地介绍了海伦·凯勒丰富而伟大的
一生，充满爱与勇气的一生。在书中她对大自然的描写，使
人不敢相信这出自一个盲聋人的笔下。她去骑马，划船，游
泳，滑雪，甚至在月夜泛舟，用心去领略月下的荷塘美景；
她去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甚至去“欣赏”歌剧……
她用心来感受这个世界，用心来享受生命。她远比我们这些
正常人活得更加幸福，活得更加充实，活得更加有意义。所
有这一切都是知识所带给她的，只是给了她生活的勇气，知
识给了她接受挑战的勇气，使她能以惊人的毅力面对困境，
终于在黑暗之中找到了人生的光明。

这本书使我懂得了：我们在厄运敲门的时候一定要挺住，一
定要不屈不挠。还有光明是上天给我们的特权，我们不能无
限地使用光明，我们要用光明做更加有意义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