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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礼是一种庄重的象征，代表着一种特殊的纪念和传承。典
礼的前期筹备和后期总结都需要注意细节，以保证典礼的完
美和成功。通过阅读典礼总结范文，你可以了解不同典礼的
背景和目的，了解典礼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之命运读后感英文篇一

今天我学了一篇特别有意义的文章，题目是《一间改变命运
的房间》。从“房间”改变“命运”这一词，你就会觉得这
里的主人公真的能改变了吗?让我们去看看吧!

故事的开始就告诉了我们，真诚是稀缺的，让我感觉这一定
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老夫妇走进旅店没有房间，服务员热
心帮助他们住进了自己的房间，老夫妇被他的心感动了。走
之前告诉服务员我会为你盖一座旅馆，许多年以后老夫妇给
服务员来信，让他来到那里，看见眼前的`大厦是老夫妇为他
盖的，激动的很感谢他。

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做人要真诚、善良这样才能成为文中
的“服务员”。

一个人如果无私地付出，受到无私地帮助，那么在你需要帮
助的时候就会有人无私地来帮助你。无论是任何人，只要你
真心待人，成功就会伴随你左右。

中国之命运读后感英文篇二

看完《态度改变命运》这本书，我心里很有感触。可见，积



极乐观的心态对人的健康和工作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
促进我们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延长寿命。然而，在我们
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各种麻烦和困扰：例如：健康欠佳，
期望中的事情落空等等。面对诸如此类的心烦琐事如果能保
持积极的心态，心里就会想得开，心胸也就会豁达，就能妥
善对待、处理好这些事情，使工作顺利，心情舒畅。如果总
是想不开，越想越气，自控能力减退，情绪失去控制，言行
也就出现反常现象。日积月累就会使你的身体处于亚健康的
状态，并引起各种各样的心理疾病。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会面临种种压力，要敢于面对现实，
正视现实，不论何时何地，我们应该端正自己对生活、工作
与学习的态度，凡事采取积极的思维；积极的语言；积极的
活动。把压力当作一种挑战，才会有利于人的身体健康。俗
话说：“笑一笑十年少”乐观的情绪不仅能使人显示出青春
活力。还将有助于增强人的机体免疫力，哪怕是一瞬积极的
微笑；一个积极的手势，或者一次积极的暗示，都会有助于
我们形成积极乐观的心态。免受疾病的侵袭。

在生活中发现，怀有怨恨的人情绪波动很大，不是整天抱怨，
就是后悔；不是对人怀有敌意，就是自暴自弃，这样很容易
引起心理障碍。所以我们应该学会热情的生活；愉快的工作；
轻松的学习，以乐观豁达的胸怀，真诚的为他人服务，为他
人送去幸福。因为当我们把幸福带给他人的时候，幸福也就
悄然降临到我们的身边。生活中具有幽默感并经常与朋友在
一起谈及幽默的话题，会使人消除紧张、焦虑情绪，协调脏
腹机能。拥有爱心会使世界变得更好，会更有助于自己的身
心健康。

心态决定成败，记得这句在学生时代老师们是常说的，越来
越觉得考试中的黑马应该就是得益于这句话吧；现在出来工
作了，领导在上面也会经常提到这句话，这跟业绩是紧紧挂
钩的。所以心态在我们的人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读完《态度改变命运》这本书，心里感触颇多，循序渐进地
带领我们找到正确的心态和人生方向。在每章开头都有一个
关于心态的故事带领我们进入本章的内容中。例如：“用积
极心态重塑自我”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一个老婆婆在屋子
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道：“收获那
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明天，明天她一
定会把我摘走！”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第二天，老婆婆又
收走了其它一些玉米，可唯独没摘这个玉米。“明天，老婆
婆一定会把我摘走！”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可是从此以后，
老婆婆再也没来过。直到有一天，玉米绝望了，原来饱满的
颗粒变的干瘪坚硬，可是就在这时老婆婆来了，一边摘下它，
一边说：“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作种子，明年肯定
能种出更棒的玉米！”

这个故事让我们明白，在一直很自信而怀才不遇时，要保持
积极的心态，有点耐心在绝望中再等一下，也许机会就在下
一秒出现，正是在这个故事的指引下我理解了“用积极心态
重塑自我”的含义。

读过此书，我记住了：人生是一连串不停的奔波，过程免不
了跌倒或无端的迷失。无由的抱怨，愤怒的发泄，只能使自
己更颓废。既然命运如此，改变不了环境我们就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就从心态开始，乐观地接受命运的挑战，那么生命
将会是另一种景象。

中国之命运读后感英文篇三

《命运》讲的是连个孩子的命运，一个被高僧占卜为”状
元“，另一个为”乞丐“。二十年后，当初的”状元“成了
乞丐，而”乞丐“却成了”状元“。

上帝说：”我赋予每个人的天分之占他命运的三分之一，其
余的在于他如何去把握。"



中国之命运读后感英文篇四

费先生在书中给我们展示了乡土社会的特点所在。

从基层上去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们的民族确实是和
泥土分不开的，u中国的文明的根源就是土地，是取资于土地
的。古往今来，中国人有这么一个传统，安土重迁，口袋里
有了点积蓄就去买地。哪天衣锦还乡了，就得置地购宅。或
许大家都觉得，别的东西说不定哪些时候就失去了，而只有
土地它是正正当当地就在那里的。

乡土的非流动性就直接导致了血缘和地缘的出现。血缘是一
套根据血缘亲疏关系来决定对对方权力和义务的体系，血缘
是稳定的力量。而地缘在人口不流动的原始状态下是和血缘
合一的。也就是说血缘相近的群体在土地允许的状况下是生
活在一起的，只有土地上的资源不够了，才会有一部分人漂
流带到外地，要么在另外一个群体里生活下去，要么重新开
辟一个群体。而前者往往是不被另外一个群体所接受的，因
为在地缘上他们是不相接近的。

从社会秩序来看，在乡土社会中，“礼治秩序”是占主要地
位的。我们可以说乡土社会是“无法”的社会，因为它
是“礼治”的社会。但礼治并不是说是根据个人好恶的统治，
而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所说的“礼治”也并不是君
子统治，它包含着国家暴力，社会阶层的严格命定，各种在
今天看来属于野蛮残暴的某些行为也是属于“礼治”的范畴。
比如陪葬，株连等那都是礼，是人们心中形成的共同的行为
习惯。也就是说，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利来推行的，而
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膺服。在乡土社会
中，人服于礼是主动的，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价值观念。
但“礼治”在表面上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
秩序，其实不然，它只是主动服从于成规而已。也就是说，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的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但
在一个社会变迁很快的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时无法维持的，



所以费先生指出，“礼治”也将会在社会变迁中慢慢走
向“法治”，这是“礼治秩序”的未来，也是乡土社会的未
来。

费先生也在书中提到乡土社会中权利的四种性质方式：从社
会冲突中所发生的横暴权利，从社会合作中所发生的统一权
力，从社会继替中所发生的长老权力，从社会变迁中所发生
的时势权力。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中，长老权力是强势的，而
时势权力则相对不发达。时势权力的权力的构成充分地说明
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环境是固定的，变迁慢。

二、浅谈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是费先生的独创，在书中，他打了个比方，将
西洋的“团体格局”和中国的“差序格局”区分开来：西洋
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
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
捆、扎、把;而中国的社会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
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
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

通过这个比喻，费先生把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形象具体地表
现出来了：

首先是执行私人道德。“私”的毛病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实
在是一个较为严重的弊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个人
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物上霜”就可以显现这点。而在西洋
的团体格局中，道德的观念是建立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的，
团体是超于个人的存在。其次是判断标准的随机性。中国社
会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随着势力的大小而变化，对于不同
的环境和人事，自然就会有不同的对待方法，我们往往讲的
是攀关系，讲交情。而西洋社会将的是权，社会对每个人是
公道的人对人遵守的是一样的规则，就是要互相尊重权利，
而团体对个人也必须保障这些个人的权利。再次就是模糊的



社会组织的界限。比如在书中提到的关于“家庭”的概念，
在中国，“家庭”这词是含糊得很，可以是自己和太太，可
以是加上孩子，还可以是加上其他的伯叔侄子之类的。而在
西洋社会，“家庭”就是指他以及妻子，未成年的孩子，明
确得很。最后就是社会结构的层次化。中国的传统社会向来
就是阶级社会，上下级关系的明确规定，使得社会层次分明，
乡土中国的社会网络是由等级差别的。而在团体格局中，人
是平等的，是被一视同仁的。

费先生说，在差序格局中，以己为中心，向“石子”一般投
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
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可以这么说，在立体
社会中，每个人都是石头，而当这些石头一起扔进水中的时
候，就产生了许多的中心点，这些点各自推出去的波纹在不
断交汇，而且还不断移动，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人类社会中
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强弱也会因相互作用而处于不停的变动
之中，或者说个人“圈子”的范围在不断地“伸缩”，这样
的动态模式也许可以更形象地体现出“差序格局”中人与人
之间复杂和变动的相互关系。

而在中国复杂和变动的社会关系是有着它的社会根源，可以
这么说，“差序格局”的形成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的道德
体系之中的。在《乡土中国》里，费先生指出中国传统社会
中的“差序格局”是由儒家文化中孕育出来的，而孔子所提
出来的“推己及人”正是这样一种模式，在中国这种社会结
构里，从自身到他人正是一种推的过程，社会关系是逐渐从
一个一个人关系推出去的。儒家所看重的伦理之道鬼
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
上下”正是传统“差序格局”的状况，就是要建立社会等级
和社会制度。

三、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乡土格局

《乡土中国》有许多的延伸意义，让人看完有一种对乡土社



会发展未来探窥的望。

有一位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者曾这样写道:《乡土中国》是以
中国的事实来说明乡土社会的特性，勾画出中国基层社会结
构的原则。“费先生多年研究的对象是中国的乡村，他认为
在乡村里可以看到中国大部分人民的生活，一切问题都牵连
到这些在乡村里住的人民，所以对于他们生活的认识应当是
讨论中国改造和重建的重要前提。费先生力图使自己的研究
紧密的结合中国实际，研究如何从乡土社会转到工业社会”。

而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在向工业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化
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礼治秩序的全面打破，血缘和
地缘的分离，剧烈的社会变迁，使得人们不再圈定在一定的
范围内，而是更加迅速地流动，这就导致了更多的乡土本色
被花花世界所淹没。

最明显的是社会关系网络的变性。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以自己
为中心所推出去的圈子，关系的亲疏是以距离的远近来衡量
的，而在近代以来，中国人的人情关系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但社会关系还是含糊得很，倒也不像西洋的“团体格局”。
不过可以打个比喻，中国人的人情视野开始有点像远视者眼
中的景观，近的反而看不到了。乡土社会是私人关系累积的
群体，费先生书中也有提到，在传统结构中，每一个家以自
己的地位做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
坊”。过去喜事要请街坊喝酒，有丧事邻里也要出手帮帮，
中国有句古话“远亲不如近邻”，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街坊
邻里就构成一个比较固定的群体。而我们的现状是，隔门的
邻居不太往来了，甚至是不相认识了，一个小区里的人们只
是为了各自的需求住到了同一块地域里，没有了以前同一块
地域内的相互依赖关系。

当然，中国的本质还是乡土的，即使她从“农业大国”
到“工业大国”。中国人骨子里的私德是不会一下子消失的，
却反而有一种加重的趋势，社会上盛行的“各走各路”的风



气使得这个社会更加地冷漠。中国的五千年文化是孕育于农
业文明中的，中国人身上的“泥土味”是不会失去它的香气
的，所以老有一些“城市人”在那里鄙视“乡下人”，那就
有点可笑了。

以上是本人看完《乡土中国》后的一些想法，其实看完《乡
土中国》之后有许多的感想，但又不足以成文，所以只将能
成文者呈现出来了。

文档为doc格式

中国之命运读后感英文篇五

费先生在书中给我们展示了乡土社会的特点所在。

从基层上去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们的民族确实是和
泥土分不开的，u中国的文明的根源就是土地，是取资于土地
的。古往今来，中国人有这么一个传统，安土重迁，口袋里
有了点积蓄就去买地。哪天衣锦还乡了，就得置地购宅。或
许大家都觉得，别的东西说不定哪些时候就失去了，而只有
土地它是正正当当地就在那里的。

乡土的非流动性就直接导致了血缘和地缘的出现。血缘是一
套根据血缘亲疏关系来决定对对方权力和义务的体系，血缘
是稳定的力量。而地缘在人口不流动的原始状态下是和血缘
合一的。也就是说血缘相近的群体在土地允许的状况下是生
活在一起的，只有土地上的资源不够了，才会有一部分人漂
流带到外地，要么在另外一个群体里生活下去，要么重新开
辟一个群体。而前者往往是不被另外一个群体所接受的，因
为在地缘上他们是不相接近的。

从社会秩序来看，在乡土社会中，“礼治秩序”是占主要地
位的。我们可以说乡土社会是“无法”的社会，因为它
是“礼治”的社会。但礼治并不是说是根据个人好恶的统治，



而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所说的“礼治”也并不是君
子统治，它包含着国家暴力，社会阶层的严格命定，各种在
今天看来属于野蛮残暴的某些行为也是属于“礼治”的范畴。
比如陪葬，株连等那都是礼，是人们心中形成的共同的行为
习惯。也就是说，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利来推行的，而
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膺服。在乡土社会
中，人服于礼是主动的，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价值观念。
但“礼治”在表面上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
秩序，其实不然，它只是主动服从于成规而已。也就是说，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的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但
在一个社会变迁很快的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时无法维持的，
所以费先生指出，“礼治”也将会在社会变迁中慢慢走
向“法治”，这是“礼治秩序”的未来，也是乡土社会的未
来。

费先生也在书中提到乡土社会中权利的四种性质方式：从社
会冲突中所发生的横暴权利，从社会合作中所发生的统一权
力，从社会继替中所发生的长老权力，从社会变迁中所发生
的时势权力。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中，长老权力是强势的，而
时势权力则相对不发达。时势权力的权力的构成充分地说明
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环境是固定的，变迁慢。

二、浅谈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是费先生的独创，在书中，他打了个比方，将
西洋的“团体格局”和中国的“差序格局”区分开来：西洋
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
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
捆、扎、把;而中国的社会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
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
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

通过这个比喻，费先生把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形象具体地表
现出来了：



首先是执行私人道德。“私”的毛病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实
在是一个较为严重的弊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个人
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物上霜”就可以显现这点。而在西洋
的团体格局中，道德的观念是建立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的，
团体是超于个人的存在。其次是判断标准的随机性。中国社
会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随着势力的大小而变化，对于不同
的环境和人事，自然就会有不同的对待方法，我们往往讲的
是攀关系，讲交情。而西洋社会将的是权，社会对每个人是
公道的人对人遵守的是一样的规则，就是要互相尊重权利，
而团体对个人也必须保障这些个人的权利。再次就是模糊的
社会组织的界限。比如在书中提到的关于“家庭”的概念，
在中国，“家庭”这词是含糊得很，可以是自己和太太，可
以是加上孩子，还可以是加上其他的伯叔侄子之类的。而在
西洋社会，“家庭”就是指他以及妻子，未成年的孩子，明
确得很。最后就是社会结构的层次化。中国的传统社会向来
就是阶级社会，上下级关系的明确规定，使得社会层次分明，
乡土中国的社会网络是由等级差别的。而在团体格局中，人
是平等的，是被一视同仁的。

费先生说，在差序格局中，以己为中心，向“石子”一般投
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
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可以这么说，在立体
社会中，每个人都是石头，而当这些石头一起扔进水中的时
候，就产生了许多的中心点，这些点各自推出去的波纹在不
断交汇，而且还不断移动，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人类社会中
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强弱也会因相互作用而处于不停的变动
之中，或者说个人“圈子”的范围在不断地“伸缩”，这样
的动态模式也许可以更形象地体现出“差序格局”中人与人
之间复杂和变动的相互关系。

而在中国复杂和变动的社会关系是有着它的社会根源，可以
这么说，“差序格局”的形成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的道德
体系之中的。在《乡土中国》里，费先生指出中国传统社会
中的“差序格局”是由儒家文化中孕育出来的，而孔子所提



出来的“推己及人”正是这样一种模式，在中国这种社会结
构里，从自身到他人正是一种推的过程，社会关系是逐渐从
一个一个人关系推出去的。儒家所看重的伦理之道鬼
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
上下”正是传统“差序格局”的状况，就是要建立社会等级
和社会制度。

三、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乡土格局

《乡土中国》有许多的延伸意义，让人看完有一种对乡土社
会发展未来探窥的望。

有一位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者曾这样写道:《乡土中国》是以
中国的事实来说明乡土社会的特性，勾画出中国基层社会结
构的原则。“费先生多年研究的对象是中国的乡村，他认为
在乡村里可以看到中国大部分人民的生活，一切问题都牵连
到这些在乡村里住的人民，所以对于他们生活的认识应当是
讨论中国改造和重建的重要前提。费先生力图使自己的研究
紧密的结合中国实际，研究如何从乡土社会转到工业社会”。

而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在向工业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化
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礼治秩序的全面打破，血缘和
地缘的分离，剧烈的社会变迁，使得人们不再圈定在一定的
范围内，而是更加迅速地流动，这就导致了更多的乡土本色
被花花世界所淹没。

最明显的是社会关系网络的变性。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以自己
为中心所推出去的圈子，关系的亲疏是以距离的远近来衡量
的，而在近代以来，中国人的人情关系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但社会关系还是含糊得很，倒也不像西洋的“团体格局”。
不过可以打个比喻，中国人的人情视野开始有点像远视者眼
中的景观，近的反而看不到了。乡土社会是私人关系累积的
群体，费先生书中也有提到，在传统结构中，每一个家以自
己的地位做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



坊”。过去喜事要请街坊喝酒，有丧事邻里也要出手帮帮，
中国有句古话“远亲不如近邻”，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街坊
邻里就构成一个比较固定的群体。而我们的现状是，隔门的
邻居不太往来了，甚至是不相认识了，一个小区里的人们只
是为了各自的需求住到了同一块地域里，没有了以前同一块
地域内的相互依赖关系。

当然，中国的本质还是乡土的，即使她从“农业大国”
到“工业大国”。中国人骨子里的私德是不会一下子消失的，
却反而有一种加重的趋势，社会上盛行的“各走各路”的风
气使得这个社会更加地冷漠。中国的五千年文化是孕育于农
业文明中的，中国人身上的“泥土味”是不会失去它的香气
的，所以老有一些“城市人”在那里鄙视“乡下人”，那就
有点可笑了。

以上是本人看完《乡土中国》后的一些想法，其实看完《乡
土中国》之后有许多的感想，但又不足以成文，所以只将能
成文者呈现出来了。

中国之命运读后感英文篇六

两年过去了，他却被拒绝了一千次。有一天，他决定，自己
要先写剧本，待剧本被导演看中后，在要求当演员。一年后，
他把剧本给了一共拒绝了他二十几次的`导演，经过他的恳求，
导演终于答应了。

三年后，经过他的不懈努力，终于成了世界顶尖的电影巨星，
他----就是大家熟悉的史泰龙。

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个自己的理想，要
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就要不懈努力，不怕失败，靠自己的努
力去实现它。



中国之命运读后感英文篇七

今天，我读了一篇《三条鱼的命运》的文章，文章的大意是
这样的：

读完后，我很感叹文中甲的勇敢以及冷静的头脑。在危难面
前，它不慌张，虽然跳出盆外可能会到地面上，但它还是勇
敢的决定了，最后得到了生还。一些人在森林中遇到了猛兽，
便紧张了起来，浑身发抖，没有方寸、不知所措，最后命丧
黄泉；一些人遇到了危难，临危不惧，凭借着自己的沉着、
冷静和智慧，战胜了困难，使自己从死神面前逃了回来。毕
竟我们要主动改变命运，而不是被动接受。所以，趁事物没
有抛弃我们之前，让我们先抛弃事物，这可能是唯一的生路。

中国之命运读后感英文篇八

明明很困很累了，却睡不着，心头还是烦扰着不能入眠。也
许这一个月来发生了太多吧，看了欧亨利的一篇《命运之
路》，至于活着的评论，暂且搁一搁罢，活着，的确是本发
人深省的书，一个人生哲学的最终命题。

命运之路的主人公是个平凡的牧羊人，日复一日地工作，却
日复一日地做着诗人的梦！当他和女友吵架时，毅然决然地
准备离开他那美丽的生活，去远方追寻自己的诗人梦。

左边的路，机缘巧合娶了一位恶伯爵的侄女，却因为那美丽
的女人与伯爵决斗，丧生在那伯爵的枪下。

右边的路，他来到了一家曾经辉煌却日渐落寞的旅店，遇上
了预谋刺杀的伯爵，一位美丽的女伯爵看上了这位天真纯朴
的牧羊人，决定利用他去送一封危险的信函，直到事情败露
诗人仍不相信那位美丽的女士会如此恶毒，于是打扮成皇帝
的模样按计划出城想证明自己的观点，丧生在那伯爵的枪下。



中间的路是条回家的路，回到了家，娶到了美丽的妻子，父
亲的生意也做大了，父亲走后的财产都留给了牧羊人，牧羊
人却开始了他的诗人之旅，天天作诗不管他曾经熟悉的羊群，
羊群数量锐减，妻子原先的美丽能干也因此变成了抱怨，一
下子失去了美女光环，在一位父亲的朋友介绍给牧羊人一位
有名诗人后，因为诗人对自己诗词的拙劣评价，受不了这种
打击的他从武器店买来一把火枪，那把是伯爵反叛被抓充公
的枪。

三条截然不同的路，却都死于博佩图伊侯爵的那把枪下。曾
经天真地幻想着命运是自己创造自己改变的，幻想着童话故
事般的美丽生活是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拼搏去创造的，可书
中主人公的结局告诉我说，人生不能如此理想主义。人的命
运是掌握在本身的性格和生活习惯上的，这些结局不会改变，
只是可能路走岔了罢了。

命运之路，也并不是这么悲观的一条路，即使结局注定了，
我们的路不同，人生也就会丰富多彩。以前想知道自己最后
的结局，除了死还有些什么，可害怕知道了结局会想尽办法
去改，如果像文中描绘的那样无论如何，结局不会变，或许
我会选择知道自己的结局吧。

诗人是唯美主义幻想主义浪漫主义，总把事情想得如此简单
如此唯美，殊不知现实的残酷。三个主人公的结局是注定的，
因为诗人的性格中带有有的就是这种气质，改不掉，也不会
去改。如果能修正性格修正脾气，也许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吧！

看完了这篇，还是想说努力，命运就算结果只是一死，在命
运选择的岔路上，我会选择适合自己的那条，即使错了，也
走下去吧！写到这里，心里有点乱了，想到命运，头好痛，
也许这是当代年轻人的通病罢，可是路还是要走，坚定地真
诚地走下去！至于我是什么性格，也许多愁善感能诠释吧，
诗人的性格，但愿结局会是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