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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实用6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
朋友。

骆驼祥子第八章读书笔记篇一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读《骆驼祥子》有感关于
自省，关于正直，关于善良与坚持，祥子给我上了很深刻的
一节课。

祥子是一位年轻力壮的农村小伙子，他努力打拼，终于买了
一辆车。好景不长，城里起了战争，祥子被连人带车的抓走
了。祥子逃了出来，但他的车却没有跟他一起回来。此后厄
运一直缠绕着他。雇主的家被抄、虎妞强硬的要嫁给他、淋
了一场雨后生病了、还有心爱的姑娘被卖到妓去，应不堪折
磨而自杀。这一切让祥子慢慢变得堕落，变成了一个没有理
想的行尸走肉般的无业游民。

摊开这本书，我一直都在期待着接下来的故事。当我合上它
时，却不由得感到愤怒，是对谁的愤怒？是渐渐堕落、消沉
的祥子？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那是因为他没能坚守自己的
良好品质。如果他能够坚守自己的为人，坚持自己的底线，
相信结果也不会这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
是一种多么难得的品质啊。

当祥子的钱被骗走时，我相信他是愤怒的，但是他没能坚守
自己的为人。正直是做人的重要品格，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遵
守。品行良好的人，值得被人们尊敬；品行恶劣的人，注定



被人们所唾骂。而当祥子出卖阮明，将他送到刑场上时。当
他拿着那60元钱沾沾自喜的时候，我感到的是深深的叹息与
无奈，他成为了曾经深深伤害过他自己的人。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坚持自己的为人呢？在旧社会中有着那么
多的丑恶与肮脏，却也有那么多品格优良的人，不被环境所
影响的人。而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新社会中，放眼当今，
当一位老人摔倒时是否会有人走去扶他一把呢？当一位年轻
人将老人撞倒时，不闻不问的走开，我们有想过老人的感受
吗？在当今这个被碰瓷成为常有的事时，又有谁能毫不担心
的过去将老人扶起呢？没有人可以回答。我们都或多或少的
被这个社会所影响了，我们没有做到莲花洁身自好的高尚品
德。而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学会坚持自己的想法，不做那
条随波逐流的鱼。

读完这本书，我懂得了许多。善良，是一株花儿，只有一直
坚守她，我们的生命才会有芬芳清香。反省，是一颗种子，
只有经常执行它，我们的生命才会生根发芽。正直，是一把
钢刀，只有经常磨砺，我们的生命才会闪烁光芒。只有有着
良好的品行，有着坚持自我的能力才能做一个受人们所尊敬
的人。

坚守，让我们不迷失。

骆驼祥子第八章读书笔记篇二

就像老师在导论中所提到的那样，当我们提到老舍与他的作
品时第一印象自然是那种绕不过去的'浓郁“京味儿”，继而
想到的即是“笑中带泪”。但在笔者看来，老舍的幽默
与“笑中带泪”并不能完全概况他所有作品的艺术气质，你
很难说《茶馆》《月牙儿》《骆驼祥子》《断魂枪》这些作
品是幽默的，相较于《离婚》这种典型“笑中带泪”的作品
而言，它们似乎给人的更多的是一种深沉的哀悲感。



在笔者看来，《骆驼祥子》作为老舍最为人所熟知的作品，
它身上所显示出的完全是可怜与可叹，它很好地诠释了鲁迅
先生那句“所谓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打碎给人看”。尽管
“三起三落”与祥子最后的结局早已了熟于心，但笔者在阅
读之前从未想到老舍的安排是如此的决绝。从根本上说，祥
子的一生就是慢慢积累继而不断下坠的过程，而后者则是他
悲惨人生中的常态，小说的呈现也因此让“由高处坠落”占
据了最大的篇幅。从表面上看，祥子的悲剧是由命运一手造
就的，他在错误的时机误判了局势或者遇到了恶人恶事从而
造成了一次次的“坠落”。但从内里去深挖则可以知晓这一
切的不公均是来自那个“吸吮人精血”的罪恶时代：战争、
阶级差异、统治者的高压与腐朽、整个社会的畸形与病态构
成以祥子为代表的底层人民的重重悲剧，这一点无可置疑。
与此同时，小福子的悲剧在某种程度上与《月牙儿》中的女
孩儿构成了互相映衬，可以说老舍的语言和文字之间尽透出
鲜明的悲悯情调。这里提到的两部作品自始至终少有亮色，
它们的情感基调从一开始就得到的奠定，因而它们难以
与“幽默”沾上边儿。

（这里附说一下别的：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话用
在祥子身上也确实合适，我们不能怪咎于他太多，社会的一
次又一次打压使得原本向上积极健康的他最终选择堕落，这
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最大根源，然而他自己却也有着很大问题，
不愿意离开被压迫者、犹豫不决举棋不定、认死理的倔强、
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他人身上、失去坚定与不气馁的信念都
是使他不断下滑的另一重要方面。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三起
三落就只是一种相对的说法，实际上他在一路下坠。被虎妞
骗上床的那一刻开始他的悲剧就注定了，后来又将自己的人
生寄托于他人，这都是社会的逼迫与他自身局限性的体现。）

如果说《骆驼祥子》和《月牙儿》代表的是老舍内心中对整
个国民和下层人民的怜悯和批判，那么在《断魂枪》中则显
露出一种对于故往逝去永不复返的悲凉，沙子龙对五虎断魂
枪法的秘而不传正标志着整个古老的民族国家彻彻底底的失



落，老舍在最后的时刻点染出这一主题，余韵悠长。然而值
得注意的是，《猫城记》中老舍借猫国表现出的对30年代中
国辛辣隐喻似乎又与《断魂枪》中所流露出的“遗民”怀旧
气有所冲突，这似乎反映出作为文化批评者的老舍在那个时
期内心中的某种难以掰扯清晰的矛盾性。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
《断魂枪》中的浓郁情感和《猫城记》所显露出的毫不留情
地决绝批判姿态都是那么的突出、鲜明。除此之外，在这两
歌作品中，老舍也显露出两种不同的语言特色：《断魂枪》
洗练干净带有浓郁江湖气，《猫城记》则假借“科幻”（实
际上笔者认为只有“幻”，而少有“科”）大量运用隐喻和
讽刺显示出一种“带刺的幽默”，其中大段的议论也在一定
程度上破环了后半段的总体观感（前半段因为“幻”带来的
新奇感尚有可读性）。

个人认为，在笔者所读过的老舍的作品中，与教科书上所论
述的典型老舍风格最契合的就是《离婚》了。它的语言足可
称为“诙谐幽默中带有难以尽述的苦楚”，出于他所书写的
人物形象的缘故，这部小说也是最具有“京味儿”的一部。
笔者认为老舍对于市民生活的书写可谓是穷形尽相，张大哥
的形象以及书中所涉及到的机关内部的工作状态至今看来也
仍未过时，刘震云后来著名的《单位》在某种程度上同它有
着相当程度上的呼应性，或许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从这种对底
层的关注中体现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隐隐关联性。
同时，与上面已经提到的四部作品有所不同，笔者认为作品
最后老李虽然还是选择了逃避，但在笔者看来他内心中对灰
暗世俗的反抗也正是从中得到了体现，尽管这种积极面向只
占据极小的比重，但相较上面提到的四部作品而言，它还是
或多或少地带有些“希望”的微光。

由于《茶馆》是两年前读的，一部分情节已有些模糊不清，
因而这里就不再多说。



骆驼祥子第八章读书笔记篇三

《骆驼祥子》中有许多的环境描写，这些描写淋漓尽致地写
出了旧社会人力车夫的苦难生活，表现了社会的黑暗。

“街上的柳树，像病了似的，叶子挂着层灰土在枝上打着卷；
枝条一动也懒得动的，无精打采的低垂着。马路上一个水点
也没有，干巴巴的发着些白光。便道上尘土飞起多高，与天
上的灰气联接起来，结成一片毒恶的灰沙阵，躺着行人的脸。
”这段话生动形象的写出了天气的炙热，祥子是在烈日下拉
车的，表现了祥子拉车生活的艰辛和悲惨的遭遇。

“那些灰冷的冰，微动的树影，惨白的高塔，都寂寞的似乎
要忽然的狂喊一声，或狂走起来！就是脚下这座大白石桥，
也显着异常的空寂，特别的白净，连灯光都有点凄凉，他不
愿再走，不愿再看，更不愿再陪着她：他真想一下子跳下去，
头朝下，砸破了冰，沉下去，像个死鱼似的冻在水里。”这
段话写出了祥子想摆脱虎妞的纠缠，在这个时刻，祥子看到
生活里喜爱的景色，都变的异常的凄凉，渲染了一种无奈、
悲伤的氛围。

“风吹弯了路旁的树木，撕碎了店户的布幌，揭净了墙上的
报单，遮昏了太阳，唱着，叫着，吼着，回荡着！忽然直驰，
像精狂了的大精灵，扯天扯地的疾走；忽然慌乱，四面八方
的乱卷，像不知怎好而决定乱撞的恶魔；忽然横扫，乘其不
备的袭击着地上的一切，扭折了树枝，吹掀了屋瓦，撞断了
电线；可是，祥子在那里看着；他刚从风里出来，风并没能
把他怎么样了！”这段话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撕碎、揭
净、唱、叫、吼”等词将风人格化，写出了风的强大和风速
的快，表现了祥子的坚强，衬托了祥子顽强的意志和乐观的
心态。

看完了《骆驼祥子》，脑海中不禁思绪万千。老舍以自己当
时的生活环境，所见所闻及遭遇，真实地写一个劳动者——



人力车夫坎坷悲惨的生活，这样令读者有深刻的感受及有切
身处地的感觉。而文中的环境描写，无疑为祥子的生存营造
了独特的氛围，没有这样的环境描写，祥子则不成其为祥子。

骆驼祥子第八章读书笔记篇四

钱会把人引进恶劣的社会中去，把高尚的理想撇开，而甘心
走入地狱中去。”

——题记

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车夫，勤劳，坚忍;他，是一个乐观向
上的车夫，坚持，努力;他，是一个平凡淳朴的车夫，健壮，
好强。他--就是骆驼祥子。

在他的心底，绽放着一朵理想之花---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
做一个独立的劳动者。就是这么一个如同骆驼般正直，好强，
善良，自食其力的洋车夫，在黑暗旧社会的剥削下，从肉体
到灵魂一步步走向了毁灭。

就是这样的社会，这么一个为了钱，什么坏事也可以做的社
会，使“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
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
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
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读后，我的心很酸。人性的丑恶在此暴露无遗。老舍先生无
情的批判了这个社会--它不让好人有出路。

没有理想的人是可怜的。有了理想，就有了前进的动力;有了
理想，就有了可能步向成功的道路。祥子生活在一个腐朽的
社会，一开始就不断经历挫折，但是，他每次都是从哪里跌
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受当时社会的影响，祥子最终还是没
能扛的起社会的黑暗，但如果他生在我们的社会呢……一定



会有所作为的。正是祥子心中的希望和他的不懈努力，支撑
着他走过了很多的道路。

“理想是美好的，但没有意志，理想不过是瞬间即逝的彩虹。
”是啊!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里，都绽放着一朵美丽的理想之
花。可是我们奋斗了吗?我们努力了吗?我们坚持了吗?我们谁
又像祥子一样，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去享受理想的滋味?养尊
处优的我们，只是在人生之路上漫无目的地行走，只是在消
磨时光罢了。其实，从某一方面来说，我们不如祥子，因为
我们没有意志，没有祥子的那种“吃得苦中苦”的精神，虽
然未必“方为人上人”，但只要努力了，奋斗过了，便能问
心无愧。

现在的我们，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念和努力。应该要学习祥子
身上的一种为理想而不懈奋斗的精神，他可以为着自己心中
埋下的理想而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也可以给自己心中种下
一朵理想之花。但是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我们要勇于克
服一切的困难，才能看见我们的理想之花抽枝，发芽，茁壮
成长，绽放异彩。虽然祥子最后还是渐渐堕落，但我们的社
会与当时的旧社会有天壤之别，我们的条件很好，完全可以
通过自己的付出去实现心中的理想。一道难题，我们可以通
过努力去解决，在人生的道路上跌倒，我们可以凭着自己的
力量站起来，继续勇往直前——这需要我们的勇气与意志。

在我们的心底绽放一朵理想之花，没有金钱的“污染”，没
有懒惰的“浇灌”。有的，只是我们辛勤奋斗的汗水，是那
么圣洁，那么美丽!

骆驼祥子第八章读书笔记篇五

祥子受了诱惑，是社会的错，是他自己性格弱点的错，还是
虎妞的错？都有吧，是这一切，构造出这一“诱”局。

首先是他自己的错。若不是那种好面子的.人，怎会硬生生到



十一点多回来，这不是给虎妞现成的机会吗？若早回来，车
场那么多车夫，虎妞也就难以下手，他为了面子，留给虎妞
这个机会。

其次是虎妞，她吓唬祥子，祥子不敢违背，否则就得滚出去。
她用凶话逼着祥子进入这个圈套，等祥子进入了，慢慢对其
打消防备，去渐渐侵蚀他的思想与内心。

最后是这个社会，若这个社会不那么黑暗，若祥子的车没有
被霸占，若杨家不是那么无耻，也许结局就会改写。但正是
这种种欺压，让这“诱”局成功。

可叹啊！这诱惑恰恰反应了人心的脆弱以及社会的险恶。

骆驼祥子第八章读书笔记篇六

恕我冒犯老舍先生，我之前对于这部巨著一无所知。

人，总是会变的，只不过变得有快有慢，有好有坏罢。设想
把一个人置于一个鸟语花香，和睦美满的社会中，他会变得
谦恭有礼，温文尔雅；把一个人放在尔虞我诈，人心惶惶的
社会中，他会变得小肚鸡肠，不可一世。当然，如果把谁放
在古森林里，三个月后被同化成为原始人，也是说不准的。

生不逢时的祥子就不走运地被苦难的黑暗旧社会同化。于是，
从前那个红光满面，生机勃勃，小心翼翼地拉车的祥子不见，
变成一个斤斤计较，平庸粗俗的车夫。就是这样，社会上的
一些人就是这样悲惨而又无辜地被一个社会吞噬。由此，我
们可以看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句话是不无道理的，
社会环境是决定一个人人格是否完整的一大重要因素。

可使，单单社会环境好就够吗？如果说是，那么为什么每天
都仍然会有案件发生呢？难道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环
境不够好吗？人的思想和人的躯体，有时并不能同时进步。



骆驼祥子的经历让我们看到，想要成就一番伟业，必须靠自
己。祥子又一开始的善良发展到最后的麻木固然有黑暗，人
民劳苦的因素存在，也有周围人道德修养水平不够高这一缘
故。可使祥子不是没有得到过回归本我的机会，他得到的就
会不少，但他一个都懒得碰，他本来可以改过自新，但生活
给予他的打击让他高昂着的头颅部各部屈辱地低下。他为什
么不像以前一般坚韧不拔呢？他如果能在那时醒悟，也许就
不会越陷越深，以至于堕落成为旧社会一具没有信仰，没有
思想，没有灵魂而只有区科的行尸走肉，也许他就不会成为
黑暗社会的又一个牺牲品！

恕我再次冒犯老舍先生。我不想过多地赘述对于旧社会的批
判和不满，因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应当用新的目光去
注视这个新的世界。因此，尽管老舍先生原先想表述的是对
社会制度不人道的批评，但我还是想说我的观点。

我认为，一个人人品的养成，与这个人本身是有很大关系的。
这个人的志趣，修养等各方面因素都一定程度地决定这一切
的一切。世人没有一个能拍拍胸脯保证说把人放在社会里他
还能出淤泥而不染的，但换个角度来想一下，假使这个人有
足够的能量和热情的话，他为什么不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去发
动别人，让整个社会的风气都好起来吗？！社会制度固然有
其不完善，但不完善的东西是可以修改的嘛。

感谢老舍先生留下这一部不朽的传世经典，他时时刻刻提醒
着我们，鞭策着我们，告诫我们在看到灵魂和肉体逐渐分离
时，不要忘记常常扪心自问：对，还是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