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浒传读后感(实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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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水浒传读后感篇一

当我将《水浒传》全看完时：

却并不是百感交集的情绪，而是迷迷茫茫地了无头绪。

也许是对最后结局的恍惚，仿佛这不是原本应该有的。

我再看看那些醒目的字眼，悲壮的场面又再脑海上演。

恍然才知道这原就是结局，心不知怎么地随泪水伤心——题
记

《水浒传》是中国四大名着之一，它主要讲述了一百零八个
好汉因为各种原因陆续上了梁山泊并且不断壮大，渐渐成为
当时朝廷的一大心病，在朝廷几次攻打未果后，接受了招安，
并帮助朝廷征辽、平王庆、灭田虎、除方腊，最后仅剩二十
余人。但由于朝廷的四大奸臣嫉妒其功劳，部分剩下受封赏
的好汉被害得丢官或被害死，最后只得剩下寥寥无几。

《水浒传》描绘的人物形象极为鲜明：大义凛然的及时雨宋
江、耐不住性子的急先锋索超、性烈如火的黑旋风李逵、贪
图女色的矮脚虎王英、深明仗义的小旋风柴进、热情豪爽的
花和尚鲁智深……一百零八位梁山好汉虽性格各异，却也为
乱世之中的“知己”。志同道合的他们终究汇聚于梁山泊上
开始了他们的对抗当时腐败黑暗的朝廷的起义。屡战屡败的
朝廷被迫向梁山好汉们抛出“橄榄枝”———招安。其实这



正是梁上好汉们的众望所归。尤其是宋江，这更是他最为希
望看到的结果，毕竟为官比为贼要好名声啊!然而!这却让他
们走向了“不归路”。他们帮朝廷扫除了障碍，让王朝得以
巩固，得到的回报却是战死沙场、颠沛流离、惨遭谋害。原
本在梁山春风得意的好汉们如今的晚景凄凉。不由得让人心
中唏嘘不已———身处乱世的他们，原本可成为乱世中的英
雄，可惜最后一步走错了。其实是“造化弄人”啊!他们原本
为落草为寇，身为“义盗”的他们最令当时朝廷“黑暗的昏
庸者”所恐惧。当他们的实力渐渐减弱、分散时，在原本
是“敌营”的朝廷中里必然有诸多“仇家”虎视眈眈，这般
情况下怎能有好的结果呢?这便是他们的可悲之处———“出
来混，早晚是要还的”。

全书最令我感伤之处在于“宋江与李逵饮毒酒一事”。当中
兄弟们纷纷离世，自己与李逵即将不久于人世时，脑子里浮
现出一个又一个昔日的美好时光时，宋江似乎也才知道自己
恐怕做错路，投错主了。当如此悲壮的场面在上演时，我想
恐怕愤慨之意最深的并非是我，而是此书的作者———施耐
庵和罗贯中。毕竟宋江这等英雄们落得如此下场，真叫人抱
打不平啊!其实这样的悲剧也可反衬出当时朝廷的黑暗，世道
的混乱。我想当作者写完这本书时，恐怕会感慨万千。即为
宋江等人之死惋惜，也为如此乱世唏嘘。作者此番也必会想
到当世，何谓乱世又何谓安世?自己身处的朝代可否为清明之
朝?当世可否为太平之世?自己的晚景是否也会凄凉?种种疑问
油然而生。

其实不然，当我看完此书时，些许茫然后，也概叹今朝的中
国虽不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清明，但也可谓为太平之世，
身处之中还算幸福。这不由得想到前阵子重庆打黑除恶专项
整治斗争，想到了前不久被处死的文强。文强等人这般“重
臣”也会因贪黑腐败而“落马”。可见当今我们的“朝廷”
是不会有“烂根基”的，中国的共产党总体作风清明廉洁，
不会有《水浒传》的悲剧再上演了。同时，作为未来中国的
接班人的我们也应该努力学习，争取创建祖国的美好未来。



我只希望《水浒传》永远只是传说，而不是现实!

水浒传读后感篇二

最近，我读了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读完后，我被梁
山好汉的正义凛然和他们情同手足的义气所深深感动。

这部书围绕“官x民反”这一线索，表现了一群不堪暴政欺压
的好汉们，聚义梁山泊，直至招安而失败的全过程，从这部
经典的农民起义小说中，反应了作者施耐庵对朝廷黑暗和统
治者昏庸的强烈的`不满和愤慨。

《水浒传》中塑造了多位形象鲜明的好汉，比如一身正气，
视死如归的鲁智深、李凌，他们豪爽粗狂却不失风度;待人诚
恳、正气凛然的宋江和卢俊义;勇猛异常的关胜、董平等，几
乎没人能与之匹敌;吴用和公孙胜的计谋与智识也令人惊叹，
像这样性格的鲜明人物还有许多。

在这一百零八位好汉中，我对花和尚鲁智深印象颇深。为什
么他叫花和尚呢?因为他身上纹了许多纹身，他还特别喜好喝
酒，但是这只是表面，实际上他是一位重情义、重义气、充
满正义感的英雄。虽然性格豪爽粗犷，却富有智慧，而且胆
大心细。在打死镇关西后，他不慌不忙不像别人杀了人就跑，
而是指着镇关西骂“你诈死，别以为洒家不知，等会儿洒家
再与你理会”，然后从容不迫地离开;放走金老汉时还拿条板
凳坐了两个时辰，估摸人走远了他才走，这充分体现了他的
智慧和胆大心细;在史进去打抱不平被抓后，鲁智深暴跳如雷，
拎起禅杖就要去杀知府，却被识破，又被抓了起来，面对审
问时，他又充满正气地说：“我就是来救人的，既然被抓，
无须多问，只杀便是!”

这充满气概的言语让我为之倾倒。他的正义和舍己救人的品
质值得我学习。



水浒传读后感篇三

最近，我在读《水浒传》，其中有一个故事让人印象深刻，
那就是“智取生辰纲”。

这一节讲的是：北京大名府梁中书，准备了给东京蔡太师蔡
京的生日礼物，要青面兽杨志押送。运送途中，在一个叫黄
泥冈的地方，晁盖，公孙胜，刘唐，阮氏三雄和白胜设计劫
了生辰纲。杨志不敢回京复命，只得逃避江湖。后遇操刀鬼
曹正和花和尚鲁智深，三人合力杀了二龙山强人，杨志和鲁
智深在山上做了大王。

读了这篇，我受益匪浅，做什么事都得用计谋，要全方面考
虑。在什么时候经过，也要安排得让人信以为真。还要配合
好，如果没有配合好，计谋再好也要被别人识破的。

梁中书送给蔡京的生辰纲都是金银财宝，这些钱都是哪儿来
的呢？不是梁中书辛勤劳动得来的，而是从老百姓手中剥夺
来的，这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啊！可惜杨志并没有认识到
这一点，他一心想要当大官。没有和他的手下配合好，但晁
盖，无用等人就配合得天衣无缝。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们与人合作的时候，
一定要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才能取得成功。

水浒传读后感篇四

《水浒传》是我国着名的古代历史小说，作者以农民起义为
材，塑造了有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是一部封建时代腐败的
证据。《水浒传》描写了以宋江、吴用为首的三十六为天罡
星和七十二位地煞星，奸臣当道，社会腐败杯朝廷逼上梁山，
后来被招安后又被奸臣所害，到头来一无，反倒丢了性命。



自古，都把农民起义说成是对抗朝廷，反叛天子，想自立为
王，在《水浒传》中事实正的吗?不!被奸臣所害，是“身在
曹营心在汉”宋江一边要躲避官兵的追捕，一边还要等待机
会重归朝廷，为民除害。爱国精神人都，只精忠报国的爱国
之人。

情，有，但在《水浒传》之中，更多的则是兄弟的友情。李
逵救宋江，都此何别人争斗，劫法场，阮家三兄弟，曾发誓
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情”字，包含了太多
太多的内容了。

读了这本书我了解古代的历史，水浒英雄们的反抗精神和封
建社会腐败的一面。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书。

水浒传读后感篇五

趁这个寒假的机会，我读了《水浒传》，本来很讨厌读这类
书的我，竟然也慢慢喜欢它。

《水浒传》人物众多，头绪繁杂，意寓丰富，是中国古代四
大长篇小说名著之一，它已经翻译成10多中外国文字出版，
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传播。

这本书中描写了梁山的108位好汉的故事。在梁山聚会的108
位好汉都是被迫走上起义的道路，我觉得这种逼迫来自二个
方面：一是由于不堪忍受恶势力压迫而奋起反击；二是在起
义军的逼迫下加入梁山好汉的队伍。尽管二者进入梁山的'途
径、方式不同，但是最终都成为起义队伍中的精英，并且患
难与共，经受了多次考验。我觉得这本书中，虚妄与现实的
成分相结合。做为全书引子的1、2回，既有洪太尉误放妖魔
的虚妄场面，又有禁军教头被迫逃亡的真实情节。而在两军
交战的时候借助巫法，则是现实战争采用了虚妄的形式来表
现。



我比较喜欢“横海郡柴进留宾景阳冈武松打虎”这一章。这
一章中着重描写了武松不信“三碗不过冈”，喝15碗酒后，
在景阳打虎的事。这一章中，把武松与老虎的动作都描写的
淋漓尽致。“大虫见掀他不着，吼一声，却似半天里起了个
霹雳，振的那山冈也动。”这一句，充分体现了老虎的厉害，
连吼一声，都振动了山。而武松借着酒劲却把它打死了，也
可以显现出武松十分厉害，本领高强。

《水浒传》是我国文学的精粹，是一本十分好的的长篇英雄
传奇。在寒假中，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了学习到了一些写作
方法，同时也充实了自己的寒假生活。

水浒传读后感篇六

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总算被我在假期里啃完了，好辛
苦啊！

先不必说宋江和小旋风柴进的仗义疏财，也不必说吴用的足
智多谋。单说那天性直爽的`李逵，他颇有些野，一身鲁莽庄
稼汉和无业游民的习气，动不动就发火，遇事不问青红皂白，
总是一说二骂三打，结果不是吃亏就是后悔，但他却有“富
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

当读到武松打死景阳冈白额吊晴猛虎，被人们称为英雄时，
但我却认为他不是英雄，理由如下：

１、老虎当时伤人，只不过是它的生存本能，不能用是非善
恶这一标准来衡量，老虎也有生存下来的权利。

２、武松当时是喝了十八碗酒，他的头脑不清醒，失去了理
智，目的也根本不是为民除害，而是为自保。

当然，古归古，今归今。现在老虎的数量已经非常少了，有
些种类的老虎已经灭绝，老虎也成了珍稀动物，我们每一个



人都要好好保护它们。

水浒传读后感篇七

读过《水浒传——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后，我对梁山好汉充
满了敬意。他们的性格不同，本领也各不相同，他们各有各
的特点，不过，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鲁智深。

因为身上刺着花纹，所以人称“花和尚” 鲁智深。因为打死
了镇关西，便上五台山当了和尚，因为他喝酒吃肉，犯了规
矩，被迫到寺院中看菜园子。我很欣赏他的路见不平，对邪
恶的憎恨，而引起了“拳打镇关西”和“大闹桃花村”的事。
我还很欣赏他对朋友的仗义，而引起了“大闹野猪林”的事，
看见自己的朋友饱受磨难，自己看不过，而拔刀相助，这一
点很使人感动。

在征方腊之后，因鲁智深不愿去做官，在六合塔寺坐化圆寂。

我想也就是因为有对正义的维护，对朋友的仗义，才使得
这108将，同心合力效忠于朝廷，也就是有这种上下一心的.
感情，才使人更加佩服这108将吧！

虽然奸臣当道，皇帝听了他们的谗言，才使这些梁山好汉一
起魂举寥儿洼的。但他们的美名是受人们千古传诵的，人们
会永远记住他们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