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民间故事读后感 中国民间故事读后感
(通用10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
怎么下笔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
望大家可以喜欢。

民间故事读后感篇一

《中国民间故事》是广大人名群众以自发形式世世代口耳相
传的一种文字样式。它以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为基础，运用
丰富的想象和幻想，用散文的形式讲述了劳动人民对现实生
活的认真与思考。它显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思想，抒发了劳
动人民的淳朴感情，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美好愿望。一般来讲，
民间故事包括：生活故事、民间寓言、民间笑话、民间童话
等多种形式。

中国民间故事经过了广泛的采集、选择，在流传、讲述的过
程中，经过了无数人的加工与琢磨，其中许多故事成了人们
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仓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
傲与自豪相传他是皇帝的史官，为了研究出简单又容易的记
事方法，他悉心观察天上星术的分布情况，访遍了山川脉络
的样子，寻遍了鸟兽鱼虫的痕迹，看尽了草木器具的形状，
通过描摹绘写，创造出种种代表不同意义的文字。

农历七月初七的七夕节食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传说每到农
历七月初七的那天晚上，天各一方的牛郎和织女便会在银河
上的鹊桥相会，据说在这天晚上，人们还在能在瓜果架下，
听到牛郎和织女的脉脉情话呢!牛郎和织女的美丽故事深入人
心。



像这样反映劳动人民反抗封建礼教，表达美好愿望和理想的
传说还有很多。如白娘子和许仙断桥相会、白娘子水漫金山
寺大战法海、法海将白娘子镇压在雷锋塔下的动人传说;还有
梁山伯和祝英台同窗苦读，不服包办婚姻，坚贞不移双双化
蝶的佳话。这些故事在民间曲艺和戏曲中广为传唱，成为了
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文艺作品。

维吾尔族的阿凡提是一个机智勇敢、爱憎分明、不畏权贵的
的智者民间流传的关于他的故事有很多。他智斗愚蠢的学者、
作弄贪婪的国王、整治狡猾的巴伊，他辛酸地讽刺、嘲笑甚
至咒骂这些伪道学家、守财奴、贪官污吏、体现了积极的去
恶扬善的精神。然而最让人称道的是阿凡提的那种机趣、幽
默、诙谐的品格，这也是阿凡提的故事的故事会如此地深入
人们喜欢的原因。

中国民间故事是劳动人民共同创造和拥有的精神财富，它是
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十六个民族
的大家庭，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生活的根基，有
着各自独立的的民间文学，因此就有各自不同的民间故事。

中国民间故事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深厚的民族情感，作
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有着永恒的艺术魅力。中
国民间故事蕴含着英雄主义、乐观主义、人道主义等崇高的
思想与美德，给人以知识、教诲、鼓舞和希望。

今天，我读了一本《中国神话故事》。这本书主要讲了中国
上下五千年历史的神话故事，共有29篇。有盘古开天辟地、
女娲造人、共工怒触不周山、女娲补天…这些神话故事中我
最喜欢农尝百草;上古时，人类不懂医药，因此得了疾病也没
办法医治。有一年流行瘟疫，大地上横尸遍野，哀鸣一片。
南方的炎帝不忍人类受疫病的折磨，到处去尝草药。可是，
尝草药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有时会中毒，炎帝会用神力
把毒素排出体外，渐渐地，他的身体越来越来差。有一次，
他一不注意尝了断肠花，最后断肠死去了。



读了这个故事后我觉得炎帝是一个不怕死亡，为百姓着想，
值得我们敬佩的神。

除此之外这本书还有我许多我喜欢的故事。又比如说盘古开
天辟地：很久以前天和地是没有分开的，人类的老祖先盘古
睡了一万八千年，醒来时看见周围乌黑一片。他从身边拿出
一把斧头对准一个地方猛砍下去，透出了一丝光，盘古又是
一陈猛砍，天和地分开了。盘古头顶天，脚踏地，不让它们
再合起来，从此天地不再全起来。盘古倒下死了，他的身体
变成了自然万物。读了这篇文章，我觉得盘古是一个非常伟
大的神。

这本书让我感受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无限魅力，让我对中国
历史产生了兴趣。我非常喜欢这本书。

民间故事读后感篇二

《中国民间故事》是广大人民群众以自发形式世世代口耳相
传的一种文字样式。它以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为基础，运用
丰富的想象和幻想，用散文的形式讲述了劳动人民对现实生
活的认真与思考。它显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思想，抒发了劳
动人民的淳朴感情，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完美愿望。一般来讲，
民间故事包括：生活故事、民间寓言、民间笑话、民间童话
等多种形式。

中国民间故事经过了广泛的采集、选择，在流传、讲述的过
程中，经过了无数人的加工与琢磨，其中许多故事成了人们
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仓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
傲与自豪相传他是皇帝的史官，为了研究出简单又容易的记
事方法，他悉心观察天上星术的分布情景，访遍了山川脉络
的样貌，寻遍了鸟兽鱼虫的痕迹，看尽了草木器具的形状，
经过描摹绘写，创造出种种代表不一样意义的文字。



农历七月初七的七夕节食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传说每到农
历七月初七的那天晚上，天各一方的牛郎和织女便会在银河
上的鹊桥相会，据说在这天晚上，人们还在能在瓜果架下，
听到牛郎和织女的脉脉情话呢！牛郎和织女的美丽故事深入
人心。

像这样反映劳动人民反抗封建礼教，表达完美愿望和梦想的
传说还有很多。如白娘子和许仙断桥相会、白娘子水漫金山
寺大战法海、法海将白娘子镇压在雷峰塔下的动人传说；还
有梁山伯和祝英台同窗苦读，不服包办婚姻，坚贞不移双双
化蝶的佳话。这些故事在民间曲艺和戏曲中广为传唱，成为
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文艺作品。

维吾尔民族的阿凡提是一个机智勇敢、爱憎分明、不畏权贵
的的智者民间流传的关于他的故事有很多。他智斗愚蠢的学
者、作弄贪婪的国王、整治狡猾的巴伊，他辛酸地讽刺、嘲
笑甚至咒骂这些伪道学家、守财奴、污吏、体现了进取的去
恶扬善的精神。然而最让人称道的是阿凡提的那种机趣、幽
默、诙谐的品格，这也是阿凡提的故事的故事会如此地深入
人们喜欢的原因。

中国民间故事是劳动人民共同创造和拥有的精神财富，它是
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十六个民族
的大家庭，各民族都有自我的文化、传统和生活的根基，有
着各自独立的的民间文学，所以就有各自不一样的民间故事。

中国民间故事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深厚的民族情感，作
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有着永恒的艺术魅力。中
国民间故事蕴含着英雄主义、乐观主义、人道主义等崇高的
思想与美德，给人以知识、教诲、鼓舞和期望。

民间故事读后感篇三

据说，在远古的时期，西王母生了二十三个女儿，最小的女



儿取名瑶姬。瑶姬长得又白又嫩，皮肤像水豆腐似的;腰肢又
细又柔，像柳条迎风摆动。西王母非常爱她，成天把她关在
瑶池宫中。

可是，聪明美丽的瑶姬，是个贤德善良，有理想的姑娘。她
不肯像笼中鸟儿一样被关在瑶池里。她时常偷着出去游玩，
凡是神仙去过的仙境，她都去了。只差海洋和人间没留下她
的足迹。

她的父亲东王公知道了女儿的行动，就对西王母说了。西王
母派了一个名叫黄魔的侍臣，把瑶姬叫来。

西王母厉声责问她：“谁让你跑出瑶池的?”

瑶姬说：“瑶池像个囚笼，我不愿意像小鸟一样成天关在里
面。”

西王母知道瑶姬的性格倔强，不容易说服她。于是，便对东
王公说：

“把她送到一位严厉的仙师那里受教吧!”

东王公点了点头，西王母就把瑶姬送到三元仙君的紫清阙受
教去了。

瑶姬在紫清阙用心学习，三元仙君把变化无穷的仙术，全都
教给了她。

瑶姬学到了变化无穷的仙术之后，西王母封她作了云华上宫
夫人，要她主管教导仙童玉女的事情，并且派了一群侍女，
还有狂章，虞余，黄魔，大翳，庚辰，童律等几位侍臣给她。

瑶姬把变化无穷的仙术，传授给了那些侍臣侍女，他们有了
仙术，也都不愿死守云华宫。一天，他们便腾云驾雾，到没



有去过的东海游玩去了。

他们一起来到了东海，在蓝色的大海里，看到了红霞万道的
太陽，听了雄壮咆哮的海涛，他们也变成各种各色的龙、鲸，
鱼、蚌，在海里尽情地欢游。最后，他们结队游到了东海龙
王的水晶宫，看过了龙王的珊瑚床，珍珠冠，玛瑙桌子，碧
玉毯，作了东海龙王的贵宾。东海龙王看到瑶姬长得美，就
向她求婚。

但是，瑶姬不喜欢龙王。为什么呢?因为她看见龙王每天掀起
怒涛海浪，发起狂风暴雨，摧毁田园，吞食行船和旅客，给
人间造成了许多不幸和灾难。于是，她谢绝了东海龙王，带
着侍女和侍臣，腾云向西飞去。

他们飞过万水千山，来到了巫山上空，看见十二条蛟龙，张
牙舞爪地在天空追逐游戏，搅起了猛烈的大风，吹得天昏地
暗，把人间百姓和牲畜，卷到空中跌死跌伤;树木，房屋和庄
稼，被风沙走石打得稀烂。瑶姬看了非常气愤。云游间，她
立刻按住云头，用手一指，天空响起了阵阵滚雷，将十二条
蛟龙打了下去。

一会儿，天朗气清，人间有了暂时的平静。但是，十二条蛟
龙的尸体，却塞住了长江，堆成了三峡的崇山峻岭，一峰更
比一峰高，高峰钻入天空。好像许多把锋利的刀叉，插在白
云里一样。

人间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那日夜不息奔流的长江水呀，没有
泄流的水道。一霎时，就向人间的田园，城市，水林冲去，
不久就把现在的四川地方，汇成了浩瀚的海洋。

正是这个时候，夏禹在治理了黄河之后，从涂山(古书说就是
现在的重庆南山)顺流而下，赶到巫山来了。

夏禹满以为人马一到，就能开道疏水;但是，山堆得那么高，



水涨得那么猛。夏禹急了，在夔门的赤甲山顶上，摇身一变，
变成一只黄熊，扑通一声，跳到水中去了。

黄熊这样拱那样拱，把鼻子和嘴巴都拱出了血。可是山还是
山，水还是水。而且水势越来越高了。

夏禹急了，又站在赤甲山顶上，高声叫唤，把他得力的伙伴
黄牛叫来了。那黄牛一见水势严重，就扑通一声跳下水去，
用双角奋力触山，想开出一条河道。但是，它触了许多时候，
那些蛟龙变成的坚硬山石，把黄牛的两只犄角都触弯了，可
是，山还是山，水还是水，而且水势越来越高，快要淹到赤
甲山顶了。

夏禹急得没法，失望地坐在山顶上，对着滔滔的洪水叹气，
想不出开凿河道的办法。

神女站在云中，见了人间的惨景和夏禹的窘相，便派黄魔、
虞余、狂章、大翳、庚辰、童律六位侍臣下去。帮助夏禹治
水。黄魔等六位仙臣下来和夏禹见了面，便赶紧施展仙术，
召来许多天兵天将，用雷去炸山石，用电去推泥沙，用火去
烧海草。夏禹的队伍，担任挖掏水沟的工作，花了许多时间，
才把三峡的河道凿成，壅塞的洪水，一下子得到畅泄，滚滚
江水，向东海流去。

夏禹从黄魔口中，才知是神女派他们来帮助他治水的，于是
便跑上巫山，找神女致谢。心想看她是不是三头六臂。

神女知道夏禹的意思，趁他上巫山的时候，忽然化成晶莹的
青石，立在夏禹面前。夏禹东找西找，怎样也找不到她。

青石忽然化成一道青烟，飞到天空凝成一团一团的青云，罩
在夏禹头上。夏禹东找西找，怎样也找不到她。

青云忽然变成了细雨，一丝一丝地落在夏禹的周围。夏禹东



找西找，怎样也找不到她。

细雨忽然化成一条游龙，旋舞在巫山峰顶。夏禹东找西找，
怎样也找不到她。

游龙忽然化成了一只白鹤，悠然自在地绕着峡谷飞翔。夏禹
东找西找。怎样也找不到她。

夏禹找得气喘汗流，心里不耐烦了，便向在他身旁发笑的童
律问道：

“我看她是个狡猾怪诞的女人吧?”

童律笑了一声说：

“这是因为你还不懂一切都会变化的道理。难怪你看不出青
石、白云、细雨、游龙、白鹤是她变成的。”

夏禹问童律道：

“我到哪儿找她领教呢?”

童律向顶峰一指说：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那不就是她的仙宫么!”

夏禹抬头一看，刚才还是光溜溜的山峰，突然出现了云楼彩
台，玉石仙宫，雄狮守门，天马引路，他跟着童律走进宫去，
看见神女坐在青龙白虎侍卫着的宝座上，这才吃了一惊，赶
紧向她拜谢，向她请教。

神女请夏禹坐下，诚恳地对他说：

“你在治水方面有些功劳，但还该懂得天地间万事万物变化
无穷的道理。譬如渡大海不知道用船，过泥沙不知道用板橇，



走旱路不知道用车，走山路不知道用轿，那就会在陆上受困，
水里受淹，要想开凿千百座山谷，疏通千万条河流，是很费
事的。”

神女说着，又叫容华侍女，打开红玉箱儿，取了一部黄绫宝
卷送给夏禹，并说：

“这宝书能够给你各种知识和一些驱使虎豹，制伏蛟龙的方
法。但还需要更多的神和人的力量，才能疏通九河。所以，
我再派庚辰，虞余两位侍臣帮助你治水。”

夏禹接过黄绫宝卷，谢了神女，便和庚辰，虞余下山，一起
造了船，橇，车，轿。又经过许多年，才把九河疏通了。

神女在峰岩奇秀、山水美丽的巫山，玩了几天，本来打算回
西天去了。但是，她留下了，而且一留就是几千年哩。

原来是：有一天，神女站在巫山顶上，突然发现有些独木船
在上首的夔峡和下首的青滩遇险;许多旅客和舵工被恶水吞没。
她仔细观看，才知道七百里长的三峡河道里面，存留着一千
多处直立的，横卧的，高高低低的大小礁石，造成了危险凶
恶的滩、碛、坝，漕。张着恶魔般的巨嘴，贪婪地吞食着来
往的行船和旅客。

神女赶快向天空招来了一队队的神鸟，叫她们飞翔在七百里
长的峡谷上面，引导着来往的行船，通过不易辨认的航道，
保障了来往行船和旅客的安全。

神女还不放心，朝夕站在巫山顶上，向着峡谷观望，又发现
许多凶恶的虎豹，成群结队地在山里横行，人民被吓得躲在
石洞里，不敢出来耕种。于是她赶紧招呼侍臣，天天给人民
驱逐虎豹。

人民欢天喜地走出石洞，种地的种地，打柴的打柴。但是，



神女又发现山上常常缺乏雨水，影响庄稼的收成，便又奔驰
在峡谷上空，行云施雨，保证庄稼人得到丰收。

人民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但是，峡里的瘴气，常常使人患着
沉重的疾病，神女便到山峰水边，播种药材，减少人民的痛
苦。

就这样，神女终日忙这忙那，竟然忙得忘记了西天，也忘记
了自己，不分昼夜地站在巫山顶上，四处眺望。

久而久之，她化成了俊俏的神女峰，那些侍女侍臣，也变成
了望霞，翠屏，轻云，松恋，仙集，聚鹤，净日，上升，起
云，栖凤，圣泉，登龙等峰，像屏障一样地围绕着她。她们
把自己的青春和幸福，寄托在三峡的山光水影里。

三峡里的老百姓，永远铭记着神女，尊称她为妙用真人，给
她修了一座凝真观(又叫神女庙)。庙旁那块平旷的石头，就
是她时常站着眺望的石坛。坛边有一丛竹子，像扫帚似的低
垂着，摇曳不停地把飞落在坛上的枯叶和灰尘，扫得干干净
净，不让她沾上一点污迹。

民间故事读后感篇四

《西湖民间故事》里面讲了许多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传说。
每个传说都是描写西湖主要景点的美丽传说，每一个传说意
思都不同。

在暑假里我就看了这本书，其中最让我流连忘返的就是第一篇
《明珠》。在很久很久以前，在天河东边住着一条雪白闪亮
的玉龙和一只色彩绚烂的金凤。有一天它们出去觅食，不知
不觉来到一座小岛，它们发现一块闪闪发光的石头，打算磨
成一颗珠子。它们就开始开工了，一天一天，一年一年过去
了，它们真的磨成了一颗闪闪的明珠。这颗明珠的珠光照到
哪里，哪里就树木常青，百花齐放，山明水秀，五谷丰登。



这时被天上贪心的王母娘娘发现了，趁玉龙金凤在睡觉的时
候偷偷地把这颗明珠拿走了，玉龙和金凤发现了，就赶回了
天庭，可王母娘娘说天上的宝贝都是她的，玉龙和金凤就想
抢回自己的明珠，就在争抢中，这颗明珠在天庭直掉落凡间，
玉龙金凤也迅速飞下去想保护自己的明珠，可是就当明珠一
落地立刻就变成了晶莹碧透的西湖了。玉龙和金凤都舍不得
离开自己的明珠，分别变成了玉龙山和凤凰山一直在守护着
西湖。

看了这篇故事，我最敬佩玉龙和金凤，因为它们为了明珠付
出一切，甚至是自己的生命，让我非常的感动。还有许多值
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学习他们的团结努力，学习他们的艰苦
奋斗，学习他们的不畏强权。

民间故事读后感篇五

喜欢看书可是我的爱好，暑假里我读了好些书：《草房子》、
《山羊不吃草》、《我要做好孩子》、《浙江民间故事》、
《西湖民间故事》，其中留给我印象最深、自己最喜欢看的
要算《西湖民间故事》了，

《西湖民间故事》读后感

。

这是一本讲述有关我们家乡杭州美丽西湖的神话传说民间故
事，它由许多的小故事汇集而成，从西湖的神话由来、流传
很久的许仙白娘子与法海和尚、灵隐飞来峰的来历，一直到
历史上苏东坡、白居易、岳飞、秦桧、乾隆这些真实的'人物
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所有这一切娓娓道来，一下子就
把我带进了神话的传说世界，让我沉浸在无限的想象空间中。
仿佛那些故事真的就像发生在昨天，发生在我的身边，感觉
用自己的小手就能轻轻触碰到故事中的那些人，那种感觉真
是太奇妙了！



今天的西湖美景与之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往日破旧冷清的模
样早就被整洁的环境、熙攘的人群、来往的车水马龙一片繁
华的情景所取代，西湖已经成为全世界人们向往的天堂，印
证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

民间故事读后感篇六

在暑假里，我读了一本非常好看的书——《西湖民间故事》，
里面有很多故事：明珠、飞来峰、运木古井、瑞石、东坡肉
等等，这些故事生动地描写了西湖主要景点的美丽传说和历
史典故。

在这么多故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明珠了。它讲述了金
龙和玉凤一起出去觅食，偶然间发现了一块金光闪闪的石头，
他们就决定把它磨成一颗珠子。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们终于
把那块石头磨成了一颗明珠。可是这颗明珠被贪心的王母娘
娘偷走了。他们发现后，十分的伤心，只到有一天突然发现
天空中射下一道既美丽又耀眼的光芒，他俩才知道是王母娘
娘偷走了自己的明珠。他们急忙飞上天去和王母娘娘争夺明
珠，哪知一不小心明珠竟然掉了下来，落地后就变成了美丽
的西湖。金龙和玉凤都舍不得离开明珠，于是变成了两座山
来守护它。

读完这往篇故事后，我被金龙和玉凤的精神所感动。为了磨
成明珠，他们有恒心；为了保护明珠，他们不息牺牲自己的
生命。想想他们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再想想自己平时碰到一
点困难就想依靠父母，真是羞愧啊！我一定要向他们学习，
学会百折不挠。

《西湖民间故事》里还有很多有趣、有意义的故事呢！我一
定要向里面的故事人物学习。

《西湖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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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故事读后感篇七

《中国民间故事》这本书中一共有20个小故事组成，每个故
事都精彩无比，资料丰富多彩，文字简单易懂，并且具有极
深的教育意义，让人读后受益匪浅，同时懂得了很多做人的
道理。

中国民间故事中那些主人公的优秀品质，让我感受到了真、
善、美。其中最让我受益的是《鲁班学艺》，这个故事主要
讲了鲁班决心上山拜师学艺，经过重重考验之后，将教师傅
五百年没用过的工具磨得像新的一样，最终成为了我国伟大
的发明家、创作家。读了这个故事，我明白了只要有恒心，
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正所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
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所以，以后我们不管做什么事都要
像鲁班一样，坚持不懈地朝着目标努力前进。

《中国民间故事》不但让人见识了它的独特风采，又给我增
添了不少勇气、信心和耐心。我也相信，这些植根于民间的
故事，能够口耳相传，生生不息地传承下去。



民间故事读后感篇八

如今，越多越多的人去阅读欣赏外国名著，小说，散文，而
渐渐忘记了属于咱们中国的语言艺术，民族艺术，为了再次
感受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我阅读了《中国民间故事精选》
这本书。

一开始，我并不了解民间故事。这本书的导读为我详细地介
绍了，原先民间故事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创作和传
播主要依靠于劳动人民之间的口耳相传。而民间故事传承的
强大的力量，能够同风俗习惯相比拟，因为这是种靠行动、
语言的团体传承，所以具有着不可估量的生命力，民间故事
中的很多篇章成了后是作家创作的灵感和源泉。

怀着一份期待与激动，我开始从第一个故事细细阅读起，没
翻几页便被深深地吸引了。整本书，有我很小时候就明白，
并且常常听大人讲的故事，比如狼来了，东郭先生和狼，这
些故事虽然十分简短，但却生动形象地刻画出了许多人物形
象，这些人物无一不性格鲜明，惹人喜爱，并且它们都有一
个共同点，就是能够让我们明白许多简单的小道理。比如狼
来了就让我明白了小孩子不能撒谎，撒谎的后果就是羊都没
了，经济造成严重损失。东郭先生和狼告诉我的是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所以我们不能轻易相信坏人，要时刻坚持警惕心
啊。书中也有许多让我感到无比的故事，比如宝莲灯，懂兽
语的海里布。宝莲灯中，三圣母和刘彦昌这段超越界限，愿
意付出生命的代价的感情让我震撼。沉香为了拯救母亲，不
怕危险，历尽千辛万苦，更让我感动。懂兽语的海里布中的
海里布也让我十分敬佩，他为了保证其他人的安全，不惜出
卖了密码，之后拯救了其他人，却牺牲了自我，成为了一尊
石像。当然，也有许多我以前闻所未闻，让我大长见识的故
事，比如李白求师，李白乃一代诗仙，在文学领域上可谓无
人可敌，可他居然也为了寻找高人请教而放弃了欣赏美景，
等待了五天五夜，这种虚心请教，坚持不懈的精神让我佩服。



民间故事读后感篇九

我来告诉你，看这本书主要学到的是文化，因为有些你从来
没有听说过玉泉，难道是有玉在湖里；是湖面像玉一样透亮；
是一位玉女化身的泉。都不是，原来是一只草龙和一位老和
尚的故事呀。所以看这本书所有不明白的.一切都会明白。

益处就是可以和更多的人进行谈话，可以让来旅游的人对你
刮目相看，对你赞叹不已，小孩也愿意亲近你，愿意听你讲
那美妙、动人的故事。

这本书是前辈为了教育我们而创造的，而景色是大自然创造
的，所以我们要珍惜、爱惜这一切。

民间故事读后感篇十

两千多年前，孔夫子带领着子路、子贡、颜渊等几个门生，
周游列国，讲学传道。一天晌午，天气有点儿燥热，师生们
来到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忽听得“轰隆……哗
啦！”“轰隆……哗啦！”孔夫子吃了一惊。忙叫：“子
路！”

子路正挥着鞭子赶车呢，听到呼唤，问道：“老师，有什么
吩咐？”

孔夫子说：“听呵！山那边轰隆哗啦，又打雷，又下雨，你
怎么还一个劲地往山前赶车呢？快点儿找个地方落脚，免得
遭雨淋！”

子路听了孔夫子的话，赶紧勒住缰绳，停下马车。这时候，
子贡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对孔夫子说：“老师，山那
边并没有下雨呀。”

孔夫子说：“没下雨，怎么会有雷雨之声？”



子贡道：“老师有所不知。过去，我曾到此地做过珠宝买卖，
对这里的地理情形知道一些。你看，前面那座不高不矮的小
山，叫朐山，山那边是大海……”

孔夫子生长在山东曲阜，游历的几个国家也都在山野平原，
他一直没有见过大海。眼下子贡提到“大海”二字，孔夫子
觉得很新鲜，问道：“大海是什么样子呢？”

子贡说：“大海呀，无风三尺浪，有风浪滔天。那‘轰隆哗
啦’的声音，本是惊涛拍岸，而不是……”说到这儿，子贡
见孔夫子脸色有点儿发红，急忙把话头一转：“老师，咱们
到山上逛逛，一来观赏大海，二来避暑乘凉，不亦乐乎？”
孔夫子高兴地连连点头说：“好好，上去看看。”当即吩咐
子路，把马车赶到朐山下。

师生们下了马车，子贡在前，孔夫子随后，子路、颜渊等几
个门生也都跟着登山。孔夫子一鼓作气攀到山顶，向东一看，
哟！只见天连水，水连天，波浪滔滔，望不到边，好大的海，
好多的水呀！这时，孔夫子觉得喉咙发干，嗓门冒火，口渴
得难受，喊了声：“颜渊。”

颜渊也没见过大海，正在惊讶地观赏着海景呢，听到孔夫子
喊他，连忙问道：“老师，有什么吩咐？”

孔夫子说：“你到山下去，舀点儿海水来解解渴。”

“是！”颜渊解下随身携带的饮瓢，抬腿刚要下山，忽听背
后有人放声大笑，“哈哈哈哈……”颜渊愣住了，孔夫子更
觉奇怪。转脸一看，嘿！只见一个老渔民，左手提着渔网，
右手拿着渔叉，肩后背着渔篓，腰间系着葫芦，面孔黝黑，
身材魁伟，精神抖擞，冲着孔夫子和颜渊直笑。孔夫子问道：
“老兄弟，你笑什么呀？”

老渔民说：“你们是外乡人吧？要知海中事，须问打渔人，



可不能冒失呀！那海水，咸、腥、涩、苦，不能喝，一喝就
会闹肚子。”说完，从腰间解下盛水的葫芦，说里面是玉带
河的淡水，递给孔夫子解渴。

孔夫子又惭愧，又感激，捧起水葫芦喝了几口，觉得心里凉
爽痛快，正要向老渔民道谢，天空中忽然电闪雷鸣，狂风暴
雨陡陡地扑了过来。子路大声叫道：“糟了糟了，到哪儿躲
雨呵？”老渔民说：“莫慌，跟我来！”说着，把孔夫子和
他的门生领进一个山洞。这山洞面对着大海，是老渔民藏鱼
落脚的地方。孔夫子觉得洞里有点儿气闷，便走到洞口，观
看雨中的海景；看着看着，诗兴大发，不由地吟诵起来：

风吹海水……千层浪，

雨打沙滩……万点坑。

老渔民听了这两句诗，忙道：“先生，你说的不对呀！”

孔夫子问：“怎么不对呢？”

老渔民说：“‘千层浪’，‘万点坑’，都不妥当。难道海
浪整头整脑只有千层，沙滩不多不少正好万点？先生你数过
吗？”

孔夫子觉得老渔民是在故意抬杠，心里很不高兴，反问
道：“既然不妥当，怎样才合适呢？”

老渔民不慌不忙说：“咱生在水边，长在海上，时常唱些渔
歌。歌也罢，诗也罢，虽说不必真鱼真虾，字字实在，可也
得合情合理，句句传神。要我看，你那两句应当改……”

孔夫子没想到渔民也懂诗理，有心听听高见，急忙问
道：“老兄弟，你看怎么改呢？”



老渔民说：“最好改成‘风吹海水层层浪，雨打沙滩点点坑。
’浪层层，坑点点，数也数不清，这才合乎情理。对不？”

孔夫子一听，心服口服，正想赞叹几句，不料子路在一旁火
了，冲着老渔民说：“哎哎，圣人作诗，你怎能乱改！”

这话太呛人了。老渔民厉声问：“谁是圣人？”

子路指着孔夫子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就是孔夫子
孔圣人！”

孔夫子喝道：“子路！不可傲慢！休得无礼！”

老渔民拍着子路的肩膀说：“小伙子！对圣人，咱敬佩，可
你也不能拿‘圣人’吓唬人呀！圣人有圣人的见识，但也不
见得样样都比别人高明。比方说，这鱼怎么打法，你们会
吗？”

一句话，把子路问了个倒憋气。他想说“会”，可自己确实
没有打过鱼；说“不会”，又怕丢了面子。想了想，便把胸
脯一挺，说：“打鱼谁不会？拿根鱼棍，往水里狠狠地打就
是了！”

“哈哈哈哈……”老渔民笑得前仰后合，说了声：“请
看！”飞身奔下山去，跳上渔船，撒开渔网，挥舞渔叉，表
演起打鱼的招数来。

孔夫子看着老渔民熟练的打鱼动作，想着老渔民谈海水，改
诗句，议“圣人”，责子路的情形，猛然间发觉自己犯了个
大错误，于是把门生招拢在一起，严肃地说：“为师以前对
你们讲过‘生而知之’，这话错啦！大家要记住：知之为知
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说完，顺口吟出小诗一首：



登山望沧海，

茅塞豁然开，

圣贤若有错，

即改莫徘徊。

只因这么个传说，加上早先人们尊孔崇圣，所以后来朐山就
改叫孔望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