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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
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水浒传每章节读后感篇一

当我捧着这本《水浒传》时，我便情不自禁的哼起了那首耳
熟能详的《好汉》：“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
啊……”，颇有一番梁山好汉豪爽的气势。“逼上梁山”是
民间的一句俚语，是描写一个人走投无之下选择的无奈之举。
水浒传中的英雄个个都是历经了无数的，他们可以说是“仗
义疏财归水泊山，报仇雪恨上梁山”。

水浒英雄的忠、信、义，让我的五体投地，还有的才能、吴
用的神机妙算、李逵的莽撞、鲁智深的侠肝义胆、武松的神
威神勇、林冲的骁勇善战、燕青的伶俐机灵……他们每个人
都险象环生，他们背后的故事又怎是能用一篇文章所可以表
述的呢?梁山好汉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为百姓们除暴
安良，是人人嘴里的“救世主”。最终，他们在梁山上了一
百零八个头领，排定了“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座次，
本以为这就是结局了，可没有想到朝廷一声令下，让梁山的
好汉前去征辽，当他们正要而归时却又至江南征讨方腊，弄
的一百零八条好汉死的死、残的残、溜的溜、隐的隐，稀稀
落落，最后仅仅剩下了二十七人。

朝廷的最终目的其实就是想“借刀”，而梁山的好汉只不过
是朝廷的一颗棋子，他们在战场上为朝廷杀敌，而朝廷却在
背后想着如何斩草除根。梁山好汉已经落到如此了，朝廷却
还不，那些幸存者还是未能逃脱接蹱而至的厄运，卢俊义被



毒死，李逵在临死时被拉去一同，吴用、花荣自缢身亡……
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就这样悲惨的结束了。哪里有，
哪里就有。

如果不是阎婆惜的百般，又怎会杀了阎婆惜;如果不是高衙内
的重重，林冲又怎会手刃仇人;如果不是西门庆和潘金莲了武
大郎，武松又怎会西门庆和潘金莲……合上《水浒传》的那
一刻，我心中也生出了一种怒火。我封建的与;我痛恨那些的
污吏;我提出“借刀”这个主意的人。同时，我也有一丝的伤
感，我惋惜那一百零八将的悲惨命运;我感叹这一百零八个好
汉的.豪壮英勇;我一百零八位英雄的江湖义气。让我们铭记
他们的名字，铭记他们的历史，铭记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用
这种方式来纪念他们吧!

足智多谋的吴用、广纳贤士的宋江、粗鲁无理的李逵，英明
果断的晁盖、为兄杀嫂的武松、棒打洪教头的林冲、力大如
牛的鲁智深、行走如飞的戴宗……这些耳熟能详的英雄豪杰
都出现在同一部著作之中——《水浒传》。读了这么一本书，
我内心感到无比的荣幸。然而，在赞叹梁山泊时，我才深深
体会到了当时朝廷的昏庸和无能，果真是应了“乱世出英
雄”这句老话，可惜、可悲、可叹、可愤啊!《水浒传》还是
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成功的白话长篇小说，它的思想价值不
可估量。

《水浒传》生动地刻画了众多的农民起义者形象，它们虽然
有着各自不同的身世，不同的社会地位，但他们都有一个共
同点，就是在官府的威逼下，忍无可忍而奋起反抗。

读了后，最大的感受就是书中英雄们的豪情壮志、仗义疏财?
先说智取生辰纲的七条好汉。智取生辰纳，是梁山好汉一番
轰轰烈烈的事业的发端，但是晁盖一伙，做下这桩弥天大案，
背后的动机又是什么?是为了劫富济贫，还是为了准备“农民
革命”?显然都不是。黄泥冈上，这一伙好汉劫得了十万贯金
珠，而后大概经过坐地分赃，晁盖、吴用等回了晁家庄园，



三阮则得了钱财，自回石碣村去了。随后，并没听说他们有
济贫的打算，也没见他们准备扯旗起义。如果不是东窗事发，
保不准他们真就此安心做了富翁，一世快活。因此，这桩大
案，打劫的必然是不义之财，但究其实质，说穿了，就是一
次黑道行动。

读完《鲁达拳打镇关西》这个故事，深有体会。所谓的英雄，
并不是非要做出惊天动地的事迹才可以称为英雄的，即使是
一件小事，一件看似平常的小事，一件微不足道的帮助他人
的事。在别人眼里，你已经是英雄了，如果世上再多几个像
鲁达这样见义勇为的人该多好啊!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多么和
平!当然，我觉得最好是和平解决，总的来说，鲁达这个人令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正是他的为人，使他在逃走途中，
还有人肯帮助他。如果你帮了别人，那别人就会报答你，那
我们也做一个乐于助人的人吧!

名著使我获得更多的体会、更多的领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