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浒传每章读后感 水浒传读后感(优秀7
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
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水浒传每章读后感篇一

为什么先说人呢?因为它是小说三要素之一呀!

俗话说得：名字有叫错的，但外号却没有叫错的。(联系学生
生活)。梁山好汉108将个个是英雄，人人有外号，那么说英
雄我们就先从他们的外号说起。

作者给这些英雄们加上外号，不仅简化了称呼，省了读者的
力气，叫起来更顺口，有利于记忆，且提高了英雄们的“知
名度”,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外号确实涵盖了相当大的信息量，
具体说来，这些绰号：

有以长相命名的：如长着豹头环眼的豹子头林冲、黑如炭团
的黑旋风李逵等。

有以所用兵器命名的：如大刀关胜、双鞭呼延灼、金枪手徐
宁、铁扇子宋清等;

有以性格命名的：如拼命三郎石秀、母夜叉孙二娘等;

有比作名人命名的：如小李广花荣、病尉迟孙立、小尉迟孙
新等;

有以出身身份命名的：如菜园子张青等。



其次，从性别比例来看，108将中只有一丈青扈三娘、母大虫
顾大嫂、母夜叉孙二娘三位女性，占总数的2.8%,而男性
有105人，占总数的97.2%,可谓比例严重失调，但我认为出现
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因为性别有时与“职业”确实存在着很
大的关系——毕竟他们是“匪”,自然男性多一点，退一步来
讲，尽管只写了三位女英雄，但是他们也都清一色具有“男
性化”特点，(从外号上就能体现出来)让我们从她们身上看
不到林黛玉式的阴柔美、病态美，她们的故事也没有太多的
缠绵和多愁善感，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水浒传》中
的“男尊女卑”思想便真越发凸显出来。其实，说到这，我
们不难想到里面的另外几位女性：与西门庆通奸毒死亲夫的
潘金莲、与张文远私通的阎婆惜、与和尚有染的潘巧云等均
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潘金莲被小叔子武松砍了头、阎婆惜被
宋江摘了脑袋，潘巧云更惨，被杨雄一刀一刀剐了去，如此
一来，“男尊女卑”思想在这些人身上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再者，从英雄们的特长来说，正如文中所说：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
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
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
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
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
以及跟随主仆，争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
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识性同居;
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
使。可恨的是假文墨，没奈何着一个“圣手书生”,聊存风
雅;最恼的是大头巾，幸喜得先杀却“白衣秀士”,洗尽酸悭。
地方四五百里，英雄一百八人。昔时常说江湖上闻名，似古
楼钟声声传播;今日始知星辰中列姓，如念珠子个个连牵。在
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
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

真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每人都



能英雄有用武之地，且分工明确，组织严密，优劣互补，相
得益彰，也正因如此，所以水泊梁山才能不断发展壮大，形
成气候。

二、《水浒传》里的“逼”

水浒传每章读后感篇二

这个暑假，我终于把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给啃完了，
实在太不容易了，不过，也让我懂得了许多知识。

水浒传记述了宋江。吴用。李逵。武松。鲁智深等一百零八
个好汉的故事。他们在梁山伯时，被人称为草寇，但他们是
一群好汉，为了天下太平，杀奸臣，保百姓，做出了许多利
于国家的事。

在一百零八将中，最让我敬佩的是行者武松。神行太保戴宗
和黑旋风李逵了。先说说神行太保戴宗吧，他做起法来，真
让我敬佩，一日能行八百里啊，光凭他的速度，也够让我羡
慕了。再说行者武松吧，那篇景阳冈武松打虎的文章大家都
知道吧，他一碰上那只大虫，吓得他躲在了一块青石下，当
大虫一次又一次的扑过来时，他一次又一次灵巧的躲开。

接着，他尽平生力气一棒，始大虫发怒起来，武松就用手把
大虫揪住，一按按将下来，用拳头把大虫打的流出血来，真
是厉害，我们现在谁能打虎啊。最让我敬佩的是黑旋风李逵
了，他手持双斧，走来时，就像刮起一阵黑风，在战场时，
他拿着斧头，一下一个，可威武了。

读了这本书，让我知道了这一百零八个梁山伯好汉保护老百
姓，对害老百姓的使劲反抗的精神。最重要的是他们身上有
一种英雄气概，有一种愿意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仗义，他们这



一点让我尤其感动。

水浒传每章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看了一本书叫《水浒传》。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

《水浒传》里面有108位英雄好汉，比如及时雨宋江。花和尚
鲁智深。行者武松。黑旋风李逵，。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
荣等等。他们有的粗犷豪放，有的义气深重，性情耿直，有
的聪明伶俐，足智多谋……我最喜欢的就是行者武松。他勇
敢无畏。

酒店的老板劝武松，冈子上有老虎，可是武松不听。执意的
去冈子上，结果真遇到了老虎，老虎要吃了武松。武松和老
虎决斗了。武松和老虎打了一会儿，停了下来，打了一会儿
停了下来，打了一会儿又停了下来。最后武松打败了老虎。
虽然武松凭借着自己的本领险中求胜，但是同时我们更应该
记住任何事情都不要不听别人的劝告而一味的蛮干。

武松不但是大虎英雄，还能为他哥哥报仇，杀死了西门庆。
我想那个世道太乱了，西门庆再恶，有法律制裁，不能乱杀
人啊！

《水浒传》里面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可真多机智勇敢，知错
就改，仗义疏财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品质，我认为
《水浒传》中最值得我们学习最难能可贵的精神就是“讲义
气”。在《水浒传》故事中，人们眼中最看重的东西，就
是“江湖义气”。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不能义气用事！我在电视里看到这样的新
闻：两个人因为小事争议，大打出手，其中一个人的朋友帮
着他打架，最后把人打成重伤害。他们俩当然因此入了大狱。
这种义气要不得。



《水浒传》塑造了一百零八个人物，栩栩如生，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特点。故事情节起伏跌宕，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让我百读不厌。

水浒传每章读后感篇四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

他是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在尖锐的斗争，你死我活的战场上，他们玩转天下，笑看苍
生。演绎了一场兄弟情长，护国安民的绝世戏剧，结束了戏
完后的惨淡收幕。

水浒于忠义，须臾不可离。但忠，是为何忠?宋江的忠义一直
是后人议论纷纷的。它的忠义带领着梁山泊走向了不归之路，
使他们成了统治阶级的鹰犬。致使宋江忠义的理想幻灭。不
可否认，这是愚忠，是盲目，不可认同的。虽说如此，还是
为这位固执的好汉拍案叫好，佩服!再说那李逵，因为宋江的
忠义食酒而死，却是忠心耿耿。无怨无悔。于忠，于心，也
让人热泪盈眶，大不了，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直到现在，心中还在为那惨淡的结局感叹。那吴用、花荣追
随了宋江，双双吊死在树上，留得清名于世。不过也罢，这
结局兴许也好。情在，心在。不过是没了魁梧的躯壳。他们
的魂化作这夜空中的万千星点，照射着浩然的忠义，俯视这
天下。护着千千万万的黎民百姓。

兄弟情在红尘中散发无限，是没有色的酒，时间越久，味道
越醇，是没有墙的家，那108位兄弟生生世世一家人。

那情义，那忠义让我久久不能忘怀，让我敬佩、仰慕、感
叹……



《水浒传》读后感（七）

水浒传每章读后感篇五

这本书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好汉从聚义梁山泊,到受朝廷招
安,再到大破辽兵,最后剿灭叛党,却遭奸人谋害的英雄故事.
还有“忠”和“义”

忠,即是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尽心竭力.宋
江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这就是
忠;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山之后,对高俅之子的,宁死不
屈,最终上吊自杀,这也是忠.在当今这个社会中,相信很多人
都能做到一个"忠"字,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一个"义"字.

一个"义"字,包括了太多的内容.《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好汉
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个"义"字;为
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一个"义"字.由此可见,一个"
义"字虽然只有三笔,有时却要用一个人的生命去写.在现实生
活中,给人让座几乎谁都可以做得到,但救人于危难之中却不
是谁都可以做到的.因为它需要有相当的勇气,甚至是一命换
一命的决心.

一个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人,为了正义,可以奋不顾身,因为正
义感告诉他们,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值得用生命去奋斗的.
一个没有正义感的人,是不会理解这些的.因为他的正义感已
被麻木所吞噬,奋斗的激情已经被冻结,只是他的灵魂被社会
中一些丑恶的东西同化了.

读完全书,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只有两个字:忠,义.

水浒传每章读后感篇六

纵观梁山英雄，我们不得不肯定他们是一群血性男儿。梁山



及江湖人士无不以“好汉”作为人格衡量的标准，所以个个
争做好汉，人人要结识好汉，惟恐别人笑自己不是好汉。

俗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但在“义”这一层上，他们是
相同的。可以说抱打不平是梁山好汉的共同人格追求。尽管
他们个人的出身、禀性、喜好不尽相同，但在“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这一点上却惊人地一致。鲁达拳打镇关西、宋江
私放晁天王、李逵大闹忠义堂等个人行为都是如此，梁山好
汉前期的几次大规模行动，都集中表现了聚义群体的抱打不
平精神。如江州劫法场是为了营救宋江和戴宗，三打祝家庄
是为了帮杨雄和石秀救出时迁，打高唐州是为了救柴进，打
大明府是为了救卢俊义等。

如果说抱打不平是对被损害者生存安全的援助的话，那
么“仗义疏财”则是对他们物质经济上的援助。好汉的资助
不仅解决了他们的温饱和生存问题，更让他们看到生活的光
明和希望;他们不仅为他们的义气所感动，而且也十分乐意过
上这种生活，他们逐渐感到，如此“不怕天，不怕地，不怕
官司，论秤分金银，一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
何不快活!”(十五回)因而不断有更多的人投身到这一行业，
从这一点来讲，是“义”把他们聚到一起!

在这方面，要以宋江和柴进为代表。在梁山起义军的发展过
程中，很多人要么得过宋江的资助，要么听说过他“及时
雨”的英名，所以听说要随他起义，莫不情绪激昂，死心塌
地。李逵便是这样。如及时雨会神行太保一回中有这样一段：
我且与你说知：“这位仁兄便是闲常你要去投奔他的义士哥
哥。”李逵道：“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戴宗喝
道：“咄!你这厮敢如此犯上!直言叫唤，全不识些高低!兀自
不快下拜，等几时!”李逵道：“若真个是宋公明，我便下
拜;若是闲人，我却拜甚鸟!节级哥哥，不要赚我拜了，你却
笑我!”宋江便道：“我正是山东黑宋江。”李逵拍手叫
道：“我那爷!你何不早说些个，也教铁牛欢喜!”扑翻身躯
便拜。可见“及时雨”早已是声名远播;如果没有柴进平日以



挥金如土的风格接纳江湖好汉的积累，就不会有高唐州梁山
好汉全体下山对他的营救。比如林冲、武松、宋江等人在到
梁山之前都曾在柴进家住过，得到过他的资助。且这
些“义”士都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之人，由此不难看
出仗义疏财的人格精神对外扩大组织，对内保护自己的实际
作用。

此外，在梁山英雄身上，我们看不到脂粉气、绮靡气，而独
具雄伟、劲然的阳刚之气，哪怕是女性，如一丈青扈三娘、
顾大嫂、孙二娘，也都缺乏女性特有的阴柔美，他们活得洒
脱，死得悲壮!鲁智深怒打镇关西、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
林;李逵的江州劫法场、沂岭杀四虎、大闹忠义堂;武松的景
阳冈打虎、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等都是这种阳刚之气的
表现!

如果说抱打不平和仗义疏财是好汉人格的外在之形，而勇武
豪爽的阳刚之气是好汉的人格的内在之神，神为形显，形为
神立，双方依存咬合，构成以“义”为中心的好汉人格崇拜
系统。

他们所言句句肺腑，字字豪情，让人荡气回肠，他们所做不
是受人指使，更不是什么爱情魔力，原来他们都把“见义勇
为”作为自己的自觉行动!是“义”把大家紧紧地聚到一起，
但我们也不可否认“义”也是起义走向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这一层面来讲，我很遗憾地想说一句：都是“义”字惹得
祸!正是因此，我们不得不叹服作者把“义”写到极致，如q
糖一样让我们反复咀嚼回味，正如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主
题歌中所唱“生死之交一碗酒”.

但是“义”在今天的现实意义也不能不引起同学们的注
意。(如花绣)

四、《水浒传》里的“智”



水浒传每章读后感篇七

作为一名学生，我非常喜欢读书。我读过很多课外书，每本
书都深深地吸引着我去探索里边的奥妙。今年暑假，我读了
《水浒传》这本名著，被故事中的各路英雄好汉所折服。其
中，我最喜欢的故事是妇孺皆知的“武松打虎”。

武松年轻力壮，机智英勇，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有一天，他回家探望兄长，途经景阳冈，在一家酒馆喝了十
八碗酒，醉后想要继续赶路，被店家告知，冈上有老虎出没，
危害百姓，劝他不要从那里过。但是武松不相信，继续前行。

太阳快落山时，他来到一座破庙前，见庙门上贴了一张官府
告示，才知道冈上真有虎，想返回酒馆，又怕店家笑话，所
以继续向前走。由于酒力发作，便找了一块大青石，仰身躺
下。刚要入睡，忽然一阵狂风呼啸，一只大老虎朝他扑了过
来，武松急忙起身躲了过去。反复几次，老虎急了，向他发
起猛烈进攻。武松与老虎搏斗起来，最后瞅准机会，摁住老
虎头，举起铁锤般的'拳头，使出全身力气打了六七十拳，打
死了老虎。

武松这一壮举，显示了他的英雄气概。他那敢于挑战，为民
除害的精神，让我感触颇深。

我们应该像武松一样机智勇敢、勇于挑战难题，多做对人民、
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作为青少年，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
就是努力学习，提高自身文化水平，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
力，掌握科学知识，长大后为祖国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把
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