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阅读中国读后感 中国名著阅读读后
感中国经典名著阅读(模板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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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阅读中国读后感篇一

本书是一部明代史料笔记，作者谈迁。谈迁(1593—1657)为
明清之际著名史学家，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明亡后
改名迁，字孺木，号观若，自称“江左遗民”。浙江海宁(今
浙江海宁西南)马桥人。明诸生。一生未曾做官，家贫，靠缮
写、代笔或作记室维生。自幼刻苦好学，于经史百家无不致
力，对明代史事尤其着力，历经艰险完成明朝编年史《国
榷》。著作另有《枣林集》、《枣林诗集》、《枣林杂俎》、
《北游录》、《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
《清史稿》有传。

《枣林杂俎全》分为智、仁、圣、义、中、和六集十八门，
其中“土司”一门有目无文，实有十七门。书中逸典、先正、
流闻等门对南明弘光朝、明代典章制度及户帖式的记录，具
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对明代科举、民俗、物产、植物、山川
等人文自然景观等也有详细的描述。本书对于了解明代历史，
尤其是研究明末清初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书中也杂
有神怪灵异等荒诞传闻。

今有：《枣林杂俎》罗仲辉胡明校点，中华书局，元明史料
笔记丛刊，20__年版;《枣林杂俎》齐鲁书社版;《枣林杂俎》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本。



阅读中国读后感篇二

四大名著因其故事家喻户晓、喜闻乐见，常常被搬上银幕，
改编成影视作品，四大名著是了解中国文化和民族性入门书。
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阅读中国四大名著的读后感”，下
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我想不管谁看完了这本书，心中都为那些英雄们不平，而对
高求，庞太师等人恨之入骨。为什么社会上会出现这种人呢?
不就是为了争权夺利，享尽荣华富贵，甚至想当上皇帝吗?即
使得到了，他们会从心里高兴，或者他们会因此而收手吗?不，
事实告诉我们，那是永远也不可能的!再反过来想想，那些贪
财的官员污吏都是与生俱来的吗?不，是钱权，是钱权一点点
吞食他们的良知，吞食他们人性的一面，而"吞食"完了，他
就会变得残暴无仁。

不错，爱钱爱权，人人皆有，但大多数人都有理性，知道什
么是该什么是不该。俗话说的好，不义之财，不可久享，那
些死有余辜的贪财的官员，在九泉之下也应该反省反省自己
了，他们会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而付出应有的代价!而那些忠
臣，也可以仰天长笑了。如果这世界没有贪财的官员的话，
我相信不管在古代还是现代，那世界都会变得无比的美好!

《水浒传》是中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成篇小说。《水浒
传》既然是四大名着之一，就必定有他发光出彩之处。之前
虽然囫囵吞枣的看过一点点，但完全不知其所云。这个假期
我再次随各位梁山泊的英雄深刻的体会了一番他们的“忠孝
义”.

《水浒传》里的人物都刻画得十分传神，性格鲜明。例
如：“花和尚”鲁智深，他得知郑屠欺负金翠莲父女，主动
向金氏父女赠送银两，帮助他们逃跑，故意激怒郑屠，三两
拳就打死了恶霸郑屠。这一系列的作为都充分的期限了他是



一个粗中有细，性格暴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真汉子。

《水浒传》故事情节曲折有趣，事态的变化常常让人意想不
到。认真品读《水浒传》，才能感受到梁山好汉的“忠孝
义”.

孝：梁山英雄身上不缺乏对父母的孝。李逵思母心切，便回
家背老母，没想到母亲却被老虎给吃了，李逵怒杀四虎。这
是危险呀，是对母亲的孝给了他力量。还有当武松得知武大
郎是被潘金莲毒害的，为了替哥哥报仇，于是就割下潘金莲
的狗头，掏出其五脏六腑;杀了西门庆;获罪被流放孟州，也
在所不惜。

忠：他们有对国家社会忠心。宋江宁愿死也不愿意让李逵造
反，李逵几次想起兵造反，都被他阻止了。宁可朝廷负他，
他忠心不负朝廷。这是“忠”还有林冲的妻子被高俅的儿子
欺辱，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杀。这也是“忠”.

义：为了朋友兄弟，赴汤蹈火，舍命相助、同生共死。何其
伟大的“义”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于登天。而梁山好
汉个个义胆包天。

《水浒传》让人过目不忘的就是英雄们的“忠孝义”,使我强
烈地感受到了古代英雄豪迈的气概和性格。是一本值得一看
的文学名着。

今天，我终于读完了中国4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读完后，
那荡气回肠的文字让我久久不能忘记。

《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他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北宋
农民大起义而写成的一部伟大的小说。小说倾向鲜明地描写
了人民群众反抗压迫的行动，概括了当时不同阶层的人们从
觉醒到反抗的斗争道路。



《水浒传》塑造了许许多多的英雄好汉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
象。其中，最具有反抗精神的黑旋风李逵，性格刚烈的打虎
英雄行者武松，以及逆来顺受最后走上反抗道路的豹子头林
冲等，都给人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好汉形象。

其中，我最喜欢武松打虎了。武松回家探望哥哥，途中路过
景阳冈。在冈下酒店喝了很多酒，踉跄着向冈上走去。兴不
多事，只见一棵树上写着："近因景阳冈大虫伤人，但有过冈
克上，应结伙成队过冈，请勿自误。"武松认为，这是酒家写
来吓人的，为的是让过客住他的店，竟不理它，继续往前走。
太阳快落山时，武松来到一破庙前，见庙门贴了一张官府告
示，武松读后，方知山上真有虎，待要回去住店，怕店家笑
话，又继续向前走。由于酒力发作，便找了一块大青石，仰
身躺下，刚要入睡，忽听一阵狂风呼啸，一只斑斓猛虎朝武
松扑了过来，武松急忙一闪身，躲在老虎背后。老虎一纵身，
武松又躲了过去。老虎急了，大吼一声，用尾巴向武松打来，
武松又急忙跳开，并趁猛虎转身的那一霎间，举起哨棒，运
足力气，朝虎头猛打下去。只听"咔嚓"一声，哨棒打在树枝
上。老虎兽性大发，又向武松扑过来，武松扔掉半截棒，顺
势骑在虎背上，左手揪住老虎头上的皮，右手猛击虎头，没
多久就把老虎打得眼、嘴、鼻、耳到处流血，趴在地上不能
动弹。武松怕老虎装死，举起半截哨棒又打了一阵，见那老
虎确实没气了，才住手。从此武松威名大震。

《水浒传》不仅是中国长篇史诗的开创者，还是此后继之而
起的描写了历代农民起义的章回演艺体小说都未能达到的光
辉典范。

读读《水浒传》吧，那荡气回肠的文字一点会使你终身难忘。

我曾听过爷爷说过，他最喜欢品读《红楼梦》：红楼梦的最
大之处在于它体现了一种落败的趋势;不管是家族的，爱情的，
仕途的，都是走向了没落，适当反抗也捍卫自己利益必须的。
以悲剧做结尾的中国古典并不多见。



我不明白爷爷说的意思，于是我带着好奇的心又重新走进了
《红楼梦》的世界。曾经，我一直认为那富丽堂皇的大观园
是温柔的女儿乡，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地方。而现在重读红
楼梦的我知道自己错了。在那如此富裕的红灯绿酒生活下，
竟掩盖了世界如此肮脏的一面。小说的内容很多，但令我最
动容的贾宝玉和林黛玉那爱情悲剧。

或许吧，林黛玉是有些小肚鸡肠，是有些娇柔做作。但我们
仍从她的一言一行中感受她的温柔与多才。我也并不否认薛
宝钗很完美，她的大方，孝敬是书的亮点。但是，她在完美，
也只是封建社会的塑造品，没有自己的思想，如娃娃般只知
道一味的服从长辈的命令。相比之下，叛逆的贾宝玉和孤寂
冷傲的林黛玉却给我另一番体会。

“花飞花谢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也许有人会说花谢是
自然规律，又那样假惺惺的葬花呢?你们不懂，黛玉这是把花
比喻自己，感叹自己会不会这些花一样，等到花期一过，也
会像花儿一样孤零零的落下，没人问?我只能佩服作者了，黛
玉葬花已经暗示了最后她悲惨的结局。

当所有人都沉浸在与亲人团聚时的喜悦中，只有黛玉在哪独
自一人伤心。没人会懂她，自从她踏进贾府的那一刻，她必
须小心谨慎，注意自己的言行，一不小心说错了什么或做错
了什么，就会惹来人的嘲笑。寄人篱下久了，使她变成了在
一些人看来小肚鸡肠的样子。

当贾府一片喜气洋洋时，所有人都在为贾宝玉和薛宝钗的婚
事做准备的时候。潇湘竹院却是另一番景象，面色苍白的黛
玉等着贾宝玉的到来，没想到等待的却是心上人要成亲的消
息。哭，恨已经无济于事了，黛玉带着无奈走完了自己的一
生。

今年断断续续的又读完了一遍《红楼梦》，掩卷而思，真有
一种“云深不知处”之感，红楼中那些可爱又可怜的女孩儿，



牵动着古往今来多少人的心啊。

曹雪芹笔下的人物都独具人性，千人千面，没有丝毫的雷同
首先要说的就是黛玉，黛玉多愁善感，体弱多病，身世孤单，
精神压抑，加上寄人篱下而又性情高傲敏感，使得自己十分
脆弱。黛玉初进贾府时，时时小心，事事谨慎，言谈举止慎
之又慎，恐怕被别人耻笑。

第一次见到宝玉其人时，油然而生了一种亲切感。而宝玉眼
中的黛玉，自然与众人眼中的不同，“这个妹妹我曾见过”。
所以当发现这个“神仙似的妹妹”没有玉时，竟摘下自己的
玉，狠命摔去。

很多人喜欢黛玉，不喜欢宝钗，我也佩服黛玉的美丽才情，
但总觉得大家闺秀就应该如宝钗般大度有气量，不要像黛玉
般小肚鸡肠、尖酸刻薄。宝钗博学多识，深沉理智，端庄贤
淑，然而也是一个苦命的女子，她的出嫁其实更多的是遵从
母亲之命，嫁给了一个不爱自己、亦不被自己所爱的丈夫。

红楼女儿们个个性格鲜明、美丽可爱，《红楼梦》这本书每
次读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它真是一本值得我用一生去品读的
好书。

阅读中国读后感篇三

想必大家都听过《安徒生童话》吧!而在中国，也有一本别有
韵味的童话——《中国童话》。

这本书讲述了十个小故事，其中，大家对《牛郎织女》最为
熟悉。其实，作者黄蓓佳女士笔下的这些小故事，都想告诉
我们许多道理。

在《中国童话》里，《碧玉蝈蝈》告诉我们：不能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坐享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样是不对的。当我看到
路生坚强不屈的精神时，不由地说道：路生的妈妈生了这么
好的儿子，在他结婚后，一定非常幸福吧！

在《中国童话》中，最让我感动的是《美丽的壮锦》。它的
内容最让人流连忘返。它讲述了阿爸打猎时被老虎咬伤，过
了两天，阿爸因为失血过多，去世了。家里只有阿妈和她的
三个儿子，生活很是困难。

有一天晚上，阿妈的梦里出现了一位老婆婆，并教会了阿妈
织壮锦，让他养活她的孩子。这年年尾，阿妈在集市上买了
一幅画，并照着织了一幅壮锦。过了一年，壮锦织好了，却
被凤吹走了，阿妈让阿大去追，他没回来；又叫阿二去追，
他也没回来；阿三经过了许多困难，带回了壮锦，而上面又
多了一个姑娘。突然，一切都变成了真的，那姑娘就是红衣
仙女，壮锦是她和姐妹们拿走的。

最后，阿三和仙女成亲了，而阿大和阿二因为花光了所有的
金子而没脸回家。

阅读中国读后感篇四

近日，我读了由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一本书——《红
星照耀中国》又称《西行漫记》。里面记录着的那些可敬的
红军战士们和我党中央负责人的“赤色精神”深深地感动了
我，令我心潮澎湃。

这本书讲的是美国记者斯诺在中国做采访的各种所见所
闻“用事实说话”，记录了1936年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
当时的真实情况，介绍了红军将领们的趣事，以及斯诺自己
对红军的看法和客观评价。让西方人第一次了解“红色中
国”。

其中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红军战士们为了祖国，为了人民，



为了新中国，一次次地拼搏、奋斗，甚至献出他们宝贵的生
命也在所不惜。这时，我又想起20xx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我们的党，我们的先烈们经过艰苦卓绝作文的斗争，终于
在1949年10月1日成立新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让我们
的祖国得以重新焕发活力，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发展成
如今这样一个安宁、祥和、强盛而自豪的中国，这不正是靠
红军战士们英勇爱国、永不言败的精神和出生入死大无畏的
战斗换来的吗?这不正是靠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舍生忘
死拼搏而来的吗?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常怀感恩之心，不
仅是为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红军先烈顽强拼搏的精神，更是为
现在繁荣昌盛的中国！

作为新时代“赤色少年”，我们更应该向革命先烈学习，学
习他们的爱国精神，一定要把先辈们的“赤色精神”继往开
来，并发扬光大。我们必须发愤图强，让“赤色中国”更加
繁荣昌盛，更加美丽，更加辉煌！

来源：网络整理免责声明：本文仅限学习分享，如产生版权
问题，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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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读后感篇五

清代著名考据辩证类笔记，三十二卷，顾炎武撰。顾炎武简
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顾林亭集》。

《日知录》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
书”的著作。书名取之于《论语·子张篇》。子夏曰：“日
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顾炎武是明
末清初大儒，学问渊博，见识通达，《日知录》是他积累三
十多年的笔记，与经史、诗文、训诂、名物、典章制度、天
文、地理以及吏治、杂事，无所不谈;许多条目，全都原原本
本，考证详明。《内容宏富，贯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



录》有条目1009条(不包括黄侃《校记》增加的2条)，长短不
拘，最长者《苏淞二府田赋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杀》
仅有9字。这与作者立志学术创新有密切的联系。书前有其学
生潘耒做的序。潘耒把《日知录》的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
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潘耒
强调《日知录》的经世意义，认为此书只有宋元时期的名儒
能做出来，明朝三百年来没有这样的书，将来治国者采用其
说，会大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仅叹服其考据的精辟，
文辞的博辨，那不是作者著书的本意。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
顾炎武本人说得很明白：“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
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
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
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

《日知录》中，顾炎武提出社会风气的好坏决定社会兴衰的
观点，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
他认为“风俗衰”是乱之源，并列举大量事例，说明奢靡浮
华的社会风气，是导致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说评价君主
的功绩首先要看社会风气：“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
主之功”。他不但从政治上提出了整顿“人心风俗”的具体
措施，如重流品、崇厚抑浮、贵廉、提倡耿介和俭约等，还
从经济上分析了“人心风俗”败坏的原因，认为要使风俗变
好，必须有让百姓安居乐业的物质条件：“今将静百姓之心
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
可行，风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导培养人心风俗、加强礼治，
他还强调法制，主张严惩败坏世风的贪官奸臣，说：“法不
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勿贪，不可得也。”顾炎武还看
到了“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张进行社会变革，
提出要顺势而行，“物来而顺应”的变革思想。在卷三十二
中，作者还特别指出学界“座主门生”与朋党之祸的关系。
指出唐代的进士，以主考为“主座”，自称“门生”。以中
唐以后，遂有朋党之祸。并指出明代主考与进士，公然
称“座师”与“门生”，朋党之祸，也不减于唐宋。



顾炎武曾把写这部书比作“采铜于山”。注重收集第一手资
料，在治学上严谨扎实，堪称楷模。他这种研究学问的态度
和方法是对明朝空疏学风的反动，对有清一代学风的转变与
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后辈学者对这部笔记多推崇备至李慈
铭称赞《日知录》这部笔记，“直括得一部《文献通考》，
而俱能出自于《通考》之外”;梁启超说：“论清学开山之祖，
舍亭林没有第二人”。除黄汝成外，为这部书作校补、笺注
的还有很多，如李遇孙《日知录续补正》，丁晏《日知录校
正》，俞樾《日知录小笺》，黄侃《日知录校记》等。道光
年间黄汝成采各家之说为该书作注，为《日知录集释》。

《日知录》初刊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现在通行的商务印
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日知录》是以黄汝成的“集释”
本为底本。其中《刊误》和《续刊误》各二卷亦为黄汝成著。
后附的《日知录之余》四卷，乃后人辑顾炎武著作遗佚而成。

今有：《日知录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上海古籍出版
社20__年版;《日知录校注》陈垣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__
版;《日知录集释》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日
知录》中国文史出版社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