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间故事读后感 中国民间故事读后
感(实用9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以下
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
看看吧。

民间故事读后感篇一

俺亳州人特别喜爱芍药，不单因为它的根能入药，花儿好看，
还因为有一段优美的传说。

唐朝武后当皇帝时，亳州城东住着一位姓白的花匠。白花匠
年轻英俊、勤劳善良，二十多岁还没说上媳妇。爹娘替他着
急，他却不焦不躁，一天到晚，一年四季，除了下地干活儿，
就是侍弄花草。春天他给花草施肥，夏天他给花草浇水，秋
天他给花草剪枝，冬天他给花草培土。他的房前屋后也都是
花儿，春有春兰，秋有秋菊，夏有荷花，冬有腊梅。庄户人
虽说日子苦点，可有花花朵朵作伴，有蜜蜂蝴蝶起舞，倒也
得到不少乐趣。

在所有的花草中，白花匠最喜爱一种花：春二三月，紫红紫
红的花芽儿破土而出，它长得又粗又壮，很快长成一蓬蓬，
像一丛透明的红珊瑚：“红珊瑚”越长越旺，又很快地变成
一丛绿玛瑙。不久花儿含苞了，花儿咧嘴了，花儿又开放了，
粉红的花瓣，金黄的花心，色彩十分明丽。花儿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那是他从涡河湾里寻来的野花。他去请教私塾老先
生，那位老先生就给花儿起了个名字叫“灼花”，后来又把
火字旁的“灼”改为草字头的“芍”，芍花算有了名儿。



再说武则天当了皇帝之后，胃口越来越大。御花园虽有数不
清的花儿朵儿，却不知足，非要把天下的奇花异草都搜进皇
宫，以供享乐，还要把天下的花师花匠弄进皇宫，专为自己
种花儿。

这一天，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来到亳州，他听说白花匠种了
许多花儿，又是个侍弄花儿的把式，就骑着高头大马去了。
他到那地方一看，呀，眼都直了：花儿真多，味儿真香，开
得真好！特别是那一株芍花，他见都没见过。他心想若是带
回皇宫，老姑娘准喜欢。她老人家一喜欢，我武三思更抖了！
于是，他对花匠说：“种花的，算你小子走运，明天随我进
京献花儿，便可在宫中谋个差事。”知府一听，也跟着
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还不赶快谢过大人？”白花
匠说：“俺不去，这花儿俺留着看哩。”

武三思一听，脸一下子拉长了：“种花的，这是皇上的意思，
你敢抗旨不遵吗？”他拿出圣旨抖了抖，对白花匠说：“限
你明天一早，带上花儿到州衙聚集。”

这下，白花匠吓得没神了！哭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一早来到
州衙，后来又进了皇宫，当了御花园的花师，他那棵心爱的
芍花也种在御花园里。

御花园里的花儿真多，天南海北的名花都有，白花匠一见就
爱上了这些花儿。清早他给花儿除虫，晚上他给花儿浇水，
晌午顶着日头给花儿锄草，夜晚他披着月光在花间散步。他
一天到晚不愿闲着，因为他一闲着就想家；二老爹娘谁照顾
呀？宅前屋后的花草谁侍弄呀？地里的五谷杂粮靠谁种呀？
为这他愿一天到晚干活，干活可以暂时忘掉许多烦恼。

功夫不负苦心人，那满园的花木也长得特别喜人，远远望去，
像一尺云锦，花儿水灵灵的，叶子支撒撒的，别提多好看了。

可是那棵芍花呢？却长得干巴巴的，白花匠一见就难受。他



知道那是起的时候动了根儿，走在路上伤了枝儿，再加上不
服水土――唉，花儿也和人一样恋着亳州的水土哩。

白花匠难受，对芍花格外爱护。天天挑水浇，一边浇一边唱：

芍花芍花，快快长大，

叶儿返青，别再想家。

他浇下一瓢水，那花儿咕咕喝完了，小叶儿支撒撒地泛绿了。

他又给芍花追肥，一边追一边唱：

芍花芍花，快快长大，

赶紧发棵，别再想家。

他追上几遍肥，又松松土，芍花舒舒服服地挺挺腰，真地发
棵了。

他又给芍花除虫，一边捉一边唱：

芍花芍花，快快开花，

有我作伴，别再想家。

他一遍遍捉虫，汗珠叭嗒叭嗒掉在花枝上，花枝上很快抱满
了花骨朵。

眼看花儿要开了，白花匠却累病了。这天夜里，他躺在床上
朦胧入睡。他梦见芍花开了，粉红的花瓣，金黄的花芯，从
花芯里走出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长得比九天仙女还俊。她
手托绫帕，冉冉地走到床前，白花匠连忙问：“姑娘，你是
谁？”



“我是芍花仙子，是花王的小女儿。”

“你来做什么？”

芍花仙子说：“你为俺操心劳碌，累病了，俺拧下一支花根
为你治病。”说着，眼里闪出泪花。

只见芍花仙子拧下一条根，白花匠一见，一哆嗦，心想十指
连心，那该多痛啊！他感激地看着芍花仙子，见她那月白软
缎花鞋上渗出一点殷红的血迹，他正想起身道谢，芍花仙子
双手递上绣花绫帕，转身走了。白花匠望了一眼绣花绫帕包
着的花根儿，连忙起身追去。

他追呀追呀，一直追到芍花跟前，那女子忽然不见了。他轻
轻地抚摸着花朵，又轻轻地扒开花根，果然花根上有拧掉的
痕迹，那受伤的地方还湿漉漉地往外冒水呢！

白花匠哭着回到屋里，哭着煎药熬药，哭着把药服下。这药
真灵验，第二天病就好了，为了记着芍花仙子的恩情，他把
芍花改名芍药花。从此，他对芍药花更加看重了，有什么心
事总爱给她说。他真希望能和芍花仙子天长地久呆在一块儿，
一辈子侍弄芍药花，他心里也高兴。

暑往寒来，花开花落，转眼冬天到了，御花园里百花凋零，
一片肃杀景象。偏巧武则天又动了游兴，带着文武百官、宫
娥彩女来御花园赏花看景。她一进御花园，立即来了气儿，
叫过白花匠问道：“白花匠，这花儿怎么都败了？”

白花匠小心回禀：“万岁，天有四时，月有圆缺，眼下已到
十冬腊月，花早该谢了。”

武则天说：“不行。朕要看花，传我的口喻园中百花，都要
连夜开放，抗旨不遵者，一律治罪！”



第二天一早，武则天赏花来了，那腊梅花迎合圣意，冒雪而
开，被封为花魁，杏花开得慢了一步被贬到民间，牡丹花才
冒出芽儿，被贬到洛。芍药花和白花匠却不见了。

白花匠和芍药花哪儿去了呢？他们连夜逃出皇宫，走了九九
八十一天才回到亳州。白花匠又把那棵芍药花栽在自家宅前，
说来也怪，芍药花回到了故土，长得真快，转眼间发芽了，
长叶了，开花了。花儿一开从里面走出年轻美貌的芍药仙子，
她对白花匠笑了，白花匠对她也笑笑，他两口儿成了亲。他
俩一块种地，一块儿养花，一块儿抚养子女，他们给自己的
孩子起名叫“白芍”。为了逃避官府追捕，也为了让儿孙不
再被选进皇宫，每逢花开时节，他们将花掐去，光长根儿好
给百姓治病。老百姓爱芍药花，把掐掉的花泡在瓶子里，也
有种在家前屋后让她开花的。后来越种越多，亳州的芍药天
下闻名，成了亳州一大特产。

民间故事读后感篇二

本书中仅有之各种奇思妙想的故事，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古代
人民的智慧。我就介绍一个用智慧来戏弄人的故事：欧阳修
遇懒秀才中，懒秀才因为懒而总是作不出诗，欧阳修就利用
这一点，用他的的诗来戏弄他，这能够我们感受到古代人民
的智慧与幽默，能够让我们在欢笑中学习各种道理。

这本书中还有许多别的故事，让我们感受着这一书本中的美
妙吧！

民间故事读后感篇三

读了“精读百书”中的《中国民间故事精选》这本书我受益
非浅，里面每一个故事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让我想忘
也忘不了。

一打开书，里面的第一篇文章就深深地吸引了我。《狼来了》



这篇文章虽然我听了很多遍，但还是没有听腻。故事说一个
放羊的孩子，一而再再而三说谎捉弄人，等真正遇到危险的
时候，人们却不再相信他，没有人愿意帮助他，放羊的孩子
后悔莫及。幸好他逃的快，没被狼咬到。小朋友，你们可不
要像那位小孩一样撒谎。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能说谎，要
做个诚实的人。

我们应该诚实一些，不要因为无聊而戏弄别人。其实在我们
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像我就有过这样的经历。一次
我把家里的杯子打碎了，外婆问起，我便把罪名栽赃给妹妹，
害妹妹挨打。结果我把杯子打碎的事，不知外婆是什么时候
怎么知道的，外婆就把我的零花钱扣了。外婆还说：“如果
当初你主动承认了错误，我也就不会把你的零花钱扣了。”
《狼来了》这个故事还只是这里面的一篇，还有很多动人的
故事。

例如《神农尝百草》、《盘古开天》、《女娲补天》等很多
令人难忘的民间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告诉我们一个做人的
道理。同学们，让我们在课后精读百书，让“精读百书”丰
富我们的生活，提升我们的素养、纯洁了我们的我们的灵魂。
读《中国民间故事精选》后感读了“精读百书”中的《中国
民间故事精选》这本书我受益非浅，里面每一个故事都深深
地印在我的脑海中，让我想忘也忘不了。

一打开书，里面的第一篇文章就深深地吸引了我。《狼来了》
这篇文章虽然我听了很多遍，但还是没有听腻。故事说一个
放羊的孩子，一而再再而三说谎捉弄人，等真正遇到危险的
时候，人们却不再相信他，没有人愿意帮助他，放羊的孩子
后悔莫及。幸好他逃的快，没被狼咬到。小朋友，你们可不
要像那位小孩一样撒谎。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能说谎，要
做个诚实的人。我们应该诚实一些，不要因为无聊而戏弄别
人。

其实在我们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像我就有过这样的



经历。一次我把家里的杯子打碎了，外婆问起，我便把罪名
栽赃给妹妹，害妹妹挨打。结果我把杯子打碎的事，不知外
婆是什么时候怎么知道的，外婆就把我的零花钱扣了。外婆
还说：“如果当初你主动承认了错误，我也就不会把你的零
花钱扣了。”《狼来了》这个故事还只是这里面的一篇，还
有很多动人的故事。例如《神农尝百草》、《盘古开天》、
《女娲补天》等很多令人难忘的民间故事。每一个故事，都
告诉我们一个做人的道理。同学们，让我们在课后精读百书，
让“精读百书”丰富我们的生活，提升我们的素养、纯洁了
我们的我们的灵魂。

民间故事读后感篇四

我读了《中国民间故事》，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其中的
《布谷鸟的传说》。

这个故事主要讲了：从前有一座山，山里住着几户人家，日
子都过的挺清苦，唯独王老汉家有一点家产。王老汉有两个
儿子，大儿子叫王刚，小儿子叫博古。王刚勤劳，博古懒惰。
可是博古是王老汉与后妻张氏的儿子，张氏一心想赶王刚走，
好让他的亲生儿子独占那些家产。她便想了一个方法：让他
们俩去山上种豆子，谁种的豆子发芽了，谁就回来。张氏给
王刚一袋炒熟了的豆子。可是，炒熟了的豆子却意外落在了
博古手里。把豆子种下去，王刚的豆子发芽了，可博古的就
是不发芽。于是，王刚下山走过一条小溪时，游来一条小鱼，
小鱼十分喜欢这个勤劳的小伙子，忽然变成了一个姑娘，想
和他结为夫妻。而博古却还留在山上，最终被饿死了，他灵
魂化作了一只布谷鸟。

这个故事说明一个道理：天道酬勤，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王刚的后妈张氏，为了让亲生儿子得利，想把王刚赶走，结
果失去了她的儿子，后悔莫及；博古本质懒惰，还受了他母
亲无端庇护，结果饿死了；王刚善良勤劳，神仙都保护他，
还愿意变成一个美丽的姑娘嫁给他，让王刚过上了幸福美满



的生活。

我们要向王刚学习，做一个勤劳、善良的人，诚诚实实做人，
老老实实办事。

民间故事读后感篇五

我特别喜欢读书，尤其是那些可以让人明白道理的.好书。今
天妈妈给我买了一本《中外民间故事》，我翻开书页，发现
正是我最喜欢的书，于是我走进了知识的海洋，尽情地遨游
起来。

这本书的所有故事我都喜欢，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
《红鞋的秘密》，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叫辛杜的孩子，不喜
欢那些走路很慢的人，一看见那些人他就忍不住要生气。有
一天，辛杜去买东西，看到了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奶奶慢腾腾
地走在他前面，辛杜很生气，于是推了老人一把，老人摔倒
在地上，旁人叫他给老人道歉，辛杜却不以为然地走了。后
来老人趁辛杜睡觉的时候，给他穿上了有魔力的红色鞋子，
让辛杜吃尽了苦头。后来辛杜明白了要做一个尊老的人。

读了这个故事，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其实在我们的生活
中，也有一些不尊敬老人的事情，比如：有一天，我和妈妈
去买菜，看到一位推着凉拌菜车子的阿姨在骂一个老爷爷，
当时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突然，我听见那位阿姨恶狠狠地
说：“这里是我的地盘，你休想在这儿卖菜！”接着，阿姨
把老爷爷的菜扔到马路中间，老爷爷慢慢地走过去，蹲下身
子，把那些菜一根一根地捡到篮子里，然后步履蹒跚地走出
了看热闹的人群。此时此刻，我真为那位老人感到愤愤不平，
我真想当场把那位阿姨推的东西全弄翻，想当场质问
她：“难道你不会变老吗？如果你的爸爸受到这样的待遇，
你的心情又会怎样呢？”可看着那位阿姨凶狠的样子，当时
我没敢说。



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我一直忘不了。今天读了《红鞋的
秘密》，我更加明白要尊重长辈，我希望大家和我一样，都
做一个尊老的人，那么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民间故事读后感篇六

威尔逊说“书籍是经过心灵观察世界的窗口。住宅里没有书，
犹如房间没有窗户”近日，我去书店转了一圈。想要买些课
外的书。此刻，一本名为《中国民间故事》的书吸引我的眼
球。怀揣着一份好奇买下了它。带着一颗好奇的心认真读完
了。最大的感慨便是：中华文化之博达精深！

万里长城也有人叫八达岭长城，以往在那一带住着两户人家，
分别姓孟和姜。说到这儿，想必大家都明白肯定和孟姜女有
关。没错，我要说的是鮮为人知的她的来历。话说某年孟家
种的瓜秧爬到了隔壁的姜家，并在墙边结了个瓜。秋收时，
这个瓜被一分为二，一家一半。切开时便出来个女孩儿，两
家取名孟姜女。

随着时间的推移，女孩儿长大了，与一个名叫范喜良的喜结
良缘。而那时正值秦始皇招人修建万里长城。毫无疑问，范
喜良被抓走了。可怜的孟姜女在洞房之夜失去了丈夫，可见
她是何等的悲痛难过。可一向等待的范喜良始终没有回家，
于是她决定去找范喜良。从此便开始了寻夫这路。

历经千辛万苦来到长城脚下，映入眼帘的是官兵拿着皮鞭凶
残的对待那些可怜的壮士，正因为这样，长城脚下的一堆堆
白骨就构成了。如此悲惨的'场面，让孟姜女悲愤不已！便开
始拼命的寻找丈夫。可有人告诉她，她要找的人早在三天前
已经死了。孟姜女第一反应就是痛哭，于是长城倒了，露出
了她丈夫的尸骨。作为一国之王的秦始皇听说这事岂能不生
气，便处死了孟姜女。从此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感人故事便在
民间传开。



关于牛郎织女，都是妇孺皆知。而我看完这则故事后，觉得
主人公更应当是牛郎身边的那头憨厚忠诚的牛。那个憨厚朴
实的孩子敌可是哥嫂的霸道，便只得了一头牛和一点田地后
被哥嫂赶出家门。

某天黄牛，哦不，应当叫神牛。当它对牛郎说该娶媳妇的时
候，牛郎无奈自我的穷困只得摇摇头。老黄牛便为他支招。
牛郎有幸娶到了仙女织女，有情人终成眷属。牛郎与织女不
但在一齐了并且还有了孩子。

可好景不长，王母得知这事，无疑是雷霆大发！捉走了织女。
而老牛为了牛郎能追回织女，牺牲了自我。这张充满神力的
牛皮助牛郎飞上天去寻找织女。

传说之后牛郎和他的两个孩子变成了星星，最中间的就是牛
郎星。而织女也变成了星星。他们相隔一个银河的距离。而
之后每年的农历七月七日他们才能借喜鹊搭建的鹊桥见上一
面。

小时候听老人说，七月七日那天晚上坐在葡萄架下能够听见
牛郎和织女的谈话呢。遗憾的是，关于这个传说，我一向没
有得到验证，当人们在感慨牛郎织女的悲惨感情时，我却佩
服老黄牛的默默奉献。留下的一段传奇佳话是他们的，他什
么也没有。

每一个简单的小故事都能引起我的深深思考。透过现象看本
质，然后检讨自我，完善自我。正如罗曼·罗兰所说：从来
没有人为了读书而读书，必须要在书中读自我，在书中发现
自我，检查自我！

民间故事读后感篇七

不久前，妈妈给我买了一本书，名叫《中国神话故事》。



这本书一共有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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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里面有许多个为我们所熟知的神话故事，如盘古开天
辟地、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神农尝百草、女娲补天……等
等，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大禹治水这个故事。

大禹他为了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幸福宁静地生活，不再受到
洪水的侵害，他毅然勇敢地带领百姓和搞破坏的敌人作斗争，
进取地千方百计想办法治理洪水灾害，他用了长达十三年的
时间疏通了九条大河，平息了洪水的危害，而最为可贵的是，
为了早日治理好洪水灾害，大禹他以往三次经过自家门口都
没有进家门和亲人团聚。正因为大禹他有大公无私的忘我精
神，所以最终受到了人们的尊敬，百姓的爱戴。

从这个故事中，我读懂了，要想做好并做成一件事，并不是
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是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要有坚持不
懈、持之以恒的精神，更要有不怕困难险阻的决心，才能战
胜一切困难，从而获得最终的成功。

对于我们来说，努力了、奋斗了，有付出就会有收获，此刻
我们仅有好好学习，不怕辛苦、勤学、多问、多练，这样才
能学有所得。

中国民间故事读后感（十）：

寒假里，我读了《中国民间故事100篇》这本故事书，书中故
事富有神奇色彩，历来是人们所喜欢的，可谓家喻户晓，耳
熟能详，这此民间传统故事，让我感受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王祥卧冰求鲤》讲在很久以前，有一户姓王的人家很穷，
母亲靠帮人缝补衣服，儿子王二小帮人放牛、打鱼、捉虾为
生。有一年冬天，一连下了十多天的雪，王祥的母亲生病了，



郎中面带难色说：“必须要用一斤重的鲜活鲤鱼做药引才能
治好病。”于是，王祥在冰封雪地里，不能凿掉冰块，怕把
鱼吓跑，仅有脱掉衣服躺在冰面上要用体温把冰焐化，寒冰
刺骨，王祥冻得不一会儿就失去了知觉，他的行为感动了上
天，感动了神仙，神仙帮他捉到了一条鲤鱼，王小儿感过神
仙后，立刻回家治好了母亲的病。

王祥的爱母亲，为母亲所做的事深深地打动了我，我要像王
祥一样，做一个孝顺父母，尊敬师长的好孩子，好好学习，
勤奋努力，要以优异成绩报答父母和教师。

民间故事读后感篇八

这个假期我读了一本书，它的名字叫《西湖民间故事》，这
本书主要讲述了从古至今，从众人口中流传下来的故事。其
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虎跑泉的来历。

从前有一兄弟大虎和二虎，他们俩打过许多仗立过不少功劳，
因爱打抱不平被流落他乡。一天，他们来到杭州，借宿到寺
庙里，知道老和尚挑水难，便主动留下来帮助老和尚挑水，
他们十分勤快，人见人爱。一年冬天，天气干旱，小溪干涸
了，大家没有水喝，他俩想起流浪过一个泉，童子泉，他俩
下定决心把童子泉移过来，他俩磨破了脚，终于走到了童子
泉，可要把他移过来，必须奉身，变成老虎，他俩不顾一切，
变成老虎，让群众喝水，从此这股泉叫“虎跑泉”。

大虎、二虎的献身行为，十分令我感动，他们为了大家，舍
去了自已的生命，一个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他们俩却可以
舍去生命，救别人。

在我们身边也有许多这样的人，一个个抗日英雄，不就是吗？
王二小为了祖国胜利不顾生命，故意让日军进入埋伏地，好
让抗日胜利而舍去自已的生命。赵一曼为了祖国，一直不说
出真相那怕被鞭打，那怕被敌人用牙签把指甲弄翻，不怕丧



失自已的性命，在死前还不被屈服，如此多的英雄就在我们
身边。

同学们，向大虎和二虎学习，学习舍已为人的高尚品质！

民间故事读后感篇九

西湖，秀美而富有灵气，就像是一位有着各种彩衣的仙子；
西湖，是一首诗，一幅天然的水墨画卷，有着一个个美丽动
人的故事。不论是多年居住在这里的杭州人还是匆匆而过的
游客，无不为这天下无双的美景所倾倒。阳春三月，莺飞草
长。苏白两堤，桃柳夹岸。两边是水波潋滟，游船点点，远
处是山色空蒙，青黛含翠。西湖的美景不仅春天独有，夏日
里接天莲碧的荷花，秋夜中浸透月光的三潭，冬雪后疏影横
斜的红梅，更有那烟柳笼纱中的莺啼，细雨迷蒙中的楼
台——————无论你在何时来，都会领略到不同寻常的风
采。杭州是我的家乡，有许多动人的故事。所以，今年的暑
假，我就开始看这本《西湖民间故事》。 《西湖民间故事》
由大大小小67个故事组成，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三潭印月
（黑鱼精的故事）。故事讲的是：很久很久以前，一条千年
黑鱼精从龙宫逃了出来，到钱塘江作怪，钱塘江的百姓叫苦
连天。

一天，黑鱼精变成一个黑大汉来西湖玩，他走到望江桥边，
忽然闻到一股香味，一看，桥边原来是一家点心铺，一个老
奶奶在卖馄饨面。黑鱼精玩累了，就一口气吃了五碗馄饨面，
一会儿，黑鱼精肚子忽然疼了起来，在地上大了十八个滚，
吃下的东西全部吐了岀来，馄饨面变成了一条铁锁链，把黑
鱼精锁牢了。原来这个卖馄钝面的老奶奶是观音娘娘的化身。

观音娘娘将黑鱼精带到大井巷，将它镇压在井下，观音娘娘
说：“你为非作歹，祸害百姓。想要出来，除非井头现天光。
”原来，这井和露天井不同，是建在室内的内井。谁知有一
年，杭州来了一个新知府，巡视街坊时，提着的灯的灯光射



进井里，突然，一阵响声从井底传来黑鱼精挣脱锁链逃跑了！
黑鱼精在西湖中央钻了一个三百六十丈的深潭，平时在潭内
睡觉，只有到了午时三刻，肚子饿了，就出来吃人，害得人
们都不敢去西湖边啦。

观音娘娘知道了，找来一个香炉，这时黑鱼精刚好浮出水面，
香炉越变越大，发出万丈金光，罩在了黑鱼精头上。

从此，黑鱼精再也出不来了，而香炉的三个角（脚）就是三
潭印月，又因为香灰翻到在西湖里，从此，西湖泥都成了香
灰泥。

啊！古人的想象力和求知欲造就了多少美妙的故事，故事中
又寄托了多少祝福啊！读这本书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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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了《西湖民间故事》不仅让我了解了西湖悠久的历史，更
重要的是使我懂得了许多做人和做事的道理。发生在西湖畔
的美丽传说和可歌可泣的故事，如天上的星星数不完，这本
书不仅丰富了我的知识，开阔了我的眼界，还让我更多地了
解自己家乡的风情，真是一举多得的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