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水浒传读后感初中 水浒传读后
感(优质7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
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水浒传读后感初中篇一

这一章是说“病关索”杨雄与“拼命三郎”石秀的故事。引
出这个故事的人是戴宗，而戴宗的出现是他奉命来寻找久不
归梁山的公孙胜。

公孙胜不回梁山的原因只有公孙胜知道。

戴宗奉命寻找公孙胜，最终是没有找到，但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这样，在途中，戴宗被一个人认了出来，这人
是“锦豹子”杨林。杨林是个绿林中人，在江湖上乱，结识
了公孙胜，公孙胜便给他指了一条活路，讲了许多梁山故事，
要他投靠梁山。今日碰到戴宗，便认了出来，杨林就这样随
了心愿。

通过杨林，戴宗又认识了饮马川的三个匪首，“铁面孔目”
裴宣、“火眼狻猊”邓飞和“玉幡竿”孟康。戴宗又失时机
的为梁山做了广告，为这三人入伙梁山做了铺垫。这是第二
件。

戴宗、杨林离开饮马川，到蓟州城去找公孙胜，没有找着公
孙胜，却见到了一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故事。“病关
索”杨雄是蓟州两院押狱，是戴宗的同行，所不同的是他还
是个行刑的刽子手。杨雄刚行完刑，得了许多彩头，遇着当
地一霸“踢杀羊”张保，正带着一伙人拦住他，要劫财物。



这时，一个卖柴的大汉，打跑了张保这伙人，为杨雄解了围。

水浒传读后感初中篇二

“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读了水浒传，我才
知道古典名著的魅力， 受到了古典名著的熏陶，感觉都能从
人物的话语中体会到人物的性格。鲁迅曾经也说过，《水浒》
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有说话看出人的。

这本书大致讲述了：北宋末年，皇帝无能，奸臣当道，民不
聊生，在山东北边，有一处水泊梁山，那里聚集了一百零八
个好汉，替天行道，兴盛一时，成为当时朝廷的一大心病，
在朝廷几次攻打未果后，接受了招安，并帮助朝廷征辽、平
方腊，最后仅剩二十余人。由于朝的四大奸臣嫉妒其功劳，
部分剩下受封赏的好汉被害得丢官或被害死。

不必说林冲的忍辱负重，小旋风柴进的仗义疏财，也不必说
武松漂亮的醉拳，只说吴用的足智多谋，就令人叹服。他为
晁盖献计，智取生辰纲，用药酒麻倒了青面兽杨志，夺了北
京大名府梁中书送给蔡太师庆贺生辰的十万贯金银珠宝；他
在宋江浔阳楼念反诗被捉，和戴宗一起被押赴刑场，行刑时，
用计劫了法场，救了宋江，戴宗；他在宋江二打祝家庄失败，
准备第三次攻打时，利用双掌连或建立镜像#环计攻克祝家庄；
他在宋江闹华州时，又出计借用宿太尉金铃吊挂，救出了九
纹龙史进，花和尚鲁智深。一生屡出奇谋，屡建战功。受招
安被封为武胜军承宣使。宋江，李逵被害后，与花荣一同在
宋江坟前上吊自杀，与宋江葬在一起。真不愧为"智多星"呀！

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来源于一个字“义”。义就是正义，孟
子说过：“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
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水浒传中的英雄，哪个不是义字当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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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舍生取义的人很多，如：文天祥、岳飞。他们不怕死么？
他们为了正义，为了真理可以奋不顾身，因为强烈的正义感
清楚地告诉他们，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值得用生命去奋
斗的。在现实生活中，义同样无处不在，给老人让个座位，
给父母洗一次衣服，看到有人跌到了扶一下，这都是义。刘
备说得好：勿以已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一部《水浒》显出英雄信念：替天行道，杀退朝廷官兵；

一部《水浒》展示英雄气概：侠肝义胆，为民打抱不平；

一部《水浒》现出英雄本性：同甘共苦，聚义梁山水泊；

一部《水浒》写出英雄精神：勇往直前，征讨江南淮西。

水浒传读后感初中篇三

提起林冲，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他保护不了自己的妻子，
最终还无奈的被逼上梁山，他——懦弱，只懂得“忍”。而
我却觉得这并不是完整林冲，这，只是从前的他;这，也只是
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况且，从他开始决定投靠梁山那一刻
起，他就不懦弱了，不是吗?这，是他一个“反”的开始，反
抗这个黑暗的社会的开始。

他的意志坚定同样让我佩服不已：招安那时，他坚决抵制、
反对投降，还成为起义军的一员。他不像宋江那样放弃目标、
迷恋功名。他心里一直有这样一个声音：他要改变这个黑暗
凶残的社会。他早已不再软弱，他就是一头豹子，一头决心
咬着猎物不放的豹子。

虽然，他最终失败了，带着抑郁离开人世了，但他那种救世
热情，那种冷静镇定却永远留在我的心里，而我对他尊敬也
不禁油然而生。



回头看看自己，考试时剩下最后几分钟还有疑惑就紧张了起
来，一觉得困难目标就摇晃了起来。我，或许也该学学林冲
的那种镇定，那种坚定吧。

林冲，你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一个真正的“豹子头”。

水浒传读后感初中篇四

在家，我最喜欢阅读读名著，但我读得也不多，不过我印象
最深的是《水浒传》。

《水浒传》写的是宋代以宋江为首的农民革命，一百零八将，
各有各的技艺，他们都是迫于现实的无奈，被上梁山的，一
百零八将从集聚到消亡，经历了短暂而具有深意的过程，揭
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败，以及统治阶级的罪恶。

从《水浒传》中，给我启示最大的是“忠”“义”,林冲之妻
在林冲被逼上梁山后，对于高俅之子侮辱，宁死不屈，致使
最后上吊而死，这是忠。鲁智深慷慨大方，帮助金老父女脱
离苦海，此处说明鲁智深的勇而有谋，胆大心细，他戏耍郑
屠以解恨。这是义。在中华民族的革命历史上，有多少义气
凛然的革命烈士，用他们的满腔热血，挥洒于天地之间，才
成就了今天蒸蒸日上的祖国。

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没有太多惊心动魄的事，但却也处处透着
义气，对朋友讲义气，不计较小事，对陌生人侠义相助，慷
慨解囊，共同建设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

但《水浒传》中，我要批评一个人，宋江，他号称及时雨，
没错，他总在兄弟有难时及时解救，但他对朝廷的忠，是一
种愚忠，他饱读圣贤书，为国效力为百姓造福，但就因为他
对朝廷的仁慈思想，让一百零八将惨死。



水浒传读后感初中篇五

今年暑假，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读完了四大名著之一的《水
浒传》，它产生于元末明初，是我国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
材的长篇章回小说，作者就是路人皆知的作家施耐庵。

也许有人会问我：“俗话说的好：‘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
国。’你年纪轻轻，为什么要看这《水浒传》呢？”这原来
是老师布置下来的暑假作业，我也本来是随手读读，闲时看
看，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本书竟然具有如此强大的魅力，
让我读的是“废寝忘食”：每天晚上吃过晚饭，就拿起它读
到十点多钟，可是经过妈妈的再三催促，才把书放下睡觉；
每天早晨起来就在床上看书，直到肚子饥饿难忍都不去吃早
点，最后是饭菜凉了，被妈妈痛诉一顿，方才吃饱也。

《水浒传》是作者以见于史书的材料为主要内容依据，再结
合民间的传说、戏曲文化、儿童画本等中形形色色的故事，
又经过长期的加工与创作而写成的。他通过描写北宋末年的
一直已送交带头，并且有众多英雄豪杰加盟参加的农民起义
军那一段可歌可泣的事迹，形象生动的解释了当时官府的邪
恶与现实的黑暗，写出了各路英雄对官府的仇恨结交在一起
变为燎原之火，同时也写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

全书以高俅的升官发迹作为开端，披露了朝廷的腐败，再现
了封建王朝腐朽的生活，而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就是封建社
会统治阶级的腐朽与残暴、乱由上作，将一条条好汉逼上梁
山，走到了“替天行道”那面杏黄色的大旗下，让我对当时
封建王朝的黑暗而感到愤怒。

农民起义军中有农民因为打伤人而被朝廷追杀被迫参加起义，
如鲁莽的黑旋风李逵，朴实、性急的花和尚鲁智深；阮氏三
雄、浪里白条张顺等等，还有一种就是官员、教头之类的社
会地位高等的人物，他们因为遭到官府一些奸臣的迫害而不
得不起义，其中林冲就是典范。



在起义军中，最讲究的就是“忠义”二字，你看着一百单八
将中那个不是为了山寨死而后已。不过这一百八人更追求忠，
尤其是及时雨宋江，他时时刻刻都盼望着朝廷早日招安，就
连酒后吟诗也道：“忠心愿，平虏保国安民。日月常悬忠烈
胆，风尘障却奸邪目。望天王将诏早招安，心方足。”宋江
他们一伙人都是为了“替天行道”，只反朝廷、官府中的奸
臣，而不反皇帝，他们并不希望统治，只是盼望早日为国家
效力，而这也是这一百单八将名送黄泉的主要原因。

水浒传读后感初中篇六

《水浒传》，想毕大家对这书并不陌生，四大名著嘛，经典，
可这对于牙牙学语时的我却是天方夜潭小时候听爸爸读得神
神叨叨，脑袋一瞬间就像炸开了锅似的，七荤八素掺杂在一
起，我从来不觉得书中打打杀杀的镜头有什么好看的，天黑
时，我躺在床上，那些故事，与我八竿子打不着的情节却在
那时从爸爸口中一股脑儿地涌来，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见
面不相识，想这《水浒》是跟我无缘，听了半天，我便睡了。

长大些许后，爸爸便将自行阅读《水浒传》的任务隆重交给
了我，那沉重的书，枯黄的封面，怎么看怎么乏味！

什么豹子头时迁和行者吴用在风雪山神庙结义？

花和尚李逵破林冲连环马？

张冠李戴，头屋颠倒的病症屡次发生，没办法，只能对症下
药。

阅读的方法是什么？

听别人说要一个字一个字去理解，品味字里行间的文章之养
分其实我的内心是十分抗拒的：一个字，一个字，那看完一
本书要等到猴年马月！但我还是决定试试。



我要干一场大的：重新读！

看那流逝大半的页数重归于零，我开始重走正道，新的征程！

轻轻念着水泊梁山我感受到了他们的一致对外的团结与豪迈。

慢慢读着绿林好汉李逵大刀阔斧砍开一条血路

阅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没有一颗热爱阅读的心，当你有
时才知道：阅读有多快乐！

水浒传读后感初中篇七

天早上，我到学校才发现，班门还没有开，我和小伙伴们就
在班外等啊等啊等啊等，真的很无聊，就在这时，拿钥匙的
人终于来了，我们就蜂拥而至的冲上前去把书包放到各自的
位置上，就跑到楼下去升旗，可老师看见了我们，就叫我、
荆思琪、何嘉仪、王译萱、王芷琪、张涵，老师叫我们六个
人写市树市花、经典文学读后感，张涵写市树市花(因为他的
妹妹也写过，比较有经验)，理所当然，我们剩下的五个人就
要写经典文学读后感了，我们几个讨论了一下，我写《水浒
传》读后感，荆思琪写《西游记》读后感，王译萱写《三字
经》读后感，王芷琪写《三国演义》，何嘉仪写《红楼梦》
读后感，我们就跑到数学办公室，打开电脑，我写的如下：

在梁山聚义的一百零八位好汉都是被迫走上起义道路，这种
逼迫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不甘忍受恶势力的压迫而奋起反抗，
二是在起义军的逼迫下加入梁山好汉的队伍。这部小说反映
了当时朝廷的迂腐，想必作者在写《水浒传》时心中充满悲
愤，表达了他对朝廷的不满，才能把水浒人物刻画得如此生
动，心理活动描写得如此详细，环境渲染得令人觉得身临其
境吧!

我喜欢花和尚鲁智深的急中生智。他三拳打死郑屠，就在这



大祸临头之际，鲁智深一面骂着：“你诈死，洒家慢慢和你
理会。”一面大踏步地走了。假若把鲁智深换成我，我一定
会傻站在原地，任别人把自己抓走的。

比起花和尚鲁智深，我还是更喜欢宋江。宋江在浔阳楼喝酒，
说醉话以及在墙上题反诗，表现了他满腹经纶壮志未酬的苦
痛。他是借着酒力来吐出心中的不快，也只有在这种沉醉、
狂放的状态中，他才能写出了《西江月·自幼曾攻经史》这
首诗。

《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位好汉都有着的悲壮和替天行道的
豪情，是一曲忠义的悲歌。《水浒传》这部小说通过对宋江
领导的梁山泊农民起义的全过程的描述，展现了北宋末年政
治腐败、奸臣当道、民不聊生的社会面貌，在封建专制社会
具有普遍意义。

《水浒传》——那些紧张曲折而又富有生活气息的故事;那些
带有传奇色彩而又栩栩如生的人物，永远都活在我们的心中，
永不磨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