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览梁山感悟 祝英台与梁山伯读后
感(优质5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
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那
么心得感悟怎么写才恰当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
心得感悟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
朋友。

游览梁山感悟篇一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唐张读《宣室志》已有记载，以后，
在民间歌谣、说唱和戏曲中广泛流传。20世纪初，活跃在浙
江农村的“小歌班”已有演唱这一故事的戏文。40年代初，
袁雪芬先后与马樟花、范瑞娟合作，由南薇执笔，将旧本压
缩为一本《梁祝哀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在《梁
祝哀史》基础上，整理、改编成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
改编本描写祝公远之女祝英台女扮男装，赴杭求学，中途与
梁山伯结拜为兄弟。两人同窗共读，三载相伴。祝公远促女
归家，在送别途中，英台托言为妹作媒。向山伯自许终身。
山伯从师母处得知真情，赶至祝家求婚，祝公远已将英台许
配太守之子马文才。山伯悲愤成疾而亡。马家迎亲之日，花
轿途经山伯坟墓，英台墓前哭祭，墓裂，英台跃入穴中，双
双化为彩蝶。改编本突出了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的迫害，加
强了梁山伯、祝英台之间友谊和爱情的描写，并以他们的爱
情悲剧，控诉了扼杀美好事物的封建婚姻制度和封建家长制
度。剧中《十八相送》、《楼台会》等场戏最为观众称道。
《十八相送》以富于喜剧情趣的笔墨，生动地刻画了梁山伯
的纯朴、忠厚与祝英台的热情、真挚;《楼台会》在沉郁的悲
剧气氛中，渲染了梁山伯对爱情的执着，描写了祝英台对爱
情的忠贞。梁祝死后化蝶的传说始于南宋;越剧的《祷墓化
蝶》，更以美丽的形象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想象。改编
本还在语言上继承和发扬了民间文学的特色，比喻生动，形



象丰富，感情深厚，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游览梁山感悟篇二

读沈石溪的动物小说，总能有一种峰回路转的感觉。他的小
说能把你带入到我们平常知之甚少的动物们的内心世界，寓
意深刻。可以看出作者通过描写动物，对丑陋的鞭挞和讽刺，
而对真善美则大肆渲染。《被逼上梁山的豺》就是一个很好
的例子。

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失去的母亲的幼豺，被作者带回去养大，
把她训练的像狗一样。她和主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然而因
为她有一个大的尾巴，寨子里的人们不接受她，鄙视她。她
想和狗们呆在一起，却遭到狗们的攻击。这只豺认为是自己
的尾巴惹的祸，于是乘作者铡草时，把尾巴伸进了铡刀，切
掉了自己的大而美的尾巴。

这只豺天真的认为自己没有了使别人感到另类的尾巴，便能
做一条真正的狗了。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她的遭遇变得更
加艰难。最后她在彻底无望的情况下跑进来深山，做了豺狼
的头领，并对村寨的家畜进行报复式的攻击，使村子的人们
损失惨重。

读这篇故事使我想起了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这只豺的遭遇跟
祥林嫂几乎完全一样，所不同的是祥林嫂成为了封建礼教的
牺牲品，而这只豺则在人和狗对她抛弃和攻击的情况下，做
回了自己，树立了真正的豺狼的尊严。

整个文章充满了情与爱。憎爱分明。这只豺在即将饿死的情
况下，被作者带回家，把她养大。她也知道知恩图报，“它
会扑进我的怀里热烈地舔我的脸颊，他会像狗似的发出轻吠
或咆哮，它会用平静的眼光看着在它身边刨食的肥胖的母鸡，
它会按我的指令把正在山坡上吃草的羊群吆喝回来，它会钻
进茂密的草窠把我射落的斑鸠捡回来，它会在我做家务活的



时候耐心地在门口蹲两个小时，使我不好意思不带他到野外
散步。”

在被逼无奈，逃到森林里做了一个豺狼的头领后，对村子里
的家禽家畜进行大肆报复式的掠杀，“寨子里几乎所有的人
家的家禽畜牧都遭受过豺群的攻击，唯独我养的两只猪和一
窝鸡，整天放在外面，却毫发未损，”甚至作者用尿液标记
以后，“那群豺再也没有找过曼广弄寨的麻烦。”

游览梁山感悟篇三

这是一个令人熟知的爱情故事,千百年来，中华文化中关于爱
情的传说一直在被传颂，即便不识字的老人也能绘声绘色的
讲出水漫金山，孟姜女哭长城啊，七夕的晚上要到葡萄架下
听听牛郎织女的悄悄话等等。

我是从什么时候知道化蝶的？老人给讲的？看书看到的？只
记得佩服他们对爱情的追求和勇气。由绘本界大师、日本福
音馆唐亚明老师和专职从事绘本创作的于虹呈联手精心制作
出来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带给了我不一样的感受。唐亚明
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系和东京大学研究生院,著有小说《翡
翠露》和图画书《哪吒闹海》《西游记》等多种作品，于虹
呈创作了《盘中餐》、《元宵节》等作品。如此经验丰富的
作者再加上国际扬琴协会会员、旅日扬琴表演艺术家郭敏的
精心演奏，一个常见的故事似乎有些不同了。

30cm*26cm的大版本超出我的想象，封面上大朵的牡丹花旁
边两只蝴蝶翩翩飞舞，这种画风令我想起了小时候贴在墙上
的年画，好熟悉好亲切。讲故事之前扫描了二维码，熟悉的
梁祝的音乐声缓缓响起，在音乐中读书也是这本书的特色之
一吧。翻开故事的第一页，刚刚去博物馆参观过的皮影展的
孩子就惊喜地说：这个不是皮影么。的确整本书参照了传统
皮影的刀法，刀刻镂空出图画的轮廓，别致新颖,一动一静皆
有不同的感受，令人耳目一新,整套书中除了必要的人物之外,



增加了很多动物神兽在里面若隐若现,为这本书增加了很多情
趣。通篇的画面丰富大气，色彩绚烂而不浓烈，很柔和，让
人看起来赏心悦目。

配合着扬琴的美妙的音乐声,故事缓缓展开，好学的祝英台软
磨硬泡的恳求父亲要外出求学，之后路上偶遇同来求学的梁
山伯，二人结伴而行,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的两个人在草桥义结
金兰，到达杭州之后二人一起学习，同读书同弹琴同游河山,
同窗整整三年,随着要祝英台返乡的家书传来,祝英台必须回
家了,不忍离别的梁山伯以也要回家为由送祝英台,祝英台不
忍就此天涯陌路,一路之上不断提示点化梁山伯,但忠实憨厚
的梁山伯未曾领悟,祝英台无奈之下以家有九妹为由与梁山伯
定下婚约。待一年后，梁山伯学业完成，前去提亲才惊觉九
妹就是祝英台,而此时祝英台已被另许人家,凄然而别的二人,
虽然奋力斗争但难以扭转局面,梁山伯忧郁而逝,英台被迫出
嫁,出嫁途中经过山伯墓前祭拜时哀恸大哭,坟墓裂开后,英台
跃入墓中,后有彩虹出现,蝴蝶翩翩而出。一个美好的爱情故
事，以简练通俗的语言娓娓道来，略带神话色彩。祝英台的
好学和勇于追求爱情的精神及梁山伯忠厚重情重信刻画得形
象鲜明。整个读书过程中，孩子一直很专注的听着看着，偶
尔很惊奇插句话说：他们坐船神兽在划船哎！随着20多分钟
的音乐声结束故事也讲完了，孩子还意犹未尽：他们一定是
变成蝴蝶了吧，看好多神兽总围绕着他们，肯定是在保护他
们，夏天看到的在一起一对一对飞舞的蝴蝶应该是他们吧。

这本书充满着浓郁的中国元素，画面精美独特，文字简练流
畅，虽是个熟知的故事，也能读到不一样的东西，有令人耳
目一新的感觉，值得收藏。

游览梁山感悟篇四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相信已经家传户晓了。祝英台女扮
男装进学堂读书认识了梁山伯，但是奈何最后鸳鸯被拆散，
两人变成蝴蝶翩翩起舞。



想到这儿，祝英台赶紧回到房间，鼓起勇气向父母要
求：“爹，娘，我要到杭州去读书。我可以穿男人的衣服，
扮成男人的样子，一定不让别人认出来，你们就答应我吧!”
祝员外夫妇开始不同意，但经不住英台撒娇哀求，只好答应
了。第二天一清早，天刚蒙蒙亮，祝英台就和丫鬟扮成男装，
辞别父母，带着书箱，兴高采烈地出发去杭州了。

到了学堂的第一天，祝英台遇见了一个叫梁山伯的男同学，
学问出众，人品也十分优秀。她想：这么好的人，要是能天
天在一起，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也一定会很开心的。而梁
山伯也觉得与她很投缘，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于是，他
们常常一起诗呀文呀谈得情投意合，冷呀热呀相互关心体贴，
促膝并肩，两小无猜。后来，两人结拜为兄弟，更是时时刻
刻，形影不离。春去秋来，一晃三年过去了，学年期满，该
是打点行装、拜别老师、返回家乡的时候了。同窗共烛整三
载，祝英台已经深深爱上了她的梁兄，而梁山伯虽不知祝英
台是女生，但也对她十分倾慕。他俩恋恋不舍地分了手，回
到家后，都日夜思念着对方。几个月后，梁山伯前往祝家拜
访，结果令他又惊又喜。原来这时，他见到的祝英台，已不
再是那个清秀的小书生，而是一位年轻美貌的大姑娘。再见
的那一刻，他们都明白了彼此之间的感情，早已是心心相印。

此后，梁山伯请人到祝家去求亲。可祝员外哪会看得上这穷
书生呢，他早已把女儿许配给了有钱人家的少爷马公子。梁
山伯顿觉万念俱灰，一病不起，没多久就死去了。听到梁山
伯去世的消息，一直在与父母抗争以反对包办婚姻的祝英台
反而突然变得异常镇静。她套上红衣红裙，走进了迎亲的花
轿。迎亲的队伍一路敲锣打鼓，好不热闹!路过梁山伯的坟前
时，忽然间飞沙走石，花轿不得不停了下来。只见祝英台走
出轿来，脱去红装，一身素服，缓缓地走到坟前，跪下来放
声大哭，霎时间风雨飘摇，雷声大作，“轰”的一声，坟墓
裂开了，祝英台似乎又见到了她的梁兄那温柔的面庞，她微
笑着纵身跳了进去。接着又是一声巨响，坟墓合上了。这时
风消云散，雨过天晴，各种野花在风中轻柔地摇曳，一对美



丽的蝴蝶从坟头飞出来，在阳光下自由地翩翩起舞。

游览梁山感悟篇五

拿到书，我还是颇为惊讶的。对于中信的书，多年来一直关
注，怀有某种情结，源自于它持续不断的创新。是的，它总
能在让一件司空见惯的物件焕发新的光彩。在这一点上，与
我所欣赏的白先勇先生非常相似，他把《牡丹亭》以青春版
的格式塑造成为新的经典，其用心精良，其人非凡的艺术格
局令人叹为观止。这方面，中信也一样。《梁山伯与祝英台》
无疑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故事情节早已烂熟于心，然而，
传统文化不应止步于民间的流俗，不应止步于脑白金式的家
喻户晓而没有唤起对经典本身的颂读，这对于文化本身，是
极度不公的。瑰宝必须被传承下去，如何？对谁？其实，若
想得到传承，孩子们才是经典故事最应被表达的群体。在儿
童图书市场一片狼藉的今时今日，每每走进书店，看到满眼
弱智化情感表达和思维导向的少儿书，在令我失望之余，更
不免愤恨，痛恨书籍的策划者把本该最富生机和创造力的少
儿图书搞得令人丧失兴趣――在我的观念里，兴趣的丧失是
最大的悲哀。

还好，失望之余，总会有丝丝曙光，那便来自于这片领域中
真正爱书、懂书的人。他们的手笔令人有愿意研读、收藏、
倾慕和谈论的欲望，这样的人必须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作为一个对品质有着极度洁癖的人，图书的质感决定了它在
我眼中的“命运”。开阔的幅面、触感良好的纸张、细腻的
笔触、深沉而不失欢快的色调，都令阅读成为一种美好的体
验。最令我惊喜的是画风，带有浓厚剪纸和皮影色彩的风格，
令本土原创绘本的未来出现一种令人期待和激动的迹象。

辞别爹娘时祝英台欢快的眼神分明表现了她获得自由的决心；
离家出行路上的画卷，宽阔的幅面中央，两个孤单的人影，
那种既新鲜又略带寂寞忐忑的行状，跃然纸上；与梁山伯初



相见时同撑一把伞游赏的情景，清新秀丽，是令人赏心悦目
的图景；二人在书院一同操琴练曲的认真努力，无需多言，
就可体会到那种朝夕相处的深情；祝英台跃入坟墓，最终二
人化蝶缠绵而出的画面感，迅速营造出了可切身感觉得到的
凄美。整本书既有可细细品读、不断赏玩的画面，又有快速
营造氛围的紧凑节奏，唐亚明先生和于虹呈女士对作品精心
打磨的匠人态度值得尊敬。我们的时代需要更多这样的人，
我们的孩子更加需要。孩子们不应该被裹挟在噪音、污染的
文化中，获取苍白没有营养的精神食粮，孩子们是最最纯净
可爱的一群，他们需要被最好最优秀的文化所给养，需要听
到最美的声音，见到最好的风景，习得最卓越的洞见。有了
这套书，孩子们有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