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聊斋故事读后感(汇总10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聊斋故事读后感篇一

今天，我读了《聊斋志异》。聊斋是一部经典小说，它是明
末清初著名作家蒲松龄的代表作。它通过鬼、狐的故事，反
映了当时社会的腐败、贪污成风比比皆是。

比如《画皮》就讲了一个人贪色，找了一个狰狞的瘦鬼，浑
身长着黑毛，牙齿如锯子，指甲如锥子。而自己却浑然不知。
他在街上走，一个红脸道士说：“王大郎身上有妖气。”可
他不承认错误。回家后，王大郎就开始怀疑那个人，自己爬
窗户上一看才知道，这个女九牛二虎之力是一个瘦鬼。顿时
吓的坐倒在地。王大郎被女鬼害死了，妻子为了救他费了千
辛万苦找到了红脸道士。红脸道士说有个人可以帮她。一看，
竟然是个疯子，疯子让妻子吃了自己的唾沫，高高兴兴的跑
了。妻子回到家，唾沫变成了一颗心脏，救活了王大郎。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知道了，要分清善恶是非，不能光看一个
人的'表面妄下定论。我也不禁佩服作者的的文采汲汲和他敢
于正视现实的精神！

聊斋故事读后感篇二

《聊斋志异》的作者是清初的文学家蒲松龄。“聊斋”是他
书屋的名字，“志”是记述的意思，“异”指奇异的故事。

在这本书中有许多好看的故事，我最喜欢的是《种犁》这个
故事，讲的是：一位卖梨的人，因为梨很好，即使是价钱贵



了一些，但还是很多人去买，有人就跟卖梨的讨价还价，卖
梨的人很生气的说，没钱买就走开，别耽误我生意。

这时候有个道士来到卖梨的跟前，请他施舍一个梨，卖梨的
不给，还大骂道士，这时有个小伙计看不过去，就用自己微
薄的工钱，给道士买了个梨。道士吃完后，就把梨核埋在了
地下，交了水，不一会儿就长出参天大树，还结满了梨。道
士把树上的.梨分给了大家一起吃，卖梨人都看傻了，等他回
过神一看，自己的梨全没了，原来分掉的是自己的梨呀，他
连忙去追那个道士，最后也没追上。

看完这个故事，我觉人一定要有同情心，不能只顾自己，对
于有困难的人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这样这个世界才能更
美好！

聊斋故事读后感篇三

暑假期间，我看完了一本厚厚的书：《聊斋志异》，相信同
学们都知道这本书，看过电视之后再来读书，发现很多东西
还是书中写的好，是影视作品无法表达的。

是什么东西这么吸引我呢?哦!原来是里面的情节写得很精美。
尤其是书中的《赵城虎》这则故事特别好玩儿。它讲是一只
通人性的老虎。一天，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奶奶的儿子上山砍
柴，不料被一只饥饿的老虎给吃了。老奶奶听说后嚎啕大哭，
但是又一想光哭有什么用，还不如到县衙去告状。她到了县
衙后带着哭腔说：“我的儿子被老虎吃了。”县官遗憾地回
答道：“我们只逮捕人，不逮捕老虎。”听了这句话，老奶
奶又大哭了起来。县官没办法，只好问左右两边的人有没有
人肯去捉老虎。要知道捉老虎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所以没
人肯去。正在这时，一个人醉熏熏地走了出来说：“我去”，
说着拿起公杖就走。但等他酒醒了，立刻就后悔了，只好双
手空空地回来了，结果挨了板子。第二天清晨，他就去菩萨
那里诉苦。他刚刚要回去，忽然，一只老虎扑了进来。那人



吓坏了。但那老虎不但没有要吃他的意思，反而觉得很羞。
于是，那人把老虎带到县衙去审问。审问过后，老虎就经常
去帮助老奶奶。于是老奶奶就和这只老虎相依为命了。

我觉得《聊斋志异》真是书中自我介绍的“曲折离奇的鬼怪
故事，百读不厌的古代奇书。”

聊斋故事读后感篇四

今天，妈妈要搞大扫除，我也不情愿的被拉到了搞大扫除的
行列中，没想到，这次大扫除竟清理出了一本让我爱不释手
的书——《聊斋志异》。

这本书是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做的短篇小说集，这本书或
揭示了世道的黑暗，如《席方平》中，连阎王爷都被收买了，
使得席方平受尽毒刑，最后告到了灌口二郎那，才得以沉冤
得雪，席方平的这种勇气让我敬佩。这虽是以冥界影射，但
却反映了在古代“有钱就有理”的“道理”。又或者反抗封
建礼教的束缚，在这书中，写爱情的故事较多，虽然我对爱
情似懂非懂，但我还是被他们这种对爱至死不渝的感情感动
了：如《婴宁》，《莲香》，篇中的主角都不顾封建的约束，
勇敢的追求爱情，进一步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不自由，对人的
约束.......还抨击科举制度的腐败，如《叶生》中叶生因考
试路考不中，郁闷而死，他的鬼魂要完成遗愿，却也只帮助
一个人考中举人。

这本书给我的影响甚大，让我明白了我们这个社会是多么的
自由，让我学会了大胆的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也被蒲松
龄这种正视黑暗，不被世俗所束缚的精神感动。

《聊斋志异》是一本好书，它抨击黑暗，伸张正义。希望它
能受到更多人喜欢！



聊斋故事读后感篇五

今天，妈妈给了我一本《聊斋志异》给我看。我拿起书就看
了起来，不一会儿就被书中的故事吸引住了。

在书里，我看到的故事都是神鬼传说。里面有一个叫画皮的
故事。里面讲了一个书生在桥上遇上了一名女子，他把她带
到了一间密室，一天书生要去密室看一下女子，但门关着，
从窗户看，发现是一个女鬼正在扯下身上的画皮。书生晚上
在床上睡觉，女鬼一下子冲进来，把书生的心拿走了，书生
的妻子陈氏哭了三天三夜。后来有个道士告诉她，在街上有
一个乞丐，说他能够起死回生。陈氏便求那个乞丐，乞丐吐
了口口水让她吃下去，她吃下去后，回家又大哭起来，突然
从嘴里吐出来了一颗心，陈氏赶忙把心放在书生的肚子了，
把伤口缝了起来，第二天一大早书生就活过来了，道士也把
女鬼给收了。

读完这个故事以后，我知道了不论做什么事都不要被眼前的
表现像给迷惑了。比如说一名男子，虽然长的很帅但不一定
心地善良。记得有一次电视上说。有一名女子，长的非常美
丽，表面上她有一个男朋友，但在背地里还有四个男朋友。
她经常以自己生病为由向她的五个男朋友要钱，就这样过了
几年，女子突然消失的无影无踪，后来才知道那女子用他们
的钱开了一家自己的公司当了女老板。她的五个男朋友都后
悔没有看清她以前的真面目，而是被她的美丽外表给迷惑了。

聊斋故事读后感篇六

今天，我又看完了一本书——《聊斋志异》，在这本书中，
他主要讲了人与妖、狐、鬼、怪，使我们看的时候，对这些
故事发生了兴趣，让我们看了还想看，这就是——《聊斋志
异》。

《聊斋志异》第三章——崂山道士，他写了从前有一个王生，



他四处游玩，忽然看见一座道观，就想进去拜师学艺，进去
之后，道士对王生说：“我看你肯定坚持不了，还是回去
吧！”王生听后却说：“我坚持的了。”于是，就留了下来。
有一天，道观里来了几个人，那天道士将圆纸片变成月亮，
筷子变成嫦娥，王生看见之后，就非常想学，过了一段日子，
王生见道士未曾教他法术，就打算回家，在回家前，道士教
了他穿墙术，并告诫他：“不能滥用法术。”回到家后，他
给妻子表演了一下，可是结果，王生他被墙挡住了，他非常
后悔。

这就是《聊斋志异》里的'一个故事，他告诉我一个道理——
人不能半途而废，要坚持到底，这样才能成功。

聊斋故事读后感篇七

《聊斋志异》这本书，我很早就听说过，也看过电视剧，电
影等，一向都很好奇，正好，今年暑假，爸爸给我买了这本
厚厚的《聊斋志异》。打开书的第一页，上头介绍了作者的
姓名：蒲松林，生于清初，是个文学家。他写的《聊斋志异》
充满了传奇色彩，并写了鬼与神仙的许多故事;让人眼花缭乱。

从中我感受到，眼睛所看到那美丽的景象深处并不必须是完
美的。正如俗话所说“人不可貌相，还水不可斗量。”往往
那另人看不起的外表下，有着一颗纯洁、完美加钻石般透明
闪亮的心灵，比海还深比宇宙还深的心灵。

聊斋故事读后感篇八

在这个寒假，在闲暇之余，我也不忘记阅读。我常常在睡觉
前去看一下书，这几天，我就开始看《聊斋志异》了。

白话聊斋里面有很多故事，《倩女幽魂》就是其中非常著名
的一个故事。这本书是以《聊斋》为蓝本，并进行适当的修
改、增减，是老少男女都可以看得懂的。书里讲的都是一些



人、鬼、神、狐、妖与早些时候的民间群众之间发生的故事，
但是那些神鬼狐魅与人们的丑恶嘴脸相比，似乎又多了一些
浓浓的温情。

《倩女幽魂》这个故事就是讲浙江的一个书生出使金华，当
无地投宿时，住在了一座荒芜人烟的寺庙里。这个庙里有一
个鬼少女，叫聂小倩。聂小倩念在宁采臣是一位正人君子。
而竭尽全力解救宁采臣，逃离妖怪的魔掌。后来她俩相知相
识，成为夫妻的故事。

读了这个故事，我认为这些妖怪尽管不是人，但是他们比人
更有感情，与那些人间黑暗、官场险恶、丑恶人心相比，他
们要好得多。这些故事，表面看上去只是狐鬼精怪的事情，
但故事里却包含着一层层意思。这些故事有些反对封建社会，
官场的腐败，尔虞我诈；有些是赞美诚实守信，孝敬长辈，
吃苦耐劳等优秀品质；有些也是弘扬底层人民反抗统治者的
斗争精神。

起码，那些狐魅也会有心的帮助那些正人君子，也会懂得人
间的一些亲情，也会明理的作出判断帮助他人，甚至他们才
是人间最纯洁的、最质朴的，也是最美丽的种类。

即使那些狐魅不被人们认可，但与人类相比，人类又好得了
哪儿去呢？那些鬼魅尽管是虚无的，根本没有的事，但也反
映了人们内心的险恶去告诫人们对待他人好一点，去展示人
性的真、善、美。所以，全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去反映坏人的
假、丑、恶，也是在对好人好事的一种赞美。

聊斋故事读后感篇九

最近几天，我读了《聊斋志异》，里面讲了《劳山道士》、
《蟋蟀》、《雷曹》、《侠女》、《商三官》、《荷花三娘
子》、《刁梨贩》、《罗刹海市》、《黄英》……其中，我
感触最深的是《刁梨贩》。



这个故事让我懂的'了卖东西要将诚信，买东西要小心商贩，
小心假币！

聊斋故事读后感篇十

今天，我看完了一本叫《聊斋志异》的书。读完这本书，我
非常佩服作者能创造出这么多的'狐仙花妖，神异鬼怪，都是
通过谈狐说鬼的方法，把这些妖魔鬼怪变得活灵活现，无比
可爱像活的一样。

读了《聊斋志异》，我才从老妈口中得知，这是“鬼故事”，
可我认为一点不像。因为不论什么东西，都活了一般，看上
去和普通人间童话没太多区别。

我还知道了“聊斋”就是书房。因为“斋”是房间之
意。“聊斋”即聊天的房间，就是书房。因为古人谈话，高
谈阔论，个个知书达理，书生见面，只谈书本，于是，聊斋
就成了书生聊天的第一场所。

作者太厉害了。谈狐说鬼，妖精四起，一通过艺术的加工与
内容的精炼，居然让人读后毫不害怕。作者真是太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