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水浒传第二回读后感(精选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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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浒传第二回读后感篇一

第二回是“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此章回，话峰迅速的从宋仁宗到英宗、神宗、哲宗，由哲宗
引出全书最要紧的人物，哲宗的弟弟九天王，端王。

这个端王就是哲宗死后当了皇帝的徽宗。

说端王，先说高俅。

高俅是端王的拐杖，端王是高俅的梯子。

说一百零八个妖魔，也是先说高俅。

评得好，上梁不正下梁歪，只是罪过都加在了高俅的身上。

高俅成了乱自上作的代表人物。

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因高俅陷害，被逼逃往延安府，途中成
了九纹龙史进的师傅，到此，水浒传就言归正传，一场大戏
就此拉了大幕，各色人等，都渐渐登场亮相。

表面上看，这一章回的题目提到的人物是王进和史进两人，
实际上全文写了两大场景，一是官场二是民间。

看官场是如何玩法，民间又是一番怎样景象。



王进被官方所逼，远走他乡，就将这二个场景联系了起来。

官场景象是由端王，也就是后来的皇帝徽宗，端王的姐夫，
驸马王晋卿和高俅为主角。

以高俅的发迹史而说明官场的腐朽，以蹴鞠，和一对羊脂玉
的.镇纸狮子，笔架等来表现皇家的奢华。

高俅能为皇家所用，正是官场堕落的写照。

民间的景象是民匪不分，史进在不知不觉中同少华山的强盗
成了一家人，法已不服众，官府的管控能力下降到极点，史
家村和少华山强盗合做一处了。

这二个场景，正预示着天下大乱。

是谁乱了大宋的江山呢?故事慢慢道来。

故事从此开始，一百零八个妖魔先后出场。

以《水浒传》为鉴，今日景象如何?不做评论，还是评《水浒
传》吧!

哈哈，好高兴啊，妈妈要领我去买书了，一到书店，我便像
一匹饿狼是的寻找起来，心想：买什麽书呢?对了，任老师推
荐我们看看四大名著。

于是，我买了一本《水浒传》，回到家，我便迫不及待地读
了起来……我读书，那叫一个快，10分钟不到，已经读完了
第二回合，讲的是鲁智深大闹五台山，读完这一回合，我感
觉到鲁智深也蛮好的，比如：当金氏父女没有盘缠时，鲁智
深毫不犹豫的把自己身上仅有的五两银子全部放在了桌上，
帮助金氏父女渡过难关。

还有一次呢，鲁智深为民除害，就让镇关西尝了一些苦头，



可是，没想到的是，那镇关西经不起打，鲁智深仅用三拳就
让镇关西与世长辞了，他没想到自己竟杀人了，心里很担心，
俗话说的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以前，救过的金氏父女知
恩图报，又救了鲁智深一命。

通过这一回合的故事，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在别人遇到
困难时，我们要及时的伸出援助之手，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如果人人能这样做，我相信，我们的国家会更美好，就会少
一些坏现象;如果人人都能这样做，我相信，再也不会有抢劫、
杀人，这些令人心惊胆跳的事情发生了;如果人人都能这样做，
我相信，我们的国家秩序会更好，大家会更和谐的相处在一
起!哦，忘了说了，我们还要知恩图报哦!

史进因擒少华山陈达而和朱武、杨春相识往来。

华阴县中秋夜来史家村捉拿赏月喝酒吃肉的史进并少华山三
好汉。

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好汉,舍生取义.难道是他们不怕死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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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没有正义感的人,是不会理解这些的.因为他的正义感已被
麻木所吞噬,奋斗的激情已经被冻结,只是他的灵魂被社会中
一些丑恶的东西同化。

读了《水浒传》我被书中的英雄人物的豪情壮举和生动曲折
的故事情节所吸引。

他们除坏蛋的时候我为他们加油，当他们被捉时我为他们担
心，当他们上梁上泊时我为他们高兴。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刻在我的脑海里，我仿佛身临其境和他们
在一起。



《水浒传》里讲了一百零八条好汉的故事。

什么《鲁达拳打镇关西》、《吴用智取生成纲》、《宋江三
打祝家庄》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武松打虎》我更是记忆犹新，看了一便又一遍。

《武松打虎》里面讲了武松一天来到景阳冈，他看见一酒幌
上写“三碗不过冈”，便进店喝酒。

一气喝了三碗，再要，小二不给。

武松问什么叫“三碗不过冈”。

小二说：“我这酒喝三碗就过不了景阳冈。”武松给钱要小
二倒酒，小二无奈只好倒酒。

武松喝了十八碗酒准备上冈。

小二说：“山上有只猛虎，伤人性命，不如在本店住下明天
再赶路。”武松不听说：“你不就想多赚点银子。”小二说：
“我好心，你却不领情，你走吧!”武松走了，一会儿看见有
榜文上写着：“山上有虎出没。”武松回去怕人耻笑就继续
走。

过了一会儿武松酒兴发作躺在一块大青石上休息。

这时，一只老虎向武松扑去。

武松一躲老虎把腰胯，一甩尾巴，向武松又扑过去。

武松用哨棒打老虎，可打在树枝上断了。

武松只好赤手空拳打虎。



经过一阵猛打老虎死了。

读了这个故事我很佩服武松这种勇于面对、不畏强暴的精神。

当今社会中，我们虽然不会遇到虎，但当我们遇到坏人时，
我们也要学习武松那样，不畏强暴，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用
自己正义的行动去影响其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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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第二回读后感篇二

水浒传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以描写108位英雄豪杰在黄
河河畔劫富济贫的故事而闻名。其中第二回《好汉武松打虎
上梁山》，描写了武松打虎、进入梁山泊的经过，展示了他
的勇猛和义气，同时也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残酷。通过
阅读这一回，我深刻感受到了人物的个性特点、社会背景的
恶劣以及主题的丰富性。下面我将从五个方面谈谈我的心得
体会。



首先，我被主人公武松的勇猛和机智所折服。武松是一个身
强力壮、聪明机智的好汉，他具备了一名兵将的所有特质，
这使他在打虎时游刃有余。武松不但有着高强的武艺，而且
能够灵活地运用策略。在面对凶猛的老虎时，他憑借聪明的
头脑和勇猛的勇气，成功地打败了老虎，保护了自己的生命
安全。这非常让人敬佩，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武
松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到英雄形象的崛起，也感受到了中国
武侠文化的魅力。

其次，水浒传第二回也揭示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残酷。在
这一回中，我看到了统治阶级对普通百姓的残酷迫害，以及
众多无辜群众的苦难生活。武松这个吃劳动人民的苦，受尽
百姓的压迫，最终选择反抗的英雄形象深深吸引了我。他为
无辜群众伸张正义，让我感到了一股正气的力量，也让我更
加了解了封建社会的黑暗面。

第三，水浒传第二回中的人物形象十分鲜明。在这一回中，
武松不仅是一个机智勇猛的英雄，他还是一个直爽豁达、重
情重义的好汉。他为人正直，善良而又憨厚，对待兄弟如同
对待家人，可以为兄弟奋不顾身，甘愿以死相赴。这种兄弟
义气让人动容，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义”
和“忠”思想。不仅如此，在水浒传第二回中，其他人物形
象也各具特色，如“不戒严”之类，个个性格鲜明，栩栩如
生。

第四，水浒传第二回凸显了主题的丰富性和多面性。这一回
中主要围绕武松和封建社会的矛盾展开，既有刻画英雄形象
的部分，又有对封建社会黑暗的揭露。通过艺术手法，这样
的矛盾与反差更加鲜明，给人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同时，
本回也预示了水浒传后续的发展，如武松进入梁山泊后的故
事。这些多样的主题和发展线索，为整个水浒传的故事搭建
了坚实的基础，增添了更多的悬念和吸引力。

最后，通过阅读水浒传第二回，我深刻感受到了中国古代文



学的魅力和智慧。这一回中，作者以精巧的笔法和丰富的想
象力，展现了水浒传这一伟大史诗的草创之初的魅力。无论
是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情节的刻画，都让我为之着迷。同
时，通过这一回的阅读，我也更加了解了封建社会的黑暗面，
更加明白了为什么这些英雄豪杰会选择去劫富济贫，为民除
害。这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中国古代社会的不公和不平等，也
更加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总之，水浒传第二回《好汉武松打虎上梁山》是一篇富有魅
力的古代文学作品，通过艺术手法和丰富的想象力，展现了
武松的勇猛与智慧、封建社会的黑暗与残酷、人物形象的鲜
明与多样性，以及主题的丰富性和多面性。通过阅读这一回，
我不仅感受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魅力，也更加了解了封建社
会的黑暗和不公。我相信，只有通过了解和感受这些伟大的
文学作品，我们才能更好地思考和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

水浒传第二回读后感篇三

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将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风格。其中
我最喜欢鲁智深。

他十分勇猛。有一次，他去郑关西那儿。最后被惹怒了，与
郑关西打了起来。三拳就把他打得口吐鲜血，倒地身亡。由
此，我开始想：我与他打架的话，不就两三拳没到就已经被
打死了吗?我咽了口唾沫，想得双手瑟瑟发抖，连书也从手上
掉了下来。

他不仅勇猛，还非常爱打报不平。有一次，他到了一个地方，
留宿在了一位老百姓家中。当他听说有人抢了两位老人的女
儿时，勃然大怒，发誓一定要帮助两位老人。当知道对手是
自己的结拜兄弟时，化刀枪为唇舌，说了两位老人之事。因
为结拜兄弟怕鲁智深，就把两位老人的女儿送了回去。



水浒传第二回读后感篇四

《水浒传》是四大名著之一，里面主要讲得是惊心动魄的农
民反抗封建王朝的斗争，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

足智多谋的吴用，救弱济贫的林冲，抱打不平的鲁智深，仗
义耿直的李逵……都令我敬佩。

但其中我最喜欢武艺高强的武松，武松是山东清河县人，人
称二郎。他身长八尺，浑身上下有千百斤力量，是个顶天立
地的男子汉。景阳冈经常有老虎出没，危害百姓。一天夜晚，
武松来到景岗山，喝了十几碗酒，只身上了景阳冈。过了一
会儿，果然一只大老虎跳出来，武松看了，就与老虎打了起
来，他抓住老虎的头，往黄泥坑里一按，举起铁锤般的拳头，
使出平生力气打了六七十拳，老虎最终死了。武松这一壮举，
显示出武松的英雄气概。

从武松打虎这个故事中，我感觉武松勇猛过人，他那敢于挑
战，为民除害的精神，让人们永远记住他。

水浒传第二回读后感篇五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名叫《水浒传》。书里有一百零八位
英雄，有宋江、吴用、卢俊义、公孙胜、关胜等，故事就以
他们而展开。

这一伙好汉啸聚山林、劫富济贫。他们面对朝廷多次进攻也
不退缩，都一一将他们打退，还从中收服了许多将领。朝廷
面对这支骁勇善战的军队一筹莫展。

有一天，皇帝手下的一个奸臣高俅想出了一个“借刀杀人”
的策略，叫皇帝招安他们，然后再让他们攻打那些农民起义
军。梁山好汉被招安后，就去镇压农民起义军。就说与方腊



起义军的战斗吧，宋江的手下将士死的死、伤的伤、走的走、
隐的隐，损失大半，只剩下二十几个人。而剩下的人中，宋
江和李逵被奸臣用毒酒毒死;卢俊义又被水银毒伤，失足落入
水中而亡;吴用、花荣也在宋江和李逵墓碑前自缢而死。故事
最终以悲惨的结局结束。看这本书时，我也是一把鼻涕一把
眼泪，为他们的结局而伤心!

《水浒传》里，这么多的英雄人物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李逵了，
他粗中有细、直爽率真、脾气火爆、忠义两全、勇猛无比。
说他粗中有细，是因为他做县令时的一次审案。有一次，农
民张老告当地的土财主，说他强行夺走了自己的两亩地。当
土财主送给李逵几张银票后，李逵就知道肯定是这个财主霸
占了张老的地。于是就诈他说：“张老告你说你偷了他四亩
地契，你可知罪?”财主中计，急忙说：“哪来四亩?只有两
亩。”这时他才发现自己说漏了嘴。李逵立即叫小吏把财主
拖出去打一百大板，并归还两亩田地。说李逵忠义两全、勇
猛无比，是因为江州劫法场事件。宋江和戴宗被押赴刑场杀
头，李逵一马当先，冲入敌群，逢人就杀，勇不可挡，为救
两位义士，立下汗马功劳。说李逵脾气火爆、直爽率真，是
因为他在朝廷招安、诏书送到时，一怒之下，把诏书撕成两
半，原因只是因为陈太尉说话不尊重梁山好汉，态度傲慢。
诏书上多把梁山好汉比作草寇。李逵不仅撕了诏书，还把钦
差大骂了一通：“写来的诏书是谁说的话?你那皇帝不知我这
里众好汉，来招安老爷们儿，倒要做大!你那皇帝姓宋，我哥
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你莫要来恼犯
黑爹爹，好歹把你那写诏书的官员，尽都杀了!”好在众人都
来解劝，把黑旋风推下堂去，李逵这才罢休。

读这本书，我懂得了对朋友我们不能有福同享、有难不当，
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真正的朋友应该是能够患难与共
的。曹雪芹有句名言：“万两黄金容易得，之心一个也难求。
”同学之间应真心相待，建立永久性的友谊，而不是易破碎
的!



《水浒传》虽然读完了，但书中许多情节令我回味无穷!回味
作者精湛的语言，我仿佛置身于梦境般，回到那个战火纷飞
的年代，和那些梁山英雄们一起经历当时的事情。好啊!这本
书真不愧是中国四大名着之一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