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至十四回读后感 西游记四十四回读后感
(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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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
写才比较好吗？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
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八至十四回读后感篇一

读了这本书，知道了孙悟空法力无边，猪八戒好吃懒做，唐
僧心地善良，衷心耿耿的白马等精彩的故事情节，西游记是
一部所有人都爱读的经典大作，每个人都能在解读它时获取
不一样的感觉和启示。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西游记四十
四回读后感”，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
考！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这两句诗为我们写出
了一斗天地,横扫一切邪恶势力的孙悟空的形象.提起孙悟空,
就不能不提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

《西游记》主要描写的是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小
白龙师徒四人，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的故事。西游记的出现，
开辟了神魔长篇章回小说的新门类。其内容是中国古典小说
最为庞杂的，它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佛，道，儒三家的思
想和内容，佛，道两教的仙人们同时登场表演，庄严神圣的
神佛世界里也充满了现实社会的人情世态，显得亦庄亦谐，
妙趣横生，使该书赢得了各种文化层次的读者的爱好。通过
《西游记》中虚幻的神魔世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现实社会
的投影。

虽然《西游记》是一部神话小说，但唐僧取经却是历史事实。



距今一千三百多年前，即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当时年仅25
岁的玄奘离开长安，置身到天竺(印度)游学。他从长安出发
后，历经艰难险阻，最后到达了印度。玄奘在印度著名的佛
教寺院那烂陀寺先后学习5年之久，被尊为通宵三藏的十德之
一.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回到了长安，带回佛经657部。后来
玄奘口述西行见闻，由弟子辩机辑录成《大唐西域记》十二
卷，这部书主要讲述了路上所见各国的历史，地理及交通。
后来玄奘的弟子慧立，彦琮撰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
传》，为玄奘的经历增添了许多神话色彩。

作为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多少年来，一直
成为人们必读的经典书目。那么，这样的经典也肯定有着它
历久弥新的魅力所在——是《西游记》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是
坚持，什么是团结，什么是不畏艰辛。

本书作者吴承恩为读者讲述了唐僧以及其他三个徒弟一路上
历尽艰险、降妖伏魔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取得了真经的故事。

小时候的我，对《西游记》的认识还是很浅显的，只觉得故
事中爱打抱不平的孙悟空、贪吃懒惰的猪八戒和救苦救难的
观音菩萨等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罢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
渐渐领悟到了《西游记》作者的另一份用意。例如，作者笔
下的孙悟空，天不怕地不怕，具有不屈的反抗精神的艺术形
象，不仅生动地体现了古代人民摆脱压迫的强烈愿望，而且
也反映了人民为战胜邪恶、争得自由而不怕天，不怕地，敢
于蔑视一切传统和权威的反抗精神。在他身上还有一种叛逆
心理，以及他敢于和强大势力作斗争的勇敢精神令我十分欣
赏。

在前往西天取经的路上，或许，你看到了唐僧冤枉悟空，悟
空回花果山的一幕;或许，你看到了猪八戒常常抱怨，说要回
高老庄的一幕，但是，他们并没有留下师傅只身一人，他们
是有情有义的。



在前往西天取经的路上，师徒四人历经各种艰难困苦，但依
旧执着，锲而不舍，不言放弃。还记得六十一回合，孙悟空
三调芭蕉扇吗?为了扇灭火焰山之火，帮助老百姓，孙悟空又
是变虫子，又是变牛魔王，足以可见孙悟空的机智。正是在
取经途中遭遇三打白骨精、车迟国斗法、狮驼岭斗三魔等等
的八十一“难”，方显坚持的可贵，方显师徒四人不畏艰辛
的难得!

在前往西天取经的路上，师徒四人身上的品质着实值得我们
学习。他们的坚持不懈，让我惭愧我做事时的虎头蛇尾;他们
的团结一心，让我懂得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他们的不畏艰辛，
让我明白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道理。

让我们一起捧起这本经典名著，在绚丽多彩的神魔世界里畅
游，感受它的独特魅力吧!

这几天，我重读了《西游记》这本书。这是明清时期作家吴
承恩写的一部长篇小说。

这本书讲了唐僧师徒经九九八十一难去西方极乐世界取得真
经的故事。唐僧名唐玄奘，他虽善良却胆小怕事。在取经的
过程中，他前后收了三个徒弟---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
孙悟空-睛、敢做敢当而正义大胆、火眼金且本领高强。猪八
戒-贪财好色、好吃懒做，但又不缺善心。沙僧-心地善良、
老实本分、踏实能干。他们个个身怀绝技，在取经路上帮了
唐僧不少大忙。这四个人物形象鲜明，各有特点，性格也各
不相同，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小时候，我喜欢看西游记的动画，觉得孙悟空很厉害。认为
要是自己有孙悟空那么厉害也可以让我去取经。不过长大以
后发现我错了，如果唐僧一行人没有去西天取经的勇气，那
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成功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勇气，有它才能
开始这人生的旅程。



记得有次，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老师，但是我不敢，因为那
个老师给我的第一印像就是很严厉，一直不敢接近。所以那
个问题一直没法弄懂。终于，我鼓起勇气战战兢兢的走进了
老师办公室，老师当时在批改作业，看见我便放下了手中的
事。我小心翼翼的把作业本递过去，说：“老师，第5页的
第2题我不太懂，想请教一下。”老师并没有像我以为的用那
么严肃的像冰块的神情对我，而是用稍带一点指责的语气说：
“怎么这么晚才来问我?学了都过了几天了。”随后，便向我
讲解了这道题。之后，我突然发现老师好像没以前那么严厉
了。如果我当时没有问老师，或许我现在还不明白这道题怎
么解呢!

勇气，是成功的条件之一。慈悲是很重要，但是也不能太没
勇气了。太没勇气，就变成没骨气了。

《西游记》是一部很好的书，你能在其中发现许多道理。勇
敢---是我在其中发现的道理之一。

唐僧师徒四人一路向西，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取得真
经，这不禁使我想起了_。伟大的人民领袖_带领_经历了二万
五千里长征，最后才把侵略者赶出中国的领土。一个是为了
取经造福百姓，一个是为了国泰民安，两者都是为了人民。

现如今的我们早已无法辨别那段充满神奇色彩的故事是真是
假，但唐僧师徒四人那种与妖怪斗智斗勇，不惧怕_势力的精
神永远值得我们去学习。

西游记中为我们塑造了四个鲜明的人物形象本领高超的孙悟
空，胆小如鼠的唐僧，贪财好色但不缺乏善良的猪八戒，沉
默寡言的沙僧。这四个人性格各不相同，也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

孙悟空一路上降妖除魔，像“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这
些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都是发生在孙悟空身上。孙悟空也是



我在西游记中最喜欢的角色，因为他神通广大、技艺高超，
一路保护唐僧成功地取得了真经，他就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
而且在他身上还有一种叛逆心理，以及他敢于和强大势力做
斗争的勇敢的精神令我十分欣赏。

而八戒则不同，他好吃懒惰，常常打退堂鼓，心里老想着高
老庄的媳妇;他有时爱撒个谎，可笨嘴拙腮的又说不圆;他还
时不时地挑拨唐僧念紧箍咒，让孙悟空吃点苦头，虽然如此，
但在战斗中从不退缩，可以说得上是孙悟空的得力助手。

唐僧和沙僧就更不同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慢热型”，他
俩给人的感觉就是不急不慌的。唐僧耳根子特别软，经不住
挑唆。沙僧没主见，经常附和孙悟空和唐僧，总说：“大师
兄说得对”“师傅说得对”

他们师徒经历的坎坷就像我们人生路上的坎坷

记得有一次，我参加学校的书法比赛，比赛过后，我好几天
心神不宁，为了这次比赛我准备了好几天，万一落选，不就
前功尽弃了吗?比赛结果下来了，我还是落选了。放学后，我
躲在房间里哭了，爸爸特地打来电话安慰我，说：“这有什
么好哭的了，照你这样，我生意失败了，我还不得哭死啊，
儿子，这就是挫折，哭是没有用的，要吸取这次的教训，争
取下一次成功，这才是面对挫折的办法，这个道理你是一定
要明白的。”

是啊!人生中的挫折太多了，不能每次都哭啊，就像西游记中
孙悟空打妖怪，那也是挫折啊，迟早要懂得去面对。

《西游记》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妇孺皆知的作品。
今年暑假，我拜读了这部作品，书中离奇、精彩的神话故事
令我流连忘返。

本书主要讲述了唐僧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一路上历尽千辛



万苦，战胜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最终
取得真经，修成正果的故事。赞扬了师徒四人不畏艰险、百
折不挠的可贵精神。

读了这本书，我陷入了沉思。究竟是什么精神使得师徒四人
最终修成正果呢?没错，是坚持!如果他们没有坚持不懈，能
战胜白骨精吗?如果他们没有坚持不懈，能智取芭蕉扇吗?如
果他们没有坚持不懈，能在比丘国救出婴儿吗?如果他们没有
坚持不懈，能智取红孩儿吗?师徒四人明白，只有坚持不懈才
能取得胜利。

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有这样的例子。就拿我来说吧，在
我五岁的时候，学过书法的妈妈的一手好字让我赞叹不已，
于是我心血来潮，报名参加了书法班的学习。可想练就一手
好字哪有那么容易啊，我每天都要闻着臭烘烘的墨汁，练习
后还要搓洗脏兮兮的手掌，别提有多难受了!我心里打起了退
堂鼓，这时，书桌上的《西游记》吸引了我的目光，我想到了
《西游记》里的唐僧师徒，一路上风餐露宿，历尽了多少艰
难险阻，但是他们依然坚持不懈，最终到达西天取得了真经。
我做事要有始有终，不能半途而废，不能碰到一点困难就知
难而退，要坚持不懈才能取得胜利。我恍然大悟，打消了退
缩的念头。于是，我加倍努力，认真练习书法。功夫不负有
心人，在我的不懈努力下，我终于写了一手好字，圆了我的
书法梦。

每当我想放弃的时候，我总会想到唐僧师徒坚持不懈的精神。
是他们，成为我成长路上的好伙伴;是他们，给了我勇气;是
他们，给了我力量;是他们，让我学会了坚持!

八至十四回读后感篇二

话说他姊妹复进园来,吃过饭,大家散出,都无别话.



两分纸钱来,着两个人来,一个与贾母送祟,一个与大姐儿送祟.
果见大姐儿安稳睡了.

凤姐儿笑道:“到底是你们有年纪的人经历的多.我这大姐儿
时常肯病,也不知是个什么原

些,你贫苦人起个名字,只怕压的住他.”刘姥姥听说,便想了
一想,笑道:“不知他几时生的?”

了,各人成家立业,或一时有不遂心的事,必然是遇难成祥,逢
凶化吉,却从这`巧'字上来.”

是上城一次.”只见平儿走来说:“姥姥过这边瞧瞧.”

刘姥姥忙赶了平儿到那边屋里,只见堆着半炕东西.平儿一一
的拿与他瞧着,说道:“这是

如此谦逊,忙念佛道:“姑娘说那里话?这样好东西我还弃嫌!
我便有银子也没处去买这样的呢.

这里,明儿一早打发小厮们雇辆车装上,不用你费一点心
的.”......

读后感

42回充分的说明了当时封建社会的形态~而且富贵人家和贫穷
家庭的区别！

在当时的社会把神鬼论放在第一位并且觉得知道这些东西的
人是有学问的

表现~从各种方面说明了当时社会的愚蠢和当时人们的思想！
在我们现在

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在红楼梦里写的`栩栩如生！



刘姥姥的话对凤姐儿来说就像是神丹妙药一样！！说明凤姐
儿根本就没有

听说过刘姥姥说的这一些神鬼论的东西所以听起来出奇的新
奇，这更能体现

当时贫富的层次感！不同层次的人生活的环境天壤之别，就
从平儿的话

语中我们就能感觉到“你只把你们晒的那个灰条菜干子和豇
豆,扁豆,茄子,

葫芦条儿各样干菜带些来,我们这里上上下下都爱吃.这个就
算了,别的一概

不要,别罔费了心”这说明什么？说明老百姓天天吃腻了东西
在他们眼里却

是丰盛的食物，而他们早就厌烦了的肉，鱼，等等这些老百
姓们却是赊求

不来的~

从另一种方面可以看出当时封建社会的可怕~在同一个社会中
生活着两种不同

层次的人，生活着两种不同思想的人，生活着两种不同环境
中所渲染出来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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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至十四回读后感篇三

《水浒传》也是汉语言文学中具备史诗特征的作品之一，对
中国乃至东亚的叙事文学都有深远的影响，名著总是名著，
经得起反复地品，最近偶然看了几集新版电视剧《水浒传》，
又重新燃起了对于《水浒》的热情。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
写“水浒传第十四回读后感”，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
供大家写文参考！

1、钟楼倒塌，殿宇崩摧。山门尽长苍苔，经阁都生碧藓。释
迦佛芦芽穿膝，浑如在雪岭之时;观世音荆棘缠身，却似守香
山之日。诸天坏损，怀中鸟雀营巢;帝释欹斜，口内蜘蛛结网。
没头罗汉，这法身也受灾殃;折臂金刚，有神通如何施展。香
积厨中藏兔穴，龙华台上印狐踪。

2、智深、史进来到村中酒店内，一面吃酒，一面叫酒保买些
肉来，借些米来，打火做饭。两个吃酒，诉说路上许多事务。
吃了酒饭，智深便问史进道：“你今投那里去?”史进
道：“我如今只得再回少华山去，投奔朱武等三人，入了伙，
且过几时，却再理会。”智深见说了道：“兄弟也是。”便
打开包裹，取些金银，与了史进。二人拴了包裹，拿了器械，
还了酒钱。二人出得店门，离了村镇，又行不过五七里，到
一个三岔路口。智深道：“兄弟须要分手，洒家投东京去，
你休相送。你打华州，须从这条路去，他日却得相会。若有
个便人，可通个信息来往。”史进拜辞了智深，各自分了路，
史进去了。



3、智深、史进把这丘小乙、崔道成两个尸首都缚了，撺在涧
里。两个再打入寺里来，香积厨下那几个老和尚，因见智深
输了去，怕崔道成、丘小乙来杀他，已自都吊死了。智深、
史进直走入方丈后角门内看时，那个掳来的妇人投井而死。
直寻到里面8,9间小屋，打将入去，并无一人。只见包裹已拿
在彼，未曾打开。鲁智深见有了包裹，依原背了。再寻到里
面，只见床上三四包衣服，史进打开，都是衣裳，包了些金
银，拣好的包了一包袱，背在身上。寻到厨房，见有酒有肉，
两个都吃饱了。灶前缚了两个火把，拨开火炉，火上点着，
焰腾腾的先烧着后面小屋，烧到门前;再缚几个火把，直来佛
殿下后檐，点着烧起来。凑巧风紧，刮刮杂杂地火起，竟天
价烧起来。智深与史进看着，等了一回，四下火都着了。二
人道：“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俺二人只好撒开。”

每当我捧起《水浒传》这本书时，心中便有了一股对梁山好
汉的敬佩，但同时，也有着对当时一些狡诈之人难以宣泄的
怒火。

《水浒传》一书中，讲述了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汉的故事。先
是从晁盖再由宋江领导，梁山好汉们为民除害，甚至与朝廷
中的贪官污吏作斗争。后来帮助朝廷向南方征讨方腊。虽然
成功但却损兵折将，一百零八位好汉仅剩二十七人。最后受
朝中奸臣迫害，致宋江，卢俊义被毒死，李凌，吴用等随之
死去，梁山好汉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逼上梁山”是民间的一句俗语，但这短短四字，却刻画出
了一百零八位梁山好汉的无奈。在众多梁山好汉之中，有犯
人，书生，甚至是一些做官的人。在未上梁山时他们的性格，
文化，财富都不相同，但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他们都是被
逼的。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面对阎婆惜，宋江先是做出了
让步，不想她列举百般条件，以致宋江无法接受，只得杀了
她。西门庆与潘金莲则更数分。潘金莲为了与西门庆在一起，



在武大郎被打成重伤之后仍不放过他，有砒霜放入药中毒死
了武大郎。知道兄弟被害后的武松哪能咽下这口气，杀了潘
金莲后又在狮子桥上打死了西门庆，最后不得不上了梁
山……一个个梁山好汉大多都是类似这样，走投无路后上了
梁山。虽然梁山起义最终失败，这个故事仍让人感到那些好
汉的豪情，勇敢以及无奈。敢于反抗的他们足以让人们铭记
着他们。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为人处世不能太过苛刻，以至于遭到他
人的“反抗”，但同时，我们还要以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对不
公平进行“反抗”。

寒假里，我读了一本《水浒传》，令我感慨万千。

水浒传具体生动地描写了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的发生、发
展直至失败的整个过程，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和统治
阶级的种.种罪恶，歌颂了起义英雄的反抗精神和正义行动，
他们不占城池，出榜安民，异姓一家，塑造了一大批梁山泊
好汉忠义，替天行道的光辉形象。

在风雨飘摇的北宋末期，梁山泊好汉忠君报国，为民除害，
着实令人钦佩。比如一百单八将中的宋江，江湖上人称他为
山东及时雨宋押司，他深明大义，急盼招安，愿为国家出力。
在兄弟托塔天王晁盖死时，他十分悲伤，几次要哭昏过去，
每日都会领众举哀，遵从晁天王遗言，发誓要带领好汉们，
活捉敌人史文恭，为晁盖报仇，在不断地努力下，他做到了。
他军法严明，宋江手下的军校因为酒肉少而杀了厢官，宋江
哭着命他痛饮一醉自缢而死，而后，他顾着梁山泊时的恩情，
盛棺安葬，他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爱憎分明的好官。

而反过来呢，以高俅为首的奸佞宦官使人愤恨，高俅身为殿
帅府太尉，本应报效朝廷，而他却因为宠溺养子，使计拿下
教头林冲，刺配沧州道，险些被防送公人董超和薛霸结果了
性命。在三败梁山泊时，他被活捉上山后向宋江保证会向天



子重奏招安一事，而后却转面无恩，连日称病，不敢上朝，
又将水银放入卢俊义、宋江得赏的御酒中，让他们中毒身亡。
这样一个奸诈小人没有被天子加上罪名，令人可忧可悲。

现在的社会不再是过去那个腐朽衰落的封建王朝，而是科技
文化蓬勃发展的新社会，我们身为祖国的花朵，应该沿着中
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肩负起未来的重任，为理想勇敢前进。
而书中的梁山好汉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团结的精神值得我们学
习，它成为我们积极向上成长的新动力。《水浒传》在我遇
到困难时使我想到梁山好汉们在遭到朝廷的讨伐时携手共进，
积极出力的事迹。在我孤独无助的时候梁山好汉仿佛变成我
的指路人，告诉我要对朋友热情主动。

读过《水浒传》后，我仿佛被注入了正义的能量，它恰如一
首史诗，为我们展示了当年的国势特征和民俗风情，但它为
我们传达的更多的是可歌可泣的英雄传奇。

《水浒传》时我国最早的长篇小说之一，成书于元末明初，
是一部描述和歌颂农民起义的伟大史诗。它以发生在北宋末
年的宋江起义为题材，生动地叙述了起义的发生、发展和结
局，塑造了一系列农民起义英雄形象，直接鼓舞了封建社会
人民大众对统治者阶级的反抗斗争。它运用纯粹的白话，到
达了绘声绘色、惟妙惟肖的艺术效果，确立了白话文体在小
说创作方面的优势，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崇高地位，对后代
文学具有深远影响。

《水浒传》真实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全过程，它由相对独立、
完整的各个故事联结成一个整体。一百二十回的《水浒传》
是由层次分明而又统一连贯的前、中、后三大段落组成。作
者首先写了林冲、晁盖、武松、鲁智深以及宋江等人的故事，
一方面反映了各种形式的“逼上梁山”，另一方面也表现了
各路英雄逐渐聚集，梁山队伍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
程。



《水浒传》充满了“替天行道”的豪情，是一曲“忠义”的
悲歌。小说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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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处。作为对社会全景式的
描述，在政治的上层，有高俅、蔡京、童贯、杨等一群祸国
殃民的高官;在政权的中层，有受前者保护的梁士杰、蔡九知
府、慕容知府、高廉、贺太守等一大批贪酷暴虐的地方官;在
此之下，又有郑屠、西门庆、蒋门神、毛太公一类胡作非为、
欺压良善的地方恶霸。如此广泛的对于社会反面的揭露，是
随着长篇小说的诞生而第一次出现。

水浒传》是我国第一部完全通俗口音写成的长篇小说，它标
志着古代通俗小说语言艺术的成熟。《水浒传》的语言生动、
活泼，极富表现力，充满生活气息。无论写人叙事，还是描
景状物，其语言或细腻，或简洁，或夸张，或明快，都显得
粗俊爽，雄健豪放。在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中，《水浒传》是
运用日常口语到达炉火纯青艺术境界的典范。

《水浒传》不仅仅是农民起义的壮丽史诗，而且是中国古代
英雄传奇的光辉典范。它以辉煌的艺术成就彪炳文学史册。

水浒传是我国最早的长篇小说之一。它以宋江等人各个都
被“逼上梁山”为主题，主要江苏了各个好汉的经历，其中
使我最深印象的两个字忠和义。

鲁智深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他十分爱吃狗肉并且武艺高强，
精武刚勇。他的武器是一把禅杖。又一次他和李忠和张进在
一家店里吃饭，只听隔壁在啼哭，鲁智深便走过去问怎样回
事一老一少将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了一遍。鲁智深听了之后
大怒。原先是有一个叫镇关西的人欺负这一老一少。鲁智深
便说：“明日我与你同去见那镇关西如何”老少立刻答应。

第二天早上鲁智深出门便找到了镇关西。镇关西一见到鲁智
深立刻说好汉赎罪。鲁智深说给我来十斤精肉不能有肥的切



成臊子。镇关西立刻叫人去做。做好之后放在鲁智深面前。
鲁智深又说再给我来十斤肥肉切成臊子不能有瘦的，镇关西
再次叫人弄好放在鲁智深面前。谁料。鲁智深又说给我来十
斤骨头切成臊子不得看见一点肉。这下把镇关西气坏了。掏
出一把小刀向鲁智深刺去，鲁智深立刻回首打了他三拳。竟
然将他打死了，这就为那老少报了仇恨。

水浒传由于官场的险恶所以各自上梁山，此刻回忆起，仿佛
那一百单八将还在面前若隐若现。

我爱水浒传中的精彩故事。也爱各个好汉的豪爽性格，但我
更爱的是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的精神忠和义。

八至十四回读后感篇四

最近我阅读了《水浒传》这本书，饱览了中国古代各位梁山
好汉如何相遇，如何结拜的全过程。我敬佩他们的为人；敬
佩他们的武功；敬佩他们的英雄气概。《水浒传》令我受益
匪浅，我从中学到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感想很多，体
会很深。

《水浒传》中令我难忘的一段是妇孺皆知的“武松打虎”。
武松年轻力壮，机智勇敢。当他听说景阳冈时常有老虎出没，
隔三差五有人被老虎吃掉。一天晚上，他喝了十碗酒壮胆，
然后径直上山。那只凶猛的老虎听到了动静，以为又来了一
个猎物，猛地朝武松扑去。说时迟，那时快，武松挣开了老
虎的血盆大口，打得老虎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老百姓十分感
激这位盖世英雄。

我十分同情这些好汉的遭遇，我真不明白这世上为什么会有
好坏人之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如果多一些这样的“梁
山好汉”，我们的生活将更加安宁，世界将更加美好！



我喜欢《水浒传》；我喜欢“一百零八将”；我喜欢《水浒
传》中所有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