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聊斋读后感该(优秀8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
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
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聊斋读后感该篇一

上世纪80年代末，电视屏幕上有一部吓唬小孩的大杀器《聊
斋》，那诡异的灯光和瘆人的音乐一起，孩子就只敢从手指
缝里偷瞄一眼，看看又飘来什么女鬼。

长大一些，我看的第一部“传统经典”，不是四大名著，而
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尽管对文言文半懂不懂，可那
些“鬼”的故事，似乎比人的故事要有趣得多，也直接得多。
有时候，如果盖住“鬼”的身份识别，就是一幕幕人间百态。

很荣幸，很多大家也是这么认为的，比如汪曾祺，还写下了
这本《聊斋新义》。他说，自己想做一点实验，改写聊斋故
事，使它具有现代意识。而石能择主，人即是花，这种思想
本来就是相当现代的，蒲松龄在那个时代就有这样的思想，
令人惊讶。

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汪曾祺选了另外一条路——把旧的创造
出来了。汪曾祺动笔，不是大刀阔斧地改，但给故事埋下了
突出一条岔路般的未尽之意。

《促织》的结局原本是大团圆式的，变成蛐蛐的儿子复活了，
他的父亲也功名钱财双收。但是，皆大欢喜的结局和之前一



家人走投无路的故事情绪是矛盾的，也让一个揭露黑暗的剧
本在最后作了某种妥协。蒲松龄也许是化愤怒为慰安，汪曾
祺却毫不犹豫地把儿子“写死”了——这本就是一个彻头彻
尾的悲剧。

《瑞云》的原著结尾，在贺生的“帮助”下，瑞云的脸又恢
复了光洁。这个故事原本的主题是赞扬贺生的“不以媸妍易
念”，这是道德意识，不是审美意识。歌德说过，爱一个人
如果不爱她的缺点，不是真正的爱。在汪曾祺的改写中，当
瑞云的脸晶莹洁白，一如当年，贺生却不像瑞云一样欢喜，
反而若有所思。这样一改，就是一个现代意味的爱情故事了。

据说有记者问过科学家霍金，这一生有什么事情真正打动过
你?霍金回答，“遥远的相似性”。“故事新编”的方式其实
并不新鲜，民国时期，鲁迅写过一本名字就叫《故事新编》
的历史小说集;林语堂也用英语改写过《虬髯客传》《莺莺传》
《南柯太守传》等中国古代小说，最后文言文转英文又转白
话文，汇集成一本《中国传奇》。

鲁迅比较谦虚，1935年在给《故事新编》的序言中说，“并
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却也许暂时还有存在的余地的罢”。
但鲁迅改写历史小说，绝不是闲来无事的文人消遣。比如，
大禹治水的《理水》一文，就是那个时代的“官场现形记”，
其中关于“考察员”的描述，至今读来仍觉眼熟。

林语堂的选择标准则是，“所选各篇皆具有一般性，适合现
代短篇小说之主旨……在于描写人性，一针见血，或加深读
者对人生之了解，或唤起人类之恻隐心、爱、同情心”。林
语堂的第一目标读者是西方人，目的在于普及中国文化，所
以在选定篇目之后，改的只是文风，故事主旨并无太多变化。

汪曾祺的《聊斋新义》写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与
电视剧《聊斋》几乎同期。他没有愤世嫉俗，也没有闲适格
调，他想写的，是人的现代意识，“中国的许多带有魔幻色



彩的故事，从六朝志怪到《聊斋》，都值得重新处理，从哲
学的高度，从审美的视角”。

汪曾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这个说法也许不严
谨、不科学，但有据可考。上世纪80年代初，汪曾祺复出，以
《受戒》《大淖记事》等作品震动文坛，在一个作品研讨会
上，几个青年学者给他定了个位;后来慢慢地就成了定论，学
者孙郁2014年在三联书店出过一本写汪曾祺的书，书名就是
《革命时代的士大夫》。

这里不讨论“士大夫”，但孙郁说的有道理，“汪曾祺的文
章还被不断地阅读，大概是还含着不灭的智慧与人性的温
度”。此前评价聊斋最普遍的观点之一，是“写鬼写妖高人
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这固然没错，但人性在其中是
缺席的，汪曾祺要做的，是把聊斋里的鬼，写成现代的人。

汪曾祺也是个有趣味的人，曾自嘲：“我事写作，原因无他：
从小到大，数学不佳。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
书很杂。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他
改了原著的一些篇名：把《郭安》改成《明白官》，但文中
的官明明是个糊涂官;把《赵城虎》改成《老虎吃错人》，但
老虎比人更有人性。林语堂也改写过《促织》，给文中的儿
子起名“吉弟”，汪曾祺则起名“黑子”，还把篇名改成
《蛐蛐》，风格十分统一。

这样的作家，这样的书，读来不累，读完能想很久。

聊斋读后感该篇二

这本书有许多这样感人的故事，他告诉了我们许多道理：如：
孝敬老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心能融化世间的邪
恶和丑陋的一面;开心和生命是重要的，有了生命但不能没有
开心，但是有了开心没有生命更是不行的，生命和开心要同
时具备才可以生活的更有意义。



聊斋读后感该篇三

今年暑假里，爸爸给我买了厚厚的一本《聊斋志异》。打开
书的第一页，上面介绍了作者的姓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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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斋志异》讲的是天上人间，域内海外，官场民间的怪谈
异事，山川草木，鸟兽鱼虫，精灵鬼怪，荒诞奇幻的故事！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故事是《妖术》，说的是明末时，有
一个姓于的人力气很大，一天，他的仆人不幸感染瘟疫，他
听别人说有个算命先生非常灵验，于生就找到了他，算命的
没说仆人，却说于生过三天就会死，叫于生拿十两银子出来
替他做法消灾，于生不相信。到了第三天夜晚，于生正在看
书，突然窗外草丛发出“沙沙”的声音，跳出来一个小纸人，
落到了地上变高了，想来杀于生，于生拿起了大刀向纸人砍
去……然后又分别来了泥人和木偶，于生分别将他们击败，
细细一想，这是算命先生变出来的！第二天，于生就报了官，
经过两次抓捕，终于把那个算命先生捉住了，这就是恶有恶
报，善有善报的道理，算命先生因为要赚钱，让别人相信他
的法术很灵，就变怪物来害人，结果被抓住入了大牢，这样
的人就是活该，这是他们应有的'惩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
害别人。

这本书虽然写的是妖魔鬼怪的故事，但并不恐怖，只是强烈
的反映了当时黑暗的社会，推荐大家也去读读这本名著！

聊斋读后感该篇四

范文一

今年暑假里，爸爸给我买了厚厚的一本《聊斋志异》。打开



书的第一页，上面介绍了作者的姓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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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是美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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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加钻石般透明
闪亮的心灵，比海还深比宇宙还深的心灵。

范文二

一看到这本书熟悉的题目，不少人第一时间想起一个令人耳
熟的故事电视剧：《画皮》，电视剧里那些夸张的故事情节
时到今日仍然令我们心有余悸，所以很多人一定会误以为
《聊斋志异》这本书是一本纯粹的恐怖小说，错！那就大错
特错！这本经典耐读的小说如果单单停留在这么低级的层面
的话，它还会从清代一直流传至今吗？它不仅给我们带来了
精彩绝伦的一个个故事，它还通过让我们阅读这些故事从而
领会到一个个深长的道理，让我们在阅读的同时也能领悟到
人生的真谛。

前年寒假，妈妈给我买了一本《聊斋志异》。《聊斋志异》
非常有趣，不久我就看完了这本书。《聊斋志异》是古代灵
异、志怪小说的集大成者，有“空前绝后”之美誉。《聊斋
志异》看来偏偏讲的鬼、狐、仙、怪，其实字字都是人、情、
世、态字里行间无不饱含着作者对人生的丰富体验。

从中我感受到，眼睛所看到那美丽的景象深处并不一定是美
好的，正如俗话所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往往
那令人看不起的外表下，有着一颗纯洁、美好加钻石般透明。

其实，《聊斋》表面上在讲鬼、狐……一类的故事，而侧面
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腐朽，在康熙时期的中后期，也就是蒲松
龄所在的那个时代，贪财成风，赃官比比皆是，清官能有几



个？比作者生活好的不少，比他生活差的更多，然而他们未
必都会去思考这些社会问题。作者大胆地揭开了所谓“盛
世”下的“烂疤”替那些饱受迫害的下层人民提出控诉！在
这里，我又不禁佩服蒲松龄慧眼明珠，佩服他敢于正视现实
的精神。

聊斋读后感该篇五

《聊斋志异》非常有趣，不久我就看完了这本书。《聊斋志
异》是一部经典小说，是蒲松龄的著作。《聊斋志异》是古
代灵异、志怪小说的集大成者，有“空前绝后”之美誉。
《聊斋志异》看来偏偏讲的.鬼、狐、仙、怪，其实字字都是
人、情、世、态字里行间无不饱含着作者对人生的丰富体验
和深刻智慧。

聊斋读后感该篇六

假期里，妈妈给我买了一本书。书名叫《聊斋志异》这是一
本曲折离奇的的鬼妖故事，还是一本百读不厌的古代奇书。
我看着看着就入了迷！比如像《促织》，这个故事说的是：
成名一家为了捉一只蟋蟀应付官差，害的爱子惨死。儿子死
后化为蟋蟀，所向无敌。后来被献给皇上，成名因此骤然富
贵。《聊斋志异》这本书里面的每一个故事的寓意都是一样
的：那就是好人有好报，坏人没有好下场！

聊斋读后感该篇七

一笑之知，许之以身，世人或异其痴；彼田横五百人，岂尽
愚哉！在中国的古代，有着各式各样的写妖魔鬼怪的故事，
吴承恩的《西游记》，道出的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坚决。
无论魔有多强，终究难挡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决心。《封神演
义》中便是一伙只知苦苦哀求纣王，只为求荣华富贵和普通
生活的而效忠于纣王奇能异士到最终能以天下大义而奋起伐



纣。但《聊斋志异》不同，其中虽与上述相同都是在写鬼怪，
但其中的鬼怪并非只有一群为着天下大义而来的，他们更是
从凡人中来。

《聊斋志异》中的鬼怪或是向小翠那样为报答救命之恩而来
到凡人中亦或是如庚娘那般被人残害而被迫成了鬼魂，但写
鬼怪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发现其中的凡人是如何对待这样一群
鬼怪的，鬼怪与他们同属三界的一部分，但很多的鬼怪却是
由他们而起，他们害怕甚至厌恶鬼怪，四处请高人或法师散
尽千金来祛除鬼怪，但却从未想过那些鬼怪从何而来，王十
八厌恶甚至是痛恶做鬼的庚娘，而自己却又欲望熏心强占她，
辛十四娘苦劝冯生要交益友，切莫太注重友情，要尽量远离
楚公子，而他始终是听不尽这忠言，直到被楚公子害的入狱，
辛十四娘用尽办法救他最终甚至连狐仙身份暴露而不得不离
开，直到这时冯生才知道后悔。

聊斋中的鬼有时候甚至比人更有情谊，而人间的人有时却又
比鬼怪更让人寒心或可怕，小翠帮元丰家度过多次劫难，而
其父母却因为她摔碎一个古董花瓶而对这个儿媳破口大骂毫
无一点情面保留，却殊不知小翠帮他们度过的劫难早已远胜
过花瓶的价值，足见小翠的人间之人只知眼前利益，而忘记
美好的来源！！聂小倩迷惑之人都是那些贪财好色之辈，死
的大多数是该死之人，而燕赤霞却只是一味降妖，从不过问
妖的好坏，只知人该活，妖该死。直到遇见宁采臣时，聂小
倩宁愿冒着被姥姥杀死，被燕赤霞打得魂飞魄散也要帮宁采
臣逃出那个无尽的深渊。聂小倩是如此，庚娘是如此，辛十
四娘亦是如此。可见无论是人亦或是妖都会有情，都知道哪
些事值得用生命去守护，也许的身份早已有阎罗殿选好，但
心却可以自己选择，有着人皮却没有着向善的心，那他的可
怕远远超过任何一只妖。

其实人人都怕鬼，但在聊斋里鬼却有时比人更有真情，他们
没有以天下大任为己任的想法，他们或许只是为了保留人间
那么一点正义而舍弃生命，或者仅仅为了自己爱的人能留在



世间好好生活。他们不被世人接受，却有时比世人更有感情，
他们不属于人间，却能让人间多一点温暖。

死友而不忍忘，感恩而思所报，独何人哉！

聊斋读后感该篇八

最近我读了《聊斋志异》这本书。

《聊斋志异》是清初文学家蒲松龄的代表作，它本身是文言
文，我读的是儿童版。书的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包括道士
传记，书生奇遇，人鬼之恋等，共27个奇妙曲折的故事。书
的语言通俗易懂，并有栩栩如生的插图。蒲松龄通过这些看
似荒诞不经的故事，揭露社会矛盾，表达人民的愿望。

《聊斋志异》这本书为小朋友打开了走进古典文学的大门，
让我们领略了中华文化的永恒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