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格列佛游记的读书心得(模板8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
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格列佛游记的读书心得篇一

《格列佛游记》是英国十八世纪前期最优秀的讽刺作家和政
论家——江奈生·斯威夫特所写。全书通过描写格列佛在小
人国、大人国、飞岛国、以及慧骃国奇异的游历而展开描写，
并且批判了当时英国社会的腐朽和黑暗以及人民受到的残酷
剥削和压迫。

《格列佛游记》中最令我欣赏的情节是格列佛在小人国观看
皇宫中的大臣和贵族们在为皇上在绳上跳舞的特技时大臣们
被摔断腿和腰，甚至面对危险时，还要上去表演，只是为了
不同颜色的丝绒来提高自已的身份。这一情节深刻揭示了小
说所要表现的主题。

格列佛在游历慧骃国时，马成了理性的载体，而人则几作下
等动物耶胡。这深刻反应出当时英国社会的黑暗。

格列佛游历飞岛国时，见到了许多稀奇古怪的发明，比如厸
黄瓜中提取阳光、把粪便还原成食物、把冰制成火药等这些
游历让我感到很新奇。也台激发了我的阅读兴趣。

《格列佛游记》是一本值得读的好书，我从中学到不少知识，
这本书中旳深刻内涵也颇有历史足迹，让我更加了解英国的
历史。



格列佛游记的读书心得篇二

读书给我们人生添加光彩，读书增加我们人生的厚度。我们
从懵懂、弱冠、而立、不惑、知天命，逐步成长，靠的是人
生的历练和读书的积累，一方面是自己做事处世从中体会，
另一方面是阅读吸取别人的经验，两者共同使自己成长，增
加人生的厚度与广度。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格列佛游记
的读书心得”，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
考！

《格列佛游记》是18世纪英国的一部优秀讽刺小说，也是一
部奇书。作者是乔乃森·斯威夫特，他以游记的方式，写出
了他在小人国、巨人国、飞岛国和慧骃国的旅行。在一篇篇
的游记中，作者用了大胆的笔触，虚构了一个又一个令人匪
夷所思的奇幻世界，并借着故事中的主人公格列佛的给中奇
遇对英国的政治以及人性的丑陋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读完了这本书之后了，我好像仿佛是刚去这四个有趣的国家
玩了一番似的，所以，我非常的喜欢这本《格列佛游记》!

这部游记体小说，是以其杰出的讽刺而名垂世界文学史的。
首先，斯威夫特利用虚构情节和幻想手法刻画了当时英国的
现实。同时，他也是根据当时英国的现实才创造出一个丰富
多彩的童话般的幻想世界。

在当中有“宫廷游戏”和“语言的妙用”两小节，我最为喜
欢。

在“宫廷游戏”那些正在候补朝廷中的重要官职和希望得到
皇帝宠幸的人才来表演这种技艺。举行这种游戏时往往发生
致命的意外事件。“我”亲眼看见三个候补人员跌断了胳膊
和腿。还有一种游戏是在特别重大的节日专门表演给皇帝皇
后和首相看的。皇帝把三根六英尺长的丝线放在桌上。两根



蓝的一根红的还有一根绿的。他们在一个与地面平行的棍子
上面或下面挑来爬去。第一名是蓝丝线，第二名是红丝线，
第三名是绿丝线，他们把这些丝线缠两道在腰间。

本章与格列佛所描述的利立浦特小人国的游戏，利立浦特用
比赛绳技的方法来选拔官员，候选人中必须冒着跌断脖子的
危险来表演绳技，以达到爬上去的目的。爬上去以后他们的
所作所为也就可想而知了。朝廷官员也时常奉命在皇帝面前
表演，按照技术高低获得各种丝线，小人国里的官员腰上几
乎没有不缠丝线的。这只能说明他们全是奸佞献媚的小人。

斯威夫特借此抨击了英国宫廷和大臣们的旨聩无能，无情地
讽刺了高管厚爵获得者们阿谀奉承的丑恶嘴脸。

在“语言的妙用”中作者本来是反对设计家废除口语，以物
示意的办法的，但是，他却一愤慨的心情谈到了妇女怎样和
俗人文育联合起来反对取消日常的语言。他分明是在批评英
国的殖民统治政策，却偏偏要声明这和大不列颠民族无关。
作者巧妙地用反语进行讽刺，是读者能更深刻地体味到作者
的本意。

作品的主人公格列佛是8世纪一个普通的英国人，同时他也是
一个不寻常的鲁滨逊。与鲁滨逊不同的是，格列佛每漂流到
一个地方，必然去认识那里的社会，种.种形式的政治生活。

《格列佛游记》比较完美的艺术形式表达了作者的思想观念。
作者用丰富的讽刺手法虚构幻想的离奇情节，深刻的剖析了
当时的英国社会现实。作品熔现实与幻想于一炉，将两者进
行对比，用虚实的反差来完善讽刺的艺术效果，具有强烈的
感染力。

我打算起来，却动弹不得，我仰天躺着，这时才发现胳膊、
腿都紧紧地被缚在地上;我的头发又长又密，也被缚在地上。
我觉得从腋窝到大腿，身上横绑着几根细绳。我只能向上看，



太阳渐渐热起来，阳光刺痛了眼睛。我听到周围人声嘈杂，
可是我那样躺着，除了天空以外，什么也看不见。

过了一会儿，只觉得有个活东西在我左腿上蠕动，它越过我
胸脯，慢慢地走上前来，几乎来到我的下颔前了。我尽可能
用眼睛朝下望，却原来是一个身长不到六英寸、手里拿着弓
箭、背着一个箭袋的活人。同时，我觉得至少还有四十来个
一模一样的人 ( 我猜想 ) 跟在他的后面。我非常吃惊，大
吼了起来，吓得他们回头就跑。

赏析： 小说一开篇就以构思奇特奠定了全书的基调。格列佛
被风暴吹到荒岛上，醒来时发现自己已被百多个小人五花大
绑。这段文字生动地描述了初次走进格列佛视野里的小人们
的言行举止，特别是他们不断地射箭刺痛格列佛的行为，为
以后情节的进展埋下了伏笔。

开篇的文笔朴素简练。作家曾经声明："我宁愿用最简单朴素
的文笔把平凡的事实叙述出来，因为我写这本书主要是向你
报道，而不是供你消遣。"尽管格列佛漫游各国情景各异、遭
遇不同，但整部小说的布局、风格前后一致，格列佛每次出
海的前因后果都有详尽的交待，复杂纷繁的情节均按时间、
空间顺序依次描述，文字简洁生动，故事性强，所以雅俗共
赏。

这个暑假，我读了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
记》，小说以辛辣的讽刺与幽默、离奇的想象与夸张，描述
了酷爱航海冒险的格列佛，四度周游世界，经历了大大小小
惊险而有趣的奇遇。

游记中小人国、大人国里光怪离奇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
然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710年格列佛泛舟北美，巧访了荒
岛上的慧因国，结识了具有仁慈、诚实和友谊美德的慧因。
在慧因国的语言中没有“撒谎”和“欺骗”这样的字眼，人
们更不理解它的含义。他们不懂什么叫“怀疑”、什么



是“不信任”，在他们的国度里一切都是真实的、透明的。

格列佛在慧因国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他完全融入这个
社会，以致于与暗喻人类的耶胡交往时形成强烈的反差，因
为他们总是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他的诚实，使他感到失落，对
人类产生了极度的厌恶。

我不知道十八世纪美国的辉格、托利两党缠绵悱恻、暧昧的
关系，当然也就无从体会斯威夫特笔下的争论吃鸡蛋应先敲
哪头、鞋跟之高低等“原则”问题的“高跟党”与“低跟
党”的妙处。我错怪斯威夫特了，我要有一颗宽容的心。而
后来的斯威夫特也渐渐变得可以理解了，给我的感觉是他很
正义。

他讽刺地道出了当时英国的特点：“贪婪、党争、伪善、无
信、残暴、愤怒、疯狂、怨恨、嫉妒、淫欲、阴险和野
心。”他挖苦地描述了人兽颠倒的怪诞现象：马成了理性的
载体，而人则化作脏臭、屎尿横飞、贪婪刁难的下等动物耶
胡。他大谈人的天性，就是心甘情愿被金钱所奴役，不是奢
侈浪费就是贪得无厌。看完《格列佛游记》之后，我们不能
不审视自己，我们身上有没有这些顽疾劣根的影子。

有一句话，我认为评论得很经典：以夸张渲染时代的生气，
藉荒.唐痛斥时代的弊端;在厌恨和悲观背后，应是一种苦涩
的忧世情怀。

没有想到在那些朴实得如同流水账的大白话游记中竟蕴含着
这么深邃的内涵。

我期盼着有一天我们的社会也像慧因国，孩子们的眼中不再
有疑虑，教育与现实是统一的。我愿为此付出努力，也希望
大家与我一道，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做起，让这个社会
多一点真诚、少一点虚伪。



格列佛游记的读书心得篇三

《格列佛游记》的作者乔纳森。斯威夫特是英国著名的小说
家，是一位伟大的战士和超级讽刺大师。不置可否，《格列
佛游记》这本书同样是一部优秀的讽刺小说。但随着时代的
变化，英国现在的政府与社会现状早就有了很大改观，也就
是说作者原来的写作意图已经不再具有现实意义，但这并不
妨碍《格列佛游记》在今天赢得的广泛关注，新时期的读者
们又赋予了它新的内涵，“……作品中那些幻想性描写让人
着迷……人们把它看作儿童文学作品，认为它包含鼓励儿童
了解世界的外向化的价值取向……”(二十一世纪文学理论教
程，童庆炳主编) ，我想，格列佛游记的涵义还不止仅限于
此，它其中也包含了更深刻的教育意义。

当然，无论任何事情仅仅有执着是不够的。在这方面，我们
就要承认格列佛是一个十分有头脑的人，虽然青年时期的格
列佛一直积极的寻找各种机会学习知识，提高自己的能力和
素质，零零散散地、东拼西凑地、他掌握了各种航海知识和
技能，为自己的航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厚积方能勃发，这
些积累让他日后受益匪浅 ----有足够的能力应对各种恶劣的
条件。而对于我们哪?青年时期正是积累知识，提高能力的关
键时刻，虽然说人应该活到老学到老，但人一生中毕竟只有
一个学习的最佳时机。“时过而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我
读过这样一首诗：曾经想穿过那段最无暇的时光/去实现所有
缤纷的梦想/当回首那深深浅浅的脚印/不禁顿足扼腕/恨冬日
太短/夏日不长/总想把那段没走好的时光再走一遍/便知该如
何珍惜每一抹霞光/每一缕黄昏/从此再也不管懵懂与疏狂。
正当年少的我们，正处在“最无暇的时光”，好好的珍惜时
间，好好学习知识，不致回首时再“顿足扼腕”，悔不当初。

第四次航海，格列佛被聘为船长。中途水手叛变，他被放逐到
“慧马国”。在那里，他遇见了一种有智慧的马，而且那里
的马儿通人性，善良、仁爱、品格高尚。这是作者把自己对
社会理想注入到了慧马国，把最完美的人性灌注在慧马身上。



人无完人，我们每个人不可能像慧马一样完美无暇，但有的
基本品格我们还是应该具备的。比如慧马们从来就不知道什
么是“撒谎”，而我们这里哪?如今在不少商场假冒伪劣产品
肆意横行，虽然有消协出来主持公道，但这种现象还是屡禁
不止，我想只有那些生产者真正把诚实守信放在心上时，这
种事情才不会再发生。我们这些青年更应该把诚实守信融进
血液，铭刻于心。

格列佛游记中的教育意义深刻而深远，不一而足。

格列佛游记的读书心得篇2

格列佛游记的读书心得篇四

这个月，我读了一本名为《格列佛游记》的小说。它清晰的
文字把我带入了一个奇怪的艺术概念，用幽默和讽刺的语言
描述了一个混浊的社会。读完后，精神上的快乐，就像一根
绕梁的余音，三天。

当然，曲折的情节也让我感到震惊。然而，给我留下深刻印
象的是主人公在小人国的经历。

这两个曾经亲密友好的国家，不来夫斯古帝国和利里浦特国，
受贪婪和野心的驱使，导致战争和战争。英雄帮助利里浦特
人打败了不来夫斯古帝国的入侵，并得到了高度赞赏。后来，
主人公因为正义而直接拒绝了其他国君的不合理要求，但这
让国君无法接受。从此，他在国君心中种下了仇恨的幼苗，
官员暗中伤害了主人公。他在国君心目中的形象突然像天使
变成了魔鬼，甚至想和一些朝廷官员一起死去。

正如书中所说，“伟大的成就在国王眼中可以算是什么？如
果你暂时拒绝满足国王的奢望，即使你以前取得了巨大的成



就，你也永远不会被原谅。

读到这一刻，我颤抖着，忍不住感到有点冷……所谓忠言逆
耳，忠臣自然不受国君的喜爱；恶棍对君子的怀疑自然会诽
谤君子的形象。想到这一点，我不禁感叹，历史上有多少忠
臣最终能得到国王的善待？但至少英雄几乎就是其中之一。

这本游记写在我的脑海中，是一种浑浊、无情的'生活，是过
去生活的缩影！从作者对隐藏的嘲笑和蔑视的描述中，到处
都反映了斗争的精神。当时英国的社会风格也让我明白，
《纽约时报》进步的背后往往充满了不幸和荆棘，但无论如
何，它毕竟是生活，这部小说可以说是悲伤和快乐的交织在
一起。

格列佛游记的读书心得篇五

《格列佛游记》是一部讽刺小说。他使用了《小人国冒险
记》、《大人国冒险记》、《飞岛国游记》和《惠塘国游
记》，反映了本世纪上半年英国的社会矛盾。

在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故事是第二卷中的成人国冒险。成
人国冒险主要讲述格列佛第二次航海时不幸遇到的风暴。于
是他落在一个不知名的荒岛上，遇到了一个巨人家庭。他被
巨人农民当作玩具，但为了赚钱，他们把格列佛当作小玩意，
放在一个小盒子里，带到城里赚钱。国王听说了这件事，所
以他很感兴趣，把格列佛带进了宫殿，但最终格列佛被老鹰
带走了。

在第二卷中，我最喜欢的人是格列佛的小保姆葛兰达克利，
她一直保护着格列佛。

在一章中，农夫把他当作摇钱树，让他表演，一个接一个，
作为赚钱的机器。因为有利可图，农民带着格列佛到处表演，
先是在当地的农村城镇，然后来到全国各地，让格列佛极度



疲惫，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当保姆看到这一点时，眼泪总
是大滴。在皇宫里，小保姆和格列佛都病了。病得比格列佛
还重。但她仍然没有忘记照顾格列佛，她亲自为格列佛做衣
服，洗衣服。假如格列佛没有遇见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文章中的细节非常详细。小女孩一直在照顾“我”。我经常
试图满足“我”的要求，但我总是用一根绳子绑住“我”的
腰。这个细节很好地展示了小女孩性格中善良的一面。

《格列佛游记》展开了大胆的想象力，生动地描绘了当时英
国的社会现象，他的'每一个幻想都受到了不同的待遇。使作
品具有艺术的现实感，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使讽刺达到高效。

这本书的细节和一些表情都是全面的，很多写作方法都值得
学习

格列佛游记的读书心得篇六

我一向自诩读书甚多，常常冷不丁地从书中拣一句出来，把
和我谈话的人说得瞠目结舌，然后夸夸其谈的告诉他出自谁
谁谁的某某某名著。每当这个时候，我总会很得意，就以为
自己已经博览群书，通天晓地了。还装出一副文绉绉的样子，
像中了状元郎似的，好不骄傲了。昨天，我与好友m君正在
闲谈，正起兴时，我眼珠子一转，脑筋一动，又冒出一句托
尔斯泰的名言来，并用调侃的语气问他说看过这篇文章没有。
他很恼怒，大声质问我：“你太自以为是了，我问你，《格
列佛游记》，看过没?”这一下可把我问住了。说实话，我对
这部世界名著早已久仰，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拜读。于
是，找了个空闲的时间，去书店把这本书捧回了家。

古人读书有头悬梁，锥刺股之说，而我读书大概也有此种精
神吧。只两天，这本二指厚有余的大书就被我看完了。本书
主要讲述了主人公格列佛先生的奇遇。这本书第一站是小人
国利立浦特。小人国的确小，格列佛一只手就能拖动他们的



整只海军舰队。大致说来这是个十二分之一的微缩国度。作
者耐心的描述格列佛一餐吃了多少鸡鸭牛羊，喝了多少桶酒
等等，反复的提醒读者牢记这个比例。例如，小人国的国民
为了把他这个庞然大物运到京城，动用了五百名工匠，搭建
了一个长七英尺、宽四英尺、有二十二个轮子的木架：但是
主要的困难是怎样把作者抬到车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
们竖起了八十根一英尺高的柱子。

工人们用带子_作者的脖子、手、脚和身体;然后用像作者他
们包扎物品用的`那么粗的绳索，一头缚在木柱顶端的滑轮上。
九百条大汉一齐动手拉这些绳索，不到三个钟头，就把他抬
上了架车……一万五千匹高大的御马，都有四英尺多高，拖
着我向京城进发……在这般小的玩具世界，所有的雄心和邀
宠、政争和战事都不显的渺小委琐。而后，格列佛又来到了
大人国，他与大人国国王的一段对话，不仅构成对英国的批
评，也展示了两种不同的思路，并使它们互为评议。《格列
佛游记》的讽刺在揭示现状的同时，也构成对某些语言的模
拟和挖苦。这也是我之所以喜欢这本书的缘故。这个较有人
情味的格列佛，把小说带向另一个层面的讽刺：即对人性的
怀疑。

两次尺度转换起了某种否定的作用。到了大人国，这点就变
的十分明确了——因为格列佛自己也变成了“小人”：他用
自己少得可怜的几片小金币向那里的巨人讨好;他弄刀舞剑，
展示自己的勇武;他和王后宠爱的侏儒闹矛盾、斗心机。但他
的讨好保护人的行动又实属迫不得已——因为他随时可能被
任何外在的力量伤害。而说它所谓的讽刺意味，则又可以用
书中的另一句话来诠释，“一个人如果要在与他的地位完全
不可相比的人们面前保持自己的尊严，即使费尽九牛二虎之
力，也是徒劳无益的。

转眼见又到了书的第三卷，飞行的岛国，这一卷在我看来是
最为引人入胜的了，作者再一次去进行航海，但一样也是遭
遇的厄运，他被漂流到了一个荒岛之上。却意外的发现了飞



行的岛国——拉普他。这里的人十分奇怪，似乎对乐器有种
莫名的喜爱，他们除了把饭菜都做成各种各样的乐器形状以
外，还时不时的就皇帝连同所有大臣拿上乐器演奏三个小时。
并且把音乐视为评判一个人的标准，如果不懂音乐，或是不
精通音乐，那他不管有何德何能，也是要比别人矮一头。格
列佛先生在这里先是受到了很好的待遇。他去参观了位于飞
岛国的陆地领土上的首都拉加多，并去游览了著名的“设计
家学院”。在这里见到了许多的奇人，了解到了许多奇怪的
事，甚至见到了一台能自己写出哲学，诗歌，政治，法律，
数学和神学着作的书。作者在这里呆了一段时间后也离开了
这个地方。随之来到了本书的第四卷，慧马国。

格列佛在慧马国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他完全融入这个
社会，以致于与暗喻人类的耶胡交往时形成强烈的反差，因
为他们总是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他的诚实，使他感到失落，对
人类产生了极度的厌恶。他讽刺地道出了当时英国的特
点：“贪婪、党争、伪善、无信、残暴、愤怒、疯狂、怨恨、
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他挖苦地描述了人兽颠倒的怪
诞现象：马成了理性的载体，而人则化作脏臭、屎尿横飞、
贪婪刁难的下等动物耶胡。他大谈人的天性，就是心甘情愿
被金钱所奴役，不是奢侈浪费就是贪得无厌。看完《格列佛
游记》之后，我们不能不审视自己，我们身上有没有这些顽
疾劣根的影子。

总而言之，《格列佛游记》既是一部脍炙人口的优秀小说，
也是一章具有着强烈讽刺意味的哲理文。他讽刺了社会上的
种.种丑恶，却又不明说出来，而是巧妙的将它们安插在书中
的故事中，把人类贪婪，为了谋权牟利的心机在小人国的大
臣们身上体现出来。把人类妄自尊大，自以为是，掠夺残忍
的本性在与大人国的交往中体现出来。至于飞岛国与慧马国
的启示，在上面我已经说到了。



格列佛游记的读书心得篇七

暑假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好时间。在假期的闲暇时光里，我选
择了重温一本经典名著——《格列佛游记》。

《格列佛游记》于我而言并不陌生。早在小学四年级时，我
就曾通读过。时隔三年，当我再次拿起这本书时，它给我带
来的感受除了幽默与离奇，更多的是关于人性的思考。

对于不谙熟英国历史的我来说，阅读小人国和大人国时，并
未得到多少共鸣。但当我读到慧骃国，面对这种无论情感、
道德，各方面都高于人类的生物，并且这种生物还是在现实
生活中寄人篱下的马儿。作为读者，不知你们是怎样一种感
受?于我，则是为人类社会感到无奈与悲哀。

慧骃的诚实、善良与仁慈，是我们一直以来所向往的美好境
界。而在如今的社会，这种美德却被人类的虚伪、贪婪与自
私掩盖了。国学《三字经》中曾说道：“人之初，性本
善。”不错，每个人在稚嫩的孩提时代，都如一张纯净的白
纸。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人们渐渐认清了社会的现实后，
便似走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有些人自暴自弃，在越陷越深
中混沌度日，失去儿时原有的纯真。

与慧骃们相比，耶胡完全起到了反面衬托的作用。他们虽有
着人类的外表，但面目可憎，行为举止反映着自己的野蛮与
无知。

格列佛游记的读书心得篇八

在长假期间，我读了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
游记》。这部小说以其辛辣的讽刺和幽默，怪诞的想象和夸
张的手法，描述了格列佛，他喜欢航行，环游世界，经历了
一场小小的、惊险和有趣的冒险。



在布罗卜丁纳格的旅行中，离奇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然
而，1710年在北美的格列佛斯漂流，在一个来自国家的沙漠
岛的回族，遇见了善良、诚实和美德的回族，因为国王的故
事，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回族的语言中没有所谓
的“撒谎”和“欺骗”，人们不明白他们的意思。他们不理解
“怀疑”或“不信任”。在他们的国家，一切都是真实而透
明的。

我羡慕格列佛很幸运能到惠国，那里是我们向往的理想处境，
在这里你不必担心别人说话的真相。在现实世界中，人们用
花言巧语骗取他人的血汗钱;有些人卖孩子牟取暴利;有些人
甚至为了钱而抛弃了他们的亲生父母……难怪，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长辈从童年到教育都要警惕，要小心被骗。

我也期待着我们的社会像惠国一样的日子，在孩子们的眼中，
毫无疑问。教育与现实是统一的。我愿意为此付出努力，我
希望你们所有人都从我做起，从我的身边开始，让这个社会
变得更加真诚，不那么虚伪。

当我打开《格列佛游记》的时候，我立刻被列在了我马上看
到的事情清单上：利力普提的冒险故事，成年国家的冒险，
飞行的国家……这些话似乎是作者写出来的，当我看到这些
话的时候，我想很快地看到他们，我想知道他们在这个国家
和国家是怎样的。有了这些问题，我仔细阅读了第一章。

这本书讲述的是格列佛的身份，在一艘船航行后，一艘船航
行，在某个神奇的国家遭遇风暴后，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国家。
情节曲折，神秘，幽默。格列佛的冒险生活很有趣。而不是
《格列佛游记》，而是《我去格列佛游记》，因为我几乎在
阅读这本书时迷失了方向，就好像我和他在一起探险一样。
但我也佩服他的机智勇敢，他总是给我一种媒介“逆境集
群”，这是新踏上祖国在他经历了灾难的主要原因，所以我
决心向他学习这种精神，否则的话，若我以后遇到这种事情
或许已经死了!



这本书太美了，我读了几遍，我觉得这还不够。有趣的是，
我真的很喜欢《格列佛游记》这本书。吗?你对我的介绍有好
感吗?然后赶快读这本书!记住，它的名字是格列佛游记!

我读了一本书，名字叫《格列佛游记》。这里讲了一个勇敢
探险的人，名字叫格列佛。

这本书里的故事可多了，如：《初遇小人国》，《又遇大人
国》……

他的船被大风浪吹倒了，他抓住一块木板飘了三天三夜。醒
来后，发现自己已被几十根小巧的铁链绑着，不能动弹。还
见身边有好多小人。比自己小很多(体型)。后来，国王信任
了他。他们那里的东西都是小的，他每天都要吃很多牛，羊，
猪……后来，他得罪了国王，被赶了出去。他走啊走啊，遇
到了一条返航的船，跟船回到了家。

一会儿，他就按捺不住勇于探险的心情，又开着船出发了。
跟以前一样，有一个大风浪，把他卷到了大人国里。到大人
国里的烦恼很多，如：走路不小心会被踩死;还会被撞倒;还
会被抓起来……不过，也有很多好处，比如：哪里的牛很大，
只要切一小片就能吃;牢房里的铁杆很大，他一钻，就出的去。
在哪里发生了许多快乐，开心的事。

主人公勇敢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而我是一个胆小的
孩子。以后，我一定要跟格列佛学习，做一个勇敢的人。

书中的主人公格列佛是个爱好出游的人，他渴望着周游世界，
走遍世界的每个角落。也许正是他那无畏的探索精神，才让
我们也领略到了这奇特的四个国家吧。

我想，利立浦特与布罗卜丁奈格，也就是小人国和大人国，
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了。利立浦特的居民们虽然都不过
是一般人手掌那么大的人，但他们却十分的勤奋与聪明。格



列佛为这个国家出了不少力，最后却遭到了朝廷中人的弹劾，
被迫离开这个国家。这也从某个角度折射了当时英国政府的
昏暗、各党派之间的争斗以及与法国的战争等等，充分表现
出了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在大人国，格列佛又从小矮人的
角度仰视人类，讽刺了人类的一些不好的习性。

第三部中的飞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飞岛上的人们只重
视音乐与数学，一点没有想到要全方面发展，才能让国家强
大起来。而且那些致力研究一些奇怪实验的人，譬如用蜘蛛
网作防线，用嗅觉、触觉辨别颜色，还有把粪便还原为原来
的食物等等。这些实验都是很愚蠢，有的实验甚至根本没有
意义，但他们却依然热衷于做这些实验，而不去造更好的房
子或是种植出更优良的粮食，让土地都变的荒废后还不以为
然，真的令人不解。作者辛辣地讽刺了那些只会纸上谈兵的
科学研究者，并讽刺了人类的疯狂和邪恶的本性，人性随着
历史的前进一步步地堕落，走向深渊。

在慧骃国中，格列佛结识了具有仁慈、诚实和友谊美德的慧
骃。在慧骃国的语言中没有“撒谎”和“欺骗”这样的字眼，
他们不懂什么叫“怀疑”、什么是“不信任”，在他们的国
度里一切都是真实的、透明的，是人们所追求和向往的地方。
在这里，你不需要考虑别人说话的真假，因为他们不知道说
谎是什么。

但是，格列佛却因过于崇拜慧骃，而成了愤世嫉俗的偏执狂，
根本看不到人的优点，把人看作与耶胡一样，最终格列佛也
成为了作者嘲讽的对象。

这部小说真实地描绘出了一幅格列佛出游的图画，让读者看
到了社会上美好的一面与黑暗的一面，由此也想到了很多。

刚开始读了《格列佛游记》，我还以为这是一部类似于《鲁
宾逊漂流记》的冒险小说，之后才知道这是一部想象小说，
但奇异的想象只是表面，内在则充满了讽刺。



《格列佛游记》讲述的是英国船医格列佛因海难等原因流落
到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国以及慧?s国等地的经历。

小人国里的一切都非常小，他们对于格列佛就像玩具一样。
大人国恰好相反，格列佛就好像他们的“宠物”一样为他们
表演，逗他们开心，还要提心吊胆，以防被弄死。小人国和
大人国不仅大小相反，心胸也不同，小人国连年征战，尔虞
我诈;大人国民风淳朴，对英国的历史、制度和现状有着很多
疑问。第三卷通过介绍再飞岛国等五岛的经历，体现了现代
科技有着很大的问题。第四卷更加奇怪，在慧?s国里人兽互
相颠倒，没有金钱、军队和警察，马有着高尚的心灵，而野
胡则是邪恶的生物。格列佛在那里学到了很多，他越来越厌
恶人类社会的种种恶行，对人类社会做了无情的鞭鞑。

我最喜欢的是第四卷，他批判了人性深处的丑陋和人类社会
的血腥，而在慧?s国里，他们都没有欺骗、杀人放火、抢劫
一类的字眼，格列佛光是让他们明白这些词的意思就花了好
大功夫。他们的社会充满了友爱、和睦，人人都很善良，厌
恶邪恶，这就是人们想象中的“世外桃源”吧。

这本书的作者对社会的丑陋做了无情的鞭鞑和讽刺，对人性
和社会有着自己的见解，表达了他为世界担忧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