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初中生儒林外史读后感(大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那么该
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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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生儒林外史读后感篇一

提起《儒林外史》，我的第一个反应便是被扣上“吝啬”这
个别名的严监生。

两年前的一节语文课上，老师手捧着课本，边来回踱步边瞄
着课本，照着一行一行字念着。教室里，我们听着老师讲解
的吴敬梓描写的严监生，时而交头接耳谈论，时而捧腹大笑。
依稀记得老师在点评严监生的片段时提到过，本文字里行间，
每句话，每个神态描写、动作描写都能体会出严监生吝啬的
性格，但全文都没有出现过“吝啬”二字。

这几天又去回味一遍《儒林外史》，我便对它有了一个更深
刻的了解。再去品味严监生的片段，也不难想象为何会出现
这样一番场景了。

严监生在临终之际，伸着两根指头就是不肯断气，不为钱，
不为地，就只是为了那区区两茎灯草!恐浪费了油。直至赵氏
挑掉了一根，他才肯放心，咽了气。这一个行为实在是让读
者哭笑不得。文中交代，他家中的谷物多到吃不完，烂在仓
库里了。这种行为往好的方面说可以是节约，但更好的表达
方式应为“吝啬”，似乎更合理。

吴敬梓靠一行行生动的文字构造成一个个活灵活现的画面，
为了一盏灯茎，他居然始终不忍这么咽气，让读者瞪大了双



眼。

中国的科举制发源于隋朝，流传了好些年。不知多少人，因
为一次中榜，顿时将自己封闭了多年的如山般的压力一股脑
全倾倒了出来，为了能选上官而盲目跟随大众的脚步必然是
错的。

书中也有这样一位人物，开篇的王冕，他也天资聪颖，不愿
交朋友，当然也反对世俗，最后逃往山中，隐姓埋名，认为
那儿才是所属他的人生观点，与严监生大相径庭，自然也走
了不同的道路。

看一本书，回想其细节，悟出些许道理，继续为人生的路添
块小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