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水浒传十七回读后感 水浒传第十
七回的读后感(优质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
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水浒传十七回读后感篇一

读了一本名著《水浒传》，这是一本描写梁山好汉人物形象，
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阶级的种种罪恶，读了《水浒传》
上这本名著，在了解故事情节的时候，它让我们学到了许多
道理，同时也学到了许多历史知识。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
写“关于水浒传第十七回的读后感100字”，下面小编收集了
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近日，我读了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书中
的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一位位英雄人物，都给我留下了不可
抹灭的印象。

话说武松离了“三碗可是冈”后，便直奔景阳冈。走了一里
多路，武松便觉得又累又渴，躺到一块大石头上，正闭了眼
要睡，忽然从乱树丛中蹿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虎来。武松见了，
顿时惊出一身冷汗，酒也醒了一大半，从青石上翻身跳下，
抄起哨捧，闪在旁边。那老虎把两只前爪在地上略按一下，
纵身一扑，武松急忙闪到一边，老虎见捉不到武松，便干脆
一掀，一剪，可都让机灵的武松闪过了。那老虎正准备再次
攻击，武松连忙抡起哨棒，从空中劈下，谁知只打到了一棵
树上，哨捧断成了两截。这一下，激得老虎向武松猛扑过来，
武松往后一跳，老虎恰好落在他面前，武松丢掉手中的哨棒，
两手把老虎皮揪住狠劲地踢它，又用拳头猛打它，不一会儿，
老虎就只剩下一口气了，五官里全部是血，武松又到树边拾



起半截哨棒，回来又打了一二百下，直到老虎一丝气也没有
了才罢手。武松又回到青石板上歇了好一阵，才走下冈子去。

《水浒传》中那些紧张曲折而又富有生活气息的故事；那些
带有传奇色彩而又栩栩如生的人物，永远都活在我们的心中，
永不磨灭。

《水浒传》一书记述了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好汉从聚义梁
山泊，到受朝廷招安，再到大破辽兵，最后剿灭叛党，却遭
奸人谋害的英雄故事。读完全书，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
有一个人，那就是鲁智深。

鲁智深在故事中是一个嫉恶如仇、侠肝义胆、粗中有细、勇
而有谋的人。

鲁智深外号花和尚，原名鲁达，只因为金翠莲父女报仇而打
死郑屠，改名鲁智深。他虽然出家为僧，却他不守寺规，喝
酒吃肉，还杀了人，所谓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大概如此，
后来加入了梁山泊，成为了梁山好汉之一。

鲁智深最有趣的故事就是倒拔垂杨柳了。书上写鲁智深脱了
衣袍，右手向下，左手向上拔住，把腰只一趁，便把杨柳树
连根拔起，众泼皮都称赞他不是凡人。的确，鲁智深力大过
人，这在梁山好汉中，恐怕也只有打虎将武松和李逵才能与
他媲美，鲁智深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鲁智深在《水浒传》一书中曾单打二龙山，火烧瓦罐寺，大
闹五台山等，干了许多大事，但他本人却很善良。看到金翠
莲父女被郑屠欺负，他执意要去为金翠莲父女报仇，并给了
金老十五两银子。为了救林冲，鲁智深从开封一直跟着董超
他们到了野猪林，方才动手。为了不苦百姓，他大闹桃花山，
偷走周通诸多器皿，为了不让刘太公失所，鲁智深与周通打
起来，让他把刘太公的女儿还给刘太公，以便刘太公养老。
鲁智深可以说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人物。



身为天孤星的花和尚鲁智深百战沙场，他有勇有谋，也可算
上是一位令对手闻风丧胆的英雄豪杰。

最后，在第一百九十回，鲁智深在征方腊战争结束后，于浙
江六和寺坐化，鲁智深一生可以说是十分离奇。征方腊战争
中，鲁智深生擒方腊，立了大功。在六和寺时，鲁智深竟知
自己今日圆寂，真是出乎意料。

《水浒传》一书记述了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好汉从聚义梁
山泊，到受朝廷招安，再到大破辽兵，最后剿灭叛党，却遭
奸人谋害的英雄故事。读完全书，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
只有两个字：忠，义。

忠，即是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尽心竭力。
宋江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这
就是忠;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山之后，对高俅之子的凌
辱，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杀，这也是忠。在当今这个社会
中，相信很多人都能做到一个“忠”字，但是，却很少有人
能够做到一个“义”字。

一个“义”字，包括了太多的内容。《水浒传》中一百零八
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
个“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一个“义”
字。由此可见，一个“义”字虽然只有三笔，有时却要用一
个人的生命去写。在现实生活中，给人让座几乎谁都可以做
得到，但救人于危难之中却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因为它需
要有相当的勇气，甚至是一命换一命的决心。

义，可以解释为正义。一个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人，就是一
个精神高尚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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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水浒传》英雄中有一个黑大汉，他生性鲁
莽，性情暴躁，经常为小事与他人发生冲突，甚至搞出人命
案。但他却能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令那些丧尽天良的家
伙们闻风丧胆。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没有这样惊心动魄的大
事发生，但“义”字却渗透着我们的生活。对朋友讲义气，
是小义。对素不相识的人或事物也用一种正义的眼光去看待，
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大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大义的民族，
当日本侵华，多少义气凛然的革命烈士，用他们的满腔热血，
誓死不屈，才成就了今日蒸蒸日上的祖国。董存瑞舍身炸暗
堡，黄继光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这些都是炎黄
子孙大义的延续，是中国历史上挥之不去的光辉。

一个人，可以不相信神，却不可以不相信“神圣”。当前，
我们青少年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
昌盛。因此，这也是我们民族大义的根本所在。让我们相信
这一份“神圣”，用自己的双手去维护这一份“神圣”。

作者施耐庵通过一系列的描写对108位好汉的塑造，表现出梁
山好汉各自独特的性格，其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环境的依据，
同时随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水浒传》情节的波澜起伏，
丰富的人物刻画，及细节描写，为我们展现当时社会的黑暗，
统治阶级的昏庸无能，官场的勾心斗角。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但用文学形式来歌颂
农民战争，并且真实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只有《水
浒传》。《水浒传》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不仅
凭勇敢，还靠智慧。《水浒传》中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
打祝家庄”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梁山起义军在这次战役
中能够重视调查研究，对敌分化瓦解，并采取打入内部里应
外合的办法，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小说中毕竟是小说，总有一些情节是虚拟的，但即使是虚拟



的，也被施耐庵描绘得栩栩如生，如武松打虎的片段，大虎
被描绘的光凭想象都可以想到其凶猛的样子，还有就是武松
的动作之激烈，似乎能听到打斗声，最终武松将老虎打败，
这期间武松最初是喝酒发昏，没什么战斗力，到了后来可以
杀掉老虎，这也反映当时受统治阶级压迫的人民的美好愿望，
将统治阶级这只“大老虎”消灭。

施耐庵，原名彦端，字肇瑞，号子安，别号耐庵。施耐庵因
避战乱迁此隐居写《水浒传》。据民间口碑，张士诚起兵反
元，在平江(苏州)称吴王，聘施耐庵为军师，后张士诚降元，
施耐庵屡谏不从，因而弃官去江阴祝塘东林庵坐馆。后来战
事波及江阴，施耐庵为了避难，在兴化隐居，施耐庵结识了
兴化许多农夫和盐民，他们生活中的许多故事，成了他创作
的素材，经过再创造，以他惊人的艺术才能，将以宋江为首
的梁山108将豪侠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作者施耐庵歌颂了108位好汉的反抗精神、正义行动，同时也
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不惧权威的品格。一些出身贫苦的
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等，对于当时统治阶级的剥
削压迫感受最深，受到的痛苦也最深，因此当他们起义后，
首当其冲的便是这些受过痛苦，受到过统治阶级剥削的这些
人。他们为了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作者对
这些英雄人物的赞扬，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热爱，同时也批判
了当时统治者的残暴，社会的黑暗。作者歌颂这样一批被统
治阶级视为所谓“杀人放火”的强盗、朝廷的叛徒，把他们
描绘得如此光辉动人，可敬可爱，这可并不是作者神志不清，
而是对统治阶级的讽刺，狠狠地讽刺。与此相反，作者对于
统治阶级的人物，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
鲜明的对比，反衬出梁山英雄为正义的化身。从而启发人们
该去爱什么人，恨什么人，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水
浒传》的深刻社会意义。

总之，《水浒传》通过艺术形象表现的“官逼民反”的现象，
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它所表现的梁山泊英雄轰轰



烈烈的大起义，最后失败，也深刻地传达了一种教训。

《水浒传》这一本书，浸透了世界上所有的侠士豪情，包含
了天地间全部的英雄气概。也记述了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
好汉从聚义梁山泊，到受朝廷招安，再到大破辽兵，最后剿
灭叛党，却遭奸人谋害的英雄故事。

读完全书，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只有两个字：忠和义。
忠，即是对自己的祖国忠心，对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尽心
竭力。宋江在种种逼迫利诱之下，仍然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
耿，这就是忠；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山之后，对高俅
之子的耻辱，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杀，这也是忠。在当今
这个社会中，相信很多人都能做到一个“忠”字，但是，却
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一个“义”字。一个“义”字，包括了太
多的内容。

《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
插刀，就只为了一个“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
也只为一个“义”字。由此可见，一个“义”字虽然只有短
短三笔，有时却要用一个人鲜活的生命去谱写。

在现实生活中，给人让座几乎谁都可以做得到，但救人于危
难之中却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因为它需要有相当的勇气，
甚至是一命换一命的决心。“义”可以理解成正义，而这本
书正是很好的诠释了正义这个词。水浒传就是义气的凝结，
就是义气的聚集，就是义气的体现。双鞭呼延灼、大刀关胜、
玉麒麟卢俊义、双枪将董平。这些好汉，不都是因为宋江等
人义气深重，才上梁山泊的吗？朋友间有了正义，不怕生死，
一百零八好汉也就成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真情患难兄弟，
他们一起为造福老百姓做实事。他们举起义旗，打着替天行
道，劫富济贪的口号，杀遍大江南北，沉重地打击了反动统
治者的嚣张气焰，张扬了人民群众的神勇斗志，干出了一番
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但在这些性格各异、单枪直入的英雄好
汉中，却隐藏着施耐庵对人生对社会的看法。你只需随好汉



们—齐发威，一齐狂笑，一齐叫骂，在无拘无束的痛快淋漓
之中，便能发现这一百零八个人，每一个都是作者精神追求
与内心情感的寄托。

水浒传十七回读后感篇二

徐宁长得是: “六尺五六长身体，团团的一个白脸，三牙细
黑髭髯，十分腰细膀阔。” 一首《西江月》更说得明
白。“臂健开弓有准，身轻上马如飞。弯弯两道卧蚕眉，凤
翥鸾翔子弟。 战铠细穿柳叶，乌巾斜带花枝。常随宝驾侍丹
墀，神手徐宁无对。”

看来，徐宁人长得帅,家庭美满,不但有独门功夫，还常随驾
待承，可见其身份比林冲又要紧了许多,幸福感更在林冲之上。
可再高贵，到了梁山，也只有随乡入俗了，徐宁用了半个月
的时间，教会了梁山士兵七百人使用钩镰枪。这钩镰枪的要
点是：“四拨三钩通七路，共分九变合神机。二十四步那前
后，一十六翻大转围。破锐摧坚如拉朽，搴旗斩将有神威。
闻风已落高俅胆，此法今无古亦稀。”

吃了如此败战的呼延灼，狼狈不堪，自是无法回京交待。无
奈的他，变卖了金腰带，才有了活命銭。当他想到与青州慕
容知府有一面之交，这才燃起了希望。可是，行在途中的第
二天晚上，在一家店中，呼延灼的那匹踢雪乌骓马，被桃花
山的强盗偷了去。

呼延灼要酒保挑着自己的盔甲，一起前往青州府时，一幅败
将之像，活生生地写了出来,写得极妙。

呼延灼，不但吃了败战，连坐骑都丢了，实是令人沮丧,见到
慕容知府,巧的是他也正苦于桃花山,二龙山,白虎山之侵扰,
二人是各有所需。 活了过来的呼延灼首先要做的事是, 打桃
花山，因为他想要回自己的宝马，更何况这是皇帝赐的宝马。



呼延灼打桃花山，没有要来宝马，却招惹来二龙山的鲁智深，
杨志。俗话说：“两拳难敌四掌”单凭呼延灼还真拿不下来。
就在双方打得难分胜负之时，白虎山的孔明、孔亮在打青州，
因他们叔叔孔宾被青州知府捉了。慕容知府捉孔宾，是因为
白虎山的孔家杀了本乡的财主一家，做了强盗。

呼延灼回援青州，正迎着来打青州的孔明、孔亮。呼延灼战
孔明,十来个回合,就擒了孔明，呼延灼显了点英雄。

孔明、孔亮是宋江的徒弟，武艺自然不高，遇到呼延灼这样
一等一流的高手，自然是手下败将。

失了哥哥，吃了败仗的孔亮，带着残兵，在道上遇着驰援的
武松，这是救星，凭着二人不打不相识的交情，武松定是要
相救的，但仅凭桃花山、二龙山、白虎山的力量要打下青州，
还没有十分的胜算，同呼延灼交过手的杨志明白这个道理，
要拿下青州必须有梁山的力量，于是，三山人马去围青州时，
没有忘记派孔亮到梁山求援。

这一章，说的是破呼延灼的连环马，更是说呼延灼败后的种
种遭遇，当然也写了他的英雄。打虎将李忠不是他的对手，
孔明更不在话下，就是同他交手的鲁智深、杨志也是退避三
舍了。呼延灼后来位列在三十六天罡的第八位，排在鲁智深、
杨志之前，道理在此章中。

水浒传十七回读后感篇三

《水浒传》是我国第一部农民起义的小说，作者施耐庵以宋
江为主题，成功塑造一百零八好汉的形象，那荡气回肠的文
字，令人回味无穷。

其中描述的一百零八条好汉个个武功高超，本可以自在的渡
过一生，但他们却为了百姓们起义，我还记得施耐庵先生写
的一段话“万姓熙熙化育中，三登之世乐无穷。岂知礼乐笙



镛治，变作兵戈剑戟丛。水浒寨中屯节侠，梁山泊内聚英雄。
细推治乱兴亡数，尽属阴阳造化功。”是他为《水浒传》写
的一个概述。

这篇小说从史进结识强盗朱武等，官府缉拿走延安。史进又
遇鲁达，鲁达打死郑屠逃到五台山出家，后转相国寺菜园结
识了林冲，林冲被高太尉陷害，刺配沧州，林冲落草梁山，
抢劫杨志未果……最后到柴进身陷，宋江打高唐州，杀高廉
救柴进，高太尉报仇派呼延灼打梁山，呼延灼战败，投青州
知府打桃花、二龙、白虎三山。三山求救梁山泊，共打青州，
大聚梁山，但是还是起义失败了。其中出现在我们的课本中的
《武松打虎》也是出自这本小说。

梁山泊上的人，个个都是英雄，心中有义，他们为朋友两肋
插刀，从不退缩，我从中领悟到，不管做什么事，不能只为
自已，也要为别人着想，不能一意孤行，一个人的力量什么
也做不好，团结才是的结局。

水浒传十七回读后感篇四

读完《水浒传》，觉得很奇怪，以梁山好汉之众，为什么偏
偏让宋江当上了头领?论才智，他比吴用差远了;论武艺，他
赶不上林冲、武松等人;论出身，那柴进也算是龙子龙孙。

这位不能文、不能武的黑三郎，当上了梁山头领，甚至让李
逵这样的好汉被他灌了毒酒，也不生怨言，还愿死后再做哥
哥部下的一个小鬼。他凭的是哪一样?细细品味，其实宋江确
实具备政治家的各项素质。

宋江有政治谋略，先看他化解梁山英雄排座次矛盾的妙计。
这些人个性强、上山先后不一，怎样把座次划分得让人心服
口服呢?只有宋江想得出主意。他让公孙胜等人祈天，等到天
生一雷，顺雷电方向或陨石落的方向，挖出一碣，碣上的字



是无人认识的蝌蚪文，排出了36天罡，72地煞，他名列第一
为天魁星。这办法够绝，巩固了自己老大的位置。再看他逼
死晁盖，晁盖实力强，但政治主张与宋江不同。宋江在江州
被救，不是急于上梁山，而是打无为军，收降众多兄弟上梁
山，他要在实力上超过晁盖。以后每次打仗，他都带兵出征，
立下不少战功，日渐形成他的权力中心。

宋江有政治思想。梁山好汉大部分是旧军官，宋江清楚，既
然夺了江山，就不能长期做山贼草寇，必须找出一条出路，
实现人生价值。为此，他赚卢俊义，上山扩大影响力，
打“替天行道”大旗，干出轰轰烈烈大事。

宋江有政治品德。宋江母亲早丧，极其孝顺父亲。上梁山后，
首先是接父亲上山，听父亲教诲，忠君爱国。不仅如此，还
力所能及地接众兄弟父母上山。他忠生孝义，是完美无缺的
正人君子，颇受人尊重。

水浒传十七回读后感篇五

《水浒传》这个名字已经家喻户晓了，作者施耐庵想必大家
也都耳熟能详了吧!

其实，当初我也觉得这部电视剧没有什么意思，它既没有
《西游记》的那种传奇色彩，也没有《三国》的激烈场面。
可是寒假无所事事的我也没办法，只好读这本《水浒传》来
消耗光阴。

当我读完这本书时却对这本书产生了别样的看法，从中我也
学到了许多，明白了许多。

不知大家可曾记得《三打祝家庄》这个片段。在一打，二打
都功不下来的情况下，梁山好汉总结失败的原因，调整作战
计划，终于在第三次攻下祝家庄。这使我明白了，我们要想



取得成功，就必须从失败中总结出经验和原因。古人说
得：“失败乃成功之母”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

大家是否还记得《智取生辰纲》这一段，在这一段中我也领
略出了梁山好汉的机智和勇敢，它告诉我们要懂得运用我们
的大脑，人类之所以能成为地球的主宰就是因为先人能够勤
于思考，若真正要凭“实力”，试问谁敢与狮子一决雌雄。

《水浒传》不仅告诉了我上述的知识，它还告诉了我如何学
会真正的宽容。

“急时雨”——宋江的仁爱宽容之心想必大家都众所周知吧!
也许你要说人们绝不可能会有宽容之心，倘若武松有宽容之
心，那他就应该放了那只老虎，倘若梁山好汉都有宽容之心，
那他们在战场杀敌时就不应该让那么多人都成为亡魂，这也
许是你并不了解真正的宽容的原因吧。

其实，宽容并不是一味地饶恕与包庇，记得;雷锋同志生前说
过：“对待战友要像春风般温暖，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
一般无情。”着应该就是对宽容的最好的诠释吧!

我从读《水浒传》中明白了这些小道理，如果大家能细读这
本书，想必一定能得到些更大的，更有用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