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水浒传全本书读后感 读水浒传心
得体会(优秀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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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
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
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
帮助。

水浒传全本书读后感篇一

四方英雄，忠义堂相会，五方豪杰，都来投奔，从“及时
雨”宋江到“金毛犬”段景住，可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一百单八将替天行道吗，立起杏黄大旗。梁上好汉杀富济贫，
好一段辉煌的历史!

宋江提出招安时，有些英雄同意招安，有些豪杰反对招安，
只恨宋江想为兄弟们找个出路，却把宗豪杰“亲手杀死”。
想那林冲一身好武艺，战场上从无败绩。张清人呼“没羽
箭”，只用石子便打伤十五员大将。杜迁、宋万虽然武艺不
是很强，但也是人中豪杰，却死在宋江招安之手。要说可怜，
还得说柴进大官人，他原为大周皇帝柴世祖的后代，家赐丹
书铁劵，富贵荣华，但被_臣所害，打入牢中，投奔梁山。哪
个不是英雄，可是都被宋江的“招安”活活害死。

黄信人呼“镇三山”，韩滔人呼“百胜将”，个个武艺非凡，
但还不是让招安一事害了自家性命。

宋江是个好人，但是好心做了坏事，再说他文不能安邦，只
好把招安挂在嘴边，害了多少个好汉的性命。

回想以前攻大祝家庄是小事，在破金征辽时，是一将未伤，
林冲、秦明、呼延灼、花荣、武松、鲁智深等是大显神通。



可是在征讨方腊中十损七八，英雄死伤大半。林冲还不是被
宋江活活气死。

英雄都死于非命，如果宋江不接受招安，那这些英雄哪会如
此?众人都算是死宋江的手中，可惜一百单八将全军覆没，一
代雄杰无法瞑目于地下。但那一条条鲜活的生命，那一汩汩
沸腾的热血，永远在我心中，让我感叹英雄，伤感满怀。于
是我不由地轻轻哼起《好汉歌》和“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
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几度夕阳红”。

水浒传全本书读后感篇二

读了《水浒传》后，最大的感受就是书中的英雄们的豪情壮
义，仗义疏财。

先说智取生辰纲的七条好汉。智取生辰纲，是梁山好汉一番
轰轰烈烈的事业的发端。这一段好汉壮举，轰动了水浒世界
里的江湖。但是晁盖一伙，做下这桩弥天大案，背后的真实
动机又是什么?是为了劫富济贫?还是说为了准备“农民革
命”?显然都不是。黄泥冈上，这一伙好汉劫得了十万贯金珠，
而后大概经过坐地分赃，晁盖、吴用等回了晁家庄园，三阮则
“得了钱财，自回石碣村去了。”随后并没听说他们有济贫
的打算，也没见他们准备扯旗造反(或曰起义)，如果不是东
窗事发，保不准他们真的就此安心做了富家翁，一世快活。
因此，这桩大案，打劫的固然是不义之财，但其实质，说穿
了，就是一次黑道行动。

再看鸳鸯楼上那幕血案，武松连刃十数人后，一片血泊之中，
从容地将桌上银酒器踏扁，揣入怀里带走;而即使粗心卤莽至
极的角色如李逵，沂岭之上杀了假李逵后，也没忘进房中搜
看，“搜得些散碎银两并几件钗环”，都拿了——李逵虽极
端厌烦女色，但也知这些沾满了脂粉气的钗环可以换钱换酒，
照拿不误。而后，还去李鬼身边，搜回了那锭被骗去的小银
子，在这种事儿上，黑旋风也足够细心。



“忠”与“义”——《水浒传》读后感

《水浒传》是中国古代一部不朽的古典文学名著。它描写了
北宋年间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位梁山好汉，“替天行道”、
劫富济贫、除暴安良，反贪官、反压迫的英雄事迹。读完此
书，我不禁为一百单八将的忠义精神所折服。

“忠”，即对国家、对朋友忠心耿耿。九纹龙史进救了陈达
等三人，面对官府的捉拿与赏赐，他毫不动心，面对危险也
不肯拿他们兄弟三人解官请赏，这便是对朋友的“忠”;晁盖
六人准备夺取生辰纲，临行前一起发誓：“我们兄弟六人凡
一人有私心，就叫他天诛地灭!”没有一人有私心，这也
是“忠”。

“义”这个字在梁山好汉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义”，可
以解释为正义，仗义，凛然大义。鲁达在酒楼遇到和他并不
相识的金老父女，在听说了他们的遭遇后，便到状元桥下开
肉铺，把郑屠夫痛打一顿替他们报仇，这便是“义”;林冲被
高俅陷害后发配沧州，路过野猪林时，两公差要谋害他的性
命，却被鲁智深搭救。这也是“义”;武松听说了管营的儿子
施恩被蒋忠抢占了“快活林”酒店后，找到蒋门神把他打得
跪地求饶，这同样也是“义”。

“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
取义者也。”这是孟子曾说过的。自古以来曾有多少人舍生
而取义?他们不知道生命的可贵吗?不，他们知道。但为了支
持正义，他们选择了：做正义脚下的垫脚石!用自己的身躯，
托举正义!

水浒传全本书读后感篇三

《水浒传》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由明朝作家施耐庵所著。
这部作品描绘了宋朝时期一群英雄豪迈的人物，如宋江、吴
用、林冲等，他们为正义和公道而战，展现了独特的精神风



貌。

学习《水浒传》，首先感受到的是其深入骨髓的英雄气息。
我深深地被宋江的义气所感染，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都充满了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同时，我也被吴用的智慧所
吸引，他的策略和战术让我看到了智慧的力量。

其次，我对《水浒传》中的武打场面印象深刻。每一次战斗，
都充满了激情和悬念，让我热血沸腾。我深深地体验到了那
种在困难和挑战面前不屈不挠的精神。

再者，我从《水浒传》中看到了人性的复杂和多样性。每个
人物都有其独特的性格和行为模式，这使得故事充满了深度
和内涵。这让我对人性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总的来说，学习《水浒传》让我更深入地理解了中国传统文
化，增强了对历史的理解和认识。同时，这部作品也让我看
到了人性的光辉和黑暗，让我对人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我
建议大家在阅读这部作品时，不仅要注意情节和人物，还要
深入思考其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和人性的复杂性。

水浒传全本书读后感篇四

在这个寒假里，我读了一本名叫《水浒传》的书，他是一部
长篇小说，作者是元末明初的施耐庵，主要讲了宋江为首领
的一百零八位梁山好汉一起推翻腐败无能的朝廷，最后以失
败告终的故事，当我读完这本名着时，我似乎对人生又有了
新的理解与认识。

这是一篇感人肺腑的故事，每当我看着这些好汉经历一次又
一次的难关时，我都会明白什么是情!什么是义!什么是恨!什
么是坦诚!什么是忠义!这一段段故事真令我无限感慨!

但是，当我读到最后时，令我十分遗憾!他们没能过斗高俅那



些奸诈小人，虽然他们失败了，但是他们的形象、事迹我永
远记在心中!

水浒传全本书读后感篇五

《水浒传》塑造了许许多多栩栩如生的一些人物形象。最具
反抗能力的李逵；性格刚强的武松；逆来顺受，最后走上反
抗道路的林冲都给读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水浒传》
的语言非常简捷，往往用三三两两的语言就能描述出一个鲜
明的人物。

[《水浒传》读后感50字]

水浒传全本书读后感篇六

《水浒传》是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书中描写了以
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泊聚义的故事，展示了当时不同
阶层的人们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从觉醒到反抗的战斗过程，
那么你有什么水浒传读书心得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有
关于水浒传心得体会500字，希望你喜欢。

经过整整一个学期的坚持，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终于读完了
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我的心像大海的波涛一样，久
久不能平静。

这本书主要讲了在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领的一百单八将梁
山聚义，发誓要替天行道，做了许多好事：鲁提辖鲁达赤手
空拳打死了镇关西，救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武松景阳冈打虎，
为民除害;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发散不义之财……后来，宋
江和梁山军马受到了朝廷的招安，被派去战方腊，一百单八
将在战争中拼命杀敌，十已折八，好汉所剩无几。最后，宋
徽宗因听信了奸臣的谗言，赐宋江毒酒，剩下的兄弟也因朝
廷腐败，不得不自缢而死。



《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位位好汉结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
火，两肋插刀，就是为了一个“义”字。他们为百姓除暴安
良，出生入死，也就为了一个“义”字。

以前，我对“义”的理解比较狭隘。记得有一次，我的朋友
还没有做完作业，他的组长就快要来了。我拿出作业，对他
说：“你抄我的吧!”当时我觉得自己很讲义气，可现在，我
读完了《水浒传》之后，再转念一想：那是真正的“义”吗?
那只不过是作弊罢了。直到那一刻，我才真正地理解了|义”。

梁山好汉都是忠义之士，虽然结局很遗憾，但他们在我心中
都是不朽的英雄。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每当听到这义
薄云天、豪情万丈的旋律，八百里水泊梁山上一百零八位好
汉匡扶正义，替天行道的画面就会在我脑海里浮现。

《水浒传》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
的明珠，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书中的人物几百年来为
人们津津乐道。我觉得《水浒传》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
是因为书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个个栩栩如生、个性鲜明。

他们身上除了具有高义薄云、除暴安良的共性外，每个人身
上还具有与众不同的鲜明个性，甚至两个人物之间的性格是
截然相反的。这种对比式的人物描写是《水浒传》中人物塑
造的一大亮点，比如书中先后出场的鲁智深和林冲。

“花和尚”鲁智深为人坦荡，武艺高强。他爱打抱不平却又
性格鲁莽，仗着一身好武艺，总是由着性子做事。华州城外，
只因一言不合便勃然大怒，单枪匹马闯入城内，结果吃了他
一生中唯一一次牢饭。

但鲁莽也有“好处”，若不是他一时兴起，三拳打死镇关西，
恐怕连“鲁智深”也没了，只剩一个“鲁达”。要不是他在



野猪林里飞杖隔过水火棍，林冲怕已被害死。当然，鲁智深
的鲁莽急躁或许是一个绿林好汉必备的特点。确实，《水浒
传》中的许多人物都和他一样“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
闯九州”。

但也有一些人物却恰恰相反，他们行事谨慎，能忍则忍，只
到无路可走时才最终被“逼”上梁山。其中的代表当属“豹
子头”林冲。他紧随鲁智深出场，是鲁智深的好兄弟，却与
鲁智深有着截然不同的个性。

林冲本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本来生活安定，家庭美满。
只因高衙内看中了他的妻子，被三番五次设计陷害，妻子岳
父全都自杀，他也最终被逼上梁山。从白虎节堂，东京牢内，
沧州路上，直至柴进庄上，无不体现一个“忍”字。直到风
雪山神庙，他终于不再隐忍，这才上了梁山。由此我们不难
看出，他是一个逆来顺受、生性软弱的人。

鲁智深和林冲似乎是两个极端，剩下的都是“中间派”，不
过是有的偏“莽”多一些，有的偏“忍”多一些，比如“行
者”武松。

在书的十五到十八章，他表现出来的形象是顺从的。但宽容
不代表软弱，经历了孟州城事件后，他对朝廷失望，从飞云
浦到蜈蚣岭，一夜之间连杀十九人。可以看出他既不像鲁智
深那样鲁莽急躁，也不像林冲那样一味隐忍，做事比较有分
寸。

还有许多对比的地方。比如李逵和燕青，一个黑大壮，一
个“小白脸”。再如王英夫妇，一个下流好色，一个漂亮高
傲……无数的人和事在一百二十回中交织融合，真是相得益
彰，相映成趣。

宋江，梁山泊的第三任领头人。绰号“及时雨”、“呼保
义”都是人见人爱的好名号，他仗义疏财，大把大把撒银子，



在别人危难时刻常常出手与人方便，深孚众望。

阎婆惜父亲去世，宋江花银子帮忙买棺材，再给十两银子，
也因此得到了一个年轻漂亮的阎婆惜。遇上李逵时，宋江给
了他十两银子去赌，李逵输不起，抢走了别人的银两，宋江
为他善后，又花了不少银子了结此事。在柴进那里碰到落魄
的武松，一出手又是十两银子……十两银子可不少，总有今
天的几千元吧。

我是个喜欢较真的人，宋江家是不是有家财万贯?好像并不是。
宋江也算农民出身，他弟弟宋清和老父亲在宋家庄务农，好
像还不是什么大地主，一年所得穿衣吃饭当然没问题，远远
够不上家财万贯。我打开《水浒传》，从头翻到尾，没有一
个字提到宋江会经营，懂买卖，他不是一个生意人。宋江也
不是高官，就郓城县一押司，相当于今天县政府的一个文书，
工资高不到哪里去，也就一工薪阶层吧。

宋江的银子就像从天上砸下来一样，见到疾苦百姓，有难兄
弟，银子怎么都使不完。宋江视金钱如粪土，广交天下朋友，
赢得了“及时雨”的好名声，可见金钱魔力非凡。

作为一个孝子，宋江一定还得拿钱时常孝敬父亲。平时只要
别人来投奔，他都会大大方方地上酒馆招待，宋江不差钱呀。
虽然也曾有人给宋江送过钱，毕竟也只有几次，而且大部分
都被宋江退还了。上山之前，宋江的钱从何而来?就是一个疑
问。上山之后，特别是坐上梁山的第一把交椅后，大把大把
来钱那就不奇怪了。

都说宋江忠，我却不觉得。他忠于大宋皇朝吗?晁盖等人劫了
生辰纲，本该逮捕法办，他私自放虎归山。都说宋江孝，我
也不觉得。犯下天大的罪行，祸及老父亲，一大把年纪，不
得安生。

逼上梁山之前，宋江的大把银子到底从何而来?这始终是一个



问题。

武松在阳谷县坐了都头，又上京办事。回来时，才知道哥哥
武大郎死了，武松心疑便察得实情，去告官，谁知县馆已受
贿，无奈下在狮子楼为武大郎报了仇。

其中，让人看得最热血沸腾的就是最后报仇时杀死西门庆的
那一段，武大郎虽死，潘金莲和西门庆也得到了她该得到的
恶果，而武松为民除害还被发配孟州。我觉得这有可能是作
者在讽刺当时的朝廷昏庸无道。西门庆在这里被作者描写的
简直是“臭不可闻”，几乎上谁看完都痛骂他一两句，这能
体现作者是多么的会描写人物啊!

李逵见宋江父子团聚后，也想念自己的老母，便去沂水县的
百丈村接自己的母亲。

去时，途上遇见李鬼扮成的假李逵威胁，李鬼战败求饶，说
他尚有九十岁老母，杀他就是把他和他的老母一块杀了。李
逵可怜他，便饶了他，而且还给了他一锭银子，让他走了。

我觉得是作者很反感像李鬼这样的人，所以就让李鬼和李逵
再次遇上，而且让李逵把他杀死。一是作者可以出一下气，
二是让那些读者也赞同他，并看完后有一种豪迈气质，似乎
自己就是李逵。李逵杀李鬼是很精彩。

但是后来的李逵背着老母过沂岭时杀虎的场景最为精彩。先
是去打水，然后发现老母不见了，又发现两只小虎和两条人
腿，愤怒之下杀死小虎，公、母虎分别来寻仇都被杀。

只可惜杀了虎，还被人请到家里做客，后又被擒。这让人看
完之后，都想替李逵打抱不平，可见作者的用心良苦。

《水浒传》是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名著之一，它描述了宋末一
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其中梁山108好汉的形象深入人心。



可我读水浒，不但没有为其所感，却越读越有一种毛骨悚然
的感觉。

那水浒好汉所谓的真性情，着实让我无法理解。那些好汉，
无论谁占理，也无论对方是贪官污吏，还是平民百姓，一旦
有丝毫忤逆，便立刻“大怒”、“碴开手指”，只一掌，那
人便“血流满面”、“倒地不起”。店家中的饭菜被他人预
订，没有多余，便气得要大闹一场。最让我无法理解的是李
逵，此人一旦杀性一起，抡起板斧都乱砍，死在其手中的索
然无辜百姓，是远远超过真正有罪当死之人。这样的不讲理
如果就是真性情，恕我无法接受。

梁山好汉为了壮大自己的手段，更是前所未闻。像为了逼近
卢俊义上山，吴用故意题下反诗，还借其名去杀人作乱，活
活让一个清官背负骂名;再说宋江为了逼某好汉上山，竟让李
逵杀其所看护的小孩。当那人扶起躺在地上的孩子，但是孩
子半个头还滑落在地，最后李逵在林子边哈哈大笑，看到这
个情节，我想，这分明是个杀人恶魔，哪有半点英雄的样子!
再说好汉下山“借”粮草，本就是伤天害理，残害百姓的事，
可这一行人却安然自得，遇见祝家庄等硬骨头还差点屠杀全
庄。我只看到了一群做案的山贼，什么“造福百姓”，全是
弄虚作假。

纵观整部水浒，好汉之间的互助豪情确实令人感动，但其中
不讲理的真性情，视兄弟之命为天，旁人之命为草荠的思想
与现代的法制社会格格不入。但在如今，效仿好汉为朋友两
肋插刀，进而无视法律的事例比比皆是。这种以流血、杀入
为代价的英雄主义本已应被时代抛弃。或许人们向往其中的
所谓自由，但如果自由意味着破坏法律，伤害他人的话它就
应坚决地抑制而不是存留。

总而言之，面对古时的思想与精神，我们就尽可能做到取其
精华，去其糟粕。不要让这种血色的英雄主义，继续一代代
流传。



水浒传读书笔记600字

水浒传读书笔记500字

水浒传读书笔记400字

名著《水浒传》读后感200字2020最新范文

水浒传读后感1000字三篇

水浒传全本书读后感篇七

作者施耐庵，写作十分细致、生动、形象。在第三回鲁提辖
拳打镇关西中，第一拳打得镇关西鲜血迸流，如同开了个酱
油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滚落出来；第二拳打得他眼
缝裂，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的：红的、黑的、绛的，都绽将出
来；第三拳打在他太阳穴上，却似开了全堂水陆的道场：馨
儿、钹儿、铙儿一齐响。

瞧，写得多么好！分三个层次，把郑屠尝到的味道、看到的
颜色、听到的声音都用文字表达了出来。

水浒传全本书读后感篇八

今年寒假，我怀着激动地心情，看了《水浒传》这本书，看
完之后，受益匪浅，印象深刻。《水浒传》是我国古代四大
名著之一，围绕着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发生的故事展开介绍。

这本书写了：在北宋末期，官逼民造反，宋江和其他兄弟一
起上梁山，投奔晁盖。最终，一百零八位英雄聚集梁山，要
替天行道，群众起义的故事。在这些过程中，塑造了宋江、
吴用、武松、鲁智深等英雄形象，是中国一篇人人皆知的优
秀小说。



在这些人中，我最喜欢“及时雨”宋江，她人孝敬长辈、尊
老爱幼，还机智多谋、聪明勇敢等，正因为她有这么好的品
质，才坐上了梁山第一把交椅。我还喜欢“行者”武松，他
武功高强，为民除害，打倒了凶猛的老虎。

读完这本书，我明白了：高超的技术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我
们一定要刻苦练习，才能达到更高的境界。俗话也说：“冰
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我们一定要刻
苦、持之以恒，才能取得成功。

啊，《水浒传》真精彩，我看了一遍又一遍。以后，我还要
把剩下三本书看完，明白更多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