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儒林外史读后感(模板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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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儒林外史读后感篇一

这世上有很多人，每个人有不同的遭遇，不同的命运，而造
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是选择，是在不同的时间，不
同的地点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所以人生轨迹截然不同。

黄公和赵爷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可一个子孙满堂，是个
庶民，另一个当了官，却没有家庭。他们一个选择了工作，
一个选择了家庭，他们做出不同的选择，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儒林外史》里还有一个故事，范进在三十几年间，考了二
十余次，才考中举人。设想一下，如果范进考不中，决定放
弃，或者最后一次周学监选择不亲自看卷，又或者只看一遍
范进的卷子，那范进可能永世不得中举了。

如果能回到过去，改变某一事件，历史也就会发生改变，当
时的改变就会影响到现在。有一部电影《海市蜃楼》，女主
通过一次巧合，改变了几十年前的一件事，救了一个小男孩，
但当她第二天醒来，身边的一切都改变了。

不同的选择导致不同的结果。有一次我们期末考试，历史九
十分以上就能免假期作业的手抄报。因为选错一道2分的选择
题，我与90分失之交臂，不得不痛苦地去完成手抄报。

中考高考是人生的岔路口，进入什么样的学校取决于我们的
选择，我们的努力会变成我们手里的选择利器，就是分数。
深中还是深外，宝中还是红岭，这些选项要靠自己去争取的。



而选择志愿，也并不是学校越出名越好，而是要权衡利弊，
作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弗罗斯特在《未选择的路》中写道，
“两条路分岔于黄色树林里，可惜我不能都踏上脚步，作为
旅行者，我久久伫立，沿着一条路眺望，尽目力所及直到它
在灌木丛中蜿蜒而去。”

每一次选择都可能会引起蝴蝶效应，一定要三思而后行。重
点还是职高，大公司老板还是搬砖工，也许全在一念之间。

儒林外史读后感篇二

不久前，我看了《儒林外史》这部书。看完以后，我的感触
很深。

《儒林外史》是清代小说，共有五十六回，是吴敬梓写的。
小说的后半部是作者在三十六岁（1736）托病辞去征辟以后
陆续写成的。

《儒林外史》展示了封建科举制度下士大夫的种种心态，进
儿讽刺了士人的丑恶灵魂，深刻揭露了整个封建制度的腐朽
糜烂，不堪救药。吴敬梓以他的'生花妙笔，描绘出一幅18世
纪中国社会多彩的风格画卷。

吴敬梓在小说中写到的范进，周进、牛布衣、马二先生、匡
超人、杜少卿的命运，并非别人的问题，而是他看到了历史
的凝滞。正是借助于对科举的内心体验，所以他才极为容易
地道破举业至上主义和八服制艺的种种病态。作者所写的社
会俗相，不仅是作为一种文化心理的思考，同时，更多的是
作了宏观性的哲学思辨，是灵魂站立起来之后对还未站起来
的灵魂的调侃。因此我们也看到了吴敬梓的小说的一个鲜明
特征思想大于性格。

在《儒林外史》第一回写的是：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
括全文。



在争名夺利的元朝末年，诸暨县出了一个嵌崎磊落的人，此
人七岁时，父亲便早早地离开了人世，他的母亲做些针线活，
供给他到村学堂里去读书。他为了报答母亲，努力、用功的
念书。后来，成了流芳百世的名人。此人便是：王冕。

王冕自幼好学勤奋，但只因家境贫穷，读不起书。他的母亲
把他叫到跟前，对他说：“儿子啊，不是我有心要耽误你，
只是你父亲早早去世了，我一个寡妇人家，社么都不会。如
今年岁不好，柴火又贵。我们只能靠我做些针线活勉强糊口，
实在是没钱供你念书啊！如今没办法，只能让你到隔壁去放
牛，每月可以赚几钱银子，还有现成饭可以吃，明日你就去
吧！”王冕知道家里的难处，便答应了。

第一天，王冕便来到秦家放牛，秦老爷对母子俩十分客气，
而且后来十分照顾王冕。这让他们十分感动。

王冕在休学后，并没有放弃读书。他经常在有空时拿自己的
工钱去书贩那里买两本旧书看看。

儒林外史读后感篇三

初识《儒林外史》是在看京剧《范进中举》之后。看完之后
不觉惊异于作者的独具匠心，却没有领略导作者的真正用心，
直到翻开《儒林外史》浏览了整个之后。

《范进中举》讲的是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终于考上举人，
欢喜至疯，最后被平日最怕的老丈人胡屠户一巴掌打清醒的
故事。非常简单的故事，但纵观全文事实上却并不是那么简
单。

中举从范进身上来看是好事，苦考了三十四年终于出头，从
他发疯来看足以看出那时的读书人对功名痴情一片。但他们
的痴情并不是为了道德理论上的治国之经，而是纯粹的个人
升官发财。范进是千万得中读书人的代表之一，封建政府用



他们的荣华为不得中的读书人做榜样，加深科举对他们的毒
害。

中举对胡屠户来说，也是意义非凡。对范进中举前要打要骂
由着性子来，一旦中举后，因范进发疯让他打范进一巴掌，
他却说：“(范进)虽是我女婿，如今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
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如此便把一个势利小人的
嘴脸清晰的勾画了出来，胡屠户就是那些满脑子也是功名，
中了科举余毒的市井小人的化身。

还有那些乡绅，都在第一时间忙不迭的为范进送金送银，正
是他们为政府传播科举毒推波助澜。

作书中充斥着讽刺味，辛辣尖刻，这与作者生活背景很有联
系。者吴敬梓慷慨好施，被族人看成败家子。他后半生十分
潦倒，但是旁人几次三番找他参加科举，他都不应。他的书
桌下有八股细绳，每根下都有一个臭虫，一个蚊子，就
是“八股臭文”之意。因为贫困无法取暖，他常邀请朋友绕
成行走还“歌吟啸呼，相与应和”，并称其为“暖足”。这
样的背景下，无怪乎书中描写如此地耐人寻味了。

如今时代不同了，我们生活的时代很少有人提及科举这类的
话，也没有了书中迂腐的现象。但是，我们常常看见家中老
人为了让下下代的认凌晨排队报课外班，诸多考生因为中考
高考日以继夜读书，有些考上的扔书庆贺，有些考不上的跳
楼自杀。很多人拿着文凭大吃大喝。不知以后是否还会有一本
“儒林次史”来讽刺这个时代的制度。

儒林外史读后感篇四

暑假里我看了一部精彩的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儒林外
史》，这本书是清代吴敬梓所作，是中国古典讽刺小说的佳
作，鲁迅认为它思想内容“秉持公心，指摘时弊”。 书中真
实的揭示人性被腐蚀的过程和原因，从而对当时吏治的腐败、



科举的弊端、礼教的虚伪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讽，刻画
了形形色色、各行各业的人，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两个人——
王冕、范进。

在元朝末年有一个叫王冕的人，他七岁时父亲去世了 ，他用
放牛赚的钱托人买画画用的工具和颜料，在荷花池边自己学
习画荷花。渐渐地他的画技越来越好，十二岁时王冕出名了，
好多人来请他去做官，可他不求官也不求名，全都一一回绝
了。在他母亲去世后，他遵循母亲的遗言，不肯出去当官，
最终归隐山林。

我最欣赏王冕不与贪官同流合污的气节，我喜欢正直的人，
因为如果现在的律师、警察、法官不正直、颠倒黑白的话，
那这个世界就会混乱。如果商人不正直，卖假货、虚抬
价……那我们就买不到货真价实的物品了。

还有一个叫范进的读书人，他从二十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
在三十多年里，他参加了二十次的科举考试，终于考上了举
人，结果却欢喜得疯了。面对考试，考生应该尽最大的努力，
但是要做最坏的打算，可是范进却一心想当官，并且这种欲
望持续了三十多年，所以一朝中举，因为太兴奋以至于疯了。

我认为科举考试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它给了平民一条升
官发财的路，坏处是如果一辈子都没考上的话，那就白白浪
费了一生。古代的科举考试就如同现在的高考，不同的是，
在阶级分明的古代社会里，科举考试是寒门子弟的唯一出路；
而在平等开放的现代社会里，高考并不是我们成功的唯一选
择，我们还可以经商、搞发明或者学习一些技艺，无论你从
事怎样的工作，只要坚持努力，就一定会成功。

王冕、范进所处的时代，社会制度很落后，人们的生活非常
困难；现在社会制度在进步，人民的生活也很幸福，所以，
珍惜现在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吧！



儒林外史读后感篇五

这学期，我读过许多书，但是在这么多的书中，唯有《儒林
外史》使我记忆犹新，书中的故事一直让我念念不忘。

《儒林外史》是一部长篇讽刺小说，他描写了许许多多的人
物，并通过用生动的形象，去反映了末期社会上的不好风气，
同时也揭露了当时反动统治的罪恶，还揭露了一些读书人的
卑鄙手段跟作为，可以说是可笑，可鄙，甚至于恶急的地步。

虽然《儒林外史》是一部讽刺小说，讲了一些腐朽之士，但
是文中也讲了一些文雅令人佩服之士，如王冕，萧云仙等等，
其中我最佩服王冕，因为因为他小时候家里穷，上不起学，
母亲只得让他去给邻家放牛。懂事的王冕了解家里的情况，
便答应下来。他每天都去放牛，一直到长大之后，他学会了
画荷花，才靠画画维持家庭生活，但他一直在为穷人作画。
后来，有一位官府的人请他作画，他犹豫再三，才勉强答应。
……就是他这种孝顺，懂事，洁身自好，不畏权贵的精神，
就如他在《墨梅》中所说：“吾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
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他这几种品德不正是我们给学习的吗？从小体谅母亲跟家庭
的难处跟细想，遇到困难时，应该坚强起来，不应该贪图富
贵，对那些无耻的人，应该敢于去职责教导。面对有困难的`
人，应该去帮助他们给予鼓励跟爱心给他们。正所说“横眉
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这本书十分精彩，我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也来读
读这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