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初二西游记读后感六百字(精选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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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二西游记读后感六百字篇一

《西游记》告诉我们：遇到困难要百折不挠，不放弃，而且
要有智慧，不要因为一点困难就放弃，坚持就会胜利，《西
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由明代小说家吴承恩所
创作的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的长篇神魔小说。你是否在
找正准备撰写“西游记读后感初二600字”，下面小编收集了
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此书描写的是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爱护唐僧西天取经、
历程九九八十一难的事。

钟头间，我问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妈妈开玩笑的说我是
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听了这，我万分的兴奋。因为孙悟空也
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他神通广大，会火眼金睛，把握着七
十二变化之术，法力无边，在我的心目中也是1个非凡厉害的
人。我们似乎也是孙悟空的化身。刚一来到这个多姿多彩的
世界里，我们对一切都布满了好奇。孙悟空在花果山上自由
安闲、无忧无虑的日常、玩耍时在还没学习的时间的童年，
天天都在开开心心 的 玩 耍 ，即 使 犯了错误，也没有人
来吵我，只是让我下次小心也是了。当孙悟空大闹天宫时，
就像我们跑到大人面前，让大人陪我们玩，扰的大群众没法
上班了。于是大群众要哄着我，便封了我1个“弼马温”。但
是，“弼马温”并没有满足我的心愿，于是，大群众又封了
我1个“齐天大圣”来哄我，但是还没哄住。最后，如来佛祖
呈现了，用他的大手将孙悟空压在了五指山下。这时，我们
就像1个顽皮的小孩，不听父亲的话，最后，父亲只能亲自出



马了，制服了他顽皮的小孩。又经过漫长的五百年后，观音
菩萨又给了孙悟空1个机会，让孙悟空爱护唐僧去西天取经。
在西天取经的路上，他们碰到了九九八十一道难关，最后，
他们坚持不懈，战胜了困难，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正所
谓“功夫不负有心人”，因此我们要有不怕困难和坚持到底
的决心，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也也是“谁笑到最后，谁
就笑得最好”。

唐僧师徒四人经过了八十一难，但他们没有半途而废，而是
一直坚持到了最后。经过这本书，使我了解了要想成功的干
一件事，中途务必会有困难和挫折，但只要有坚忍不拔的意
志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就务必会成功，究竟失败是成功之
母嘛!

《西游记》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的一颗
璀璨的明珠。每每读到其中离奇，精彩的神话故事，都让我
回味无穷。

《西游记》是以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以及白龙马护送唐
僧去西天取经为线索，讲述了一路上降妖除魔，最终取得真
经的故事。

这个取经团队里孙悟空英勇善战，但非常急躁;猪八戒好吃懒
做，贪图安逸;沙和尚脚踏实地，非常稳重，但是战斗力比较
弱;唐僧心地善良，但是有时因为是俗世凡人而看不出是人是
妖，所以常常糊涂，气走孙悟空;他们之间有一个和事佬——
白龙马，在四人关系非常微妙的时候打圆场。就是这样一个
神奇的组合，一路上磕磕碰碰，分分合合，经历了九九八十
一难而取得真经。从他们的团队日常中，不仅让我感受到了
幽默搞笑，还有一种团结一致的优秀团队精神，值得我学习。

《三打白骨精》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情节：狡猾的白骨精一变
少妇，二变老奶奶，三变老翁，将唐僧等人骗得团团转。不
过这种小把戏，可逃不了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一眼就识破了



白骨精的身份，出现了三打白骨精的场面，救了唐僧。可唐
僧不但不领情，反而责怪悟空滥杀无辜，直将孙悟空气赶回
了花果山。

唐僧呢，也由于气走孙悟空而被白骨精抓入洞中。猪八戒与
沙和尚没有办法救出唐僧，只好上花果山寻求悟空的帮助，
好说歹说才将孙悟空劝回去救唐僧，最终结局是白骨精被收
服，唐僧等人又踏上了西天取经之路。

《西游记》带我领略了精彩的鬼怪故事，同时也教会了我只
有团结一致才可取得成功的道理，它让我受益匪浅!

《西游记》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老少皆宜的作品。
而我读了很多遍后，便开始感悟其中的精神，竟然有所启发。

在我看来，虽然西游记有这么多回，但最重要的还是一点：
人性的磨砺。还记得第五至第六回孙悟空大闹天宫吗?那时候
的孙悟空脾气还很大，只因为嫌官职小把天庭打得鸡犬不宁，
被如来镇压500年，被唐僧收服后还是原来的样子，刚陪唐僧
走了一段路就打死了拦路的强盗，还是紧箍咒治住的。可是到
“真假孙悟空”那集，孙悟空被唐僧误会还忠心耿耿。从孙
悟空出世，到取经完毕，我们可以发现，孙悟空他的所作所
为，尤其是他的忠心耿耿，可以说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他
为什么在三个徒弟当中收到唐僧的惩罚是最多的，这是为什
么呢?这和他的性格有关。他总是认为“我总是对的，我是忠
心耿耿的。所以，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结果他受的苦最多，
还被唐僧数次赶回花果山。这说明，我们做事前都需要三思
后而行，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做事的氛围，才会真正的少折腾。
这就是“人性的磨砺”。

其实，孙悟空还算不上最典型的例子，让我们把视线转到唐
三藏这里来。唐三藏受皇帝委托，一路向西天进发，不知受
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命悬一线更是数不胜数，但他还没
有放弃，硬是靠着那双脚，和三徒弟一起走到了西天。但是，



唐三藏一心向佛，忠奸不分，人妖不辨，所以在取经的路上
多次误解、错怪孙悟空，几乎丢掉了自己的性命，又何谈成
功取经。

从孙悟空和唐三藏来看，他们的人生取得了成功，但是，所
经历的磨难与磨砺却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当然这种磨难和
磨砺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有些是他们本身的原因所造成的。
我们在读这本《西游记》的时候，应该从中受到一些启发：
第一，我们必须要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目标，然后朝着这个
目标前进，不管前面有多少曲折多少坎坷，都应该经受磨砺，
才会实现自己的目标。第二，在朝着目标前进的时候，我们
要善于收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尽可能把问题考虑的全面一
些，这样的话，我们的目标实现得会更好，更快，少走弯路。
第三，在我们的目标实现以后，我们切记不要好沾沾自喜，
要及时总结，设立更高，更好的目标，才不会回到原点。

磨砺，是西游记的精华所在，也是我们人生的必修科目。

这几天，我重读了《西游记》这本书。这是明清时期作家吴
承恩写的一部长篇小说。

这本书讲了唐僧师徒经九九八十一难去西方极乐世界取得真
经的故事。唐僧名唐玄奘，他虽善良却胆小怕事。在取经的
过程中，他前后收了三个徒弟---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
孙悟空-睛、敢做敢当而正义大胆、火眼金且本领高强。猪八
戒-贪财好色、好吃懒做，但又不缺善心。沙僧-心地善良、
老实本分、踏实能干。他们个个身怀绝技，在取经路上帮了
唐僧不少大忙。这四个人物形象鲜明，各有特点，性格也各
不相同，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小时候，我喜欢看西游记的动画，觉得孙悟空很厉害。认为
要是自己有孙悟空那么厉害也可以让我去取经。不过长大以
后发现我错了，如果唐僧一行人没有去西天取经的勇气，那
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成功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勇气，有它才能



开始这人生的旅程。

记得有次，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老师，但是我不敢，因为那
个老师给我的第一印像就是很严厉，一直不敢接近。所以那
个问题一直没法弄懂。终于，我鼓起勇气战战兢兢的走进了
老师办公室，老师当时在批改作业，看见我便放下了手中的
事。我小心翼翼的把作业本递过去，说：“老师，第5页的
第2题我不太懂，想请教一下。”老师并没有像我以为的用那
么严肃的像冰块的神情对我，而是用稍带一点指责的语气说：
“怎么这么晚才来问我?学了都过了几天了。”随后，便向我
讲解了这道题。之后，我突然发现老师好像没以前那么严厉
了。如果我当时没有问老师，或许我现在还不明白这道题怎
么解呢!

勇气，是成功的条件之一。慈悲是很重要，但是也不能太没
勇气了。太没勇气，就变成没骨气了。

《西游记》是一部很好的书，你能在其中发现许多道理。勇
敢---是我在其中发现的道理之一。

读过《西游记》后，使我受益匪浅。它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想要办成一件大事，必须大家齐心协力，团结一
致才能成功。我们知道神通广大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不仅会
七十二般变化，还有一双火眼金睛，能够分辨人妖，所以，
孙悟空善于降妖捉怪，斩邪除魔，为西天取经立下了汗马功
劳。但是，如果没有诚信憨厚，善长水性的沙和尚助阵，孙
悟空在水中捉妖也就不那么顺利了。猪八戒力大无比是孙悟
空捉妖的好帮手，唐僧虽不懂人情世故，但他始终以慈悲为
怀，感动了苍天，最终历经千辛万苦，带领徒弟们，终于取
得了真经。

我们还要学习孙悟空那种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积极乐观的
斗争精神。虽然我们没有孙悟空那般神通，但是我们也要学
习他善于分辨真假善恶，不要被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妖魔鬼



怪”所迷惑。只有擦亮眼睛，明辩是非，才能撕破一切伪装
的画皮。最近我读了一本《西游记》，读完之后让我深有启
发。

这本书主要说了唐三藏去西天取经，在路上收了三个徒弟，
他们在去西天取经的途中，历尽千辛万苦，多次从妖怪的嘴
里死里逃生。经过九九八十一难之后，终于到达西天取得真
经，回到了大唐。读完这本书，我悟到了一个道理：做什么
事只要有恒心和毅力就能够成功!

俗话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世界上很难办到的
事情，只要人们用心去做，总是有可能成功的。也就是坚持
就是胜利。不论做什么事，如不坚持到底，半途而废，那么
再简单的事也只能功亏一篑;相反，只要抱着锲而不舍、持之
以恒的精神，再难办的事情也会迎刃而解。

初二西游记读后感六百字篇二

西游记在我们的心目中不仅仅是四大名著之一，其中蕴含的
哲理更是独具特色，当我们阅读其中的故事便能体会到作者
的情感。以下是由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初二西游记读后感600
字”，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看过电视剧版《西游记》的我早就对名著版《西游记》垂涎
三尺了，于是我迫不及待地看完了这本书。

这本书是我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明代小说家吴承恩所创
做的，也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的长篇神魔小说。书中
主要描写了唐太宗贞观年间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白龙马
四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沿途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一路降妖
伏魔，化险为夷，最后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



在这本书里，我最喜欢的人物是孙悟空。他求学的时候每天
都要念着自己最不喜欢的经文，一念就是七年，但是他从未
想过要放弃，因为他心里一直都相信师傅总有一天会传授他
真本领。虽然他只是一只灵猴，但他敢作敢当。他敢于与高
高在上的玉皇大帝作斗争，大闹蟠桃会，砸坏了太白金星的
炼丹炉又大闹天宫还销毁了生死薄。他敢于于一切恶势力、
一切困难作斗争，在我心中，他是一个敢作敢当的大英雄!

孙悟空尽心尽力，有始有终，知恩图报。他的心里始终都记
得当自己被压在五行山五百年时，是唐僧救了他，这份恩情，
他没齿难忘。所以，他在取经路上对唐僧忠心耿耿，当妖怪
作孽时，他说：“师傅莫怕，待俺老孙捉住那妖怪，保你西
去取经!”这句话曾无数次温暖了我，我相信，它也温暖了唐
僧。是孙悟空教会我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能轻易放
弃，是他教会我要懂得知恩图报。

唐僧师徒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才取回真经，我想，这也是在间
接地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能急于求成，取得成功
的快慢并不在于我们为此所消耗的时间，而在于我们为了获
得成功所经受的磨练。我相信：一个人接受的磨练越多，那
么他所获得的经验也就越多，这样，他离成功的大门也就越
来越近。

《西游记》是我国的四大名着之一。书中讲述的是唐僧师徒
四人西天取经的故事。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孙悟空，他神通广
大、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每次读起《西游记》，我就会情
不自禁地陶醉在里面。

记得小时候，我第一次问妈妈自己从哪里来的时候，妈妈笑
了笑，摸摸我的头说：“你啊，你是从石头缝里面蹦出来
的”，当时还很伤心，后来在电视里面看到孙悟空也是从石
头缝里蹦出来的时候，我心里暗暗得意，心想：原来我和猴
哥是一样一样的，太棒了，我也是孙悟空。后来我发现好多
小朋友的妈妈也这么说，我依然很开心：原来我们都是孙悟



空。

大人们想办法哄他，封他个弼马温，这就好比给我们糖吃，
结果呢?没哄住;又封了个齐天大圣，这就像是再给我们买玩
具，可还是没有哄住。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吧!大人们都是这
么干的。于是如来佛祖将孙悟空压在了五指山下，严厉的父
亲出手，终于制服了他那调皮的儿子。孙悟空度过了漫漫的
五百年，而我们要经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这样漫长的
求学路。孙悟空经观世音菩萨点化，踏上了艰险的西天取经
之路，而我们也要走出校园、走上社会。

感谢吴承恩，是他用他那超凡的想象力，为我们编织了一个
美丽的梦。

读了《西游记》我深有感触，文中曲折的情节和唐僧师徒的
离奇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西游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神魔世界，人们无
不在作者丰富而大胆的艺术想象面前惊叹不已。然而，任何
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

孙悟空是《西游记》中第一主人公，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
他有无穷的本领，天不怕地不怕，具有不屈的反抗精神。他
有着大英雄的不凡气度，也有爱听恭维话的缺点。他机智勇
敢又诙谐好闹。

说到猪八戒，他的本事比孙悟空可差远了，更谈不上什么光
辉高大，但这个形象同样刻画得非常好。猪八戒是一个喜剧
形象，他憨厚老实，有力气，也敢与妖魔作斗争，是孙悟空
第一得力助手。但他又满身毛病，如好吃，好占小便宜，好
女色，怕困难，他还时不时地挑拨唐僧念紧箍咒，让孙悟空
吃点苦头;他甚至还藏了点私房钱。

师傅唐僧，虽说没有孙悟空的本领、猪八戒的活络、沙僧的



勤快、白龙马的脚力，但他品行端正，会念真经，不怕“千
刀万剐”，有坚定的信念;沙僧和白龙马虽说没有什么大本事，
但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甘心当好后勤，不好出风头。

书中写唐僧师徒经理了八十一个磨难有让我联想到了他们的
执着、不畏艰险、锲而不舍的精神。这着实是一种值得我们
学习的精神。再想想自己的半途而废、虎头蛇尾，我不禁惭
愧自己当初为何不能像他们一样坚持到底呢?也许这就是我所
缺少的，只要我能把一件事情从头做到尾，不管我是成功了
还是失败了，只要我尽力去做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成功
啊!因为我去做了，而且坚持到了最后。

我非常喜欢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虽然在电视上也曾看
过，但是文字小说充满了离奇，梦幻，给我不一样的感受。

《西游记》这部小说讲的是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保护唐僧
西天取经的故事。途中，他们遇到了无数的妖魔鬼怪，经历
了千辛万苦，有几次甚至要被吃掉了，可他们顽强反抗，不
畏艰难，团结一致，最终取得真经。孙悟空，手拿金箍棒，
精通七十二变，一路上斩妖除魔，立下汗马功劳。猪八戒武
艺虽不比孙悟空，还好吃懒作，但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帮助
大师兄捉拿妖怪，保护师父。沙悟净的武功不高超，他对师
父的忠心却日月可鉴。唐僧是金蝉子转世，以慈悲为怀，取
经途中经历八十一场磨难，但从未放弃，毅志坚定，最终感
动上天，修得了正果。

《西游记》中我最喜欢的故事是"三打白骨精"。一日师徒四
人路过白虎岭，遇见了白骨精，她三次变做人样，惑骗唐僧。
孙大圣在八卦炉中练就火眼金睛，认出妖怪，并打死了妖怪
化做的假身。而唐僧肉眼凡胎不辨真假，把孙悟空赶走了，
但刚走一段路就被妖怪抓走了。八戒沙僧敌她不过，就回来
请大师兄，他听见师父被抓，二话不说，不假思索的跟着师
弟们去捉妖怪。这让我看到了一个宽容，忠贞的孙悟空。



是的，在这个小说中我最喜欢的人物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孙
悟空是石头蕴育出的，这石头吸收日月天地的精华，也是预
示着他会有不凡的做为。孙悟空先拜师学艺，他天资聪疑，
一学就会。后来他大闹天宫，佛祖把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五
百年，之后被唐僧救出，去西天取经，一路上他正在渐渐脱
变，他已经不再是那个顽固调皮的孙猴子，而是不怕困难，
一路上斩妖除魔的齐天大圣。

我们也应该向孙悟空学习，遇到困难不退缩，勇敢战斗!

每当我翻开《西游记》时，总有不同的心情。它在四大名著
中，是最生动活泼的，小时候的我读起它来总觉得既过瘾又
有趣。但今时今日，不变的是那光怪陆离，色彩斑斓的神话
世界，我的领悟却变了。

这是一部所有人都爱读的经典大作，每个人都能在解读它时
获取不同的感觉和启示，有人喜欢它鲜明的人物个性;有人喜
欢它瑰丽的整体形象;有人喜欢它活泼诙谐的对话旁白;有人
还研究它的历史背景、社会现象。但在我看来，他那曲折的
情节中暗藏着人们渴望而不可及的生活理想和人性追求，那
就是自由。

在经历了日复一日个性受约束的日子，新世纪的人们都格外
向往自由，向往那个自由的化身：孙悟空。孙悟空破土而出，
“不伏麒麟辖，不服凤凰管，又不服人间王位所约束”，闯
龙宫，闹冥司，自花果山上目在称王。可以说已经达到人性
摆脱一切束缚，彻底自由的状态。孙悟空其实就是自由的化
身，他的品质中最突出的就是向往自由，他始终在追求自由，
它的一切斗争也是为了争取自由。

这样一个鲜活的形象给予了读者一种追求自由，追逐自由的
力量和勇气。然而，每个人都明白，在现在，即使是将来，
完全的自由终究是不可能的，人始终要受到这般那般的约束。
尽管包围着我们的是个受约束的世界，但我们可以让内心尽



量变得广阔而幽深，让它能够无边无际、包容天地。

然而，目前社会上还有许多人被一些价值不大的东西所束缚，
却自得其乐，还觉得很满足。经过几百年的探索和发展，人
们对物质需求已不再迫切，但对于精神自由的需求却无端被
抹杀了。总之，我认为现代人最缺乏的就是一种开阔进取，
寻找最大自由的精神。

在厉尽时间锤炼的《西游记》中，竟深深蕴含着新世纪人们
最渴望的自由精神。我更明白为什么它能够传承至今了。

初二西游记读后感六百字篇三

《西游记》是中华文化瑰宝的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既
没有《红楼梦》的人情世故，也没有《水浒传》和《三国演
义》里那些英雄好汉的豪情壮志，所以让我读起来感觉十分
惬意。

这是一部所有人都爱读的经典大作，每个人都能在阅读它时
获得不同的感受，有的人喜欢它鲜明的人物个性，有的喜欢
它瑰丽的整体形象。

而我喜欢的却是他们每个人身上的闪光点，孙悟空有“七十
二变”的本领，但是他就算是有很大的本事，他始终对他的
师傅一如既往的衷心，为他师父的安全而斩妖除魔，我们再
回过头来想想如今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有几个人像孙悟空
这样的衷心，现在社会大部分的人都是见财忘义的人。

一路上又没有人家，所以沙和尚时常把仅有的口粮先给他的
师傅，还有一点也在他的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那就是“任
劳任怨”，在西天取经的路上，师徒四人的行李都是由沙和
尚背了一路，但并非听见他的半句怨言。



《西游记》这本书正因为有比其他书有更多的特点、特色才
会收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初二西游记读后感六百字篇四

《西游记》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老少皆宜的作品。
其中充满了离奇，精彩的神话故事，每每读起《西游记》，
老是会情不自禁地溶入那精彩的情节之中。

记得小时候，常问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妈妈总是笑
了一笑，摸摸我的头，说：“你啊，是从石头里蹦出来
的。”我想，大概每个孩子都得到过这样的答案。因为我们
每个人都是孙悟空。

我们可以回想自己的童年，捧着一本《西游记》的连环画，
津津有味地看着，当孙悟空打败了妖精，我们总会为他欢呼;
当他受到了冤屈，我们也会感受到一种深刻的共鸣;当孙悟空
被唐僧误会，被逼回花果山，继续当他的齐天大圣，但当唐
僧遇到危险，猪八戒赶到花果山向孙悟空求救时，他也毅然
去救唐僧。记得那时候看连续剧，当看到此片段时，眼中便
充满泪水。因为我知道，当时的我就是孙悟空。

这只活蹦乱跳的小猴子就好像是我们的化身。当他从石头里
蹦出来的时候，就象征着一个小生命的诞生。当他在花果山
上无忧无虑地和群猴们玩耍时，就好似我们那无忧无虑的童
年生活，多姿多彩。当孙悟空大闹天宫时，就好似一个调皮
的孩子，不小心跑进了大人们的世界，并且搞得一团糟，大
人们想哄住他，便封了他个弼马温，没哄住。又封了个齐天
大圣，还是没有哄住。而后如来出现了，伸出他的飞掌将孙
悟空束缚在五指山下。严慈的父亲，终于压服了他调皮的儿
子。度过了漫漫的五百年后，观世音的出现给了孙悟空新生。



初二西游记读后感六百字篇五

1

读了《西游记》，我深有感触。尤其是曲折离奇的情节和唐
僧师徒稀奇古怪的经历让我印象深刻。

这本书以天马行空的绮丽想象向人们展示了师徒四人在茫茫
的西行取经路上所遭遇的种种艰难险阻，并将这些千难万险
幻化为险象环生的各种灾难，一场场与妖魔鬼怪之间斗智斗
力的较量，令人大开眼界、叹为观止。书中的人物形象个性
鲜明，各具特色，有诚实善良、一心向佛的唐僧，聪明机警、
善恶分明的孙悟空，好吃懒做、爱耍小聪明的猪八戒，踏实
可靠、寡言少语的沙僧。小说情节精彩纷呈，个性是孙悟空
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真假美猴王、三借芭蕉扇等，既是
家喻户晓的经典，也是我爱不释手的故事。

唐僧师徒经历了种种磨难，但他们没有丝毫退缩。他们坚韧
执着、不畏艰险、锲而不舍的精神，对我触动很大。以前我
虽然有当科学家的远大理想，但是不能吃苦耐劳，做事经常
拖拖拉拉、半途而废，一味贪图享受，吃好吃的，玩好玩的。
在未来的岁月里，我必须改掉做事错误做法，发奋发扬坚韧
执着、不畏艰险、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做好每一件事，朝
着自己既定的目标一往无前地奋勇迈进！

《西游记》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在这本家喻户晓的书中，唐
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取回真经，
修成正果。

一提起《西游记》，大家可能脑海中就浮现出嫉恶如仇的孙
悟空、慈眉善目的唐僧、憨厚老实的猪八戒和一大堆千奇百
怪的妖精吧！但总有一个人被大家忽视，他就是沙和尚。

我认为，沙和尚在取经路上是必不可少的。首先，沙和尚一



路上干着最苦最累的活儿，却从来没有抱怨一声苦，一声累。
连悟空和八戒有时也会耍些小聪明。其次，沙和尚对唐僧忠
心耿耿，在大、二师兄打妖精时，他从不离开师父半步。在
《狮驼岭斗三魔》一文中，悟空三人都没能打败妖怪，若没
沙和尚，唐僧且不是要被妖怪吃掉？最最重要的一点是，收
服沙和尚也是九九八十一难的其中之一，更是不能去掉的。

由此可见，红花不能没有绿叶，《西游记》中不能没有沙和
尚，师徒四人中更不能没有三师兄。

我不禁想到自己拼太阳能机器人中的一个小插曲。当拼到一
半时，突然发现前面有一步少拼了一个零件。我上上下下仔
细打量了这小东西一番，毫不在乎地自言自语道：“这么小
的东西，能干嘛呀？算了算了，继续。”可当完成后机器人
却一点儿面子都不给，动都不动一下。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
时，猛然看见被我扔到角落的零件，顿时茅塞顿开，不由得
百感交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作用，无论你是多么渺小。

同学们，我们既不能骄傲自大，也不能妄自菲薄，每个人都
散发着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光芒，毕竟，红花不能没有绿叶。

《西游记》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作者是明代的吴承恩。这
本书讲的是大唐高僧玄奘带着他的三个徒弟：孙悟空、猪八
戒、沙僧，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

师父唐僧只会打打坐，念念经，还常常轻信别人，是非不分，
但他心地善良、向往和平。孙悟空是唐僧的大徒弟，原本是
一只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泼猴，却天生聪明过人。自拜师学得
一身能腾云驾雾、上天入地，会七十二般变化的本领后，更
是目空一切，猴性大发：好好的花果山美猴王不当，偏要搅
浑东海，大闹天宫，最后被如来佛祖压在了五行山下。幸得
观音求情，让唐僧收了他做徒弟，随他去西天取经，才得以
将他解救出来。取经路上，虽然他猴性难改，常常闹闹脾气、
耍耍性子，但他凭借过人的智慧，高强的本领，常常让各路



妖魔闻风丧胆，成为手下败将。二徒弟猪八戒和三徒弟沙僧
原本也是妖怪，后来被观音感化成为唐僧的徒弟的。“猪八
戒”不负其名，好吃贪睡，重色懒惰，动不动就要分包袱回
老家。沙僧却是忠厚老实，任劳任怨地做个默默无言的“后
勤”。四人虽然性格各异，爱好不同，却为去西天取经这一
共同的目标团结互助，风雨无阻、跋山涉水，克服重重困难，
终于取得真经。

这本书故事充满奇趣，道理浅显易懂：做任何事，只要我们
不怕苦、不怕累，坚持不懈，向着正确的目标前进，就能取
得成功。

其实我们的学习也是一样的。我们学生就是“唐僧师徒四
人”，我们要去取知识的“真经”。在家长、老师等各
路“神仙”的帮助下，我们攻克知识难点等各路“妖怪”，
历经十几个春夏秋冬，依然要风雨无阻，行走在取经的路上。
我们有的同学是“学霸”，有的是“学渣”，有的调皮捣蛋，
有的是“三好”学生不论是什么样的同学，在各个老师
的“锦囊”帮助下，在每位家长的“紧箍咒”下，我们要相
信自己终究能到达学府的“西天”，取得知识的“真经”。

“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场场酸甜苦辣，敢问路在何方，路在
脚下！”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西游记》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老少皆宜的作品。
其中充满了离奇，精彩的神话故事，每每读起《西游记》，
老是会情不自禁地溶入那精彩的情节之中。

记得小时候，常问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妈妈总是笑
了一笑，摸摸我的头，说：“你啊，是从石头里蹦出来
的。”我想，大概每个孩子都得到过这样的答案。正因我们
每个人都是孙悟空。

我们能够回想自己的童年，捧着一本《西游记》的连环画，



津津有味地看着，当孙悟空打败了妖精，我们总会为他欢呼；
当他受到了冤屈，我们也会感受到一种深刻的共鸣；当孙悟
空被唐僧误会，被逼回花果山，继续当他的齐天大圣，但当
唐僧遇到危险，猪八戒赶到花果山向孙悟空求救时，他也毅
然去救唐僧。记得那时候看连续剧，当看到此片段时，眼中
便充满泪水。正因我知道，当时的我就是孙悟空。

这只活蹦乱跳的小猴子就好像是我们的化身。当他从石头里
蹦出来的时候，就象征着一个小生命的诞生。当他在花果山
上无忧无虑地和群猴们玩耍时，就好似我们那无忧无虑的童
年生活，多姿多彩。当孙悟空大闹天宫时，就好似一个调皮
的孩子，不留意跑进了大人们的世界，并且搞得一团糟，大
人们想哄住他，便封了他个弼马温，没哄住。又封了个齐天
大圣，还是没有哄住。而后如来出现了，伸出他的飞掌将孙
悟空束缚在五指山下。严慈的父亲，最后压服了他调皮的儿
子。度过了漫漫的五百年后，观世音的出现给了孙悟空新的
期望，踏上了漫漫西天去取经之路，也踏上了漫长的人生之
路。

这几天，我重读了《西游记》这本书。这是明清时期作家吴
承恩写的一部长篇小说。

这本书讲了唐僧师徒经九九八十一难去西方极乐世界取得真
经的故事。唐僧名唐玄奘，他虽善良却胆小怕事。在取经的
过程中，他前后收了三个徒弟——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
孙悟空—睛、敢做敢当而正义大胆、火眼金且本领高强。猪
八戒—贪财好色、好吃懒做，但又不缺善心。沙僧—心地善
良、老实本分、踏实能干。他们个个身怀绝技，在取经路上
帮了唐僧不少大忙。这四个人物形象鲜明，各有特点，性格
也各不相同，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小时候，我喜欢看西游记的动画，觉得孙悟空很厉害。认为
要是自己有孙悟空那么厉害也可以让我去取经。不过长大以
后发现我错了，如果唐僧一行人没有去西天取经的勇气，那



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成功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勇气，有它才
能开始这人生的旅程。

记得有次，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老师，但是我不敢，因为那
个老师给我的第一印像就是很严厉，一直不敢接近。所以那
个问题一直没法弄懂。终于，我鼓起勇气战战兢兢的走进了
老师办公室，老师当时在批改作业，看见我便放下了手中的
事。我小心翼翼的把作业本递过去，说：“老师，第5页的
第2题我不太懂，想请教一下。”老师并没有像我以为的用那
么严肃的像冰块的神情对我，而是用稍带一点指责的语气说：
“怎么这么晚才来问我？学了都过了几天了。”随后，便向
我讲解了这道题。之后，我突然发现老师好像没以前那么严
厉了。如果我当时没有问老师，或许我现在还不明白这道题
怎么解呢！

勇气，是成功的条件之一。慈悲是很重要，但是也不能太没
勇气了。太没勇气，就变成没骨气了。

《西游记》是一部很好的书，你能在其中发现许多道理。勇
敢是我在其中发现的道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