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沧浪之水读后感不想说 沧浪之水读
后感(汇总9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
能够喜欢!

沧浪之水读后感不想说篇一

阎真的《沧浪之水》中，并没有对社会现实做出直接的批评，
而是把它剖开了血淋淋地放在阳光下曝晒，残忍的近乎真实。

小说讲述了医学院研究生池大为的官场历程，同时也是他的
心路蜕变历程。由一个怀抱美好理想的正直青年，逐渐变得
阿谀奉承，学会了勾心斗角，最终成为了干练狡黠的官场一
把手。

在坚守医德的父亲的教导下，同时也在学校“先天下之忧而
忧”的教育下，面对官场的一些黑暗，池大为首先是采取对
抗的态度。卫生厅派他去调查下面乡镇血吸虫病的复发率，
他坚持实事求是。对于厅里公车资源的浪费现象，他勇于提
出问题。但得到的却是被下调到一个闲职上。事实上，池大
为不是不清楚应该四处钻营，他也相信自己能够比任何人都
做得更好，然而知识分子的清高和自己的良知都阻止他屈服
于现实。他就是在这种痛苦的“生存还是毁灭”的斗争中，
浑浑噩噩地渡过了五年。没钱，没车，没房子，一开始他还
能以自尊为借口维系着这种生活，但随着妻子日渐的责骂和
不满，看着老同学的“意气风发”，样样都不如自己，只会
弄虚作假，溜须拍马的旧同事却得到升职后，内心开始产生
了动摇。儿子的烫伤事件最终让他坚定了信念。他意识到这
时他的名利不再是自己一个人的了，他有没有这些所谓
的“虚名”是关乎全家的，所以……为了生活，他改变了，



无奈地选择了自己以前所不齿甚至憎恶的处事方式。

为了赢得自尊，首先必须放弃自尊。后来的池大为是这样说
的，也是这样做的。他逢迎，出卖，讨好，无所不为，短短
几年，他几乎什么都得到了。但当池大为坐上权利的最高位，
想要运用手中的权利真正去做一些事时，他才最终发现，在
几千年来形成的的官场价值体系面前，他是如此的渺小，小
到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而他能做的，只是承认现实并按照现
实的游戏规则去生存，因为那意味着权和利。

小说中池大为的转变是令人痛惜同时也是能够接受的，每个
人在面对仕途，责任，感情的时候，内心的挣扎都是如此地
心酸。正如池大为一样，他不是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只
是他也无可奈何。

沧浪之水读后感不想说篇二

以前总埋怨家里尽是官场小说，不适合我读。在我摒弃了
《官场笔记》、《二号首长》后，王跃文的《国画》读到一
半也就束之高阁了，好像我没找对这种感觉。

自从捧起这本《沧浪之水》，我才真正领悟到官场小说的精
妙。可能还是感性缘由使然吧，开篇描写本书主人公（池大
为）父亲丧葬的凄怆一下就吸引了我。痛哭流涕，无比悲伤。
我感到这个热血青年必然会走完人生不平凡的一遭，作为知
识分子面临的时代难题正在缓缓拉开帷幕，不知父亲那幅
《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能走多远。但我肯定，在面对无
数次灵魂拷问时，他肯定会想起。

官场上总会赫然“挺立”着那些他称之为“猪人狗人”的维
诺之徒。不屑又怎样，不要以为自己就是救世主。世界本来
就是这个样子，顺者昌，逆者亡。经过几番斗争，终于
被“流放”，这是他的命，脑筋转不过来，非要“吼”那么
几声。他在夜深人静时反思，在水深火热中挣扎，中国知识



分子，尤其是作为医药学院毕业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就安于现
实，无所作为，黑白不分，只会拍马屁，从大流。池大为的
前半生都在此间苦闷，连亲人都不支持他。终于误打误撞，
不情不愿在权势斗争中站对了位置，帮领导解决了隐患，得
以提拔，进职称，最后接了领导班。

当他再翻那幅《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时，不是热血沸腾，
不是慷慨激昂，连父亲的影子都消失得无迹可寻。在他父亲
坟前，他苦苦思索为何原本的意念、理想，都在不知不觉间
随波逐流走上了另一路。答案是那里有虚拟的尊严和真实的
利益，他就是因此放弃了准则信念，成为了一个被迫的虚无
主义者。

终于，池大为还是把父亲遗留下的《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
付之一炬。

沧浪之水读后感不想说篇三

《沧浪之水》是一本当代不可多得的官场小说，是一同学送
给我的书，看完此书，却有了许多难以言说的意义。

称之为“官潮，实在恰如其分。我虽未当官，“职潮之于学
校便是官场，隔行如隔山，个中蹊跷，秘而不宣而已。对我
而言，纷纷扰扰的上课、竞赛已让我不堪其扰，还要应付难
以胜数或突如其来的杂事，就更让我苦不堪言，要是以前，
我能安分而静静的坐一上午，捧一本书慢慢咀嚼细细品味，
现在恐怕是只能囫囵吞枣浅尝辄止了，加上记性远不如前，
当时称赞激动不已，顷刻之后却只剩梦里朦胧了，惭愧惭愧！
今天兴趣来了，就想聊聊这本书及其他。

来说说这本书吧。这本书伙同《国画》，在我看来，最大的
亮点就是笔下的人物显示出了活生生的人类，显现出有血有
肉有爱有恨的普通人的特质，一次次彰显的是作为平凡“万
物之灵”所谓酸甜苦辣适者生存的心灵“蜕变”史，这种草



根气息和人本情怀体现出的是作家的高度洞察力和敏锐分析
力，在娓娓道来之中让我们读者看到的是严严实实、惊心动
魄、原原本本的当下真实，一切虚拟和掩饰便显得不值一提
和荒诞可笑。书中对人性百态、世情炎凉庖丁解牛式的残酷
而真实的剖析和解读，至今仍有振聋发聩历久弥新的意义。
总而言之，这呈献给大家的是世间百态熙熙攘攘无处遁形的
一部现代版的“官场现形记”。

我无意于追寻该文中细枝末节的虚虚实实，也不想执拗于作
者时而痛彻心扉时而振臂疾呼的对对错错，作者对所谓事实、
真相、思索、现实、幻想等一系列悖论的抽丝剥茧式挖掘和
思考，是值得让芸芸众生都始料不及而该默然思之的。

书中提到，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是过程，于是享受现实抓
住自我者便是抓住了本质守住了永恒，成为了胜利的失败者
和失败的胜利者，看来人类在反复不停的轮番做着同一个猜
谜游戏，结束之后是开始。

可怕的真实，残酷的现状，令人生畏，当人类完全沉没在社
会的大染缸之后究竟还会留下些什么？由远及近，我呢？我
不敢想。而这，是该书留给我们人类的又一个永恒课题了。

沧浪之水读后感不想说篇四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源于屈原的《渔父》，但在阎真的《沧浪之水》中却有了
另一种复杂心绪。

书中怀揣壮志的池大为打算在岗位上大展身手，但因为他根
深蒂固的人生观、价值观在单位格格不入，被领导冷落，多
年不得志。在经历了人格的煎熬和灵魂的考验，到后来被迫
接受现实，渐渐的被现实所改变，经一番谋划做上了第一把
交椅。主人公经历了人情冷暖和一系列生活窘迫和不得意之
后，对人的尊严、清高的价值发出了有力的质疑，对个人的



小自由和权势大人物的大自由做了鲜明的对比，对生活意义
的思考和现实生存的法则进行了实实在在的碰撞演示。最终
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非常清高、自重、自尊的人，在现实
生活的重压下，艰难改变最终脱胎换骨，融入其中的心路历
程。

人生的意义何在？是清高的梦想还是庸俗的现实？快节奏的
生活方式让我们忘记了我们的追求，现实的利益磨软了我们
的意志，随着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我们渐渐沦为了生活的奴
隶，池大为的世故、圆滑、伪善不是先天的，而是后来刻意
造就的，生活与工作就是一个巨大的石磨，时时刻刻的碾压
着梦想、天真、淳朴直至我们都混在了一起，不分你我，融
为一体，而我们还是一个豆子时的幻想只存在了回忆中。

池大为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也是一个失败的例子。他成功地
蜕变成了一个世俗的人，带着自己那份儒雅。他堕落成一个
世俗的人，但又割舍不下那份清高。

人生说长也就数十年，说短也就十几载，奋斗到了登峰却换
来虚无，梦想着得到自己得不到的，得到了又感到无所谓。
人生的苦与乐，喜与悲，真与伪，在诱惑、无奈、打击面前
该如何抉择，是将命运托付他人，泯灭自己的梦想？还是跟
随着自己的心，忍受着生活的摧残？父亲坟前池大为的泪水
就是答案！

沧浪之水读后感不想说篇五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是人人都知道的
道理。读本好书，就像交个好友，读书是一辈子的事，我所
说的书不仅包括专业书，更多的是关于人生与人性的书。书
应该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刚读《沧浪之水》时，感到味同嚼蜡，索然无味，后来耐心
读下去，发现它真的能给人说深深的启迪。作者以娓娓而谈



的文笔和行云流水般的故事，写出医药学研究生池大为空怀
壮志，无职无权的苦，时来运转，有名有利的难；在真切的
展示他的人生旅程的同时，也把困扰他人生难题一一解开。
在这部作品中，知识分子在权力面前经受人格的煎熬和灵魂
的拷问。权利的诱惑和困境中的选择，反讽，幽默和不断的
自我反省。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
足”。源自屈原的《渔夫》。用水清濯缨比喻明世则仁，用
水浊濯足比喻昏世则隐。然而就像书中描绘的那样，面对一
个浮躁和喧嚣的世界。即使是倾尽沧浪之水也难以洗涤我们
蒙尘的心灵。书中充分展露了目前知识分子面对当代社会的
迷茫与选择混乱。池大为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
使命感，责任感，人文情怀，良知原则，人格意识等，并且
为了坚守自己的道德与人格底线，苦苦抵抗，在没有外援的
情况下痛苦挣扎。

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挣扎是无效的，没有价值的。面对妻
子的不理解及儿子前途上，他终于放弃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
的价值底线和伴随多年的纯粹骄傲，被同化了，于是他“发
达”了，“成功”了。但他也迷失了。池大为在父亲坟前真
诚的忏悔：“而我，你的儿子，却在大势所趋别无选择的现
实中，随波逐流走上了另一条道路，那里有鲜花，有掌声，
有虚拟的尊严和真实的利益。于是我成为一个被迫的虚无主
义者。”

看完《沧浪之水》之后，我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面前当今
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我该何去何从。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
题，是随波逐流，被社会同化，还是坚守自己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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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浪之水读后感不想说篇六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
足。"源于屈原的《渔父》，但在阎真的《沧浪之水》中却有
了另一种复杂心绪。

书中怀揣壮志的池大为打算在岗位上大展身手，但因为他根
深蒂固的人生观、价值观在单位格格不入，被领导冷落，多
年不得志。在经历了人格的煎熬和灵魂的考验，到后来被迫
接受现实，渐渐的被现实所改变，经一番谋划做上了第一把
交椅。主人公经历了人情冷暖和一系列生活窘迫和不得意之
后，对人的尊严、清高的价值发出了有力的质疑，对个人的
小自由和权势大人物的大自由做了鲜明的对比，对生活意义
的思考和现实生存的法则进行了实实在在的碰撞演示。最终
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非常清高、自重、自尊的人，在现实
生活的重压下，艰难改变最终脱胎换骨，融入其中的心路历
程。

人生的意义何在？是清高的梦想还是庸俗的现实？快节奏的
生活方式让我们忘记了我们的追求，现实的利益磨软了我们
的意志，随着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我们渐渐沦为了生活的奴
隶，池大为的世故、圆滑、伪善不是先天的，而是后来刻意
造就的，生活与工作就是一个巨大的石磨，时时刻刻的碾压
着梦想、天真、淳朴直至我们都混在了一起，不分你我，融
为一体，而我们还是一个豆子时的幻想只存在了回忆中。

池大为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也是一个失败的例子。他成功地
蜕变成了一个世俗的人，带着自己那份儒雅。他堕落成一个



世俗的人，但又割舍不下那份清高。

人生说长也就数十年，说短也就十几载，奋斗到了登峰却换
来虚无，梦想着得到自己得不到的，得到了又感到无所谓。
人生的苦与乐，喜与悲，真与伪，在诱惑、无奈、打击面前
该如何抉择，是将命运托付他人，泯灭自己的梦想？还是跟
随着自己的心，忍受着生活的摧残？父亲坟前池大为的泪水
就是答案！

沧浪之水读后感不想说篇七

屈子曾云：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
以濯我足。官场便是这沧浪之水。

官场是一个明争暗斗的世界，刚踏入其中意气风发年轻人大
都会碰得一鼻子灰，因为他们的书生意气太重，不懂得其中
玄机。要么，从此厌倦，退出这个他们认为污浊的世界；要
么，学会生存，在其中成长。

池大为刚从学校毕业，本不想进机关工作的他被分配到卫生
厅。第一天中午去报到时值班的丁小槐以一种公事公办的姿
态接待了他，下午再去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那年轻人
等久了似的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好像有人按下了迫击炮的机
关，趋步到门口来迎着我，做了个伸手要握的动作。”而我
没有反应过来没去我他的手他也不感觉尴尬，因为那是“马
厅长”的意思。在这里就显出了权利的重要性。可是初涉官
场的池大为并不懂这些，也就每往心里去。这时的池大为心
理很单纯，是一个人文主义精神者，具有知识分子责任感，
精神理想世界。

而接下来的几年时间丁小槐却处处与池大为作对，因为在他
心里，池大为就是与他再马厅长面前争宠的最大竞争对手，
不是你死，就将是我亡。宾馆一席话算是全书的经典之一，
此席话道出丁小槐心声，可也不过是酒后真言，醒来之后照



样谄媚对上，冷眼对下。对于丁小槐的话，池大为有所察觉，
也多多少少感到权利的性质，可是不喑此道的池大为依旧处
处忍让。同时池大为认为，单凭一人之正，便可压一厅之邪。

沧浪之水读后感不想说篇八

《沧浪之水》这本书从08年到现在，先后读了三次，不深不
浅的感想还是有一些。

池大为，穷山沟出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从小在父亲的教导下，
坚持做人的原则与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他大学毕业后，分
配到省卫生厅当了一名小科员。然而他不肯摧眉折腰，一直
坚持的那一套做人原则在官场也完全不适应，不仅看不到升
迁的希望，反而被发配到研究学会坐冷板凳。无职无权的苦，
还让池大为的婚姻生活很不幸福，老婆对拮据的生活及丈夫
的无能充满了抱怨。儿子被烫伤了，池大为因为一时拿不出
足够的钱给医院，被医院拒绝治疗，就算跪下高傲的膝盖也
无济于事，最终不得不求助于自己一向鄙夷的谄媚取容的丁
小槐，因为丁的头衔是副处长。

在一系列的沉重打击下，池大为痛定思痛，脱胎换骨，把父
亲教导的一切抛之脑后，决心做一个官场的政治动物。凭着
过人的悟性与多次机遇，池大为扶摇直上，不到十年时间就
升到了厅长的高位，钱权兼备，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分析池大为这个人物，虽然在现实中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变化
鲜明的典型人物，但池大为的心态变化，其实也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年轻人在社会上屡屡碰壁后，不断挣扎不断反思，最
后变得越来越圆滑，越来越功利，也越来越失去纯真与原则。
池大为描叙的是官场沉浮，其实这个浮华的社会又何尝不是
官场的一个延伸。牵强一点来比喻，刚从学校毕业的池大为
代表的是那些棱角分明、单纯善良的年轻人，丁小槐代表的
是那些八面玲珑但缺少正义感的人，马厅长代表的则是那些
社会上功成名就、决定游戏规则的成功人士。棱角分明的人



与八面玲珑的人竞争，孰优孰劣分晓立现;单纯善良的`人与
又厚又黑的人竞争，失败也是必然的。

再分析池大为的几段感情经历，大学时代的许小曼，出身名
门，与池大为门不当户不对，池大为若与她结合，在事业上
可以少奋斗许多年，但池大为不愿事事屈从于许小曼，其实
也是他不愿向权贵低头的性格的另一种表现，分开则是必然。
毕业后认识的屈文琴，价值取向也与那时的池大为格格不入。
屈文琴向往的是官太太的生活，指望池大为在仕途上能奋力
攀登，但池大为对此偏偏不热心。最后成为池大为老婆的董
柳，为何一开始能够满足于清贫的生活，后来却越变越势利
呢?出身于农村的董柳，一开始是个追求安稳生活的小女人，
但她对丈夫显然还是抱着不小的期望的。儿子的出生，加剧
了这个家庭在经济上的拮据程度，更多的矛盾开始被激发，
池大为的窝囊令对丈夫抱着期望的董柳十分失望。现实生活
中，董柳这样的女人应该不在少数。到池大为当了处长后，
又有孟晓敏这样漂亮的年轻女孩子投怀送抱，成功的中年男
人，对小姑娘具有致命的吸引力。这个无需多去探究，现实
生活中太多这样的事情。

回过头再来分析池大为的变化，一方面是自己对理想的坚持
在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另一方面接触过的几个女人的价
值取向也与自己的坚持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所以，池大为的
感情经历也是促成他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窝囊的时候，屈
文琴离开他，董柳这样的结发之妻尚且埋怨他无能，发达的
时候，孟晓敏这样的漂亮女孩子也投怀送抱。这一切都在于
自己要选择什么样的做人方式，选择追求高尚的理想还是追
求权力金钱。

沧浪之水读后感不想说篇九

《沧浪之水》是一本当代不可多得的官场小说，是一同学送
给我的书，看完此书，却有了许多难以言说的意义。



称之为“官场”，实在恰如其分。我虽未当官，“职场”之
于学校便是官场，隔行如隔山，个中蹊跷，秘而不宣而已。
对我而言，纷纷扰扰的上课、竞赛已让我不堪其扰，还要应
付难以胜数或突如其来的杂事，就更让我苦不堪言，要是以
前，我能安分而静静的坐一上午，捧一本书慢慢咀嚼细细品
味，现在恐怕是只能囫囵吞枣浅尝辄止了，加上记性远不如
前，当时称赞激动不已，顷刻之后却只剩梦里朦胧了，惭愧
惭愧！今天兴趣来了，就想聊聊这本书及其他。

来说说这本书吧。这本书伙同《国画》，在我看来，最大的
亮点就是笔下的人物显示出了活生生的人类，显现出有血有
肉有爱有恨的普通人的特质，一次次彰显的是作为平凡“万
物之灵”所谓酸甜苦辣适者生存的心灵“蜕变”史，这种草
根气息和人本情怀体现出的是作家的高度洞察力和敏锐分析
力，在娓娓道来之中让我们读者看到的是严严实实、惊心动
魄、原原本本的当下真实，一切虚拟和掩饰便显得不值一提
和荒诞可笑。书中对人性百态、世情炎凉庖丁解牛式的残酷
而真实的剖析和解读，至今仍有振聋发聩历久弥新的意义。
总而言之，这呈献给大家的是世间百态熙熙攘攘无处遁形的
一部现代版的“官场现形记”。

我无意于追寻该文中细枝末节的虚虚实实，也不想执拗于作
者时而痛彻心扉时而振臂疾呼的对对错错，作者对所谓事实、
真相、思索、现实、幻想等一系列悖论的抽丝剥茧式挖掘和
思考，是值得让芸芸众生都始料不及而该默然思之的。

书中提到，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是过程，于是享受现实抓
住自我者便是抓住了本质守住了永恒，成为了胜利的失败者
和失败的胜利者，看来人类在反复不停的轮番做着同一个猜
谜游戏，结束之后是开始。

可怕的真实，残酷的现状，令人生畏，当人类完全沉没在社
会的大染缸之后究竟还会留下些什么？由远及近，我呢？我
不敢想。而这，是该书留给我们人类的又一个永恒课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