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水浒传第七回读后感受 水浒传读
后感(精选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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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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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浒传第七回读后感受篇一

《水浒传》，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书中主要讲述了一百
单八将因各种原因陆续上了梁山泊开始聚义，渐渐成为朝廷
的一大心病，在朝廷几次攻打未果后，接受了招安，并帮助
朝廷征辽、平王庆、灭田虎、除方腊，最后仅剩二十余人具
有悲剧色彩的英雄故事。但由于朝廷的四大奸臣嫉妒其功劳，
部分剩下受封赏的好汉被害得丢官或被害死，最后只得剩下
寥寥无几。

《水浒传》书中的每一位人物形象都经过了作者的精心的雕
琢，个性极为鲜明：大义凛然的及时雨宋江、耐不住性子的
急先锋索超、性烈如火的黑旋风李逵、贪图女色的矮脚虎王
英、深明仗义的小旋风柴进、热情豪爽的花和尚鲁智深……
一百零八位梁山好汉虽性格各异，为着这份“忠义”结成了
乱世中的“知己”。志同道合的他们终究汇聚于梁山泊上开
始了他们的对抗当时腐败黑暗的朝廷的起义。屡战屡败的朝
廷被迫向梁山好汉们抛出“橄榄枝”———招安。

其实这正是梁上好汉们的众望所归。尤其是宋江，这更是他
最为希望看到的结果，毕竟为官比为贼要好名声啊！然而！
这却让他们走向了“不归路”。他们帮朝廷扫除了障碍，让
王朝得以巩固，得到的回报却是战死沙场、颠沛流离、惨遭
谋害。原本在梁山春风得意的好汉们如今的晚景凄凉。不由
得让人心中唏嘘不已———身处乱世的他们，原本可成为乱



世中的英雄，可惜最后一步走错了。其实是“造化弄人”啊！
他们原本为落草为寇，身为“义盗”的他们最令当时朝
廷“黑暗的昏庸者”所恐惧。当他们的实力渐渐减弱、分散
时，在原本是“敌营”的朝廷中里必然有诸多“仇家”虎视
眈眈，这般情况下怎能有好的结果呢？这便是他们的可悲之
处———“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

“宋江与李逵饮毒酒一事”是全书中最令我感伤的情节。当
中兄弟们纷纷离世，自己与李逵即将不久于人世时，脑子里
浮现出一个又一个昔日的美好时光时，宋江似乎也才知道自
己恐怕做错路，投错主了。当如此悲壮的场面在上演时，我
想恐怕愤慨之意最深的并非是我，而是此书的作者———施
耐庵和罗贯中。毕竟宋江这等英雄们落得如此下场，真叫人
抱打不平啊！其实这样的悲剧也可反衬出当时朝廷的黑暗，
世道的混乱。我想当作者写完这本书时，恐怕会感慨万千。
即为宋江等人之死惋惜，也为如此乱世唏嘘。

当我看完《水浒传》时，有着些许茫然，也概叹着今朝中国
并非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清明，但也可谓为太平之世，身
处之中还算幸福。作为未来中国的接班人的我们也应该努力
学习，争取创建祖国的美好未来。

水浒传第七回读后感受篇二

水浒一百单八将，有忠心报国的领袖宋江；足智多谋的吴用；
粗鲁狂大的李逵……我印象最深鲁智深。

镜头一：事前思考的英雄好汉

在火烧瓦罐寺，鲁智深来菜园，与林冲偶遇，两人志同道合，
便在一起枪法，后好朋友。后其得知林冲被高俅设计误入白
虎堂后被押往服役途中，在野猪林将被杀时，出手救出林冲。
从中何以看出智呢？其实在林冲被押途中鲁智深就可以救出
他，可当时的地点是客栈，人多不好下手，更容易让别人认



出他，一番思考后他决定天在人少的野猪林救林冲。很早时
他就在野猪林守候着，在小吏将杀害林冲时救出了他。事前
的思考让他事倍功半。

镜头二：见义勇为的仁人志士

鲁智深在桃花村头时，来到庄园，得知庄主的女儿要被山贼
当压寨夫人时，便穿上新娘的，来到新娘房中，说服贼人。
后与强人结识。其实早在他来时，庄中他那强人杀人不眨眼，
连官府也不眼中，后还敢以救人，真是见义勇为的仁人志士！

镜头三：粗细的勇士典范

鲁智深在初识史进，便带史进及其师傅李忠来到酒楼吃饭，
意外得知金氏父女被杀猪的郑屠陷害至此，便要为报仇。再
此，他先安排好金氏父女，防止店小二去追，还拿了凳子在
店门口坐了时辰。大约走远了，便去找郑屠的碴，还叫他分
别切精的，肥的肉做丁，以理由来打了郑屠，拳拳有理有据，
最后不打死了郑屠，他怕脱不开身，便假装说：“你这斯诈
死，洒家与你理会。”借机逃跑。在他救人的过程中处处显
出细致。

鲁智深救人却不失机警；见义勇为却不失自身安全；失粗犷
却不失细致，真是梁山泊的好汉的各的化身啊！

品鲁智深，看水浒英雄之典范！

水浒传第七回读后感受篇三

早就听哥哥他们说起水浒传里的一百零八个好汉，我一直期
盼着一睹为快。终于寒假来了，在一大堆课外书里我一眼就
找到了《水浒传》，我迫不及待地坐下来立马看起来了。

开肉绽，但还是没有招供，保护了其他的梁山好汉。



《水浒传》，我真的很喜欢看。

水浒传第七回读后感受篇四

暑假里，我看了许多课外书，比如《窗边的小豆豆》、《蓝
鲸的眼睛》、《草房子》……但是，其中令我印象最为深刻
的当然要数《水浒传》了。

《水浒传》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一部名著，讲述的是以宋江
为首的108位好汉，因为各种原因聚义梁山泊，后来被朝廷招
安，接着又为官府南征北战，最终却被奸臣童贯、蔡京等人
所害的故事。

读完这本书，我认识了书中的108位好汉，有粗中有细的花和
尚鲁智深，豪情万丈的打虎英雄武松，勇而有谋的豹子头林
冲，足智多谋的智多星吴用，模样古怪的青面兽杨志……这
一个个梁山好汉都让我非常敬佩，他们个个“忠义”两全。
他们对梁山忠心，对国家也是忠心耿耿，最后的被朝廷招安，
为国出力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一个个英雄好汉路见不平拔刀
相助的义气是让我敬佩的，他们都可以为别人赴汤蹈火，哪
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保住别人的性命都在所不惜。

我爱书中的英雄人物，爱英雄们身上的忠义精神，但当我合上
《水浒传》，我的心情久久不能从书里那一个个荡气回肠的
故事中走出来，比如大家最熟悉的故事：武松打虎。我从故
事里知道古代的老虎都叫“大虫”，武松在一个名叫“三碗
不过冈”的酒店喝了十八碗酒后，在山上赤手空拳打死一只
老虎，可想而知他的力气有多大，有多勇猛。

读完这本书，我想作为一个小学生，我还不是很懂得一些大
人的事情，我所能明白的，就是作为一个人，一定要孝顺父
母，感恩老师，感恩祖国。我在暗暗发誓：以后一定要好好
读书，认认真真学习，明明白白做人，长大后做一个对国家
有用的人，不辜负父母和老师的期望。



水浒传第七回读后感受篇五

一部水浒传，我们记住了武松鲁智深林冲这样光明磊落的汉
子，也有一些为了蝇头小利出卖自己灵魂的小人物，董超薛
霸就是这样的小角色。做人做到董超薛霸这样，其实很可怜，
不按照高太尉的意图去办，死罪;按照高太尉的意图去办，就
会得罪很多上的江湖好汉，也是死路一条。就这层关系来说，
当个小小的公差确实有点为难。

不过董超薛霸二人却也有爱占小便宜的嫌疑。当陆虞侯当白
花花的银子交给二人之后，因为贪图别人的钱财，竟然置别
人的身家性命于不顾。想在半路上结果了所谓罪犯的性命。
在林冲刺配沧州的路上，董超、薛霸的表演相当出彩。“百
滚沸汤”洗脚、新草鞋打燎泡之阴狠毒辣自不必说，林冲大
难临头苦苦哀求，董超却说：“说什么闲话?救你不得。”临
死求救被斥为“闲话”，其冷血可知。野猪林中，若不是鲁
智深及时赶到，林冲难逃一死。梁山上岂不少了一位光彩照
人的角色。

人生如梦，人生如戏。不知道董超薛霸二人之不知道自己所
饰演的角色，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如果钱财来路不正，如
何能吃得好睡的香。看看二人一路的折腾，便看出钱可不是
好东西。

钱真的不是好东西，可是当时的上头更不是好东西。上自皇
亲国戚，朝廷大员都知道有钱能使鬼推磨，相互倾轧。高俅
之流，为了一己之私，能陷害林冲一家，实在让人气愤。而
董超薛霸既非大奸大恶之徒，也不是仗义疏财的侠客，当陆
谦吩咐，又有钱帛相赠，自然喜不自胜。只是二人有所分工。
解林冲去沧州的时候，两个人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薛
霸骂林冲行路太慢，董超则在一旁劝解。薛霸要打林冲，董
超假意扶着林冲。两人实际上志趣相同，想法一致。

不过要做出两种态度来，恩威并施，使得犯人既敬畏又不致



怨恨太深，才可玩弄犯人于掌股之间。两人共事多年，互有
默契，这是两人的常用伎俩，也极为有效。林冲生性纯朴，
怎晓得这些小人的伎俩。后来董薛因恶了高太尉，刺配到北
京，“梁中书因见他两个能干，就留在留守司勾当”，从押
解林冲一段，也很可看出这两人的能干来。董薛在官场上混
迹已久，对人情世故也比较熟稔，也常常自觉不自觉地用两
面的态度，互相配合，应对揖让。陆虞候借高太尉之势，让
董薛两人除死林冲。董超先说使不得，薛霸再劝，董超默许。
他们的心气应该是一致的，否则不会只一句话就说服了。不
过也要做出两面的态度来，这样可以说两头话，两处都留个
余地。一方面不轻易应允，无形中抬高价码，另一方面又能
退让妥协，办成事情。可以说是进退从容，左右逢源。押解
卢俊义时，李固也是贿赂两人，想害死卢员外。同样的情形
又重演了一遍，董超犹疑拒绝，薛霸劝解，于是都同意，坦
然收了银子。

董超薛霸典型的小角色，但的的确确做了件大事，那就是前
后押解的两名犯人，一为林冲，一为卢俊义，二人弓马娴熟，
有勇有谋，本都是国之栋梁，如果细心录用，自是社稷之福。
奈何被逼上梁山，实在让人痛惜。而董超薛霸无疑是二人走
上梁山最好的见证人。当然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想让别人
早死，没有想到多行不义必自毙，鲁智深的禅杖虽然躲过，
可是浪子燕青的暗器确实射上就拔不掉的。像行行色色的董
超薛霸之流一定要警记，银子虽然是好东西，可是有时会要
了自己的命。

水浒传第七回读后感受篇六

水浒传是永恒的经典，它讲述了古代梁山和朝廷的不和。

在水浒传中有着么一句：侠肝包义胆，嫉恶如仇，敢上梁山
替天行道。难容不平事，义薄云天，拳打宵小扫荡河山。

但是水浒传的结局很惨死的死，散的散。后来人们为了纪念



他们，年年都会上山纪念他们。

我们大家都要学习他们勇往直前的精神，做一个好人。

水浒传第七回读后感受篇七

却并不是百感交集的情绪，而是迷迷茫茫地了无头绪。

也许是对最后结局的恍惚，仿佛这不是原本应该有的。

我再看看那些醒目的字眼，悲壮的场面又再脑海上演。

恍然才知道这原就是结局，心不知怎么地随泪水伤心——题
记

《水浒传》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它主要讲述了一百零八个
好汉因为各种原因陆续上了梁山泊并且不断壮大，渐渐成为
当时朝廷的一大心病，在朝廷几次攻打未果后，接受了招安，
并帮助朝廷征辽、平王庆、灭田虎、除方腊，最后仅剩二十
余人。但由于朝廷的四大奸臣嫉妒其功劳，部分剩下受封赏
的好汉被害得丢官或被害死，最后只得剩下寥寥无几。

《水浒传》描绘的人物形象极为鲜明：大义凛然的及时雨宋
江、耐不住性子的急先锋索超、性烈如火的黑旋风李逵、贪
图女色的矮脚虎王英、深明仗义的小旋风柴进、热情豪爽的
花和尚鲁智深……一百零八位梁山好汉虽性格各异，却也为
乱世之中的“知己”。志同道合的他们终究汇聚于梁山泊上
开始了他们的对抗当时腐败黑暗的朝廷的起义。屡战屡败的
朝廷被迫向梁山好汉们抛出“橄榄枝”———招安。其实这
正是梁上好汉们的众望所归。尤其是宋江，这更是他最为希
望看到的结果，毕竟为官比为贼要好名声啊！然而！这却让
他们走向了“不归路”。他们帮朝廷扫除了障碍，让王朝得
以巩固，得到的回报却是战死沙场、颠沛流离、惨遭谋害。
原本在梁山春风得意的好汉们如今的晚景凄凉。不由得让人



心中唏嘘不已———身处乱世的他们，原本可成为乱世中的
英雄，可惜最后结局令人唏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