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浒传读后感(精选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
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
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水浒传读后感篇一

小时候看《水浒传》，对于此书的评价都只有“无聊”这两
个字，往往看了第一章就开始不耐烦。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对于《水浒传》的认识也有所不同，对于书中好汉的英雄
气概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古往今来多少英雄，行走江湖不外乎一个“义”字，梁山好
汉也不例外。义，只有简单的三个笔画，却包括了太多的内
容。

鲁智深与林冲不打不相识，成为了朋友，危难时刻在野猪林
救了林冲一命；武松结识施恩帮助他杀死了张都监、张团练、
蒋忠，血溅鸳鸯楼；白胜供出晁盖要劫取生辰纲，宋江飞报
晃盖，使晁盖得救；鲁智深为一老汉的女儿出头，以三拳打
死卖肉的郑屠。《水浒传》中有不少关于“义”的事情。

这一百零八位好汉，朝廷眼中的“强盗”,他们劫富济贫，志
存高远，他们为朋友两肋插刀，赴汤蹈火；为百姓除暴安良，
出生入死；为国家惩治贪官污吏。他们用生命来书写“义”,
即使需要搭上生命。舍生取义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语，这更
是一种强烈的正义感，一种至高无上的精神。



水浒传读后感篇二

（一）《水浒传》的研究从古至今，从国内辐射到世界

《水浒传》自问世以来，就一直是各代文人关注的焦点，研究
《水浒传》更是成为了一门学问。无论是明朝的李贽，还是
清代的金人瑞（圣叹），都热衷于钻研《水浒传》中的内容。
到了现当代，全国各地都纷纷掀起研究《水浒传》的热潮，
不但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了《水浒传》研究学会，《水浒传》
的影响还辐射到了国外，一些喜爱中国文化的外国人也加入
了研究《水浒传》的行列。例如在挪威就有研究《水浒传》
的民间组织。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马幼垣，芝加哥大学教授
马泰军也是海外研究《水浒传》的专家。

（二）国内对《水浒传》人物绰号研究的现状浅探

在国内，《水浒传》的研究是一个很受重视的项目。早
在1981年11月湖北武汉市就举行了全国首届《水浒》学术讨
论会。而在《水浒传》人物绰号研究方面比较有名的有余嘉
锡、王利器、盛巽昌、吴兴人等。

余嘉锡是一位研究《水浒传》人物绰号很有名的专家，他根据
《大宋宣和遗事》和《宋史》中提及到的宋江等三十六人聚
义的故事，写了一本《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和一本《水浒研
究》，里面对宋江等三十六人的绰号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王
利器是另一位研究《水浒传》人物绰号很有名的专家，他的
《耐雪堂集》里就介绍了对《水浒传》人物绰号的一些研究。
1但比较两位名家的论点，却在某些方面存在不同之处。盛巽
昌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他在前
人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一些见解，写了一本专门介绍《水
浒传》人物绰号的《水浒黑白绰号谭》。书中不但对梁山108
位好汉的绰号进行了研究说明，更对《水浒传》中的其他一
些人物的绰号进行了分析介绍，把众家的观点揉合在一起，
列各家之观点，是比较全面介绍《水浒传》人物绰号的一本



专著。吴兴人也是上海人，他在《超越时空的对话——｛水
浒传｝作者对我说》一书中专门用一个章节来介绍了《水浒
传》的人物绰号，书中还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由作者与假
设的施耐庵展开对话和探讨，这形式是比较新颖的。上述提
到的几本书，都是作者通过多方对比印证，再结合自己的见
解编纂而成的。

（一）人物绰号这一现象的产生

中国古代给人物起绰号最早见于秦汉时2。因为它颇为传神、
形象，能为各阶层人士所广泛接受，作为尊姓大名的补充与
张扬，于是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民间文学的殿堂。而距史料书
籍的介绍，北宋末年与南宋之间，人有绰号是很普遍的，特
别是江湖中的绿林好汉，又或是“盗寇之人”，又或是各
类“勤王军”、忠义人士、土豪、受招安的起义军首领，都
有各自不同的的绰号。这些绰号的产生，更多的是为了加深
人们对他的印象，在江湖中增强他的影响力，更好地在江湖
上宣传自己，提高自己的江湖地位，又或是为自己树威，震
慑手下或异己。小说中的绰号则是一定时期社会的集中反映，
它特意把现实社会中的一些现象与背景、人文捏合在一起集
中表现出来。

（二）《水浒传》人物绰号产生的历史、社会背景

《水浒传》中的人物绰号，就是宋元时期民间社会文化的积
淀，它以创造性的思维折射民族的审美心理和审美情趣3，它
也是人物性格、行为、身份、职业的高度提炼。

水浒传读后感篇三

我读过很多书、读过很多故事，但我最喜欢《景阳冈》这个
故事。

《景阳冈》这个故事主要讲了：武松在一家酒店喝完酒，刚



要走，就被店家叫住了，叫他不要过冈，冈上有老虎。可是
武松不听，坚持上冈。上了冈才发现真的有老虎，但还是往
前走。在看见老虎的时候，他丝毫不怕，和老虎决斗，最后
空手打死了老虎。

读了这个故事后，我觉得武松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因为他对
任何危险都无所畏惧。故事中提到：“武松读了印信榜文，
方知端的有虎。”“存想了一回，说道：‘怕什么？且只顾
上去，看怎地！’”他迎难而上，不畏危险，不愧为打虎英
雄。我也要向武松学习，不畏惧生活或学习中的任何“拦路
虎”。

记得那次，学校要选四到五年级站岗的同学。我被选中了，
当时我很惊讶，因为我没有跟老师说我要去站岗。但是过了
一会儿，我又伤心起来，因为每天站岗很累，而且还要很早
到学校。一回到家，我就告诉了妈妈这件事，妈妈说：“你
不能一下子就放弃。你都还没有试过，你能知道累不累
吗？”听了妈妈的话，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们应该学习武松那种勇敢，直面困
难、毫不退缩，机智，遇事沉着冷静的精神。

水浒传读后感篇四

【篇一：水浒传读后感】

王锦锐

我喜欢读名著小说，有的人问我为什么，我每次都会认真地
回答：“名著小说不但能增长我们的知识和见解，还能教会
我们如何处理生活中的一些事，让我们更好地成长。”

我最喜欢的小说，莫过于《水浒传》了。这本小说讲述了梁



山好汉们从起义到兴盛再到最后失败的过程，小说还把英雄
好汉们聚居的八百里水泊梁山描绘成一个“八方共域，异姓
一家”的理想社会，“相貌语言，南北西东虽有别，心情肝
胆，忠诚信义并无差”。也正因如此，美国作家赛珍珠将书
名翻译为《四海之内皆兄弟》。

这本小说还生动形象地描写了宋江、吴用、林冲等人物。我
最喜欢的情节是“智取生辰纲”。因为这个情节内容非常精
彩，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每个人都展现了自己的风采与特
长，使文章很有韵味。

在读的过程中，我发现《水浒传》的结构很有特点，作者采
取先分后合的链式结构，前四十四回先讲述单个英雄人物的
故事，然后百川汇海逐步发展到水泊梁山大聚义，第七十回
以后，写他们归顺朝廷，最终走向失败。这使小说环环相扣，
线索分明。

我喜欢的情节还有“景阳冈武松打虎”一节。武松为回家与
哥哥团聚，途径景阳冈。他喝了酒后执意要过冈，酒家拦他
不住。“来到景阳冈，武松看到了带有印的榜文，知道真有
老虎，又怕折返回去被酒家耻笑，只好硬着头皮一步步上了
那冈子。回头看这日色时，渐渐坠下”这几句描写，既点出
了老虎出来觅食的时间，又显示了人物惶恐不安的心境，还
渲染出恐怖悲凉的气氛，读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像这样精彩
的细节描写，只有精读细读，才能体会出其中的意蕴。

我还喜欢里面人物鲜明的性格特点，如鲁智深和李逵同事嫉
恶如仇，侠肝义胆、脾气火爆，但鲁智深粗中有细，豁达明
理。再如林冲和武松，同是小说浓墨重彩刻画的人物，又都
武艺高强，有勇有谋。

我喜欢《水浒传》，它让我收获很多，它的存在，促进了我
的成长，也增长了我的知识。



【篇二：水浒传读后感】

范雪晴

《水浒传》中所记一百零八人，人人有性格。他们豪侠仗义，
深受人们的喜爱。

小说前四十四回，先讲述单个英雄的故事。后来逐步发展为
梁山大聚义，七十回以后，写他们归顺朝廷走向失败。整部
小说环环相扣，线索分明。

《水浒传》情节生动曲折，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便是其中的
一篇“智取生辰纲”。作者施耐庵选取两条线索，一条明线
是杨志押运生辰纲，另一条暗线则是晁吴智取生辰纲。文章
通过对环境的描写，将人物形象刻画的生动形象，如其中
的“此时，正是五月半天气，虽是晴明的好，只是酷热难
行”，这处环境描写突出了当时天气的炎热，杨志又急功近
利，粗暴蛮横，使其与厢禁军发生冲突。作者又通过对杨志
及押送人员的语言描写，在矛盾冲突中推进情节，快速转换
场景，达到引人入胜的效果。

后来吴用等人又运用心理战，让众人先吃好酒，使杨志等人
误认为酒中无毒，是好酒，让人放下顾虑，这个便是计策。

《水浒传》中人物形象鲜明，深入刻画了人物的性格以及他
们命运的发展史。这些梁山好汉号称“一百单八将”，宋江、
吴用、林冲、鲁智深、武松……无不有血有肉，个性鲜明。

武松是下层侠义之士的典型人物，有仇必复，有恩必报。为
兄报仇，不惜斗杀西门庆，血溅鸳鸯楼。林冲是上层人物的
代表，他是被迫造反的。他一直安分守己，却因被陷害误入
白虎堂，在发配期间，被董超和薛霸陷害，幸得鲁智深相救，
最后被逼上了梁山。



《水浒传》是一部不朽的传奇，它记叙了梁山好汉们从起义
到兴盛再到失败的全过程，表达了作者对平等社会的向往。

正如胡适所说的“重兴《水浒》，再造梁山，画出十来个不
会磨灭的英雄人物，造出一副永不磨灭的奇书。我想，这也
正是从古至今，人们都爱《水浒传》的原因吧！

从今天起，我也要把这部奇书从书架上取下，再次品味。

【篇三：水浒传读后感】

李朵朵

“豹子头林冲，花和尚鲁智深，及时雨宋江，智多星吴
用——”合上《水浒传》这本书，一个个英雄形象浮现在我
的眼前。

林冲的武艺高强，鲁智深的粗中有细，宋江的疏财仗义，吴
用的善于谋略，以及武松的有恩必报有仇必复的性格，让人
过目不忘。

第一次阅读《水浒传》的时候，我只觉得它枯燥无聊，整本
书充斥的无非是些兄弟情谊，打打杀杀的事，有什么好看的
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课本里也有了它的踪影，甚至
老师上课时也会给我们讲述其中的故事，渐渐地，我对这本
书也有了新的认识。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元末明初的大文学家。这本书记
叙了梁山好汉们从起义到兴盛再到后来的失败的全过程，鲜
明地表现了“官逼民反”的主题，也恰恰印证了“哪里有压
迫，哪里就有反抗”的真理。因此，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
就把这本书的名字翻译为allmenarebrothers（四海之内皆兄
弟）。



在阅读《水浒传》的时候，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鲁智深三
拳打倒镇关西”和“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两个情节。

鲁智深嫉恶如仇，脾气火爆，当他听说金氏父女的悲惨遭遇
后，很是同情他们，同时也对镇关西产生了强烈的憎恶之情。
所以这个耿直的大英雄先把金氏父女安全送走，然后才去郑
屠的肉案前会会镇关西。鲁智深多次找茬，可镇关西是欺软
怕硬惯了，不敢与鲁智深正面交锋，最后实在是忍不了了，
凶残的一面暴露无遗。哪知他这次遇到的可是劲敌鲁智深啊，
所以最终鲁智深三拳就把镇关西给打死了。鲁智深哪里想到
镇关西如此不堪一击啊！估计镇关西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吧！

鲁智深打死镇关西后走投无路，只好去五台山出家为僧。后
来因为在五台山屡次惹事，破坏了佛门的清净，长老即使再
喜欢，也只能迫于舆论的压力把鲁智深推荐到东京大相国寺
了。来到大相国寺，方丈也犯难了，这哪是和尚啊，怎么安
排他呢？正在犯难之际，一个管事的和尚给鲁智深想了个合
适的工作，去看菜园子。来到菜园子鲁智深才知道派自己来
的原因。原来，在菜园子的周围有一帮混混，他们总喜欢来
菜园子捣乱，偷菜，整人，没有一个和尚能受得了。鲁智深
来到菜园子以后，很快收服了这帮混混，他们还拜鲁智深为
师傅。一天，鲁智深和徒弟们一起喝酒，因不愿听树上乌鸦
的聒噪声，一怒之下竟然生生地把一棵盆口粗细的垂杨柳树
连根拔起。这可吓坏了这帮人，从此他们对鲁智深那是心服
口服，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故事也传遍了东京。

《水浒传》让我回味无穷，如果有时光机器，我真的很想进
入到这本书中所描绘的时代，亲自去领略英雄们的风采。

水浒传读后感篇五

寒假期间,我读了《水浒传》,了解了许多历史故事,认识了



《水浒传》里的许多英雄好汉,被他们的故事所感动、所吸引.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它是施耐庵和罗贯中合
作而写成的.《水浒传》主要是英雄人物的传奇故事,书中有
一百零八个好汉,他们个个性格鲜明,光彩照人.水浒英雄中的
李逵、鲁智深、武松、林冲等人,家喻户晓,长期活在人们心
中.而在众多的英雄人物中,我最喜欢的还是武松.

武松武艺高强,性格刚烈.武松在作者笔下是力和勇的化身,他
有超人的大力、大勇.景阳岗打虎是《水浒传》中最精彩的章
节之一,也最能表现武松的力和勇.上岗打虎之前武松先去喝
酒,一般人喝两三碗便醉了,而武松一连喝了十八碗而不曾倒,
同时还吃了四斤牛肉.这让我们想,如此酒量和饭量的大汉,有
可能把老虎打败.当他在大青石上睡觉时,一只大老虎出现在
他的眼前.大老虎进攻时一扑、一掀、一剪,而武松毫不畏惧,
表现得非常机敏,干净利落地一躲、两闪.过了一会儿,武松见
可以出手了,便转入进攻.他双手抡起哨棒,使尽平生力气向老
虎打去,没想到慌忙中打在枯树上,将哨棒打折了.于是他丢掉
半截棒子,赤手空拳打老虎.他两只手按住老虎,把脚放在老虎
脸上,又把老虎头按到黄泥坑中,提起铁锤般的拳头,又给了老
虎五七十拳,将老虎打死.这便体现了武松的力和勇,他超人的
神威和武艺真是令人佩服.

武松还敢做敢当,不连累人,光明磊落.例如,当他得知哥哥被
西门庆和潘金莲害死时,决心报仇.他先去官府告状,他相信官
府会主持公道.最后告状不行,他便亲手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
然后便去自首.从这儿可以看出他敢做敢当,光明磊落的一面.

《水浒传》这本书很好看,写得很精彩.除了武松,书中还塑造
了许多英雄人物形象,像李逵、鲁智深、林冲等,都非常吸引
人,值得我们去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