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儒林外史读后感每回 儒林外史读
后感(模板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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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
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儒林外史读后感每回篇一

最近我读了《儒林外史》这本书，书中的英雄好汉令我敬佩
不已。

《儒林外史》这本书共有五十六回，写了近四万字，描写了
近两百个人物的故事。这一整本书以写实、讽刺和批判性的
笔调，写出了许多文人在科举制度伤害下的悲掺命运。在这
个制度下士子文人性格扭曲，灵魂变得丑恶。他们可笑、可
悲的虚伪与罪恶。同时，作者也热情歌颂了善良、公正与善
良的人物，写出了作者对自己改良社会的美好理想。

书中，有些人和事总是让我无法忘怀。如范进，周进对做官
如痴如醉，结果被折磨得人鬼难分。但中举后，他们在人们
心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当了大官，别人对他们也越来越好。

其中有个叫匡超人，原先是一个很纯朴的青年，但是中了八
股文的毒害以后，很快就堕落为一个坑蒙拐骗，甚至是出卖
自己灵魂的恶少。其实，文人一旦中举成功，便会有许多人
堕落为贪得无厌，毫无廉耻的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

这本书运用了讽刺的修辞手法，通过传神的描写，把要讽刺
的对象或明或暗的变现出来，让我们读者去细细品读。作者
只用了三言两语，就能把一个人的形象，性格，栩栩如生的
描画出来。



另外，我建议你们去看看《儒林外史》，去看看坏人的下场，
去看看吝啬的严监生、阴险刁滑的严贡生。

儒林外史读后感每回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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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林外史读后感每回篇三

今天，我读了一本叫《儒林外史》的书，它是作家吴敬梓笔
下的代表作。

最吝啬的就是严监生，家财万贯，仆人众多，却格外的“节
约”。家里一斤肉都不卖，有时候家中的的孩子实在忍不住
了就拿来一两钱买熟肉来给孩子诱馋。有时候，今天的菜可
以留到明天甚至到后天才吃完，他还格外克扣工人们的工资。

有一次，他的弟弟严贡生因犯罪别追差，当巡捕来到严监生
家里来搜查的时候，他才十分心疼的拿出一小串钱交给巡捕
搪塞过去。他的正妻王氏死的时候他也十分心疼，心疼他少
了一个精打心算的人。又恰逢他结婚，有几个人就乘着时机
把他的金银首饰都偷了个精光。在他临死前，他还从被窝里
伸出两个手指头，死死不放，为的是那灯盏里的那两斤还在
燃烧的灯草。直到最后，赵氏挑掉了其中的一斤灯草，他才
闭上眼睛一命呜呼了。

最可笑的是牛浦，因为一次机遇他遇到了牛布衣，牛布衣死
后他盗其之诗，来进行贩卖，最终事情暴露逃亡。

《儒林外史》一部耐人寻味的书！《儒林外史》一部充满趣
味的书！

儒林外史读后感每回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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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林外史读后感每回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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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林外史读后感每回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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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卑鄙手段及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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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体谅母亲及家庭
的难处及细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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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爱心给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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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林外史读后感每回篇七

今天，我读了一本讽刺小说，那就是在清代远近闻名的《儒
林外史》。



《儒林外史》主要说了在旧时代时，各类人士对功名富贵的
不同表现。描写了一些深受八股科举制度毒害的儒生形象，
反映了当时不良的世俗风气。

在《儒林外史》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吝啬鬼—严监生。他是
一个胆小而有钱的人。他最令人深刻的那件事就是严监生疾
终正寝。这件事充分表现严监生吝啬，爱钱如命，我觉得这
样的人不值得咱们去学习。相反，咱们在生活中学会大方，
如果不大方，下场就是和严监生一样。而严监生的另外一件
事——悼念亡妻中知道，严监生吝啬到连给亲人花一点钱都
不肯，充分得体现出严监生爱钱如命。而《儒林外史》开篇
词中一个生于乡村的王冕，因家里没钱，就去放牛。但他喜
欢读书，所以每天赚的钱都去买书看。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
成了县内的名人，许多人聘他做官，他都不接受，他逃到山
中，过着隐居的.生活。说明他讨厌做官的昏晦的生活。

在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人。咱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一些官员
为了钱和权力，不顾人民利益，而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
最终和严监生的下场一样。这些现实的事情告诉咱们做人不
能贪小便宜，要大方，不能爱钱如命。

《儒林外史》教会了我要大方，不能贪小便宜。

儒林外史读后感每回篇八

《儒林外史》开篇描写了诸暨县一个乡村少年王冕，因家境
贫寒，自小替秦老放牛，但他却勤奋好学，用每日攒下的点
心钱买书看。由于王冕聪明勤勉，又博览群书，还画得一手
好荷花，不到二十岁，便成了县内的名人。他不愿意求取功
名利禄，县令登门拜访，他躲避不见；朱元璋授他咨议参军
之职，他也不接受。王冕怕再有人聘他做官，就逃到会稽山
中，过着隐居的生活。像这样淡泊名利的读书人，在作者生
活的年代真是少之又少，因此作者对王冕大加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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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周进
哭号着为秀才名分磕头撞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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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范进中
举前后判若两人，中举前萎缩地向老丈人低头称事，中举后
便有了老爷大人们的官腔。甚至在为母亲守丧时，在打秋风
的筵席上大吃大喝。而他仅仅是中举，不出两个月，什么房
产、田地、金银、奴役，不请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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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林外史读后感每回篇九

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
水流花谢知何处。“这是《儒林外史》开头的'几句。可以说，
这也是整本书的灵魂所在。在五年级的语文课本中，有一篇
课文《临死前的严监生》选自《儒林外史》。教学中需要了
解这篇课文的出处及相关的背景介绍，在给学生布置读名著
的任务时，我也随之认真读了读。这次的读书带有教学任务
去读，在读中的思考也是围绕着教学中出现的相关细节。因
为这节课在学校上语文研究课，对这部著作只是粗浅的了解。

在假期中，完全以一种放松的心情再次品读，感受颇深。对
于这部清代封建小说，鲁迅曾有过如此的评价。”如集诸碎
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对于此，但却也
深有同感。”学而优则仕“，正是这句话害了一批又一批的
读书人。他们把读书当成敲门砖——”书中自有黄金屋，书
中自有圆如意，书中自有美娇娘……“。为了金钱，为了财
富，他们可以废寝忘食地读书，可以从黑发考到白发苍苍：



八十岁才中了状元的梁灏，花白胡子还是”小友“的周进，
考了几十年一朝中榜，欢喜疯了的范进……儒林中为了功名
利禄，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又何止这几个？鲁迅
先生称封建礼教为吃人的礼教，称封建科举制度为害人的制
度。

读书，其实强调的是一个漫长的求知过程。王国维说得非常
好，读书分为三个境界：一是立志，二是奋斗，三是成功。
而儒林中的那些一心只为功名者，第一步——立志，就走错
了。在我看来，读书就是人在不断汲取精神食粮的过程。其
中最关键的在于吸收，然后再转化为自身的力量。这与一日
三餐的功效是一致的：吃饭，吸收营养，再促进自身生长。
只可惜，儒林中的某些学子们只注重”食“，即数十年如一
日地读书，却忽视了吸收。读书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敲开
荣华富贵之门的工具。一旦达到目的，这个工具也就毫无价
值了。这些人，即使读一辈子也不会有半点知识吸收转化成
自身力量。当然，”世人皆醉我独醒，举世浑浊我独清“的
人在儒林中也不是没有。王冕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从小就因
为家境贫寒而为邻人放牛。在牛背上，他仍旧博览群书，更
自学成为了画花卉的名笔。但王冕性情不同，不求官爵。能
在功名面前，心如止水，不为所动，也只有王冕这些儒林中
的凤毛鳞角了。

对于封建社会中科举制度和官场的黑暗，儒林的堕落。作者
感到非常的感叹和痛心。但作者同时也感到了自己做为一个
民间学士，势单力薄的无奈。对此他不能抵抗，他只能选择
叹息多余激情澎湃的斗争。吴敬梓用他的一枝老笔写尽了几
百年儒林人士的悲痛叹息，写尽了作者一个一辈子盼望期许
的盛世儒林。作者希望他能激起，所有正直文人的内心共鸣，
重寻儒林的那条正洁古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的确堪称
经典。

一卷《儒林外史》，道尽了百年士林的风云雨雪，辛酸苦叹。



儒林外史读后感每回篇十

今日，我读了一本挖苦小说，那就是在清代远近闻名的《儒
林外史》。

《儒林外史》主要说了在旧时代时，各类人士对功名富贵的
不一样表现。描述了一些深受八股科举制度毒害的儒生形象，
反映了当时不良的世俗风气。

在《儒林外史》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吝啬鬼—严监生。他是
一个胆小而有钱的人。他最令人深刻的那件事就是严监生疾
终正寝。这件事充分表现严监生吝啬，爱钱如命，我觉得这
样的人不值得我们去学习。相反，我们在生活中学会大方，
如果不大方，下场就是与严监生一样。而严监生的'另外一件
事——悼念亡妻中明白，严监生吝啬到连给亲人花一点钱都
不肯，充分得表达出严监生爱钱如命。而《儒林外史》开篇
词中一个生于乡村的王冕，因家里没钱，就去放牛。但他喜
欢读书，所以每一天赚的钱都去买书看。最终功夫不负有心
人，成了县内的名人，许多人聘他做官，他都不理解，他逃
到山中，过着隐居的生活。说明他厌恶做官的昏晦的生活。

在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人。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一些官员
为了钱与权力，不顾人民利益，而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
最终与严监生的下场一样。这些现实的事情告诉我们做人不
能贪小廉价，要大方，不能爱钱如命。

《儒林外史》教会了我要大方，不能贪小廉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