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读后感(汇总9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可
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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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读后感篇一

从前，楚国有个老头以饲养猴子为生，楚国人都把他叫作狙
公。每天早上，狙公起床以后都在院子里给他的猴子们分配
任务。他让老猴子带着猴子们跳出去，采摘山里果树的果实。
晚上，等猴子们回来了，狙公就逼着猴子们交出它们所采果
实的十分之一。光靠着这些猴子采来的果实，他就可养活自
己，而且还略有盈余。有一次几个猴子觉得自己白白辛苦一
场，狙公却坐享其成，不愿交出果实，狙公就对它们棍棒相
加，一阵毒打。猴子虽然觉得每天采摘果实是件苦活，可又
怕狙公的棍棒，不敢违背狙公的命令。

有一天，一只不懂事的小猴子突然问这群猴子：“山里果实
累累，难道是狙公亲手所种吗?”大伙都说：“不是呀，谁都
知道这些果树并没有什么人去栽种，都是天生的。”小猴子
又问：“既然这样，我们干吗靠给狙公做苦力过日子呢?”小
猴子话还没说完，猴子都已经恍然大悟。

当天晚上，猴子们趁狙公睡熟之后，悄悄地打破栅栏，弄坏
笼子。然后，它们拿上狙公积存的`果实，手牵着手跑进了树
林深处，从此再也不回去了。狙公一觉醒来，才发觉猴子们
都跑光了，他赖以生存的手段没有了，只得待在家中活活地
饿死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人要自食其力，如果自己不付出努力，
企图依赖别人，或者靠剥削别人过活，最终只能落得像狙公



那样活活饿死的下场。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读后感篇二

鲁国人宓子贱是孔子的学生。他曾有一段在鲁国朝廷做官的
经历。后来，鲁君派他去治理一个名叫亶父（danfu）的地方。
他受命时心里很不平静。宓子贱担心：到地方上做官，离国
君甚远，更容易遭到自己政治上的宿敌和官场小人的诽谤。
假如鲁君听信了谗言，自己的政治抱负岂不是会落空？因此，
他在临行时想好了一个计策。宓子贱向鲁君要了两名副官，
以备日后施用计谋之用。

宓子贱风尘仆仆地刚到亶父不久，该地的大小官吏都前往拜
见。宓子贱叫两个副官拿记事簿把参拜官员的名字登记下来，
这两人遵命而行。当两个副官提笔书写来者姓名的时候，宓
子贱却在一旁不断地用手去拉扯他们的胳膊肘儿，使两人写
的字一塌糊涂，不成样子。等前来贺拜的人已经云集殿堂，
宓子贱突然举起副官写得乱糟糟的名册，当众把他们狠狠地
鄙薄、训斥了一顿。宓子贱故意滋事的做法使满堂官员感到
莫名其妙、啼笑皆非。两个副官受了冤屈、侮辱，心里非常
恼怒。事后，他们向宓子贱递交了辞呈。宓子贱不仅没有挽
留他们，而且火上加油地说：“你们写不好字还不算大事，
这次你们回去，一路上可要当心，如果你们走起路来也像写
字一样不成体统，那就会出更大的乱子！”

两个副官回去以后，满腹怨恨地向鲁君汇报了宓子贱在亶父
的所为。他们以为鲁君听了这些话会向宓子贱发难，从而可
以解一解自己心头的积怨。然而这两人没有料想到鲁君竟然
负疚地叹息道：“这件事既不是你们的错，也不能怪罪宓子
贱。他是故意做给我看的。过去他在朝廷为官的时候，经常
发表一些有益于国家的政见。可是我左右的近臣往往设置人
为的障碍，以阻挠其政治主张的实现。你们在亶父写字时，
宓子贱有意掣肘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隐喻。他在提醒我今后
执政时要警惕那些专权乱谏的臣属，不要因轻信他们而把国



家的大事办糟了。若不是你们及时回来禀报，恐怕今后我还
会犯更多类似的错误。”

鲁君说罢，立即派其亲信去亶父。这个钦差大臣见了宓子贱
以后，说道：“鲁君让我转告你，从今以后，亶父再不归他
管辖。这里全权交给你。凡是有益于亶父发展的事，你可以
自主决断。你每隔5年向鲁君通报一次就行了。”

宓子贱很赞赏鲁君的开明许诺。在没有强权干扰的条件下，
他在亶父实践了多年梦寐以求的政治抱负。

宓子贱用一个自编自演、一识即破的闹剧，让鲁君意识到了
奸诈隐蔽的言行对志士仁人报国之志的危害。从而告诫人们，
区分廉洁和腐朽，扶正匡邪，不仅需要有一大批像宓子贱那
样忠心耿耿的人，更需要有一个头脑清醒、品德正派的国君。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读后感篇三

古代的永州在今天的湖南省零陵县，那里的老百姓都很会游
泳。一天，永州的河水突然暴涨，有五六个人乘着小船，正
在横渡湘江。行到河中央时，船漏了，所有的人都落入水中，
在水里游着。

其中一个人竭尽全力地游着，但不像平常那样游得快。

他的同伴说：“你平时是游泳最好的，为什么今天落后了?”

他回答说：“我腰里缠着一千钱，太重了，所以游不快。”

他的同伴说：“你为什么不扔掉这些钱?”这个人顾不上答话，
只是摇摇头。

过了一会儿，他游得更加吃力了。



已经游上岸的同伴们向他大声喊道：“你真是太蠢了。性命
都快保不住了，还要那些钱有什么用呢?”

这个人还是吃力地摇摇头，不肯丢下腰间那捆钱。结果，他
被淹死了。

【说明】 这则寓言讽刺了那些过分贪图钱财，甚至为了钱财
不要性命的人。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读后感篇四

古时候，有一个人姓郁，名仁。家里的生活状况很一般，但
是小日子还算过得去。最让他感到头疼的是，他的家里有不
少的老鼠。想了好多办法，都不是很有效。

这些老鼠每天晚上都要在他的家里到处乱蹿，想尽一切办法
偷吃他家里的小米。结果总是弄得盆器倾侧，合家不得安宁。
郁仁很是苦恼。他观察了一段时间，发现老鼠最喜欢的是偷
吃小米，于是，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条消灭老鼠的妙计。

一天，郁仁在一个大缸里装了足足有半缸小米，并且还主动
把缸盖打开，听任一只大老鼠跳进去狂吃一番。这只大老鼠
吃饱了以后，马上把所有的老鼠都召集了过来。它们在大老
鼠的带领下，纷纷跳进米缸里面饱饱的吃了一顿。吃好了以
后，便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它们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郁仁就把缸里面的小米全部都
搬走了，然后，在缸里装了大半缸的水，还在水面上撒了厚
厚的一层米糠。

晚上，大老鼠又带领着这群老鼠来到这口大缸边，它们都闻
到了米糠发出的一阵阵香味，便争先恐后、毫不犹豫地跳进
了缸里。郁仁在一边等候多时，一听到声音，就点起火来。
看见一大群老鼠在缸里的水中挣扎，他赶紧用铁钳把老鼠一



只只都钳出来打死了。

从此，郁仁的家里再也没有鼠害了。

欲擒故纵，以退为进。看来，郁仁是深得其道啊。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读后感篇五

南朝时候，有个叫吕僧珍的人，生性诚恳老实，又是饱学之
士，待人忠实厚道，从不跟人家耍心眼。吕僧珍的家教极严，
他对每一个晚辈都耐心教导、严格要求、注意监督，所以他
家形成了优良的家风，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待人和气、品
行端正。吕僧珍家的好名声远近闻名。

南康郡守季雅是个正直的人，他为官清正耿直，秉公执法，
从来不愿屈服于达官贵人的威胁利诱，为此他得罪了很多人，
一些大官僚都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总想除去这块心病。
终于，季雅被革了职。

季雅被罢官以后，一家人都只好从壮丽的大府第搬了出来。
到哪里去住呢？季雅不愿随随便便地找个地方住下，他颇费
了一番心思，离开住所，四处打听，看哪里的住所最符合他
的心愿。

很快，他就从别人口中得知，吕僧珍家是一个君子之家，家
风极好，不禁大喜。季雅来到吕家附近，发现吕家子弟个个
温文尔雅，知书达理，果然名不虚传。说来也巧，吕家隔壁
的人家要搬到别的地方去，打算把房子卖掉。季雅赶快去找
这家要卖房子的主人，愿意出1100万钱的高价买房，那家人
很是满意，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于是季雅将家眷接来，就在这里住下了。

吕僧珍过来拜访这家新邻居。两人寒暄一番，谈了一会儿话，



吕僧珍问季雅：“先生买这幢宅院，花了多少钱呢？”季雅
据实回答，吕僧珍很吃惊：“据我所知，这处宅院已不算新
了，也不很大，怎么价钱如此之高呢？”季雅笑了，回答说：
“我这钱里面，100万钱是用来买宅院的，1000万钱是用来买
您这位道德高尚、治家严谨的好邻居的啊！”

季雅宁肯出高得惊人的价钱，也要选一个好邻居，这是因为
他知道好邻居会给他的家庭带来良好的影响。所谓“近墨者
黑，近朱者赤”，环境对于一个人各方面的影响，是不容忽
视的，我们应当万分珍惜身边的良师益友。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读后感篇六

有个人生下来就是个盲人，他很想知道太阳是什么样子，就
去问眼睛好的人。

有人告诉他：“太阳的`形状像个大铜盘。”盲人立刻高高兴
兴地回到家中，找到一个铜盘，仔仔细细地摸着，还用手敲
了敲，铜盘立刻发出了声响，他恍然大悟地说：“哦，太阳
原来可以发出声音。”

有一天，他和邻居闲聊时听到钟声，立刻说：“这是太阳的
声音。”邻居告诉他说：“那是钟而不是太阳，太阳会发光，
就像蜡烛一样。”于是，盲人又去摸蜡烛，知道了蜡烛的形
状。

后来有一天，他摸到了形状与蜡烛相似的竹笛，以为那就是
太阳了。

[含义]认识事物不能只凭道听途说，要全面细致。

[出处]苏轼《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日喻》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读后感篇七

晋国的中行寅面临大敌，家族就要被人灭亡了。他急忙找来
给自己负责祭祀的太祝，准备问罪处罚他。

他怒气冲冲地询问太祝：“你为我祭祀，肯定祭品不肥厚，
斋戒时也不诚心。结果现在触怒了天上的神灵，导致我亡国，
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太祝简回答道：“原来的君主行密子，只有十乘车。可他并
不觉得太少，只是担心自己的德行不够，生怕有一点儿过错。
现在您已经有了战车百乘，您却不仅不担心自己的没有道义
德行，只是嫌战车太少。您就知道多造战车战船，这样势必
增加了对百姓的赋税。赋税劳役一多，百姓自然不满意，对
您诅咒责骂。而您以为真的光靠向上天祈祷，就可以为家族
带来福运吗？民心不服，上下都背离您，咒骂您，您也会灭
亡。您只指望我为您的祈祷祝福，然而全国都咒骂您，我一
个人的颂扬祝福能比得过全国人的诅咒责骂吗？您的家族面
临灭亡难道不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吗？我又有什么罪过呢？”

中行寅听了太祝简的话感到万分羞愧。

中行寅行将灭亡不去寻找自己的原因，反而责备太祝。他哪
里知道，其实他灭亡恰恰是因为自己的贪奢引起民心不满。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读后感篇八

巧借短小精悍而又耐人深思寻味的寓言故事,给那些人生阅历
不甚丰厚,我国有不少优秀的寓意深刻的寓言故事，下面就是
本站小编给大家整理的中国古代寓言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古时候，人们每到一定的日子，都要在祠庙里举行一种祭祀
仪式，以表示对神灵的虔诚、求得神灵的庇佑，这种祭祀仪



式叫“祭钟”。每逢祭钟时，不是要杀一头牛，就是要杀一
只羊，然后将牛的头或者羊的头用大木盘子盛放在祭神的供
桌上，人们就站在供桌前祈祷。

有一天，齐国都城里来了一个人，他牵着一头牛从皇宫大殿
前走过。这时，恰值齐宣王在大殿门口看见了，命人叫住那
牵牛的人，便问道：“你打算把这头牛牵到那里去呢?”那人
回答说：“我要牵去宰了用来祭钟。”

齐宣王听了后，看了看那头牛，然后说：“这头牛本来没有
罪过呀，却要白白地去死，看着它那吓得颤颤抖抖、哆哆嗦
嗦的样子，我真不忍心看了。把它放了吧!”

那个牵牛的人说：“大王您真慈悲，那就请您把祭钟这一仪
式也废除了吧?”

“这怎么可以废除呢?”齐宣王严肃起来，接着说：“这样子
吧，就用一只羊代替这头牛吧!”

这篇寓言故事告诉人们：杀牛和杀羊都是屠杀生命。对牛的
怜悯与对羊的残忍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不能算是仁慈。齐
宣王的以羊替牛只不过是骗人的把戏，可见他的虚伪。

韩昭侯平时说话不大注意，往往在无意间将一些重大的机密
事情泄露了出去，使得大臣们周密的计划不能实施。大家对
此很伤脑筋，却又不好直言告诉韩昭侯。

有一位叫堂谿(xi)公的聪明人，自告奋勇到韩昭候那里去，对
韩昭侯说：“假如这里有一只玉做的酒器，价值千金，它的
中间是空的，没有底，它能盛水吗?”韩昭侯说：“不能盛水。
”堂豁公又说：“有一只瓦罐子，很不值钱，但它不漏，你
看，它能盛酒吗?”韩昭侯说：“可以。”

于是，堂谿公因势利导，接着说：“这就是了。一个瓦罐子，



虽然值不了几文钱，非常卑贱，但因为它不漏，却可以用来
装酒;而一个玉做的酒器，尽管它十分贵重，但由于它空而无
底，因此连水都不能装，更不用说人们会将可口的饮料倒进
里面去了。人也是一样，作为一个地位至尊、举止至重的国
君，如果经常泄露臣下商讨有关国家的机密的话，那么他就
好像一件没有底的玉器。即使是再有才干的人，如果他的机
密总是被泄露出去了，那他的计划就无法实施，因此就不能
施展他的才干和谋略了。”

一番话说得韩昭侯恍然大悟，他连连点头说道：“你的话真
对，你的话真对。”

从此以后，凡是要采取重要措施，大臣们在一起密谋策划的
计划、方案，韩昭侯都小心对待，慎之又慎，连晚上睡觉都
是独自一人，因为他担心自己在熟睡中说梦话时把计划和策
略泄露给别人听见，以至于误了国家大事。

堂谿公开导韩昭侯的故事告诉我们，有智慧的人很善于说话，
能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引出治国安邦的大道理;能够虚心接受
意见、不唯我独尊的人，才是明智的领导者。

有一天，一只老虎正在深山老林里转悠，突然发现了一只狐
狸，便迅速抓住了它，心想今天的午餐又可以美美地享受一
顿了。

狐狸生性狡猾，它知道今天被老虎逮住以后，前景一定不妙，
于是就编出一个谎言，对老虎说：“我是天帝派到山林中来
当百兽之王的，你要是吃了我，天帝是不会饶恕你的。”

老虎对狐狸的话将信将疑，便问：“你当百兽之王，有何证
据?”狐狸赶紧说：“你如果不相信我的话，可以随我到山林
中去走一走，我让你亲眼看看百兽对我望而生畏的样子。”

老虎想这倒也是个办法，于是就让狐狸在前面带路，自己尾



随其后，一道向山林的深处走去。

森林中的野兔、山羊、花鹿、黑熊等各种兽类远远地看见老
虎来了，一个个都吓得魂飞魄散，纷纷夺路逃命。

转了一圈之后，狐狸洋洋得意地对老虎说道：“现在你该看
到了吧?森林中的百兽，有谁敢不怕我?”

老虎并不知道百兽害怕的正是它自己，反而因此相信了狐狸
的谎言。狐狸不仅躲过了被吃的厄运，而且还在百兽面前大
抖了一回威风。对于那些像狐狸一样仗势欺人的人，我们应
当学会识破他们的伎俩。

从前，在一个不太出名的小山村，住着一户姓杨的人家，靠
在村旁种一片山地过日子。这户人家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
杨朱，小儿子叫杨布，两兄弟一边在家帮父母耕地、担水，
一边勤读诗书。这兄弟两人都写得一手好字，交了一批诗文
朋友。

有一天，弟弟杨布穿着一身白色干净的衣服兴致勃勃地出门
访友。在快到朋友家的路上，不料天空突然下起雨来了，雨
越下越大，杨布正走在前不着村、后不落店的山间小道上，
只好硬着头皮顶着大雨，被淋得落汤鸡似地跑到了朋友家。
他们是经常在一起讨论诗词、评议字画的好朋友，杨布在朋
友家脱掉了被雨水淋湿了的白色外衣，穿上了朋友的一身黑
色外套。朋友家里招待杨布吃过饭，两人又谈论了一会儿诗
词，评议了一会儿前人的字画。他们越谈越投机，越玩越开
心，不觉天快黑下来了，杨布就把自已被雨水淋湿了的白色
外衣晾在朋友家里，而自己就穿着朋友的一身黑色衣服告辞
朋友回家。

雨后的山间小道虽然是湿的，但由于路面上小石子铺得多，
没有淤积的烂泥。天色渐渐地暗下来了，弯弯曲曲的山路还
是明晰可辨。晚风轻轻吹着，从山间送来一阵阵新枝嫩叶的



清香。要不是天愈来愈黑下来了，杨布还真有点儿雨后漫游
山岗的雅兴哩!他走着、走着，走到自家门口了，还沉浸在白
天与朋友畅谈的兴致里。这时，杨布家的狗却不知道是自家
主人回来了，从黑地里猛冲出来对他汪汪直叫。须臾，那狗
又突然后腿站起、前腿向上，似乎要朝杨布扑过来。杨布被
自家的狗这突如其来的狂吠声和它快要扑过来的动作吓了一
跳，十分恼火，他马上停住脚向旁边闪了一下，愤怒地向狗
大声吼道：“瞎了眼，连我都不认识了!”于是顺手在门边抄
起一根本棒要打那条狗。这时，哥哥杨朱听到了声音，立即
从屋里出来，一边阻止杨布用木棒打狗，一边唤住了正在狂
叫的狗，并且说：“你不要打它啊!应该想想看，你白天穿着
一身白色衣服出去，这么晚了，又换了一身黑色衣服回家，
假若是你自己，一下子能辨得清吗?这能怪狗吗?”

杨布不说什么了，冷静地思考了一会儿，觉得哥哥杨朱讲的
也是有道理的。狗也不汪汪地叫了，一家人重新又恢复了原
先的快乐。

这篇寓言故事说明：若自己变了，就不能怪别人对自己另眼
相看。别人另眼看自己，首先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然的
话就像杨布那样：一身衣服变了，反而怪狗不认识他。

有个楚国贵族，在祭祀过祖宗后，把一壶祭酒赏给门客们喝。
门客们拿着这壶酒，不知如何处理。他们觉得，这么多人喝
一壶酒，肯定不够，还不如干脆给一个人喝，喝得痛痛快快
还好些。可是到底给谁好呢?于是，门客们商量了一个好主意，
就是每个人各自在地上画一条蛇，谁先画好了这壶酒就归谁
喝。大家都同意这个办法。

门客们一人拿一根小棍，开始在地上画蛇。有一个人画得很
快，不一会儿，他就把蛇画好了，于是他把酒壶拿了过来。
正待他要喝酒时，他一眼瞅见其他人还没把蛇画完，他便十
分得意地又拿起小棍，边自言自语地说：“看我再来给蛇添
上几只脚，他们也未必画完。”边说边给画好的蛇画脚。



不料，这个人给蛇画脚还没完，手上的酒壶便被旁边一个人
一把抢了过去，原来，那个人的蛇画完了。这个给蛇画脚的
人不依，说：“我最先画完蛇，酒应归我喝!”那个人笑着说：
“你到现在还在画，而我已完工，酒当然是我的!”画蛇脚的
人争辩说：“我早就画完了，现在是趁时间还早，不过是给
蛇添几只脚而已。”那人说：“蛇本来就没有脚，你要给它
添几只脚那你就添吧，酒反正你是喝不成了!”

那人毫不客气地喝起酒来，那个给蛇画脚的人却眼巴巴看着
本属自己而现在已被别人拿走的酒，后悔不已。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读后感篇九

宋朝有个叫陈康肃的人，十分擅长射箭。他能够在百步开外
射中杨树的叶子，这样的射技举世无双，再没有第二个人能
够比得上，陈康肃对自己的本领很是自负。

有一次，陈康肃在自家后花园的场地上练习射箭，引来很多
人围观。有一位卖油的老头儿挑着担子经过，也停下来，放
下担子，斜着眼睛看陈康肃射箭，很久都没有离开。

陈康肃的箭术果然名不虚传，射出的箭十次有八、九次都射
中靶心。旁边围观的人们大声喝彩，手心都拍红了，只有那
位卖油的老头儿，仍用斜眼瞅着，只稍微点了下头。

陈康肃见老头儿似乎有点看不上他射箭的技艺，又生气又不
服气，就放下弓箭走过去问老头儿说：“你也懂得射箭吗?难
道你认为我射箭的技术还不够精吗?”

老头儿平静地回答说：“我觉得这也没啥了不起的，只不过
你练练的多了，手熟而已。”

陈康肃终于发怒了，质问道：“你怎么敢如此贬低我的绝



技!”

老头儿也不急，不慌不忙地说：“我是从我多年来倒油的技
巧中懂得这个道理的。我就演示给你看一看吧。”

说完以后，老头儿把一个葫芦放在地上，又取出一枚圆形方
孔的铜钱盖在葫芦嘴上，然后他用一把油瓢从油桶里舀了一
满瓢的油，再将瓢里的油向盖着铜钱的葫芦嘴里倒。只见那
油成细细的一线流向葫芦嘴，均匀不断。等油倒完了，把铜
钱拿下来细细验看，竟然连一点油星子都没有沾上。在人们
一片啧啧称奇声中，卖油翁笑了笑，说道：“我这点雕虫小
技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过是手熟而已。”

陈康肃看完了表演以后笑了起来，客客气气地把卖油翁送走
了。

这则寓言告诉我们，再难的事，只要我们反复地不间断地练
习、实践，日久天长，必定会熟能生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