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水浒传读后感初一(优秀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
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水浒传读后感初一篇一

《骆驼祥子》是老舍先生的作品，它讲述了一个农民祥子为
了赚钱到城里的故事。他先省吃俭用，买了一辆车，当上了
上等的车夫。但不到半年他的车就被逃兵掳走。但他没有丧
失信心，依然为了卖车努力着，但又一次被侦探敲诈得所剩
无几。与虎妞成亲后，他才有一次拉上了自己的车。但好景
不长，虎妞又死于难产，祥子失去了虎妞和车子。再加失去
了他最喜欢的小福子，他彻底的对生活丧失了信心。他不在
想去拉车，一天天吃喝嫖赌，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骆驼祥子本名不叫骆驼祥子。阴差阳错他丢了洋车，得三只
骆驼并卖了，由此大伙叫他骆驼祥子。我这样解释或许有点
牵强，可我确实找不出更简单的解释了。祥子本来是一个对
生活充满信心的人，是一个多么坚强的人。即使受到了两次
打击，仍然乐观。但为什么最后成了一具行尸走肉?就是因为
社会的阴暗，祥子只是一个普通人，处处受人欺压，身边的
人一个一个离去，才变成了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骆驼祥子》是一个悲剧，它向人们揭示了不合理的社会制
度和昏暗的社会环境。这使得下层劳动者们受到了欺压。在
这样一个昏暗的社会条件下，有多少官员吃着老百姓的食物，
喝着老百姓的水，打着“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旗号，却在
那吃喝嫖赌，任意妄为;在这样昏暗的社会条件下，有多少官
员能真正体谅百姓，为百姓出一份力;在这种昏暗社会条件下，
有多少下层的劳动人民受着气，却只好忍气吞声，干着过量



的活，却无可奈何?正是因为这样，人们才会丧失信心，失去
活着的勇气。

《骆驼祥子》在我看来虽是一个悲剧，但在那时可能只是一
个故事，类似的事发生了很多次，以至于当时很多人们都经
历过类似的悲剧。

水浒传读后感初一篇二

我之所以读《雪国》这本小说，就是在看到前面的简介时说
作者川端康成在这本小说中有很多描写雪国的绝美片段，这
大概也是吸引我这本小说的动力吧。

川端康成，对于我是一个不陌生的日本作家，他的《伊豆舞
女》和《千只鹤》都为大家所熟知。他是一位新感觉派作家、
著名的小说家。196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因祖父母和姐姐
相继死去，自己有飘无定所，心情忧郁成疾，逐渐形成了感
伤与孤独的性格，在后来的创作中就形成了一种阴郁的特色。
在他早期的作品里，主要是反映一些社会想象，但是由于后
来受日本古典文学和禅宗思想的影响，逐渐脱离现实，而头
脑中的封建主义思想开始有所发展。《雪国》这部小说被认
为是他前后期思想的分水岭。

热烈般的爱着岛村，但岛村最多把驹子当做是朋友罢了，只
是他在旅途中无聊消遣的玩伴，在驹子身上展现了对于美好
生活的渴望、渴求和对于生活的热爱，而岛村身上展现出一
懒散、懈怠悲哀着生活在虚无中，岛村和驹子对于生活的态
度是完全的不同的，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也从侧面烘托了驹
子身上所具有的美好的人性。

川端康成在《雪国》中运用了西方的现代主义和日本传统文
学的多种艺术手法，创造出了一种悲中有美、美中有悲的独
特意境。



在我看完小说后，我又看了电影版的《雪国》。在电影中故
事有一些不同，表现的方式更加的直白。在读小说时我对于
小说人物之间的微妙关系有一些不理解，但是看过后，我就
对这个故事有了更近一步的理解。

在岛村和叶子的关系中，他们总是若即若离的关系。岛村对
叶子有好感，但是有没有更进一步的追求，只是会有时问问
驹子关于叶子的事情。在驹子含糊其辞时他也没有怎么去深
究。在叶子为了救人而从二楼摔下来时他也只是看着驹子和
叶子抱在一起，对叶子感到同情，没有什么太多情绪流露。
显然岛村对于叶子只是有一些好感而已。

水浒传读后感初一篇三

一片白茫茫的雪国，连绵起伏的山峦，火车向前行驶着。窗
外的暮景以及一位美丽姑娘的身影在玻璃上构成虚无缥缈的
梦。她叫叶子，仿佛人如其名终究要飘落。他没有抗争，她
认命，在一场大火中从高楼向下缓缓的寂静的向人间道别。
她像是黛玉还完泪后再回到天上去，她送走了师傅，送走了
情人行男，再也了无牵挂。她的最终离去仿佛是要告诉你:在
人间，一切都是徒劳的。

如果叶子代表着精神上的美，空幻迷离的美，那么驹子便是
真实的美，一种像春天像小草生机勃发的美。与现实对抗，
与生命抗争。她十六岁开始阅读小说并做了简单的笔记，可
在岛村眼里她并无深刻的理解。

岛村心想：要是见到驹子，就劈头给她一句“徒劳”。然而，
对岛村来说，恰恰相反，他总觉得她的存在非常纯真。

她未婚夫行男卧床不起，师傅中风，她为了医药费为了生存
去做艺伎，而在岛村看来又是徒劳的，关于书中第二次提到
徒劳:



他明知对于这女子来说不会是徒劳的，却劈头给她一句“徒
劳”。这样说过之后，反而觉得她的存在变得更加纯真了。

驹子弹着三弦琴，以山谷大自然为知音，美妙的琴声里满满
是对生活的热烈与迷茫。可在岛村看来:

驹子这种生活可以说是徒劳无益的，也可以说是对未来憧憬
的悲叹。不过这种生活也许对她本身是有价值的，所以她才
能弹出铿锵有力的琴声。

她深深的爱着那个来自异乡的岛村，可同时又觉得不可能，
因为岛村是有妻子的。他对她也只是爱怜，是对美的一种疼
惜。在他眼里，驹子不过是:

一个在乡村水果店里的奇怪的水果，独自被遗弃在煤烟熏黑
了的玻璃箱内似的。

在最后，天上出现一望无际的银河，而地上是一场熊熊的大
火。火势向天喷去，银河倾斜下来。叶子的死无疑是对美的
致敬，美的诠释。而驹子疯了，或许叶子曾是她的精神支柱。
小说到此结束，诗一般的收了尾。

水浒传读后感初一篇四

在初中的时候就接触到《百年孤独》这本书里面的一个章节，
当时泛读了一遍，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四年后，经历
了一些世事儿，越发喜欢这本书了，就觉得这个书名都那么
富有哲理。完整的看完这本书是在初一参加夏令营的那个暑
假里。

重复的名字，不同的孤独演绎出一场波澜壮阔的孤独史，更
准确的说折射出民族的辛酸史。一百年的岁月，7代人的故事
在马贡多重复更迭，到最后却没有留下半点痕迹。



拉丁美洲民族摆脱不了历史因袭的圆周率，走了一圈，又回
到了起点。就像中国近代一样，充满了心酸血泪。但有些不
同的是，中国近代的的国民是麻木，是鲁迅笔下的看客;而拉
丁美洲国民是孤独，一个人把自己束缚在自己的世界里，任
其自生自灭也不愿意相互交流。中国麻木的国民似乎还可以
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当侵略者的屠刀举行同胞的时
候，有的还可以不约而同的爆发出笑声。

布恩迪亚家族他们脸上那种一望便知的特有的孤独神情是那
个时代民族的符号，马尔克斯入木三分刻画出时代的悲哀。
在这场波澜壮阔恢弘的史诗中，你仿佛能够身临其境的感受
到他们的孤独，仿佛你就生活在马贡多小镇上，目睹了一切
事物的发生。我们急切的想探知羊皮卷的秘密，就当羊皮卷
解开时，我们呼吸急促，揭露谜底的那一刻总是动人心弦。
然而，当羊皮卷什么的面纱被揭开之时，布恩迪亚家族最后
一代人被拖进了蚁穴，马贡多也在沙暴中消亡。

在我看过的作品中，没有哪一本给我如此的震撼。《百年孤
独》让我深刻的体会到孤独的本质含义，跟让我看到了拉丁
美洲悲催历史的根源。一场心灵的旅行让我与现实脱开又回
归现实，审视着这个世界。现代人的孤独感有来自与何处?人
类越来越了解外太空，却不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人类在喧
嚣中恣意畅欢，却在也是人静时不觉得感到空虚。科技带给
了我们财富，也带给我们孤独。

人类何时会逃脱孤独的枷锁呢?或许科技的发展，人类用于不
会了。只会越陷越深了。

水浒传读后感初一篇五

《我是猫》是日本作家夏目簌石的代表作，是一部具有独特
形式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全文以一只猫的视角观察明治
维新后的日本社会，并对阴暗腐朽的社会和庸俗无聊的小说



人物进行戏虐和批判，透过一系列冷嘲热讽否定了封建落后
的旧事物，对日本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带来的诸如拜金主义、
利己主义等弊端深表不满。

猫公刚出生时，因为太丑被人唾弃，捡得一命，最终找到了
安身立命之处——一位穷教师家。它很善于词辩，如“世人
褒贬，因时因地而不同，像我的眼珠一样变化多端，我的眼
珠不过忽大忽小，而人间的评说却在颠倒黑白，颠倒黑白也
无妨，因为事物本身就有两面和两头，只要抓住两头，对同
一事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也是人类通权达变的拿手好
戏。”

它还博学多才，通晓天文古今，它还很有自由平等的观念，
敢于蔑视权贵，鼓励创新。可是它也很俗很蠢，爱自作聪明。
它不知道吃年糕会粘牙，甚至不知道酒桶能淹死猫，最终丢
了性命。

我觉得猫公最后的命运也是在告诫我们：不要自作聪明!也许
最后，我们会栽在自己手里。我们每个人心中都装着一个世
界，没有一个相同。我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用自己的心情
体会着他人的喜怒哀乐，不要抱怨世界如何对你，脚踏实地，
总能活出精彩来。

“月儿栽西，银光如练，但已瘦削，宛如半裁信纸”。

吾辈是猫，但还没有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