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浒传读后感(精选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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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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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给大家整理
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水浒传读后感篇一

替天行道，忠义双全。

—— 题记

一个"义"字，包括了太多的内容：《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好
汉为兄弟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个"义"字;为人民
除暴安良、劫富济贫，也只为一个"义"字;由此可见，一个"
义"字虽然只有三笔，有时却要用一个人的生命去写。在现实
生活中，给人让座几乎谁都可以做得到，但救人于危难之中
却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因为它需要有相当的勇气，甚至是
一命换一命的决心。“义”可以解释为正义。一个具有强烈
的正义感的人，就是一个精神高尚的人。古往今来有多少英
雄好汉，舍生取义。难道是他们不怕死吗?他们为了正义，为
了真理可以奋不顾身，因为强烈的正义感清楚地告诉他们，
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值得用生命去奋斗的。一个没有正
义感的人，是不会理解这些的。因为他的正义感已被麻木所
吞噬，奋斗的激情已经被冻结，只是他的灵魂被社会中一些
丑恶的东西同化了。“义”是梁山好汉聚众举事的动力，它
使起义队伍日益壮大;然而“忠”则是葬送起义事业的祸根，
把梁山好汉一步步引向苦难的深渊。

梁山好汉替天行道，最终却被奸臣高俅弄得几近死绝，《水
浒传》不仅是农民起义的壮丽史诗，而且是中国古代英雄传



奇的光辉典范，我还清楚地记得《水浒传》英雄中有一个黑
大汉，人称黑旋风李逵，他生性鲁莽，性情暴躁，经常为小
事与他人发生冲突，甚至搞出人命案。但他却能够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令那些丧尽天良的家伙们闻风丧胆。在现实生活
中，虽然没有这样惊心动魄的大事发生，但“义”字却渗透
着我们的生活。对朋友讲义气，是小义。对素不相识的人或
事物也用一种正义的眼光去看待，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大义。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大义的民族，当日本侵华，多少义气
凛然的革命烈士，用他们的满腔热血，誓死不屈，才成就了
今日蒸蒸日上的祖国。

水浒传读后感篇二

我了解了作者施耐庵，他传说是船家子弟，曾经中过秀才。
本文主要写了北宋宣年间宋江等聚众起义的故事。

在《水浒传》108位好汉中几乎都有绰号。绰号是特长、外形、
技能、性情和品行的浓缩。绰号有这样几个分类，分别是：
外形特征、才能特征、性格特征和兵器特征。在108位好汉中，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精诚团结、足智多谋的人，分为天罡
星和地煞星两大类，天罡星有三十六人，地煞星有七十二人。

《水浒传》中称“黑旋风”的是李逵，他所使用的武器是两
把板斧，该人力大如牛，但险些被冒充他的李鬼所害；
称“智多星”的是吴用，他与晁盖、公孙胜等人在黄泥冈智
取了生辰纲；称“小李广”的是花荣......

我们开完这个图书交流会让我学到了一些《水浒传》里的知
识点，让我深深地了解了几位好汉和作者施耐庵，让我对这
部精典名著——《水浒传》更加深入地了解了。

水浒传读后感篇三

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是根据北宋农民大起义而写成的一



部伟大的小说。

小说由描绘了人民群众的反抗压迫的行动，

表现了当时不同阶层的人们从觉醒到反抗的斗争道路。

书中的众多人物栩栩如生，书的作者施耐庵语言运用丰富而
又生动，两三句话就刻画了一个鲜明而又生动的人物，使得
我们在阅读过程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如（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那群泼皮想要作弄鲁智深，我不禁为鲁智深担心，

待看到那两个泼皮被踢入粪窑里也不由哈哈大笑。从（景阳
冈武松打猛虎）中，武松打虎时的情景让我提心吊胆，老虎
的动作十分准确，生动，一扑，一掀，一剪。就像在宋代景
阳冈观看这人虎之争。这些人物都给我们留下十分生动的印
象。

（水浒传）不仅是中国长篇史诗的开创者，也是此后继之而
起的

描写历代农民起义的章回演义体小说未达到的巅峰。

文学是比鸟飞的还远的梦想，比花开的还美的情感，比星闪
的还亮的智慧，是我们永远忘不掉的信念。阅读文学作品，
可以提高我们的文学功底，同时还可以陶冶我们的情操。

水浒传读后感篇四

读书重在有感，读书贵在能记。对杨雄、石秀等人的分析出
自自己心中，真实。更为可贵的是能把江湖义气升华。

小时候，我很爱听别人讲《水浒传》中的故事，昨天，我借
来这本书津津有味的读起来。书中讲述杨雄的故事那段让我



感触颇深。

我特别痛恨潘巧云，因为她朝三暮四；我很佩服杨雄，因为
他看起来显得窝囊透顶，其实是大丈夫的能屈能伸；我最敬
重石秀的仗义，他是个能为朋友两肋插刀、敢上刀山下火海
的梁山英雄好汉。

石秀的行为，让我明白做人应该以情义为重，“生，我所欲
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是啊，如果我们见利忘义，那么我们身边的“情”便都是虚
伪的，真情真义就会远离我们，就不会有诚信可言。正所
谓“千古知音最难觅”。

读了《水浒传》后，我深深懂得：做人要仗义，更要舍哥们之
“小义”而顾国家民族之“大义”。

水浒传读后感篇五

他，身躯凛凛，相貌堂堂；一双眼光射寒星，两弯眉浑如刷
漆；戒刀两口，擎来杀气横秋；顶骨百颗，念处悲风满路。

水浒传中的武松可以说是一个形象最为突出的人物之一，景
阳冈打虎、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
鸯楼……尽显英雄本色。他敢作敢为、恩怨分明、有仇必报，
豪爽的性格深深吸引了我。

如此光明磊落，行侠仗义之人，最终为何选择出家？带着这
样的疑问，我再次走进了《水浒传》。

“小人因与哥哥报仇雪恨，犯罪正当其理。”

武松父母早亡，他跟着哥哥武大郎相依为命。后来武大郎娶
了潘金莲，本以为一家人其乐融融，可悲剧也开始了，潘金
莲背叛武大郎，不断和西门庆来往，她听了王婆的建议，毒



死了武大郎，武松得知后，愤而报仇，杀死了潘金莲和西门
庆，被流放孟州。

孟州的张都监请武松来家，还将丫鬟玉兰许配给武松，武松
也没拒绝，也想成家立业。可没想到张都监和玉兰将其灌醉
后诬陷他偷盗。武松又被流放到恩州。在途中遇到两个心怀
不轨的人，从而得知蒋门神等人都在张都监家里，他赶回孟
州，先到张都监家里，不分青红皂白，将丫鬟、管家等人都
杀死了。到了鸳鸯楼，二话不说，举起刀就砍。不一会儿，
张都监、蒋门神等人就成了刀下鬼。他在墙上用血写下了八
个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

经历了这些事后，武松对家庭似乎没有那么向往了。而他的
好友们也相继离去。

最与他亲近的是张青，孙二娘，施恩，宋江和鲁智深。可最
后，鲁智深坐化了，孙二娘被杜微飞刀杀死了，张青死于战
乱之中，施恩也在常熟之战中落水而死，武松也在讨方腊中
断了左臂。而宋江得知武松断臂后，只冰冷冷地说了一
句“任从尔心”，竟然随便武松干什么了。这是一个结拜兄
弟该有的口吻吗？这是一个曾经一起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
好兄弟该有的口吻吗？这是一个梁山老大对为自己立下功劳
的兄弟该有的口吻吗？当然，武松明白一个好汉断了手臂意
味着什么。意味着不能再替天行道、为民除害，不能再在江
湖上呆下去了，也意味着人生不再为自己所愿。

此时的武松，因为兄弟的离去，自己的断臂，他已经心灰意
冷了。

“我平生只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

其实，早在孙二娘把武松打扮成头陀时，成了行者，便说这是
“前缘前世”。



现在看来这算是“剧透”了。武松已经看破红尘，看破世俗，
对这世间不再留恋。似乎出家对于他来说才是最好的结局。

武松是孤独的，也是值得敬佩的，与那些沉浸在金钱和美色
的人相比，他更是值得尊敬的。他本可以带上金钱，过着一
辈子衣食无忧的日子，但是他不愿意。他不愿意苟且的活着，
如果没有用自己的双手在有生之年创造出自己梦中的天地，
他也要在佛经声声中寻找。

水浒传读后感篇六

今天我看了一本书叫《水浒传》。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

《水浒传》里面有108位英雄好汉，比如及时雨宋江。花和尚
鲁智深。行者武松。黑旋风李逵，。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
荣等等。他们有的粗犷豪放，有的义气深重，性情耿直，有
的聪明伶俐，足智多谋……我最喜欢的就是行者武松。他勇
敢无畏。

酒店的老板劝武松，冈子上有老虎，可是武松不听。执意的
去冈子上，结果真遇到了老虎，老虎要吃了武松。武松和老
虎决斗了。武松和老虎打了一会儿，停了下来，打了一会儿
停了下来，打了一会儿又停了下来。最后武松打败了老虎。
虽然武松凭借着自己的本领险中求胜，但是同时我们更应该
记住任何事情都不要不听别人的劝告而一味的蛮干。

武松不但是大虎英雄，还能为他哥哥报仇，杀死了西门庆。
我想那个世道太乱了，西门庆再恶，有法律制裁，不能乱杀
人啊！

《水浒传》里面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可真多机智勇敢，知错
就改，仗义疏财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品质，我认为
《水浒传》中最值得我们学习最难能可贵的精神就是“讲义
气”。在《水浒传》故事中，人们眼中最看重的东西，就



是“江湖义气”。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不能义气用事！我在电视里看到这样的新
闻：两个人因为小事争议，大打出手，其中一个人的朋友帮
着他打架，最后把人打成重伤害。他们俩当然因此入了大狱。
这种义气要不得。

《水浒传》塑造了一百零八个人物，栩栩如生，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特点。故事情节起伏跌宕，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让我百读不厌。

水浒传读后感篇七

为什么先说人呢?因为它是小说三要素之一呀!

俗话说得：名字有叫错的，但外号却没有叫错的。(联系学生
生活)。梁山好汉108将个个是英雄，人人有外号，那么说英
雄我们就先从他们的外号说起。

作者给这些英雄们加上外号，不仅简化了称呼，省了读者的
力气，叫起来更顺口，有利于记忆，且提高了英雄们的“知
名度”,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外号确实涵盖了相当大的信息量，
具体说来，这些绰号：

有以长相命名的：如长着豹头环眼的豹子头林冲、黑如炭团
的黑旋风李逵等。

有以所用兵器命名的：如大刀关胜、双鞭呼延灼、金枪手徐
宁、铁扇子宋清等;

有以性格命名的：如拼命三郎石秀、母夜叉孙二娘等;

有比作名人命名的：如小李广花荣、病尉迟孙立、小尉迟孙
新等;



有以出身身份命名的：如菜园子张青等。

其次，从性别比例来看，108将中只有一丈青扈三娘、母大虫
顾大嫂、母夜叉孙二娘三位女性，占总数的2.8%,而男性
有105人，占总数的97.2%,可谓比例严重失调，但我认为出现
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因为性别有时与“职业”确实存在着很
大的关系——毕竟他们是“匪”,自然男性多一点，退一步来
讲，尽管只写了三位女英雄，但是他们也都清一色具有“男
性化”特点，(从外号上就能体现出来)让我们从她们身上看
不到林黛玉式的阴柔美、病态美，她们的故事也没有太多的
缠绵和多愁善感，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水浒传》中
的“男尊女卑”思想便真越发凸显出来。其实，说到这，我
们不难想到里面的另外几位女性：与西门庆通奸毒死亲夫的
潘金莲、与张文远私通的阎婆惜、与和尚有染的潘巧云等均
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潘金莲被小叔子武松砍了头、阎婆惜被
宋江摘了脑袋，潘巧云更惨，被杨雄一刀一刀剐了去，如此
一来，“男尊女卑”思想在这些人身上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再者，从英雄们的特长来说，正如文中所说：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
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
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
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
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
以及跟随主仆，争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
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识性同居;
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
使。可恨的是假文墨，没奈何着一个“圣手书生”,聊存风
雅;最恼的是大头巾，幸喜得先杀却“白衣秀士”,洗尽酸悭。
地方四五百里，英雄一百八人。昔时常说江湖上闻名，似古
楼钟声声传播;今日始知星辰中列姓，如念珠子个个连牵。在
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
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



真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每人都
能英雄有用武之地，且分工明确，组织严密，优劣互补，相
得益彰，也正因如此，所以水泊梁山才能不断发展壮大，形
成气候。

二、《水浒传》里的“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