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儒林外史的读书笔记摘抄好词好
句及感悟(大全5篇)

心得感悟是指一种读书、实践后所写的感受性文字。我们如
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心得感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
些心得感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儒林外史的读书笔记摘抄好词好句及感悟篇一

xxx是清朝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文学素质十分丰富。他学习
认真、刻苦，头脑聪颖，不读死书，但却屡次科举不中。出
身于清朝的他，潜移默化地对那个时代的亲身感悟，这也是
他能成名的原因之一。

提起《儒林外史》，我的第一个反应便是被扣上“吝啬”这
个别名的严监生。

两年前的一节语文课上，老师手捧着课本，边来回踱步边瞄
着课本，照着一行一行字念着。教室里，我们听着老师讲解
的xxx描写的严监生，时而交头接耳谈论，时而捧腹大笑。依
稀记得老师在点评严监生的片段时提到过，*字里行间，每句
话，每个神态描写、动作描写都能体会出严监生吝啬的性格，
但全文都没有出现过“吝啬”二字。

这几天又去回味一遍《儒林外史》，我便对它有了一个更深
刻的了解。再去品味严监生的片段，也不难想象为何会出现
这样一番场景了。

严监生在临终之际，伸着两根指头就是不肯断气，不为钱，
不为地，就只是为了那区区两茎灯草!恐浪费了油。直至赵氏
挑掉了一根，他才肯放心，咽了气。这一个行为实在是让读
者哭笑不得。文中交代，他家中的谷物多到吃不完，烂在仓
库里了。这种行为往好的方面说可以是节约，但更好的表达



方式应为“吝啬”，似乎更合理。

xxx靠一行行生动的文字构造成一个个活灵活现的画面，为了
一盏灯茎，他居然始终不忍这么咽气，让读者瞪大了双眼。

中国的科举制发源于隋朝，流传了好些年。不知多少人，因
为一次中榜，顿时将自己封闭了多年的如山般的压力一股脑
全倾倒了出来，为了能选上官而盲目跟随大众的.脚步必然是
错的。

在如今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又有谁能做到真真正正的
清心寡欲呢?人人都在奔着名利而生活着。有时，我们也可以
在自己身上寻到严监生的影子。我一直朝着自己所渴望的目
标奔跑，即使目标达成，会不会抱怨，会不会变得贪婪了呢?
书中也有这样一位人物，开篇的王冕，他也天资聪颖，不愿
交朋友，当然也反对世俗，最后逃往山中，隐姓埋名，认为
那儿才是所属他的人生观点，与严监生大相径庭，自然也走
了不同的道路。

看一本书，回想其细节，悟出些许道理，继续为人生的路添
块小石子。

儒林外史的读书笔记摘抄好词好句及感悟篇二

《儒林外史》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小说中通过对文人士子的描写，反映了他们在封建社会中的
矛盾和困境，对封建伦理和思想观念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反
思。

同时，小说中的孔乙己是一个善良、朴实、乐观的人，他用
自己的善良感化了周围的人，成为了大家心中的好人。他的
形象激励了人们要坚持善良、乐观的人生态度，为他人和社
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总之，作为中国小说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儒林外史》不
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也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教育价值、
社会价值、现代价值、文化价值和人文精神。它对中国文化
和人文精神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来的文学创作、
思想探索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很多启示和借鉴。

儒林外史的读书笔记摘抄好词好句及感悟篇三

《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形象丰富多彩，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和鲜活的情感表现。主人公孔乙己是一位善良、朴实、乐观
的人，他用自己的善良感化了周围的人，成为了大家心中的
好人。而另一位主人公邢世珍则是一个虚伪、自私、贪婪的
人，他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惜伤害他人，最终落得
个恶果。

此外，书中还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人物，如樵夫、铁匠、瞎子、
瘸子等，他们虽然身份低微，但却有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独
特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形象不仅增加了小说的趣味性，也反
映了当时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和文化水平。

儒林外史的读书笔记摘抄好词好句及感悟篇四

这学期，我读过很多书，但是在这么多的书中，唯有《儒林
外史》使我记忆犹新，书中的故事始终让我记忆犹新。

《儒林外史》是一部长篇讽刺小说，他描写了许很多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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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卑鄙手段和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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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令人佩服之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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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



便答应下来。他每天都去放牛，始终到长大之后，他学会了
画荷花，才靠画画维持家庭生活，但他始终在为穷人作画。
后来，有一位官府的人请他作画，他迟疑一再，才牵强答应。
……就是他这种孝顺，懂事，明哲保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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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体谅母亲和家庭的
难处和细想，遇到困难时，应当坚毅起来，不应当贪图富贵，
对那些无耻的人，应当敢于去职责教育。面对有困难的人，
应当去帮助他们赐予激励和爱心给他们。正所说“横眉冷对
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这本书非常精彩，我把这本书举荐给大家，希望大家也来读
读这本书。

儒林外史的读书笔记摘抄好词好句及感悟篇五

《儒林外史》这部小说任用诙谐幽默而又笔触尖锐的文字描
述元末明初的一段考场官一场趣事。故事的主人公多为民间
士林人士。通过对许多民间正直儒士的倾赞和对腐朽政客的
鞭棘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对改变如此灰暗世界
的期望。小说开篇描写了浙江诸暨县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少
年叫王冕，因家境贫寒，他从小替一人放牛，聪明颖悟，勤
奋好学，他画的荷花惟妙惟肖，呼之欲出，并且他博览群书，
才华横溢。他不愿意接交朋友，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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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务，
他也不接受，心甘情愿的逃往会稽山中，去过隐姓埋名的生
活。本书还揭露科举制度培养了一批庸才及贪一官污吏。如
像进士王惠那样，他被任命为南昌知府后，他上任的第一件
事，不是去询问当地的治安如何，也不是去询问百姓的生活，
更不是去询问案件的冤情而是查询地方人情，了解当地有什
么特产，各种案件中有什么地方可以通融；接着定做了一把
头号的库戥，将衙门中的六房书办统统传齐，问明了各项差



事的余利，让大家将钱财归公。从此，衙门内整天是一片戥
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衙役和百姓一个个被打得魂飞魄散，
睡梦中都战战兢兢。而他本人的信条却是“三年清知府，十
万雪花银”。朝廷考察他的政绩时，竟一致认为他是“江西
的第一能员”。

本书中更生动地批判了科举制度造就了一批社会蛀虫，他们
毒害着整个社会。如温州府的乐清县有一农家子弟叫匡超人，
他本来朴实敦厚。为了赡养父母，他外出做小买卖，流落杭
州。后来遇上了选印八股文的马二先生。马二先生赠给他十
两银子，劝他读书上进。匡超人回家后，一面做小买卖，一
面用功读八股文，很快他就得到了李知县的赏识，被提拔考
上了秀才。为追求更高的功名利禄，他更加刻苦学写八股文。
不料知县出了事，为避免被牵累，他逃到到杭州。在这里，
他结识了冒充名士的头巾店老板景兰江和衙门里当吏员的潘
三爷，学会了代人应考、包揽讼词的本领。又因马二先生的
关系，他成了八股文的并吹嘘印出了95本八股文选本，人人
争着购买，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都在书案上供着“先儒匡子
之神位”。不久，那个曾提拔过他的李知县被平了反，升为
京官，匡超人也就跟着去了京城，为了巴结权贵，他抛妻弃
子去做了恩师的外甥女婿，他的妻子在贫困潦倒中死在家乡。
这时，帮助过他的潘三爷入了狱，匡超人怕影响自己的名声
和前程，竟同潘三爷断绝了关系，甚至看也不肯去看一下。
对曾经帮助过他的马二先生他不仅不感恩图报，还妄加诽、
谤嘲笑，完全堕一落成了出卖灵魂的衣冠禽一兽。

本书不仅揭露科举制度使人堕一落，更批判了科举制度是封
建礼教帮凶。如年过六十的徽州府穷秀才王玉辉，年年科举，
屡试不中，但他却刻守礼教纲常。他的三女婿死了，女儿要
殉夫，公婆不肯。他却反而劝亲家让女儿殉节。又对女儿说：
“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留名的事，我难道反而阻拦你？
你就这样做罢。”八天以后，女儿穿着守孝的白色的衣服，
绝食而死，他仰天大笑说：“死得好！死得好！”但事过之
后，当他女儿的灵牌被送入烈女祠公祭的时候，他突然感到



了伤心。回家看见老妻悲痛，他也心上不忍，离家外出散心。
一路上，他悲悼女儿，凄凄惶惶，到了苏州虎丘，见船上一
个少年穿白的妇人，竟一下想起了穿着孝服殉夫的女儿，心
里哽咽，那热泪直滚下来。

一卷《儒林外史》,道尽了百年士林的风云雨雪,辛酸苦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