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儒林外史个人读后感 儒林外史个人
读后感心得(优秀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
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儒林外史个人读后感篇一

在暑假里，我读了《儒林外史》这本书。

《儒林外史》是我国一部著名的古典长篇小说，它通过生动
的艺术形象，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批
判了八股科举制度，揭露了反动统治的罪恶和虚伪。

小说的作者运用了周进和范进等生动的艺术形象，还运用了
多种排比，比喻等的修辞手法，他用辛辣的笔触，揭露了一
群统治者的腐朽和虚伪。集中概括，典型地再现了生活的真
实，揭示了他们的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至于可恶。

我读了这本书，我体会到：我们长大后，不能想书里的这些
贪官一样，收取钱财，帮人做事，也不能整天游手好闲，要
努力工作。我们要想飞将萧云仙一样，为国家奋斗，要与时
俱进，科教兴国!自己要清正廉洁，公私分明，以身作则。我
们现在要努力学习，将来为祖国出力!

我还通过作者的修辞手法和好词好句中体会到：文学可以让
我们陶冶情操，加强修养，使我们成长道路上充满阳光，并
且使我们成长道路上充满阳光，并且滋润我们的心灵。文学
是比鸟飞的还远的梦想，比花开得还美的情感，比星闪得还
量的智慧，是我们到了一百岁还忘不掉的信念。文学可以丰
富我们课余生活的同时提高文学功底，锻炼文字驾驭能力，



使我们更聪明。

儒林外史个人读后感篇二

终于把《儒林外史》读完了。说终于，是因为读的很不轻松。
但凡读书，总不免揣磨作者的意图，他讲了一个什么故事?他
想表达什么感情或什么思想?他刻画的人物在讴歌谁、讽刺谁、
批判谁?这些问题，在读《儒林外史》时都非常费思量。

但这并不影响我很投入地将它读下去。整本书尤如一部精彩
的记录片，作者则是一个高级摄影师，把那个时代形形色色
的读书人的日常生活、行为举止、立场态度、见闻遭遇，等
等等等，冷静地、细致地、不厌其烦也不厌其精地记录下来，
不议论、不评说。面对原汁原味的儒林中百态人生，你爱怎
么想是你自己的事情。

《儒林外史》中记的是儒林中人，因此人物众多，你方唱罢
我登场，其讲故事的方式和陈思诚导演的电影《北京爱情故
事》一样，每个人的故事相对独立，过度处人与人又相互牵
联。不仅主角在转换，故事场景也在变化，南京、苏州、杭
州、杨州、天长县、南昌、徽州府、苗疆、山东、京城。寺
庙、府第、名胜、营帐、河边、船上、青楼、金銮殿、公堂。
读这本奇书好处就是可以从很多地方开始读，也可以读到很
多地方放下它。不好的地方就是，如果不用一些心，读起来
如猴子掰玉米，捡了后面丢了前面，读到云里雾里去了。

直到把全书读完，借助简单的读书笔记，对书的概?才有一个
大致的轮廓。话说万历四十三年，天下承平已久，虽然水旱
偏灾、流民载道，皇帝是不管的，他得意于太祖高皇帝创立
严格的科举考试制度选人才，想起可能有漏选了的人，穷其
一生也没入翰林院，于是着群臣到各府、州、县采访一年，
收集已经死了的儒修们诗文、墓志、行状，经层层考核选拔，
为这些死去的读书人放皇榜。榜分三甲，第一甲取前三名，



第二甲取二十名，第三甲取三十二名。发榜后刘尚书在国子
监隆重祭奠。(第五十六章、神宗帝下诏旌贤，刘尚书奉旨承
祭)这本书，讲的就是这榜上55名已故儒生的生平片段，那些
片段足以反映这个人的学识、为人。当然，有些人的生平讲
的详细，有的人讲的简略。

第一甲第三名杜仪即杜少卿，是全书着墨最多的人物。他乐
善好施，把祖上留下家产渐渐地被送光、借光、骗光了，于
是从天长县搬到南京，日子越过越拮据。但他还是不改本色，
携夫人游山，千金散尽不眨眼，任世人如何讥谤，恬淡度日。
他富有才情却淡泊功名，既不参加科举考试，官府找上门求
他做官他装病推辞。对名利场中人他冷眼相待，对旧仆、孝
老爱亲的人他倾囊相助。虽然有人非议他不会营生、有些傻
气，但提到天长县杜少卿，多人称其豪杰。杜少卿这个人物，
寄托了作者对读书人的最高理想：有济世情怀，还贫贱不移、
富贵不淫、威武不屈。

第一甲第一名虞育德、第二名庄尚志，都有淡泊功名的想法。
然虞育德因诚实报年龄而被嫌年老没入瀚林院，自己没有遗
憾，回乡做博士。庄尚志因一蝎子作怪，顺坡下驴，还得钦
赐玄武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三个生前对功名绕道走、
或避之唯恐不及的人，死后还是被钦点第一甲前三名。皇帝
的一厢情愿，不知道会不会让三位名儒不得安宁。

写的较多的，有特点且人品好的人有第二甲第十九名鲍文卿，
为人忠厚本份，本一戏班经营人，对上不瞒，对下不欺，乐
善好施。死后，被他以情营私营救过的王县令，为他写了一
篇铭文，经考察榜上有名。第二甲第十二名、十三名娄?、娄
瓒兄弟俩，遍访名士，求贤若渴的样子。也被假名士骗过，
但不以为意，不改结交名士的初衷。写的较多的，有特点，
有劣迹的人有第三甲第二十一名匡?。本是一名事亲至孝的乡
村好青年，后因孝而被县令资助进了名利科考场中，成了一
个过河拆桥、见利忘义的小人。还有第三甲第三十名牛浦，
穷小子爱读书本来可敬，可心眼长歪了，欺世盗名，做人阴



损。可见鱼龙混杂徒有虚名者，古已有之。

着墨不多但很有特点的人有周进、范进、季遐年等人。前二
人为进学营营半生，一个痛极生疯、一个乐极生疯，后如愿
以偿，相互提携巴结。后一人恃才放旷、目中无人。只是写
得一手好字，就认为当拖着泥泞的鞋子待在人家书房，被人
请去写字还臭骂人一顿，写字要小和尚按着纸，稍不如意非
骂即打。这些怪僻乖张的人都在死后皇榜高中了。还有一个
另类女子沈琼枝，逃婚、卖字、闹公堂，押解回家途中，她
的故事被船上遇见的两名妓女取代了，不知所终。因在南京
卖字被杜少卿访问过，想有人替这个奇女子写过文章，于是，
她被点在第三甲的第一名。

特别要提到的是严监生严致和，他不在榜上。其兄严致中即
严大位，列第三甲第二十六名。在口口相传中，严监生致和
是悭吝典型，临终前指着两根灯芯不能瞑目，直到夫人拔了
一根灯芯才咽气。殊不知，他的兄长严大位欺占别人家的一
头猪，遇讼又远避他乡，是严监生出钱平息乡怨。他夫人病
重，两位大舅和夫人求他将妾赵氏扶正，夫人逝后，无意中
发现夫人节省收藏的五百两银子，想同是节俭人，竟思郁成
疾。他用夫人积存银子资助两位大舅去参加科考，而后病逝。
其实他是一个念旧情、节俭的人，只是对自己吝啬。而他死
后，其兄又要逼走赵氏夫人，霸其房屋。这个不良兄弟倒是
死后榜上有名的，而严监生也被广泛歪解着，真让人叹息!

作者在小说中保持中立，只描人记事，不议论评说。但其中
人物的很多高论，可能代表当时的思潮，也可能反映作者的
态度。如第十三回马纯上向蘧公孙讲文章、讲举业，第三十
六回虞博士和他的门生议论杜少卿，第四十四回迟衡山向余
特论风水，第四十九回施御史和高瀚林谈功名与学问，等等。
有的说法非常有见地。如说为父母寻风水宝地安葬，当思不
让父母被水淹、遭蚁穴，而不是为兴旺后人，后者想法不仅
不可靠，而且是不孝。又如说功名与学问，“讲学问的只讲
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若是两



样都要讲，弄到后来，一样也做不成。”书中，这样深刻的
交谈很多，也是这本奇书耐读的重要原因。

书中确实常常可见科场的局限、任人不贤，官场的腐败、徇
私枉法。然都像杜少卿那样逍遥局外，为有限的济人掏空自
己，这真的是儒修们的典范吗?徐加胜博士说过：中国读书人
都有建功立业的志向。而修齐治平又是多少读书人理想的道
路。然而，学问与功名也许可以相互成就一时，难以相互兼
得一世。至力于学问者功名有限，也就是施展的舞台有限;而
能挣到功名者，难保初心，否则功名不保。常常不自觉地成
为发展的牵制。一本《儒林外史》读下来，还是有很深刻的
现实意义的。

阅读的过程中还常常感到，传统是多么奇怪的东西。坏的传
统像魔咒一样难以摆脱。昔日儒林种.种丑态，官场种.种丑
恶，到现今并未绝迹，遇见相宜的气候还会葳蕤自生光。而
好的传统却像捧在手中的水，漏了再难收回。人心不古，一
些淳厚的古风古俗倒丢的很快。像《儒林外史》中人与人之
间的信任，萍水相逢、你诉了苦衷，素不相识、我倾囊相助，
现在可能做得到?连老人倒在路上扶不扶都成了问题，漫天飞
骗局，随处见设防。读书人牛布衣死在庙里，和尚装殓、厝
棺、念经超度，念他可怜哭了一场又一场。杜少卿家老仆人
逝世，他已是穷愁还倾力安葬也是哭了一场又一场。而今很
多老人逝世真的成了喜丧，不但不见人哭，人们唱戏闹葬整
得热闹又嗨。掩卷沉思，思古看今，不禁一声叹息!

古典小说中，如果人物头绪多了，就用一个榜理一理。如
《水浒传》有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一百零八将排
座次，《封神演义》中有个封神榜，据说《红楼梦》后有个
情榜，《儒林外史》中有个功名榜。顺榜再思，草蛇灰线便
明朗起来。这是我的一点读书方法。



儒林外史个人读后感篇三

《儒林外史》我已看完大部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个人。
第一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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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逃往山中过起了隐姓埋名
的生活。

第二位是一个考到五十多岁才中举的秀才范进，范进中举后
的疯癫模样以及他岳父及乡邻在他中举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
态度，这是大家所熟悉的，我这里要说的是范进中举后去拜
访一位知县，范进所表现出来的伪善：“范进方才说
道，‘先母见背，遵制丁忧。’汤知县大惊，忙叫换去了吉
服。拱进后堂，摆上酒来。……知县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
银镶杯箸。范进退前缩后的不举杯箸，知县不解其故。静斋
笑道，‘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这个杯箸。’知县忙叫换
去。换了一个磁杯，一双象牙箸来，范进又不肯举动。静斋
道，‘这个箸也不用。’随即换了一双白颜色竹子的来，方
才罢了。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荤酒，却
是不曾备办。’落后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圆子送
在嘴里，方才放心。……”作者对范进和知县，一个描写其
动作，一个描写其心理，将范进虚伪的人格嘲讽得淋漓尽致。

范进与王冕对比，一个淡泊名利，早已看透了当官的险恶;一
个为了能出人头地，考到五十多岁才中举。彰显了不与官场
同流合污的王冕人性的美好。

第三位就是我当初听妈妈讲的严监生，他爱财如命的守财奴
形象早已深深刻入我的心中。整篇都在讲严监生的文章中，
虽然一个关于“吝啬”的词都没写，但是文章中却处处隐藏
着严监生的吝啬。他病得饮食不进，卧床不起，奄奄一息，
还念念不忘田里要收早稻。他家中米烂粮仓，牛马成行，可



在平时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最令人拍手叫绝得是严监生死
后的场景，他临死时还因为灯盏里多点了一根灯草，而迟迟
不肯断气。虽然《欧也妮葛朗台》中也写了葛朗台临死时死
死盯着金子，直到手中攥着金子后才断气。但是《儒林外史》
似乎更胜一筹，一根灯草就令一个人迟迟不肯断气，此种情
况真令人惊叹。这让我不得不感叹《儒林外史》真是一部讽
刺世间为功名利禄而奋不顾生的人的经典绝作。

《儒林外史》虽然写的是明朝的科举、官场，但是它对于当
今社会仍有其价值。社会在前进，但仍有不少人信奉“拜金
主义”，物欲横流，一生都在追求名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历史就是明镜，而古典小说则是历史的缩影。读了《儒林外
史》，我不仅为其写实的风格以及精妙的人物刻画所折服，
从小说中体现出来的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也深深吸引了我。

儒林外史个人读后感篇四

《儒林外史》是由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创作的.章回体长篇小说。
全书共五十六回，约四十万字，描写了近两百个人物。小说
假托明代，实际反映的是康乾时期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功名
和生活。作者对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
像的成功塑造，以及对吃人的科举、礼教和腐败事态的生动
描绘，使小说成为中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也使作者吴敬
梓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家之一。下面是
一篇儒林外史读后感：

《儒林外史》全书以一位正直文人王冕的故事为引子，接着
写了周进、范进中举的故事。周进是个老童生，一生之中科
举不得意，直混到给商人管帐的地步。在商人的资助下，他
捐了个监生，又先后中了举，成了进士，官至广东学道。在
南海主考时，他拔了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范进中举后，
竟发了疯病，被丈人胡屠户一巴掌打醒。

范进中举后，书中这样写：“他笑了一声，道：‘噫!好了!



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灌醒
过来，竟发了疯，一边叫‘我中了!’，一边往门外飞跑，一
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
一身的水。此时竟需要他平日害怕的胡屠夫打他一巴掌，他
才清醒过来。”他周围的人在他考中前后也俨然两副嘴脸，
其中尤以胡屠户表现得最为典型：先前的“现世宝穷鬼”一
下子变成了“贤婿老爷”，连“尖嘴猴腮”也顿时变成
了“体面的相貌”这个故事揭示了科举制度对读书人及整个
社会毒害之深。

《儒林外史》之所以广为流传，其主要优点有三：

其一是小说的讽刺艺术：《儒林外史》讽刺的矛头虽然直接
落在某一个人的身上，却始终使人感到人身上的罪恶归根到
底是社会的产物，是当时的科举制度造成的罪恶。比如像周
进看见号板一头撞倒，范进听见中举忽然发疯，马二先生游
西湖无心赏景，只是大嚼零食，留意于自己所选八股文的销
路，都使人感到是那个社会造成的。

其二是《儒林外史》在讽刺上并不排除夸张：像严监生临死
为两根灯草不肯咽气，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其母快乐得一
命呜呼都是。但作者的夸张并不使人感觉虚假，而是从现实
生活中提炼出来的。

其三《儒林外史》的结构独特：它没有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
和主要情节，而是分别由一个或几个人物为中心，其他人物
作陪衬，组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每个故事随着有关人
物的出现而展开，又随着有关人物的隐去而结束。

《儒林外史》以封建士大夫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为中心，揭露
了科举制度对士人的毒害，进而讽刺了封建官吏的昏聩无能、
地主豪绅的贪吝刻薄。附庸风雅的名士的虚伪卑劣，以及整
个封建礼教制度的腐朽和不可救药。



儒林外史个人读后感篇五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的作者是清代的吴敬梓，他用了很长时刻才完
成了这部讽刺小说，书中说了王冕、范进、杜少卿、周进、
沈琼枝等人物形象，同时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
黑暗与腐朽。

《儒林外史》中最令人叹息的人物是匡超人(匡迥)，他本是
一个事亲孝顺、勤奋好学的人，马二先生也尽心尽力地帮忙
他，而匡超人却掉进了世俗的漩涡，又结识了潘三这样的坏
人，他还帮着潘三干了两件坏事，当潘三被抓时，他立刻和
潘三断了联系，害怕官府查出自己来，这也是不正义之举。
之后，他不但不学好，反而变得爱吹牛，对事不懂装懂，匡
超人最终得到的是名士牛布衣歧视的一笑。匡超人本来很好，
可深受八股文的毒害，又交了坏朋友，落得如此下场。令人
感到可惜!

《儒林外史》中最让我感动的人物是郭孝子，他不怕艰苦，
历尽重重困难千里寻找被迫出家的父亲，可父亲却不认他，
而他却默默无闻的供养着父亲，最终拿到了父亲的遗骨，完
成了自己就应做的一桩心事。

郭孝子是天下难得的孝子。我们就应向他学习!

《儒林外史》中最令我敬佩的是奇女子沈琼枝，她被宋盐商
骗去当妾，自己用了妙计出逃了。在当时的传统观念中，女
子始终与“弱”子联系在一齐，但沈琼枝却恰恰相反，她不
畏权贵，出逃后，她凭自己的满腹才情，写诗文出售，最终
讨回了自己的清白，和宋家解除了婚约。

《儒林外史》中描述了很多人物，读了之后，我感触万千，
知道了什么是近墨者黑，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孝子，知道了



什么是真正的勇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