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浒传五十一章读后感(优质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
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
大家可以喜欢。

水浒传五十一章读后感篇一

在读完《骆驼祥子》这部老舍笔下具有悲剧色彩的名著之后，
我的第一感觉是理想与现实的不相符。祥子一生梦寐以求的
洋车终在无数次巅簸坎坷中碎了，散了.的确，理想与现实的
不相符造就了无数的遗憾。多少莘莘学子由于家境原因不能
升入理想的大学;多少各方面的人才由于内外在的原因不能进
入各自专长的领域。光靠幻想，梦是不可能成真的，即使像
祥子那样不知疲倦地追求，梦想最终还是破灭了。可以说，
这是一个悲剧。同时，祥子最终的堕落与社会之堕落是分割
不开的。有些人因出身贫寒，所以为自己的将来而努力奋斗，
却无果。这是什么造成的，是残酷的社会。现实社会中，钱
似乎能代表一切，什么知识大于金钱，根本是个“假命题”。
因此，若想在现实社会中立足，充分的知识、良好的生活背
景必不可少。相比之下，后者因素比例更大，所以制造了那
么多的遗憾，甚至于悲剧。

现实社会中的机遇也决定着理想的实现与否。法拉第小时候
家境贫寒，偶然的机遇使皇家学院院长哈维认识了这个聪明
好学的孩童，最终使法拉第成为了著名的电磁学家。日本著
名商业家松下幸之助刚刚创业曾一度破产，但也是偶然的机
遇使他认识了世界名牌公司，使他走向了富裕之路。但是这
样的人毕竟只占少数。理想和现实并存才能实现突破，创造
历史。

与此同时，作者通过祥子所反映出来的有关人格改变的问题，



也给我很深的印象。祥子迫于生活的压力一步一步堕落为社
会垃圾，如果环境不是这样恶劣，那么祥子一定不会是这样
的。可是事实是这种事情即使是在现在的社会也在不断发生，
每天都有很多人为生活所逼，失去了一开始的品格，成为和
祥子一样的行尸走肉。很多时候我在想，如果祥子生活在现
在的社会里，那么情况一定就不一样了吧?可是事实告诉我，
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即使是在现在的社会里，依然有很多
问题值得大家去思考，很多事情就象鱼和熊掌那样，不可兼
得。而这种问题似乎也越来越多，大多数人和祥子一样，为
了生活抛弃品格。当人们惊醒时会发现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只有硬着头皮走下去。所以说，祥子变成后来的样子不是一
个偶然，而是一个必然。

其实祥子一开始也在努力地与生活斗争，只是他失败了。而
他的失败就败在没有坚持，如果他坚持了，那么事情就不会
是这样。可是，事情是没有如果的，当生活开始的那天起就
没有了如果，所以我们没有退路，所以我们不能退缩，所以
我们只能向前，所以我们要让自己永不后悔。

水浒传五十一章读后感篇二

大家都知道，《水浒传》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是我国历
史文化的珍宝。《水浒传》真实地描写了北宋时期宋江领导
的一支起义军形成、壮大至失败的全过程。

小说中描写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天真、直率的“黑
旋风”李逵;疾恶如仇的“花和尚”鲁智深;有胆有识、干练
果断的“行者”武松;正直、聪明的“浪子”燕青。也有让人
切齿痛恨的人物像高俅，蔡京、童贯、梁中书、蔡九知、贺
太守等等。

水浒一百零八将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智多星”吴用。别听
他的名字叫“无用”,可他的能耐大得去了。在梁山中还是个



军师呢!我喜欢他是因为他特别聪明。他为晁盖献计，智取生
辰纲，用药酒麻倒了“青面兽”杨志，夺了北京大名府梁中
书送给蔡太师庆贺生辰的十万贯金银珠宝;宋江在浔阳楼念反
诗被捉，和戴宗一起被押赴刑场，吴用用计劫了法场;卢俊义、
石秀被关大名府死牢时，吴用用计放火烧翠云楼夺取了大名
府;宋江闹华州时，吴用又出计借用太尉金铃吊挂，救出了九
纹龙史进、花和尚鲁智深他计谋很多，深受梁山好汉们的尊
重。

小说中不少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如智取生辰纲、
大闹清风寨、倒拔垂杨柳、武松打虎等一系列故事情节都描
写得绘声绘色，让人百读不厌。

《水浒传》不愧为我国的文化瑰宝!

水浒传五十一章读后感篇三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从此，一块纷纷
扰扰的石头陨落人间，牵系起一群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红楼
女。在那浮华的贾府中演绎着“美中不足今方信，如花美眷
空蹉跎”的凄美故事。浮华的悲剧，即将开幕。

贾元春，贾府第一个传奇人物，贾家嫡系孙女，凤藻宫尚书
加封贤德妃，大观园真正的主人，可谓占据了天时、地利、
人和，享尽荣华的她用二十年的青春看清了这人间是非。一曲
“恨无常”道出了她悲、美的一生。同时也说出了她那华丽
的凤袍下掩盖的无限的悲伤和痛苦。可怜薄命女，生因浮华，
死亦因浮华。

一个道金玉良缘，一个念木石前盟，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
是美玉无暇，一个孤高自诩，一个处事圆滑，一个肌肤如雪，
一个娇花似水。一个薛宝钗，一个林黛玉。只可惜了两个薄
命女，入了富贵家，却不知那浮华之门易进不易出啊。“可



叹停机德，甚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富贵
一生只落得个空劳牵挂，枉自嗟呀!败落的大观园，没有了昔
日的繁华，潇湘馆在那几束翠竹的衬托下显得那样清幽，可
是里面却没了颦儿的笑音和哀叹。宝钗啊，当你再一次看到
这景象是想必也会为那“登上青云”的追求而后悔吧!

水浒传五十一章读后感篇四

对于人生的理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借贾府往事一一
列举在读者眼前。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一生历
尽沧桑，就因如此，才写出了传唱千古，震慑人心的《红楼
梦》。以《红楼梦》把中国古典小说推上了顶峰，给我们讲
述了贾府从繁荣昌盛到抄家破亡的故事，从而又写出贾宝玉
与林黛玉的凄婉爱恋，把人生旅途中酸甜苦辣，变幻万千都
跃然纸上。

正是因为《红楼梦》这般精彩，所以让我们对人生有更多了
体会，对中国古典文学有了更深的了解。

我们的人生，正是如诗如歌般的岁月，有过开心的笑容，有
过伤心地泪水，有过真心的悔责。谁都有过失败，曹雪芹笔
下的宁国公也如同所说。我们的人生何尝不是一部多姿多彩
的小说，有各种各样的故事情节，只不过作者是我们自己罢
了。人生如戏，没有人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

人生像一场旅途，正如我国伟大的思想家鲁迅说过："上人生
的旅途吧，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前面
才有路。"对啊，虽然有难关，但不怕的人才能挺过去。《红
楼梦》中，钟鸣鼎食的宁荣府，最终也一蹶不振。人生几何，
何必留恋人世繁华，不如努力拼一生，潇洒走一回。以免来
去匆匆，白白流逝人生时光!想必这正是《红楼梦》想告诉我
们的道理。



水浒传五十一章读后感篇五

我觉得中国诗词史上有两句诗有难以描摹的霸气，一句是李
太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另一句
是杜子美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巧
合一样同是以“安”字开头“颜”字结尾，它们却各自代表
了中国士人两种境界，出世则旷达不羁、入世则心怀天下。

李唐几百年以后，在清初，有位伟大的作家用他细腻独特的
笔触为我们展现了他眼中的这两种士人，同时渲染出那个君
主专制达到鼎盛时期的大悲剧。

读尽红楼，只得一世伤。红颜伤逝的背后，便是中国古代士
人们悲剧的写照。

黛玉在大观园中格格不入，可没有人否定她超凡脱俗的才华
谈吐和细腻优雅的生活态度;宝钗在大观园中受到老少妯娌的
喜爱赞美，她有男子都少有的治家能力，她温婉贤淑，她谦
逊怜下，是那个时代女子的典范。如果说黛玉是小家碧玉柔
娟风流，宝钗则是大家闺秀的冷艳风骨，一个细声“嫁与东
风春不管”，一个韵出“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无论是出世的黛玉还是入世的宝
钗，在这么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时代中，她们都无路可
走，无处可逃。

黛玉隐寓着超凡脱俗的士人们，她代表的是奔波辛劳的徐霞
客，是医者仁心的李时珍，他们有不同于世俗之人的理想抱
负，又或只为自己而活，不理睬世人的目光，甚至不能被世
人所容，但活出了自己的味道，他们的成就也被后世人肯定，
可是他们所生之年，必定不会被大众理解，必定有人笑他们
痴傻，出世者，不被世所容，怎一个孤寂了得。

宝钗隐寓着兢兢业业的士人们，她代表的是鞠躬尽瘁的张居



正，是心忧天下的王安石，他们把社稷乾坤当成自己的归处，
他们为了这个时代，为了这个天下而活，文死忠谏，武征沙
场，赢得身前身后名，可是，树大招风，那些嫉妒怨恨他们
的人又怎么会少呢，他们用一生之力守护的东西，最终也会
破碎、消融在历史中。

红楼梦以一种毁灭的绚丽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浓浓的一笔，
悲剧不可怕，可怕的是，彻头彻尾而无法避免的悲剧。

林黛玉是天上的飞鸟，命运却把她牢牢锁在海底，要她眼睁
睁地被海底的暗波汹涌吞没，生不逢时不自由，是千万孤高
者的写照，他们明明比时代站得更高，却不得不接受这时代
的潮流;薛宝钗是海底的游鱼，命运却在她有生之年，一点一
点的把她生命中的水抽走，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是千万权谋
者的悲哀，他们真挚的热爱自己的时代，他们为之努力过，
却无力改变，只得消融。

有人说林黛玉尖酸刻薄，有人说薛宝钗圆滑世故，却忘了他
们无法决定自己命运，却忘了只要是人都会有弱点，人们只
记得孤高者不与时同，是怪人，只记得权谋者殚精竭虑，是
奇人，却忘了他们也有弱点。

我们既不是怪人也不是奇人，我们只是常人，曹公用草蛇灰
线温雅绚烂的文字却逼得我们一跳，红楼梦十年而作字字是
血，似乎在提醒我们做一个早就该做的选择，人这一辈子，
无论是出世还是入世，都该做一个非常人，做一个凤颜龙骨
的人，哪怕泯灭，也不该浑浑噩噩过一辈子。

红楼梦中不仅隐含了士人们的抱负和追求，还凸显了在那个
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士人们所追求的爱情。
林黛玉之所以在花团锦簇环肥燕瘦的大观园中脱颖而出成为
红楼梦的第一女主角，不是因为她小家碧玉姿态倾城，不是
因为她才情天赋出口成章，甚至不是因为她境界高远令人敬
悟，而是因为她拥有，红楼梦中唯一真挚动人的爱情。而给



她这份殊荣的，正是她的宝哥哥。因为爱，所以结合，是士
人们真挚的所求。

千万人中读红楼梦，读出千万种心得体会，这才是红楼梦魅
力所在。红楼梦是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它折射的是整
个时代的兴衰沉浮，你可以从红楼梦中读出人生百态，读出
世态炎凉，但不可遗忘的是，红楼梦在本质上是一部唯美的
爱情，所以，读这样的名作，必定要刻骨铭心深深沉思，但
也未必不可以小儿女情态，默默泪流。

红楼的泪，不仅仅是红颜的泪，亦是士人的泪;红楼的血，不
仅仅是红颜的血，亦是士人的血。大哉，红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