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林外史小说读后感(精选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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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
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儒林外史小说读后感篇一

在一篇篇辛辣的讽刺话语中，我仿佛看到了旧时被科举毒害
的怀才不遇的人们对封建顽固礼教的不满、愤怒的呐喊。

《儒林外史》，中的周进令我印象很深。刚出场时，周进已
经六十多岁的老童生。在汶上县做了三年西席，学生顾小舍
人都进学成了秀才，他再无资格继续教下去，沦落到薛家集
观音庵私塾中来坐馆糊口，饱受秀才梅玖和举人王进的嘲弄
和冷遇。不久，他被生活所迫替一群商人当账房，飘过贡院，
触景生情。大半生追求功名利禄却求之不得与所受过的欺辱
夹杂着悲愤的情绪一下子全部发泄出来，化作一厢老泪纵横，
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读到那里，我不禁心感
酸楚，周进只是一个代表，世上以前有多少人被封建礼教毒
害，又有多少人去钻令人费解的深奥古经而耽误青春，使得
人性荡然无存，尊富鄙贫，社会不得安宁！

周进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
报效！”爬到地下就磕了几个头。可见他已深陷科举毒害中，
不得自拔。这是一种社会“浓厚”的风气。

自此，周进的人生陡然发生了喜剧性变化。如果说从前沉沦
落魄受尽冷眼，此后可谓春风得意一帆风顺。中举人，中进
士，做御史，做学道，一路升到国子监司业。他节节高升的
仕途更加显现出世态丑陋，这是对整个士人阶层和市民社会
的批判。



周进用钱买来了监生，读一个叫范进的老童生的文章。正因
无事可做，便多读了几遍，这才领悟到文章玄机多，变化妙，
加上遭遇与自我甚是相似，立刻产生共鸣。从字里行间也体
现出对考场监生的讽刺：他们囫囵吞枣，漫不经心，不识人
才。

其实，从辛辣的讽刺中，我还读到了欣慰的一点，就是已经
有人开始意识到危害，并且想要革命去改变现状，这是思想
的升华。

儒林外史小说读后有感5

我读了《儒林外史》这本书，我颇为喜欢。《儒林外史》是
一本好书，是一本值得细细品味的书，我不得不惊叹作者的
巧夺天工，作者的写作手法，那些生动的人物，发人深省的
故事，喜欢这本书的原因有很多！我来跟大家一一介绍一下
我喜欢这本书的理由吧！

《儒林外史》是中国四大讽刺小说之一，我之所以喜欢这本
书还是缘于它给了人一种真实的感觉，在《儒林外史》的众
多人物大都有真人真事的影子。但作者却又巧妙的把故事推
向了前朝，避开了统制者残酷的文字狱，这是很有勇气的。
并且对于这本书的主题闲斋老人的《儒林外史序》又讲的十
分清楚：“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
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闹人者；有假托无意功
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乃终以辞却功名富贵，品
第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全书正是以反对科举和功名富贵
为中心抨击当时的官僚制度，人伦关系以及整个社会风尚的，
这是它独特的亮点。

还有这本书中作者的创作意图，人物形象都是清晰的，作者
赞扬什么反对什么都用作品中的人物语言一一道了出来，一
点也不做作。因为作者不喜欢做官所以在第一回“楔子”里
就写了王冕母亲临死时劝说儿子的话：“做官怕不是荣宗耀



祖的！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什么好收场；况你的性情
高傲倘若弄出祸来反为不美，我儿可听我遗言，将来要娶妻
生子，守着我的坟墓，不要出去做官我死了口眼也闭。”而
匡超人的父亲临死时也有类似的遗言：“功名到底是身外之
物，德行是要紧的。”这些都体现出作者的坦荡。

关于这本书的主旨是透过一个个的小故事讲述出来的：比如
王冕弃官隐居，匡超人的背弃遗训混官场，周进对于仕途的
情有独钟，范进中举等等。我比较佩服王冕的身处诱惑时表
现出来的坚定。唾弃匡超人、周进、范进等人的不知廉耻。

王冕是个农民出身的放牛娃，他凭借聪明好学，不仅仅精通
经史子集，还自学得到了画荷花的绝招，但从来没有迈进科
举的轨道，从不被功名富贵所连累，凭借着自我的知识和技
能孝敬母亲自食其力，当他得知朝廷要他出来做官时，他却
连夜逃到了会稽山隐居。因为他明白任何一个人，无论是什
么出身，一旦身登官位就身不由己了。不能有自我的思想与
活动，只能做一名没有灵魂的奴才了。他最终成了一个磊落
潇洒的人。

匡超人是一个敦厚朴实的贫苦孩子出身，由于对于仕途的追
求背弃了父亲的遗训，一心贪图功名不顾德行变成一个毒辣
凉薄趋炎附势的统制者的打手，终生痛苦没了人样。六十多
岁的周进，因为未曾进学不得不卑躬屈节，忍着新进学的梅
三相公的嘲笑，还替前朝新中的王举人扫了一早晨的垃圾，
到之后连教馆的职位也给丢了，只得给商人记账，还哭的死
去活来最终商人给他捐了个监生，他竟没了尊严爬到地上给
他们磕头说他们是在生父母做牛做马也要报答。要明白那时
商人地位何等低下而周进不顾一切却恭维他们是多么可笑。
还有范进，他是连考二十多次都不中的老童生，之后最终上
榜了，发榜的那天家里连米都没了就抱着正下蛋的母鸡到集
上去卖了，当他的知中举后拍手大笑欢喜的疯了，直到挨了
丈人胡屠户的耳光才清醒过来，之后平步登天，还有许多人
来奉承他，转眼间房屋田产、奴仆丫鬟什么都有了。



那里的许多故事讲述了清朝科举制度腐败、八股文考试弊端
百出，能够请人代考，能够行贿，能够冒名顶替，书中也有
这样的描述。当安东向升为安庆知府后，他到察院去考察童
生时，看到那些童生有代笔的，有传考卷的，有丢纸团、扔
砖头的，挤眉弄眼的，无所不为，甚至还有一个童生，借者
出去方便的机会，走到土墙根前，竟把土墙挖了个洞，伸手
要到外头去接文章。这样的环境能出什么样的人才官吏，又
怎样能使清政府千秋万代呢，那里体现出了清灭亡的实质漏
洞。

在这本书中作者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孝子还是逆子，无论是升
官者还是罢官者，无论是翰林学士还是侍读，都写得形象逼
真，美丑可见。这本书的语言也是很有艺术的，经常三言两
语就使人物“穷形尽相”。没有艺术的语言便不是文学，文
学就应是语言艺术的宝塔。它的任何部位都应闪烁着语言艺
术的光泽，《儒林外传》全然到达了这一标准。这本书的艺
术结构很独创，没有贯穿始终的事件，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
但却有贯穿始终的思想。用功名富贵引出不一样的各类人物，
借以否定了那时的科举社会制度，并且批判了政府。

《儒林外史》不仅仅有丰富的深刻的思想，还有卓越独特的
艺术风格，通篇贯穿了“讽刺”艺术的技巧，它的讽刺艺术
几乎到达了超及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所以我更加喜欢这
本书，它的语言艺术、文学艺术都是堪称一流的。相信这本
文学经典会一向传承下去！

儒林外史小说读后感篇二

《儒林外史》是我国杰出的讽刺小说，作者吴敬梓以夸张辛
辣的手法描写了不同层次的知识分子的不同心态，展现了中
国封建社会制度下，文人穷极一生只为模仿八股文，以便考
中飞黄腾达，除此之外什么也不知道的愚昧心理。

作者吴敬梓出自书香世家，本来是极其相信科举制的，但死



板木讷的八股文和族兄好友的经历让他渐渐失望，原来所谓
的科举制只是帮助读书人构建自己的关系网，腐败不堪，到
了晚年，吴敬梓从绝望走向清醒，写出了《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通过辛辣的讽刺，以笔为刀，刻画了一系列丑
恶的人物。如范进，从黑发垂髫到花甲之年考了二十余次仍
然不中，终于他中举了，却又因为过度兴奋“痰迷心窍”发
疯，丑态百出。如匡超人，他原来孝顺勤快，是个继承了中
华传统美德的淳朴青年，但在疯狂追逐名利富贵的世风和腐
朽科举制度的荼毒下，他追名逐利，卖友求荣，忘恩负义，
甚至停妻再娶，渐渐从一个老实淳朴的青年变成不择手段的
势利小人。

但在讽刺之余，吴敬梓还包含了对灰暗社会的期望，如开篇
描写的王冕，他淡泊名利，追求高洁傲岸的情操，官府让他
当官，他却躲了起来，不为功名利禄所动。再比如“散尽千
金付之一笑”的杜少卿，他轻财仗义，不满八股取士制度，
不愿受封建礼教的约束。

科举制从隋朝开始，唐代发展到巅峰，到明清时渐渐衰落，
最后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科举制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一
部分，它培育维系了传统文化，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培养了
一大批人才，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科举制的弊端显现了出来，
到明清时期，科举制已经成为文化发展的桎梏，变为扼杀人
才的工具。

《儒林外传》里的封建社会的科举制荼毒着文人的心灵，而
现代的应试教育又何尝不是呢?

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学校教育的教学方式和教学评价往
往存在着弊端，而现在的中国教育界还处于转型阶段，一方
面，应试教育抑制了学生的天性和潜力;另一方面，素质教育
不一定能得高分考上名牌大学，教育界也分成了两派争论不
休。而在我看来，现在我们要做的不是争吵，要是要在两者



之间找到平衡点，取长补短，让“教改”的春风吹遍中国的
每个角落，不让“吃人”的封建制度再次出现!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让我们以史为鉴，不故作目傲清高，也不随波逐流，有自己
的想法和意识，明白读书的目的和意义，最终成为自己理想
的样子。

儒林外史小说读后感篇三

我喜欢读书，有些书是写得很美，可是最近我读了一本书叫做
《儒林外史》，它没有社么美丽的词藻，可是一个个的故事
却深入人心。这是一个讽刺古代封建制度的小说，塑造了很
多形象的故事和人物。作者吴敬梓在文中借一些追求功名、
思想迂腐的文人儒士，极力揭露和批判封建科举制度的昏暗
及大批读书人灵魂的玷污、人格的堕落。《儒林外史》是我
国古典文学名著，其作者吴敬梓。

《儒林外史》开篇描述了诸暨县一个乡村少年王冕，因家境
贫寒，自小替秦老放牛，但他却勤奋好学，用每日攒下的点
心钱买书看。由于王冕聪明勤勉，又博览群书，还画得一手
好荷花，不到二十岁，便成了县内的名人。他不愿意求取功
名利禄，县令登门拜访，他躲避不见；朱元璋授他咨议参军
之职，他也不理解。王冕怕再有人聘他做官，就逃到会稽山
中，过着隐居的生活。像这样淡泊名利的读书人，在作者生
活的年代真是少之又少，所以作者对王冕大加赞赏。

《范进中举》讲的是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最终考上举人，
欢喜至疯，最终被平日最怕的老丈人胡屠户一巴掌打清醒的
故事。十分简单的故事，但纵观全文事实上却并不是那么简
单。

中举从范进身上来看是好事，苦考了三十四年最终出头，从



他发疯来看足以看出那时的读书人对功名痴情一片，像周进
哭号着为秀才名分磕头撞板。但他们的痴情并不是为了道德
理论上的治国之经，而是纯粹的个人升官发财。还有范进中
举前后判若两人，中举前萎缩地向老丈人低头称事，中举后
便有了老爷大人们的官腔。甚至在为母亲守丧时，在打秋风
的筵席上大吃大喝。而他仅仅是中举，不出两个月，什么房
产、田地、金银、奴役，不请自来。范进是千万得中读书人
的代表之一，封建政府用他们的荣华为不得中的读书人做榜
样，加深科举对他们的毒害。

在《儒林外史》中，还塑造了很多同范进一样的鲜活的人物
形象，如打着官府旗号让大家把钱财交公的王惠，再如为功
名不择手段，恩将仇报，抛妻弃子的匡超人……其实他们都
是腐朽的科举制度的受害者呀！

“学而优则仕”这句话泯没了多少读书人的良知！正如鲁迅
先生所说：“机锋所向，尤在士林”。现实生活中，虽没有
人因中了举人而疯疯癫癫，但却有人为了考取博士、硕士而
不择手段；虽没有人仗着学识换来的权势蛮横乡里，但却有
人卖弄自我的知识换取财富。周恩来曾说：“为中华之崛起
而读书”，我们学习不该为了名利，而是为了祖国将来的繁
荣富强。

儒林外史小说读后有感3

今日，我看完了《儒林外史》这一本书，《儒林外史》是我
国清代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长篇讽刺小说，所表现的是作
者吴敬梓亲身的所见所闻，也寄托了他看重文行来源、鄙视
功名富贵的高尚情操。

小说中的贫家少年匡超人，本来还朴实勤劳，孝顺父母。之
后，他考上了秀才，结识了许多招摇撞骗的假名士和豪吏潘
三，受了他们的影响，就渐渐脱变，变成一个寡情薄义、贪
婪虚伪的无耻之人。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小说中的瑰宝。它以宏阔的社会历
史背景、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幽默
诙谐的讽刺艺术、意蕴深长的思想内涵，构筑了一座独具特
色的艺术宫殿，相信会给大家带来难忘的阅读经验。

儒林外史小说读后感篇四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长篇讽刺
小说，作者吴敬梓在文中借一些追求功名、思想迂腐的文人
儒士，极力揭露和批判封建科举制度的昏暗及大批读书人灵
魂的玷污、人格的堕落。在这部蔑视一意功名富贵的读书人
的著作中，没有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和情节，但科举制度的
腐败这一中心思想却将各个人物与自成段落的故事串接起来，
构成了一幅有内在关联的民间士林百态图。

《儒林外史》开篇描写了诸暨县一个乡村少年王冕，因家境
贫寒，自小替秦老放牛，但他却勤奋好学，用每日攒下的点
心钱买书看。由于王冕聪明勤勉，又博览群书，还画得一手
好荷花，不到二十岁，便成了县内的名人。他不愿意求取功
名利禄，县令登门拜访，他躲避不见;朱元璋授他咨议参军之
职，他也不接受。王冕怕再有人聘他做官，就逃到会稽山中，
过着隐居的生活。像这样淡泊名利的读书人，在作者生活的
年代真是少之又少，因此作者对王冕大加赞赏。讽刺鞭笞科
举制度的乌烟瘴气和只为名利的读书人才是本书的主旋律。

老童生范进科举考试屡次不中，在家中倍受冷眼，丈人胡屠
户更是对他百般呵斥。范进去乡试，因没有盘费，与丈人商
议，怎料被胡屠户骂了个狗血淋头，说他是“癞蛤蟆想吃起
天鹅肉”，还说他“养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老婆是正经”，
把范进骂得“摸门不着”。到出榜那天，家中正值无米，母
亲让范进抱母鸡上集市卖了换米。这时传来范进中举的喜报，
范进从集市上被找了回来，得知消息后，竟然高兴得疯了。
还是他的老丈人胡屠户一巴掌打醒了他，治好了疯病。转眼
的工夫，范进时来运转，财源广进，连胡屠户也一反常态，



称他为“文曲星”，称赞他“才学又高，品貌又好”。

这个故事极力讽刺了范进对功名的极度渴望和胡屠户那趋炎
附势、“变色龙”的性格特征。在《儒林外史》中，还塑造
了很多同范进一样的鲜活的人物形象，如打着官府旗号让大
家把钱财交公的王惠，再如为功名不择手段，恩将仇报，抛
妻弃子的匡超人……其实他们都是腐朽的科举制度的受害者
呀!“学而优则仕”这句话泯没了多少读书人的良知!正如鲁
迅先生所说：“机锋所向，尤在士林”。现实生活中，虽没
有人因中了举人而疯疯癫癫，但却有人为了考取博士、硕士
而不择手段;虽没有人仗着学识换来的权势蛮横乡里，但却有
人卖弄自己的知识换取财富。

周恩来曾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们学习不该为了
名利，而是为了祖国将来的繁荣富强。名师点评：《儒林外
史》是一部讽刺小说，作者吴敬梓时而为当时士人名流的庸
俗可笑而叹息，时而又为贪官污吏的卑鄙丑恶而愤怒。他用
幽默诙谐的语言，把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面刻画的
入木三分。从作者所写的文章来看，说明作者已经对这部小
说有了深刻的理解，从中明白了很多人生道理，就像作者在
结尾写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们学习不该为了名利，
而是为了祖国将来的繁荣富强”。

儒林外史小说读后感篇五

“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
去流花谢知何处。”这是《儒林外史》开头的几句。可以说，
这也是整本书的灵魂所在。

当然，“世人皆醉我独醒，举世浑浊我独清”的人在儒林中
也不是没有。王冕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从小就因为家境贫寒
而为邻人放牛。在牛背上，他仍旧博览群书，更自学成为了
画没骨花卉的名笔。此后，下到平民百姓，上到知县财主都
来索画。但王冕性情不同，不求官爵。朝廷行文到浙江政司，



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他却隐居在会稽山。后人提到王冕时，
常常称其为王参军。但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能在功名面前，
心如止水，不为所动，也只有王冕这些儒林中的凤毛鳞角了。

几百年后的今天，捧起《儒林外史》细细品读。时而为当时
士人名流的庸俗可笑而叹息，时而又为贪的官污吏的卑鄙丑
恶而愤怒。吴敬梓以其幽默诙谐的语言，把封建社会科举制
度的腐朽黑暗面刻画的入木三分。难怪后人有“慎勿读《儒
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
史》”之叹。

著名小说《儒林外史》心得4

这个暑假，我读了《儒林外史》，这本书由清代小说家吴敬
梓所著，是我国著名的讽刺小说。这本书有一个一个古人的
小故事组成，有的故事早已让我们耳熟能详，但仍有着深刻
的寓意。其中，我最喜爱第一章与第三章，也就是王冕的故
事与范进中举的故事。

王冕是元末明初人，他的家庭并不富裕，父亲早逝。三年后，
十岁的他开始在秦家放牛，以养活自己。他在放牛的同时，
不忘学习，用每月省下的钱买书，看书。后来，他开始画画，
画荷花。渐渐地越画越好，成了一个闻名天下的画家，他还
被一些当官的大人物看中，但他不愿入官场，来到田园乡居
归隐田园，结局不可谓不完美。

王冕的努力得到了因有的回报，他的一身完美终了。但是在
生活古代的书生，并不是人人都是顺利的。金榜题名，人们
看到的是那些成功考生“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
花”。他们可以得到皇帝等位高权重之人的赏识。甚至还会在
“榜下捉婿”的习俗中大赚一把，他们都是命运的宠儿。，
但还有落榜考生的失落被埋在了他们的光辉背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