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水浒传八十回读后感 水浒传八十三
章读后感(汇总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
写才比较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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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浒传八十回读后感篇一

《水浒传》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雪中送炭的宋江，胆大如
虎的武松，机智聪明的吴用等等……揭露了封建社会的，只
手遮天的社会状况。

我被里面的情节给深深地吸引住了，武松醉酒打死猛虎等，
但大家对宋江的看法便不全相同，现在我来品一品他吧。

宋江自幼读儒家书，受传统教育，走入社会在县衙中做押
司(小吏)，刀笔精通。他的出身经历和性格，使他了解和体
验百姓的痛苦，有正义感，养成一种办事谨小慎微、随机应
变，喜欢玩权术。因为他在官府任小吏，他懂法，有遵守法
度的习惯。宋江到梁山泊以后，他处理问题比较周全，有人
说他虚伪、玩权术，这是他处理问题的一种手段。如俘获霹
雳火秦明，让位卢俊义等。他犯罪后衙门给他戴上枷，别人
把枷打开时，他说不能，这是国家的法度。

宋江上梁山前是一位仗义英雄，义放晁盖，当法与义发生矛
盾时，宋江就不顾法度了。他对梁山的事业有一定的贡献，
他为了梁山好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杀了阎婆惜。

宋江上梁山后，成为义军的首领。他自己说在文武方面并无
过人之处，为什么还能当梁山泊的首领呢?这是由于宋江有以
下优势：仗义疏财，在江湖中有一定的号召力;关怀兄弟，兄



弟遇难设法相救;有一定的组织和军事指挥才能，如三打祝家
庄战役，他注意总结经验，从调查虚实入手，又拆散祝家庄
与其他二家联盟等，受招安以后，宋江成为了一个朝廷的忠
臣。他的思想是为国家出力，保人民平安。晁盖死后，宋江将
“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对起义军来说是一件重要的
事情，是《水浒传》中宋江的一大关键。受招安以后把梁山
上的“替天行道”大旗改为“顺天护国”，他也由起义军首
领走到服从朝廷的顺臣。这时，宋江的思想是：我是热爱国
家的，皇帝代表国家，朝廷不负我，我不负朝廷。他不听吴
用等好汉的劝阻，去征起义军领袖方腊，打得十分惨烈。

宋江带领众人征方腊以后，原本的108位好汉还剩下27个，其
余的不是牺牲就是出走了，而朝廷并不信任他，对他加害致
死。宋江临死前，唯恐李逵再次造反，让李逵喝药酒被毒死。

宋江一生是曲折的，先是仗义英雄，梁山首领，招安后成为
朝廷忠臣，最后是悲惨的结局。

水浒传八十回读后感篇二

水浒传产生于元末明初，是我国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
长篇章回小说，作者就是路人皆知的作家施耐庵。，《水浒
传》通过艺术形象表现的“官逼民反”的现象，深刻地反映
了历史的真实本质，它所表现的梁山泊英雄轰轰烈烈的大起
义，有力地冲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
它描写的梁山义军受招安后尽管讲忠义，打外敌，平内乱，
还是不见容于当权执政者，还是落得悲惨的结局，金圣叹评论
《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不管金圣叹
主观动机如何，这句话却确实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
《水浒传》的深刻社会意义。让我们明白了怎样的人才是值
得我们敬佩的!

《水浒传》全书可分前后两大部分，前半写各路英雄纷纷上



梁山大聚义，打官军，受招安。后半有五个部分组成，即征
辽、平方腊及结局。从思想内容来说，《水浒传》前半是写
人民反官府，是反映阶级矛盾的，后半则是写忠臣反奸臣，
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的忠奸矛盾。

在梁山起义军中，最讲究的就是“忠义”二字，一百单八将
每个都是为了山寨死而后已，不过这一百八人更追求忠，尤
其是及时雨宋江，他时时刻刻都盼望着朝廷早日招安，就连
酒后吟诗也道：“忠心愿，平虏保国安民。日月常悬忠烈胆，
风尘障却奸邪目。望天王将诏早招安，心方足。”宋江他们
一伙人都是为了“替天行道”，只反朝廷、官府中的奸臣、
贪官，而不反皇帝，他们并不希望统治，只是盼望早日为国
家效力，而这也是这一百单八将名送黄泉的主要原因。

当读完水浒传，我被他们的勇气所震撼了，他们为理想百折
不挠，勇往直前，忘我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佩，值得我们传颂，
他们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去拯救国家，去复仇，虽然失
败了，但他们的精神，仍然值得我们去歌颂，去传唱。这一
百零八位英雄豪杰，在我心中：俺们是替天行道的天神，是
劫富济贫的好汉，更是我们历史上的好汉!

水浒传八十回读后感篇三

这个暑假，我终于把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给啃完了，
实在太不容易了，不过，也让我懂得了许多知识。

水浒传记述了宋江.吴用.李逵.武松.鲁智深等一百零八个好
汉的故事。他们在梁山伯时，被人称为草寇，但他们是一群
好汉，为了天下太平，杀奸臣，保百姓，做出了许多利于国
家的事。

在一百零八将中，最让我敬佩的是行者武松.神行太保戴宗和
黑旋风李逵了。先说说神行太保戴宗吧，他做起法来，真让



我敬佩，一日能行八百里啊，光凭他的速度，也够让我羡慕
了。再说行者武松吧，那篇景阳冈武松打虎的文章大家都知
道吧，他一碰上那只大虫，吓得他躲在了一块青石下，当大
虫一次又一次的扑过来时，他一次又一次灵巧的躲开，接着，
他尽平生力气一棒，始大虫发怒起来，武松就用手把大虫揪
住，一按按将下来，用拳头把大虫打的流出血来，真是厉害，
我们现在谁能打虎啊。最让我敬佩的是黑旋风李逵了，他手
持双斧，走来时，就像刮起一阵黑风，在战场时，他拿着斧
头，一下一个，可威武了。

读了这本书，让我知道了这一百零八个梁山伯好汉保护老百
姓，对害老百姓的使劲反抗的精神。最重要的是他们身上有
一种英雄气概，有一种愿意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仗义，他们这
一点让我尤其感动。

水浒传八十回读后感篇四

这些都使我不解，我不明白施耐庵为何要这样落笔。我在疑
惑之余，被里面的故事情节深深得吸引，我废寝忘食、夜以
继日得读完水浒传，读到第三遍时，才明白作者的深意。

读完水浒传，我才明白了其中的“荒唐”。这些荒唐，是当
时那个朝纲、民不聊生的社会造成的。正是朝廷无能、徽宗
昏庸、小人当道，才有了好汉林冲被高衙内和好友设计陷害，
流放路上受尽折磨，几次三番地遇险，差点丢了性命;正是当
时社会民不聊生，老百姓处于水生火热之中，才有人打
着“劫富济贫”的旗号抢劫官府、富商，并受到尊重;正是那
个社会朝廷力量日益变弱，遭遇内忧外患的局面，才有各地
好汉揭竿而起、占山为王，与朝廷作对。

不过也正是那个社会，那个社会的忠君报国的主流思想，才
导致了宋江掌权后，要把梁山这艘船驶向朝廷，像皇帝靠岸。
但是那个_佞当道的朝廷、昏庸无能的皇帝却不是梁山的港湾，



所以，梁山最终被小人所灭，真是呜呼哀哉!悲哉!

水浒传八十回读后感篇五

《水浒传》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中国名著，看到这本书我就想
起了刘欢的好汉歌。梁山好汉他们个个侠肝义胆，敢报天下
之不平，其好爽的性格光彩照人，令世人敬仰。

《水浒传》它真实地描写了宋代农民起义，发展和失败的全
过程，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和统治阶级的罪恶。它
以杰出的艺术描写手段，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的
发生，发展和失败过程的一些本质方面，说明造成农民起义
的根本原因是那跌宕起伏的情节吸引着我，我甚至被感动得
涕泪横流。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
和热情的讴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义行动，也
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尚的品格。作品歌颂这样一批被
统治阶级视为所谓“杀人放火”的强盗、朝廷的叛逆，一些
所谓“不赦”的罪人，把他们写得如此光辉动人，可敬可爱，
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感情。与此相反，作者对于统治
阶级的人物，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
的对比。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么人，恨什么人。金圣叹评论
《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不管金圣叹
主观动机如何，这句话却确实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
《水浒传》的深刻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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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以辉煌的艺术成就了这本文学巨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