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西游记大学生的读后感(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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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西游记大学生的读后感篇一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我坐在书桌前，眺望着远方，沉思
着，想在记忆长河里寻找答案。回忆像电影一幕幕的放映，
唯一印象深刻的，竟然是《西游记》这本书。一本神话小说
我现在居然把它定义为“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这看似
有点荒唐的答案，其实不以为然，因为记忆中它是伴随着我
告别青涩的童年，懵懂的少年，以至到了现在已上大学的我，
还会重新翻下这本书。

谈到《西游记》，作为一本老少皆宜的书籍，几乎人尽皆知。
它无疑是中国最伟大的一部神话小说，充满了深刻、奇丽的
浪漫主义色彩，它给我们创造出了一个光怪陆离、神奇瑰丽
的魔幻世界。孩提时候，翻开《西游记》，常常情迷于里面
各种离奇的人物，丰富的人物性格，特别是那超现实的故事
情节，每每翻看，竟会不由自主的把自己置身于那生动有趣
的神话故事里，心情随着情节的发展而跌宕起伏，悲喜交加。

长大后，看多了古人清幽淡雅之趣，听老杜的春夜吟哦，小
杜清明问路，易安居士的绿肥红瘦，楚大夫的江畔沉吟；读
多了居里夫人“成功不是用泪水而是用鲜血铸成”的坚忍，
阿拉法特“我们是高山，绝不会被狂风撼动”的壮志，可是
放在心底深处的文学情怀还是《西游记》。然而现在再翻看
这本书，却有了不一样的情愫。

书读多了，事看多了，我也明白了所有的神话只是人们通过



幻想的方式来表现自己对自然力的征服，而《西游记》也只
是吴承恩用像他笔下的石猴一样“横空出世”的艺术想象力
来勾绘的一本神魔小说。孩童时候只是知道《西游记》里形
形色色新鲜的人物，丰富而新奇，现在也明白了他幽默中带
的讽刺意味。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
《西游记》“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
写”，“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
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

《西游记》的投影下是现实的社会。魑魅魍魉的故事里竟折
射出了世态炎凉的社会现状，甚至有人说“西游记告诉我们：
凡是有后台的妖怪都被接走了，凡是没后台的都被一棒子打
死了。”呜呼哀哉，越长大，童年纯真的城堡越被现实摧毁
的体无完肤。面对纷繁社会，人们多了几分尔虞我诈矫揉造
作，少了几分原则坚持；面对权威，人们对了几分唯诺接受，
少了几分批判指正。根本就无法像小时那样一就是一，二就
是二，坚持正确的答案，本末永远无法倒置。

所以，对于现在的人们，我认为《西游记》带给我们更多值
得借鉴的地方。他教给我们冲破约束、敢于挑战陈规旧俗的
魄力和勇气。作为故事的核心人物孙悟空，他不仅天真烂漫
勤奋聪慧率性而为，而且身上有着鲜明的反叛色彩，他不满
意自身的处境并懂得争取。他直言不讳，毫不顾忌权威的脸
面，取经途中，不管哪路神仙做法错误惹怒了他，他也敢大
声指责。我们从他身上应该学到这种敢于批判、敢于指正、
敢于言说的精神。

有首歌唱到“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也不得不看梦
想的翅膀被折断，也不得不收回曾经的话问自己，你纯真的
眼睛哪去了。看着我，也告诉我，你是否，依然相信童话”，
在纷繁的世界里，我不希望每个人越长大，越失去童真。当
我们的童真泯灭在这个现实的社会中的时候希望还能保留住
心中的一份净土，可以让我们在上面如孩童般自由的想象和
纯真的期盼；能像孩子一样执着的追求坚持自己所言，所思，



所见，不要将自己迷失在纷乱的世界中。

一部《西游记》，告诉了我人生百态。

一部《西游记》，让我品味百态人生。

西游记大学生的读后感篇二

《西游记》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名著之一，因为它的光怪陆
离色彩斑斓，以及迷人的神话色彩。孙悟空更是我最喜欢的
英雄形象，一路降妖伏魔，战无不胜！猪八戒好吃懒做，但
心地纯正，讨人喜欢。这些曾给我的童年生活带来无穷的乐
趣。

现在再读《西游记》，已经不同于少时那种单纯的“喜欢”
的感受，更多的是一种赞叹和感动。

《西游记》是一部反封建专制的神魔小说，它的杰出的文学
艺术成就是当之无愧的同类小说之最。作品对封建统治阶层
的腐朽丑恶又揭露的大胆、深刻。道貌岸然的灵霄宝殿的主
人——玉皇大帝，懦弱昏庸，外强中干；表面上庄严神圣的
大雷音寺，公然出现索贿的丑恶现象，充斥着铜臭气。而师
徒四人一路历经的九九八十一难，除了极少数的如“黄风
怪”“火焰山”等象征着自然灾害之外，其余的祸根孽胎也
大多与这两个最高统治阶层的人物有着沾亲带故的.关系，这
就直接揭示了腐朽的社会制度下官的匪一家的现象。劳动人
民生活之悲惨可想而知。这就曲折含蓄地表达了作品的主
旨——对封建制度、封建阶层的无情鞭笞以及对人民奋勇反
抗的歌颂。这部巨著的深刻的思想性，杰出的艺术手法，无
不令人赞叹！

唐僧集团是中国封建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一个缩影，师徒四
人性格各不相同，而他们合在一起，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人民
大众。



作者把孙悟空安排做这一集团的领袖人物，他身上的反抗性、
斗争性表现的最为明显。他自始至终都在追求自由，闯龙宫，
闹冥司，在花果山自在称王，可以说已经达到人性摆脱一切
束缚，彻底自由的状态。孙悟空其实就是自由的化身。我们
都对“自由”怀着最为深沉、真切的向往，当看到孙悟空为
追求自由而如此大胆、如此执着时，我们都会深受感
染，“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八戒身上的缺点显而易见：好吃懒做，贪财好色。可是，自从
《西游记》问世以来，他为何就有那么多的“粉丝”呢？童
年看八戒，只知道他是一个开心果；现在看八戒，融入更多
的理性分析，我们会发现，八戒从来没有伤害过普通百姓，
从来没有向妖精讨过饶，从来都对师父忠心耿耿。八戒的本
性是善良的，他的缺点让他更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
们也可以有缺点，但是人的本性，必须得是正直善良的。

作品虽然对唐僧的不识忠奸给予了善意的批评和嘲讽，可他
的坚韧、虔诚、慈悲依然得到了作品以及历代读者的尊敬。
从某种意义上说，四人之所以能够排除万难，完成取经大业，
其精神支柱乃是唐僧。从唐僧身上，我明白了世间万事，非
韧不立，无志不成！

沙僧身上有最多的中国传统农民的影子，吃苦耐劳，任劳任
怨，默默无闻，安分守己西天征途中，沙僧作为一个后勤工
作者，始终把担子牢牢压在自己的肩上，踏踏实实、勤勤恳
恳做好每一件小事，可谓居功至伟！作品想通过沙僧告诉我
们：唯有脚踏实地，勤恳务实，才能取得人生的大成功。

《西游记》在用奇特的语言叙述一个怪诞的故事的时候，还
在表现着这个世界的诸多不幸，以及诸多不幸的人应当如何
实现自我救赎，实现了对“三界内、五行中”的人的终极人
文关怀。令我们在岁月的轮回中体悟到“超度”过后的感动。



西游记大学生的读后感篇三

寒假里读了《西游记》，我被这本神话书深深吸引。

书中讲述了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保护师傅唐僧去西天取
经的故事。师徒四人一路上降妖伏魔，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
终于取得了真经，修成了正果。他们每一次的历险都是那么
的扣人心弦，看到紧张处，我连大气都不敢出，直到最后降
伏妖怪，我才松了一口气。

师徒四人中，我最喜欢孙悟空，因为他本领高强，有正义感，
遇到妖怪总是毫不畏惧，碰到困难也从不放弃，保护师傅取
到真经，他的功劳。猪八戒虽然有些小缺点：贪吃，还有点
懒惰，但是他任劳任怨，常常会被孙悟空派去做一些苦差事。
猪八戒经常会闹出一些可笑的事情来，每次看到这些地方，
我都会忍不住笑出声来。沙和尚和白龙马勤勤恳恳，踏踏实
实，师傅唐僧只会念经，不会降魔，可是他却有坚定地信念：
不取到真经，就绝不回去。他常常分不清谁是妖怪，每次看
到他把妖怪当好人，还常常冤枉孙悟空，我就很着急。好在
最后师徒同心合力，终于克服所有的困难，取回了真经。

这本书讲的故事虽然是神话，但在现实中却很有意义。它告
诉我，要想做成一件事，首先必须不怕艰苦，要付出努力，
才能成功。其次，还要和同伴互相帮助，取长补短，才能发
挥的优势。

西游记大学生的读后感篇四

在《西游记》中，吴承恩还塑造了许多滑稽人物，其中最典
型的代表就是猪八戒，读了这本书，知道了孙悟空法力无边，
猪八戒好吃懒做，唐僧心地善良，衷心耿耿的白马等精彩的
故事情节。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大学生西游记读后感450
字”，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此书描写的是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爱护唐僧西天取经、
历程九九八十一难的事。

钟头间，我问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妈妈开玩笑的说我是
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听了这，我万分的兴奋。因为孙悟空也
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他神通广大，会火眼金睛，把握着七
十二变化之术，法力无边，在我的心目中也是1个非凡厉害的
人。我们似乎也是孙悟空的化身。刚一来到这个多姿多彩的
世界里，我们对一切都布满了好奇。孙悟空在花果山上自由
安闲、无忧无虑的日常、玩耍时在还没学习的时间的童年，
天天都在开开心心 的 玩 耍 ，即 使 犯了错误，也没有人
来吵我，只是让我下次小心也是了。当孙悟空大闹天宫时，
就像我们跑到大人面前，让大人陪我们玩，扰的大群众没法
上班了。于是大群众要哄着我，便封了我1个“弼马温”。但
是，“弼马温”并没有满足我的心愿，于是，大群众又封了
我1个“齐天大圣”来哄我，但是还没哄住。最后，如来佛祖
呈现了，用他的大手将孙悟空压在了五指山下。这时，我们
就像1个顽皮的小孩，不听父亲的话，最后，父亲只能亲自出
马了，制服了他顽皮的小孩。又经过漫长的五百年后，观音
菩萨又给了孙悟空1个机会，让孙悟空爱护唐僧去西天取经。
在西天取经的路上，他们碰到了九九八十一道难关，最后，
他们坚持不懈，战胜了困难，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正所
谓“功夫不负有心人”，因此我们要有不怕困难和坚持到底
的决心，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也也是“谁笑到最后，谁
就笑得最好”。

唐僧师徒四人经过了八十一难，但他们没有半途而废，而是
一直坚持到了最后。经过这本书，使我了解了要想成功的干
一件事，中途务必会有困难和挫折，但只要有坚忍不拔的意
志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就务必会成功，究竟失败是成功之
母嘛!

《西游记》是由我国明代著名小说家吴承恩所著作品，是一
部充满了浪漫主义神话色彩的神魔小说，今天的一读使我受



益匪浅。

《西游记》一书主要讲述了唐僧师徒四人一路历尽艰险、排
除万难，最后到达西天成功取经的故事。读《西游记》一书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他不仅会七十二
变还会火眼金睛通过一眼便能辨别是人是妖。所以孙悟空善
于降妖除魔，为西天取经立下汗马功劳。但是，成功到达西
天取经亦不是孙悟空一人之功劳，若没有猪八戒、沙僧及其
师傅唐僧等人的一同坚持努力光凭孙悟空一己之力是不可能
成功的。正如古语有云：“人心齐，泰山移”“三个臭皮匠
赛过诸葛亮。”使我深刻明白了：人生道路漫长总会遇到艰
难困苦，仅凭一人之力难以突破的难关，每当这时便需要我
们与身边朋友一同克服、共同前进去攻克、战胜它，进而取
得成功!

那年学校运动会中拔河这一比赛项目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
象——我们班男女齐上，全都拿出九牛二虎之力与对手僵持
了起来不相上下，最终我们班因为一个大意最终在第一场比
赛上输了。下场休息时，我们班同学连连叹气，就在这时班
主任走了过来安慰我们道：“上一轮我们虽然输了，但是同
学们千万不要灰心，接下来我们还有两场比赛呢，只要尽自
己的努力我们就一定会成功的!”老师的一番话语令我们顿时
如拨开云雾般再次燃起了斗志。接着老师又给我们做出了调
整后，同学们纷纷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全身都蓄满了力气。
只等裁判一声令下，紧张又激烈的拔河比赛又开始了，同学
们不由而同的身体重心向后倾，一同喊着口号：“一二、一
二、一二......”再用尽全身力气奋力一拔最终我们赢得了
第二局的胜利。于是趁着这股热劲，我们又以迅雷不及掩耳
之势拿下了第三局的胜利。同学们高兴极了纷纷欢呼了起来，
老师望着这一幕也露出了笑容......

读《西游记》一书我深刻的体会到了通往成功之路荆棘丛生，
正需要我们同书中的唐僧师徒四人一般齐心协力，不顾前路
有多艰难与险阻，只要做到迎难而上，坚持不懈，那么成功



的彼岸便离我们不远!

这《西游记》啊，可谓是妇孺皆知啊。一些小孩子，一般是
图个新鲜，或者是看看里面孙悟空的神气，并没有领悟其中
的真谛。我这次看，与以往可谓是天差地别啊，对其中的一
些道理，也算是有深刻领悟吧。

《西游记》讲的是唐僧师徒四人到西天去取经，一路经历了
九九八十一难，最后获取了真经。故事情节引人入胜，风趣
生动，但虽如此，在其中也包含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的种.种看
法。他讽刺了当时朝政的_无能，其实，在我们所看到的取经
途中，有许多的妖精都与天上地下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样说
来，无论是在天上还是地上那些神威的统治下，都隐藏着丑
恶，神仙也不例外，可见当时明王朝统治的_，。不过，在这
种情况下，在我们眼前出现一个不受约束，敢于抗争的一个
人物，那就是孙悟空!他从石头里蹦出，对世间何事都有探索
的好奇心，对于玉帝要捉拿他，却绝不屈服，还“大闹天
宫”，不过有时也有些任性，作者再借这样一个人物来进行
对比，更加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这也使我们想到当时的
朝政是怎样的，朝政中当官的又是怎样的。其实，那些_无能
的官员往往与天上的神仙大佛有一定的关系，不是有一些妖
怪就仗着自己与天上某某神仙有一定的关系或是拿了天上某
某宝物就在人间为非作歹!我想这些人间的官员也不过如此吧，
借自己身后有大人物给自己撑腰，就为非作歹，鱼肉百姓，
导致了朝政的_以及社会经济不景气。

虽然如此，但唐僧师徒四人在途中对那些所遇到的妖魔鬼怪
时的不所畏惧的精神也深深打动了我，由于师徒四人团结一
心，不畏艰险，，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取得了真经。我想，
这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一样，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不
要轻易放弃，可不能像猪八戒有时那样喊散伙，只要坚持，
我们就能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虽然在取得成功的过程中会
遭遇许多磨难，但是这样更能磨练我们的意志力，使我们得
到锻炼，所以，一定要勇往直前!



《西游记》给我的感想有太多太多，甚至又联想到了许多，
它被评为四大名著之一，可谓是当之无愧啊!《西游记》，这
颗在历耀眼灿烂的明珠，正闪烁着那金色的光!

师徒四人最忠厚的是沙僧，他忠厚老实，一心想取到真经，
令我感叹不已。

猪八戒，大家都知道，他好色好吃好玩，一心贪婪，做不成
事。他遇到困难时，只想着退缩。他取到真经时，还求佛祖
让自己下凡来玩呢!别忘了，他就是这样被玉帝贬下凡来的。

孙悟空最大的特点是勇敢，他不怕困难，打走妖魔鬼怪。如
果师父被抓了，他一定会想办法救出师父。他是我学习的好
榜样!

唐僧就是啰嗦可是是个善良闵诚的苦行僧，不辞劳苦，不畏
艰险，但有昏庸顽固，是非不分。意志坚强，慈悲善良。是
一个虔诚执着的佛教徒，在取经的过程中坚定，从不懈怠动
摇，不为财色迷惑，不为死亡屈服，凭着坚韧不拔的精神，
终成正果。另一方面，又性情和善，连凶残的敌人也可原谅，
偏听偏信。

《西游记》让我领悟到办成任何一件大事，都绝非易事唐僧
师徒四人取经，经历了众多的险难，并非全是玄虚离奇的就
拿我们的学习来说吧，我们经历的每一天又何尝没有困难呢?
我们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到高中毕业考大学……又何
尝仅仅是九九八十一难呢?战胜困难的过程，就孕育了成功唐
僧师徒四人每人都有长处和短处，正是他们互相帮助，取长
补短，才得以成功这又让我懂得了想要办成一件大事，必须
大家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才能成功的道理。

唐僧师徒四人一路向西，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取得真
经，这不禁使我想起了_。伟大的人民领袖_带领_经历了二万
五千里长征，最后才把侵略者赶出中国的领土。一个是为了



取经造福百姓，一个是为了国泰民安，两者都是为了人民。

现如今的我们早已无法辨别那段充满神奇色彩的故事是真是
假，但唐僧师徒四人那种与妖怪斗智斗勇，不惧怕_势力的精
神永远值得我们去学习。

西游记中为我们塑造了四个鲜明的人物形象本领高超的孙悟
空，胆小如鼠的唐僧，贪财好色但不缺乏善良的猪八戒，沉
默寡言的沙僧。这四个人性格各不相同，也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

孙悟空一路上降妖除魔，像“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这
些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都是发生在孙悟空身上。孙悟空也是
我在西游记中最喜欢的角色，因为他神通广大、技艺高超，
一路保护唐僧成功地取得了真经，他就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
而且在他身上还有一种叛逆心理，以及他敢于和强大势力做
斗争的勇敢的精神令我十分欣赏。

而八戒则不同，他好吃懒惰，常常打退堂鼓，心里老想着高
老庄的媳妇;他有时爱撒个谎，可笨嘴拙腮的又说不圆;他还
时不时地挑拨唐僧念紧箍咒，让孙悟空吃点苦头，虽然如此，
但在战斗中从不退缩，可以说得上是孙悟空的得力助手。

唐僧和沙僧就更不同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慢热型”，他
俩给人的感觉就是不急不慌的。唐僧耳根子特别软，经不住
挑唆。沙僧没主见，经常附和孙悟空和唐僧，总说：“大师
兄说得对”“师傅说得对”

他们师徒经历的坎坷就像我们人生路上的坎坷

记得有一次，我参加学校的书法比赛，比赛过后，我好几天
心神不宁，为了这次比赛我准备了好几天，万一落选，不就
前功尽弃了吗?比赛结果下来了，我还是落选了。放学后，我
躲在房间里哭了，爸爸特地打来电话安慰我，说：“这有什



么好哭的了，照你这样，我生意失败了，我还不得哭死啊，
儿子，这就是挫折，哭是没有用的，要吸取这次的教训，争
取下一次成功，这才是面对挫折的办法，这个道理你是一定
要明白的。”

是啊!人生中的挫折太多了，不能每次都哭啊，就像西游记中
孙悟空打妖怪，那也是挫折啊，迟早要懂得去面对。

西游记大学生的读后感篇五

师徒四人最忠厚的是沙僧，他忠厚老实，一心想取到真经，
令我感叹不已。

猪八戒，大家都知道，他好色好吃好玩，一心贪婪，做不成
事。他遇到困难时，只想着退缩。他取到真经时，还求佛祖
让自己下凡来玩呢!别忘了，他就是这样被玉帝贬下凡来的。

孙悟空最大的特点是勇敢，他不怕困难，打走妖魔鬼怪。如
果师父被抓了，他一定会想办法救出师父。他是我学习的好
榜样!

唐僧就是啰嗦可是是个善良闵诚的苦行僧，不辞劳苦，不畏
艰险，但有昏庸顽固，是非不分。意志坚强，慈悲善良。是
一个虔诚执着的佛教徒，在取经的过程中坚定，从不懈怠动
摇，不为财色迷惑，不为死亡屈服，凭着坚韧不拔的精神，
终成正果。另一方面，又性情和善，连凶残的敌人也可原谅，
偏听偏信。

文中曲折的情节和唐僧师徒的离奇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本书作者罗贯中为读者讲述了唐僧以及其他的三个徒弟一路
上历尽艰险、降妖伏魔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取得了真经的故



事。正是这离奇的故事情节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心，致使此书
成为了我国古代的四大名著之一。

《西游记》塑造了四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唐僧诚心向佛、顽
固执着，孙悟空正义大胆、本领高超是妖怪们的克星，猪八
戒贪财好色，但又不缺乏善心，沙僧心地善良、安于天命。
这四个人物形象各有特点，性格各不相同，恰好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这使我不得不佩服作者写作技艺的高超，也许作者
善于刻画人物形象便是他的精妙之处。其中我最喜欢的便是
孙悟空，因为他神通广大、技艺高超，一路保护唐僧成功地
取得了真经，他就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而且在他身上还有
一种叛逆心理，以及他敢于和强大势力做斗争的勇敢的精神
令我十分欣赏。

书中写唐僧师徒经理了八十一个磨难有让我联想到了他们的
执着、不畏艰险、锲而不舍的精神。这着实是一种值得我们
学习的精神。再想想自己的半途而废、虎头蛇尾，我不禁惭
愧自己当初为何不能像他们一样坚持到底呢?也许这就是我所
缺少的，只要我能把一件事情从头做到尾，不管我是成功了
还是失败了，只要我尽力去做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成功
啊!因为我去做了，而且坚持到了最后。

那四本厚厚的名著，是每个自诩热爱中国古代文化的人必须
修读的。我自然不能免俗，刀光剑影，勾心斗角，爱恨缠绵，
都不适合此时阅读，于是再次翻开了《西游记》，进入了光
怪陆离色彩斑斓的神话世界。这是一部所有人都爱读的经典
大作，每个人都能在解读它时获取不同的感受和启示。有人
喜欢它鲜明的人物个性;有人喜欢它瑰丽的整体形象;有人喜
欢它活泼诙谐的语言;有人干脆把它当作道德修养小说或政治
寓言。但在我看来，它什么都不是，它只是“游戏之作”，
是一个单纯的神话世界。

我在读这本小说时常常有一种共鸣感，想必这是我内心深处
对于自由的欲望在呼喊吧!一、自由在经历了又一个个性受制



约的学期后，孙悟空这个形象完全激发了我内心潜在的，但
根深蒂固的向往——对彻底的自由的向往。孙悟空破土而出，
“不优麒麟辖，不优凤凰管，又不优人间王位所拘束”，闯
龙宫，闹冥司，在花果山自在称王，可以说已经达到人性摆
脱一切束缚，彻底自由的状态。孙悟空其实就是自由的化身，
他的品质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向往自由，他始终在追求自由，
他的一切斗争也都是为了自由。这样一个鲜活的形象给予了
我一种寻找自由、追逐自由的力量和勇气。总之，我觉得现
代人对于自己的生存状态，尤其是精神方面较为安于现状，
缺乏一种开拓进取，寻找更大自由的精神。二、神话如今也
是一个远离神话的时代。日常生活过于现实，使充满幻想的
事物遭到排斥。神话绝非幼稚的产物，它有深邃的哲学意义
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谢林在他的名著《艺术哲学》中
说：“神话乃是各种艺术的必要条件的原始质料。

《西游记》是中国神话小说的颠峰，也是神话文化的至高境
界，然后中国的神话文化渐渐没落了，神话不被人重视，连
《西游记》也少有人问津，只有孩子们会被孙悟空征服，于
是也只有孩子们抱有对未来浪漫的、梦幻般的希望。”三、
英雄“英雄”有许多不同解释。《辞海》中说英雄是杰出的
人物，曹操说英雄要有包容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胸。我认
为，英雄是那些顽强地掌握自己命运，并为崇高理想而奋斗
的人。孙悟空无疑是英雄的典型，他为了自由，为了自己的
尊严，不怕与一切进行斗争。

正因为这种对抗的差距悬殊，发自内心而拼尽全力的抗争才
显得悲壮。明知不可为而为的勇士才能凸现出其英雄本色。
复读了《西游记》，让我觉得其不属于一般名著的特点。我
相信，也希望它永远向大家展示着“自由、神话、英雄”三
个主题，给大家带来激励和源自内心的力量。

从小到大，我读过很多回《西游记》，第一次读时，纯粹是
为了它曲折有趣的情节;后来再读，对书中的各个人物的性格
和行为就有了一些看法。《西游记》中我最喜欢的是孙悟空，



喜欢他的善良、调皮、机灵、法力无边、对各天神说话时的
直率、打妖怪时的执着(尤其是在三打白骨精那一回)和对兄
弟、师傅和猴子猴孙的情谊。

在唐僧师徒四人中，孙悟空经常第一个发现妖怪，可是他的
师傅唐僧却总是轻易地被那些装扮成好人的妖怪欺骗，而对
打死妖怪的悟空念紧箍咒惩罚，甚至不顾他的解释把他赶走。
悟空虽然心有不甘，但还是听师傅的话，没有死皮赖脸地跟
着师傅。但是当八戒又来找他帮忙时，他一听到师傅有难，
就不记前嫌、义无返顾地跑去救师傅，没有半句怨言。他虽
然天生比较冲动，性格比较火爆，有时会因为一时冲动而杀
生，但是在我看来，那些人都是罪有应得的，都是些杀人无
数的强盗啊，暴君啊等等，可是相信佛教的唐僧却不信，他
不管怎么样都不让悟空杀人，却不去管那些恶人去害人，我
总是觉得悟空很冤枉。

看到这个题目，或许很多人会觉得很好笑：到今天才看《西
游记》，会不会太幽默了。说起来很惭愧，虽然我在很小的
时候已经接触过少儿图书版的《西游记》，也看过不少于十
次的电视剧，动画片，对其中的各个角色的性格和曲折有趣
情节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但真正品读整本书，却是近段时间
的事情。我曾经认为，看电视剧多好啊，既简单易懂，又有
充分的视觉和听觉享受，何必拿起一本厚厚的书去钻那些自
己不懂得文字。现在看来，我当时是大错特错了，一样的故
事，一样的人物，书中比电视剧更精彩更扣人心弦，让人恍
若进入了一个光怪陆离、色彩斑斓的神话世界，全然忘记了
身外的世界。书中主要讲述了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
四师徒历尽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取得真经的故事。

书中的四个主人公的人物形象各有各的特点，性格形成鲜明
的对比：唐僧诚心向佛，心地善良，顽固执着，同时又因心
肠太软而显得有点懦弱和迂腐;孙悟空正义大胆，勇往直前，
聪明机灵，对师傅忠诚，全心全意，法力无边，让所有的妖
魔鬼怪闻风丧胆;猪八戒虽贪财好色，又懒又馋，但从不缺乏



善心;沙僧忠心耿耿，憨厚严谨，乐安天命。而其中我最喜欢
的就是孙悟空了，在被压在五行山下之前，他是一个天真烂
漫、调皮任性的无拘无束的“野猴”。他夺走老龙王的镇海
之宝——定海神针;游乐地府撕碎“生死簿”;大闹天宫，偷
吃仙桃仙丹，不把玉皇大帝放在眼里，还自封“齐天大圣”。
他在这个时期是最顽劣叛逆的，但却能让我产生强烈的共鸣，
使我深深地喜欢上这一人物形象，也许是因为他激发了我内
心潜在的向往——自由。

他破石而出，无父无母，没有世俗的各种羁绊，他是自由的;
他看到老猴的死亡便决心到远方寻求长生不老的法术，他在
追求自由，摆脱死神的束缚;他大闹天宫，是因为玉皇大帝限
制他的行动和自由。正因为他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是为了获
得彻底的自由，他才显得那么可爱，当众多天兵天将对他束
手无策，玉皇大帝被迫请求西天如来佛祖的帮助时，让人有
一种泄恨的快感，给人带来追逐自由的力量和勇气。然而，
我清楚地明白，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完全的自由
是不可能的，人始终要受到这样那样的约束，有许多的无可
奈何，孙悟空最终还是受惩罚而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但这
并不说明他有错，只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力量还不
够强大，毕竟他是孤军奋战，也许正因为双方的力量悬殊，
他输也输得悲壮，尽显英雄本色，让人惋惜，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