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水浒传八十一回读后感(大全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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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浒传八十一回读后感篇一

这个暑假我看了一本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水浒
传》的内容丰富多彩，108名梁山好汉性格鲜明，让我不得不
惊叹作者深厚的写作功力。其中我最喜欢《花和尚倒拔垂杨
柳》这个故事。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这个故事是讲鲁智深来到相国寺看管
菜园时把“过街老鼠”张三和“青草蛇”李四等泼皮修理了
一番。第二天泼皮们买些酒菜向鲁智深赔礼，这时听到门外
大树上的乌鸦叫个不停，他们认为乌鸦叫声不吉利，鲁智深
就把那棵树连根拔起。

别说泼皮们为鲁智深的神力惊叹不已，赶紧伏地拜师，我也
对他佩服得五股投地。如果不是这样，他又怎么能收复那一
帮泼皮呢?其实，鲁智深还有一颗慷慨大方、扶危济困的善心。
当他了解到金家父女的不幸遭遇后，虽然自己与他们非亲非
故，却马上主动提出要给金老盘缠让他们回东京。

这个故事让我想起几个月前发生的事。那天下午，我和妈妈
去市场买菜，在南塘边上三角地带转弯的地方，忽然看见一
个上了些年纪的老奶奶骑着电动车摔倒了。可能是转弯太急，
可能是地板有点滑吧。只见老奶奶的腿被车头压住了，允许
腿摔伤了，一下子拉不出来。我看见了马上跑过去，可还没
到老奶奶身边，就听见街边摆摊的几个老人家七嘴八舌地喊：
“不要去扶!”“有些伤不能动的!”“这小孩走开，不关你



的事!”……我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妈妈急忙拉
住了我，往街边退去。这时候，我看见了旁边站了很多人，
或指指点点说着什么，或拍照或录像，但就是没有人上前去
帮忙。

后来，还是老奶奶自己爬起来的，瘸着腿又把电动车扶起来，
慢慢开车走了，围观的人这才渐渐散去。

我想，如果有像鲁智深这样力大勇猛又热心的好汉还在的话，
他一定会快速去帮助摔倒的老奶奶的。我多么希望每个人都
有鲁智深的善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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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八十一回读后感篇二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水浒传》是一部永垂不朽的名著，
也是一首歌颂英雄豪杰的赞歌。这部著作描写了108将，他们
聚在一起全靠一个“义”字。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字，所以兄
弟们才会互相信任、互相帮助;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字，才成就
了水泊梁山的庞大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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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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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部鸿篇巨制中我懂得了如何对侍朋友。

宋江就是我的榜样，他虽然武功不高，计谋不深，也没什么
独门绝学，但却坐上了头把交椅!那是因为他结交朋友全凭一个
“义”。他仪仗疏财，视朋友于手足。与李逵喝酒时，他给
李逵买了好多肉，但并没有斤斤计较，而是完全不挂心上。



其他兄弟都打心眼儿里佩服他。朋友就应该和他一样，讲义
气。

我挺喜欢“行者”武松的。他本来是在官府里谋职，但遭到
小人馅害，无奈来到梁山。武松很勇敢，他路过景阳岗，听
说那里有一只凶猛的老虎，经常出来祸害人，路过这里的人
都不敢走。可武松一点也不害怕，他趾高气昂地说老虎在我
看来就是一只大虫而已。他一气之下喝光了十八碗酒，趁着
酒劲，赤手空拳硬是把那头老虎给活活打死了!大家听说后纷
纷来向他道谢，真是为人民除害了!人们送他了一个称号“打
虎英雄”。

但我更喜欢李逵，他虽然颇有些野蛮，遇事不分青红皂白，
总是动不动就动手，结果总没有好事。但是却有“富贵不能
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魄。最重要的是他还有
一种英雄气概，能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仗义，这点让我的心由
为触动。我想了想，如果他是我的朋友，我相信我其他的朋
友肯定没有他这样的魅力!不是因为他的面貌，也不是因为他
那高挑的身材，就这一点，在别人眼里不过就米粒那么大，
可就是米粒这么大的优点，在这世界上都快要“灭绝”了!

《水浒传》这部书写出了108个好汉的不同人生，不同性格，
但同样是一个信念-为民除害，劫富济穷，的确是一本值得耐
人寻味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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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八十一回读后感篇三

以前，除了《西游记》之外，我没有接触过四大名著，这个
暑假没有作业，我就用这些时间攻读了四大名著。让我深有
感触的一册是《水浒传》。



没有接触这部书的时候，我只淡淡的了解到《水浒传》中有
一百零八位好汉，并没有什么感受。

读过这本书之后，我终于有了自己对《水浒传》独有的见解。

一开始读的时候，我对它并没有什么兴趣，因为这是一部古
书，有些词不大理解，读起来枯燥无味，就因为这本书中不
认识的字太多，翻字典就翻了无数遍，以至于一些常用部首
的页码都记得滚瓜烂熟了。

但后来，我逐渐对它有了兴趣。那些好汉当中，我最喜欢李
逵。李逵粗心大意，直爽豪迈，只要一出去就必定惹祸，但
我反而喜欢李逵这样的性格。在宋江等受到招安之后，李逵
打仗时，折了一名助手，虽是一个悲惨的场面，但是在描述
李逵时有一个词—“哭奔回来”，让我哈哈大笑。我在前文
之中，从来都没见过李逵哭过，在这里李逵却洒下了对他来
说极为罕见的泪水，也可见其重情重义的性格。

其次，这一百零八位好汉宁死不屈，大义凛然的英雄品质，
也使我为之动容。每次有一位好汉落难，宋江必会竭尽全力，
救其还寨。而每次，有哪个好汉被抓，都是始终不屈，求其
一死，这种对宋公明的忠诚，我想，也是宋公明的义气所换
来的吧。

书至末尾，也带上了“悲剧色彩”。本来百战百胜的宋江带
好汉们去讨方腊时，却每每折将，读到这里时，我流过不止
一次泪。

但最感动的章节，当属小说的结局—第一百二十回。卢俊义
被奸臣用水银毒死，让我十分气愤。宋江最后也没逃过这一
死。后来，李逵、吴用、花荣随宋江而去，更是让我潸然泪
下。

故事的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催人泪下，描述得当。



而从作者的角度来看，一百零八个人，各有各的性格，难度
很大，但是，作者施耐庵却把这一百零八位好汉形象塑造得
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令我佩服之极。

《水浒传》，彻彻底底的把我折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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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八十一回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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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浒传八十一回读后感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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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