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浒传读后感(模板6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
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水浒传读后感篇一

这个暑假我参加绿色阅读节活动阅读了水浒传，在这中间得
到了一些启发。

书中最后，宋江未走自己的路，而是向宋朝皇帝招了安，从
而走上了末路，最后英雄好汉们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
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在悲剧中结束了。

但是，历有许多人物走上自己的路，获得了成功。

伟大的达尔文幼年沉醉于大自然中，父亲因此十分生气，让
他去学神学，但是他选择了走自己的路，他对神学的“神造
论”十分的不满。经常利用平时的空余时间去听自然科学讲
座，并对生物学产生了深厚的兴趣，1831年12月17日是，以
博物学家的'身份坐船环游了世界，之后发表了《物种的起
源》，成为一名伟大的博物学家。

我国的天才军事家粟裕大将，1948年_让他来江南打仗，他说
不行，他走自己的路，在江北把__的主力消灭，他立下了军
令状，在江北消灭__10万人以上，结果在第一场战役----七
战七捷，就消灭了__9万人之多，在后期的豫东、淮海，消灭
了10万人，灭了蒋家王朝，获得了成功。由此可以看见，走
自己的路，只要不断的去追求，不断的争取，向着自己的目



标前进，这才可以成功，我们也要吸取宋江失败的惨痛教训，
不可以轻易离开自己的“路”。

水浒传读后感篇二

《水浒传》是我国着名的古代历史小说，作者以农民起义为
材，塑造了有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是一部封建时代腐败的
证据。《水浒传》描写了以宋江、吴用为首的三十六为天罡
星和七十二位地煞星，奸臣当道，社会腐败杯朝廷逼上梁山，
后来被招安后又被奸臣所害，到头来一无，反倒丢了性命。

自古，都把农民起义说成是对抗朝廷，反叛天子，想自立为
王，在《水浒传》中事实正的吗?不!被奸臣所害，是“身在
曹营心在汉”宋江一边要躲避官兵的追捕，一边还要等待机
会重归朝廷，为民除害。爱国精神人都，只精忠报国的爱国
之人。

情，有，但在《水浒传》之中，更多的则是兄弟的友情。李
逵救宋江，都此何别人争斗，劫法场，阮家三兄弟，曾发誓
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情”字，包含了太多
太多的内容了。

读了这本书我了解古代的历史，水浒英雄们的反抗精神和封
建社会腐败的一面。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书。

水浒传读后感篇三

俗话说的好“开卷有益”。书，可以开拓人的视野；书，可
以丰富人的知识；书，可以陶冶人的情操。所以，我要像大
家推荐一本书——《水浒传》。

《水浒传》里的人那都是些英雄好汉。如：打虎英雄武松、



花和尚鲁智深、智多星吴用，而这些人中令我印象最深的就
是打虎英雄武松，既然是打虎英雄，那么肯定是将老虎打死
啦。

话说，有这么一回武松提着哨捧来到井阳冈，因哥哥被小人
下毒酒毒死，一气之下将小人杀了，想到阳谷县避难。因有
困意便躺在一块石头上睡了过去。当他醒来时发现一条猛虎
正气势汹汹的盯着武松这块肥肉。武松二话没说，举起哨棒
当头就打，直到老虎打死为止。附近村民听说武松打虎为他
们除了害，所以给了武松“打虎英雄”这个美誉。

通过这一事例，让我感受到武松是一个非常勇猛的人，我非
常敬佩这种英雄人物。令我一闭上眼，眼里全是武松打虎的
场面，那是多么惊心动魄，令人荡气回肠啊。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多读书，让书改变我们的生活吧！

水浒传读后感篇四

当我将《水浒传》全看完时：

却并不是百感交集的情绪，而是迷迷茫茫地了无头绪。

也许是对最后结局的恍惚，仿佛这不是原本应该有的。

我再看看那些醒目的字眼，悲壮的场面又再脑海上演。

恍然才知道这原就是结局，心不知怎么地随泪水伤心——题
记

《水浒传》是中国四大名着之一，它主要讲述了一百零八个
好汉因为各种原因陆续上了梁山泊并且不断壮大，渐渐成为
当时朝廷的一大心病，在朝廷几次攻打未果后，接受了招安，
并帮助朝廷征辽、平王庆、灭田虎、除方腊，最后仅剩二十



余人。但由于朝廷的四大奸臣嫉妒其功劳，部分剩下受封赏
的好汉被害得丢官或被害死，最后只得剩下寥寥无几。

《水浒传》描绘的人物形象极为鲜明：大义凛然的及时雨宋
江、耐不住性子的急先锋索超、性烈如火的黑旋风李逵、贪
图女色的矮脚虎王英、深明仗义的小旋风柴进、热情豪爽的
花和尚鲁智深……一百零八位梁山好汉虽性格各异，却也为
乱世之中的“知己”。志同道合的他们终究汇聚于梁山泊上
开始了他们的对抗当时腐败黑暗的朝廷的起义。屡战屡败的
朝廷被迫向梁山好汉们抛出“橄榄枝”———招安。其实这
正是梁上好汉们的众望所归。尤其是宋江，这更是他最为希
望看到的结果，毕竟为官比为贼要好名声啊!然而!这却让他
们走向了“不归路”。他们帮朝廷扫除了障碍，让王朝得以
巩固，得到的回报却是战死沙场、颠沛流离、惨遭谋害。原
本在梁山春风得意的好汉们如今的晚景凄凉。不由得让人心
中唏嘘不已———身处乱世的他们，原本可成为乱世中的英
雄，可惜最后一步走错了。其实是“造化弄人”啊!他们原本
为落草为寇，身为“义盗”的他们最令当时朝廷“黑暗的昏
庸者”所恐惧。当他们的实力渐渐减弱、分散时，在原本
是“敌营”的朝廷中里必然有诸多“仇家”虎视眈眈，这般
情况下怎能有好的结果呢?这便是他们的可悲之处———“出
来混，早晚是要还的”。

全书最令我感伤之处在于“宋江与李逵饮毒酒一事”。当中
兄弟们纷纷离世，自己与李逵即将不久于人世时，脑子里浮
现出一个又一个昔日的美好时光时，宋江似乎也才知道自己
恐怕做错路，投错主了。当如此悲壮的场面在上演时，我想
恐怕愤慨之意最深的并非是我，而是此书的作者———施耐
庵和罗贯中。毕竟宋江这等英雄们落得如此下场，真叫人抱
打不平啊!其实这样的悲剧也可反衬出当时朝廷的黑暗，世道
的混乱。我想当作者写完这本书时，恐怕会感慨万千。即为
宋江等人之死惋惜，也为如此乱世唏嘘。作者此番也必会想
到当世，何谓乱世又何谓安世?自己身处的朝代可否为清明之
朝?当世可否为太平之世?自己的晚景是否也会凄凉?种种疑问



油然而生。

其实不然，当我看完此书时，些许茫然后，也概叹今朝的中
国虽不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清明，但也可谓为太平之世，
身处之中还算幸福。这不由得想到前阵子重庆打黑除恶专项
整治斗争，想到了前不久被处死的文强。文强等人这般“重
臣”也会因贪黑腐败而“落马”。可见当今我们的“朝廷”
是不会有“烂根基”的，中国的共产党总体作风清明廉洁，
不会有《水浒传》的悲剧再上演了。同时，作为未来中国的
接班人的我们也应该努力学习，争取创建祖国的美好未来。

我只希望《水浒传》永远只是传说，而不是现实!

水浒传读后感篇五

旷世奇书《水浒传》。每当我捧起这本书时，就会心

潮彭湃，思绪激昂，有两个大大“？”萦绕在脑海

中：何为英雄？英雄为何？

兄弟义气，英雄之性情也！

儿女情长乃私情也；尽忠报国乃豪情也；惟独兄

弟义气，才为英雄之真性情也。

《水浒》中得一百单八将正是抱着“四海之内皆

兄弟，天下皆为一家人”的信念，共聚梁山。武松醉

盖、吴用、阮氏兄弟等人义劫生辰纲，兄弟们团结一

心，同甘共苦，终成大事；有“及时雨”雅称的宋江，



更是想兄弟之所想，急兄弟之所急，救兄弟于水深火

热之中，而从不顾己。兄弟情深如此，怎不为英雄？

一部《水浒》道出了英雄之性情：兄弟义气。

水浒传读后感篇六

暑假我读了《水浒传》这部长篇小说，我仿佛认识了108个梁
山起义的绿林好汉。这本书让我了解了中国古代的历史，水
浒英雄们的反抗精神和封建社会腐败的一面。这的确是一本
非常耐人寻味的书，从中我感受到了：我们一定要学那些正
直、行善的人，不能学那些专横跋扈、欺善怕恶的人。刘备
说得好: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我的理解是凡事应从小事做起，一件
善事，一件善意的小事，也许对你而言只是一个不经意间微
不足道的举动，也许对他人而言就可能起到翻天覆地的变化;
也许是你的一句善意的鼓励，使一个对学业失去信心的孩子
成为发奋图强、积极向上的好学生;也许是你的一个温暖的微
笑，使一个准备轻生之人停下了走向死亡的步伐，体会到人
世间的温情;也许是你的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捡起了地上的一
张纸屑，让我们的外国朋友了解到中国人民的好习惯，维护
了国家的尊严;又也许是你的一个友善的举动，把窨井盖盖好，
使路人免遭了受伤的危险……的确，很多的“善小”能使他
人受益匪浅，但相反许多的“恶小”却使人失去了太多。或
许有些人最后成为无恶不作的强盗，只是因为儿时的一丝贪
念，小偷小摸图的是那一时的快感，而正是这样的“恶小”
的累积导致了一个个悲剧的发生。所以，“勿以恶小而为
之”。

有的时候，一件小事的作用你却不能忽视，它也许能阻止一
个悲剧的发生。记得曾经吴王要攻打楚国，警告他的大臣
们“如有劝阻者斩”，吴王有个年轻的门客忧心忡忡，强行



谏言不是办法，于是就怀揣着弹弓，彻夜站立在后花园，露
水沾湿了他的衣衫，他依然坚定地站立着，三天三夜过去了，
吴王来到他的跟前说：“你是我的得意门生，何苦这样
呢？”年轻人回答：“请您看看那棵树，树上有只蝉，蝉高
高在上，哀怨地叫着，却不知有只螳螂在它的身后，螳螂把
身子贴在隐蔽的地方，一心只想捉蝉，却不知有一只黄雀躲
在一旁，黄雀伸长脖子一心想琢螳螂，却不知我正拿着弹弓
瞄准它。您看，它们都只求眼前的利益，却没有顾及身后隐
伏的祸患啊！”吴王听后大悟，立即下令停止攻打计划。这
位吴国的谋士通过一个很小的比喻就轻而易举地阻止了一场
血雨腥风，挽救了吴国！一件小事的功力可别小瞧！

《三字经》里有“融四岁，能让梨。香九龄，能温席”的句
子，刚读时不懂它的意思，认为让梨、温席不过是平常小事，
人们会在意这些小事吗？可是，当我拖地甚至拖得不十分干
净的时候，我会看到妈妈满意的笑容;当我帮姥姥打扫卫生时，
她总是笑得合不拢嘴;当同学们把黑板擦得干净时，老师会投
来赞许的目光……可见，当我们做一些小事时，我们的长辈、
我们的老师会感觉到非常了不起，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我们的
实际行动，而不是美丽空洞的口号。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让我们从我做起，
从每一件小事做起。

孟子说:善事不在于大小，而在于是否在对方困境之时，恶事
不在于大小，而在于是否真正伤了对方的心。现实生活中，
我们难以保证不犯中山君分羹不均的错误，难免得罪人，那
么让我们一起行善吧，用一点善意就能换回一个灿烂的春天。
小作者通过阅读《水浒传》和《三字经》等，也认识到
了“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看来阅读真的有
自我塑造的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