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水浒传的读后感 水浒传读后
感(通用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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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
下吧。

水浒传的读后感篇一

水浒一百单八将，有忠心报国的领袖宋江；足智多谋的吴用；
粗鲁狂大的李逵……我印象最深鲁智深。

镜头一：事前思考的英雄好汉

在火烧瓦罐寺，鲁智深来菜园，与林冲偶遇，两人志同道合，
便在一起枪法，后好朋友。后其得知林冲被高俅设计误入白
虎堂后被押往服役途中，在野猪林将被杀时，出手救出林冲。
从中何以看出智呢？其实在林冲被押途中鲁智深就可以救出
他，可当时的地点是客栈，人多不好下手，更容易让别人认
出他，一番思考后他决定天在人少的野猪林救林冲。很早时
他就在野猪林守候着，在小吏将杀害林冲时救出了他。事前
的思考让他事倍功半。

镜头二：见义勇为的仁人志士

鲁智深在桃花村头时，来到庄园，得知庄主的女儿要被山贼
当压寨夫人时，便穿上新娘的，来到新娘房中，说服贼人。
后与强人结识。其实早在他来时，庄中他那强人杀人不眨眼，
连官府也不眼中，后还敢以救人，真是见义勇为的仁人志士！

镜头三：粗细的勇士典范



鲁智深在初识史进，便带史进及其师傅李忠来到酒楼吃饭，
意外得知金氏父女被杀猪的郑屠陷害至此，便要为报仇。再
此，他先安排好金氏父女，防止店小二去追，还拿了凳子在
店门口坐了时辰。大约走远了，便去找郑屠的碴，还叫他分
别切精的，肥的肉做丁，以理由来打了郑屠，拳拳有理有据，
最后不打死了郑屠，他怕脱不开身，便假装说：“你这斯诈
死，洒家与你理会。”借机逃跑。在他救人的过程中处处显
出细致。

鲁智深救人却不失机警；见义勇为却不失自身安全；失粗犷
却不失细致，真是梁山泊的好汉的各的化身啊！

品鲁智深，看水浒英雄之典范！

水浒传的读后感篇二

大家好，我读完了一本书，名叫《水浒传》，我想把它推荐
给大家，因为它令我着了迷，我相信只要你们一看，你们就
会爱不释手。

《水浒传》是我国第一部以白话写成的长篇回体小说，也是
经典之作。还塑造了一大批个性鲜明的英雄好汉，勇猛利落
的武松，隐忍而后爆发的林冲，足智多谋的吴用，这些人在
作者的妙笔之下焕发出独特的个人魅力。

其中，我最喜欢林冲，他原来可是东京威风凛凛的八十万禁
军教头，武艺高强，受人尊敬，要不是阴险的高俅陷害入狱，
也还安于隐忍态度，可他一忍再忍，终于走上反抗道路。林
冲身上还有济贫扶弱、讲义气的侠义风范。

我为林冲感到可惜，他竟然生长在这样一个腐败社会，不过
这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我读完这本书，觉得他的情节生动曲折，引人入胜，虽然有



夸张成份，但又不失真实，含有个人感情，具有极强艺术感
染力，所以我推荐大家读这本书。

水浒传的读后感篇三

暑假里，我看了许多课外书，比如《窗边的小豆豆》、《蓝
鲸的眼睛》、《草房子》……但是，其中令我印象最为深刻
的当然要数《水浒传》了。

《水浒传》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一部名著，讲述的是以宋江
为首的108位好汉，因为各种原因聚义梁山泊，后来被朝廷招
安，接着又为官府南征北战，最终却被奸臣童贯、蔡京等人
所害的故事。

读完这本书，我认识了书中的108位好汉，有粗中有细的花和
尚鲁智深，豪情万丈的打虎英雄武松，勇而有谋的豹子头林
冲，足智多谋的智多星吴用，模样古怪的青面兽杨志……这
一个个梁山好汉都让我非常敬佩，他们个个“忠义”两全。
他们对梁山忠心，对国家也是忠心耿耿，最后的被朝廷招安，
为国出力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一个个英雄好汉路见不平拔刀
相助的义气是让我敬佩的，他们都可以为别人赴汤蹈火，哪
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保住别人的性命都在所不惜。

我爱书中的英雄人物，爱英雄们身上的忠义精神，但当我合上
《水浒传》，我的心情久久不能从书里那一个个荡气回肠的
故事中走出来，比如大家最熟悉的故事：武松打虎。我从故
事里知道古代的老虎都叫“大虫”，武松在一个名叫“三碗
不过冈”的酒店喝了十八碗酒后，在山上赤手空拳打死一只
老虎，可想而知他的力气有多大，有多勇猛。

读完这本书，我想作为一个小学生，我还不是很懂得一些大
人的事情，我所能明白的，就是作为一个人，一定要孝顺父
母，感恩老师，感恩祖国。我在暗暗发誓：以后一定要好好
读书，认认真真学习，明明白白做人，长大后做一个对国家



有用的人，不辜负父母和老师的期望。

水浒传的读后感篇四

八百里水泊梁山，英雄聚义；众豪杰一百单八，替天行
道。——这就是元末明初的作家施耐庵用其毕生精力写就的
传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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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水浒传》可歌可泣地道出了英雄豪杰之性情：兄弟义
气、国家忠义。替天行道，英雄之信念也！

梁山英雄们正是秉承了古人所说的：“大丈夫生天地间，应
以天下为己任，终生不移。”梁山英雄们举起“替天行道”
的大旗，杀富济贫，乃真英雄也！梁山好汉个个集正义和公
理于一身，他们疾恶如仇、除暴安良，所作所为，人们无不
拍手称快。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为的是解救金氏父女；晁盖、
吴用、阮氏兄弟等人义劫生辰纲，为的是接济贫困。

读完《水浒传》，我的耳边久久回响着歌星刘欢那高亢激昂
的歌声……

水浒传的读后感篇五

《水浒传》，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书中主要讲述了一百
单八将因各种原因陆续上了梁山泊开始聚义，渐渐成为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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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仅剩二十余人具
有悲剧色彩的英雄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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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的每一位人物形象都经过了作者的精心的雕
琢，个性极为鲜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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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着这份“忠义”结成了
乱世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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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江与李逵饮毒酒一事”是全书中最令我感伤的情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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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看完《水浒传》时，有着些许茫然，也概叹着今朝中国
并非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清明，但也可谓为太平之世，身



处之中还算幸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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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浒传的读后感篇六

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总算被我在假期里啃完了，好辛
苦啊！

先不必说宋江和小旋风柴进的仗义疏财，也不必说吴用的足
智多谋。单说那天性直爽的`李逵，他颇有些野，一身鲁莽庄
稼汉和无业游民的习气，动不动就发火，遇事不问青红皂白，
总是一说二骂三打，结果不是吃亏就是后悔，但他却有“富
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

当读到武松打死景阳冈白额吊晴猛虎，被人们称为英雄时，
但我却认为他不是英雄，理由如下：

１、老虎当时伤人，只不过是它的生存本能，不能用是非善
恶这一标准来衡量，老虎也有生存下来的权利。

２、武松当时是喝了十八碗酒，他的头脑不清醒，失去了理
智，目的也根本不是为民除害，而是为自保。

当然，古归古，今归今。现在老虎的数量已经非常少了，有
些种类的老虎已经灭绝，老虎也成了珍稀动物，我们每一个
人都要好好保护它们。

水浒传的读后感篇七

读过《水浒传——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后，我对梁山好汉充
满了敬意。他们的性格不同，本领也各不相同，他们各有各
的特点，不过，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鲁智深。

因为身上刺着花纹，所以人称“花和尚” 鲁智深。因为打死



了镇关西，便上五台山当了和尚，因为他喝酒吃肉，犯了规
矩，被迫到寺院中看菜园子。我很欣赏他的路见不平，对邪
恶的憎恨，而引起了“拳打镇关西”和“大闹桃花村”的事。
我还很欣赏他对朋友的仗义，而引起了“大闹野猪林”的事，
看见自己的朋友饱受磨难，自己看不过，而拔刀相助，这一
点很使人感动。

在征方腊之后，因鲁智深不愿去做官，在六合塔寺坐化圆寂。

我想也就是因为有对正义的维护，对朋友的仗义，才使得
这108将，同心合力效忠于朝廷，也就是有这种上下一心的.
感情，才使人更加佩服这108将吧！

虽然奸臣当道，皇帝听了他们的谗言，才使这些梁山好汉一
起魂举寥儿洼的。但他们的美名是受人们千古传诵的，人们
会永远记住他们的故事。

水浒传的读后感篇八

最近，我在读《水浒传》，其中有一个故事让人印象深刻，
那就是“智取生辰纲”。

这一节讲的是：北京大名府梁中书，准备了给东京蔡太师蔡
京的生日礼物，要青面兽杨志押送。运送途中，在一个叫黄
泥冈的地方，晁盖，公孙胜，刘唐，阮氏三雄和白胜设计劫
了生辰纲。杨志不敢回京复命，只得逃避江湖。后遇操刀鬼
曹正和花和尚鲁智深，三人合力杀了二龙山强人，杨志和鲁
智深在山上做了大王。

读了这篇，我受益匪浅，做什么事都得用计谋，要全方面考
虑。在什么时候经过，也要安排得让人信以为真。还要配合
好，如果没有配合好，计谋再好也要被别人识破的。

梁中书送给蔡京的生辰纲都是金银财宝，这些钱都是哪儿来



的呢？不是梁中书辛勤劳动得来的，而是从老百姓手中剥夺
来的，这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啊！可惜杨志并没有认识到
这一点，他一心想要当大官。没有和他的手下配合好，但晁
盖，无用等人就配合得天衣无缝。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们与人合作的时候，
一定要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才能取得成功。

水浒传的读后感篇九

早就听哥哥他们说起水浒传里的一百零八个好汉，我一直期
盼着一睹为快。终于寒假来了，在一大堆课外书里我一眼就
找到了《水浒传》，我迫不及待地坐下来立马看起来了。

开肉绽，但还是没有招供，保护了其他的梁山好汉。

《水浒传》，我真的很喜欢看。

水浒传的读后感篇十

——题记

看完《水浒传》原著，看完《水浒传》电视剧，我闭眼沉思：
原著与电视剧异同吗?

一定有啊。总体来说，原著注重的是“语言”，电视剧注重
的是“画”,使其更生动，更容易被人记住。细细品味，它们
在人物刻画、内容情节等方面均有异同。

人物刻画的异同——

说人物形象，李逵是一个嫉恶如仇，有造反精神的人。他上
梁山，没有丝毫的勉强。上了梁山之后，他的要求是“杀去
东京，夺了鸟位”。所以，一听到说招安，他就撞翻桌子，



甚至把朝廷的圣旨扯碎。此则为“同”。

在刻画李逵上，原著与电视剧是同的，而在刻画宋江上，则
略有不同。

在原著中，宋江为人胸襟广阔、目光深邃、志向高远，是一
个具有雄才大略的人。“碌碌因人是废才”，宋江却不这样，
做押司小吏，散施银两，济人急苦，义放晁盖，怒杀阎婆惜，
尽显豪侠之气;宋江在浔阳楼题的诗:“心在山东身在吴，飘
蓬江海谩嗟吁。他日若逐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仔细想
一下，“敢笑黄巢不丈夫”，什么是大丈夫，他认为自己忠
义，现在虎落平阳，将来为国家建功立业，这才是大丈夫!

然而，在电视剧上的第三十八集——招安。那个时候，宋江
放走了林冲的头号敌人高俅，林冲先是吐血，然后气死。因
为自己要招安，惹出了更多的血腥场面。为了自己要求一个
官职，导致了整个梁山义军的灭亡。在此，宋江似乎是一个
自私自利的人。

首先，电视剧中，林冲之死，是因为宋江放走了高太尉而气
死的。而原著中，林冲是病死的。我想：这样一来，林冲对
高俅的深仇大恨、对亡妻的深爱都进一步被强化，人性化的
因素加强了。

再者，老版水浒传电视剧中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情节——攻打
辽国。这是在宿太尉招安之后，宿太尉的建议。我将《水浒
传》翻至第八十三回，《宋公明奉诏破大辽 陈桥驿滴泪斩小
卒》，再翻到目录，从八十三回起，花了七八回在攻打辽国
上。而电视剧中，梁山义军就直接进入朝廷。我认为，这段
是不能漏掉的，因为在攻打辽国这件事上，体现了梁山义军
的英勇善战：在此途中，因为辽国的一个太乙混天象阵，宋
军想了很多办法。当我看着他们一次一次无奈地收兵时，我
焦急万分;当我看到他们成功时，我又欣喜若狂。期待电视剧
上一幕。可是，看到电视剧，我是失望的。



还有，譬如林冲打洪教头，一开始是戴枷的，并且，他是用
枪棒抡了洪教头的小腿，而不是打了一棵树，树倒下砸到洪
教头的腰部的等等。

相同的结局——

还是要提到梁山义军的悲惨遭遇。因为宋江的一个招安，从
正将到偏将，从马军到水、步军，一个个归神了。只留下赞
名千古。我想：二十年后，你们仍是一条好汉!

实话说，是原著好，还是电视剧好，我也说不清。总而言之，
各有各的优缺点。但不管怎样，还是要尊重原著的。

“打鱼一生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赃官都杀尽，忠
心报答赵官家。”再次回顾阮小五的歌谣，望梁山泊，不禁
叹了一口气。

梁山依旧人却无，至今古迹仍尚存。悲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