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水浒传的读后感(实用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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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
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
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
有所帮助。

看水浒传的读后感篇一

老师说她读小学就啃完了文言文版的四大名著，这让她在以
后的语文学习中如鱼得水！我也想像老师那样学习！

一百零八单好汉被迫聚义梁山，干着为民除害的正义的事，
最终也只是所剩无几，虽然很可惜，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
象却已深深刻在我的脑海中。

大仁大义的吴用，为了正义和义气，为了真理可以奋不顾身，
用生命去奋斗，用勇气去拼搏，真的让我敬佩不已！勇敢大
胆的武松赤手与老虎搏击，为了兄长也不惜一切代价地去讨
回公道！还有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豪爽的鲁智深……从字
里行间无不呈现出鲜活的人物形象，在字里行间，我汲取着
各种不同的描写人物的手法、方法。

我学会了描写人物可以通过抓住人物的外貌、语言、动作、
神态、心理、细节等的描写，运用适当的修辞手法把人物的
形象写生动、具体、形象。我还积累了好多名言名句，并运
用到我的写作中，学会了学以致用。

在书中与各路英雄畅谈，从书中学习更多的经典，这就是诵
读经典的乐趣！



看水浒传的读后感篇二

他们，有过梦想；他们，有过势力；他们，曾经更是离那个
梦想是那么近，可最终却也难免化作了一百零八朵流星，划
过历史的夜空。

当年，统治昏暗，为了一个英勇反抗的共同目标，他们走到
了一起，势力也无可避免地十分壮大。在这个队伍中，曾经
有过仗义疏财的“小旋风”，也有过箭无虚发的“小李广”；
有过神机妙算的“智多星”，也有过那个敢爱敢恨、心粗胆
大、率直忠诚的“黑旋风”。他们替天行道、匡扶正义，可
在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残暴之下，又能如何？想当年，一百零
八位兄弟响亮的呼声震彻山谷，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反帝的旗
帜、揭开了战斗的序幕。可最终，“招安”就那样无情地让
起义走向了失败，也把英雄好汉一个个地引进了坟墓：毒酒、
水银、上吊绳，就是这些沾上了罪恶气息的杀人工具，让一
百零八位好汉生离死别；出家、隐退、迫害，让“替天行
道”从此销声匿迹。他们的豪情与义气，也终于成为了一曲
悲歌。

看到了这样的故事，任何人都难免心头一震，我也不例外。

他们替天行道，团结一心，可终究也难逃失败的命运，不是
他们没有好的将领，相反地，他们有；难道是有叛徒？不。
那就是他们懒惰了，安于现状？也不是。很大的程度上，梁
山里的“招安”思想带领着他们走向了失败。出于对现实社
会的不满及对自身出路的绝望，众好汉聚义梁山。然而他们的
“革命目的”并不明确。他们的起义宗旨也只不过是“劫富
济贫”、“替天行道”等最初级的反抗思想。由于农民阶级
小生产者的意识和自身文化水平的低下，使得他们不能够形
成一种“合力”。他们既不知道“跟谁走”，也不知道“怎
样走”，这就使得具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地主阶级能够“趁虚
而入”，占据起义军的领导地位，并将他们一步步地带向
了“招安”的不归路。



当时社会宣扬“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
纲”、“夫为妻纲”，宋江便是这种思想的产物。宋江还是
郓城押司的时候，其父便苦劝他不要与梁山草寇来往，好好
为官，处人头地以便光宗耀祖，宋江也答应了。如果不是因
为阎婆惜命案，他根本不会投奔梁山。他一直称北宋的皇帝为
“圣上”，可见在封建观念中的“天子”在他的心中是神圣
不可侵犯的。高俅到来他亲自下山迎接并在谈判中保护其不
被梁山好汉追杀，以致气死林冲。他一直认为走与统治者的
合作才是“正道”他鄙视自己和兄弟们“落草为寇”。最终
为维护“兄弟们的名声”将苦心经营的水泊梁山交给朝廷，
这便是他招安的源头之由，这也预示着起义的不战而败。

从梁山起义的失败就可以看出：思想，是具有着巨大力量的。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何尝不能用好的思想来改变自己？思想，
可以导致巨大的灾难，如果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
那也就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完全有能力用积极的思想改
变自己。

愿每个人都可以学会用思想“控制”自己。

看水浒传的读后感篇三

读了《水浒传》有感：我感谢我母亲给了我生命，感谢老师
无怨无悔的教我知识，更感谢我的祖国这么强大，有这么好
的条件，让我们无忧无虑、幸福的生活。

《水浒传》是人人皆知、家喻户晓的一部经典名著，虽然大
家读后的感受不一样，收益也不一样，可它全文灌输一个思
想：对国家要“忠”，对朋友要“义”，对父母要“孝”，
更让人懂得什么叫知恩图报，什么叫忠孝两全。

我在日夜啃读这本书后，感受也非常深刻。印在我脑海里挥
之不去的是：及时雨宋江和小旋风柴进的仗义疏财，武松高
大魁梧、单身决斗猛虎的勇猛和豪爽，吴用的足智多谋，更



难得的是外表粗鲁的李逵却有一颗非常善良孝顺的`心……。
这些情节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的一直在我脑海里回放。

读完这本书，我思绪万千，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感谢
我母亲给了我生命，感谢老师无怨无悔的教我知识，更感谢
我的祖国这么强大，有这么好的条件，让我们无忧无虑、幸
福的生活。

读完这本书，我体会到一定要关心亲人，关心同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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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喜欢《水浒传》这本书，更喜欢书中教会我的做人道
理！

看水浒传的读后感篇四

是夜，灯火星星，思绪缥缈......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来的太晚的话，不那么痛快。

读书，亦是如此。

那是少年，意气飞扬，初读水浒，只觉穿越千年：铁马金戈、
战火纷纷。那里，有可以实现的满腔抱复，有压不弯的傲骨；
酒，痛快地喝，马，肆意地骑；风里、雨里、阳光里，皆是
义气......

那时读水浒，李逵的孝是孝，鲁智深的痛快是痛快，林冲的
武艺是武艺......现在重新捧起书，重走那条儿时走过的路，
一切面目全非，李逵的孝不是孝，鲁智深的痛快不是痛快，
林冲的武艺不是武艺......曾经的一切恍如雾里看花，看得
那么不真切、那么不真实。



曾钦慕于那句“生死之交一碗酒”，是何等的侠义、爽快，
但现在看来如果生死之交可以这么轻易得赋予一碗薄酒，那
么这生死怕是轻于鸿毛。

曾经钦佩林冲，那与洪教头一棒令人热血，但这么热血的人
却是为了丢在地上的几两银子耍起武艺。“柴进心中只要林
冲把出本事来，故意将银子丢在地下。”林教头不在顾忌，
打断了洪教头的腿。呜呼，大丈夫如是，悲哉！

曾经钦慕于鲁智深给金家父女的五两银子，像鲁智深一样轻
蔑于李忠的几钱碎银子，却忘却了那对于一个街头卖狗皮膏
药的人来说，是不小的一笔积蓄。

曾经我也瞧不起李忠。那个不起眼的李忠，泯没于众人中，
整本书属于他的笔墨也就几笔寥寥，一个卖狗皮膏药的，一
个武艺不起眼的汉子。但就是这么一个平凡的人，因为和史
进、石秀、陈达、杨春、薛永几个兄弟一起，宁愿被庞万春
一伙乱箭射死也不会逃跑；即使一天收入微薄，也能把那点
点血汗给那些需要帮助的手。拥有巨大财富的拿出一两千可
能不是难事，但对于一个路边摆摊的这就是义气。不必对一
个拼尽全力的苛责，“贵人多忘事”，那“不贵”的人，摸
爬滚打的辛酸苦楚只有自己知道。我们大多都是没有本事、
都是“不贵”的人，但这不会妨碍我们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好
人。

也曾经叹服于李逵之孝，慕他富贵时不忘母，赞他背母百里
路，怜他失声哭母。如今看来，当时的我也仅仅浮于表面。
在那个昏暗的时代，彼带来万贯家财，亦可招致祸患，许多
东西都曲笔写了，真正要表达的往往要拨开层层雾去看。且
看李逵何时起意接母上山，实在宋江几人都接父母享受天伦
之后，那时孝开始变质了。再看他还未创出天地时，在家乡
出过祸事，是哥哥代他受罚，上梁山后也未记起这位兄长，
都道长兄如父，一个不顾念手足之情的人谈笑未免太可笑。
背母上梁山途中，母亲渴得想喝水，李逵只是让她忍着，这



是自私。最可笑的是发现母亲被老虎咬死之后，李逵杀虎后
找了寺庙竟是一夜好眠，第二日，呜呜大哭，埋葬母亲。如
王路所言：“江湖好汉也是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任
何一个深爱母亲的人，母亲死去后怎会好眠，又怎么忍心让
母亲尸骨暴露于山野之中？这孝，荒诞至极。

这些“曾经”，在夜里飘飞，漆黑的夜深沉的像层雾，看不
清，看不透......但那些走过的路，那些思索，那些遇到的
人和事，足以成为星火，让我们得以透过雾，渐渐看清雾一
样的人、雾一样的事......

心存曲直，胸有丘壑，眼观山海。

看水浒传的读后感篇五

小时候看《水浒传》，对于此书的评价都只有“无聊”这两
个字，往往看了第一章就开始不耐烦。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对于《水浒传》的认识也有所不同，对于书中好汉的英雄
气概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古往今来多少英雄，行走江湖不外乎一个“义”字，梁山好
汉也不例外。义，只有简单的三个笔画，却包括了太多的内
容。

鲁智深与林冲不打不相识，成为了朋友，危难时刻在野猪林
救了林冲一命；武松结识施恩帮助他杀死了张都监、张团练、
蒋忠，血溅鸳鸯楼；白胜供出晁盖要劫取生辰纲，宋江飞报
晃盖，使晁盖得救；鲁智深为一老汉的女儿出头，以三拳打
死卖肉的郑屠。《水浒传》中有不少关于“义”的事情。

这一百零八位好汉，朝廷眼中的“强盗”,他们劫富济贫，志
存高远，他们为朋友两肋插刀，赴汤蹈火；为百姓除暴安良，
出生入死；为国家惩治贪官污吏。他们用生命来书写“义”,



即使需要搭上生命。舍生取义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语，这更
是一种强烈的正义感，一种至高无上的精神。

看水浒传的读后感篇六

（一）《水浒传》的研究从古至今，从国内辐射到世界

《水浒传》自问世以来，就一直是各代文人关注的焦点，研究
《水浒传》更是成为了一门学问。无论是明朝的李贽，还是
清代的金人瑞（圣叹），都热衷于钻研《水浒传》中的内容。
到了现当代，全国各地都纷纷掀起研究《水浒传》的热潮，
不但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了《水浒传》研究学会，《水浒传》
的影响还辐射到了国外，一些喜爱中国文化的外国人也加入
了研究《水浒传》的行列。例如在挪威就有研究《水浒传》
的民间组织。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马幼垣，芝加哥大学教授
马泰军也是海外研究《水浒传》的专家。

（二）国内对《水浒传》人物绰号研究的现状浅探

在国内，《水浒传》的研究是一个很受重视的项目。早
在1981年11月湖北武汉市就举行了全国首届《水浒》学术讨
论会。而在《水浒传》人物绰号研究方面比较有名的有余嘉
锡、王利器、盛巽昌、吴兴人等。

余嘉锡是一位研究《水浒传》人物绰号很有名的专家，他根据
《大宋宣和遗事》和《宋史》中提及到的宋江等三十六人聚
义的故事，写了一本《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和一本《水浒研
究》，里面对宋江等三十六人的绰号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王
利器是另一位研究《水浒传》人物绰号很有名的专家，他的
《耐雪堂集》里就介绍了对《水浒传》人物绰号的一些研究。
1但比较两位名家的论点，却在某些方面存在不同之处。盛巽
昌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他在前
人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一些见解，写了一本专门介绍《水



浒传》人物绰号的《水浒黑白绰号谭》。书中不但对梁山108
位好汉的绰号进行了研究说明，更对《水浒传》中的其他一
些人物的绰号进行了分析介绍，把众家的观点揉合在一起，
列各家之观点，是比较全面介绍《水浒传》人物绰号的一本
专著。吴兴人也是上海人，他在《超越时空的对话——｛水
浒传｝作者对我说》一书中专门用一个章节来介绍了《水浒
传》的人物绰号，书中还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由作者与假
设的施耐庵展开对话和探讨，这形式是比较新颖的。上述提
到的几本书，都是作者通过多方对比印证，再结合自己的见
解编纂而成的。

（一）人物绰号这一现象的产生

中国古代给人物起绰号最早见于秦汉时2。因为它颇为传神、
形象，能为各阶层人士所广泛接受，作为尊姓大名的补充与
张扬，于是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民间文学的殿堂。而距史料书
籍的介绍，北宋末年与南宋之间，人有绰号是很普遍的，特
别是江湖中的绿林好汉，又或是“盗寇之人”，又或是各
类“勤王军”、忠义人士、土豪、受招安的起义军首领，都
有各自不同的的绰号。这些绰号的产生，更多的是为了加深
人们对他的印象，在江湖中增强他的影响力，更好地在江湖
上宣传自己，提高自己的江湖地位，又或是为自己树威，震
慑手下或异己。小说中的绰号则是一定时期社会的集中反映，
它特意把现实社会中的一些现象与背景、人文捏合在一起集
中表现出来。

（二）《水浒传》人物绰号产生的历史、社会背景

《水浒传》中的人物绰号，就是宋元时期民间社会文化的积
淀，它以创造性的思维折射民族的审美心理和审美情趣3，它
也是人物性格、行为、身份、职业的高度提炼。



看水浒传的读后感篇七

【篇一：水浒传读后感】

王锦锐

我喜欢读名著小说，有的人问我为什么，我每次都会认真地
回答：“名著小说不但能增长我们的知识和见解，还能教会
我们如何处理生活中的一些事，让我们更好地成长。”

我最喜欢的小说，莫过于《水浒传》了。这本小说讲述了梁
山好汉们从起义到兴盛再到最后失败的过程，小说还把英雄
好汉们聚居的八百里水泊梁山描绘成一个“八方共域，异姓
一家”的理想社会，“相貌语言，南北西东虽有别，心情肝
胆，忠诚信义并无差”。也正因如此，美国作家赛珍珠将书
名翻译为《四海之内皆兄弟》。

这本小说还生动形象地描写了宋江、吴用、林冲等人物。我
最喜欢的情节是“智取生辰纲”。因为这个情节内容非常精
彩，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每个人都展现了自己的风采与特
长，使文章很有韵味。

在读的过程中，我发现《水浒传》的结构很有特点，作者采
取先分后合的链式结构，前四十四回先讲述单个英雄人物的
故事，然后百川汇海逐步发展到水泊梁山大聚义，第七十回
以后，写他们归顺朝廷，最终走向失败。这使小说环环相扣，
线索分明。

我喜欢的情节还有“景阳冈武松打虎”一节。武松为回家与
哥哥团聚，途径景阳冈。他喝了酒后执意要过冈，酒家拦他
不住。“来到景阳冈，武松看到了带有印的榜文，知道真有
老虎，又怕折返回去被酒家耻笑，只好硬着头皮一步步上了
那冈子。回头看这日色时，渐渐坠下”这几句描写，既点出



了老虎出来觅食的时间，又显示了人物惶恐不安的心境，还
渲染出恐怖悲凉的气氛，读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像这样精彩
的细节描写，只有精读细读，才能体会出其中的意蕴。

我还喜欢里面人物鲜明的性格特点，如鲁智深和李逵同事嫉
恶如仇，侠肝义胆、脾气火爆，但鲁智深粗中有细，豁达明
理。再如林冲和武松，同是小说浓墨重彩刻画的人物，又都
武艺高强，有勇有谋。

我喜欢《水浒传》，它让我收获很多，它的存在，促进了我
的成长，也增长了我的知识。

【篇二：水浒传读后感】

范雪晴

《水浒传》中所记一百零八人，人人有性格。他们豪侠仗义，
深受人们的喜爱。

小说前四十四回，先讲述单个英雄的故事。后来逐步发展为
梁山大聚义，七十回以后，写他们归顺朝廷走向失败。整部
小说环环相扣，线索分明。

《水浒传》情节生动曲折，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便是其中的
一篇“智取生辰纲”。作者施耐庵选取两条线索，一条明线
是杨志押运生辰纲，另一条暗线则是晁吴智取生辰纲。文章
通过对环境的描写，将人物形象刻画的生动形象，如其中
的“此时，正是五月半天气，虽是晴明的好，只是酷热难
行”，这处环境描写突出了当时天气的炎热，杨志又急功近
利，粗暴蛮横，使其与厢禁军发生冲突。作者又通过对杨志
及押送人员的语言描写，在矛盾冲突中推进情节，快速转换
场景，达到引人入胜的效果。

后来吴用等人又运用心理战，让众人先吃好酒，使杨志等人



误认为酒中无毒，是好酒，让人放下顾虑，这个便是计策。

《水浒传》中人物形象鲜明，深入刻画了人物的性格以及他
们命运的发展史。这些梁山好汉号称“一百单八将”，宋江、
吴用、林冲、鲁智深、武松……无不有血有肉，个性鲜明。

武松是下层侠义之士的典型人物，有仇必复，有恩必报。为
兄报仇，不惜斗杀西门庆，血溅鸳鸯楼。林冲是上层人物的
代表，他是被迫造反的。他一直安分守己，却因被陷害误入
白虎堂，在发配期间，被董超和薛霸陷害，幸得鲁智深相救，
最后被逼上了梁山。

《水浒传》是一部不朽的传奇，它记叙了梁山好汉们从起义
到兴盛再到失败的全过程，表达了作者对平等社会的向往。

正如胡适所说的“重兴《水浒》，再造梁山，画出十来个不
会磨灭的英雄人物，造出一副永不磨灭的奇书。我想，这也
正是从古至今，人们都爱《水浒传》的原因吧！

从今天起，我也要把这部奇书从书架上取下，再次品味。

【篇三：水浒传读后感】

李朵朵

“豹子头林冲，花和尚鲁智深，及时雨宋江，智多星吴
用——”合上《水浒传》这本书，一个个英雄形象浮现在我
的眼前。

林冲的武艺高强，鲁智深的粗中有细，宋江的疏财仗义，吴
用的善于谋略，以及武松的有恩必报有仇必复的性格，让人
过目不忘。

第一次阅读《水浒传》的时候，我只觉得它枯燥无聊，整本



书充斥的无非是些兄弟情谊，打打杀杀的事，有什么好看的
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课本里也有了它的踪影，甚至
老师上课时也会给我们讲述其中的故事，渐渐地，我对这本
书也有了新的认识。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元末明初的大文学家。这本书记
叙了梁山好汉们从起义到兴盛再到后来的失败的全过程，鲜
明地表现了“官逼民反”的主题，也恰恰印证了“哪里有压
迫，哪里就有反抗”的真理。因此，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
就把这本书的名字翻译为allmenarebrothers（四海之内皆兄
弟）。

在阅读《水浒传》的时候，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鲁智深三
拳打倒镇关西”和“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两个情节。

鲁智深嫉恶如仇，脾气火爆，当他听说金氏父女的悲惨遭遇
后，很是同情他们，同时也对镇关西产生了强烈的憎恶之情。
所以这个耿直的大英雄先把金氏父女安全送走，然后才去郑
屠的肉案前会会镇关西。鲁智深多次找茬，可镇关西是欺软
怕硬惯了，不敢与鲁智深正面交锋，最后实在是忍不了了，
凶残的一面暴露无遗。哪知他这次遇到的可是劲敌鲁智深啊，
所以最终鲁智深三拳就把镇关西给打死了。鲁智深哪里想到
镇关西如此不堪一击啊！估计镇关西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吧！

鲁智深打死镇关西后走投无路，只好去五台山出家为僧。后
来因为在五台山屡次惹事，破坏了佛门的清净，长老即使再
喜欢，也只能迫于舆论的压力把鲁智深推荐到东京大相国寺
了。来到大相国寺，方丈也犯难了，这哪是和尚啊，怎么安
排他呢？正在犯难之际，一个管事的和尚给鲁智深想了个合
适的工作，去看菜园子。来到菜园子鲁智深才知道派自己来
的原因。原来，在菜园子的周围有一帮混混，他们总喜欢来
菜园子捣乱，偷菜，整人，没有一个和尚能受得了。鲁智深
来到菜园子以后，很快收服了这帮混混，他们还拜鲁智深为
师傅。一天，鲁智深和徒弟们一起喝酒，因不愿听树上乌鸦



的聒噪声，一怒之下竟然生生地把一棵盆口粗细的垂杨柳树
连根拔起。这可吓坏了这帮人，从此他们对鲁智深那是心服
口服，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故事也传遍了东京。

《水浒传》让我回味无穷，如果有时光机器，我真的很想进
入到这本书中所描绘的时代，亲自去领略英雄们的风采。

看水浒传的读后感篇八

我读过很多书、读过很多故事，但我最喜欢《景阳冈》这个
故事。

《景阳冈》这个故事主要讲了：武松在一家酒店喝完酒，刚
要走，就被店家叫住了，叫他不要过冈，冈上有老虎。可是
武松不听，坚持上冈。上了冈才发现真的有老虎，但还是往
前走。在看见老虎的时候，他丝毫不怕，和老虎决斗，最后
空手打死了老虎。

读了这个故事后，我觉得武松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因为他对
任何危险都无所畏惧。故事中提到：“武松读了印信榜文，
方知端的有虎。”“存想了一回，说道：‘怕什么？且只顾
上去，看怎地！’”他迎难而上，不畏危险，不愧为打虎英
雄。我也要向武松学习，不畏惧生活或学习中的任何“拦路
虎”。

记得那次，学校要选四到五年级站岗的同学。我被选中了，
当时我很惊讶，因为我没有跟老师说我要去站岗。但是过了
一会儿，我又伤心起来，因为每天站岗很累，而且还要很早
到学校。一回到家，我就告诉了妈妈这件事，妈妈说：“你
不能一下子就放弃。你都还没有试过，你能知道累不累
吗？”听了妈妈的话，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们应该学习武松那种勇敢，直面困



难、毫不退缩，机智，遇事沉着冷静的精神。

看水浒传的读后感篇九

寒假期间,我读了《水浒传》,了解了许多历史故事,认识了
《水浒传》里的许多英雄好汉,被他们的故事所感动、所吸引.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它是施耐庵和罗贯中合
作而写成的.《水浒传》主要是英雄人物的传奇故事,书中有
一百零八个好汉,他们个个性格鲜明,光彩照人.水浒英雄中的
李逵、鲁智深、武松、林冲等人,家喻户晓,长期活在人们心
中.而在众多的英雄人物中,我最喜欢的还是武松.

武松武艺高强,性格刚烈.武松在作者笔下是力和勇的化身,他
有超人的大力、大勇.景阳岗打虎是《水浒传》中最精彩的章
节之一,也最能表现武松的力和勇.上岗打虎之前武松先去喝
酒,一般人喝两三碗便醉了,而武松一连喝了十八碗而不曾倒,
同时还吃了四斤牛肉.这让我们想,如此酒量和饭量的大汉,有
可能把老虎打败.当他在大青石上睡觉时,一只大老虎出现在
他的眼前.大老虎进攻时一扑、一掀、一剪,而武松毫不畏惧,
表现得非常机敏,干净利落地一躲、两闪.过了一会儿,武松见
可以出手了,便转入进攻.他双手抡起哨棒,使尽平生力气向老
虎打去,没想到慌忙中打在枯树上,将哨棒打折了.于是他丢掉
半截棒子,赤手空拳打老虎.他两只手按住老虎,把脚放在老虎
脸上,又把老虎头按到黄泥坑中,提起铁锤般的拳头,又给了老
虎五七十拳,将老虎打死.这便体现了武松的力和勇,他超人的
神威和武艺真是令人佩服.

武松还敢做敢当,不连累人,光明磊落.例如,当他得知哥哥被
西门庆和潘金莲害死时,决心报仇.他先去官府告状,他相信官
府会主持公道.最后告状不行,他便亲手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
然后便去自首.从这儿可以看出他敢做敢当,光明磊落的一面.



《水浒传》这本书很好看,写得很精彩.除了武松,书中还塑造
了许多英雄人物形象,像李逵、鲁智深、林冲等,都非常吸引
人,值得我们去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