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西游记读书笔记读后感(优秀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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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游记读书笔记读后感篇一

当我翻开《西游记》时，总有不同的心情。它在四大名著中，
是最生动活泼的，小时候的我读起它来总觉得既过瘾又有趣。
但今时今日，不变的是那光怪陆离，色彩斑斓的神话世界，
我的领悟却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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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和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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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谐的对话旁白;有人还研究它的历史背景、社会现象。

但在我看来，他那曲折的情节中暗藏着人们渴望而不可及的
生活理想和人性追求，那就是——自由。 在经历了日复一日
个性受约束的日子，廿一世纪的人们都格外向往自由，向往
那个自由的化身：孙悟空。孙悟空破土而出，“不伏麒麟辖，
不服凤凰管，又不服人间王位所约束”，闯龙宫，闹冥司，
自花果山上目在称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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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突出的就是向往自由，他始终在追求自由，它的一切斗争
也是为了争取自由。这样一个鲜活的形象给予了读者一种追
求自由，追逐自由的力量和勇气。

。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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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过《西游记》后，使我受益匪浅。它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想要办成一件大事，必须大家齐心协力，团结一
致才能成功。我们知道神通广大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不仅会
七十二般变化，还有一双火眼金睛，能够分辨人妖，所以，
孙悟空善于降妖捉怪，斩邪除魔，为西天取经立下了汗马功
劳。但是，如果没有诚信憨厚，善长水性的沙和尚助阵，孙
悟空在水中捉妖也就不那么顺利了。

猪八戒力大无比是孙悟空捉妖的好帮手，唐僧虽不懂人情世
故，但他始终以慈悲为怀，感动了苍天，最终历经千辛万苦，
带领徒弟们，终于取得了真经。 我们还要学习孙悟空那种不
畏艰险，勇往直前，积极乐观的斗争精神。虽然我们没有孙



悟空那般神通，但是我们也要学习他善于分辨真假善恶，不
要被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所迷惑。只有擦亮眼睛，
明辩是非，才能撕破一切伪装的画皮。

西游记读后感1100字

西游记读书笔记读后感篇二

《西游记》是一本老少皆知充满着传奇色彩的名着，他受到
了中外朋友的亲睐和支持。在这个寒假里我有幸拜读了一遍。
今日小编就为大家整理了西游记读后感的作文，供大家参考
学习，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西游记》是四大名着之一，里面的故事曲折难料，耐人寻
思。人物描写的栩栩如生：有慈悲为怀，一心想要修成正果
的唐僧;有机智勇敢，神通广大的孙悟空;有贪生怕死，好吃
懒做的猪八戒;还有老实憨厚，默默无闻的沙僧;当然还少不
了让故事增添色彩的人物——慈祥的佛祖，善良的观世音菩
萨，狡猾的各路妖怪等等。

《西游记》主要讲了从石头里蹦出的孙悟空因大闹天宫，而
被如来佛祖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先后去往西天取经的唐僧把
孙悟空从五行山下救了出来，在西天取经的路上，白龙马，
猪八戒，沙僧，也都现身了唐僧的徒弟。他们经历了九九八
十一难，最终得到了真经，修成了正果。

在《西游记》的师徒四人中，我最喜欢孙悟空。孙悟空求学
七年里勤学苦练才学到如今的一身本领，在七年里他只跟着
师傅和师兄念着自己不喜欢的经文，但他从来没有放弃，因
为他知道总有一天师傅会把真本领传授于他，他所要做的是
耐心地等待与勤加学习。这也告诉我们滴石可穿，非一日之
功：不能急于求成，取得成功的时间不在于消耗的时间，而



在于获得成功所受的磨炼。一个真正想成功的人并不会在意
他自己是否为了成功在拼搏，他们知道接受的磨练越多，获
得的真本领也就越多，离成功的大门也就越近。

而孙悟空的英勇无畏，神通广大，也叫人赞口不绝。他会七
十二般变化，还有腾云驾雾的本领，火眼金睛更是厉害!他为
保护唐僧下了赫赫战功。虽然孙悟空神通广大，但却以为他
的顽劣而被唐僧的紧箍咒约束，被佛祖镇压。有句话说得好：
“无规不成方圆。”如果世界上没有任何规矩，对人们没有
任何约束，那么久意味这个世界坠入了毁灭的深渊，所以，
人们应该遵守各项规则去维护这个世界的秩序。

我们真应该向孙悟空学习他的吃苦耐劳，他的坚持不懈，他
的脚踏实地，掌握各项本领，做一个四品八德好少年。将来
为祖国做出巨大的贡献。

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忠心耿耿，跋山涉水，历经九九八十
一难保护师傅去西天取经。在取经的路上他们遇到了许多妖
魔鬼怪，猪八戒和沙僧不能分辨人妖，而唐僧更是气人，还
错把妖怪变成的人当做好人，只有孙悟空他火眼金金，一眼
就能识破妖魔。在《三打白骨精》这篇中讲到当孙悟空第一
次打死白骨精变成的小姑娘时，唐僧念起了金箍咒，痛的孙
悟空满地打滚;当白骨精又变成老婆婆，孙悟空又打死了“老
婆婆”，于是唐僧又念起了金箍咒，但孙悟空不顾师傅的责
备，一心只想保护师傅去西天取经;最后一次白骨精变成了老
公公，拄着拐杖向唐僧走来，孙悟空再次挥起金箍棒，打死了
“老公公”，这次唐僧还是没有看出真相，并且还把孙悟空
赶回了花果山。没有了孙悟空，白骨精终于捉到了唐僧和沙
僧。这时猪八戒逃到了花果山，找孙悟空救师傅，孙悟空不
记前嫌，心里还想着保护师傅去西天取经，毫不犹豫的跟着
猪八戒回去救师傅。他们终于齐心协力救出了师傅，唐僧也
看到了白骨精的本来面目，后悔不已。

从这个故事中我认为看事情不能只看表面，事情的真相终会



水落石出的。从《西游记》中我也学到了要想做成功一件大
事，一定要团结一致，齐心协力!

说起《西游记》，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一听到“西游记”几
个字，眼前一定会浮现出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啰哩啰嗦的唐
僧，好吃懒做的猪八戒和老实的沙和尚这几个主要人物吧。

《西游记》和作者是吴承恩，是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主要讲
了唐僧师徒一路降妖除魔，最终来到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

再说说唐僧吧!现在很多人都用唐僧的紧箍咒。至少唠叨不会
让你头痛职裂。唐僧的出生很高贵是如来佛祖的弟子金蝉子
转世，他西天取经毅力是最强的，不像猪八戒，动不动就说：
“师傅已经被妖精吃掉了，我们公行李散伙吧!我回我的花果
山。白龙马，你也回你的东海吧!”不是那句话，金无足赤，
人无空人。唐僧也有弱点。那就是太懦弱了。遇到什么事，
第一反应就是：逃!还有一个最不应该的缺点：不听孙悟空的
劝。

总之呢，《西游记》这本书是不错的，把每个人物都描写的
活灵活现，好像随时都会从书里蹦出来似的。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着之一，也是神话小说这片璀
璨的星空中最为耀眼的一颗明珠，深受孩子们的喜爱。近日，
我又一次拿下书架上那尘封已久的书，重温那孩提时代单纯
的快乐与满足。

在那些纯真岁月里的我们，对这本流传下来的经典书籍，想
必也不会去用心细品作家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文字背后
的情感与现实。而现在，当年读着《西游记》的那些小小儿
童正在成长，一步一步趋向成熟，对社会，对人性，渐渐有
了自己的理解，我们好奇，我们探索，在经历了一些所谓
的“坎坷和挫折”,再次品味那不朽之作时，除了那些纯粹的
快乐之外，又有了许多新的感慨。



《西游记》以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
为线索，一路上跟妖魔和险恶的自然环境作斗争，经历了九
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得真经的故事。

在重读的过程中，孙悟空这个人物形象，再一次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而我，也不可避免的将注意力放在了他的身上。
曾经，每个孩子读完《西游记》，最喜爱的便是孙悟空，喜
爱他的神通广大，喜爱他的嫉恶如仇。而现在，我又似乎读
到了一点别的东西。孙悟空应该是最完美的一个人物了，它
不受约束、敢于抗争、法力无边，对任何事都有探索的好奇
心，他的正义与忠诚更是受人欢迎。即使偶尔有些任性，也
是他可爱的一面。可以说，这个人物，寄托了罗贯中老先生
极大的情感。他对天庭的挑衅，这种反叛的精神正是在明朝
那个腐败的社会所缺乏的朝气。而罗贯中本人，面对黑暗的
现实，想必也是无能为力。在孙悟空张扬的背后，我们读到
了那一声无奈的叹息。

在对天庭的描写中，我们又读到了明朝的影子。在取经过程
中，经常可以看到有一些妖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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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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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了朝政的腐败以及社会经
济不景气。

虽然如此，但唐僧师徒四人在途中所遇到妖魔鬼怪时无所畏
惧的精神依然深深打动了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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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想想自己的半途
而废、虎头蛇尾，我不禁惭愧自己为何不能像他们一样坚持
到底呢?也许罗贯中的心灵深处，依然坚信邪恶永远战胜不了
正义，这完美的结局，也表达了他的美好祝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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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坚持，我们才能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虽然
在取得成功的过程中会遭遇许多磨难，但是战胜困难的过程，
就孕育着成功。所以，一定要勇往直前!



读了《西游记》我深有感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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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作者吴承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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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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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四本厚厚的名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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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名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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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
记》，让我觉得其不属于一般名着的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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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游记读后感作文_西游记读书笔记



西游记读书笔记读后感篇三

因为唐三藏在书中虽然是以取经为责任的师-父，但是实际上
他却是个性儒弱，伪善怕死，缺乏超越的理解。他为人虽然
善良仁慈，却不能够明辨是非，反而屡屡听信猪八戒的挑拨，
误会能识破妖魔诡计的孙悟空。总是在落入陷阱之后，才大喊
「悟空，救我!」。

其实唐僧的形象可以说与传说的白面书生不谋而合。虽然满
怀理想主义，却手无缚鸡之力，当困难发生的时侯，总是束
手无策，坐待外援。而他的迂腐和不明是非真-相，似乎在显
现作者对当政者昏庸无能的暗讽。但是若是只以宗教或个人
修养的角度来看，唐三藏代表的不是圣僧，反而是凡夫俗子。

孙悟空

所以西游记的灵魂人物应该是孙悟空。孙悟空本来是仙山上
一块灵石，变化而成的猴子。因为胆识过人，受到群猴的推
举为王。但是有一天他忽然感悟到生命有限，美猴王虽然在
水帘洞中过著「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的快乐生活，但
是不能够天长地久。於是他抛下了一切，离家拜师学习仙道，
从此就叫做「孙悟空」。

孙悟空他天资聪敏，思想跟行动都敏捷如风，学得一身高强
的法术，吹一口气，就能够七十二变，并且有法宝金箍棒，
缩小如针，放大如铜棒，筋斗云一驾，就能够上天下地。悟
空仍有猴性，他精明顽皮，爱作弄。他故意叫猪八戒去巡山
探路，自己则变作小虫，暗中监视爱偷懒的八戒。可见他心
思细密和不减顽皮的本性。

孙悟空天不怕，地不怕，所以他敢一闹海龙王，二闹地狱府，
三闹天宫，并且还和佛祖打赌。由此可见他叛逆、不愿受拘
束、不墨守成规的个性。充沛的生命力、大无畏的精神、笃
实的性格和乐观的个性，使得他不怕吃苦，勇於面对挑战。



他这一种冒险犯难的精神，充份显现了英雄的特质。但是争
强好胜，心高气傲以及性急如火却是他的弱点。

猪八戒

而另外代表逸乐角色-猪八戒，虽然也有法力，但是只能够三
十六变，和悟空相比较就显得憨蠢笨重，所以他常常被悟空
来取笑。因此他常在唐僧的耳边挑拨悟空的不是，使得悟空
受苦。

八戒的特色就是贪吃懒惰，又重视物质享受，遇到困难他就
喊散夥，无法坚持到底.在旅途中受到美女和金银的诱-惑，
几乎抛下其他人而中断修行之路。没想到那却是菩萨化身来
考验他的。这些出乖露丑的行为，在吴承恩笔下写来不批判，
只是幽默的嘲讽。而猪八戒也就在一次次的出丑笑料当中，
给予读者对人性贪欲的省思。

沙悟净

而另外一位徒弟沙悟净，他则著墨较少，但是呈现的是刚毅
木讷，沈默踏实的性格。

西游记读书笔记读后感篇四

沙和尚是唐僧取经途中的一个忠诚卫士，也是让师-父操心最
少的一个徒儿。肩挑千里重担，没有半句怨言。师兄闹矛盾
时，他从中调停和解;师-父遇难时，他挺身而出，以死相救。
尽管平时少言寡语，但在保护师-父的战斗中冲锋陷阵，英勇
无比。沙和尚，忠心耿耿任劳任怨的态度，永远值得我们学
习和借鉴。

“妖为鬼域必成灾。”西行途中的妖魔，决不仅仅是一般困
难的化身，而大都是代表着一些危害人民、无恶不作的封建
黑暗势力，具有一定的现实生活的真实内容。过去曾有人把



妖魔指为“农民造反者”，而现在仍有人把妖魔美化为“敢
于触动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的‘娇魔’”。

这些说法，实在非常牵强。实际上，《西游记》里的妖魔都
是一些超越了常人的“特殊”阶层，他们与仙佛一样，是可
以长生的，是拥有法力的，而这里的所谓法力实际上就相当
于现实中的权力。所以与其将他们看做是“农民造反者”，
更实际的划分应该是将他们看做“神”这个大范围的一员，
他们其实就是“神”里面的蛀虫。不但不为民谋福利，而且
时常劳民伤财，大肆搜刮剥削。孙悟空，就是这些蛀虫们的
克星。他对付这些人从来都不手软，尽管许多时候并不被唐
僧所理解，他仍是义无返顾地将他们扫除。哪怕事后又被满
天仙佛将“妖魔”领了回去，甚至招致唐僧狠心驱逐，除害
护航之心全不曾改。

从东土到西天十万八千里，遇到的妖怪头子就有几十个，但
他一条金箍棒打遍西天世界，令妖魔鬼怪闻风丧胆。并且他
同妖怪斗争，大多数都是主动进攻，只要一听说妖怪扰乱人
间，就决不放过。收伏八戒之后，他就对引路的高才
说：“以后但有妖精，多作成我几个，还有谢你处哩。”
第67回驼罗庄主人请悟空捉妖，悟空当即向上唱个喏
道：“承照顾了。”八戒在一旁就这样说：“你看他惹祸!听
见说拿妖怪，就是他外公也不这般亲热。”很能说明悟空斗
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此外，作者一再通过书中人物之口，
赞扬孙悟空“专救人间灾害”，“与人间报不平之事”。在
通天河畔，他不仅救下了两个“祭赛”妖精的幼儿，而且除
灭了妖怪，免除了老百姓世代的灾害。比丘国、朱紫国等故
事，都是孙悟空主动进攻，为民除害。他每次捉住妖怪头子
之后，总要把小妖消灭干净，以免给百姓留下祸患。可见，
孙悟空已经脱离了专为自己斗争的性质，而是为了受苦受难
的老百姓、为了弱者而斗争。

孙悟空的形象实质不仅在于敢斗，更在于斗则必胜，故
为“斗战胜佛”。他取得斗争胜利有两个法宝：一是武艺高



强——这在大闹天宫中表现得尤为精彩;一是善于斗争，亦即
有勇有谋，斗智斗勇。他经常变成蚊子、苍蝇、蟭蟟 虫，钻
到妖精洞里去弄清妖精的底细(如黄风怪);或者根据蛛丝马迹
推断妖怪的来历，然后根据这些妖怪的特点，寻找相应的对策
(如黄袍怪);有时他又化为妖精的丈夫或妻子去欺骗妖精(如
三调芭蕉扇)。或者赚来妖怪的法宝，反置妖怪于死地(如计
盗紫金铃)。他还善于运用钻到敌人肚子里去的战术来制服妖精
(如黄眉怪)。他机智灵活，随处设计，常常令妖怪防不胜防。

最终，当取经事业完成之后，取经集团所有成员都修成了正
果。但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所谓的“正果”应该只是一种
喻意，和佛教的教义并不完全一致。五人中，孙悟空成佛的
基本条件是什么呢?如来给他的“政治鉴定”认为孙悟空成佛
是因为其“炼魔降怪有功”，可见他得成正果，完全是因
为“有功”，即完成了造福人类的事业，为人类群体做出了
贡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完成了伟大的事业，最终达到了
造福于人群的目标。

西游记读后感1100字

西游记读书笔记读后感篇五

《西游记》是中国神魔小说的经典之作，达到了古代长篇浪
漫主义小说的巅峰，《西游记》这部经典的文学名着，已经
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家喻户晓了。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西
游记读书笔记读后感”，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
家写文参考！

作为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多少年来，一直
成为人们必读的经典书目。那么，这样的经典也肯定有着它
历久弥新的魅力所在——是《西游记》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是
坚持，什么是团结，什么是不畏艰辛。



本书作者吴承恩为读者讲述了唐僧以及其他三个徒弟一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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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的我，对《西游记》的认识还是很浅显的，只觉得故
事中爱打抱不平的孙悟空、贪吃懒惰的猪八戒和救苦救难的
观音菩萨等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罢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
渐渐领悟到了《西游记》作者的另一份用意。例如，作者笔
下的孙悟空，天不怕地不怕，具有不屈的反抗精神的艺术形
象，不仅生动地体现了古代人民摆脱压迫的强烈愿望，而且
也反映了人民为战胜邪恶、争得自由而不怕天，不怕地，敢
于蔑视一切传统和权威的反抗精神。在他身上还有一种叛逆
心理，以及他敢于和强大势力作斗争的勇敢精神令我十分欣
赏。

在前往西天取经的路上，或许，你看到了唐僧冤枉悟空，悟
空回花果山的一幕;或许，你看到了猪八戒常常抱怨，说要回
高老庄的一幕，但是，他们并没有留下师傅只身一人，他们
是有情有义的。

在前往西天取经的路上，师徒四人历经各种艰难困苦，但依
旧执着，锲而不舍，不言放弃。还记得六十一回合，孙悟空
三调芭蕉扇吗?为了扇灭火焰山之火，帮助老百姓，孙悟空又
是变虫子，又是变牛魔王，足以可见孙悟空的机智。正是在
取经途中遭遇三打白骨精、车迟国斗法、狮驼岭斗三魔等等
的八十一“难”，方显坚持的可贵，方显师徒四人不畏艰辛
的难得!

在前往西天取经的路上，师徒四人身上的品质着实值得我们
学习。他们的坚持不懈，让我惭愧我做事时的虎头蛇尾;他们
的团结一心，让我懂得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他们的不畏艰辛，
让我明白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道理。

让我们一起捧起这本经典名著，在绚丽多彩的神魔世界里畅
游，感受它的独特魅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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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时候，大概三年级吧，刚刚认识了几个字的时候，开始
有了阅读的渴望，迫不及待的找来了许多书来读，其中就有
西游记，具体情节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只是囫囵吞枣的读
完，然后就兴高采烈的跟其他小朋友去显摆去。那个时候给
我的印象比较深的人物就只有孙悟空了，比较的勇敢，七十
二般变化，敢_天庭去做齐天大圣，然后就是去西天取经，经
历了种.种磨难，最后终于圆满的完成了任务等等。在当时一
个小学生看来整个西游记其实就是一部孙悟空的个人英雄史。

大概是八几年吧，国家投资拍摄了西游记这部影片，当时引
起很大的轰动，在当时还没有收视率的概念吧，但如果拿现
在的标准去衡量的话，西游记的收视率绝对达到百分之七八
十还要多。那个时候的人对西游记还是有一种近乎狂热的喜
爱，几乎一集不拉的看完。酣畅淋漓之后略微有一种遗憾，
孙悟空自从走上西天取经的路上，他的法力好象减弱了许多，
或者是各种妖怪的本领的确很强，孙悟空度过每次难关好象
都是要靠别人的帮助，这么说吧，但凡是个妖怪，都能欺负
住孙悟空，这很是让人郁闷。

猪八戒吧，在整部书中好象就没起到什么作用，就知道好吃
懒做，有时候还会帮倒忙，比如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往往第
一个嚷嚷着散伙，动摇军心不说，有时候还会帮着老和尚合
伙欺负孙悟空，看着实在是让人气愤。沙和尚本事没有多少，
这大家好象都知道，做人倒还本分，踏踏实实，勤勤恳恳。

他就不说了，充其量就算是一个仆人，对他来说已经基本上
完成了自己的神圣使命。最最可气的就是那个老和尚，按说
他也算是一代高僧了，但遇到事情有时候还不如一个妇女，
首先不能明辨是非，你自己没有降妖捉怪的本领吧，还对这
种相对比较专业的工作大加干涉，一会儿说孙悟空拿错了妖



怪，一会儿又说悟空大开杀戒，没有佛家的慈悲之心，动不
动就拿出他的看家本领，念紧箍咒，可怜呀，想当年叱咤风
云的齐天大圣，竟然沦落的还不如一只小狗，整天被呼来唤
去的，还不敢提什么反对意见。

再就是既然你唐僧是一代高僧，也是经过大唐王朝层层选拔
上来的精英，我想智商最起码应该在一百八靠上了吧，降妖
除魔这种专业的工作你没有经过培训，可以允许你不会、不
懂，但是不懂你可以问呀，这不是有专家孙悟空吗，再者说
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是使用人才的最基本的原则。

经常的给我们的孙工程师使绊子、穿小鞋，搁谁身上也受不
了呀。唐僧没有管理方面的经验，就四个人还光想领导不好，
更何况要去完成西天取经这样大的宏伟工程呢，我估计他的
这个取经组织的ceo是走了_的。按现在的说法，它是利用出
国的机会镀金来了，在外边随便转上这么一圈，回去提干是
肯定的。各种好处随之会滚滚而来。所以说唐僧其实是一个
赌徒，他就堵取经这一把肯定能赢，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押
上了。高呀，佩服!再者，你唐僧既然是这个组织的领导，有
很多的事情你就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吧，老是依靠别人，
你有自己的风格吗。难道去茅厕这种最基本的事物也要别人
代劳吗。

面对妖怪的狰狞面目，老唐表现出来的总是两个字筛糠，真
没有想到，老唐还会这手农活!依我的看法，有些妖怪不食人
间烟火，很难感化，确实不好做思想工作，但我想不是所有
的妖怪都是这样的吧，总会有一些受教育的程度相对比较高，
沟通起来也相对比较容易，也许只是中间走错了路才作了妖
怪的，经过教育可以重新回到正常人中间来。老唐是作佛教
工作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思想工作的，和现在企业里
面的书记差不多，既然书上描述的他精通佛法，还出席过好
多的什么佛教的研讨班，我想口才一定也应该不错吧，利用
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和他的对付孙悟空的苦口婆心，婆婆妈
妈，好好去做那些妖怪的思想工作，我想肯定能会使不少的



妖怪弃恶从善的。

你想呀，佛教就是劝人向善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既然
可以夸下海口，佛教肯定也会有这方面的理论和成功的实例，
老唐应该活学活用学习过的知识，否则的话就是一个书呆子
了，我们要一个书呆子有什么用呢，大唐王朝要这样的人有
什么用呢，就算是能取得真经，那回来也起不到好的作用，
试想想，如果你唐僧在取经的途中反复运用所学知识，不断
感化那些冥顽不灵的妖怪，使其中许多的妖怪改恶从善，这
对将来弘扬佛法也能起到很好的广告作用。那个时候你可以
在你的毕业论文上面写，牛魔王、白骨精、……等等都是我
作的思想工作后改造好了，我估计你的他的论文肯定能得到
的评价的。

认真梳理了一下这本书，我想，如果是我写这本书的话，我
可能这样设计他们几个人。孙悟空仍然本领高强，但是他不
能象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好象就没有人能管的了他了似的。
初期的老孙其实是一个流氓，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出于对
黑恶势力的惧怕，普通群众是敢怒而不敢言，而作为政府部
门呢，有这个实力，也有这个义务吧，各个部门之间又互相
推诿扯皮，导致老孙比较的嚣张，所以才有了孙悟空大闹天
宫，只是由于老孙不懂得民不和官斗的道理，惹恼了政府，
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办公秩序，才导致政府迅速而果断的扑灭
了老孙这股黑恶势力。至于西天取经，那时将功补过，骗着
死猫上树呢。经过这样解释，你就会发现，西天取经路上经
过的种.种磨难就变得十分合理了。任何地方都有地头蛇吗，
就是老孙这个强龙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借助政府的力量来
消灭他们自然就顺理成章了。

至于说猪八戒，我认为在整个西游记中间，猪八戒其实是最
有才的了。你想呀，猪八戒原来没有下凡之前，已经混到天
蓬元帅这个职务了，省部级_了，容易吗，没有非凡的智慧和
稠密的关系网，他能走那么远吗?革命了一生，最后还是没有
坚持到退休，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罢了官。但是说到底，猪



八戒对革命还是有相当高的忠诚度的，最起码比孙猴子要高，
经过组织部长观音姐姐的劝诫，已经做好了改恶从善的心理
准备，苦苦在流沙河等候唐僧一干人等的到来。猪八戒虽然
被革职为民了，但是他精心编织的关系网还在呀。西天取经
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没有猪八戒的大力参与和支持是
绝对完不成的。路上的各种妖怪都会给他一些面子的，毕竟
虎老雄风犹在吗，再加上_也在很多情况下不愿意和政府对着
干，而他们其实就是代表政府来执行公务的。最明智的选择
就是合作了。自古官匪勾结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猪八戒作
公关是的了。

遇到美眉，孙悟空比较粗暴，生冷硬，沙和尚比较木讷，用
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经合比较内向。无法和女孩子交流。猪八
戒则口才好。虽然扮相不怎么理想，但是瑕不掩瑜吗，老猪
懂得怜香惜玉怜香，用她来作妇女的工作是再好不过的了。
孙武子曾经说过，不战而屈人之不兵，善之善战者也。老猪
一到就能解决的问题，问什么要孙悟空出面去打个你死我活
呢。再说了，好男也不能和女斗呀。你见过有和女人打架的
吗，多失水准呀。我统计了一下。

光是西天取经的路上就有大概百分之三十几的妖怪都是女性，
如果这些妖怪都由猪八戒负责解决的话，肯定会收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的。不用打打杀杀的，能为取经组织节枢少活动经
费呀。

沙和尚，办事认真负责，工作任劳任怨，象他这样的话。放
在现在社会那就是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虽然能力不怎么样，
但是他又工作的积极性呀。就作服务工作吧。保护唐僧，寸
步不离，关键时候还能够堵枪眼。保镖是最合适他了。做好
本职工作就不错了，不敢对他再有什么过分要求，再说了，
你就是要求了也是白搭。他不行。当然了政府部门中也有许
多象他这种人的。什么也不会的，但是却身兼要职，我估计
她可能和玉皇大帝或者是如来有什么亲戚。要不你看什么时
候沙和尚挨过批评呀，就是孙猴子这么不着调，也不敢把沙



和尚怎么样，他上面有人。

该说老唐了，但是又没什么可说的。领导吗，就是那么回事。
你能要求领导该做什么，不该作什么吗。不能吧。但是领导
就应该有领导的气魄，关键时候应该能站出来说句公道话。
这样才有大批的追随者是不是呀。至于说老唐随意收拾孙猴
子，有时候是孙猴子自找的。有时候则是唐僧在摆官架子，
让手下人一直对自己有所敬畏。做官吗，都是这样的。

好了，说的已经太多了，最后，我认为西天取经一定会取得
圆满的成功!当然了，道路虽然曲折，但是前途是一片光明的。

《西游记》是我接触过的第一本名著，书中那些精彩生动，
惊险刺激的情节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西游记》这本书主要讲述了孙悟空出世以及孙悟空护送师
父前往西天取经这两个重要故事，整整有一百回这么多。虽
然文字很多，篇幅大，但一点也不会枯燥，什么“大闹天宫、
三借芭蕉扇、三打白骨精”，真是有趣极了，那一个个死板
的汉字仿佛有了生命似的，带你感受书中的趣味。

在一百回中，我最喜欢的便是“三打白骨精”了。当我看到
狡猾的白骨精变为提着饭菜的农家姑娘前来诱骗唐僧师徒时，
我的心就不由自主得提了起来，真为他们的命运揪心，幸好
孙悟空有火眼金睛，一棒打死妖怪，悬着的心总算是落地了。
在这一个情节当中，我仿佛身临其境，也是孙悟空他们的一
员了，当我将整本书看完时，我就如同与唐僧师徒共患难，
一起闯过了九九八十一难，取得真经，这是一种多么奇妙的
感觉啊!

看完了整本书，我合上书本，闭上眼睛细细地回顾第一处精
彩的情节，同时也了解了人物不同的性格特点。比如机智勇
敢、嫉恶如仇的孙悟空，贪图女色、喜欢耍不聪明的猪八戒，
任劳任怨、默默奉献的沙僧等，其中有好多可贵的精神值得



我学习。虽然我没有真正读透这本书，但我却从中明白一个
道理：做一件事想成功，就要持之以恒，不怕困难，才能成
功!

《西游记》是一本十分好的书籍，希望其他人了来领略一下
它的风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