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记读后感 西游记读后感(精选6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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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记读后感篇一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最脍炙人口的一本。我可
以说是听《西游记》的故事长大的，而1986年的《西游记》
更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原著我只读过3遍，但遍遍我都
有新感受。

《西游记》主要讲了唐僧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的故事。他们
一路上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得真经、修得正果。整
本书的主旨示告示我们：为了实现一个崇高的目的，我们必
须艰苦奋斗、脚踏实地、持之以恒，勇敢地战胜一切敌人。

神话是现实生活的折光。《西游记》表面写唐僧师徒四人取
经，但各个细节却讽刺了明朝社会的腐败、阴暗，也寄托了
吴承恩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术中写西域各国的种种黑暗、皇
帝的昏庸。其实是揭露明朝社会的真实面目。从作者写一些
西域国家时，写到锦衣官，就可以看出。书中的讽刺太多太
多。比丘国的“国丈”不正是明嘉靖皇帝信用的道士陶仲文
等的化身吗?连所谓的“西方极乐世界”、所谓的“净土”竟
然也是公然行贿的场所!阿傩、伽叶向唐僧索要人事，如来竟
然可以笑道：“但只是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还举
出一个例子来。原来如来就是个主张受贿的祖师，阿傩、伽
叶也只是上行下效罢了。所以说，《西游记》并不是为了宣
扬宗教，只不过是个借用取经一事作为故事的框架而已。

《西游记》中，唐太宗可以还魂，吴承恩是希望唐太宗这样



的明君来取代明朝的昏君呀!而且作者希望做好事有好报，唐
僧的父亲陈光蕊放了一条金鱼，而那金鱼正是龙王，所以他
死后有龙王报恩，他才得以还魂。

《西游记》中的人物众多，他们的性格各不相同。孙悟空是
主角中的主角。他神通广大，无所不能，因为大闹天宫而出
了名，玉皇大帝都怕他，老龙王见了他也战战兢兢，十代阎
王都愿做他的后生小厮。孙悟空聪明，机智、勇敢，一双火
眼金睛能看出所有妖魔的真面目。虽然他猴性未改，十分顽
皮，但是他对师父忠心耿耿。他能坦然对待胜败，他常
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他能赞扬妖怪的长处，从而取长
补短。他也很老实，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可是孙悟空再怎
么厉害，还是被一个紧箍儿制伏。可见是一物降一物啊!

猪八戒是三个徒弟中最富有人性的。他是个“呆子”“夯
货”，但其实他很狡猾。他常耍小聪明，结果反而自己吃亏。
他好吃贪睡，爱占便宜，色情未泯，还喜欢挑拨离间。孙悟
空被妖怪吃了，他就要和沙僧分行李，自己去看浑家，叫沙
僧还去流沙河吃人，再买个寿器给师父送终。但是他却十分
可爱，很讨人喜欢。

沙和尚总是默默无闻，但是他却是孙悟空、猪八戒的得力助
手，他还是他们的和事佬。他就像一个“幕后工人”，虽然
平凡，却不可缺少。

相比之下，白龙马总是被人忽视。但是他的功劳可不小。没
有他，唐僧如何到达西天?在危急时刻，他还勇敢地去打妖怪。

而唐僧，就是一个领导。他心地善良，信念坚定。可是他过
于心善，总是说孙悟空故意杀生。杀人固然不对，可是一个
人不杀也不对。一碰到妖魔鬼怪，他吓得滚下马鞍，只会哭。
被妖怪抓住，只会说：“贫僧是东土大唐陛下差来的，前往
天竺国大雷音寺拜佛祖取经的……”而且变成一副叛徒嘴脸，
泄露组织成员。唐僧是个无能的领导，只会念念《紧箍咒》



吓唬人罢了。

《西游记》中还写到大批的神佛妖魔。妖魔是人间强盗、土
匪的象征。但他们绝大多数是由哪位神仙、菩萨不负责任才
作乱人间的。尽管神佛是法力无边，可作者也对他们进行了
微妙的讽刺。当年他们捉孙悟空，都争着展示自己的法力，
佛道的清静何在?而且他们往往外强中干，十万天兵竟抵不上
一撮猴毛!可怜!

吴承恩写的诗、词精妙绝伦，书中还涉及到各方面的知识，
有关佛、道、医等等。不读破万卷书，怎能写出这部好小说?
小说家岂可小视!仔细读读《西游记》，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
到明朝社会的黑暗、腐败，感受人性的丑陋。《西游记》真
实一本好书，他值得我们用心去读、去体会。

游记读后感篇二

我正要一开口问她，露露提前说话了，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梦怡，人的一生会经历许许多多不如意，你看这小草遇到
了这样的践踏都知道怎么样的站起来，可你呢！2500字作文
假若我会七十二变，一定要变成一栋坚固无比的大房子，能
抗住十二级地震，让人们不再因房屋倒塌而丧生。严肃认真
的班主任，看似不苟言笑，但却和蔼可亲，坚定地目光里充
满了对我们的信心。

当我看完每一章，都会有不一样的新感受。我为唐僧师徒坚
强的毅力而鼓舞，为他们的师徒情深而感动。我来说说其中
的片段。

东海借兵器：好猴王，跳至桥头，使一个闭水法，捻着诀，
扑的钻入波中，分开水路，径入东洋海底。正行间，忽见一
个巡海的夜叉，挡住问道：“那推水来的，是何神圣？说个
明白，好通报迎接。”悟空道：“吾乃花果山天生圣人孙悟
空，是你老龙王的紧邻，为何不识？”那夜叉听说，急转水



晶宫传报道：“大王，外面有个花果山天生圣人孙悟空，口
称是大王紧邻，将到宫也。”东海龙王敖广即忙起身，与龙
子龙孙、虾兵蟹将出宫迎道：“上仙请进，请进！”直至宫
里相见，上坐献茶毕，问道：“上仙几时得道，授何仙
术？”悟空道：“我自生身之后，出家修行，得一个无生无
灭之体。近因教演儿孙，守护山洞，奈何没件兵器。久闻贤
邻享乐瑶宫贝阙，必有多余神器，特来告求一件。”龙王见
说，不好推辞，即着鳜都司取出一把大捍刀奉上。悟空
道：“老孙不会使刀，乞另赐一件。”龙王又着鲌太尉，领
鳝力士，抬出一捍九股叉来。悟空跳下来，接在手中，使了
一路，放下道：“轻，轻，轻！又不趁手！再乞另赐一
件。”龙王笑道：“上仙，你不曾看这叉，有三千六百斤重
哩！”悟空道：“不趁手，不趁手！”龙王心中恐惧，又着
鯾提督、鲤总兵抬出一柄画杆方天戟。那戟有七千二百斤重。
悟空见了，跑近前接在手中，丢几个架子，撒两个解数，插
在中间道：“也还轻，轻，轻！”老龙王一发害怕道：“上
仙，我宫中只有这根戟重，再没什么兵器了。”悟空笑
道：“古人云，愁海龙王没宝哩！你再去寻寻看。若有可意
的，一一奉价。”龙王道：“委的再无。”

正说处，后面闪过龙婆、龙女道：“大王，观看此圣，决非
小可。我们这海藏中那一块天河定底的神珍铁，这几日霞光
艳艳，瑞气腾腾，敢莫是该出现遇此圣也？”龙王道：“那
是大禹治水之时，定江海浅深的一个定子，是一块神铁，能
中何用？”龙婆道：“莫管他用不用，且送与他，凭他怎么
改造，送出宫门便了。”老龙王依言，尽向悟空说了。悟空
道：“拿出来我看。”龙王摇手道：“扛不动，抬不动！须
上仙亲去看看。”悟空道：“在何处？你引我去。”龙王果
引导至海藏中间，忽见金光万道。龙王指定道：“那放光的
便是。”悟空撩衣上前，摸了一把，乃是一根铁柱子，约有
斗来粗，二丈有余长。他尽力两手挝过道：“忒粗忒长些，
再短细些方可用。”说毕，那宝贝就短了几尺，细了一围。
悟空又颠一颠道：“再细些更好。”那宝贝真个又细了几分。
悟空十分欢喜，拿出海藏看时，原来两头是两个金箍，中间



乃一段乌铁，紧挨箍有镌成的一行字，唤做“如意金箍棒一
万三千五百斤”。心中暗喜道：“想必这宝贝如人意！”一
边走，一边心思口念，手颠着道：“再短细些更妙！”拿出
外面，只有丈二长短，碗口粗细。

你看他弄神通，丢开解数，打转水晶宫里，唬得老龙王胆战
心惊，小龙子魂飞魄散，龟鳖鼋鼍皆缩颈，鱼虾鳌蟹尽藏头。
悟空将宝贝执在手中，坐在水晶宫殿上，对龙王笑道：“多
谢贤邻厚意。”龙王道：“不敢，不敢！”悟空道：“这块
铁虽然好用，还有一说。”龙王道：“上仙还有甚说？”悟
空道：“当时若无此铁，倒也罢了，如今手中既拿着他，身
上更无衣服相趁，奈何？你这里若有披挂，索性送我一副，
一总奉谢。”龙王道：“这个却是没有。”悟空道：“一客
不犯二主，若没有，我也定不出此门。”龙王道：“烦上仙
再转一海，或者有之。”悟空又道：“走三家不如坐一家，
千万告求一副。”龙王道：“委的没有，如有即当奉承。”
悟空道：“真个没有，就和你试试此铁！”龙王慌了
道：“上仙，切莫动手，切莫动手！待我看舍弟处可有，当
送一副。”悟空道：“令弟何在？”龙王道：“舍弟乃南海
龙王敖钦、北海龙王敖顺、西海龙王敖闰是也。”悟空
道：“我老孙不去，不去！俗语谓赊三不敌见二，只望你随
高就低的送一副便了。”老龙道：“不须上仙去。我这里有
一面铁鼓，一口金钟，凡有紧急事，擂得鼓响，撞得钟鸣，
舍弟们就顷刻而至。”悟空道：“既是如此，快些去擂鼓撞
钟！”真个那鼍将便去撞钟，鳖帅即来擂鼓。

少时，钟鼓响处，果然惊动那三海龙王。须臾来到，一齐在
外面会着。敖钦道：“大哥，有甚紧事，擂鼓撞钟？”老龙
道：“贤弟，不好说！有一个花果山什么天生圣人，早间来
认我做邻居，后要求一件兵器，献钢叉嫌小，奉画戟嫌轻，
将一块天河定底神珍铁，自己拿出手，丢了些解数。如今坐
在宫中，又要索什么披挂。我处无有，故响钟鸣鼓，请贤弟
来。你们可有什么披挂，送他一副，打发出门去罢了。”敖
钦闻言，大怒道：“我兄弟们点起兵，拿他不是！”老龙道：



“莫说拿，莫说拿！那块铁，挽着些儿就死，磕着些儿就亡，
挨挨儿皮破，擦擦儿筋伤！”西海龙王敖闰说：“二哥不可
与他动手，且只凑副披挂与他，打发他出了门，启表奏上上
天，天自诛也。”北海龙王敖顺道：“说的是。我这里有一
双藕丝步云履哩。”西海龙王敖闰道：“我带了一副锁子黄
金甲哩。”南海龙王敖钦道：“我有一顶凤翅紫金冠哩。”
老龙大喜，引入水晶宫相见了，以此奉上。悟空将金冠、金
甲、云履都穿戴停当，使动如意棒，一路打出去，对众龙道：
“聒噪，聒噪！”四海龙王甚是不平，一边商议进表上奏不
题。

你看这猴王，分开水道，径回铁板桥头，撺将上来，只见四
个老猴，领着众猴，都在桥边等候。忽然见悟空跳出波外，
身上更无一点水湿，金灿灿的，走上桥来。唬得众猴一齐跪
下道：“大王，好华彩耶，好华彩耶！”悟空满面春风，高
登宝座，将铁棒竖在当中。这些猴不知好歹，都来拿那宝贝，
却便似蜻蜓撼铁树，分毫也不能禁动，一个个咬指伸舌
道：“爷爷呀！这般重，亏你怎的拿来也！”悟空近前，舒
开手一把挝起，对众笑道：“物各有主。这宝贝镇于海藏中，
也不知几千百年，可可的今岁放光。龙王只认做是块黑铁，
又唤做天河镇底神珍。那厮每都扛抬不动，请我亲去拿之。
那时此宝有二丈多长，斗来粗细；被我挝他一把，意思嫌大，
他就小了许多；再教小些，他又小了许多；再教小些，他又
小了许多。急对天光看处，上有一行字，乃‘如意金箍棒一
万三千五百斤’。你都站开，等我再叫他变一变着。”他将
那宝贝颠在手中，叫：“小，小，小！”即时就小做一个绣
花针儿相似，可以缮在耳朵里面藏下。众猴骇然叫道：“大
王！还拿出来耍耍！”猴王真个去耳朵里拿出，托放掌上叫：
“大，大，大！”即又大做斗来粗细，二丈长短。他弄到欢
喜处，跳上桥，走出洞外，将宝贝擅在手中，使一个法天象
地的神通，把腰一躬，叫声：“长！”他就长的高万丈，头
如泰山，腰如峻岭，眼如闪电，口似血盆，牙如剑戟。手中
那棒，上抵三十三天，下至十八层地狱，把些虎豹狼虫，满
山群怪，七十二洞妖王，都唬得磕头礼拜，战兢兢魄散魂飞，



霎时收了法象，将宝贝还变做个绣花针儿，藏在耳内，复归
洞府，慌得那各洞妖王，都来参贺。

此时遂大开旗鼓，响振铜锣，广设珍馐百味，满斟椰液萄浆，
与众饮宴多时。却又依前教演。猴王将那四个老猴封为健将，
将两个赤尻马猴唤做马、流二元帅，两个通背猿猴唤做崩、
芭二将军。将那安营下寨，赏罚诸事，都付与四健将维持。
他放下心，日逐腾云驾雾，遨游四海，行乐千山。施武艺，
遍访英豪；弄神通，广交贤友。此时又会了个七弟兄，乃牛
魔王、蛟魔王、鹏魔王、狮驼王、猕猴王、犭禺狨王，连自
家美猴王七个。日逐讲文论武，走摐传觞，弦歌吹舞，朝去
暮回，无般儿不乐。把那万里之遥，只当庭闱之路，所谓点
头径过三千里，扭腰八百有余程。

我觉得我们要向孙悟空一样勇往直前！

游记读后感篇三

看了几天的西游记，突然感觉吴承恩写的，其实也是悲剧。
四大名著全部都是悲剧，《红楼梦》当然首当其冲。《水浒
传》写尽了平民的疾苦，《三国演义》说完了历史的沧桑，而
《西游记》，几乎是用喜剧的手法，写了一个本来应该是悲
剧的故事。唐僧几乎是个小丑，最终当了最大的官(四个之
中);孙悟空才是真正的主角，结局却只是个“能打胜仗的佛
爷”。大闹天宫的威风，被一个金箍、一段行程、一个正果，
彻底抹杀了。

前些日子看了《肖申克的救赎》，看到那些被判重刑的人如
何在狱中生活，如何坦然的面对典狱长的奸邪、警备队长的
罪恶。那是怎样的环境，饭里见到一条肥蛆，都高兴的像得
了宝贝。刚刚进去的时候，他们哭喊着要出去，久而久之，
他们竟然哭喊着要留下来。人性的麻木，希望的消逝，无一
不让人慨叹。老爱尔兰人瑞德创造了一个词，叫做“体制
化”。他说他被体制化了，很多判了重刑的人，都被体制化



了。老布，一个在狱中呆了五十年的老囚犯，居然因为获得
保释而差点杀人。他出去了，获得了自由。他失去了监狱的
羁绊，羡慕吗?但是，他却被生活这个无形的牢笼紧紧地囚禁
着。别人的眼光、生活的艰难……牢笼随着他走过每一个角
落，他可以走街过巷，可以不用按时回牢，但他永远也摆脱
不了那种感觉：不安、罪恶、乃至一些别的什么。最后，他
自杀了，在那个狱友眼里的“仙境”中死去了。

《西游记》写到取经归来，就再也没了下文。孙悟空成
了“正果”，不再是个“散仙”，加入了真正的“神仙”行
列。俗人们羡慕啊，两只眼睛都快要蹦出来了，做梦都是自
己拿个金箍棒，一路降妖除魔。我不知道孙悟空会如何，但
是，孙悟空决计得不到他想要的“幸福”。修成正果，意味
着他“体制化”了，意味着他不再拥有自由。一个佛爷，怎
么能领着一帮猴子精作威作福?一个真神，怎么能同那一帮妖
魔称兄道弟?五行山没了，金箍儿也退了，但是，他再也不
是“齐天大圣”了，他叫“斗战胜佛”。孙悟空终究玩不过
如来佛，因为他看不透，看不透天地之间，五行之内的这
个“局”。就像哈利波特与伏地魔，你死我活，打得轰轰烈
烈，最终不过是邓布利多的几个棋子;孙悟空与那仙界众神，
也不过是如来佛的几个棋子，而已。可怜悟空，一上仙界就
动了痴心，一心要当玉皇大帝，殊不知真正得到了时，却要
用一辈子的天真快乐来交换。

《红楼梦》是悲剧，悲在“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
茫大地真干净”;《水浒传》是悲剧，悲在聚啸山林的一群好
汉，终也难逃宿命;《三国演义》是悲剧，悲在成败纠纷、是
非功过，也不过是史海浮沙;而《西游记》的悲剧，却超越了
这些体例。没有悲苦，没有哭啼，欢欢喜喜的一部书，合上
想想，字里行间，竟都是深远浩大的人性关怀：对自由人格
的向往，和对人性失落的痛惜，以及对价值观蜕变的慨叹。

悟?谁能了悟?芸芸众生之中，但凡追求功名者，但凡妄图正
果者，永远都不能了悟。“圣僧”不过是个名号，唐僧何圣



之有?不过是如来看上了他的痴心，料定了他对正果的欲念，
故而找个跑腿的而已。此世也好，来生也好，不能了悟者，
注定见不到那一片美丽到人心底的沙滩，注定得不到肖申克
的救赎。

肖潇：对自由人格的向往，和对人性失落的痛惜，以及对价
值观蜕变的慨叹。如果这一点，能再放大，以此破题阐述。
就完美了。一出西游记，一世人生经。类似这个味道。

邵晓薇：关于西游记，有很多的说法，这一种，还是比较新
颖的，别样的角度，说明了很重要的问题。开头，抓住了读
者的心。好有力!爱死这篇文章了!

马伊蕾：言简意赅，见解独特，笔锋干练，我喜欢···

陈忠国：作者的看文章的角度出人意料，带动了我们从不同
的角度看文章甚至事物的积极性。

落落：到底是人性的进化还是禁锢?儿时崇拜的英雄形象剥开
层层光环演绎舞台上小丑的角色，笑笑闹闹散场看着西去求
经的讽刺，求取的不再是辅助终生的“真经”而是原始灵魂
脾性的枷锁，自己又何不是如此?谁又能真正敞开心性率真而
活?眼界限于那道无形的枷锁又如果得到真正的超越?人，更
多的时候不是别人不放过你，而是自己不放过自己。

卞秋露：西游记其实就是现实社会最好的缩影。

申志刚：媲美于丹的《论语心得》，拜读。

王甲再版建议：《《西游记》的悲剧》不知作者是否真的精
读过《西游》原文，我总以为作者未能完全看懂。还是借
《西游》之感，控诉体制耳?删!



游记读后感篇四

在俺念小学的时候就拜读了《西游记》，印象中最深的就是
猴哥。他曾经是俺的偶像，直到如今，他仍然是俺的偶像。
猴哥的果敢、耿直、嫉恶如仇、玩世不恭，敢于向最高统治
者挑战的精神归纳为一个字：勇。

猴哥在花果山跟众猴终日游山玩水，日子过得逍遥快活。但
并不玩物丧志，一想到自个是否能长生不老的问题，立马就
去仙山拜师学艺。学艺期间相当刻苦，如果不是仙师提早赶
他下山，猴哥还是肯用心学它十年八年的。

回到花果山后，猴哥也不忘昼夜练兵，以提高众猴的武艺。
想是猴哥看出了世道的艰难并预知世事险恶，于是总听他喊
道：“孩儿们，操练起来！”

猴哥敢作敢为，自封为齐天大圣，这个封号终于惊动了玉帝，
按今天的话说“帅的惊动了党中央”。玉帝马上派太白金星
前来打探。

玉帝唯恐猴哥闹事，逐封个管马的官给猴哥，太白金星欺负
猴哥不识官衔品从，骗他是个相当大的官，率真的猴哥也就
信以为真，其实也就图个新鲜，因为根本不知做官为何物。
猴哥任职期间也相当的尽职尽责，不但把马养得肥大壮硕，
而且在天庭还结识了不少神仙哥们。只怪猴子太有上进心，
一听玉帝老儿给的官如此卑微不由心头火起，逐下凡回他的
花果山去了。

猴哥到底是个妖猴，只知日食三餐，夜眠一榻，无事牵萦，
自由自在。闲时会友游宫，交朋结义。今日东游，明日西游，
云去云来，行踪不定。反而天上诸仙看了不舒服，怕他又生
事端，逐奏明玉帝，与猴子执事，免生事端。这次又由太白
金星出面，谗言好语把个猴哥骗上天庭，让其管那蟠桃园。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猴哥逐答应了。



猴子是改不了本性的，你让他规规矩矩的安分守着那蟠桃园，
那得付出点代价，这代价就是猴哥可以任意的吃遍园中的桃
子，只为尝个鲜。一朝，王母娘娘设宴，准备大开宝阁邀请
诸仙到瑶池中做“蟠桃盛会”，即命那七个如花似玉的仙女
去蟠桃园摘桃建会。七仙女来到桃园遇到猴哥，猴哥自然要
问：“王母开阁设宴，请的是谁？”七仙女洋洋自得的说出
各路神仙的尊号，猴哥心里掂量着有没自己的份，必竟猴子
掌管这蟠桃园理应有一席之位呀。当得到七仙女肯定的答复：
“齐天大圣，没听说过。”随之而来的是嘲笑之声，把个猴
哥气得嘶牙咧嘴地把七仙女定在了空中，逐骂道：“好你个
玉帝，三番四次骗俺上山却戏弄于俺，看俺怎么收拾了你这
蟠桃宴”。于是把个蟠桃宴搞得是乌烟瘴气，过后又误闯入
太上老君的兜率宫偷吃了炼丹房里的金丹，终于触怒了玉帝，
违犯了天条。

真是：天产猴王变化多，偷丹偷酒乐山窝。

只因搅乱蟠桃会，十万天兵布网罗。

花果山被天兵天将围得个水泄不通。好猴哥，闻天兵天将来
此捉拿他，公然不理道：“今朝有酒今朝醉，莫管门前是与
非！”话音刚落，一小猴来报：“众神泼言恶语，在门前骂
战嘿！”猴哥笑道：“莫睬他。‘诗酒且图今日乐，功名休
问几时成。’”嘿，这猴子还有点文化，只怕是作者吴承恩
吧。说犹未了，又一小猴来报：“爷爷！那九个凶神已把门
打破了，杀将进来也！”此时猴哥勃然大怒：“这泼神，老
大无礼！本来不与他们计较，三番四次的欺负于俺，忍无可
忍，待俺杀将出去，好让那毛神领教领教我老孙的金箍
棒。”即命独角鬼王，领着七十二洞妖王出阵。顿时与诸神
战得是天昏地暗，杀得那空中无鸟过，山内虎狼奔。这一场
混杀直到日落西山。一山还有一山高，猴哥终是神力有限，
败下阵来。猴哥给玉帝捉回天庭，严刑拷打却始终保持乐观
的个性，实在是精神可嘉。当太上老君把猴哥塞进炼丹炉，
他还只管在里头喊叫：“好舒服，好凉快，老头你把火烧旺



点。”看到此我会心一笑，感叹世间哪去妥如此一猴。

到了后来，猴哥被如来佛祖翻掌一扑，推出西天门外，将五
指化作金、木、水、火、土五座联山，唤名“五行山”，轻
轻的把他压住，一压就是五百年。后遇东土大唐僧人解救逐
随其去西天取经，脑门上多了个“紧箍咒”。如不是这“紧
箍咒”，任肉眼凡胎的唐僧如何能把他怎地，这也叫一物降
一物，岂能叫你反了朝纲不成。

好个猴子，取经就取经，在迢迢的西方途上和穷山恶水作斗
争，历经了千难万险及形象幻化为妖魔鬼怪的八十一难并降
妖服怪，一路排除艰难，护送唐僧直达那西天极乐世界。

他的战斗精神是一曲人类战胜自然的凯歌。

游记读后感篇五

今天我阅读了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这本书内容十分精
彩，其中让我过目不忘的是这些。

天地混沌，一块仙石孕育了一只石猴，这石猴特别奇，它会
跳跃、食草木、饮水等还与各种动物为友，做了花果山的美
猴王。几日，众猴喜宴间，这猴担忧老去，其一猴道，去求
仙。于是，美猴王开始求仙之路，次日，它上岸挨个儿寻问，
终于找到了神仙所在地，那仙人赐它一美名“孙悟空”。

这句段真让我回味无穷，字字珠玑，我从悟空一次又一次恳
求仙人教它七十二变，看出它是好学的，我们也一样，在知
识的海洋里遨游，知识是学来的，也是问来的，要勤学苦练，
认真好学，才会离目标更加进一步，假若你四无目的，迷茫
的，就没有任何结果。

每一段都是知识，要细心品味才知道耐人寻味的故事，且听
下回分解。



游记读后感篇六

在四大名著中，《西游记》应该是我最早走进的名著。小时
候看的是电视。那时，我很喜欢里面的孙悟空，很喜欢里面
的观音菩萨、女儿国女王和一些美丽的妖精，很喜欢孙悟空
和两位师弟一起与妖怪们的各个斗智斗勇的片段，很喜
欢......小时候看到的都是《西游记》浮在表面的东西，喜
欢的也只有那些。长大后再看《西游记》原著，也还是很喜
欢以前喜欢的那些元素。只是发现了其实小时候看的影视已
经被大刀阔斧地改编了很多。也发现其实《西游记》并不是
一部简单的神魔小说。它背负着传播儒释道等文化元素，主
要是释、背负着传播人生哲理等等。

《西游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章回体长篇小说。现
存明刊百回本《西游记》均无作者署名。至于后人都认为是
明吴承恩。这也是清代吴玉瑨才提出的，得到普遍认可而已。
所以严格来说《西游记》的作者是不能万分确定是吴承恩的。
不过这是次要的，我们要学习的更重要的是《西游记》的内
容。该小说描写的是唐僧师徒四人加白龙马一路历经艰险、
降妖除魔，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到西天取到真经的故事。

我主要想谈谈他们师徒四人在历经的九九八十一难及他们几
个的态度给我的启示。九九八十一难分别是金蝉遭贬、出胎
几杀、满月抛江、寻亲报冤等等。

一部西游九九八十一难看人生挫折。

看完《西游记》最大的感受就是感觉其实人生也像一部《西
游记》一样，我们的人生也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才能取得真
经。在取经的过程中，面对不同的挫折我们会扮演不同的角
色以不一样的态度和处事风格去面对它、去过五关斩六将。
因此其实我们在“渡劫”的过程中，我感觉其实我们时而像
唐僧，时而像孙悟空，时而像猪八戒，时而像沙僧。



当我们处于有一颗慈悲之心但是却又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的
阶段时，我们总是误会身边最亲近的人，会犯很多原本可以
避免的错，去绕那不必要的弯，给自己带来很多苦难。此时
我们应该像唐僧一样有领导别人的能力和法宝。这样我们才
能更好更快地借助他人之力化解困难。另外，在众多的困难
中，从孙悟空角度，我们应该明白我们自身一定要练就过硬
本领，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克服困难和
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至于猪八戒和沙僧他们在人生旅途中
更像是配角。他们让我明白了在克服人生中的困难时，其实
做好一个配角也是很重要的，猪八戒负责讨唐僧开心，沙僧
任劳任怨踏踏实实。

所有的磨难都是对他们师徒四人的考验，其实我们人生中的
每一次挫折也是对我们的考验。

因此，在漫漫人生路上我们要学会像唐僧一样有制服人的法
宝，像孙悟空一样有过硬本领，要像沙僧一样踏踏实实，最
后要像他们一样具有团结精神。在克服人生九九八十一难的
过程中，我们在打怪，在渡劫，在磨练自己，一定要去努力
去做一个集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的优点于一身的人。
这样才能取到人生的真经。当然，在面对那九九八十一难的
时候，心态也很重要，我们要像唐僧一样，要相信会有人来
救我们的，要像孙悟空一样运用好自己的能力，实在不行请
救兵，总之就是不要畏敌，要相信一切困难险阻都会迎刃而
解的。

总之，他们师徒四人克服九九八十一难能取到真经，有他们
个人的自我角色扮演到位和他们各自的态度有很大关系，所
以我们在面对艰难险阻的时候也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和拥有
良好的态度。这样我们也可以战胜我们人生中的九九八十一
难取到真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