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江湖少年读后感 笑傲江湖读后
感(大全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
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
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江湖少年读后感篇一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是一种生活习惯！有人说读
一本好书，就是和一位智者进行心灵的交流。读了朱永新教
授的《改变，从阅读开始》，更让我的心灵得以洗涤、净化
和认识上的提升。这本书选编了十九位智者的讲话，少数是
文章摘选。他们是一批活跃在上个世纪中国文化舞台的大人
物，他们学贯东西，出入佛老，担当着接续中国文化慧命的
历史重任。这些讲话是对中国文化的集中解读，虽然从儒家、
佛家、道家等不同角度，但它们实质上说的是同一个问题，
那就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他们中的大多数出生于前一
个世纪之交，经历国家危亡、民族动荡，身处“五千年来一
大变局”。尽管在当时，他们的声音在全盘西化的大浪潮中
显得很微弱，但时值今日，却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回响。

“不读书的孩子是一个没有潜力的孩子；不读书的家庭是一
个庸俗的家庭；不读书的学校是一个没有发展的学校；不读
书的社会也必将是一个落后的社会。”一句话，阅读可以丰
富一个人的有限人生，阅读可以涵养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
阅读可以铸就一个国家的文化根基。多么富有哲理。多么现
实的话啊！

.朱教授说，读了的才叫“书”，没读的只能叫“纸”，我心
中不禁鼓掌叫好：读了的，并提升了生活品位的才叫“读”，
不然只能叫“看”。所以读书要“读进去”，再“读出来”，



才叫读书。这个“进去”和“出来”就是“研读”，读出了
品位。用心读，就读出了我们教师的绚丽人生。这，就是朱
教授说的，通过读书，让自己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
活――这，也就是我们教师应该追求的教育境界。

阅读不能延长生命的长度，却可以增加生命的厚度；阅读不
能改变人生的命运，但却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它可以丰
富我们的思想，提高我们对生活的认识，丰富自己的精神世
界，可使我们更加理性的看待现实问题。

通过阅读我的心开始充实、沉静，不断的阅读使我不停的思
考，看得更多、更广、更新，也不知不觉得改变、提高，让
阅读与我们的生活同行！成为我们生活的一种方式吧！改变，
从阅读开始！阅读，从现在开始！就让我们一起投入到阅读
中来吧，一起来享受阅读带给我们的快乐。

江湖少年读后感篇二

读罢《笑傲江湖》，内心涌动的情绪很奇妙，不张扬恣肆，
不哀伤幽怨，只是无奈，只是惆怅，只是如鲠在喉。许多事
亦悲剧，运数、性格、世道，无从避趋，唯以艰难面对，还
有抉择的困惑，价值观的反思――这一切，让人甚感沉思。
它是一部纯粹的武侠小说，也可以认为是一部纯粹的政治历
史或历史政治的寓言。

该小说的创作年代，正值“xxx”夺权斗争如火如荼之际，金庸
先生并非有意影射点什么，随性而发，书写冷静客观而又情
绪激烈，将奇思奇想融入这小说中，实属高人！也可将它看
作一部精彩、纯粹、热闹、紧张的武侠传奇故事，即，你可
以看其“热闹”（有热闹可看），亦可以看其门道（更有门
道可看），你可以纯粹的消遣为目的地看而觉得它“好看”，
同时亦可以把一种严肃的研究态度去看它而觉它”耐看"。

《笑傲江湖》是曲名，此曲根源于广陵散。题目用此，更多



的是为令狐冲行云流水的人生观点题。而书写的该曲的音乐
形象，却是震悚，悲哀等一系列深摄灵魂的韵律，音乐动人
心魄。

再谈书中的爱情，我爱极了任盈盈这个女子。她美丽娇羞，
清雅过人，虽然生杀予夺，呼风唤雨。然而在令狐冲面前，
她只是个小女人，她似乎只为爱情而活，她全心全意爱令狐
冲，不惜自己的性命和一切一切，爱护他的名声地位，处处
为对方着想，不光成全他的荣耀和地位，而且会成全爱人的
理想与做人的原则，令狐冲要归隐，她为他打点一切。她只
求他开心，只求能与他在一起。是为那一曲鸾凤和鸣的《笑
傲江湖》惊叹！如此之情志！

然而金庸讲令狐冲对任盈盈情感，始终讲的是有所膜隔，始
终是相隔云雾，缥缈难辨，有些敬畏之情。并在后记中称两
人成亲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枷锁，始终不理解金大侠的深意，
或许任盈盈像宝姐姐――聪慧敏达，完美的妇女品德，但那
种精明，成熟，那种周正也正是男人所畏惧的吧？她不会在
他面前完全暴露自己，她会压抑自己的意志成全爱人，着对
许多男人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吧。也唯有令狐冲这样的男子，
不去想也懒得想这背后的一切，他习惯躲避，然后掉头看看
天上的白云，想想现在的生活何其畅情适意。纵然月白风清
时，生出许多惆怅，也会拿出几杯黄汤浇下肚，忘它个一干
二净。

江湖少年读后感篇三

初读《笑傲江湖》，是奔着令狐冲来的。经常听说金庸小说
里的人物大多潇洒，有侠气，我便一本一本的读。可是，读
完以后我才发现，最令我难忘的不是豁达不羁的令狐冲，不
是娇美任性的任盈盈，不是单纯坚定的仪琳，而是那亦正亦
邪的林平之。

林平之，听这名字你或许以为这人生活平坦，可是，他其实



与游坦之（《天龙八部》人物）一样，一生悲壮而惨烈。

书的开始，林平之是一位锦衣少年，在雪白的坐骑上打猎，
生活轻松无比。他是“福威镖局”的少镖头，锦衣玉食。可
是由于他家的《辟邪剑谱》是江湖上的武林秘籍，余沧海为
了修炼此功杀了林平之的父母。

这本是大仇，加之林母的遗言是“为父母报仇”，林平之生
活于复仇阴影中，便不顾一切学好武功，先拜了人品极差的
木高峰为师，再拜了“谦谦君子”岳不群为师。为了练《辟
邪剑谱》自残，杀了世间唯一真心待他的岳灵珊，最终沦为
恶人，被囚于西湖之底。

林平之可恨吗？他可恨。为了复仇变得非男非女，狠辣凶残，
最终手刃仇人，杀了最爱自己的人。

林平之可怜吗？他可怜。他本是贵公子，却惨遭灭门，一直
活在复仇的阴影下。

可是他最终的结局是什么？

自生自灭。

江湖少年读后感篇四

年轻时看此书，看电视剧，只觉得热血澎湃，恨不能如令狐
冲一般，快意恩仇，我行我素。然人到中年，又别有一番滋
味。

比如说，《葵花宝典》《辟邪剑谱》，欲练此功必先自宫。
东方不败做了，岳不群做了，林平之也做了。以前觉得很不
理解，现在其实想想，有很多人也这样做了。比如说，沉迷
于游戏伤眼睛，但谁都在玩，如果游戏上写着，欲玩游戏，
先废双眼，估计玩的人就很少或者没有了。再比如，吸烟有



害健康，得肺癌的概率很大，如果酒瓶上先写着：欲饮此酒，
先废一肺，估计就没人喝了。可见，把《葵花宝典》看做邪
恶的功夫有失偏颇，至少人家先把严重后果告诉你了，练不
练在你。金庸先生武侠小说里还有一种功夫叫七伤拳，害人
害己，那才叫邪恶呢。

关于拍马屁，金庸先生笔下的马屁都到了夸张的地步，什么
文成武德圣教主，什么星宿老仙法力无边，不是一个人，是
很多人，不是说一句，而是每天都在说，有点皇帝上朝的感
觉。其实现在也有，比如，一窝蜂称颂一个人，一句闲谈，
都称颂，英明神武，实在是恶心极了。想起了倪匡先生的评
金庸小说，他敢说，我不敢说，怕给自己找麻烦。

《笑傲江湖》里我喜欢定逸师太，敢爱敢恨，敢说真话，敢
干别人不敢干的事。直接声援刘长峰，直接拒绝五岳并派，
直接让林平之拜师都让我佩服。最让我佩服的是居然把恒山
派掌门传给令狐冲，让一个大男人领导一群小尼姑，在现在
恐怕都很难更何况是那时候？更让人忍俊不禁的是，令狐冲
居然接受了。这是唯一一个正面人物死了却让我开心一笑的
场景。

联想到自己，倒反而像岳不群。教给学生，遇到邪派人物，
不问是非，拔剑就杀。不结交匪类，是不是有点像告诉孩子
们不要跟坏孩子玩？大家别对号入座，有点影子而已。

开开心心看了两天，就这么点体会。语文老师该说这作文不
合格了。

江湖少年读后感篇五

金庸先生在《笑傲江湖》的后记中写道：“这不小说不拘于
任何时代，只是通过书中的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
年来的权力纷争，利益争夺。”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
名门正派，也没有绝对的旁门左道，只是立场不同，心态不



同，看法不同而已。江湖纷争看似繁杂，其实归根到底就是
一曲《笑傲江湖曲》，只是时代不同，“掌门”不同而已。

小说围绕着一部《辟邪剑谱》展开，一本武功秘籍，使得江
湖上各门各派明争暗斗，人与人之间相互猜忌，相互利用，
相互残杀。书中将江湖分成所谓的“正派”与“邪教”。正
派中有：少林派、武当派、五岳派、青城派等。而邪教当数
日月神教。

在我看来，江湖其实就两派，一派是“权利野心派”，另一
派是“隐退派”。首先，我解释一下两派的名字来由，再对
两派中的部分江湖人物进行分析。

权力野心派顾名思义就是对权力有着极大的野心。梦想着有
一天能一统江湖，并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

年的那场思过崖上的剑气之争说起。一场比剑使得华山派的
各位高手前辈丧命，因此，华山派的经典武学从那也就失传。
当然华山派在江湖上地位也就一落千丈。五岳派的盟主地位
自然就被嵩山派所得。这样一来，岳不群在华山派最不景气
的时候临危受命，接管华山，肩负着光大华山派的使命。

那么要光大华山派的首要条件是什么呢？那当然是武功，只
要你有绝世武功，那么别说光大门楣，就连统一江湖都不成
问题。当时江湖上大概有这么些绝世武功，少林寺的易筋经，
任我行的吸心大法，东方不败的葵花宝典，还有就是林远图
的七十二路辟邪剑法。想得到前三种几乎不可能，那么就只
有在辟邪剑法上打主意。

当余沧海公然地向福威镖局下手时，时机来了，于是岳不群
派劳得诺和岳灵珊到福建接触林平之，在林震南夫妇死后，
将无依无靠，仇气冲天的林平之收入门下，为夺得剑谱铺平
了道路。终于在向阳老宅的佛堂下找到这本绝世武功剑谱，
林平之也因此差点遭到岳不群的暗算。得到剑谱之后，我也



不清楚当岳不群看到第一句时是怎样的心情。但结果是他成
功的走出了第一步。练成之后，嵩山比武夺帅，成为五岳剑
派掌门也是顺理成章的事。统一五岳派后自然就想与任我行
决一雌雄。可悲的是大战还未开始，五岳派又一次相互残杀，
当年威震武林的五岳派已名存实亡，岳不群最终的结局可谓
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一代宗师因江湖权力之争而搞得臭名
远扬。

岳派那都是明着来，不会从背后下手，江湖人士都能看出他
的野心。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便是他不及岳不群之处。
左冷禅所用的伎俩无非就是以金钱买通，买不通就杀。一切
阻止他的人都得死，恒山派就因此多次着了他的毒手，刘正
风也被他逼得家破人亡，对于左冷禅的权力野心，我想借用
方正大师的一段话来总结：首先他得统一五岳派，和少林、
武当形成三足鼎力之势共灭魔教，回过头来灭武当、除少林，
一统江湖。可悲的是他精心策划的“政治蓝图”刚走出第一
步就被岳不群窃取了，最后落得个双目失明，命丧思过崖的
下场。权力野心派三号人物，日月神教圣教主任我行，任我
行从西湖底脱困后，便迫不及待地去找东方不败报仇，杀了
东方不败重掌神教。听着“日月神教、文成武德、千秋万代、
一统江湖”这样气势宏伟的口号。我想没有几个人高高在上
的听着几千人这样的朝贺，而不想真正的一统江湖。在岳不
群当上五岳剑派掌门时，任我行就计划着趁五岳剑派还未成
熟之时，就将其灭掉。可还没等他动手五岳剑派自相残杀不
攻自破，五岳之中似乎就剩恒山派了。令狐冲拒接加盟日月
神教，任我行便放出一个月后大举进攻恒山的话来，他要的
是当少林、武当增援恒山，他却佯攻恒山，大军进攻少林、
武当的效果。可叹啊！一个月未到，便死了，可谓善终。

权力野心派还有一些别的人物，比如：日月神教东方不败、
青城派余沧海、塞北名驼木高峰等。这里我不在一一说明。

隐退派大概有退隐江湖、隐居山林、不问江湖恩怨那么个意
思。在笑傲江湖中隐退派又可分隐退成功和隐退失败。



纵观全书我看隐退最成功当数令狐冲和任盈盈最终在西湖梅
庄的“千秋万代，永结夫妇”退出江湖。令狐冲生来就桀骜
不驯、不服管教、爱喝酒、喜欢打抱不平，可喜的是他有一
颗狭义之心。因此结交了不少江湖豪杰，但他对权力却毫无
兴趣，其实小说中他获得大权的机会最多，他做过恒山派掌
门，方正大师也曾支持他做五岳剑派掌门。任我行也曾授予
他副教主之位。但他都没为之动过心，寄情于自由自在、无
拘无束之中。任大小姐是日月神教圣姑，掌握着几万人的生
杀大权，可他最向往的还是能和她的令狐冲合奏《笑傲江湖
曲》。因此将他俩归为隐退成功派，合情合理。

隐退不成功派当数刘正风、曲洋莫属。正所谓“朋友易交，
知音难求”。他们有着门派之别，处于正邪不两立的江湖关
系，但他们因音乐而相遇、相识、相交。一个被左冷禅逼得
家破人亡，一个被日月神教追杀。他们想退隐江湖，江湖却
不给金盆洗手的机会。但在生命的尽头，两人能合奏《笑傲
江湖曲》，即使不能真正地退隐江湖，也算是个完美的结局。
退隐不成功者，我觉得风清扬也得算一个，为什么呢？虽然
他躲过了华山派的剑气之争，决定归隐山林，不问江湖恩怨。
可他还有一件事放不下，那就是为独孤九剑寻找传人，这才
有了思过崖授剑那一段。因为风清扬的归隐又重现，所以他
应属于退隐不成功者。

归隐成了他们的梦想，可他们哪知道“人在江湖，生不由
己”。权力这个东西，有多少人能看得开、放得下。古往今
来又有多少人为了权力而搞得身败名裂，试问有谁没有统治
他人的野心，能做到像陶渊明那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的闲情逸致呢？江湖上因权力而产生恩怨，因恩怨而产
生厮杀，因厮杀而产生厌倦，因厌倦而产生归隐。然而就是
有那么多人不会产生厌倦，因此江湖无论在哪朝哪代都动荡
不安。或许这便是《笑傲江湖》不拘于任何时代却适用于任
何时代的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