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版西游记十八回读后感(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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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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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
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老版西游记十八回读后感篇一

《西游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神魔世界，人们无
不在作者丰富而大胆的艺术想象面前惊叹不已。然而，任何
一部文学作品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作为神魔小说杰出代表的
《西游记》通过虚幻的神魔世界，反映了现实社会的种种问
题。西行途中的妖魔，决不仅仅是一般困难的化身，而大都
是代表着危害人民、无恶不作的封建黑暗势力。

书中四大主角孙悟空、唐僧、八戒、沙僧，各人的性格分别
用一个字粗略概括就是:狂,坚,私,忠。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
神通广大，嫉恶如仇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刚读《西游记》时，我十万分讨厌唐僧。

老版西游记十八回读后感篇二

《西游记》这一部巨著，写得是孙悟空，唐僧，猪八戒，沙
僧师徒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斩妖除魔，取得真经的故事。

然而这是表面，我觉得首先《西游记》是一部当年老百姓的
精神寄托，写美猴王出世，是写老百姓希望一位英雄来抵抗
统治，写大闹天宫，是写老百姓希望一位英雄推翻统治，而
孙悟空被压五指山。



这就是一部神魔小说。其实无论怎么说，书中有一个人物总
是不变的，他就是孙悟空，他是一个矛盾的角色，他勇敢，
坚强，他叛逆，桀骜不驯，但他始终是他自己，一个不完美
的齐天大圣，同样不变的，是孙悟空对我的影响，他是唯一
一个让我从小时候到现在一直当作偶象的人物，是他让我知
道做人要坚强，勇敢，忠心。

这是西游，不一样的西游

老版西游记十八回读后感篇三

吴承恩善于提炼人民生活中的口语，吸收它的新鲜有力的词
汇，自从读了《西游记》，全面了解了唐僧师徒的喜、怒、
哀、乐，和他们一起体会着惩恶除奸的快乐。你是否在找正
准备撰写“西游记第十八章读后感”，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
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这《西游记》啊，可谓是妇孺皆知啊。一些小孩子，一般是
图个新鲜，或者是看看里面孙悟空的神气，并没有领悟其中
的真谛。我这次看，与以往可谓是天差地别啊，对其中的一
些道理，也算是有深刻领悟吧。

《西游记》讲的是唐僧师徒四人到西天去取经，一路经历了
九九八十一难，最后获取了真经。故事情节引人入胜，风趣
生动，但虽如此，在其中也包含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的种.种看
法。他讽刺了当时朝政的_无能，其实，在我们所看到的取经
途中，有许多的妖精都与天上地下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样说
来，无论是在天上还是地上那些神威的统治下，都隐藏着丑
恶，神仙也不例外，可见当时明王朝统治的_，。不过，在这
种情况下，在我们眼前出现一个不受约束，敢于抗争的一个
人物，那就是孙悟空!他从石头里蹦出，对世间何事都有探索
的好奇心，对于玉帝要捉拿他，却绝不屈服，还“大闹天



宫”，不过有时也有些任性，作者再借这样一个人物来进行
对比，更加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这也使我们想到当时的
朝政是怎样的，朝政中当官的又是怎样的。其实，那些_无能
的官员往往与天上的神仙大佛有一定的关系，不是有一些妖
怪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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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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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以及社会经济不景气。

虽然如此，但唐僧师徒四人在途中对那些所遇到的妖魔鬼怪
时的不所畏惧的精神也深深打动了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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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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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能像猪八戒有时那样喊散伙，只要坚持，
我们就能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虽然在取得成功的过程中会
遭遇许多磨难，但是这样更能磨练我们的意志力，使我们得
到锻炼，所以，一定要勇往直前!

《西游记》给我的感想有太多太多，甚至又联想到了许多，
它被评为四大名著之一，可谓是当之无愧啊!《西游记》，这
颗在历耀眼灿烂的明珠，正闪烁着那金色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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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顽固执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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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西游记》中第一主人公，
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他有无穷的本领，天不怕地不怕，
具有不屈的反抗精神。他有着大英雄的不凡气度，也有爱听
恭维话的缺点。他机智勇敢又诙谐好闹。而他最大的特点就
是敢斗。与至高无上的玉皇大帝敢斗，楞是叫响了“齐天大
圣”的美名;与妖魔鬼怪敢斗，火眼金睛决不放过一个妖魔，
如意金箍棒下决不对妖魔留情;与一切困难敢斗，决不退却低
头。这就是孙悟空，一个光彩夺目的神话英雄，也是我心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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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中写唐僧师徒经历了八十一次磨难，让我联想到了他们的
执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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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我来说也就是一种成功
啊!因为我去做了，而且坚持到了最后。

书中抓住了师徒四人的个自特点，对各个人无物描写的栩栩
如生。虽然他们师徒四人的样字不同，三个徒弟的样字长的
有点可怕，但是他们都有着一颗善良和正义之心，他们在与
妖魔鬼怪的打头中，不顾自己生命。在去天取经的路上不知
帮助过多少需要帮助的人。为了取得真经，他们不怕困难，
历经千辛万苦取得了真经。书中塑造了四个鲜明的人物形象：
唐僧——一心向佛，顽固执著，人妖不分，心地善良;孙悟
空——武功高强，忠心耿耿，不屈不挠，任劳任怨;猪八
戒——贪财好色，好吃懒做，但又不缺乏善心;沙僧——心地
善良，安于天命。四人之中，我最喜欢的便是孙悟空，因为
他神通广大，技艺高超，一路保护师傅取得了真经，他是我
心目中的英雄。他一路保护师父，即使师父误会了他，将他
赶走，还不忘叮嘱八戒碰到妖怪要提他的名字，一听师父有



难就立即回来救他。他有七十二般变化，一个跟头就翻出十
万八千里，手中一根金箍棒一万三千五百斤，敢于与强大势
力做斗争，其勇敢精神令我十分欣赏。

书中写了唐僧师徒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才取得真经，我敬佩
他们的执著及不畏艰险的坚定信心，孙悟空锲而不舍的精神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一想到自己遇到困难的事情经常半途
而废，不能持之以恒，就感到惭愧。读了这本书我最大的收
获是，我要把一件事从头做到尾，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只要
我善始善终，这就是胜利。

读了《西游记》，我知道了取得真经除了靠本领，还要有顽
强的意志和坚持不懈的精神，如果把这份精神放到学习上，
我一定会学的更好。

师徒四人最忠厚的是沙僧，他忠厚老实，一心想取到真经，
令我感叹不已。

猪八戒，大家都知道，他好色好吃好玩，一心贪婪，做不成
事。他遇到困难时，只想着退缩。他取到真经时，还求佛祖
让自己下凡来玩呢!别忘了，他就是这样被玉帝贬下凡来的。

孙悟空最大的特点是勇敢，他不怕困难，打走妖魔鬼怪。如
果师父被抓了，他一定会想办法救出师父。他是我学习的好
榜样!

唐僧就是啰嗦可是是个善良闵诚的苦行僧，不辞劳苦，不畏
艰险，但有昏庸顽固，是非不分。意志坚强，慈悲善良。是
一个虔诚执着的佛教徒，在取经的过程中坚定，从不懈怠动
摇，不为财色迷惑，不为死亡屈服，凭着坚韧不拔的精神，
终成正果。另一方面，又性情和善，连凶残的敌人也可原谅，
偏听偏信。

《西游记》让我领悟到办成任何一件大事，都绝非易事唐僧



师徒四人取经，经历了众多的险难，并非全是玄虚离奇的就
拿我们的学习来说吧，我们经历的每一天又何尝没有困难呢?
我们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到高中毕业考大学……又何
尝仅仅是九九八十一难呢?战胜困难的过程，就孕育了成功唐
僧师徒四人每人都有长处和短处，正是他们互相帮助，取长
补短，才得以成功这又让我懂得了想要办成一件大事，必须
大家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才能成功的道理。

唐僧师徒四人一路向西，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取得真
经，这不禁使我想起了_。伟大的人民领袖_带领_经历了二万
五千里长征，最后才把侵略者赶出中国的领土。一个是为了
取经造福百姓，一个是为了国泰民安，两者都是为了人民。

现如今的我们早已无法辨别那段充满神奇色彩的故事是真是
假，但唐僧师徒四人那种与妖怪斗智斗勇，不惧怕_势力的精
神永远值得我们去学习。

西游记中为我们塑造了四个鲜明的人物形象本领高超的孙悟
空，胆小如鼠的唐僧，贪财好色但不缺乏善良的猪八戒，沉
默寡言的沙僧。这四个人性格各不相同，也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

孙悟空一路上降妖除魔，像“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这
些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都是发生在孙悟空身上。孙悟空也是
我在西游记中最喜欢的角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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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八戒则不同，他好吃懒惰，常常打退堂鼓，心里老想着高
老庄的媳妇;他有时爱撒个谎，可笨嘴拙腮的又说不圆;他还
时不时地挑拨唐僧念紧箍咒，让孙悟空吃点苦头，虽然如此，
但在战斗中从不退缩，可以说得上是孙悟空的得力助手。



唐僧和沙僧就更不同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慢热型”，他
俩给人的感觉就是不急不慌的。唐僧耳根子特别软，经不住
挑唆。沙僧没主见，经常附和孙悟空和唐僧，总说：“大师
兄说得对”“师傅说得对”

他们师徒经历的坎坷就像我们人生路上的坎坷

记得有一次，我参加学校的书法比赛，比赛过后，我好几天
心神不宁，为了这次比赛我准备了好几天，万一落选，不就
前功尽弃了吗?比赛结果下来了，我还是落选了。放学后，我
躲在房间里哭了，爸爸特地打来电话安慰我，说：“这有什
么好哭的了，照你这样，我生意失败了，我还不得哭死啊，
儿子，这就是挫折，哭是没有用的，要吸取这次的教训，争
取下一次成功，这才是面对挫折的办法，这个道理你是一定
要明白的。”

是啊!人生中的挫折太多了，不能每次都哭啊，就像西游记中
孙悟空打妖怪，那也是挫折啊，迟早要懂得去面对。

老版西游记十八回读后感篇四

这几天，我读了一本书——明朝吴承恩的《西游记》，我被
它精彩的内容吸引住了。这本书的内容生动形象，在这里跟
大家分享一小段。

“二郎神恼羞成怒，上前便打，二人是各展身手，打了三百
个回合，不分胜败。在天上观战的老君撸起衣袖，从胳膊上
取下一个圈子，名叫”金刚套“，不怕水与火，朝那猴头丢
下。”

这一段里面的几个词语用得很形象，如“恼羞成怒”，“各
展身手”，“三百个回合”，生动具体的描写出了孙悟空和
二郎神打斗的激烈场景。



“悟空在空中，见河水波浪翻腾，又传来喊杀声音，知道妖
怪来了。当妖怪刚一露出水面，就一棒打去。妖怪闪身躲过，
两个人云里雾里战了三个回合，妖怪招架不住，耍了个花招，
又窜进水里，闭门不出了。”

我看得津津有味，我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我也想去“取
经”，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要想从一个不起眼的沙粒，变成一
颗耀眼的珍珠，不但要有一身本事，还得能吃得了苦，耐得
住寂寞，才能取得真经，修成正果!

老版西游记十八回读后感篇五

西游记以积极浪漫的艺术手法及优美的幻想形式，创造了许
多具有传奇色彩的形象。在写一篇西游记读书笔记之前，先
学习一下读书笔记的写法，这样才能有更加精彩的文章。你
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西游记七十八回读后感”，下面小编
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这么多年来，我从未完整地看过一遍电视剧《西游记》，有
时调台看到了，也并不太认真，只是觉得好玩才看看。不过
自从上次无意中看到了电视上关于《西游记》的精彩宣传后，
我突然决定，要从头到尾的看它一遍，将它真正的存在心里。

有些事情确实要眼见为实，只有看了，我才能真正体会到为
什么都四十一二岁的爸爸，还会津津有味地坐在电视机旁看
《西游记》，而演了二十多年的，都那么老那么老的老影片
还会一次又一次的在多个台被当作影片中的精英来一遍又一
遍的放，又有那么多不同工作的人，被这奇妙的电视剧把心
集中在了一起，不管是工作繁忙的白领，还是应酬多多的总
经理，都会一回家就坐在电视机旁，看着这四大名著之一的
《西游记》，我真的被它折服了!



那威风凛凛的孙悟空，贪吃偷懒的猪八戒，正直勇敢的沙僧，
善良不屈的唐僧，一起演义了一出坚持不懈、勇敢坚强的神
话故事，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的师徒四人，终于取得真经，
修成正果。

精彩的结尾固然重要，但我却觉得人们更享受的是那战胜妖
魔鬼怪的过程，比如说在《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剧中，孙
悟空一心保护师父，用他的火眼金睛，用他的那根金箍棒将
想吃他师父的白骨精连续三次认出并且打跑了，但狡猾的白
骨精在这三次中却分别变成了一位姑娘，以及那姑娘年迈的
双亲。第一次变化中，那姑娘长的十分美丽，骗过了贪色的
猪八戒，骗过老实的沙和尚，也骗过了善良的唐僧，然而却
被机灵的孙悟空给识破了，一棒打下去，白骨精化成一缕黑
烟，仓皇而逃。待白骨精大惊失色地回到洞中，狡猾的她又
想了一个计策——变成姑娘的老妈妈，但没曾想到，在骗得
了大家的同情之后，孙悟空的金箍棒也再一次毫不留情地打
了下来，白骨精又一次落荒而逃了，最后，不堪服输的白骨
精再次变成了那姑娘的年迈的老父亲，但还是没有逃过孙悟
空的火眼，白骨精又被迫逃回了山洞。然而，慈悲的唐僧对
此却十分生气，他责怪孙悟空无缘无故地毁坏了一个幸福的
人家，这样地滥打滥杀的徒弟，他坚决不收，(因为佛教是讲
究慈悲为怀，坚决不能杀生的)。于是，他不顾路上将要遇到
的危险，决然把孙悟空赶下了山。但令我十分感动的是，最
后，孙悟空并没有因为师父冤枉了他而记恨在心，反而暗中
牵挂着师父，并且在猪八戒的劝说之下又回到了师父的身边，
一举帮助唐僧消灭了妖精。我想，象孙悟空这样“不计较个
人得失，以大局为重”的人，现今世上也寥寥无几了吧。最
后的那场师徒和好的一幕，让我充分地感到了他们师徒间那
种亲切融洽的感觉，也真正明白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的真正含义。细细感受，唐僧的确就象悟空的父亲一样关怀
着他，体贴着他，教导着他做人的道理。而悟空也象一个大
男孩，即使再调皮，也一心想着师父，帮他降妖除魔，甚至
宁可为了师父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多么感人的精神呀!



在假期中，我读了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我仿
佛徜徉在那个色彩斑斓的神奇世界里，读《西游记》真是让
我既过瘾又有趣。

《西游记》中唐僧以及其他的三个徒弟一路上降妖伏魔经历
了九九八十一难取得了真经的故事很离奇，他们师徒四人更
是深深得吸引了我。唐僧诚心向佛，他为了大唐历经艰险去
西天取经却从不抱怨，但是我觉得他太顽固了。相信大家和
我一样，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画面在我脑海里记忆有新。不
论白骨精变成一个美貌的村姑，还是变成拐着拐杖的老妇人，
甚至变成一个在找他的妻子和女儿的白发老公公，都逃不过
孙悟空的火眼睛睛。而菩萨心肠的唐僧却责怪悟空无故伤人
性命，一遍遍念着紧箍咒，可怜的悟空只能连忙哀求。在这
个小故事中，我看到了悟空的正义、机智，更看到了唐僧的
顽固，那是因为他太善良了，我们也不能责怪唐僧对那些妖
怪这么仁慈，破坏悟空打妖怪，因为他可是没有火眼睛睛啊!

我最喜欢的就是孙悟空，悟空总是很顽皮，但他本领高超、
机智勇敢，在取经路上功劳最大。这一路上他们经历艰难险
阻,不管妖怪是多么的阴险狡猾，他都一一打败他们,把师傅
从危难中救出来。而胖嘟嘟的猪八戒呢，我觉得十分可爱，
他一出场就让我兴奋，如果《西游记》少了他，那么西天取
经就一点都不好玩了，还有啊，猪八戒之所以这么胖，因为
他好吃，而且心态很好，这就是心宽体胖吧，我要向他学习，
学习他那种乐观向上的精神。再说说沙僧吧，沙僧是个真正
的老实人，取经路上,他就只是做一些平凡的小事情，但他对
师傅忠心耿耿，不会临阵脱逃。

我深深爱上了《西游记》这本书，它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从
唐僧师徒身上我学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我要学习唐僧的大
慈大悲，学习悟空的不屈不挠，学习八戒的乐观向上，学习
沙僧的忠诚踏实。做人要有坚强的意志，我们不能半途而废，
还要学会宽容，善待别人，互相帮助，我们要为追求自己的
理想而奋斗，勇敢面对困难和挫折，每天都要过得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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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翻开这本书，我就被故事中精彩的片段迷住了。《西
游记》这本书主要讲了孙悟空出世、大闹天空、最后被如来
佛压在五行山下，又描述了释迦造经，观音访僧，魏斩龙，
以及玄奘出世等故事之后主要写孙悟空等人保唐僧西天取经，
一路降妖伏魔，走过十万八千里，前后十四年，历经九九八
十一难，最后回取真金的经过。作品想象丰富，语言生动诙
谐，并塑造了极有个性、家喻户晓的孙悟空、唐僧、猪八戒、
沙僧等形象。

在书中我最喜爱的片段是“整天东游西逛，每日云来雾去，
行踪不定，广交各路神仙，，自由自在极了。”这句话生动
形象的描述了齐天大圣孙悟空整天逍遥自在的样貌。

《西游记》是我国古代一部杰出的长篇神话小说，还能够说
是一部童话。书中，不管是拥有七十二般变化的孙悟空，懒
惰贪吃的猪八戒，还是各显神通的神仙妖魔，在我们的眼里
都是如此亲切，如此可信，如此活灵活现!因此，它极大地激
发并发展了我们的想象力，而想象力又是人身上最宝贵的东
西，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离不开人类丰富独特的想象力!

从某种好处上来说，随着人的长大，头上戴的“紧箍咒”也
就多了。读一读西游记吧，也许你能从那里面寻找出一
点“敢问路在何方”的豪情和斗志!

本次研究性学习，我主要谈一下《西游记》得艺术特色与思
想。



在历史的长廊里，文学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象征，
也是其在发展中最真实的社会写照，更是承载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最绮丽的文化艺术宝石。诚然，科学无国界，文学亦
美焉!但由于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差异，人们对于文学的欣
赏有着不同的见解。但是文学精华，无论在中西方都是一颗
永不凋零的文学星，一直在人们的心中闪光。就像哥伦比亚
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暨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
《百年孤独》，作者用全新的创作手法，巧妙地糅合了现实
与虚幻，融入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元素，展现出一个多彩
的想象空间。同样追溯中国古代文学—《西游记》，开辟了
中国神魔长篇小说的新篇章。作者吴承恩成功地运用了积极
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巧妙地将辛辣的讽刺，善意的嘲笑，严
肃的批判相结合，把神魔小说《西游记》表达得淋漓尽致，
出神入化，从侧面抨击当时社会的黑暗，统治者的昏靡来表
达自己怀才难遇明君，不能重任的悲愤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