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林外史读后感初三(精选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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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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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林外史读后感初三篇一

看了《儒林外史》的第十四回，我又看到了一个和前十二回
完全不一样的骗局。

马钝是一个名士，一向视功名如粪土，两袖清风，无牵无挂，
喜欢游览名山大川，一次，他受人之托，来到了杭州的文翰
楼改卷。到了杭州，马钝就乘机游览起了西湖，江南的许多
美景，让他流连忘返。走着，走着，他来到了一个洞中，刚
要抽签的时候，突然身边出现了一个老头，马钝见他留着又
长又白的胡子，真像年画里的神仙，于是，就问他：“敢问
仙名仙寿?”“回马二先生，贱名姓洪，今年已有三百多岁了。
”马钝听后大吃一惊，心想难道他真是一个神仙，不然他怎
么会知道我的姓名?“你已遇老仙，那就不用抽签卜算自己的
命运了，请你跟我来吧!”马钝跟着那自称仙人的洪先生走了，
他俩来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洪“仙人”对他说：“这就是
我的家。”二人走进了屋子，只见那“仙人”用纸包了十几
块黑炭给他，对马钝说：“你把这个黑炭用火点燃，就会烧
出纹银来的。”马钝一听，马上回到住处用火烧了起来，没
想到，居然真的烧出了十几锭纹银。不久，马钝听说了
洪“仙人”死去了的消息，马钝急忙前去吊唁，他悲痛地对
着死去的洪“仙人”说：“您是一个神仙，神仙怎么会死的
呢?”“谁说他是神仙，他今年才六十多岁。”洪“仙人”的
家人说。马钝心想，他们准是在骗我，洪“仙人”曾经给过
我十几块黑炭让我去烧，白花花的银子被烧了出来，这还会



有假吗?”殊不知，那是洪先生为了得到一个神仙的虚名，不
惜自己的钱财把银子故意裹在了黑炭里，故事看到这里，我
为一个身为名士的马钝，居然不知这个世上本无神仙的道理，
感到可悲!我也为一个做梦都想有一个神仙虚名的洪先生，感
到可叹!

李世民曾说过：“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
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利用假期我读了《儒
林外史》。《儒林外史》是由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创作的章回
体长篇小说。全书共五十六回，约四十万字，描写了近两百
个人物。小说假托明代，实际反映的是康乾时期科举制度下
读书人的功名和生活。

青年作家贾飞评价《儒林外史》：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升官发
财的一本教科书。从中可以看出在封建体制下，知识分子、
乡绅等扭曲的灵魂，同时也控诉科举对人们的毒害。书中开
头出现王冕，有王冕勤奋自学画荷花的故事，和不愿卖画给
官员的洁身自好。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
他们全是没有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民百姓。
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
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鲁迅对《儒林外史》的人物刻画
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儒林外史》做到了：“烛幽索隐，
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
皆现身纸上，生态并作，使彼相，如目在前”。而我认为
《儒林外史》给人一种意境美，对雨后荷花的描写深入人心，
运用多种人物刻画的方法，使人物的形象立体、生动、丰满。
随着文化的高速发展，假论文、假作者和版权纠纷等等问题
屡见弊端。此书中也透露出现代文化发展的雏形，二十一回
中牛浦郎将自己的名字，加上别人的号出书。如今假广告、
假产品害人不浅。封建社会中一些江湖骗子，如何使用伎俩
骗人。《儒林外史》第十四回中有着精彩的描述，马二先生
在祠门口遇到了骗子。骗子一出场给人的印象就不一般，从
外表打扮上就迷惑人，接着骗子又从一些侧面，假造自己不
一般，让人更加容易相信。对于理财严监生与杜少卿也不同，



严监生拥有百万资产却分分计较，弥留之时还顾虑着两茎灯
草;杜少卿挥金如土，全然不在乎金钱上的分毫。

读史可以明鉴，可以让你了解历史的兴衰，可以知道该怎样
做才能使自己立足于社会。以历史来告诫自己、鞭策自己，
使自己在成功的道路上少走弯路。同时这还可以陶冶我们的
情操，增长我们的见识，丰富我们的学识，让我们成为一个
更加完善的人。一起来读史吧!

看过《儒林外史》的人一定知道，这是一部很有教益的八大
名著之一，书中的第一回，写的就是王冕。乘着暑假大有时
间可以自学课外知识之机，我有幸的能在爸爸的书柜中借读
了这一本名蓍。王冕，浙江诸暨人，七岁丧父，从此，与母
亲相依为命，靠着母亲为人做点针线挣点小钱和自己为人放
牛维持生计。一个从小酷爱读书的他，终因家里贫穷，而不
能上学，于是，王冕一边放牛一边想方设法偷偷地跑去学堂
站在窗外听课，还用自己放牛积攒的一点小钱买来书本。

《儒林外史》这是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出在哪工作的一部小说，
全书以一位正直文人王冕的故事为引子，接着写了周进、范
进中举的故事，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有很多的感受，对封建社
会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周进就是个老童生，一生之中科举不得意，直混到给商人管
帐的地步。在商人的资助下，他捐了个监生，又先后中了举，
成了进士，官至广东学道。在南海主考时，他拔了五十四岁
的老童生范进。范进中举后，竟发了疯病，被丈人胡屠户一
巴掌打醒。范进中举后，书中这样写：“他笑了一声，
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
不省人事。灌醒过来，竟发了疯，一边叫’我中了!一边往门
外飞跑，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
淋淋漓漓一身的水。此时竟需要他平日害怕的胡屠夫打他一
巴掌，他才清醒过来。“他周围的人在他考中前后也俨然两
副嘴脸，其中尤以胡屠户表现得最为典型：先前的”现世宝



穷鬼“一下子变成了”贤婿老爷“，连”尖嘴猴腮“也顿时
变成了”体面的相貌“这个故事揭示了科举制度对读书人及
整个社会毒害之深。

《儒林外史》之所以广为流传，其主要优点有三：其一是小
说的讽刺艺术：《儒林外史》讽刺的矛头虽然直接落在某一
个人的身上，却始终使人感到人身上的罪恶归根到底是社会
的产物，是当时的科举制度造成的罪恶。比如像是周进看见
号板一头撞倒，范进听见中举忽然发疯，马二先生游西湖无
心赏景，只是大嚼零食，留意于自己所选八股文的销路，都
使人感到是那个社会造成的。其二是《儒林外史》在讽刺上
并不排除夸张：就像是严监生临死为两根灯草不肯咽气，周
进撞号板，范进中举其母快乐得一命呜呼都是。但作者的夸
张并不使人感觉虚假，而是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其三
《儒林外史》的结构独特：它没有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与主
要情节，而是分别由一个或几个人物为中心，其他人物作陪
衬，组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每个故事随着有关人物的
出现而展开，又随着有关人物的隐去而结束。

《儒林外史》以封建士大夫的生活与精神状态为中心，揭露
了科举制度对士人的毒害，进而讽刺了封建官吏的昏聩无能、
地主豪绅的贪吝刻薄。附庸风雅的名士的虚伪卑劣，以及整
个封建礼教制度的腐朽与不可救药。

这本书被视为我国讽刺文学的经典之作，因为这本书是用一
则则平实又深刻的故事，让我们知道科举制度对中华民族在
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起着多大的推动作用，但同时在对知识的
追求上，造成了多么严重的伤害。十八世纪，吴敬梓在南京
完成这部杰作，留下他对懦弱学子的感叹。

在这本书中，有很多栩栩如生的人物，比如：勤学苦读的王
冕、爱财胜命的严大育、骗吃骗喝的张铁臂、坐吃山空的权
勿用、还有知情达理的戏子鲍文卿……作家吴敬梓将人物刻
画得活灵活现，仿佛就发生在我身边一样。让我印象最深刻



的就是戏子鲍文卿，他帮助了一位知县，保住了知县的乌纱
帽，知县感谢他，让他在身旁坐下，但鲍文卿不肯，知县请
他吃饭，鲍文卿还却直摇头，直到管家陪他吃饭，他才欢欢
喜喜地说笑起来。一位戏子都这么知礼守义，我们真应该学
习他这种精神。我比较佩服王冕的身处诱惑时表现出来的坚
定，唾弃权勿用、牛浦郎、张铁臂等人的不知廉耻。

这本书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讲述了清朝科举制度腐败、考试
弊端百出，既可以请人考试，又可以行贿，还可以冒名顶替。
当安东升为安庆知府他去考察童生时，看到那些童生有代笔
的，有传考卷的，有丢纸团、扔砖头的，挤眉弄眼的，恶形
恶状，无所不为，甚至还有一个童生，借口出去方便的机会，
走到土墙根前，竟把土墙挖了个洞，伸手要到外头去接文章。
从隋朝开始科举制度的出现，给了天下所有读书人一个报效
国家的机会。因为它不分贫贱富贵，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凭
借真才实学进入仕途，为国效力。但随着岁月流逝却慢慢变
了质。至使到了清朝这样的环境下能出什么样的人才官吏，
而在这种环境下演生出一批批各种使诈耍滑的官员，又怎么
能使清政府千秋万代呢。

《儒林外史》给我了许多思考，不仅有丰富的深刻的思想，
还有卓越独特的艺术风格，通篇贯穿了“讽刺”艺术的技巧，
所以我更加喜欢这本书，它的语言艺术、文学艺术都是堪称
一流的。书中描写了很多人物，读了之后，我感触万千，知
道了什么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孝子，
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勇敢。

儒林外史读后感初三篇二

我以前很少看小说，总觉得小说无非是以情节取胜，没有什
么大不了的，只要我想我也会写出跌宕起伏的悬念的。我自
己还是很喜欢优美的风花雪月，对于天马行空的感伤也有兴
趣。这次是闲来无聊翻了一下《儒林外史》，就有一种儒林



外没有史的感觉。

对于吴敬梓的`这部大作，历史给予了极大的评价，但我也有
一点自己的观点。看这本书的时候总有一点累的感觉，他跟
别的小说不一样，要非常用心的去看，要不然过了几章之后
你就会发现里面的故事已经是物是人非了，对于这点我很纠
结，因为我同时有两点观点了。

小说在一开始就讲王冕的故事，作者从这里入手，是有很大
的深意的。通过在后面的各位书生故事的阅读，与王冕的一
生对比就会显示出作者的讽刺。王冕一生受尽磨难，勤奋苦
读，才造就他的博学多才，却终生不入仕途。与其他的书生
诸如严监生，范进之类形成鲜明的对比。虽然他们有的夜很
苦读，但绝大部分是那些市井无赖制备，就是换了一身衣服
摇身一变就成了秀才，却还是总写鸡鸣狗盗，偷鸡摸狗的勾
当，作者并没有过多的写书生们之间的政治斗争来显示他们
之间的勾心斗角，确实通过一些小事，或者是一些搞笑的事
情来解释他们的小丑形象的，讽刺学校过非常明显。

读了这本书，我能够说只学到了一点，就是换个角度来写东
西，任何事物都有机棉，如果就死站在一个角度就永远不会
有那种横看成岭侧成峰感受。

儒林外史读后感初三篇三

《儒林外史》是由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创作的章回体长篇小说。
全书共五十六回，约四十万字，描写了近两百个人物。小说
假托明代，实际反映的是康乾时期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功名
和生活。作者对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
像的成功塑造，以及对吃人的科举、礼教和腐败事态的生动
描绘，使小说成为中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也使作者吴敬
梓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家之一。下面是
一篇儒林外史读后感：



《儒林外史》全书以一位正直文人王冕的故事为引子，接着
写了周进、范进中举的故事。周进是个老童生，一生之中科
举不得意，直混到给商人管帐的地步。在商人的资助下，他
捐了个监生，又先后中了举，成了进士，官至广东学道。在
南海主考时，他拔了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范进中举后，
竟发了疯病，被丈人胡屠户一巴掌打醒。

范进中举后，书中这样写：“他笑了一声，道：‘噫!好了!
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灌醒
过来，竟发了疯，一边叫‘我中了!’，一边往门外飞跑，一
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
一身的水。此时竟需要他平日害怕的胡屠夫打他一巴掌，他
才清醒过来。”他周围的人在他考中前后也俨然两副嘴脸，
其中尤以胡屠户表现得最为典型：先前的“现世宝穷鬼”一
下子变成了“贤婿老爷”，连“尖嘴猴腮”也顿时变成
了“体面的相貌”这个故事揭示了科举制度对读书人及整个
社会毒害之深。

儒林外史读后感初三篇四

吝啬者如严监生之属，迂腐者如马纯上之类，势利者则五河
县人之流也，恬淡者如庄征君，浑雅者如虞博士，文木老人
皆述之以笔，其历历者如在目矣。

另有如五十五回述盖宽及其邻翁于雨花台绝顶望江上舟船之
往来，红日之西坠者，愚窃以为殆有谓也:其述江船之逡巡者，
非谓时人之去而后人之来，寓述往追来之意者乎?而落日之谓
非喻礼乐文章之颓废也欤?噫吁兮，聊聊数笔而一至如是之思
者，此所谓文木之高妙也。

夫难平者事也，无尽者欲也，而皆出于人，是知世间善恶，
皆自人出。夫人者无有穷而欲者无有尽，功名富贵，朝夕挂
念，焉之此虚妄之物终为无益也?徒费尽心情，误尽流光，莫
如啸傲林泉，梅妻鹤子，快然自足，极娱游于终日也。



且夫古之君子，温文尔雅，雍容敦厚，以正其身而推及人，
行不言之教，助礼乐之闻，岂如文中之类，礼乐不行，教化
不兴，惟知皓首穷经以为仕途，及仕则未知何谓仁义也，无
论唐诗宋词文章辞赋也，而尽日所见惟黄白之物，所闻皆为
官之道也。是以有泰伯祠群贤毕至，以复旧时礼乐之教化者，
实文木之喟叹也。由是知之，八股之为害甚矣!

儒林外史读后感初三篇五

这本书的作者是吴敬梓。

我印象最深的是杜少卿，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真儒名贤，每
次只要有人来向他借钱，他会毫不吝啬地拿出来。后来家里
的资产都被他花光了，但他却丝毫不在意，只是卖房过江。
之后，他结识了许多名人，他经常与马纯上、蘧公孙一起谈
天说地、谈古论今，在他外出时，喝醉了酒，竟一手挽着娘
子，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走下了山，两人毫不在乎他人的
目光。

杜少卿一生自得其乐，淡泊守志，绝不出仕，天下人无不敬
仰。

与他相比，我们没有他这么坦然，我们总是在乎别人对我们
的看法：考试没考好，担心别人会嘲笑我们;很在乎别人的评
价，甚至担心在别人面前丢丑，而放弃许多尝试的机会……
所以我们总会觉得很累。我们何不像杜少卿一样坦然一点，
洒脱一点?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在这里，杜少卿就是作者本人的化身，也是作者理想中的人
物形象，也是我们人人向往的人生。

我建议大家去读这本《儒林外史》，书中逼真地写出了当时
的情景。对于杜少卿，迟衡山等众多个性鲜明的书生形象，
描绘最是生动。每一个人，每一个故事都会带给我们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