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代神话故事读后感 中国古代神话故事
读后感(通用9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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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带来
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古代神话故事读后感篇一

浙东临海有一个象山湾，此处盛产珍珠，小的如樱桃，大的
如龙眼，光滑圆润，珠光熠熠，是富贵人家争相抢购的高档
奢侈品。

象山湾的居民大多以采珠为生，平日驾船出海，潜入海里，
寻找珠蚌，然后取出珍珠，把珍珠卖给本地收购珍珠的大户
钱如友。钱如友以前也是一个采珠人，有一次，他采到一颗
大珍珠，不甘心贱卖，就独自来到扬州，找到扬州富商柳自
在，卖了个好价钱。从这以后，他觉得做珍珠生意，钱远比
采珠来得快，就和柳自在商量好，他收购象山珍珠，由柳自
在包销。

刚开始的时候，钱如友的确赚了不少钱，但自从枯木岭上出
了强盗，打劫珍珠，他便亏得一塌糊涂。

从象山湾到扬州，途中得越过一座叫枯木岭的高山，不久前
岭上聚集起一伙土匪，领头的叫“独龙”。“独龙”占山为
王，虽不伤人性命，却劫掠过往客商的财物，尤其是珍贵的
象山珍珠。

钱如友也想过对策，可是他叫人夹带的珍珠，总是被“独



龙”搜身搜出。一年下来，钱如友只送出了几粒珍珠，其他
的全被“独龙”所劫，为此，他黔驴技穷，几次想关门大吉。

这天，有个外乡人找到钱如友，说他名叫胡亦云，有办法帮
钱如友送珍珠去扬州，不过，送一颗珍珠，他要提十两银子。
钱如友心想：一般的珍珠，一粒我只能赚十五两银子，他就
要提十两，心可够黑的，但转念一想，这总比一颗珍珠也送
不出去好呀，便问胡亦云：“你有什么法子可以躲过抢劫?”

胡亦云见桌上有一串葡萄，就摘下一粒，扔入口中，整粒吞
下，说：“就是这样。”

钱如友说：“不行，我曾经试过，珍珠入腹即化，万万行不
得。”

胡亦云却笑着说：“非也，非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
二。”说完，把钱如友拉过来，附耳轻言。钱如友听了，连
连点头称是。

胡亦云的方法果然不错，不出三天，他就将钱如友交的几粒
珍珠，顺利地送到扬州柳自在的手上。

胡亦云回到象山后，钱如友便按事前约好的，将银子交给他。
胡亦云的方法百试不爽，但令钱如友不快的是，胡亦云一直
不愿将最重要环节的秘方说出来，钱如友只能由他摆布。随
着时间的推移，钱如友越来越对胡亦云不满。终于有一天，
钱如友想出了自己的法子，便解雇了胡亦云，换了新的送珠
人。

钱如友新雇的送珠人，只用外乡人，从不用本地人，而且，
为了提防“独龙”，这些外地的送珠人，他只用一次，从不
让他们跑第二回。

整整半年，“独龙”没有抢劫到珍珠，钱如友的送珠渠道



让“独龙”非常困惑。每次，他把那些送珠人脱得一丝不挂，
甚至连发根、贲门都检查过，但都没能找到珍珠，只好放了
他们。“独龙”为了找出钱如友送珠的秘密，也曾让喽罗去
充当送珠人，但钱如友一听他们的本地口音，就把他们赶出
家门。

这天，山寨里来了个外乡人，说要投靠“独龙”。“独龙”
问他为什么要当土匪，外乡人叹了口气，说：“黄河决堤，
家冲没了，一路乞讨到这里，受够了白眼，想想还不如当土
匪来得自在，就是被官府抓了，也是个饱死鬼。”

外乡人的话，让“独龙”有些犹豫，他怕这人是官府的暗探，
就问外乡人叫什么名字，外乡人一副顺从的样子，说他名叫
符豫子。突然，一个计划在“独龙”的脑海里形成：这符豫
子是个外地人，干脆就让他去给钱如友当送珠人。这样，一
来可以打听钱如友是怎么送珍珠的，二来，也可以试探符豫
子是不是官府中人。

听了“独龙”的话，符豫子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说就是肝
脑涂地，也要把送珍珠的秘密打听出来。符豫子来到钱如友
的家，说他要当送珠人。听说符豫子是逃难的外乡人，又见
符豫子面黄肌瘦，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钱如友就信了他的
话。钱如友对符豫子说：“你一次给我送二十粒珍珠，每粒
给你一两银子，银子我可以预先支付。”

符豫子问怎么送。

钱如友拿出四十粒半圆形的陶丸，又拿出二十粒象山珍珠。
当着符豫子的面，钱如友把珍珠装进陶丸里，然后用蜜蜡、
松香制成的粘胶封住陶丸。待把二十粒珍珠封好，钱如友拿
出一碗水，让符豫子就着水，把陶丸吞下。



古代神话故事读后感篇二

读了《中国古代神话》这本书，我知道了许多有趣的神话故
事，认识了许多神话人物，比如舍己为人的盘古，不畏艰难
的女娲和勇敢的巧妹。但我最喜欢的还是拥有坚持不懈精神
的精卫。

读了这本书后，我的知识增长了不少，我还从精卫身上学到
了坚持不懈的道理，知道了只要坚持就一定会成功。

记得有一次，我妈妈带我去滑冰，我学了一遍又一遍，但每
次都摔了个四脚朝天，哎，不滑了！我想着放弃时，精卫鸟
不辞辛苦，每天衔来木石想填平东海的情景立刻出现在我的
脑海里，我心想：小小的精卫鸟能有这么大的毅力，而我这
一点小小的.困难难道就退缩了吗？最后我鼓起勇气，没有放
弃，不断地练习，摔倒了爬起再滑，一次次的摔倒之后，我
滑得一次比一次好，还学会了许多滑冰技巧。我想：要是当
初我放弃了，就不会有现在能在冰上自由自在地滑行的快乐
了。

我以后一定学习精卫坚持不懈的精神。只要我们坚持不放弃，
总有成功的一天，只有坚持下去才会有成功，才会收获丰硕
的果实。（龙舒婷）

古代神话故事读后感篇三

作者：陆奕成

今年暑假，妈妈给我买了一本《中国古代神话》，里面的每
一个故事都有着独特的魅力，我被这本书深深地吸引住了，
于是很快就读完了整本书。

《精卫填海》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神话故事，故事讲的是炎
帝的女儿女娃划船出去玩时不幸溺水身亡，她的灵魂化作成



一只小鸟，她为了报复大海每天叼起山上的石头丢进大海，
她相信总有一天会把大海填平的。这是什么？这是一种坚持
不懈、永不言弃的精神！这种精神激励着她直到填平大海。
也是这种精神激励着我们不断进步，超越自我，走向成功。
这让我想到了我骑自行车时的情景，一开始，我总是摔倒，
摔了多次后，失去了信心，觉得自己根本没办法学会，当时，
我很想放弃，但爸爸妈妈都鼓励我，让我坚持下去，于是我
不断地摔倒爬起，摔倒爬起……也正是靠着这种不放弃的精
神才使我最终学会了骑自行车。

神话源于远古时代，虽然现在的科技已经相当发达，我们也
知道世界上并没有神，但神话故事里那些积极的正能量精神
依然在我们的血液中流淌着！

知道吗，这几天，我独立一本书，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本书
《中国古代神话故事》。怎么样？看过吗？我可是很喜欢的
哦！独立一边又一遍，直到读懂为止。这本书中的语言都是
以前古代的时候的人们读的。不过还好，编辑社的叔叔阿姨
们把我们看不懂的文字，翻译成方便我们阅读的文字。这样
才好让我勉强看懂。

一直离家在外治水，有三次经过家门，却一次都没有进去过。
那是因为他如果进了家门就肯定会舍不得出来，而且，还有
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要“救”呢！大禹他是多么的坚持不懈。

《女娲补天》讲了：古时候天上出现了一个黑黑的大窟窿，
大地上的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为了拯救受苦的人们，女
娲冒着生命危险，历经艰难险阻去采集五彩石补天。她不怕
困难，甘于奉献的精神和勇敢、善良的皮质是值得我们去学
习的。

看吧，古时候的人们是多么的伟大，难道我就不能和他们一
样成为伟大的英雄吗？不会的，只要努力，坚持不懈，冤枉
就会变成现实，变得再也不是令人期待的愿望了！



古代神话故事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看了一本书，名叫《中国古代神话》，里面让我印
象最深的是《盆子里的孩子》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位皇上派了一艘船到一个距离满是渔民的
村子不远的大海演习，让渔民不能下海捕鱼，没有收入，没
有吃的，不知道干什么。后来有一位老人下海去捕鱼，却捞
到了一个神奇的宝盆。这个宝盆在晚上所有人睡了以后活了
过来，里面溅出来的水珠变成了珍珠。这件事被一个坏衙役
知道，编了一个故事告诉县太爷，他信以为真，把老爷爷抓
过去。老爷爷本来想把宝盆摔坏，不让坏人拿去，可谁知他
这一摔让宝盆活了，把那些人钓死了。宝盆重新回到了大家
手里，珍珠也一直分给大家卖，大家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
从这个故事里我明白了，只要有勇气，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
但如果没有勇气对付危险，那就只能丧命在危险之中。生活
中无时无刻都有困难和危险，只有你勇敢面对这些困难与危
险，才会使你获得巨大的进步，但你逃避了困难和危险，将
来这些困难和危险就会成为你成功路上的绊脚石。就比如你
的作文写的非常好，老师让你上台演讲你的作文，你却因为
害怕出丑而逃避，你的同学都说你是胆小鬼，不和你玩，你
也变得自卑起来，导致作文水平下降。生活中无时无刻都有
困难与危险，只要你有勇气克服它们，你就可以取得人生的
成功。（王嘉悦）

古代神话故事读后感篇五

战国时的齐国斗鸡活动非常盛行，全国上下有很多斗鸡爱好
者，连国君齐王也不例外。齐王还把当时最擅长驯养斗鸡的
纪渻子请到宫里。

齐王是个非常性急的人，刚把纪渻子请来十天，他就问
道：“先生，不知道斗鸡驯好没有?”纪渻子回答说：“斗鸡



就像人一样，总是以盛气凌人的气势来掩饰内心的空虚，故
作一副高傲的样子。”齐王听了后，便稍稍沉住气，等纪渻
子继续驯鸡。

又过了十天，齐王看到别人斗鸡，心里痒痒的，于是又把纪
渻子召进宫，询问他驯鸡的情况。纪渻子说：“现在斗鸡听
到别的鸡发出的挑衅声，还是沉不住气，略显浮躁。如果大
王现在就让它去比赛，一定会输的。”

一个月后，纪渻子主动带着斗鸡去见齐王。齐王看见呆呆的
斗鸡，愤怒地说：“这只鸡一点儿斗志都没有，一副呆样，
怎么能战胜对手呢?”纪渻子说：“的确，它看起来就像一只
木鸡，但当它神色自若、毫不在意对手的挑衅时，就说明它
有十足的把握战胜对手了。”

听了纪渻子的话，齐王大喜，带着鸡到斗鸡场。只见其他的
斗鸡果然被它的气势吓得腿发软，转身就逃。即使有大胆的
鸡敢与它斗，也会在两三个回合内败下阵来。

这时，齐王突然明白了纪渻子的用意，他是在借驯养斗鸡向
自己纳谏。从那以后，齐王改掉了自己浮躁的缺点，沉着镇
定、专心致志地治理国家。

纪渻子为了向齐王进谏，借驯养斗鸡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平
时我们说话也要注意场合和方式，这样才能让听者更容易接
受。

古代神话故事读后感篇六

从前，清江浦有户姓杨的菜农，主人叫杨淳。一天，他卖完
菜回家途中，看到两个凶徒正狂殴一后生。那后生脸上和金
黄色衣裤上沾满了血迹，几乎奄奄一息。杨淳虽然胆小怕事，
可看那孩子实在可怜，就硬着头皮上前求情。没想到，那两
个家伙出手反而更狠了。杨淳再也看不下去，抡起扁担就向



坏蛋身上打去，让其中一个结结实实地挨了一下。另一个立
刻转移目标，向杨淳扑来，没过多久，杨淳竟被当场打死。
这时，一个跟后生同样装束的老翁匆匆赶来，那两坏蛋一见
如临大敌，狼狈逃去。

原来老人乃是天上的金鸡仙翁。那后生是他的孙子金鸡仙童，
因贪玩自己跑出来，没料到半路遇到魔道灾星……金鸡仙童
目睹恩人死于非命，忍不住落下泪来。他在杨淳的尸身前跪
下，虔诚地拜了三拜，就随祖父化作金光飞回天庭。

再说自从杨淳死后，他的闺女冬笋可就遭罪了。她娘在冬笋
五岁时就病逝，后来杨淳续弦娶了麻氏，那麻氏过门时还带
了个拖油瓶的儿子冬瓜。麻氏对冬瓜当作心头肉来疼，却把
冬笋当使唤丫头看待。往日杨淳在世时她还有所忌惮，如今
则毫无顾虑地欺侮冬笋。

这天，麻氏带着冬瓜去戏园子看戏，却要冬笋在家做一大摊
子事。冬笋磨豆腐、炸肉圆、蒸米糕……忙着忙着，劳累过
度的她一阵眩晕，接着竟昏昏沉沉地睡着了。等她醒来，天
色已晚。冬笋顿时紧张起来，因为麻氏交待的事情她才做好
一半。冬笋正心惊胆战呢，可巧麻氏就带着冬瓜回来了。冬
笋想，一顿打骂看来是逃不过了，然而灾难并没降临。冬笋
感到蹊跷，再就着刚点的油灯仔细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
只见碗柜里雪白的馒头整齐地码成小山，几条红鱼已经剖好
洗净，灶台上大铁锅里的稀饭正嘟噜嘟噜地发出阵阵香味。
这些冬笋还没来得及做的事，现在全部做好了，会是谁暗中
帮助她呢?冬笋感到万分奇怪。

后来冬笋就暗暗留意，她发现每当自己遇到麻烦时，好运总
会适时降临。一日晌午，麻氏故意刁难冬笋，让她在半个时
辰之内，将一百斤各占一半的黑、白芝麻分拣开来。吩咐完
她自己就屁颠屁颠地睡觉去了。这么多的芝麻，在如此短的
时间内分拣开来谈何容易啊?冬笋正一筹莫展，突然一只漂亮
的小公鸡跑了进来，埋头就啄那摊芝麻。眨眼工夫，那一大



堆芝麻就消掉一半。就在冬笋目瞪口呆之际，芝麻已被吃得
一粒不剩。冬笋回过神来，心想糟了，待会儿还不知要受到
晚娘怎样的惩罚呢!就在冬笋心急如焚时，那鸡子来到两只缸
前，张开嘴来。转眼之间，黑、白芝麻就像流水一样淌了下
来，分别装满了两只缸。随后，那公鸡身体一晃，变成一个
英俊后生，含情脉脉地望着冬笋。冬笋也对报恩而来的金鸡
仙童一见钟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对年轻人的感情越来越深，只是瞒着麻
氏和冬瓜。

再说那冬瓜在她娘的宠溺之下变成一个花花公子，整天游手
好闲。一天，他看中一个姑娘，就让他娘找人提亲。那姑娘
的父亲提出条件，要冬笋和他家换亲，嫁给他的傻儿子。麻
氏一听，满口答应，可没想到一向逆来顺受的冬笋会横竖不
肯，麻氏怕冬笋逃跑，就把她软禁起来。金鸡仙童闻讯后闷
闷不乐，他想，唯有自己获取玉帝恩准，娶了冬笋，才能救
下心上人。然而，天条森然，规定仙凡之间不得通婚，除了
甘受无数次油烹水煮之苦。金鸡仙童为了心上人，瞒着冬笋
忍受酷刑，苦不堪言。后来这事到底让冬笋得知了，她想，
看来今生和情郎是无缘了，与其让爱人饱受煎熬，不如自己
死去让他断了念头不用再受苦。于是，她趁人不备投水自尽。

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同情这对苦命鸳鸯，以还魂神水救活了
冬笋，又在玉帝王母面前替金鸡仙童求情，凭一妙计让玉帝
网开一面。观音菩萨略施法术，变出金鸡仙童和冬笋的替身，
让其饱受油烹水煮之苦，而他俩的真身却顺利结成夫妻，举
案齐眉，白头偕老。

如今淮扬菜中有道佳肴，名唤“笋穿鸡翅”的，就是当年观
音菩萨宅心仁厚的杰作，也是一对有情人坚贞爱情的见证。
据说，观音菩萨为了褒扬金鸡仙童和冬笋对爱情的至死不渝，
特地在这道菜上下了甜蜜咒语，食客每吃一次，故事的两个
主人公就会得到一次祝福，而佳肴的享用者只要一心向善也



会增一分功德。

古代神话故事读后感篇七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天上住着三个美貌的仙子，她们玩够
了那天上的宫殿和彩云，没有地方可玩，想找个地方玩一玩。
到什么地方去呢?她们早就听说长白山上有个天池，池水像镜
子一样清澈透明，池周围飞禽走兽，树木花草样样都有。怎
么才能从天上下来呢?三仙子三姐聪明伶俐，她用采来的白云
做羽毛，用披上羽毛的胳膊当翅膀，摇身变成一只雪白的天
鹅。两个姐姐也学着她的样儿，从天上飞下来，落在了长白
山上的天池旁边。

三个天鹅仙子下凡来，正赶巧被三个猎人看到了。这三个猎
人是同胞三兄弟，老大二十岁，老二十八岁，老三十六岁。
兄弟三人都能射箭，斗兽，他们整年在长白山里钻来钻去，
靠打猎为生。

兄弟仨朝天鹅落地的地方奔去，追到天池边上，见三只天鹅
变成了三个美貌天仙，脱下衣服“扑通”，“扑通”，跳进
天池水里，立时把三个兄弟惊呆了：从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
么漂亮的姑娘呢!老大说：“让她们给咱们做媳妇该有多好
啊!”老二说：“就怕人家不干。”老三小心眼最灵，他
说：“咱们把她们的衣裳偷偷拿走，她们回不去天，就得留
在地上。”老大、老二觉得老三说的办法好，就一起悄悄来
到天池旁边，将三个姑娘的衣服拿走了。

三个仙子在天池里洗澡，边洗边玩，边玩边乐，等到日头快
落山了，大姐说：“咱们该回去了。”二姐、三姐说：“走
吧!”可上岸一看，衣服没有了。三个仙子急得哭了起来。正
在这时候，兄弟三个走到姐妹三个跟前，老大把自己身上的
兽皮衣服脱下来，披在大姐身上;老二把自己的兽皮衣服脱下
来，披在二姐身上;老三把自己的兽皮衣服脱下来，披在三姐
身上。



三个兄弟领着三个姐妹离开了天池，在大森林中架起干柴，
烧烤鹿、牛、猪的肉。再拿出石刀把烤熟的肉切成小块块，
请三个姐妹吃。吃完，老大扯着大姐，老二扯着二姐，老三
扯着三姐，各自进了自己的小马架子。

三个姐妹过腻了天上的生活，从来没穿过这么暖和的兽皮衣
服，没吃过这么香的烤肉，更没有过丈夫的恩爱。她们舍不
得这人间的生活，干脆不走了。

三个姐妹在人间一年，学会了钻火、烤肉、缝皮衣。又都生
了一个大胖小子。她们和丈夫相亲相爱，过得很美满。

一晃又过了两年，一天，大姐对两个妹妹说：“天上一天地
上一年，咱们已经出来三天了，哪天给玉帝知道了，就要受
到天规惩罚。趁时间不算长，快回去吧!”

两个妹妹也觉得不回去不行了，弄不好丈夫、孩子也得受连
累。三个姐妹找出了丈夫收藏起来的衣裳穿在身上，胳膊一
抬，两脚起空了。地上的三个孩子，都两岁多一点，刚会答
答话，见三只大鹅在头顶来回飞，一齐指着着小手，
说：“鹅，鹅!”

兄弟三人打猎回来，不见了妻子，只听孩子说：“鹅，鹅飞
走了!”一找衣服也没有了。知道三个仙子回天上去了，就对
孩子说：“那鹅，就是你们的娘，知道吗?”

传说满族人管母亲叫鹅娘。就是从这儿起始的。后来受到汉
族人称呼母亲为“妈妈”的影响，叫成了“讷讷”。

兄弟三人的妻子走后，三个孩子渐渐长大了。后来这三个孩
子顺松花江走到与牡丹江汇合的地方，觉得那里宽敞，就定
居下来。后来兄弟三人的后代家口越来越多，三支人分开，
各支都有了自己的姓，三支人分为三姓。因此这地方就叫
做“三姓”了。



三个仙子回到天上，吃饭不香，喝水不甜，日夜想念人间的
生活;可又不敢把真情泄露出去，只好藏在心里。就这么过了
九百九十九天，正赶上王母娘娘开蟠桃会，天兵天将们把守
不严，姐妹三个一合计，无论如何也得到人间看一看，就是
看上一眼，也免得这样牵肠挂肚。

古代神话故事读后感篇八

战国时，魏文侯派西门豹出任邺城令。他一到任，便四处察
访。

一天，西门豹私访来到漳河南岸的永乐埔(当时的码头集镇，
今河南省安阳县丰乐镇)，见这里田地荒芜，镇上许多人家的
门窗都用土坯垒了起来，感到奇怪。找人询问原因，都是摇
摇头，不愿答话。西门豹很是纳闷。

他在镇子里走了一遭，出来碰上一个正在割草的老汉，便凑
了过去，说：“老大伯，趁趁火。”说着拿出自己的长杆子
烟袋吸了起来。他们拉了一阵子呱，西门豹问：“老大伯，
这里田地荒芜，不少人家封门闭户是咋回事呀?”老汉叹了口
气，看看四下没人，才向西门豹讲了河神娶妻的事。

原来这地方有个风俗，就是每年要从镇上选出一个姑娘，六
月二十四日这天，让她坐上纸扎的彩船，送进漳河，嫁给河
神为妻。如若不这样办，传说河神就要发大水，冲毁田地，
淹死百姓。谁来办这个事呢?就是镇里的巫婆和各行各业的社
首。巫婆共有三个，百姓称她们大神头、二神头、三神头。
每年麦收以后，神头和社首们便向百姓派粮派款，准备为河
神娶妻。然后，他们便到有姑娘的人家，挨门挨户挑选，说
是挑选，不过是走走过场，其实他们心中早打定了主意。谁
家给他们送了银两，他们就说那家姑娘长得不俊，或说有这
样那样的毛病，河神不愿意要，故意不选中。挑来挑去，年
年给河神送的都是没钱行贿的穷苦人家的女子。儿女是娘身
上的肉，谁家的亲生骨肉愿往河里投呢?有姑娘的穷苦人家，



都怕女儿被选中了，只好封门闭户，逃往外乡。

西门豹听罢，点了点头，又问：“老大伯，今年河神还要娶
妻吗?”

“娶――!”老人低下了头，暗暗流泪，“现在不是六月中旬
嘛，钱也收啦，人也选啦。苦命的姑娘独个住在一间小屋里，
要梳洗打扮，斋戒七天，单等二十四日一到……”老汉说到
这里，泣不成声地哭了起来。

原来他说的苦命的姑娘就是他的孙女。

西门豹问明了情况，决心破除这种陋俗。临走，他对老汉说：
“老大伯，河神娶妻那天，我也要来为那苦命的姑娘送行
啊!”

六月二十四日这天，四面八方的人群齐来观看河神娶妻。一
只纸扎的彩船，放在漳河岸边，待到午时，便要把选来的女
子送入水中。

约莫到了巳时，忽听有人报道：“西门大夫来给河神贺喜
啦!”

这一下可把那些神头、社首们高兴坏啦!他们知道百姓吃够了
河神娶妻的苦，只是敢怒而不敢言;怕一旦被戳破骗局，不好
收场。西门大夫这一来就好啦，当官的也来贺喜，哪个还敢
说三道四!于是忙派人在河边搭起凉棚，摆上桌椅，准备好茶
水，恭候西门大夫驾到。

不一会儿，西门豹带着一队人马，抬着整猪整羊来了，神头、
社首们一齐叩头迎接。

西门豹坐在凉棚底下，看着神头、社首们说道：“今天河神
娶妻，我特来进贡贺喜。但不知你们挑选的女子长得咋样?叫



过来瞧瞧吧!”神头、社首们不敢怠慢，忙招呼人把选定的女
子领了过来。西门豹一看，摇了摇头，说：“这姑娘长得不
俊哪!我给河神另选了一个，比这个长得好，换换送去行不行
啊?”神头、社首们个个点头哈腰，连声说“行!行!”西门豹
叹了口气，又说：“看来咱们的话都好说，可不知河神愿意
不愿意呀!谁去跟河神商量呢?”

一听说要跟河神商量，神头、社首们都瞪了眼，谁也不敢吭
声。

西门豹看他们都不说话，喊道：“大神头，委屈你走一趟
吧!”大神头还在发愣，两名武士上去扯胳膊拉腿，“噗通”
一声，扔进河里。

停了一会儿，西门豹说：“咋不见大神头回来呀?这河神的话
还怪难说哩!二神头，麻烦你再去催催!”两名武士又把二神
头扔进河里。

又停了一会儿，西门豹说：“大神头、二神头都不回来，三
神头，你……”西门豹还没把话说完，三神头知道轮着她啦，
“噗通”往地上一跪：“我的大老爷呀，你就饶了我这条命
吧!那都是假的呀……”

社首们一看露了底，一个个趴在地上磕响头，苦苦哀求饶命。
这时，只见割草的那个老汉满面热泪，从人群中走出来，拉
着他的孙女，一齐跪在西门豹面前，拜谢救命之恩。百姓们
也都跪下给西门豹叩头。

破除了河神娶妻的陋俗，西门豹没收了神头、社首们骗取的
钱财，资助百姓引漳河水，修了十二道水渠，发展农业生产。

逃往外乡的百姓听说后，也都陆续返回家园，过上了安居乐
业的太平日子。



二

据传说，颛顼是黄帝的孙子，号高阳氏，居子帝五(今河南濮
阳附近)。他聪明敏慧，有智谋，在民众中有很高的威信。他
统治的地盘也大了很多，北到现在的河北一带，南到南岭以
南，西到现在的甘肃一带，东到东海中的一些岛屿，都是他
统治的地城。古代历史书上描写说，颛顼视察所到之处，都
受到部落民众的热情接待。

但是颛顼也办过不合情理的事情。有这么一条律令就是他定
的:规定妇女在路上和男子相遇，必须避让一旁;如果不这样
做，就被拉到十字路口打一顿。这条法律虽然是传说，但是
说明了在颛顼那个时期，由于生产方式的变化，男子成了氏
族中的主导力量，妇女的地位已经低于男子，父系氏族社会
过取代了母系氏族社会，男子在社会上的权威已经确立。与
颛顼同时，有个部落领袖，叫做共工氏。传说他是二人首蛇
身，长着满头的赤发，他的坐骑是两条龙。

据说共工氏姓姜，是炎帝的后代。他的部落在现在今天的河
南北部。他对农耕很重视，尤其对水利工作更是抓紧，发明
了筑堤蓄水的办法。那个时候，人类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水
的利用是至关重要的。共工氏是神农氏以后，又一个为发展
农业生产做出过贡献的人。

共工有个儿子叫后土，对农业也很精通。他们为了发展农业
生产，把水利的事办好，就一起考察了部落的土地情况，发
现有的地方地势太高，田地浇水很费力;有的地方地势太低，
容易被淹。由于这些原因，非常不利于农业生产。因此共工
氏制订了一个计划，把土地的高处的土运去垫高低地，认为
挖下洼地垫高可以扩大耕种面积，高地去平，利于水利灌溉，
对发展农业生产大有好处。

颛顼部不赞成共工氏的做法。颛顼认为，在部族中至高无上
的权威是自己，整个部族应当只听从他一个人的号令，共工



氏是不能自作主张的。他用这样做会让上天发怒为理由，反
对共工氏实行他的计划。于是，颛顼与共工氏之间发生了一
场十分激烈的斗争，表面上是对治土、治水的争论，实际上
是对部族领导权的争夺。

要说这两个人比起来，力气上，共工氏要强:论机智，他却不
如颛顼。颛顼利用鬼神的说法，煽动部落民众，叫他们不要
相信共工氏。当时的人对自然知识缺少了解，对鬼神之事都
极为相信，不少人上了颛顼的当，认为共工氏一平整土地，
真的会触怒鬼神，引来灾难，因此颛顼得到了多数民众的支
持。

共工氏不能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但他坚信自己的计划是
正确的，坚决不肯妥协。为了天下人民的利益，他决心不惜
牺牲自己，用生命去殉自己的事业。他来到不周山(今昆仑
山)，想把不周山的峰顶撞下来，来表示自己的坚强决心。

共工氏驾起飞龙，来到半空，猛地一下撞向不周山。雾时间，
一声震天巨响，只见不周山被共工氏猛然一撞，立即拦腰折
断，整个山体轰隆隆地崩塌下来。天地之间发生巨变，天空
中，日月星辰都变了位置;大地上，山川移动，河川变流。原
来这不周山是天地之间的支柱，天柱折断了，使得系着大地
的绳子也崩断了，只见大地向东南方向塌陷。天空向西北方
向倾倒。因为天空向西北方向倾倒，日月星辰就每天都从东
边升起，向西边降落;因为大地向东南塌陷，大江大河的水就
都奔腾向东，流入东边的大海里去了。

共工氏英勇的行为得到了人们的尊敬。在他死后，人们奉他
为水师(司水利之神)，他的儿子后土也被人们奉为社神(即土
地神)，后来人们发誓时说“苍天后土在上”，就谈的是他，
由此可见人们对他们的敬重。

关于共工氏和颛顼争夺帝位，怒撞不周山的传说，已经流传
了两千多年。前边讲的儿个神话，说明在那时我们的祖先尚



不知如何解释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不了解和掌握自然规律，
因此在自然面前是那样的无力，因此把各种疑惑归之于神的
存在，自然之力被形象化，人格化。所以创造了神话传说，
歌颂心目中的英雄，也就塑造出了神话中盘古、女娲、黄帝
等等传奇人物来。

三

传说很久以前，有一对修行千年的兔子，得道成了仙。它们
有四个可爱的女儿，个个生得纯白伶俐。

一天，玉皇大帝召见雄兔上天宫，它依依不舍地离开妻儿，
踏着云彩上天宫去。正当它来到南天门时，看到太白金星带
领天将押着嫦娥从身边走去。兔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就问
旁边一位看守天门的天神。听完她的遭遇后，兔仙觉得嫦娥
无辜受罪，很同情她。但是自己力量微薄，能帮什么忙呢?想
到嫦娥一个人关在月宫里，多么寂寞悲伤，要是有人陪伴就
好了，忽然想到自己的四个女儿，它立即飞奔回家。

兔仙把嫦娥的遭遇告诉雌兔，并说想送一个孩子跟嫦娥作伴。
雌兔虽然深深同情嫦娥，但是又舍不得自己的宝贝女儿，这
等于是割下它心头的肉啊!几个女儿也舍不得离开父母，一个
个泪流满面。雄兔语重心长地说道：“如果是我孤独地被关
起来，你们愿意陪伴我吗?嫦娥为了解救百姓，受到牵累，我
们能不同情她吗?孩子，我们不能只想到自己呀!”

孩子们明白了父亲的心，都表示愿意去。雄兔和雌兔眼里含
着泪，笑了。它们决定让最小的女儿去。

于是小玉兔告别父母和姊姊们，到月宫陪伴嫦娥捣药了!

古代神话故事读后感篇九

想必人人都读过一些神话故事。盘古开天、女娲造人、夸父



逐日、嫦娥奔月等等，至今依然在民间口头流传着，妇孺皆
知。神话是人类社会幼年时期的产物，是原始社会最早的艺
术形式之一。是古代劳动人民对社会和自然现象的美妙解释
和奇特想象。

远古时代，人们了解的科学知识很少，有许多自然现象不能
理解，如为什么有花开花落?为什么月会有阴晴圆缺?为什么
日月星辰都往西落?谁为什么江河湖海都向东流?于是，古代
人民把自然力神话、人格化、在幻想中不自觉地进行艺术加
工，创造出许多神的故事。中国神话大多数以开天辟地，为
民造福、除暴良安、追求光明等为内容，体现了中华民族博
大的气概和坚韧的精神。这些故事代表了古人对世界起源，
自然现象以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理解，充满了浪漫色彩，
是人类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瑰宝。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都
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了不同的风貌。

原始人和现代人，他们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效果各
异，可是他们所力图克服的身心诸层面的障碍都是近似的：
渴望更健康长寿;渴望改造自然和控制环境;渴望把握自己的
命运……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带有永恒的性质，因为人类至
今也没有找到一个完满的答案。这就意味着，神话对人的灵
魂提出的这些尖锐、深刻的挑战，还有存在的价值。所以说
往古的神话与现实的生活息息相通。

阅读神话，不仅可以了解过去，亦可鉴察当下，甚至可以沟
通未来。我喜欢这本充满神奇绚烂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