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聊斋读后感(优秀7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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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斋读后感篇一

我读了一本书，名叫《聊斋志异》，作者是清朝的蒲松龄。

书中有许多故事，每个故事都不长，但却有深刻的意义。

每个故事里都会有一些仙、鬼等有魔力的一些人或妖怪。这
些妖怪主要是狐狸，夜叉;人主要是死尸、道士、和尚。死尸
一般是坏的，道士、和尚一般是好人。妖怪也是像人一样有
好的也有坏的，书中的凡人一般都是书生。

这些妖怪一般爱扮成美女的模样去吸引书生。如果书生遇到
一个好妖怪就算他幸运;如果遇到不好的总会招来祸害。有的
人之所以倒霉是因为他只被人物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并没有
看清人物的内心。所以我们要看清事物的本质。

像陆判官、王六郎、绿衣女等故事都告诉了我们好人有好报
的道理。书中还有许多故事揭露了当时的社会，像续黄粱、
崂山道士、刁梨贩等故事揭露了当时社会的贪婪，无理，的
社会现象。其实这不仅是当时的状况，现在有时也会出现这
种不良的社会风气。所以读书不能只图一时的开心，要去体
会书中的`内容，反省自己，使读书更有意义。

很短的故事却有这么多内涵，这就是《聊斋志异》的绝妙之
处。



聊斋读后感篇二

假期里，我和妈妈去书店买了一本《聊斋志异》。它非常侑
趣，不久我就看完了这本书。

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聊斋志异》是一部经典小说，是
非常值得阅读与欣赏的，它是明末清初著名作家蒲松龄的代
表作，据说他是在40岁左右写成的。 我想：为什么蒲松龄会
起这样一个书名呢?这个问题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直那一天，
我看了书中的“前言”，才知道原来“聊斋”是他书屋的名
字，“志”是记述的意思，“异”指的就是奇异的故事。

《聊斋志异》是古代灵异、志怪小说的集大成者，侑“空前
绝后”之美誉。《聊斋志异》看来偏偏讲的鬼、狐、仙、怪，
其实字字都是人、情、世、态，字里行间无不饱含着作者对
人生的丰富体验和深刻智慧。

在《聊斋志异》中的《婴宁》这章中，讲述了一个容貌美丽
的狐仙婴宁与一位叫子服的秀才相恋的故事，婴宁侑情侑义、
心灵纯洁，比现实中的人更加可亲可爱。虽说她是一只托给
鬼母所养的狐狸精，可她并没侑邪恶,喜欢笑。她让子服将自
己的父母合葬，并且感激子服一家人对自己的关照，后来，
子服的母亲给他们两个人主持了婚礼，一年过后，婴宁生下
一个胖儿子，不认生，见人就笑，很像他母亲。

其实，《聊斋志异》表面上在讲鬼、狐一类的故事，而侧面
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我从这本书上感受了，蒲松龄当时所在
的那个时代，成风，赃官比比皆是，清官没侑几个。想这里，
还侑谁没侑理由再去好好学习，去把社会不规则的事情改正
过来?我想，每个读过《聊斋志异》的人，都能深刻的体会这
本书的含义，要是想过上美好、不被欺负的生活，那么我们
就要从现在开始，从身边做起，以自己为榜样，做一个侑素
质的人。在这里，我又不禁佩服作者的慧眼明珠，佩服他敢
于正视现实的精神!



这些故事，让我入迷，我不禁大声朗诵起来，吸取其中的精
髓。

聊斋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怀着兴奋的心情读了中国古典十大名著之一——
《聊斋志异》，它是讲了中国古代灵异、志怪小说的集大成
者，它可以说是历来人们茶余饭后的经典话题。

我在这本书中，无比喜爱一个故事——崂山道士。

这篇文章主要讲了古时的一个小县里有个姓王的书生，他自
幼便很仰慕道学，听说崂山有很多仙人，就背着书籍，准备
去求道。但在求道途中，十分累人，师傅自身的法术取之不
尽，用之不绝。可是，师傅就是不将法术传给王生，王生再
也忍受不住了，就对师傅求了一个穿墙之术，在回家演练时，
却一头撞在了家中的墙上。

我在读了《聊斋志异》后，悟出了一点道理——书中，字里
行间无不饱含作者对人生、社会的丰富体验和深刻智慧。在
现实生活中也能取之学习，它还含有一些道理。

就说我喜爱的这篇文章，在我读后，感受到了：做任何事情
都不应该半途而废。这篇文章就点明了，在开始学习中，师
傅说：“要经过一大番拼搏，你才能走上仙道，学会许多仙
术，就是不知你能不能吃苦。”王生就没有下决心，我
想：“他如能咬住牙，持之以恒，一定能成为仙人，修成正
果。”但他还是没有坚持，半途而废了，吃过的苦全部白费
了，仙人也不会教给他真正的法术。

在历史中，半途而废的人简直是太多了，他们原本都可以成
为一代名人，可是因为某人某事，动摇了自己的心，所以，
不能像他们一样不思进取。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一定不要像王生那样，让我们持之以
恒，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聊斋读后感篇四

很喜欢《画壁》，短短两千字，勾画出一个奇幻的画壁世界。

从故事看，很像《黄粱梦》，不过一个是说功名富贵如梦幻，
而此文是说女色情感如梦幻，不过柳泉高处，在于文字之间，
虽然文末柳泉自己的感慨，也颇有些道学气，可文字之间却
摇曳生姿，翩翩可爱。

文中写画壁女子“内有一垂髫者，拈花微笑，樱唇欲动，眼
波将流”，柳泉写女子，动辄绝色，甚至倾国倾城，有俗套
之处，然亦有过人之处，如此文，如此处。写人之美，大多
数人会写眉眼如何，服侍如何，这些都很容易写的美，写的'
绚丽，但更容易束缚读者的想象。因此像曹雪芹写王熙凤，
会直书“身量苗条，体格风骚；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
吊梢眉”，以表现王熙凤之奸诈、刻薄、市侩。而写探春
是“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鹅蛋脸儿，俊眼修眉，顾盼神飞，
文彩精华，见之忘俗”，有实写，有虚写，而神采尽在虚笔，
顾盼神飞，正见探春之“敏”，可以预见以后决断大观园的
风采。而写林黛玉则纯写神采，()“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
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
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
这种眉眼，这种风姿，是用画笔描画不出的，只能细细品味。
而柳泉此处写散花女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垂髫，写其年少，
古代女子八九岁至十三四岁大都是这种发式。微笑已经让人
怜惜，而拈花微笑，花人相映，更添美丽。而樱唇欲动，眼
波将流，孟龙潭此刻之痴，眼中只看到女子的疯癫姿态。难
怪之后会身入幻境。

而第二次写女子容貌，是众女子为其上头，“生视女，鬓云
高簇，环凤低垂。”相比少女的发式，少妇的发式，更加突



出脸部的曲线和脖颈的美，而一些珠玉首饰，也更加衬托了
少妇的娇艳。如果说少女最动人的地方在纯情，少妇最动人
的地方则在媚人。

第三处写女子容貌，只是简单一笔，“共视拈花人，螺髻翘
然，不复垂髫矣”，点明画中女子前后之变化。

聊斋读后感篇五

寒假里，我读了一本网上推荐的书：《聊斋志异》。我知道
有这本书是妈妈告诉我的，但是当我问她详细内容时，妈妈
却说：“我记不大起来了，但是以前看的时候晚上都不敢睡
觉。所以，当在网上看到这本书时，我便开始阅读起来。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画皮》这一篇。大概内容这样的：一个
姓王的书生在外出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漂亮的女子。那个女
子对王书生说：她被丈夫赶出来的，现在没有地方住。王书
生看她可怜，就把她领回了自己家。一天，他遇见了一个道
士，道士告诉王书生身上有一股妖气，可王书生不信。当王
书生回到家时，发现书房的门锁着。

他就往窗户里一看，一个妖怪正在用笔描皮，描好后，再穿
上，又成了那个女子，王书生吓得赶紧去找那个道士。道士
给王书生一个拂蝇子，让他挂在门上，王书生照办了。

不一会儿，妖怪看见了拂蝇子，气得把拂蝇子给撕了，还吃
了王书生的心。这时，道士赶过来，把妖怪制服了，并请来
一个脏兮兮叫花子（其实是个神仙）把王书生给救活了。通
过这个故事，我知道了：人不可貌相，外表美丽的女子是狠
毒的妖怪，丑陋的叫花子却是救人的神仙。

读完这本书后，虽然不像妈妈说的.那么可怕，可我懂了不能
只看外表，而要看人的内在，才不会上当受骗，造成损失了。



聊斋读后感篇六

请想象一下，有这样一个世界，花妖蛇精都充满人情味。你
可以和他们相对畅饮、谈古论今，可以和他们吟诗作对、缱
绻缠绵，看大千世界倏然万变。当然，不要误入迷途，被恶
鬼抓去。让我们走入《聊斋》的世界中吧！

蒲松龄，清代小说家，以茶换故事，反映人间情，一书点破
人性鬼格，不信，看看！

《画皮》中有这么一段话，是描写那只鬼的：

蹑迹而窗窥之，见一狞鬼，面翠色，齿巉巉如锯，铺人皮于
榻上，执彩笔而绘之。已而掷笔，举皮如振衣状，披于身，
遂化为女子。

画皮这只鬼可真虚伪啊！为伤人性命，竟把自己伪装起来。

蒲松龄写画皮，也许是为了讽刺那类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
人，这类人的心嗬！如恶鬼，肮脏，丑陋！他让我看到了人
心险恶。

人世间当然也少不了一些好心人啊！

在一场洪水中，一个人，在灾难前毫不畏惧，救下无数人的
生命。当听到可能灾区中还有人时，他哭了，瘫坐在地下，
无奈说：“我尽力了，我真的尽力了。”可他，却竟是一名
志愿者。

在一个志愿者身上，我看到了他光明的未来！他和《聊斋》
中一些鬼一样，善良、乐于助人、舍己为人。但有些“人
格”却还不如“鬼格”！蒲松龄的小说，让我看到了美好的
一面。



哦！据统计，《聊斋》中约五分之一是涉及爱情的，他一涉
及到了爱情，就展现出绚丽多彩的景况。

在一开始，他在书中写道：

披萝带荔，三闾氏感为而为骚；牛鬼蛇神你，长爪郎吟而成
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

与屈原、曹植等人以女性美为政治理想美的寄托不同，与曹
雪芹以女性美作为人性美的象征亦不同，他把女性美作为知
己之情的形象化身的，因为在他穷愁落寞的生涯中，最渴望
的、最珍惜的就是知己之情。

故，但明论评道：“写情缘于花木，无非美人香草之思；证
因果于鬼狐，犹是鸳被燕巢之意”。《聊斋》，还是让我看
见爱情之美。

人亦鬼，鬼亦人，人鬼亦能通情。《聊斋志异》告诉我们：
鬼而人，理而情。有时人性之丑，连鬼格都比不上啊！

“《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记神狐鬼精魅故事，
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
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
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鲁
迅先生的评价精辟深刻，诚如斯言！

聊斋读后感篇七

今年寒假，妈妈给我买了一本《聊斋志异》。《聊斋志异》
非常有趣，不久我就看完了这本书。

《聊斋志异》是古代灵异、志怪小说的集大成者，有“空前
绝后”之美誉。《聊斋志异》看来偏偏讲的鬼、狐、仙、怪，
其实字字都是人、情、世、态字里行间无不饱含着作者对人



生的丰富体验和深刻智慧。

在《聊斋志异》中的《婴宁》这章中，讲述了一个容貌美丽
的狐仙婴宁与一位叫子服的秀才相恋的故事，婴宁有情有义、
心灵纯洁，比现实中的人更加可亲可爱。虽说她是一只托给
鬼母所养的狐狸精，可她并没有邪恶，喜欢笑。她让子服将
自己的父母合葬，并且感激子服一家人对自己的关照，后来，
子服的母亲给他们两个人主持了婚礼，一年过后，婴宁生下
一个胖儿子，不认生，见人就笑，很像他母亲。

其实，《聊斋志异》表面上在讲鬼、狐一类的故事，而侧面
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我从这本书上感受到了，蒲松龄当
时所在的那个时代，腐败成风，赃官比比皆是，清官没有几
个。想到这里，还有谁没有理由再去好好学习，去把社会不
规则的事情改正过来？我想，每个读过《聊斋志异》的人，
都能深刻的体会这本书的含义，要是想过上美好、不被欺负
的生活，那么我们就要从现在开始，从身边做起，以自己为
榜样，做一个有素质的人。在这里，我又不禁佩服作者的慧
眼明珠，佩服他敢于正视现实的精神！

最后，还是以作者的一首诗为结尾吧：

姑妄言之故听之，

豆棚瓜架雨如丝。

料应厌作人间语，

爱听秋坟给唱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