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儒林外史经典人物读后感 儒林外
史经典名著读后感(实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这时候
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以下是
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儒林外史经典人物读后感篇一

《儒林外史》主要说了在旧时代时，各类人士对功名富贵的
不同表现。描写了一些深受八股科举制度毒害的儒生形象，
反映了当时不良的世俗风气。

在《儒林外史》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吝啬鬼-严监生。他是
一个胆小而有钱的人。他最令人深刻的那件事就是严监生疾
终正寝。这件事充分表现严监生吝啬，爱钱如命，我觉得这
样的人不值得我们去学习。相反，我们在生活中学会大方，
如果不大方，下场就是和严监生一样。而严监生的另外一件
事--悼念亡妻中知道，严监生吝啬到连给亲人花一点钱都不
肯，充分得体现出严监生爱钱如命。而《儒林外史》开篇词
中一个生于乡村的王冕，因家里没钱，就去放牛。但他喜欢
读书，所以每天赚的钱都去买书看。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
成了县内的名人，许多人聘他做官，他都不接受，他逃到山
中，过着隐居的生活。说明他讨厌做官的昏晦的生活。

《儒林外史》教会了我要大方，不能贪小便宜。

儒林外史经典人物读后感篇二

《儒林外史》这本书以“讽刺”为主感，深刻地揭露了封建
社会制度下，文人的心理观念的腐朽。作为一名学生，应该



要多读这本书，并且认真地写一下它的儒林外史人物读后
感1000字。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儒林外史人物读后
感1000字”，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在这漫长的暑假期间，在老师的规定下，我阅读了《儒林外
史》一书，这本书是吴敬梓写的中国古代小说名著，它还是
一篇讽刺小说。

《儒林外史》主要讲了在旧时代时，各类人土对功名富贵的
不同现象，描写了一些深受八股科举制度毒害的儒生现象，
反映了当时不良的世俗风气。在《儒林外史》中，我印象最
深刻的人就是吝啬鬼——严监生。他是一个十分胆小而又十
分有钱的人，他最令人深刻的那件事就是严监生疾终正寝。
这件事充分表现了严监生，吝啬，爱才如命。但是我觉得像
严监生这样的人不值得我们去学习，反而我们在生活中要做
一个大方的人，如果不做大方的人，下场就和严监生一样。
而严监生另外一件事悼念王妻中知道，严监生吝啬到连给自
己的亲人花一分钱都不愿意，从中也可以充分的表现出严监
生爱才如命，而《儒林外史》开篇词中一个生于乡村的王冕，
因为家里没钱所以就去放牛，但是他非常喜欢读书，所以每
一天赚的钱她都不浪费，而是去买书看。最后功夫不负有心
人，她成了县内的名人，很多人聘他去做官，他都不接受，
于是他就逃到了山中，过着隐居的生活。说明王冕讨厌做官
的生活。

然而在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人，有些做官员的人，为了钱和权
利，根本不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上，而去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
事，最终和严监生一样的下场。

读了这本书让我明白了做人不能贪小便宜，要大方。

在一篇辛辣的讽刺话语中，我仿佛看到了旧时被科举毒害的
怀才不遇的人们对封建顽固礼教的不满、愤怒的呐喊。



《儒林外史》，中的周进令我印象很深。刚出场时，周进已
经六十多岁的老童生。在汶上县做了三年西席，学生顾小舍
人都进学成了秀才，他再无资格继续教下去，沦落到薛家集
观音庵私塾中来坐馆糊口，饱受秀才梅玖和举人王进的嘲弄
和冷遇。不久，他被生活所迫替一群商人当账房，路过贡院，
触景生情。大半生追求功名利禄却求之不得与所受过的凌辱
夹杂着悲愤的心情一下子全部发泄出来，化作一厢老泪纵横，
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读到这里，我不禁心感
酸楚，周进只是一个代表，世上曾经有多少人被封建礼教毒
害，又有多少人去钻令人费解的深奥古经而耽误青春，使得
人性荡然无存，尊富鄙贫，社会不得安宁!

周进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
报效!”爬到地下就磕了几个头。可见他已深陷科举毒害中，
不得自拔。这是一种社会“浓厚”的风气。

自此，周进的人生陡然发生了喜剧性变化。如果说从前沉沦
落魄受尽冷眼，此后可谓春风得意一帆风顺。中举人，中进
士，做御史，做学道，一路升到国子监司业。他节节高升的
仕途更加显现出世态丑陋，这是对整个士人阶层和市民社会
的批判。

周进用钱买来了监生，读一个叫范进的老童生的文章。因为
无事可做，便多读了几遍，这才领悟到文章玄机多，变化妙，
加上遭遇与自己甚是相似，马上产生共鸣。从字里行间也体
现出对考场监生的讽刺：他们囫囵吞枣，漫不经心，不识人
才。

其实，从辛辣的讽刺中，我还读到了欣慰的一点，就是已经
有人开始意识到危害，并且想要革命去改变现状，这是思想
的升华。

匡超人是一个敦厚朴实的贫苦孩子出身，由于对于仕途的追
求背弃了父亲的遗训，一心贪图功名不顾德行变成一个毒辣



凉薄趋炎附势的统制者的打手，终生痛苦没了人样。六十多
岁的周进，因为未曾进学不得不卑躬屈节，忍着新进学的梅
三相公的嘲笑，还替前朝新中的王举人扫了一早晨的垃圾，
到后来连教馆的职位也给丢了，只得给商人记账，还哭的死
去活来最后商人给他捐了个监生，他竟没了尊严爬到地上给
他们磕头说他们是在生父母做牛做马也要报答。要知道那时
商人地位何等低下而周进不顾一切却恭维他们是多么可笑。
还有范进，他是连考二十多次都不中的老童生，后来终于上
榜了，发榜的那天家里连米都没了就抱着正下蛋的母鸡到集
上去卖了，当他的知中举后拍手大笑欢喜的疯了，直到挨了
丈人胡屠户的耳光才清醒过来，后来平步登天，还有许多人
来奉承他，转眼间房屋田产、奴仆丫鬟什么都有了。

这里的许多故事讲述了清朝科举制度腐败、八股文考试弊端
百出，可以请人代考，可以行贿，可以冒名顶替，书中也有
这样的描写。当安东向升为安庆知府后，他到察院去考察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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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不为，甚至还有一个童生，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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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环境能出什么样的人才官吏，又
怎么能使清政府千秋万代呢，这里体现出了清灭亡的实质漏
洞。

“范进中举”这篇故事深刻地揭露了八股科举制度对古代文
人的摧残，《儒林外史》正是通过这样一个个生动的艺术形
象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批判了八股
科举制度，揭露了当时残酷的法律和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与虚
伪。

《儒林外史》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反腐反俗，提倡理想社会，
保持优秀的道德品质。我国近几年的反腐活动提倡“老虎苍
蝇一起打”也是为了抵制某些人为了功名富贵而做出有损他
人利益的行为。还有曾热播的《人民的名义》中讲到的一连
串利益集团一网打尽的故事一样，反腐反俗一直是国家工作



的重点。的却，作为一名学生，我们不应该为了功名富贵才
致力于学习当中，应保持自己高尚的情操和道德修养，像屠
呦呦一样热爱自己所从事的科研行业，不应为外在的困难使
得内心有所动摇。

唐朝宰相卢怀慎清正廉洁，不搜刮人民钱财，他的住宅和家
里陈设用具都非常简陋，当官以后，纵使身份高贵，但妻子
和儿女仍然免不了经常挨饿受冻，他也不会为此而贪污国家
的一分钱。海瑞一生清贫，抑制豪强，安抚穷困百姓，打击
奸臣污吏，深得人民爱戴。陶渊明看透官场迂腐，离官归隐，
向往山水田园的生活。他们不曾渴望功名富贵，但求世人幸
福安康，其事件才为世世代代所流传。所以，功名富贵又如
何，都不及高尚的道德情操。

“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
留清气满乾坤。”愿世人少为功名富贵而忙碌，静下心来保
持职业操守。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共同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做到爱国、敬业、
诚信、友善，为祖国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人生南北多歧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浊酒三杯沉醉
去，水流花谢如何处”。这是作者吴敬梓先生的著作《儒林
外史》的引首词。词中抒发了作者功名富贵谁能看破的感慨。

在《儒林外史》这本书中，作者入木三分地刻划了一些备受
科举制度摧残的“读书人”和一大批不学无术、道德败坏却
自命风雅、装腔作势的所谓名士，也满怀热情地描绘了一些
洁身自爱、崇尚礼乐、襟怀冲淡的真儒贤人。表达了作者对
科举制度的否定，对官僚集团厌恶，封建礼教的憎恨，对人
民群众的同情。

这本书仿佛将我们带回那黑暗的时代：明朝时期，一群“读
书人”为功名富贵，不顾一切地去“奋斗”，最终逐渐在黑
暗社会中腐蚀，例如五十多岁仍在应试的范进。50多岁仅是



个童生，家中穷苦不堪，12月的天气还穿着单衣服，"冻得直
发抖"。范进在几十年应试不中的情况下，由于主试官周进的
抬举，应试及第。他喜不自胜出现了癫狂状态。

我为这位人物感到遗憾。他是一个热衷科举，深受封建教育
毒害的下层知识分子。他将自己的青春年华全耗在科举上，
将中举取得功名利禄当作唯一的奋斗目标，几十年屡试不第，
也不愿从事劳动养家糊口，其灵魂完全被科举的锁链缚住了。
范进中了举，虽然物质富有了社会地位提高了，但其灵魂完
全被科举毒化了。我对此表示不解：他们读书，到底是为了
什么?为名?为利?这些答案在当时都是对的。他们目光短浅，
又好名好利，功名就成后只知享乐，不思进取，已经是封建
社会的牺牲品了。

说到范进，我想到了一位截然不同的人物 ——周恩来先生。
在他的读书时代，有一天，校长问大家为什么而读书。同学
们的答案众说纷纭。校长又让周恩来回答这个问题。周恩来
回答道：“为中华崛起之而读书。”

不过，《儒林外史》中，有一位人物王冕，他性格恬淡，远
离功名，天性孝悌，才华横溢，相比于那些“读书人”而言，
这是一个兼俱真儒士和真名士精神品格的理想人物。

这个人物总算是给了我一些慰藉。因为在“池塘的淤泥里”，
仍有几枝“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莲花，王冕就
是其中之一。尽管他没有远大的志向，读书也是为了充实自
己，但从品质来讲，他还是一面很好的镜子。

话说回来，什么东西让“读书人”如此痴迷?就是它——科举
制，一个从隋唐时期只是为了寻找更多的人以治国，到明朝
成为“读书人进步的阶梯”，这其中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我看来，这种制度所形成的“官本位”怪圈就像一个大泥
潭，进去就很难再出来了，就连现代人都不一定。幸运的是，
这种制度早已废除。现在，我国是应试教育，读书是为了更



好地发挥自己的特长，考试是为了更好地巩固知识。

儒林外史经典人物读后感篇三

《儒林外史》塑造了许多读书人的形象，其中给人印象最深，
无疑是那些深受科举制度毒害的书生。读完这本书，你有什
么心得？不妨写一篇儒林外史人物读后感100字激励自己。你
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儒林外史人物读后感100字”，下面小
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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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幸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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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他在放牛的时候，看见河里鲜艳的荷花正盛开着，生
来好学的王冕心里有了一种突发的奇想：如果我能把荷花用
笔画出来，那该多好啊!于是，他把剩下的一点小钱，不买书
了，只买一些铅粉之类的物品，开始学画荷花，功夫不负有
心人，日子长了，他不仅画得像了，还把荷花出淤泥而不染
的那种特有的高贵品质画了出来，人们见他画得好，许多有
钱的人家，纷纷地到他那里买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由
于他的画卖得好，他的家境也渐渐地不愁吃、不愁穿了。

这学期，我读过许多书，但是在这么多的书中，唯有《儒林
外史》使我记忆犹新，书中的故事一直让我念念不忘。

《儒林外史》是我国一部的古典长篇讽刺小说，它集中了许
许多多的人物，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



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批判了八股科举制度，揭露了反动统
治的罪恶和虚伪。小说作者吴敬梓运用周进、范进等生动的
艺术形象，用辛辣的笔触揭露了统治者的腐朽和虚伪，作为
一部杰出的讽刺小说，作品通过集中概括，典型地再现了生
活的真实，揭示了他们的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至于可恶。

虽然如此，文中也有不少文人雅士，如王冕、萧云仙。其中，
我最欣赏王冕，因为他小时候家里穷，上不起学，母亲只得
让他去给邻家放牛。懂事的王冕了解家里的情况，便答应下
来。他每天都去放牛，一直到长大之后，他学会了画荷花，
才靠画画维持家庭生活，但他一直在为穷人作画。后来，有
一位官府的人请他作画，他犹豫再三，才勉强答应。之后，
有人请他去做官，但他洁身自好，不畏权贵，毅然拒绝了。
他时常用梅来比喻自己清正的品质，正如他在《墨梅》一诗
中所写：“吾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
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我想：王冕那种洁身自好、不畏权贵的品质，不正是我们应
该学习的吗?确实，我们应该向王冕学习，从小体谅父母，体
谅家庭的难处。即使自己遇到困难，也要学会坚强。在大富
大贵面前，王冕选择了隐居，而不是去享受，这一点不又是
我们该学习的吗?面对生活中那些无耻的人，我们不应躲开，
而要敢于指责;面对身边有困难的人，我们应多一些鼓励，多
一些爱心。正如“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儒林外史》乃清代文人吴敬梓所作，以“讽刺”为主感，
表现，反映了明清两代儒生的功名生活，也深刻地揭露了封
建社会制度下，文人的心理观念的腐朽及科举，礼教和腐朽
事态。

至今仍非常具有警世意义。

既然写读后感，就必写作者经历，以之结合，才可感而写。



作者吴敬梓，一个厌恶世俗，愤度全伦的清代文人，身在官
场的他，更是看透了不知多少沉浮，多少纠葛，也由此着作了
《儒林外史》，此书以故事的形式，塑造鲜活人物，其故事
人物的刻画代表了作者对封建事态的一定看法。

鲁迅先生曾评价此书表述的委婉，犀利却直白，不失为现实
主义文学的经典，可见此书的成功。

读儒史，让我看到了古代封建王朝的顽固不化，吃人，害人。

但更多的是让我思考现在的中国。

现在的中国早不是如以前一般;现在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是高举列宁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本的国家;现在的中国更是
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奋斗，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这令我
们中华儿女感到无比骄傲。

但在我们前进的路上，总还是有一些绊脚石，例如：贪脏腐
朽之风不减，法律体制尚未较为完善，诸多政府机构缺乏监
察，环境恶化等等，都是我们需要耐心，细致，认真解决的
问题。

“趁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就让我们行动起来，
尽己之力，为建设强大，民主，美丽的中国作出贡献。

复的机构，多余的机构只会浪费钱和造成腐败。

《儒林外史》是一部讽刺小说，是一幅活生生的社会面貌图。
《儒林外史》把锋芒射社会——写秀才举人、翰院名士、市
井细民，而且是客观的、写实的，现在读来，仍感叹不已。

在当时认为举业高于一切，于是读书人便死作那些八股文，
认为只要有了功名，便高人一等。于是隐藏在这种心理背后
的丑态被折射了出来，君不见那八十岁才中了状元的梁灏，



花白胡子还是“小友”的周进，考了几十年一朝中榜，欢喜
疯了的范进……儒林中为了功名利禄，消得人憔悴，衣带渐
宽终不悔的又何止这几个?可是当他们考取了功名，真正为老
百姓做事，当一个好官的又有几人呢?进士王惠被任命为南昌
知府，他上任的第一件事，不是询问当地的治安，不是询问
黎民生计，不是询问案件冤情而是查询地方人情，了解当地
有什么特产，各种案件中有什么地方可以通融;接着定做了一
把头号的库戥，将衙门中的六房书办统统传齐，问明了各项
差事的余利，让大家将钱财归公。从此，衙门内整天是一片
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衙役和百姓一个个被打得魂飞魄
散，睡梦中都战战兢兢。而他本人的信条却是“三年清知府，
十万雪花银”。朝廷考察他的政绩时，竟一致认为他是“江
西的第一能员”。但与他们相比开头出现的王冕，中间出现
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
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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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那些有钱的财主们却又为富不仁。贡生严致中是横行乡里
的恶棍。他强圈了邻居王小二的猪，别人来讨，他竟行凶，
打断了王小二哥哥的腿。他四处讹诈，没有借给别人银子，
却硬要人家偿付利息;他把云片糕说成是贵重药物，恐吓船家，
赖掉了几文船钱。严监生死后，他以哥哥身份，逼着弟媳过
继他的二儿子为儿子，谋夺兄弟家产，还声称这是“礼义名
分，我们乡绅人家，这些大礼，却是差错不得的”。

这林林总总的丑态也正说明了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
堕落与无耻，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几百年后的今天，
捧起《儒林外史》细细品读。时而为当时士人名流的庸俗可
笑而叹息，时而又为贪官污吏的卑鄙丑恶而愤怒。吴敬梓以
其幽默诙谐的语言，把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面刻画
的入木三分。难怪后人有“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
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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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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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多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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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说只学到了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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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林外史经典人物读后感篇四

《儒林外史》这本书故事人物的刻画代表了作者对封建事态
的一定看法。作为一名学生，应该要多读这本书，并且认真
地写一下它的儒林外史人物读后感600字。你是否在找正准备
撰写“儒林外史人物600字读后感”，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



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这学期，我读过许多书，但是在这么多的书中，唯有《儒林
外史》使我记忆犹新，书中的故事一直让我念念不忘。

《儒林外史》是我国一部的古典长篇讽刺小说，它集中了许
许多多的人物，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
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批判了八股科举制度，揭露了反动统
治的罪恶和虚伪。小说作者吴敬梓运用周进、范进等生动的
艺术形象，用辛辣的笔触揭露了统治者的腐朽和虚伪，作为
一部杰出的讽刺小说，作品通过集中概括，典型地再现了生
活的真实，揭示了他们的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至于可恶。

虽然如此，文中也有不少文人雅士，如王冕、萧云仙。其中，
我最欣赏王冕，因为他小时候家里穷，上不起学，母亲只得
让他去给邻家放牛。懂事的王冕了解家里的情况，便答应下
来。他每天都去放牛，一直到长大之后，他学会了画荷花，
才靠画画维持家庭生活，但他一直在为穷人作画。后来，有
一位官府的人请他作画，他犹豫再三，才勉强答应。之后，
有人请他去做官，但他洁身自好，不畏权贵，毅然拒绝了。
他时常用梅来比喻自己清正的品质，正如他在《墨梅》一诗
中所写：“吾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
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我想：王冕那种洁身自好、不畏权贵的品质，不正是我们应
该学习的吗?确实，我们应该向王冕学习，从小体谅父母，体
谅家庭的难处。即使自己遇到困难，也要学会坚强。在大富
大贵面前，王冕选择了隐居，而不是去享受，这一点不又是
我们该学习的吗?面对生活中那些无耻的人，我们不应躲开，
而要敢于指责;面对身边有困难的人，我们应多一些鼓励，多
一些爱心。正如“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儒林外史》是一部讽刺小说，是一幅活生生的社会面貌图。
《儒林外史》把锋芒射社会——写秀才举人、翰院名士、市



井细民，而且是客观的、写实的，现在读来，仍感叹不已。

在当时认为举业高于一切，于是读书人便死作那些八股文，
认为只要有了功名，便高人一等。于是隐藏在这种心理背后
的丑态被折射了出来，君不见那八十岁才中了状元的梁灏，
花白胡子还是“小友”的周进，考了几十年一朝中榜，欢喜
疯了的范进……儒林中为了功名利禄，消得人憔悴，衣带渐
宽终不悔的又何止这几个?可是当他们考取了功名，真正为老
百姓做事，当一个好官的又有几人呢?进士王惠被任命为南昌
知府，他上任的第一件事，不是询问当地的治安，不是询问
黎民生计，不是询问案件冤情而是查询地方人情，了解当地
有什么特产，各种案件中有什么地方可以通融;接着定做了一
把头号的库戥，将衙门中的六房书办统统传齐，问明了各项
差事的余利，让大家将钱财归公。从此，衙门内整天是一片
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衙役和百姓一个个被打得魂飞魄
散，睡梦中都战战兢兢。而他本人的信条却是“三年清知府，
十万雪花银”。朝廷考察他的政绩时，竟一致认为他是“江
西的第一能员”。但与他们相比开头出现的王冕，中间出现
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
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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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那些有钱的财主们却又为富不仁。贡生严致中是横行乡里
的恶棍。他强圈了邻居王小二的猪，别人来讨，他竟行凶，
打断了王小二哥哥的腿。他四处讹诈，没有借给别人银子，
却硬要人家偿付利息;他把云片糕说成是贵重药物，恐吓船家，
赖掉了几文船钱。严监生死后，他以哥哥身份，逼着弟媳过
继他的二儿子为儿子，谋夺兄弟家产，还声称这是“礼义名
分，我们乡绅人家，这些大礼，却是差错不得的”。

这林林总总的丑态也正说明了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
堕落与无耻，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几百年后的今天，
捧起《儒林外史》细细品读。时而为当时士人名流的庸俗可
笑而叹息，时而又为贪官污吏的卑鄙丑恶而愤怒。吴敬梓以



其幽默诙谐的语言，把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面刻画
的入木三分。难怪后人有“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
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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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幸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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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他在放牛的时候，看见河里鲜艳的荷花正盛开着，生
来好学的王冕心里有了一种突发的奇想：如果我能把荷花用
笔画出来，那该多好啊!于是，他把剩下的一点小钱，不买书
了，只买一些铅粉之类的物品，开始学画荷花，功夫不负有
心人，日子长了，他不仅画得像了，还把荷花出淤泥而不染
的那种特有的高贵品质画了出来，人们见他画得好，许多有
钱的人家，纷纷地到他那里买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由
于他的画卖得好，他的家境也渐渐地不愁吃、不愁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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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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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多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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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说只学到了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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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清代文人吴敬梓所作，以“讽刺”为主感，
表现，反映了明清两代儒生的功名生活，也深刻地揭露了封
建社会制度下，文人的心理观念的腐朽及科举，礼教和腐朽
事态。

至今仍非常具有警世意义。

既然写读后感，就必写作者经历，以之结合，才可感而写。

作者吴敬梓，一个厌恶世俗，愤度全伦的清代文人，身在官
场的他，更是看透了不知多少沉浮，多少纠葛，也由此着作了
《儒林外史》，此书以故事的形式，塑造鲜活人物，其故事
人物的刻画代表了作者对封建事态的一定看法。

鲁迅先生曾评价此书表述的委婉，犀利却直白，不失为现实
主义文学的经典，可见此书的成功。

读儒史，让我看到了古代封建王朝的顽固不化，吃人，害人。



但更多的是让我思考现在的中国。

现在的中国早不是如以前一般;现在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是高举列宁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本的国家;现在的中国更是
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奋斗，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这令我
们中华儿女感到无比骄傲。

但在我们前进的路上，总还是有一些绊脚石，例如：贪脏腐
朽之风不减，法律体制尚未较为完善，诸多政府机构缺乏监
察，环境恶化等等，都是我们需要耐心，细致，认真解决的
问题。

“趁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就让我们行动起来，
尽己之力，为建设强大，民主，美丽的中国作出贡献。

复的机构，多余的机构只会浪费钱和造成腐败。

儒林外史经典人物读后感篇五

杜少卿是《儒林外史》所着力描写的一个主要人物。有人说
透过杜少卿能看到作者吴敬梓的某些身影，对此我没有研究，
也不敢妄下结论。然而，杜少卿又确实是我极喜欢的一个人
物，其形象丰满而又充满个性，生就一副桀骜不驯之性格、
与众不同之言论，在小说众多人物之中，无疑是鹤立鸡群的，
令人过目不忘。为此，我很想对此人物写一些读后感，本文
先写他对“一夫一妻”制的倡导与先行。

“一夫一妻”制应该是现代文明的产物，是人类进步的结果。
在我国，从国家政策层面强制实行“一夫一妻”制，应该是
建国之后的事了。然而，这并不是说，在此之前，__没有实践
“一夫一妻”制的人物，据说，三国时，大名鼎鼎的蜀国宰
相诸葛亮就是__最早实践“一夫一妻”制的名人。而《儒林
外史》所刻画的杜少卿也是“一夫一妻”制的推崇者和忠实



实践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