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西游记读书笔记第三回家到第十
二回概括(精选10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西游记读书笔记第三回家到第十二回概括篇一

《西游记》是一部极具代表性的名著，故事中的`唐僧，孙悟
空、猪八戒、沙和尚和形象人人皆知。

在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的途中，遇到火焰山的阻挡，孙悟空
战胜了牛魔王、铁扇公主，取得了芭蕉扇，才煽灭了火焰山
的熊熊烈火，继续踏上征途。

在故事中，白骨精使用阴谋诡计，要吃唐僧肉。为了保护唐
僧，徒儿们出生入死，浴血奋战。流血负伤倒也无妨，只要
伤得其所。这些描写都是令人犹如身临其境，回味无穷。

孙悟空身上有猴。得灵活好动和性情急躁的特点，又有神仙
般的七十二变和腾云驾雾的本领。猪八戒贪吃贪睡，但是有
十分淳朴。作者把人身上的特点运用在了这些动物身上，有
时还有一些戏剧色彩，让人神游其中。因此使这部巨著的内
容变得不再枯燥无味。

通过阅读这部文学巨著，我发现这其中也蕴涵着很多的人生
道理。其实人生就是如此，在不断进行中遭遇挫折，有挫折
时，就得搬掉绊脚石；一帆风顺时，当然就要积极地面对它。

有人喜欢顺利，希望一生都不被绊倒，不流泪，不疼痛，不
危险，不过这是不可能的，即便可能，这一辈。也就没有什



么意义了。挫折不是魔鬼，顺利并不是天使，它们都是我们
的朋友，要陪伴我们走完一生。

挫折其实就是一个人在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实现目标的过程中，
遇到的绊脚石，致使愿望不能实现而出现的不快的情绪。挫
折能够改变人的情绪，也能锻炼人的心理承受的能力，还能
激发人的潜力。所以挫折不仅仅只是魔鬼，它也具有一定的
价值。

通过阅读《西游记》这部文学巨著，我受益匪浅，精彩生动
的故事情节使我开阔视野，增长了知识，充实了生活；而它
其中蕴涵着的人生道理使我深有感触，懂得了许多，也使我
对人生了解了更多。

西游记读书笔记第三回家到第十二回概括篇二

最近，我读了《西游记》，书中讲述的是关于唐僧师徒四人
前往西天取经的.故事。书中有个故事令我印象深刻，那就是
《三打白骨精》。

章节讲述的是师徒四人到了一座大山下，山上住着一个妖怪-
-------白骨精。白骨精想借此会吃掉唐僧，吃唐僧肉可以享
受长生不老之福。白骨精依次变成了小姑娘、老妇人和老爷
爷，但都被孙悟空认出来了。前两次，孙悟空都直接对白骨
精当头一棒，可白骨精留下假尸体，魂却飞走了。最后，当
白骨精变成老爷爷走到唐僧面前时，孙悟空装作没认出来，
然后他请了山神和土地神把白骨精团团围住，便一棒子打死
了妖怪。唐僧以为孙悟空又杀了好人，便将他赶回了花果山。

书中的人物个性鲜明，各有优缺点。我最喜欢的就是孙悟空，
他武艺高强，神通广大，又嫉恶如仇，是个善良的人。唐僧
第一次责备他杀人时，他并没有生气。要是把我换成孙悟空，
我就直接飞回花果山去了。但孙悟空还是不够冷静，如果他
能抓住妖怪，让他在唐僧面前现出原形，就不会被唐僧误会



了。

遇到事情的时候，冷静是非常重要的。在生活中冷静帮我做
了许多事情。

有一次在学校时，老师让我们进行分组学习。我们组的学习
单却被风刮跑了。正当我们焦头烂额的时候，我对大家
说：“不要急，我们先冷静，大家一起找一找，学习单肯定
在教室里。”不一会我们就在角落里找到了学习单。

《西游记》这本书内容有趣，还含着一些道理，我很喜欢它。

西游记读书笔记第三回家到第十二回概括篇三

《西游记》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它是吴承恩先生的杰作，
讲述的是一个泼猴和唐三藏及师迫切，但对于精神自由的需
求却无端被抹杀了。总之，我认为现代人最缺乏的就是一种
开阔进取，寻找最大自由的精神。

在厉尽时间锤炼的《西游记》中，竟深深蕴含着新世纪人们
最渴望的自由精神我更明白为什么它能够传承至今了。《西
游记》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它是吴承恩先生的杰作，讲述
的是一个泼猴和唐三藏及师弟八戒，沙僧去西天取经的故事，
这本书我虽然看了一遍，但是以这本书编辑的电视机不知道
看过多少遍了，它给人一种百看不厌的感觉，让人看了就喜
欢上了它。

看完这部小说，有很大的感悟，我觉得学习唐僧的全心全意，
孙悟空的不怕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精神。

这本书把一个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泼猴勾勒得栩栩如生，写它
从天不怕地不怕变为一个恭敬的猴子，为了师傅的安危它奋
不顾身，它并不像猪八戒那样好吃懒惰，也不像沙僧那样憨
厚，作者更是借助它这一点勾勒出孙悟空的大智大勇，自从



唐三藏把孙悟空从五指山解救出来到取得了真经，这期间经
理九九八十一难，每次劫难都是孙悟空全心全意去解救师傅
的，最后才圆满的取回真经。

在打白骨精这一回里，它三次打死变为人形的白骨精，而被
师傅气的念紧箍咒，唐僧是凡人它并不知道那是妖怪，悟空
的解释它完全不听，而是念它的紧箍咒，疼的孙悟空满地打
滚，最后唐僧还要和孙悟空断绝师徒之情，孙悟空被迫无奈，
只好又回到花果山。但是孙悟空心理并没有怨恨师傅，更没
有去报复师傅的想法，它把委屈全都藏在心理，而且心理总
是想着师傅的安危，可见它对是师傅的真心。这一路上它们
经历艰难险阻，不管多累，多饿，不管妖怪是多么的阴险狡
猾它门都一一打败它们，把师傅从危难中救出来。

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读多了总是有好处的，在
当今的社会里没有文化是不行的，会被社会淘汰，从我们呱
呱落地，父母就教我门说话，识字，等大一点儿它们又教我
们怎样做人，我们在学校里不仅是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做
人，只有学会了怎样做人，才能学会更多的知识，才能广交
益友，可见书何其的重要。

从书中我们会悟出许多真理，所以我们应该多读书，读好书。

西游记读书笔记第三回家到第十二回概括篇四

看西游记超喜欢的，唐僧一路从小走来，世界没变，变的只
是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原来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是错误的，唐
僧最初把用火柴换的鱼放到水里，让人潸然泪下，小时候的
唐僧是个善良的人，幼稚而又单纯美丽，就是一个心灵非常
美的人，一路走来唐僧展现了人性的美丽，但是唐僧从小就
没人疼，一个懦弱的人，心灵也很随和，但是展现了人性的
美丽。

自从取西经后，唐僧也就离开了自己的的美好回忆的地方，



唐僧的世界变了，变得正义了，却也消灭了很多妖精，也无
法给自己的良心以交代，变了，从第一种境界变成了第四种，
也就是具有佛教的博爱精神，爱一个人是看他是否善良，多
善良，也就是科学的看待爱情与友谊，对人来说爱情是人的
很高境界，体现了人的为人的最美好的一面，但是这也和自
己的爱情越来越远，人之间的关系只是道德关系，这也就是
说有人不是最善良就无视他的生死，这和自己当初的重感情
是违背的，也就是不在呼亲情。

走上西天之路，也就是陷入了死亡与完蛋的世界，随时会死
在妖精的手里，这就是痛苦，痛苦，极度恐惧，这就是人与
人的矛盾与战争，矛盾激发，正义已经被痛苦与麻木取代。
就像唐僧的父亲死在船户手中一样，人与人的矛盾，这就涉
及人之初是善良的还是邪恶的，天才与人民的战争，话说回
来我们喜欢好人，不一定好人就不会做坏事情，不过我们很
讨厌坏人。

唐僧和妖精的爱情，妖精爱唐僧吗，其实都是但曾相见便相
识，想见何如不见时。爱情无法超越阶级，妖精始终达不到
最高境界。知道即使和唐僧相见因为不能在一起，所以都是
在残害唐僧。阻止唐僧的取经就是阻止唐僧成功。

孙悟空和唐僧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从孙悟空对唐僧的保护就
知道世界自有真情在，人与人之间除了伟大的.爱情，生出来
的超越性欲，血缘，的伟大的人的友谊。人与人之间最美好
的感情，人的生存之道。其实吗，这个社会的法律是靠不住
的，对于成功的人必须有统一的价值观。得到统一的价值观。

不得不承认这个社会的学习好的人都一般是家庭条件不错的
人，这就是一个矛盾，因为这个矛盾很多人无视正义，现在
有鸡婆店，也有赌博，这大大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对
现代教育我有很多话想说，现在的应试教育更多在乎记忆与
成绩，特别是数学，很容易忘记和太辛苦了，为什么写西游
记也许就是赞扬美好的人与精神。



孙悟空，他一心想当齐天大圣不惜大闹天宫，这反映了他为
实现自己的人生会很加油，很努力，最后被压在五行山下，
为什么呢，也许小时候的孙悟空吃了太多的苦，自然灾害，
生存的艰难，才会让他一心想学法术，改变现在的辛苦的生
活。以及为什么他能看穿妖精不是人，也许因为他吃了很多
苦的原因吧。

猪八戒，为什么猪八戒很号色，也许是她还没明白爱情吧，
不过他爱嫦娥是值得赞扬的，还有爱村姑是值得赞扬的，这
说明他是相信世界有真爱的。虽然他很好色，沙悟净，任劳
任怨，憨厚，但是他觉得天道不公，所以在流沙河杀了很多
取经人，相貌狰狞，以后也变善良了。

为什么他们一路走来，他们成功了，为什么，一路走来他们
知道了离开谁自己都无法生存，互相承认价值，地球少了谁
都会转，但是他们和所有神仙一样，把自己的理想信仰看得
比自己的幸福成功重要，害死了那么多妖怪是唐僧不愿看到
的，不过要么死妖怪，要么死自己，为了正义为了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为了正义与邪恶的战争，天才与人民的战争。唐
僧的出身使他继承了自己父母的意志与把父母那一份一起活
下去，也就要必须打赢邪恶势力，唐僧生下来就要成功，因
为他继承了善良的精神。

把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等等神仙写成妖精，其实只是为了突
出唐僧的帅吗，我觉得西游记的妖精和神仙唐僧的徒弟是有
区别的，妖精是人的邪恶的欲望和恶势力的结合体，和神仙
是完全不同的。

人是什么，智慧是没有终点的，虽然人的外貌是有终点的，
对于智慧每个人的智慧都是有限的，人更多的是懦弱。

对于文学无非就是一个抄字，这么抄是一种智慧，是一种方
法，我不知道，对于我就是一段一段的抄，太辛苦，很厉害
很形式，太容易忘记。



人类社会更多的恩将仇报，人都是辛苦的工作，然后沉浸在
欲望享受之中，对子女慈爱也许是一种欲望。

西游记读书笔记第三回家到第十二回概括篇五

提起《西游记》，我就想起第一次接触《西游记》是在我三
岁生日的时候，那是爷爷送给我的生日礼物。那时候，妈妈
总是每晚都给我讲儿童版《西游记》里面的小故事，于是我
就不可遏制地喜欢上了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后来，我长大了，
会自己阅读青少年版的《西游记》了。

听妈妈读书和自己去读那可是两种不同的感觉，自己读虽然
累，但却乐在其中。《西游记》是一部神话章回小说，其作
者是明代吴承恩，是我国四大名着之一。讲述的是师徒四
人(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西天拜佛取经的故事。他
们一行四人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得了真经。作者给
我们呈现了一个又一个离奇而又惊险的故事《石猴出世》
《龙宫借宝》《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真假美猴王》
《三借八蕉扇》《三探无底洞》等等。我看得是如痴如醉，
其中，既有贪吃的猪八戒，也有忠厚的沙和尚;既有善良的唐
僧，也有勇敢坚强不畏强敌的孙悟空。我当然是最喜欢孙悟
空了，我感觉我们国家的孙悟空比日本的奥特曼强大得多，
要是让他俩个比试比度，那肯定是孙悟空胜利了。妈妈在我
读这本书时，给我讲了有关书中的“三”字，像《三打白骨
精》《三借八蕉扇》《三探无底洞》《三打红孩儿》等，每
次的打斗基本上都不超过三次，这个“三”在文学创作中是
很多次，不容易的意思。妈妈问我：“郑郑，你从中明白了
什么样道理?”我拍了拍脑袋，想了想说：“我认为孙悟空身
上有一股子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妈妈听了，赞许地点
了点头说：“妈妈希望郑郑将来也能像孙悟空那样，不管遇
到什么困难都决不轻易失败!身上要有股子不服输的精
神!”“妈妈，我懂了，你是不是说让我也成为一个孙悟空一
样的勇敢坚强的男子汉!”妈妈听了，满意地点了点头!



在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四个主要人物中，我最喜
欢孙悟空。我喜欢孙悟空的神通广大，一个筋斗可以翻十万
八千里，还会七十二变。如果我也有这样的本事该多好!孙悟
空把本事用在降妖除魔为民做好事上，想想我自己，有时仗
着个高力气大专门与同学打架，真是害臊，以后我要向孙悟
空学习，用自己的本事为同学们做好事。我喜欢孙悟空的勇
敢和坚强不屈，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或是妖魔鬼怪，都能勇敢
地去面对，并且坚持到胜利为止。想想我自己，平时最怕困
难，作业一碰到难题就叫妈妈教甚至干脆不做跑出去玩了，
这样怎么能提高成绩呢?以后我做作业时一定要静下来仔细读
题，认真思考，努力攻克难题。我还喜欢孙悟空对师傅的尊
敬和忠心，每次唐僧被妖怪捉去，孙悟空总是奋不顾身地去
救他，唐僧饥饿的时候，孙悟空就不远万里去为师傅化斋，
特别是在唐僧多次错怪孙悟空并且念紧箍咒让孙悟空痛苦无
比时，孙悟空还是没有怨恨师傅，依然想着保护师傅。想想
自己，有时老师上课不认真听讲，老师批评了还生老师的气，
有一次甚至和老师唱对台戏，气得老师课都上不下去了。

西游记读书笔记第三回家到第十二回概括篇六

《西游记》是我国明代伟大小说家吴承恩写的，被誉为中国
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

本书根据南宋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名间流传的唐僧
取经的故事和一些平话、杂剧综合加工、大胆想象，创造而
成。本书主要歌颂了孙悟空同邪恶和困难作斗争的勇敢、坚
毅;同时表现了唐僧的仁慈、怯懦、迂腐;猪八戒的憨厚、自
私、可笑。作品运用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描绘出神奇
的幻想图画，反映了人民的理想、意志和愿望。故事离奇曲
折、变化多端，人物形象活灵活现，语言生动诙谐，是我国
青少年最优秀的读物之一。



《西游记》是一部神话小说，小说栩栩如生地塑造了一批各
具特色的人物形象：爱打抱不平的孙悟空、贪吃懒惰的猪八
戒、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神力无边的如来佛祖。其中最具
有特色的是一个惊天地，动鬼神的人物形象——齐天大圣孙
悟空，他敢作敢当，敢爱敢恨，又不是机灵可爱，深受读者
的欢迎。

书中充满幻想的故事情节：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智斗二
狼神等，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但作者笔下那精彩
的打斗场面却能让您身临其境，只要你翻开它，一切的一切
将深深地吸引着你。

最近几天,我看完了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

它主要告诉了我们，唐僧师徒为了追求信念而克服千难万险，
百折不挠的精神。

孙悟空嫉恶如仇,文武双全; 猪八戒贪吃好色,不过在憨厚中
也透着小聪明;沙僧任劳任怨,重义气;唐僧知难而上,不贪美
貌,四人各有各的长处与不足,我们要取长补短,学习优点。

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把纸笔人物写成真实人物,仿佛就要跳出
来了一样,好似我们亲身体验一般,令人看了还要再看的境界。

希望大家好好阅读,学习里面的精髓,让你的知识更加宽广,俗
话说:学海无涯,请大家好好学习哦!

西游记读书笔记第三回家到第十二回概括篇七

《西游记》是明代杰出的小说家吴承恩所著的长篇神化小说。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江苏淮安人。他一生贫寒潦
倒，四十三岁才考中贡生，做过县丞，但与长官不合，罢归
故乡。吴承恩生活的年代，正是明代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异



常尖锐激烈的年代。统治阶级荒淫无度，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沉滞，个人境遇坎坷，遂使吴承恩将激愤的情怀尽情的倾注
到了他的诗文之中，更加集中的倾注到了《西游记》之中。
《西游记》是他晚年会到故乡后的作品。《西游记》的主要
故事是写孙悟空保唐僧去西天取经，一路上降妖伏魔，克服
了种.种困难，最后取经成功。唐僧取经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
事。

从小到大，我读过很多回《西游记》，第一次读时，纯粹是
为了它曲折有趣的情节;后来再读，对书中的各个人物的性格
和行为就有了一些看法。《西游记》中我最喜欢的是孙悟空，
喜欢他的善良、调皮、机灵、法力无边、对各天神说话时的
直率、打妖怪时的执着(尤其是在三打白骨精那一回)和对兄
弟、师傅和猴子猴孙的情谊。在唐僧师徒四人中，孙悟空经
常第一个发现妖怪，可是他的师傅唐僧却总是轻易地被那些
装扮成好人的妖怪欺骗，而对打死妖怪的悟空念紧箍咒惩罚，
甚至不顾他的解释把他赶走。悟空虽然心有不甘，但还是听
师傅的话，没有死皮赖脸地跟着师傅。

但是，唐僧却也有着超乎常人的执着，为了到达西天取得真
经造福苍生，他不仅不要快速到达西天而不让悟空自己飞去
取，甚至要求自己每一步都是脚踏实地的，也从没让悟空帮
他飞过。唐僧在一路上遇见了不少人善意或恶意地极力挽留
他，甚至给他金山银山，乃至整个国家，可是他都拒绝了，
我想这是因为他始终坚持着要取得真经的信念吧。猪八戒是
一个又懒又馋的大肥猪，有时悟空叫他去找点水果给师傅吃，
可是他要么就是在路上躺着睡大觉，要么摘了许多水果，却
在回来的路上都吃光了，常常害得另外的三人在原地等他，
回来却随便找个借口说个谎想敷衍过去，但总是被机灵的悟
空识破，被整得很惨。

我觉得八戒在取经的路上总是想这想那，而不是一心向佛，
一会儿在这藏一点钱，一会在那藏一点宝，还总是想着高老
庄的媳妇和嫦娥，师傅被抓了，他动不动就说：“我们收拾



收拾行李散伙吧”、“我回高老庄去了”这类丧气的话。他
还有一个坏毛病，就是总爱吹牛，有时候，悟空把妖怪打败
了，他却绘声绘色地向别人吹嘘着自己如何把妖怪打败的。
但是，他有时也会发挥作用，如：在师傅被白骨精抓住时，
他来到花果山想着办法把猴哥给请了出来，最后，把师傅救
了出来。所以我觉得八戒还是挺可爱的，虽然时不时动点歪
脑筋，但也会有智慧的火花。沙和尚是三个徒弟中最老实的
一个，他始终对师傅忠心耿耿，对两位师兄也是毕恭毕敬。
可是打起妖怪来却是毫不手软，虽然没有悟空那么厉害，但
是在关键时刻还是能保护师傅的。而且，在师徒四人中，他
是除了悟空以外最警觉的人，也可以提醒一下师傅。虽然
《西游记》已经很老了，可是我相信它的魅力会经久不衰，
因为这师徒四人，实在各有妙处，很吸引人。

西游记读书笔记第三回家到第十二回概括篇八

大家都读过中国的四大名著吧。《水浒传》《三国演义》，
《红楼梦》，《西游记》当然，我十分喜欢，印象深刻的名
著是明代小说家吴承恩写的《西游记》。《西游记》是一本
古代的神魔小说。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写的鲜明，让读者一读
就懂，如猪八戒小说中的《偷吃人参果》这个故事说明了八
戒十分贪吃的性格。

一读就让人如痴如醉，流连忘返，我觉得这本小说最好看的
一篇是《三借芭蕉扇》，他讲了孙悟空，唐僧等四人来到了
火焰山，要过此山就要用铁扇公主的芭蕉扇去火焰孙悟空第
一次借芭蕉扇，因之前害了铁扇公主的儿子红孩儿而被铁扇
公主用芭蕉扇，扇到了很远的地方，把它扇的无影无踪。

第二次孙悟空找到了灵吉菩萨，灵吉菩萨就给了他一颗定风
丹，孙悟空吃了下去，又像铁扇公主来借芭蕉扇，铁扇公主
用芭蕉扇扇走了孙悟空诞生悟空吃了定风丹，铁扇公主见它
丝毫不动，就赶紧关闭大门。孙悟空变成了一条小小虫子，
爬进了铁扇公主的茶杯，结果铁扇公主的肚子被他打的十分



疼痛，铁扇公主把假的芭蕉扇借了他。之后孙悟空用扇子扇
了几下，没灭火，反而还把火扇得更大了。孙悟空这才知道
自己被铁扇公主的阴谋诡计给骗了。

第三次孙悟空变成了铁扇公主的丈夫牛魔王，但最后还是被
真的牛魔王给识破了。最后哪吒把牛魔王收复了铁扇公主见
此请就把芭蕉扇给了孙悟空，孙悟空就扇灭了火焰山的火焰，
并把芭蕉扇还给了铁扇公主然后继续前往西天了。

这个故事里，孙悟空永不放弃的精神让我十分佩服。这本小
说只要看了其中一个故事，就忍不住想看其他的故事，把整
本小说读完，这本小说可真是中华文明宝库中的一颗流光溢
彩的'明珠啊!

西游记读书笔记第三回家到第十二回概括篇九

每当我翻开《西游记》时，总有不同心情。它在四大名著中，
是最生动活泼，小时候我读起它来总觉得既过瘾又有趣。但
今时今日，不变是那光怪陆离，色彩斑斓神话世界，我领悟
却变。

这是一部所有人都爱读经典大作，每个人都能在解读它时获
取不同感觉和启示，有人喜欢它鲜明人物个性；有人喜欢它
瑰丽整体形象；有人喜欢它活泼诙谐对话旁白；有人还研究
它历史背景、社会现象。但在我看来，他那曲折情节中暗藏
着人们渴望而不可及生活理想和人性追求，那就是——自由。

在经历日复一日个性受约束日子，二十一世纪人们都格外向
往自由孙悟空。孙悟空破土而出，“不伏麒麟辖，不服凤凰
管，又不服人间王位所约束”，闯龙宫，闹冥司，花果山上
称王。可以说已经达到人性摆脱一切束缚，彻底自由状态。
孙悟空其实就是自由化身，他品质中最突出就是向往自由，
他始终在追求自由，它一切斗争也是为争取自由。这样一个
鲜活形象给予读者一种追求自由，追逐自由力量和勇气。然



而，每个人都明白，在现在，即使是将来，完全自由终究是
不可能，人始终要受到这般那般约束。尽管包围着我们是个
受约束世界，但我们可以让内心尽量变得广阔而幽深，让它
能够无边无际、包容天地。

然而，目前社会上还有许多人被一些价值不大东西所束缚，
却自得其乐，还觉得很满足。经过几百年探索和发展，人们
对物质需求已不再迫切，但对于精神自由需求却无端被抹杀。
总之，我认为现代人最缺乏就是一种开阔进取，寻找最大自
由精神。

在厉尽时间锤炼《西游记》中，竟深深蕴含着新世纪人们最
渴望自由精神……我更明白为什么它能够传承至今。

西游记读书笔记第三回家到第十二回概括篇十

要看《西游记》首先要了解它的世界架构，所以《西游记》
的开篇讲的.就是它的世界观。

据说，天地间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为一元，一元分为子、丑、
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会，即一万
八百年为一会。

（古人对12这个数字真的是有执念，108正好为12的9倍，不
仅如此，后文提到的七十二般变化、三百六十旁门、十万八
千里等等都是十二的倍数。）

对于一天来说十二支可以用来表示十二个时辰，从午夜凌晨，
到艳阳高照，再到夕阳西下。同样，把时间放到大尺度上来
看，戌会天地昏蒙，亥会则归于混沌，而天开于子，地辟于
丑，人生于寅。

从空间上来看，在微观尺度上，一个原子中是电子绕着原子
核旋转的；在宇宙的大尺度上，一个星系中是行星绕着恒星



旋转的，两者的结构具有很强的相似性。所以我觉得这个关
于时间的轮回，在大尺度和小尺度上也具有相似性的想象还
是蛮有意思的。这也很符合人类想象的规律。

接下来，我们从具体的数字上来看。宇宙大爆炸是在大约140
亿年前，地球形成是在约46亿年前，而人类形成则是在三百
万年前。所以这个时间尺度比作者想象的还要大得多，而且
这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以说是指数级的。

接下来是故事发生时的地理上的设定，天下分为四大部洲：
东胜神州、西牛贺洲、南赡部洲、北俱芦洲，而周围则是汪
洋大海。

大家都知道孙悟空是生于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但是这花
果山可不是一座普通的山，原文说：“此山乃十洲之祖脉，
三岛之来龙，自开清浊而立，鸿蒙判后而成。”对花果山的
描述写的也很精彩：

丹崖怪石，削壁奇峰。丹崖上，彩凤双鸣；削壁前，麒麟独
卧。峰头时听锦鸡鸣，石窟每观龙出入。林中有寿鹿仙狐，
树上有灵禽玄鹤。瑶草奇花不谢，青松翠柏长春。仙桃常结
果，修竹每留云。一条涧壑藤萝密，四面原堤草色新。正是
百川会处擎天柱，万劫无移大地根。

简直是天然的野生动物园加植物园有没有！

而孕育孙悟空的仙石则是在山的正当顶上。正是因为花果山
和山上仙石的特别才孕育出了石猴，但是可能是因为只是石
头所化，它的相貌丑陋，地位也不高。

孙悟空访仙问道最先到的是南赡部洲，在那里看到了人类，
然后学会了人的穿衣、走路、说话等等。然后再到西牛贺洲，
在那里跟随菩提老祖修行。



我觉得在作者笔下的人类都是很愚昧的形象，比如悟空在寻
到菩提老祖之前遇到了一个樵夫，樵夫正在唱一首歌，歌曰：

观棋柯烂，伐木丁丁，云边谷口徐行。卖薪沽酒，狂笑自陶
情。苍径秋高，对月枕松根，一觉天明。认旧林，登崖过岭，
持斧断枯藤。收来成一担，行歌市上，易米三升。更无些子
争竞，时价平平。不会机谋巧算，没荣辱，恬淡延生。相逢
处，非仙即道，静坐讲《黄庭》。

我非常喜欢这一段词，歌词中非常恬淡洒脱，第一次看到也
以为唱歌的是什么高人隐士之类的。但是唱歌的樵夫一开口
说话，却又是被身外之物所累，完全没有理解词中的意思。
可能作者是想表达资质平庸之人，就算的仙人指点也无法理
解其中之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