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水浒传第一章读后感(模板8篇)

水浒传第一章读后感篇一

《水浒传》是我国古代一部不朽的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
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它的作者是施耐庵。你是否在找
正准备撰写“水浒传第一章的读后感”，下面小编收集了相
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在这个世界上，母亲的爱是伟大而又无微不至的，但如果突
然间失去了母亲，那种愤怒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水浒传》
中李逵接母亲的这段情节就充分反应了这一点。

话说一天，李逵从梁山泊回家中，发现母亲双目失明，不由
得泪流满面。为了不再让母亲伤心，李逵没告诉母亲在梁山
泊落了草，说是做了大官，来接母亲，母亲高兴不已。却在
这时，李逵的兄弟李清归来，看见了官府要捉拿的李逵转生
便去找帮手。李逵为了不让母亲受到牵连，将一锭银子放在
了桌上，希望李清不要来追赶。李逵背着母亲徒步走到一座
山上时，母亲喊渴了，李逵便飞快的去取水了。当李逵回来
时，却不见了母亲的踪影，任凭怎么喊也不回应。李逵焦急
万分，忽然发现地上有一摊血迹，遍跟着血迹走，却找到了
一个虎穴。李逵看到了穴中的两只小老虎正舔着一只剩下的
人腿，心中大怒。一股愤怒之火从心底油然而生，仿佛快要
从口中喷出来。李逵操起腰间的两把板斧，把两只幼虎多成
了肉泥，接着又连斩二虎，为母亲报仇雪恨。是啊，母亲始
终爱着子女，顺从自己，为子女们无私奉献。母亲的爱就像
清冽的河水，滋润着子女们这群种子，母亲的爱像从天而降
的雨露，子女们如禾苗般吮吸着雨露的甘甜……“慈母手中
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
报的三春晖”。正如这首诗所言，母亲爱的伟大而又无微不
至的。母亲时常对我们放心不下，问这问那。虽然有时也会



责备我几句，但是严厉的话语挡不住对子女们无限的关
心……我们一生一世被母亲爱着，也一生一世爱着母亲，我
们与母亲是不可分离的!

母亲们啊，我们所有的子女永远感谢您们。树高千丈也不曾
忘记根，更何况我们呢?等我们长大后有了作为，定当给予厚
报。

《水浒传》讲述了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个好汉从聚义梁山
泊，到受朝廷招安，再到大破辽兵，最后剿灭叛党，却遭奸
人谋害的英雄故事。读完全书，忠、义二字在我脑海里挥之
不去。

忠，是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尽心竭力。
宋江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这
就是忠;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山之后，对高俅之子的凌
辱，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杀，这也是忠。

义，包括了两个方面：一百零八个好汉为兄弟朋友赴汤蹈火，
两肋插刀，这是义;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是义。要
无愧于“义”字，要有相当的勇气，甚至要有一命换一命的
决心。

能做到“义”的人，就是一个精神高尚的人。古今中外有多
少英雄好汉，舍生取义。难道是他们不怕死吗?他们为
了“义”字，为了真理就可以奋不顾身了。一个不信
奉“义”字的人，是不会理解这些的。

故事里体现的忠、义二字固然可歌可泣，但是，在现在的法
制社会里，像武松那样凡事用武力解决的方法是不可取的。
因此，由于时代的变迁，我们只能用欣赏的角度去看这本书，
万万不可盲目地学习其中的处事方法。

《水浒传》是我国四大名著一，是一部描述与歌颂农民起义



的伟大史书，生动地写出了北宋末年，统治阶级昏庸无能，
社会动荡不安和梁山泊一百零八将的起义过程。

在众多的好汉中，呼保义宋江一直被得到拥戴，也是梁山泊
的头领。要论勇，比宋江勇的有很多，如：行者武松、浪子
燕青、拼命三郎石秀……要评武功，比他精湛的也有，如：
小李广花荣、没羽箭张清、双鞭呼延灼……要比谋略，比他
聪明的也有，如：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神机军师朱
武……但宋江最大的优点就是谦逊和宽容。作为大头领，他
却一直平易近人，不管对谁都很友善。更令我佩服的是，他
几次宽恕俘虏，并让他们都做了头领，不计前嫌，对他们敬
爱有加。

于是，他征服了一大批的好汉：呼延灼，张清，花荣……这
样的头领怎不叫人尊敬和爱戴呢?他们想反抗的仅仅是那些贪
官污吏，却永远忠于皇帝，忠于国家。因此，他们接受了朝
廷的“招安”。原以为苦日子就要到头了，他们的梦想就快
要实现了!然而，却万万不是这样——心狠手辣的奸臣将这一
百零八个英雄好汉全部害死……或许那些作恶多端的官吏暂
时能耀武扬威，但总有一天，他们会失去所有的一切。因为，
正义战胜于邪恶!

在施耐庵的笔下，梁山泊的好汉一个个都站了起来，激愤地
诉说着那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即使是在百年后的今天，
我们依然可以想象得出当时的场面。穿越历史的隧道，回到
北宋末年，有很多东西一样可以拨动我们的心弦，留下久久
的震撼。

梁山的好汉虽然死了，但是他们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永远
不会抹去，因为，他们是正义的化身!

近日，我读了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一——《水浒传》，书中的
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一位位英雄人物，都给我留下了不可抹
灭的印象。



《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元朝末年人，他是我们古代的
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而他创作的《水浒传》则更是家喻户晓、
尽人皆知。《水浒传》是我国第一部以反映农民起义为题材
的长篇小说，它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热情地
歌颂了农民的革命斗争。它不仅描述了一个个作恶多端，欺
压百姓的害民贼，同时也描述了一个个劫富挤贫、铤而走险
的好汉，他们被那些大大小小的统治者，上至宋朝皇帝、高
官显宦，下至恶霸地主、差役爪牙，逼得无法再生活下去，
走投无路，只好走上反抗的道路。

通过阅读《水浒传》不仅让我对封建社会有了更本质的了解，
而且还让我熟悉了每一位英雄，如：宋江、吴用、林冲、武
松、鲁智深……他们是多么让人神往啊!他们就好比刘备、诸
葛亮、关羽、孙悟空……一般，是永远存活在人们心中的艺
术形象。全书中最让我记忆犹新的，还算是英雄好汉武松醉
后打虎的故事了。

话说武松离了“三碗不过冈”后，便直奔景阳冈。走了一里
多路，武松便觉得又累又渴，躺到一块大石头上，正闭了眼
要睡，忽然从乱树丛中蹿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虎来。武松见了，
顿时惊出一身冷汗，酒也醒了一大半，从青石上翻身跳下，
抄起哨捧，闪在旁边。那老虎把两只前爪在地上略按一下，
纵身一扑，武松急忙闪到一边，老虎见捉不到武松，便干脆
一掀，一剪，可都让机灵的武松闪过了。

那老虎正准备再次攻击，武松连忙抡起哨棒，从空中劈下，
谁知只打到了一棵树上，哨捧断成了两截。这一下，激得老
虎向武松猛扑过来，武松往后一跳，老虎恰好落在他面前，
武松丢掉手中的哨棒，两手把老虎皮揪住狠劲地踢它，又用
拳头猛打它，不一会儿，老虎就只剩下一口气了，五官里全
部是血，武松又到树边拾起半截哨棒，回来又打了一二百下，
直到老虎一丝气也没有了才罢手。武松又回到青石板上歇了
好一阵，才走下冈子去。



《水浒传》中那些紧张曲折而又富有生活气息的故事;那些带
有传奇色彩而又栩栩如生的人物，永远都活在我们的心中，
永不磨灭!

《水浒传》一书记述了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好汉从聚义梁
山泊，到受朝廷招安，再到大破辽兵，最后剿灭叛党，却遭
奸人谋害的英雄故事。读完全书，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
只有两个字：忠，义。

忠，即是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尽心竭力。
宋江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这
就是忠;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山之后，对高俅之子的凌
辱，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杀，这也是忠。在当今这个社会
中，相信很多人都能做到一个“忠”字，但是，却很少有人
能够做到一个“义”字。

一个“义”字，包括了太多的内容。《水浒传》中一百零八
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
个“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一个“义”
字。由此可见，一个“义”字虽然只有三笔，有时却要用一
个人的生命去写。在现实生活中，给人让座几乎谁都可以做
得到，但救人于危难之中却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因为它需
要有相当的勇气，甚至是一命换一命的决心。

义，可以解释为正义。一个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人，就是一
个精神高尚的人。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好汉，舍生取义。难
道是他们不怕死吗?他们为了正义，为了真理可以奋不顾身，
因为强烈的正义感清楚地告诉他们，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
是值得用生命去奋斗的。一个没有正义感的人，是不会理解
这些的。因为他的正义感已被麻木所吞噬，奋斗的激情已经
被冻结，只是他的灵魂被社会中一些丑恶的东西同化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水浒传》英雄中有一个黑大汉，他生性鲁
莽，性情暴躁，经常为小事与他人发生冲突，甚至搞出人命



案。但他却能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令那些丧尽天良的家
伙们闻风丧胆。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没有这样惊心动魄的大
事发生，但“义”字却渗透着我们的生活。对朋友讲义气，
是小义。对素不相识的人或事物也用一种正义的眼光去看待，
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大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大义的民族，
当日本侵华，多少义气凛然的革命烈士，用他们的满腔热血，
誓死不屈，才成就了今日蒸蒸日上的祖国。董存瑞舍身炸暗
堡，黄继光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这些都是炎黄
子孙大义的延续，是中国历史上挥之不去的光辉。

一个人，可以不相信神，却不可以不相信“神圣”。当前，
我们青少年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
昌盛。因此，这也是我们民族大义的根本所在。让我们相信
这一份“神圣”，用自己的双手去维护这一份“神圣”。

水浒传第一章读后感篇二

哈哈哈，妈妈终于给我买水浒传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水浒传》的.第一回，也就是水浒传的开头。《水浒传》讲
的是宋朝年间的起义故事。

第一回讲的是：当时，瘟疫流行，皇上派洪太尉去祈福。他
拜见真人后，就跑上山找天师了。在上山的路上，先后碰见
了大蛇和老虎，但都不去吃他。又爬了一段路，看见一个牧
童骑着黄牛。太尉一看，有一个小孩，便向他问路。牧童却
说，这山上有很多的野兽！劝他别去了。太尉一想也是，便
下山了。之后也吃素五天。快走时，发现了一个房间，贴满
了封条。太尉要开，真人劝他别开，太尉不听，强行要开。
里面黑黑的，用火把发现有四个字“遇洪而开”,便要挖开。
真人又进行劝住，太尉不听。挖开了一个大洞，突然发出了
一声巨响！一团黑气化作金光四散开来，大家纷纷逃走。



从这个故事看出，当时的太尉胆小怕死，不听劝。由此可见，
当时的宋朝是多么昏暗，竟用这样的人当太尉！

水浒传第一章读后感篇三

寒假期间，我看了一本写英雄好汉的.书，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没错，就是水浒传。今天我看了第一篇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现在就去看看吧。

北宋哲宗年间，华阴县史家村有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叫史
进。因为他肩臂胸膛上刻有九条龙的纹身，人们称他为九纹
龙史进。

有一天，史进在打麦场边的柳树下乘凉，看见李吉探头探脑
地向庄内张望。史进问：“你以前总拿些野味到我庄上卖，
如今为什么不卖给我？”李吉回答：“我打猎的少华山来了
一伙强盗，共有六七百个小喽啰，一百多匹好马。史进听了
以后，怕少华山强盗到史家村却掠，让庄客杀两头肥牛，备
下美酒，召集客户，准备刀马，提防贼寇。一天，陈达带领
一百四五个小喽啰去攻打史家村，史进立刻迎接，把陈达抓
住了。朱武和杨春胡编了一点儿话骗过了史进，史进将陈达
放了。之后，强盗们一直给史进东西。

有一天四人在史家村聊天，被李吉看到了，告了官，官派了
三四百兵去杀了那四人，四人反杀了过去，官兵抵挡不住逃
了。于是，史进等人上了少华山。

读了这一篇，我知道了一个人做错了事，只要肯改正就不算
晚。

水浒传第一章读后感篇四

品味名著后，书中那些紧张曲折而又富有生活气息的故事;那



些带有传奇色彩而又栩栩如生的人物，他们被刻画的栩栩如
生，永远都活在我们的心中，永不磨灭!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分
享的《水浒传》第一章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这学期在老师的推荐下，我看了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
这本书让我了解了中国的历史，水浒英雄们的反抗精神和封
建社会的腐败的一面，是一本耐人寻味的书。

不必说宋江和小旋风柴进的仗义疏财，也不必说武松漂亮的
最全，吴用的足智多谋。单说天真烂漫的李逵，他颇有些野，
一身鲁莽庄稼汉和无业游民的习气，动不动就发火，遇事不
分青红皂白，总是一说二打三骂，结果不是后悔就是吃亏。
但是却有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
概。最重要的是他身上有一种英雄气概，有一种愿意为兄弟
两肋插刀的仗义，他这点让我尤其感动。我试想，假如让他
来到我的身边，相信没有多少人能有他这样的魅力。这不是
因为他的相貌，也不是因为他有所么高挑的身材，更不会是
他有大把的财富，就一点，就是他那在别人眼中芝麻大的优
点。请不要小看他那芝麻大的优点，在这世界上就要灭绝了。

但在水浒一百零八将中，“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更让我钦
佩。他一生屡出奇谋，屡建战功。受招安被封为武胜军承宣
使。“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是一位非常直率、暴烈如火，
却侠骨柔情、杀却恶人为的是救穷苦人于水火的真汉子，英
雄人物。他往往在人们面前表现出一副粗鲁、野蛮，可他在
冲锋陷阵的时候可毫不含糊，挥着62斤重的禅杖上阵杀敌。

在《水浒传》中，这一百零八将有不同人生，不同品格，却
有着同一的血性——为国杀敌，劫富济贫。的确是一本耐人
寻味的书啊！

读了《水浒传》这一本厚厚书之后，最大的感受便是书中的
英雄们的那种豪情壮义，忠义两全。《水浒传》一书记叙了
以宋江为头的108好汉从被逼无奈聚义梁山泊，到被朝廷招安，



再到为宋破辽兵，最后遭奸人谋害的英雄故事。读完全书，
在我脑海中印下了两个字：忠、义。

一个“忠”字就包含了对自己的国家、亲人、朋友的尽心竭
力，鞠躬尽瘁。宋江在重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只效忠于自
己的国家，可谓是忠心耿耿；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山
之后，面对高俅之子的调戏宁死不屈，最后上吊自杀，这也
是忠的表现。

“义”字包含了很多内容，108个好汉为兄弟赴汤蹈火，两肋
插刀，这就是义；为人民、国家锄暴安良、出生入死也是义。
在108个英雄中，我认为最能做到“义”的是一个黑大汉，他
虽生性鲁莽，性情暴躁，经常为小事与他人发生冲突，但是
他路见不平就拔“斧”相助的精神，令那些丧尽天良的恶人
们闻风丧胆。他有些野，一身鲁莽庄稼汉和无业游民的习气，
动不动就发火，遇事不问青红皂白，总是一说二骂三打，结
果不是吃亏就是后悔，但是却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的气概。最重要的是他身上有一种英雄气概，
有一种愿意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仗义，他这一点让我尤其感动。

当前，我们青少年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
加繁荣昌盛。因此，这也是我们民族大义的根本所在，所以
我们也应该有义气，拥有强烈的正义感，为了正义，为了真
理能奋不顾身。

梁山上曾经住着108位好汉，他们是黑暗官场所不容的犯人囚
徒，他们是被逼上穷途末路的豪侠勇士，他们是水泊梁山上
的一群刚猛汉子，他们更是天地间快意恩仇的铁血英雄。我
对他们的遭遇同情，对他们的仗义肃然起敬；也曾对老天的
不公而大声呐喊，对社会的黑暗痛心伤感。在那个北宋末年
动荡不安的时代，权位为重，钱财为理。他们曾经在权力的
争斗中妻离子散，在地位的冲突中背井离乡，浪迹天涯……
昔日的荣华瞬间烟消云散，不见踪影，封建统治者昏庸无能
却掌控天下。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外族入侵连年发生，在这



样民不聊生的绝望境地，人们躁动不安，却又压抑忍耐着不
公的世道，直至最终的爆发。

这时梁山上立起一面杏黄的大旗，“替天行道”四个大字尽
在眼前，这使百姓们感到踏实，可是那四大奸臣却又在皇帝
面前胡编乱造，让圣上认为这是一群无恶不做的土匪……在
我看来，他们想要“相依为命”，他们想要“自由无束”

‘’生离死别的痛苦与悲伤过后，他们的心底依旧呼唤着友
情，亲情，爱情……谁不想安安稳稳找个有家的地方啊，而
他们却不被允许，只能在心底保留一处最温暖，最柔软的地
方，那是一处渴望爱与被爱的天堂。我深深感到：梁山英雄，
在刀光剑影的背后也潜伏着一抹不易察觉的寂寞与脆弱的悲
伤。

《水浒传》一书记述了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好汉从聚义梁
山泊，到受朝廷招安，再到大破辽兵，最后剿灭叛党，却遭
奸人谋害的英雄故事。读完全书，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
只有两个字：忠，义。

忠，即是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尽心竭力。
宋江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这
就是忠；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山之后，对高俅之子的
侮辱，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杀，这也是忠。在当今这个社
会中，相信很多人都能做到一个“忠”字，但是，却很少有
人能够做到一个“义“字。

一个“义”字，包括了太多的内容。《水浒传》中一百零八
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
个“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一
个“义“字。由此可见，一个“义“字虽然只有三笔，有时
却要用一个人的生命去写。在现实生活中，给人让座几乎谁
都可以做得到，但救人于危难之中却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
因为它需要有相当的勇气，甚至是一命换一命的决心。



义，可以解释为正义。一个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人，就是一
个精神高尚的人。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好汉，舍生取义。难
道是他们不怕死吗？他们为了正义，为了真理可以奋不顾身，
因为强烈的正义感清楚地告诉他们，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
是值得用生命去奋斗的。一个没有正义感的人，是不会理解
这些的。因为他的正义感已被麻木所吞噬，奋斗的激情已经
被冻结，只是他的灵魂被社会中一些丑恶的东西同化了。

前几天，我买了一本青少版的《水浒传》，一看到它我就喜
欢上了，经过这几天如饥似渴的阅读，我美美地享受了这本
名著带给我的快乐。

《水浒传》描写的是各个英雄被逼上梁山的不同经历，刻画
了一批聚集江湖、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的独特形象。一百零
八位英雄好汉，性格个个特点不同：李逵的粗心莽撞、鲁达
的粗中有细、武松的勇猛利落、林冲的忍让、宋江的谦恭。
书中每个人物都刻画得栩栩如生，让人看后印象深刻，而且
故事情节描写得曲折生动，引人入胜，让我一看就实在舍不
得放下。

在众多好汉中，宋江这个人物给我印象最深刻。其中之一是
他很有孝心，一听说父亲去世连梁山也不去就飞也似的星夜
赶回家中，回去发现是父亲想念他而故意骗他回来；同时他
虽然相貌平平，但他为人非常豪爽、仗义，遇到他人有难处
时大力帮忙，慷慨解囊，所以他声名远扬，个个都敬仰他。
他私放晁天王、怒杀阎婆惜、浔阳楼题反诗、遇九天玄女受
天书、三打祝家庄、夜打曾头市、三败高太尉等故事尤其让
我印象深刻。只可惜他一心为了功名而投降朝廷，导致最后
梁山英雄都跟着他落了个悲惨的下场。

看了这书后，我深深感觉《水浒传》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快乐
和知识，我以后一定要更多地阅读名著书籍，去寻找书中的
乐趣。



最近，我读了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心里有许多想
说的话，在这里我和大家说一说。

这本书主要讲了：北宋末年，皇帝无能，奸臣当道，弄得国
家民不聊生。小说从林冲、鲁智深和武松等人“逼上梁山、
替天行道”开了序幕。接着，梁山头领——宋江上山后，整
天操练人马，三打祝家庄，大破高唐州、踏平曾头市……，
一百零八将患难与共，劫富救济，除暴安良，使梁山伯英名
大振，逐渐使梁山伯成为“不怕官司不怕天”的好汉们的天
堂。

我想说的是，这本书里宋江“不怕官司不怕天”的精神，我
们小学生在学习上特别要学习。为什么呢?因为在学习方面上，
一定有许多不懂的地方，这时，我们就不能憋在肚子里，也
不能怕错怕丑，要向老师或同学请教把这个问题弄明白。

第二天，卷子发下来了，只错了一道题，就在那道题上，要
是加上这题的分，我就100分了，唉，真是太亏了！

你瞧，这就是把问题憋在肚子的结果，所以，我们要向宋江
学习，不怕天不怕地，更不怕丑，自己就不会吃亏!

水浒传第一章读后感篇五

《水浒传》第一回目录是“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
魔。”

这一回还没有切入正文，主要说了两个人，一个是张天师，
另一个是太尉洪信。

这一回是引首与正文之间的桥梁。

这一段真有《西游记》的味道。



北宋末年天下大乱，原来是洪信惹来的，方腊又是谁惹来的
呢？可能有另一个洪信。起码梁山这一百零八人是洪信引出
来的。这件事对北宋是祸是福？就《水浒传》而言，是帮了
北宋，因为这一百零八人招安后征辽，征方腊，保了大宋，
而历史的真实是天下大乱，才有了宋江造反的故事。无论祸
福，责任都在洪信，不在皇帝。要不然，儒家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的信条，就不能立足了。

一百零八人的出世，同洪信有关，那也是天意所授，遇洪而
开罢了。更况何，仁宗年间就无洪信太尉这个人，《水浒传》
造了个洪信，引出故事才是目的。

借一个还没出世的张继先，造一个洪信，进入《水浒传》正
文。

凡是皇帝所为，都不能言错的，所以横直都没有责任，所以
才保证了这部书流传到今日，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智慧，是
《水浒传》式的`智慧。就这样还是引来了《荡冠志》。

千秋功罪，后人自有公论。

水浒传第一章读后感篇六

《水浒传》也是汉语言文学中具备史诗特征的作品之一，对
中国乃至东亚的叙事文学都有深远的影响，《水浒传》主要
描写的是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条好汉在山东梁
山泊聚义的故事。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水浒传的第一章
读后感怎么写”，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
参考！

暑假里，我读了四大名着之一的《水浒传》。

这本书讲述了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好汉从聚义梁山，到受



朝廷招安，再到大破辽兵，最终剿灭叛党，却遭奸人谋害的
英雄故事。读完全书，给我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的仅有两个
字：忠，义。

义，能够解释为正义。一个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人，就是一
个精神高尚的人。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好汉，舍生取义。难
道是他们不怕死吗？他们为了正义，为了真理能够奋不顾身，
因为强烈的正义感清楚地告诉他们，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
是值得用生命去奋斗的。一个没有正义感的人，是不会理解
这些的。因为他的正义感已被麻木所吞噬，奋斗的激-情已经
被冻结，只是他的灵魂被社会中一些丑恶的东西同化了。

一个人，能够不相信神，却不能够不相信”神圣”。当前，
我们作为祖国的教育者，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我们的祖国的
后代培养成为新一代人才，以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更富强昌
盛的国家。所以，这也是我们民族大义的根本所在。让我们
相信这一份”神圣”，用自我的双手去维护这一份”神圣”。

近日，我读了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书中
的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一位位英雄人物，都给我留下了不可
抹灭的印象。

话说武松离了“三碗可是冈”后，便直奔景阳冈。走了一里
多路，武松便觉得又累又渴，躺到一块大石头上，正闭了眼
要睡，忽然从乱树丛中蹿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虎来。武松见了，
顿时惊出一身冷汗，酒也醒了一大半，从青石上翻身跳下，
抄起哨捧，闪在旁边。那老虎把两只前爪在地上略按一下，
纵身一扑，武松急忙闪到一边，老虎见捉不到武松，便干脆
一掀，一剪，可都让机灵的武松闪过了。那老虎正准备再次
攻击，武松连忙抡起哨棒，从空中劈下，谁知只打到了一棵
树上，哨捧断成了两截。这一下，激得老虎向武松猛扑过来，
武松往后一跳，老虎恰好落在他面前，武松丢掉手中的哨棒，
两手把老虎皮揪住狠劲地踢它，又用拳头猛打它，不一会儿，
老虎就只剩下一口气了，五官里全部是血，武松又到树边拾



起半截哨棒，回来又打了一二百下，直到老虎一丝气也没有
了才罢手。武松又回到青石板上歇了好一阵，才走下冈子去。

《水浒传》中那些紧张曲折而又富有生活气息的故事；那些
带有传奇色彩而又栩栩如生的人物，永远都活在我们的心中，
永不磨灭。

《水浒传》讲述了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个好汉从聚义梁山
泊，到受朝廷招安，再到大破辽兵，最后剿灭叛党，却遭奸
人谋害的英雄故事。读完全书，忠、义二字在我脑海里挥之
不去。

忠，是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尽心竭力。
宋江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这
就是忠;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山之后，对高俅之子的凌
辱，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杀，这也是忠。

义，包括了两个方面：一百零八个好汉为兄弟朋友赴汤蹈火，
两肋插刀，这是义;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是义。要
无愧于“义”字，要有相当的勇气，甚至要有一命换一命的
决心。

能做到“义”的人，就是一个精神高尚的人。古今中外有多
少英雄好汉，舍生取义。难道是他们不怕死吗?他们为
了“义”字，为了真理就可以奋不顾身了。一个不信
奉“义”字的人，是不会理解这些的。

故事里体现的忠、义二字固然可歌可泣，但是，在现在的法
制社会里，像武松那样凡事用武力解决的方法是不可取的。
因此，由于时代的变迁，我们只能用欣赏的角度去看这本书，
万万不可盲目地学习其中的处事方法。

寒假里，我读了一本《水浒传》，令我感慨万千。



水浒传具体生动地描述了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的发生、发
展直至失败的整个过程，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和统治
阶级的种种罪恶，歌颂了起义英雄的反抗精神和正义行动，
他们不占城池，出榜安民，异姓一家，塑造了一大批梁山泊
好汉忠义，替天行道的光辉形象。

在风雨飘摇的北宋末期，梁山泊好汉忠君报国，为民除害，
着实令人钦佩。比如一百单八将中的宋江，江湖上人称他为
山东及时雨宋押司，他深明大义，急盼招安，愿为国家出力。
在兄弟托塔天王晁盖死时，他十分悲伤，几次要哭昏过去，
每日都会领众举哀，遵从晁天王遗言，发誓要带领好汉们，
活捉敌人史文恭，为晁盖报仇，在不断地努力下，他做到了。
他军法严明，宋江手下的军校因为酒肉少而杀了厢官，宋江
哭着命他痛饮一醉自缢而死，而后，他顾着梁山泊时的恩情，
盛棺安葬，他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爱憎分明的好官。

而反过来呢，以高俅为首的奸佞宦官使人愤恨，高俅身为殿
帅府太尉，本应报效朝廷，而他却因为宠溺养子，使计拿下
教头林冲，刺配沧州道，险些被防送公人董超和薛霸结果了
性命。在三败梁山泊时，他被活捉上山后向宋江保证会向天
子重奏招安一事，而后却转面无恩，连日称病，不敢上朝，
又将水银放入卢俊义、宋江得赏的御酒中，让他们中毒身亡。
这样一个奸诈小人没有被天子加上罪名，令人可忧可悲。

此刻的社会不再是过去那个腐朽衰落的封建王朝，而是科技
文化蓬勃发展的新社会，我们身为祖国的花朵，就应沿着中
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肩负起未来的重任，为理想勇敢前进。
而书中的梁山好汉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团结的精神值得我们学
习，它成为我们用心向上成长的新动力。《水浒传》在我遇
到困难时使我想到梁山好汉们在遭到朝廷的讨伐时携手共进，
用心出力的事迹。在我孤独无助的时候梁山好汉仿佛变成我
的指路人，告诉我要对朋友热情主动。

读过《水浒传》后，我仿佛被注入了正义的能量，它恰如一



首史诗，为我们展示了当年的国势特征和民俗风情，但它为
我们传达的更多的是可歌可泣的英雄传奇。

近日，我读了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一——《水浒传》，书中的
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一位位英雄人物，都给我留下了不可抹
灭的印象。

《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元朝末年人，他是我们古代的
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而他创作的《水浒传》则更是家喻户晓、
尽人皆知。《水浒传》是我国第一部以反映农民起义为题材
的长篇小说，它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热情地
歌颂了农民的革命斗争。它不仅描述了一个个作恶多端，欺
压百姓的害民贼，同时也描述了一个个劫富挤贫、铤而走险
的好汉，他们被那些大大小小的统治者，上至宋朝皇帝、高
官显宦，下至恶霸地主、差役爪牙，逼得无法再生活下去，
走投无路，只好走上反抗的道路。

通过阅读《水浒传》不仅让我对封建社会有了更本质的了解，
而且还让我熟悉了每一位英雄，如：宋江、吴用、林冲、武
松、鲁智深……他们是多么让人神往啊!他们就好比刘备、诸
葛亮、关羽、孙悟空……一般，是永远存活在人们心中的艺
术形象。全书中最让我记忆犹新的，还算是英雄好汉武松醉
后打虎的故事了。

话说武松离了“三碗不过冈”后，便直奔景阳冈。走了一里
多路，武松便觉得又累又渴，躺到一块大石头上，正闭了眼
要睡，忽然从乱树丛中蹿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虎来。武松见了，
顿时惊出一身冷汗，酒也醒了一大半，从青石上翻身跳下，
抄起哨捧，闪在旁边。那老虎把两只前爪在地上略按一下，
纵身一扑，武松急忙闪到一边，老虎见捉不到武松，便干脆
一掀，一剪，可都让机灵的武松闪过了。

那老虎正准备再次攻击，武松连忙抡起哨棒，从空中劈下，
谁知只打到了一棵树上，哨捧断成了两截。这一下，激得老



虎向武松猛扑过来，武松往后一跳，老虎恰好落在他面前，
武松丢掉手中的哨棒，两手把老虎皮揪住狠劲地踢它，又用
拳头猛打它，不一会儿，老虎就只剩下一口气了，五官里全
部是血，武松又到树边拾起半截哨棒，回来又打了一二百下，
直到老虎一丝气也没有了才罢手。武松又回到青石板上歇了
好一阵，才走下冈子去。

《水浒传》中那些紧张曲折而又富有生活气息的故事;那些带
有传奇色彩而又栩栩如生的人物，永远都活在我们的心中，
永不磨灭!

水浒传第一章读后感篇七

话说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佑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天子
驾坐紫宸殿，只见参政文彦博说道：“现在瘟疫盛行，伤损
了很多军民，希望陛下释罪宽恩，省刑薄税，祈祷求消天
灾”仁宗天子闻知，龙体不安。便去龙虎山请来了张真人。
然后命洪信为天使，张真人亲自将丹昭付与洪太尉，洪太尉
即便登程前去找张天师。

洪信领了圣敕，辞别天子，背了诏书，带了数十人，上了驿
站。

走啊，走啊，他们走到了清宫前，里面居住着住持真人。洪
太尉问住持：“天师住在何处？”

住持说他住在龙虎山顶，这位祖师虽在山顶，但道行非常能
腾云驾雾，踪迹不定，非常难见。太尉听了便问：“那怎么
样才能见到天师？”“要斋戒沐浴，更换衣布，休带从人，
自背诏书，焚烧御香，步行上山，叩请天师，方许得见，如
若心不诚，白走一趟”

太尉都已准备好，上山去了，路上大虫、大蛇都没将他吓退，



天师见他有诚意，便没等他爬上山顶，就已去了东京，祈禳
瘟疫。

过了几天，洪太尉知道天师已把瘟疫消除了，兴奋不已，便
和住持真人等众多人士去游山。

走了许多地方，最后到了“伏魔之殿”，上面有许多大锁、
封皮。洪太尉不听真人劝告，将锁砸开，封条撕下，放走了
魔君，洪太尉叫苦不迭。

我感觉洪太尉身上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也有需要批评的地方。
值得表扬的是他有一颗真诚的心，做事有毅力。需要批评的
地方是他不听【】别人劝告，酿成大错。我们要学习他的优
点，而避免他的缺点。

水浒传第一章读后感篇八

《水浒传》第一回目录是“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
魔。”

这一回还没有切入正文，主要说了两个人，一个是张天师，
另一个是太尉洪信。

北宋末年天下大乱，原来是洪信惹来的，方腊又是谁惹来的
呢？可能有另一个洪信。起码梁山这一百零八人是洪信引出
来的。这件事对北宋是祸是福？就《水浒传》而言，是帮了
北宋，因为这一百零八人招安后征辽，征方腊，保了大宋，
而历史的真实是天下大乱，才有了宋江造反的故事。无论祸
福，责任都在洪信，不在皇帝。要不然，儒家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的信条，就不能立足了。

一百零八人的出世，同洪信有关，那也是天意所授，遇洪而
开罢了。更况何，仁宗年间就无洪信太尉这个人，《水浒传》
造了个洪信，引出故事才是目的。



凡是皇帝所为，都不能言错的。，所以横直都没有责任，所
以才保证了这部书流传到今日，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智慧，是
《水浒传》式的智慧。就这样还是引来了《荡冠志》。

千秋功罪，后人自有公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