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大名著读后感 2000 字 6 篇 

篇一：红楼梦读后感   

   《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经典著作，是我们中华民族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一份珍

贵的文化财富。在二百多年以前，曾经流行过这样一句顺口溜：“开口不谈红楼梦，读破诗

书也枉然。”二百年以后的今天，国内外仍然有大批专家学者在孜孜不倦地攻读《红楼梦》。   

 

   在中国四大名著中，《西游记》是一个神魔世界，我们读到的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孙

悟空形象；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读到的是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军事谋略、一场场刀

光剑影、你争我夺的战略场面与农民起义，贪官污吏的世态。这些都是重大的能震撼人心的

题材。而《红楼梦》残留在我们脑海中的只不过是些家长里短的日常琐事，可在四大名著中，

《红楼梦》的地位却驾驭于其它三者之上，知道为什么吗？   

 

   原因就在于《红楼梦》最大特点就是通过日常琐事来表现重大问题，通过一个家庭的

衰变来透视整个封建社会的丑恶、黑暗和必然衰败的历史命运。还有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

令古今众人唏嘘不已，其实他们叛逆的最终失败也暗示了当时的社会已经腐朽到了极点。   

 

   其次，这部伟大的著作把各种人物的形象表现得活灵活现。《红楼梦》中大大小小写了

几百多个人物，个个形神毕现。尤其是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已成为了世界文

学史上的典型。这些人物的艺术价值就远远超过《水浒传》、《三国演义》中的角色了。   

 

   封建社会的叛逆者——贾宝玉   

 



   贾宝玉是这部古典名著的主人公，是作者重点塑造的人物之一。有人说他是作者的生

活缩影。作者借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寄托对人生和现实等诸多问题的思考。   

 

   先撇开宝二少爷的出生不说，光是他的生活及性格就大有叛逆之势。贾宝玉仪表俊美，

行为痴狂。在读《红楼梦》时，他给我留下的便是成天在女孩儿堆中胡闹，与姐妹丫头们亲

密玩耍，还经常说些奇谈怪论，比如：“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

浊物而已。”由于受到贾母溺爱，没有受到封建教育的影响，贾二少爷不喜欢读当时社会流

行的“四书五经”之类的八股文，但却对《西厢记》如痴如醉。而林黛玉也从不劝宝二爷读仕

途之书，并对他所做的“荒唐事”加以支持和鼓励，在硕大个大观园中，能找到两个习性见解

最相近的人，当然视为知己。   

 

   在封建社会中，女子的地位是极为低下的。但贾宝玉对她们的态度十分平等，体贴受

损害的女子，这也体现出他对封建观念的大胆挑战。   

 

   他还淡泊名利，家中给他安排好的富贵路不走，看不起科举仕宦，他在家人的一再劝

告下走进了考场，可当他中了第七名举人时，竟出家当了和尚，表明了他淡泊名利的人生态

度。   

 

   因此，这位容貌俊美，聪明过人，被人称为“痴”、“呆”、“狂”、“怪”、“顽”的宝二爷是

当时社会叛逆者的典型。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丫环——晴雯   



 

   与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比起来，本人在这部名著中最喜欢的人物要属晴雯。   

 

   晴雯是贾府丫头中最具有个性、最光彩照人的一个。她聪明美丽，心灵手巧。不过她

是个孤儿，很小的时候做失去双亲，只有一个“醉泥鳅”的姑表哥和一个色情狂表嫂。后被贾

府买去当了丫环，深得贾母喜爱，成了宝玉房中的大丫头。   

 

   晴雯生得美丽，雪白的皮肤，纤纤腰，眉眼有点像林黛玉，实在标致。但与众不同的

是她的性格特点，晴雯性格豪爽，刚烈倔强，用平儿的话说就是“晴雯那蹄子是块爆炭。”

她敢说、敢笑、敢怒、敢骂，她绝不奉承谁，对宝玉的帮助也是真心实意。她不甘于自已的

奴隶地位，但绝没有不择手段。她看不惯别人摆臭架子，鄙视袭人巴结主子，称她为“西洋

哈巴狗”；对狗仗人势的王善保家更是目中无人，大声斥责。   

 

   晴雯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这个。这是在多愁善感、想说不敢说、迎风便倒的林黛玉和外

热内冷、心机沉重的薛宝钗身上所找不到的，也是在大观园中成千成百位美人、丫头小姐身

上所找不到的。   

 

   但是，晴雯最终的命运是悲惨的，因为她这种性格是当时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在抄检

大观园中，她成了重点打击的对象，被超出贾府，以致慘死。对此贾宝玉作了祭文《芙蓉谏》

以寄托悲愤和哀悼。晴雯就像是一阵香烟随风飘逝，这也暗示了宝二爷与林黛玉最终的命运。

此后，大观园便由往日的兴盛逐步走向哀败。   

 



   书中还塑造了嘴甜心狠的王熙凤形象，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便是“女强人”，她是贪和

权和化身，在贾府抄家时，发现她有成箱的放利钱票据，因而招人厌恶，在贾府中地位一落

千丈。   

 

   还有我最看不起的袭人。她论模样比不上晴雯，论心灵手巧也比不上晴雯。人前说人

话，鬼前说鬼话，与薛宝钗一样，都很有心计。袭人一心想成为宝玉的妾，处处讨好卖乖，

殷勤行事，惹得贾母眉开眼笑。听说宝姑娘要成为宝二奶奶，二人便一拍即合，狼狈为奸。   

 

   不过最终宝玉出家，薛玉钗也成了寡妇，整个大观园也彻底完了。   

 

   可以说，《红楼梦》是一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著作，它所蕴含着的文化精神，还有

待挖掘。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人有着不同的有理想。“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亲爱的朋友，你们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篇二：《西游记》读后感   

   《西游记》经无数民间艺人和作者付出巨大劳动之后，于明朝中叶，由明代小说家吴

承恩编撰而成。是中国古典四大名着之一，作品写于明朝中期，当时社会经济虽繁荣，但政

治日渐败坏，百姓生活困苦。作者对此不合理的现象，通过故事提出批评。此作品共一百回，

六十万余字。故事叙述的是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

的传奇历险故事。是一部优秀的神魔小说，也是一部规模宏伟、结构完整、用幻想形式来反

映社会矛盾的巨着。   

 



   《西游记》此巨着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它以丰富奇特的艺术想象、生动曲折

的故事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幽默诙谐的语言，构筑了一座独具特色的《西游记》艺

术宫殿。《西游记》在艺术上的最大成就，是成功地创造了孙悟空、猪八戒等艺术形象。   

 

   孙悟空是《西游记》中第一主人公，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他有无穷的本领，天不

怕地不怕，具有不屈的反抗精神。在中国文化中已经成为机智与勇敢的化身。是封建社会的

叛逆者和反抗者，它好动，调皮，武艺高强，勇敢机智，疾恶如仇。与一切困难敢斗，决不

退却低头。它一路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打败妖魔，把师傅从危难中救出来，但唐僧却有些

看不清事实，被妖怪伪装成的善良表面所蒙蔽，责怪悟空杀了他们，念紧箍咒，甚至把它赶

走，但它还是对唐僧非常忠心，一路保护着，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师徒四人到达西天雷

音寺，取得真经。孙悟空终于修得正果，加封斗战胜佛。   

 

   猪八戒的本事比孙悟空差远了，更谈不上什么光辉高大，但却也是不可缺少的人物之

一，它有着一身毛病，好吃懒惰，爱占小便宜，怕困难，总是退缩，它相对来说小脑筋比较

多，我很清晰记得有一集，某条河流结了冰，但这样马就不容易前行了，当大家都在困扰之

时，猪八戒立即就说可以给马蹄裹上布，增加摩擦力。但在妖魔面前，担着保护师傅的重任

之下，他也会扛起他那把九齿钉钯，勇敢的与妖魔作斗争。它就是这样，虽好吃懒做，却是

孙悟空的左膀右臂。虽然自私，却讨人喜欢，虽然喜欢拨弄是非，一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

但对师傅却很忠诚。所以令读者不但不觉得很讨厌它，还觉得它有几分可爱之处。   

 

   沙和尚的本领更比悟空，八戒是弱一些。他淳朴憨厚，忠心耿耿，从电视剧里他喊“大

师兄”那种厚重的声音和真诚的眼神可以看出来。他不象孙悟空那么好动调皮，也不象猪八



戒那样好吃懒做，他一心跟着唐僧，正直无私，任劳任怨，谨守佛门戒律。总是挑着行李默

默跟在身后，任劳任怨，憨厚和淳朴的形象生动的展现出来。   

 

   师傅唐僧勤敏好学，悟性极高，在寺庙僧人中脱颖而出。最终被唐朝皇上选定，前往

西天取经。在取经的路上，唐僧先后收服了三个徒弟：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他诚实善良，

一心向佛，但胆小怕事，鉴别能力差。虽然没有高强的武艺，但是却有很大的毅力，坚持不

懈的一直向西走去，不被困难所抵挡，直到达到目标才肯罢休。在此之前绝不半途而废。   

 

   《西游记》有着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以外，还有着引人入胜的情节。众多情节中，我

记忆最清楚的是《孙悟空大闹天宫》和《三打白骨精》这两回。   

 

   《孙悟空大闹天宫》中孙悟空自称“美猴王”。去东海龙宫得到“如意金箍棒”。又去阴

曹地府，把猴属名字从生死簿上勾销。龙王、地藏王去天庭告状，玉帝最后请孙悟空管理蟠

桃园。孙悟空偷吃了蟠桃，搅了王母娘娘的蟠桃宴，盗食了太上老君的金丹后逃离天宫。玉

帝再派李天王率天兵捉拿；观音菩萨举荐二郎真君助战；太上老君在旁使暗器帮助，最后悟

空被捉。悟空被刀砍斧剁、火烧雷击，很多天后依然毫发无损，还在天宫大打出手。玉帝请

来佛祖如来，才把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   

 

   《三大白骨精》中，悟空三次打死变为人形的白骨精，而被师傅气的念紧箍咒，唐僧

鉴别能力差，容易被表面所蒙蔽，所以他并不知道那是妖怪，悟空的解释他完全不听，而是

念他的紧箍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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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



委屈全都藏在心理，而且心理总是想着师傅的安危，可见他对是师傅的真心，最后还是就了

师傅。这些情节都非常精彩。   

 

   《西游记》除却本身引人入胜的情节外，还包含了许多道理和启示比如唐僧盲目地接

受别人的帮助，有时不听孙悟空的好心劝告，掉入妖怪的手中。这足够说明了遇到麻烦的事

情要动脑筋，如果不动脑筋，听了别人不好的意见，反而会更糟糕。   

 

   再比如，看起来没什么用的人，在关键时刻也是能力挽狂澜的，就像猪八戒那样。沙

僧和小白龙还使我明白了，班级中同样不能没有默默奉献者，也许他没什么能力，但是如果

一个班级没了他们默默无闻的工作，同样是出不了成绩的。   

 

   从唐僧身上我还知道了，要有明确的目标，并且坚定不移的执行下去。然而，师徒四

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我们要吸取他们的长处，如果自己也有他们的短处则要改正。   

 

   这些其看了《西游记》的启示都是终身受益的，这也使我明白了读好书，读名着的重

要性。   

 

篇三：水浒传读后感   

   《水浒传》是中华文学的瑰宝，是四大名著之一。从文学上说，施耐庵用词恰当，想

象丰富，如对好汉的着装描写，对风景名胜的描写，对打斗场景的描写，着实让人佩服。从

人物上说，一百单八位好汉各个侠肝义胆、替天行道，武将武艺高强，军师有勇有谋，好汉

的忠义令人学习。从历史角度，抨击了北宋末年，皇帝无能，奸臣当道，民不聊生，引发各



种农民起义的现象。所以说，《水浒传》是一本很好的书，   

 

   因为北宋末年朝廷的腐-败，也就有了宋江这伙的起义，这也就为全书作了铺垫。整个

书从好汉入伙到石碣聚义再到受招安平四乱，最终两败俱伤，而奸臣们则渔翁得利。   

 

   好汉们绝大多都是受政治压迫而被-逼上了梁山，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林冲了，林冲误入

白虎堂，发配到沧州后，烧了草料场，杀了陆虞侯、富安等三人。这时的他走投无路，只好

上了梁山。有的好汉是主动投靠，如孙新、顾大嫂；还有朝廷降将，如：关胜、呼延灼。还

有的是被好汉们用计引到梁山，如：卢俊义。他们走到了一起共同的目标把他们团结起来。

他们梦寐以求的，是尽忠报国，建功立业，惩罚那些贪官，让人们都过上好日子，也让国家

太平，不再发生贪官迫-害人民群众的事件。   

 

   整篇水浒传，以“义”贯穿全文。“义”包括什么？有为朋友赴汤蹈火的“义”，如宋江私放

晁盖，好汉大闹江州；也有为百姓打抱不平的“义”，如拳打镇关西，李逵骂宋江。但不管是

什么“义”，这些“义”是建立在替天行道上的。   

 

   义就是正义，孟子说过：“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

取义者也。”就论宋江私放晁盖，宋江有三种做法，一。上报官府，这样宋江就能封官行赏；

二。不管这件事，这样自保；三。就是通风报信，这样晁盖也许保了命，但宋江就要受刑。

宋江选择了第三种，这就是义。一个人，在面对法(生)与义时，必然要经过一番艰难的抉择，

但如果选义，选忠义、义气，那就是一个大英雄。古人舍生取义的人很多，如：文天祥、岳

飞。他们不怕死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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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五回，李逵、武松、鲁智深被

俘，李逵叫道：“若是黑爷爷皱眉，就不算好汉。”鲁智深、武松、刘唐骂：“我这几个兄弟

头可断，这几条铁腿屈不转的。”这是一种视死如归的“义”。日本侵华，抗美援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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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胡兰

的义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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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水浒》显出英雄信念：替天行道，杀退朝廷官兵；一部《水浒》展示英雄气概：

侠肝义胆，为民打抱不平；一部《水浒》现出英雄本性：同甘共苦，聚义梁山水泊；一部《水

浒》写出英雄精神：勇往直前，征讨江南淮西。   

 

   “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

九州……”每当翻开《水浒传》刘欢那高亢激昂的歌声，总会在我耳边久久回响，回响……

水浒传最吸引我的是人物性格鲜明：足智多谋的吴用，胆大如虎的武松，天真率直的李逵，

嫉恶如仇的鲁智深……   

 

   水浒传的故事情节应该可以感染每个人，当然，我也不例外，被里面众多情节深深地

吸引，比如|：武松景阳冈打虎，林冲风雪山神庙等等。   

 

   大多数人都非常喜欢《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唯独宋江这个人物，大家的看法意见

都不一样，下面我就来谈谈宋江吧。随便看看吧   

 



   宋江自幼读儒家书，受传统教育，走入社会在县衙中做押司(小吏)，刀笔精通。他的出

身经历和性格，使他了解和体验百姓的痛苦，有正义感，养成一种办事谨小慎微、随机应变，

喜欢玩权术。因为他在官府任小吏，他懂法，有遵守法度的习惯。宋江到梁山泊以后，他处

理问题比较周全，有人说他虚伪、玩权术，这是他处理问题的一种手段。如俘获霹雳火秦明，

让位卢俊义等。他犯罪后衙门给他戴上枷，别人把枷打开时，他说不能，这是国家的法度。   

 

   宋江上梁山前是一位仗义英雄，义放晁盖，当法与义发生矛盾时，宋江就不顾法度了。

他对梁山的事业有一定的贡献，他为了梁山好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杀了阎婆惜。   

 

   宋江上梁山后，成为义军的首领。他自己说在文武方面并无过人之处，为什么还能当

梁山泊的首领呢？这是由于宋江有以下优势：仗义疏财，在江湖中有一定的号召力；关怀兄

弟，兄弟遇难设法相救；有一定的组织和军事指挥才能，如三打祝家庄战役，他注意总结经

验，从调查虚实入手，又拆散祝家庄与其他二家联盟等。   

 

   受招安以后，宋江成为了一个朝廷的忠臣。他的思想是为国家出力，保人民平安。晁

盖死后，宋江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对起义军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水浒传》

中宋江的一大关键。受招安以后把梁山上的“替天行道”大旗改为“顺天护国”，他也由起义军

首领走到服从朝廷的顺臣。这时，宋江的思想是：我是热爱国家的，皇帝代表国家，朝廷不

负我，我不负朝廷。他不听吴用等好汉的劝阻，去征起义军领袖方腊，打得十分惨烈。   

 

   悲剧的结局。宋江带领众人征方腊以后，原本的 108 位好汉还剩下 27 个，其余的不是

牺牲就是出走了，而朝廷并不信任他，对他加害致死。宋江临死前，唯恐李逵再次造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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