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大名著读后感 

关于四大名著读后感（精选 35 篇） 

认真读完一本名著后，大家心中一定是萌生了不少心得，这时就

有必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想必许多人都在为如何写好读后感而烦恼

吧，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关于四大名著读后感（精选 35 篇），仅供

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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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带着忧伤，凄凉的气氛，让人常常想落泪，而里面的诗词

之多又让人不得不折服其下，怪不得有那么多的人在研究。 

故事讲得是一个家族的兴衰，一个家族的大小故事。主人公为贾

宝玉，他应该说是一个柔中稍稍带刚的男子，他的柔有部分是因为环

境所致，他们家上上下下几乎都是女性，掌管全家的也全是女子，自

然而然的就应了一句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们的家族是因为

家中一女子进宫当了皇帝的宠妃而盛起，于是他们天天吟诗作乐，而

其中又有两女子非提不可，那便是薛宝钗和林黛玉。林黛玉生性猜忌，

多愁善感，可贾宝玉偏偏就是喜欢她，她身子弱，老祖宗看不上她，

便骗贾宝玉与薛宝钗成亲，林黛玉闻讯气死，当贾宝玉揭开喜帕发现

并非林黛玉，而林黛玉又身亡，悲痛欲绝，出家当了和尚。 

这里的是是非非是‘剪不断，理还乱’，让人看到古时婚姻的纰

漏，它们往往全由父母处理，什么‘指腹为婚’，更可笑的是，他们

以前从未见过面便稀里糊涂的成亲了。而且古代女子争着要进宫，因

为那样可以使家族富贵，可皇上有上千嫔妃，得宠一时，没多久又要

被淡忘了，她们何苦进宫呢。皇帝老儿们饮酒作乐，衣食无忧，而老

百姓则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生活之苦让人难以想象，也怪不得有了

一次有一次的起义‘造反’了，祸害之源还是在于皇帝身上啊。这一

出出的悲剧让人心寒而又愤怒，让人不由的痛恨起古时的苛捐杂税，

他们把老百姓一步步往火坑边上推，真让人深恶痛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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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在阅读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当我读到"诸葛亮火烧博



望坡”的时候，我忍不住要赞叹他的神机妙算。 

他派关羽、张飞二人做好埋伏，各代一千人准备点火，又让刘备

做好增援准备，最后派赵云去做前锋，只需输不许赢。说罢，立即让

人准备庆功宴。 

大家见他信心十足，自己心里也没底。 

一切就绪，没等一会儿夏侯惇的兵马就杀来。忽然一声炮响，军

队两边大火冲天，烧死了夏侯惇的一大半兵马，另外一些有的互相踩

踏而死，有的又被赵云的军队杀死。博望坡一战大获全胜。 

后来，大家问诸葛亮如何肯定此次战役定胜呢？他笑着说：“博

望坡多处有芦苇，用火攻是在好不过了。”原来这次获胜的原因这么

简单，只需稍稍动一动脑筋就能想得出来。 

但是，我就不像诸葛亮这样善于动脑，记得我正在做试卷，忽然，

我遇到了不会的数学题，才粗略地读了读题，就马上离开座位去找家

长问怎么做，后来养成了不勤动脑的坏习惯。相比诸葛亮，我羞愧极

了。 

所以，我一定要向学习诸葛亮的勤动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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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暑假我看了四大外著之一的《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

讲的是唐僧、孙悟空、白龙马、猪八戒、沙僧五人去西天取经。 

其中让我记忆最深刻地市收服红孩儿和三借芭蕉扇。讲的是有一

天，五人在西天取经的路上，遇见了一个小孩名叫红孩儿，她是铁扇

公主和牛魔王的孩子。唐僧可怜他，就叫八戒把他放下来让悟空背着

上路。不料，红孩儿用了重身法，悟空感觉背上有千斤万斤重，使劲

往路边上的石头上摔去。红孩儿变成了一道红光把唐僧卷走了。孙悟

空去火云洞找红孩儿，红孩儿把周边变成了火，熏得悟空直流眼泪。

孙悟空跑去找观音菩萨，观音菩萨给了红孩儿一个莲花宝座，红孩儿

学着菩萨的样子，宝座瞬间成了刀丛，红孩儿连忙求饶，观音菩萨就

收他做了童子。 

我们应该学习孙悟空的聪明勇敢，沙僧的诚实，不要学习猪八戒

的好吃懒做，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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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假期中，我细细品读了我国的四大名著。其中，《三国演

义》给我的印象最深刻。 

《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它的作者是罗贯中。

书中讲述的是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近一百年间，魏、蜀、吴三国政

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 

《三国演义》那多姿多彩、神奇的人物中，我最喜欢诸葛亮。因

为他是一个熟知天文地理、无所不知、足智多谋、呼风唤雨的人物。

他一生还有许多惊人事迹，借东风、草船借箭、三气周瑜、骂死王朗、

空城计等，死了还以木偶退兵、锦囊杀魏延。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三

气周瑜。诸葛亮不但剥夺了周瑜的东西，甚至把他的生命也了结了，

周瑜临死前感叹说：既生瑜，何生亮？ 

我也很喜欢赵云。赵云，字子龙，蜀国五虎将之一。在《张飞大

闹长坂坡》和《赵云截嫂夺阿斗》那两回，赵云都奋力保护刘备的儿

子阿斗。特别是在《张飞大闹长坂坡》的那一回。赵云在和曹军厮杀

时，丢了甘夫人和阿斗。于是，赵云一边奋勇杀敌，一边寻找夫人和

阿斗。终于，他救出了甘夫人和阿斗。当赵云回去，把阿斗交给刘备

时，刘备把阿斗扔在地上，说：为了这个孩子，差点损失我一员大将！

赵云慌忙抱起阿斗，说：我就是肝脑涂地，也报答不了主公的恩情啊！

从赵云的话中，我感受到赵云的了忠心耿耿；在杀敌时，我又感受到

了赵云的英勇。我真佩服他。 

《三国演义》中，我还喜欢重情义的关羽和老实的鲁肃。我最讨

厌的，就是吕布了。因为吕布见利忘义，收了董卓的礼就杀了自己的

义父丁原，真是令人讨厌！读了这本书，我觉得一些人太喜欢争权夺

利，互相残杀，真不应该！ 

《三国演义》不但用小说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三国时期的情景，

还让我亲眼目睹了三国时期那些人物的英姿，让我永生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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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主要写了宋朝统治者非常凶残，他

的太尉高俅原本是一个非常懒惰的人，就因为会踢球而被皇帝看中，



从此青云直上。他的独生子高衙内仗着父亲欺负别人，为了霸占林冲

的妻子，他故意把林冲带入白虎堂内，把林冲发配充军，甚至到野猪

林杀死他，幸亏鲁智深前来相救。还有蔡大师过生日，送京城祝贺，

派杨志护送。晁盖、吴用和阮氏三兄弟智取生辰纲，最终一块投奔到

梁山等故事。 

他们这些好汉之所以被逼上梁山，都是因为被当时朝廷奸臣的算

计，他们与其他“贼寇”不同的是，他们杀富济贫，不抢劫良民，是

替天行道。真可谓乱世出英雄，最终聚齐了 108 位好汉。 

读完这本书，我也认识了许多好汉。如花和尚鲁智深、及时雨宋

江、豹子头林冲、智多星吴用、青面兽杨志等。但我最敬佩和喜欢的

还要数花和尚鲁智深了，就象《好汉歌》中的歌词写的：＂路见不平

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说的大概就是鲁智深的性格了，他虽然

脾气很大，但遇见谁欺负弱者，他总会打抱不平，去帮助他人。我也

喜欢林冲，武艺高强智勇双全。智多星吴用，沉着冷静，神机妙算，

足智多谋。从书里我也看到了这些好汉他们个个都重情重义，互帮互

助，情同手足，这也正是我向往的和追求的。我要向他们各自的优点

学习，把他用在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中。让自己也成为一条有勇有谋，

对社会和国家都有用的汉子。 

《水浒传》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小说，又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

看完之后给我启发很多，我还会继续深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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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宜也。在中国人眼里，行义，就是做应该做的事，这在

《水浒传》的前半部中可以深刻感受到，尤其是鲁智深那块，路见不

平拔刀相助、扶贫济危救人救彻。 

唐君毅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中说：“侠义之精神，则由宅

心公平，欲抱不平，以显正直，而归平顺”，并“伸展人间之委曲，

使千里之外，闻风慕悦。”中国人对义举的赞美不遗余力，对义士的

期盼古今同一。 

义的一大敌人是钱。武松赤手空拳打死了老虎，这是勇，义是体

现在他对待金钱的态度。当时，知县决定把悬赏的1000 贯给武松。宋



朝文官最高的宰相，武官最高的枢密使，每月工资 300 贯。武松不是

有钱人，可他听说一些猎户由于没有按期完成打死老虎的任务，挨了

好多板子，于是武松就把1000 贯全都分给那些猎户。同样，宋江、柴

进、晁盖都是不拿钱当回事，仗义疏财。人有求，我帮；人无求，应

帮，我也帮。 

义的又一大敌人是色。《水浒传》里美色的作用就是诱惑、威胁，

好汉们也干脆，杀。这固然跟作者的价值观脱不开干系，但中国传统

文化主流中，侠义跟女色基本是绝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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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名著是我国的瑰宝典藏，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灿烂文化的经典

代表。从小学开始我就陆续续读过《西游记》、《三国演义》、《水

浒传》和《红楼梦》这四部经典。每部经典都各有各自的特点，地位

不分伯仲，它们是代表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水平，名著中所表达的思

想观念深深的影响了几百年来的中国人。 

《西游记》是四大名著里我接触最早的小说，因为家喻户晓的孙

悟空，我喜欢上了《西游记》。小时候读《西游记》，只知道孙悟空

护送唐僧西天取经，孙悟空七十二变、一路降妖除魔。慢慢长大了，

我好像读懂了里面的一些东西。孙悟空其实是拥有反抗精神，不屈不

挠的象征，表达的是作者对腐朽的封建的抗议。《三国演义》展现的

是汉末的历史战争，出场的三国英雄多达到一千多位，诸葛亮、关羽、

吕布等历史英雄形象深得人心。《三国演义》根据《三国志》的演义

而来，展现的是权谋、谋略的较量，引人思考，开发了人的智慧。

《水浒传》歌颂的是农民起义，反抗压迫的精神，但是限于时代的局

限性，故事的最后以悲剧收场，让人叹息。人物形象描述饱满而丰富，

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传奇经历，拿手本事，特别是梁山英雄们表现出

的义薄云天让人印象深刻。对于《红楼梦》“红学”的研究曾经风靡

一时，这是一部悲剧，展示出各方面的矛盾冲突。栩栩如生的人物形

象为后人津津乐道，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让人唏嘘。 

有人分别用一个字来表达四大名著，《西游记》是“诚”，《三

国演义》是“忠”，《水浒传》是“义”，《红楼梦》是“情”，这



是对四部经典的高度总结。四大名著是老祖宗留下的思想精髓，博大

精深，是了解中国文化很好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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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度骄傲的人，会有什么下场，看《三国演义》就知道了。 

孙权的大儿子孙登到了适婚年龄，正巧关羽的女儿年龄合适，于

是孙权派使者上门提亲。关羽不仅拒绝了孙权，并口出狂言：“吾虎

女安肯嫁犬之子。”使得孙权颜面大失。不难看出，关羽是一个极其

自负之人。 

满招损，谦受益。这话一点也不假，正因为关羽的自负，最后落

得一个“斩”字。自负是多么可怕！ 

德国诗人写过一篇f此盛气凌人。一天马冲出笼子向前跑，遇到驴

子大声叫骂：“臭驴，快让开！”马跑到灌木丛，马蹄受伤，被主人

卖给了车夫。马的下场很惨，所以说骄傲自大，必定会受到惩罚。 

骄傲自满是我们的一座可怕的陷阱，而且，这个陷阱是我们自己

亲手挖掘的，做人，拒绝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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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里，我看了中国著名的古典名著《西游记》，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写得很生动。唐僧师徒四人中我最喜欢的是孙悟空，因为他非常

勇于战斗而且很厉害，重一万三千五百斤的如意金箍棒竟然能在他的

手上挥舞自如。我最喜欢的故事是孙悟空大闹天宫，我来讲给大家听：

孙悟空当了天宫的弼马温没多久就嫌官位太小重返花果山，玉皇大帝

很生气，于是传旨捉拿孙悟空。十万天兵都出阵了，可却没有抓到孙

悟空。太白金星说：让老夫去请他来天宫吧，玉皇大帝就同意了。于

是太白金星下凡招安，孙悟空见玉皇大帝以封自己为齐天大圣就高兴

的上任了。 

我觉得孙悟空不应该大闹天宫，因为这样太鲁莽了。孙悟空应该

学习礼貌，做一个懂礼貌的人。我觉得孙悟空觉得官小或者不公平，

应该和玉皇大帝去商量，或者不做官了，而不应该去打架。 

如果我遇到不公平的事应该给家长或者老师说，不会做出鲁莽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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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讲的是以唐僧为首的四人，去西天

取经，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的过程，读完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孙悟空。 

孙悟空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被称为“石猴”带领猴群进了

“水帘洞”便成为了“美猴王”他当上了大王后就开始教猴子们习武，

他去东海龙王宫取得了一件十分厉害的武器后，就去学习了法术，然

后去大闹天宫，最后被如来佛祖压在五指山，等待唐僧解救，保护唐

僧去取经，孙悟空这个人物之所以给留下的印象很深，是因为该爱该

恨，十分活泼，聪明。他有着“十八般武艺”本领高强，所以我很佩

服他，他的缺点是有时候欠缺一点“智”如果他有了这份“智”的话，

一定会很厉害的。 

我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学习唐僧的‘淡定“学习孙悟空的勇气，学

习沙老三的吃苦耐劳。学习八戒的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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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是我国著名的古代历史小说，作者以农民起义为材，

塑造了有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是一部封建时代糜烂的证据。《水浒

传》描写了以宋江、吴用为首的三十六为天罡星和七十二位地煞星，

奸臣当道，社会糜烂被朝廷逼上梁山，后来被招安后又被奸臣所害，

到头来一无，反倒丢了性命。 

自古，都把农民起义说成是对抗朝廷，反叛天子，想自立为王，

在《水浒传》中事实正的吗?不!被奸臣所害，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宋江一边要躲避官兵的追捕，一边还要等待机会重归朝廷，为民除害。

爱国精神人都，只精忠报国的爱国之人。 

情，有，但在《水浒传》之中，更多的则是兄弟的友情。李逵救

宋江，都此何别人争斗，劫法场，阮家三兄弟，曾发誓不求同年同日

生，但求同年同日死，“情”字，包含了太多太多的内容了。 

读了这本书我了解古代的历史，水浒英雄们的反抗精神和封建社

会坏的一面。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书。 

四大名著读后感 篇 12 

同学们，你看过《西游记》吗？《西游记》是我国古代四大名著



之一。故事里唐僧师徒四人的离奇经历，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故事向大家讲述了唐僧师徒四人历尽艰辛，降妖除魔，最后到达

西天取得真经的精彩神话故事。作者塑造了四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唐

僧----诚心向佛，顽固执著；孙悟空----正义勇敢，本领高超；猪八戒

----好吃懒做，贪财好色；但最通人性；沙和尚----心地善良，任劳任

怨。 

最讨人喜欢的要数孙悟空，这只神通广大的猴子，能上天入地，

独来独往，无拘无束。在取经的路上，不怕困难，百折不挠。我们碰

到困难时，应该学习孙悟空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 

同学们，你也来谈谈自己的高见吧。让我们相互交流，共同学习。

这样，读书节就会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有意义了。 

四大名著读后感 篇 13 

《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从东汉灵帝中宇元年(184)到西晋武帝太康

元年(280)约 97 年历史风云。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先有董卓，袁绍自立为帝后都失败，

此时袁绍曹操两雄并起当时山河北袁绍因其势丈，故而专断肆意，但

于 200 年与曹操官渡之战败北。公元 208 年曹操平定北方后，南下欲

一统河山，刘备此时“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又于东南孙权联手，比

一周瑜之计在赤壁大破曹军。于是三国鼎立之势基本形成，断而刘备

用庞统之计夺取西南近 50 余洲，诸葛亮又七擒孟获，平定南中。与出

茅庐的陆逊火烧连营八百余里，逃七白帝城故世：诸葛亮受先生遗愿，

七出祁山二次终未成功，病逝于五文原。263 年，蜀国刘禅因荒废政

事，终至灭国。265 年同马氏专政，废曹家，自称帝，改国号为晋问

马炎即晋武帝。蜀国已灭，吴国可谓唇亡齿寒，208 年吴主孙皓亦投

降于晋，三国一统归晋。 

四大名著读后感 篇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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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俅之子的欺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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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一命换一命的决心。 

四大名著读后感 篇 15 

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总算被我啃完了，好苦！不过，我总

算明白了很多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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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总觉得我们在生活中对于朋友甚至亲人少了一份亲情，少了一

份哥们儿女情。 

现在当我知道为了未来奋斗的时候，我家的'门也变成了三厘米厚

的防盗门。这就像《礼记》里说的："今大道即隐，天下为家。各亲其

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 

我们的社会很自然的少了一份爱，一份及其重要的爱——一份关

怀。不要太吝啬，一句问候，一个微笑不会让你失去什么，只能让你

的人格得到升华。 

四大名著读后感 篇 16 

这个暑假中，我阅读了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这本书

是由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者之一曹雪芹写的。故事讲的是四大家

族：贾、王、史、薛的衰败过程。 

书中还塑造了林黛玉、贾宝玉、王熙凤等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令我感触最深的是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和追求完美的贾宝玉。 

林黛玉虽然很爱哭，但是她很有才华。作诗画画，样样精通。只



是，我不喜欢她多愁善感的性格，为了保护自己，常常用尖酸刻薄的

语气去对待别人。最后，林黛玉在凄凉中死去，让我对她产生了又爱

又恨的想法。 

书中的宝钗则与之相反。她从小生长在富足的家庭，又有妈妈和

哥哥的疼爱，养成了她大家闺秀的性格，深得长辈的喜爱。 

当我读完《红楼梦》这本书，对艰苦多了一份理解；对追逐梦想

多了一份执着！同样的我们要为了能生活在一个民主的社会而感到庆

幸！ 

《红楼梦》真不愧是四大名著之一，让我读完后爱不释手，你们

呢？ 

四大名著读后感 篇 17 

《水浒传》里每个英雄都是不同的，都有一身好本事。他们大口

吃肉，大腕喝酒，活的好不自在。 

但我不知道怎么评价宋江这个人，我是极其不喜欢他的，我认为

他的“忠”只是愚忠。宋江天天想让朝廷招安，众好汉都不同意，每

次来一个官，宋江小心翼翼的服务那些官，每个好汉只碍着他，不然，

来多少个朝廷命官，都别想活着回去。他宋江有何德何能，让那些好

汉听他话？那次战役不是众好汉在前拼命，他在后方指挥。我看，他

如果上阵连几下也打不到就败下阵来。 

招安后，他们先征大辽，后征方腊，立下了汗马功劳，死了多半

兄弟，结果是什么，宋江、卢俊义被高俅四个大奸臣毒死了，宋江也

死了，还连累了李逵一起死。李逵并没有什么错，难道是宋江害怕李

逵造反毁了自己的一世英名吗？ 

我只是简单的表达个人的喜恶，个人觉得，水浒传里谁都好，唯

独宋江不但害了自己，还害了梁山泊一百零七将的性命！ 

四大名著读后感 篇 18 

《水浒传》里，这么多的英雄人物中我最喜爱的就是李逵了，他

粗中有细、直爽率真、脾气火爆、忠义两全、勇猛无比。说他粗中有

细，是正因他做县令时的一次审案。 

有一次，农民张老告当地的土财主，说他强行夺走了自己的两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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