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儒林读后感 儒林外史读后感(大
全7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
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儒林读后感篇一

利用暑假的时间我去买了一本儒林外史来读，以前我听过这
本书，是一本讽刺小说。书中描写的是作者吴敬梓的所见所
闻。反应了封建社会中人性被腐蚀的现象。

书中我们最熟悉的人物，没过严监生了。他在我们的课本中
出现过他是一个胆小而有钱的人。他最令人深刻的那件事就
是严监生在临终前，还在看两个竹心，反应出他的爱财如命
的性格。不过，此人也有一点也令我十分反感，就是他追悼
他妻子时，连一枝花也不肯买，更反应了他的视财如命的家
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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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好回应主题，讽刺封建
社会。不过，王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一生苦读，干成了
许多事情。

在文中，有以为考生用钱买来监生，那就是周进。他在生活
中不好好学习，在外头风流潇洒，专门靠父亲的地位来欺负
别人。我最看不起这种人了，这本书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人
物，无非是为了讽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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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林读后感篇二

《儒林外史》是一本长篇讽刺小说，主要写了清朝的一些读
书人观念是读书只为了当官，心中只认为“书中自有黄金
屋”，所以，只有极少的官是清官。

《儒林外史》中，我最喜欢的是“王冕的故事”，“王冕的
故事”主要写了元朝末年，有一个人叫王冕，在诸暨县乡村
居住；七岁时死了父亲，他母亲做些针线活，供给他到村学
堂里去读书。王冕在隔壁人家放牛，每月给他几钱银子，还
一边放牛一边读书，在这样的环境下，他12岁，就对天文、
地理、经诗、了如指掌，无所不通。

一天雨后，王冕来到湖边，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花苞上清水
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王冕一看从此对画画感兴趣了，
初时画得不好，画到三个月之后，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
像，就像是湖里长的。路人见画得好，也有拿钱来买的。王
冕得了钱，买些好东西孝敬母亲。

长大后，朝廷让王冕当官，王冕执意不去，躲在了深山。我
觉得王冕清高孤傲，不同留和污。有的古代把读书当成敲门
砖。为了财富，他们可以废寝忘食地读书，可以从黑发考到
白发：八十岁才中了状元的梁灏，花白胡子的周进，考了几
十年一朝中榜；欢喜疯了的范进……而王冕他不求名利，不
为金钱，不为财富，这是一般人无法控制的。

今天，我读了——《儒林外史》这本书，使我深有感触。是
的，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我们的生活中是离不开书的！



儒林读后感篇三

《儒林外史》是一部长篇讽刺小说，书生描写了许许多多的
人物，并通过用生动的形象，去反映了末期社会上的.不好风
气，同时也揭露了当时反动统治的罪恶，还揭露了一些读书
人的卑鄙手段和作为，可以说是可笑，可鄙，甚至于恶急的
地步。

虽然《儒林外史》是一部讽刺小说，讲了一些腐朽之士，但
是文中也讲了一些文雅令人佩服之士，如王冕，萧云仙等等，
其中我最佩服王冕，因为因为书生小时候家里穷，上不起学，
母亲只得让书生去给邻家放牛。懂事的王冕了解家里的情况，
便答应下来。书生每天都去放牛，一直到长大之后，书生学
会了画荷花，才靠画画维持家庭生活，但书生一直在为穷人
作画。后来，有一位官府的人请书生作画，书生犹豫再三，
才勉强答应。……就是书生这种孝顺，懂事，洁身自好，不
畏权贵的精神，就如书生在《墨梅》中所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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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书生这几种品德不正是我们给学习的吗?从小体谅母亲和家庭
的难处和细想，遇到困难时，应该坚强起来，不应该贪图富
贵，对那些无耻的人，应该敢于去职责教导。面对有困难的
人，应该去帮助书生们给予鼓励和爱心给书生们。正所
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这本书十分精彩，我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也来读
读这本书。

儒林读后感篇四

不久前，我看了《儒林外史》这部书。看完以后，我的感触
很深。



《儒林外史》是清代小说，共有五十六回，是吴敬梓写的。
小说的后半部是作者在三十六岁（1736）托病辞去征辟以后
陆续写成的。

《儒林外史》展示了封建科举制度下士大夫的种种心态，进
儿讽刺了士人的丑恶灵魂，深刻揭露了整个封建制度的腐朽
糜烂，不堪救药。吴敬梓以他的生花妙笔，描绘出一幅18世
纪中国社会多彩的风格画卷。

吴敬梓在小说中写到的范进，周进、牛布衣、马二先生、匡
超人、杜少卿的命运，并非别人的问题，而是他看到了历史
的凝滞。正是借助于对科举的内心体验，所以他才极为容易
地道破举业至上主义和八服制艺的种种病态。作者所写的社
会俗相，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文化心理的思考，同时，更多的
是作了宏观性的哲学思辨，是灵魂站立起来之后对还未站起
来的灵魂的调侃。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吴敬梓的小说的一个鲜
明特征思想大于性格。

在《儒林外史》第一回写的是：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
括全文。

在争名夺利的元朝末年，诸暨县出了一个嵌崎磊落的人，此
人七岁时，父亲便早早地离开了人世，他的母亲做些针线活，
供给他到村学堂里去读书。他为了报答母亲，发奋、用功的
念书。之后，成了流芳百世的名人。此人便是：王冕。

王冕自幼好学勤奋，但只因家境贫穷，读不起书。他的母亲
把他叫到跟前，对他说：儿子啊，不是我有心要耽误你，只
是你父亲早早去世了，我一个寡妇人家，社么都不会。如今
年岁不好，柴火又贵。我们只能靠我做些针线活勉强糊口，
实在是没钱供你念书啊！如今没办法，只能让你到隔壁去放
牛，每月能够赚几钱银子，还有现成饭能够吃，明日你就去
吧！王冕明白家里的难处，便答应了。



第一天，王冕便来到秦家放牛，秦老爷对母子俩十分客气，
并且之后十分照顾王冕。这让他们十分感动。

王冕在休学后，并没有放下读书。他经常在有空时拿自我的
工钱去书贩那里买两本旧书看看。

儒林读后感篇五

“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
去，水流花谢知何处。”

对《儒林外史》感兴趣是从课文《范进中举》开始的。落魄
时哈腰点头，中举后疯癫失魄，为昏庸无能。范进其人。

八股取士造成知识分子思想死板腐化，不懂变通，曲解古经，
为官后不恤民情，底层生活困顿贫乏。《儒林外史》真是描
写了好一幅明清风俗图!

有言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大抵是“寒窗十年
苦”苦惨了，文人学子纷纷走上上路，谋取暴利。在商贾中
更是形成了“重利途，甚于重名。子弟之佼秀者，多入贸易
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之风。
深刻人心的士农工商概念渐渐动摇。

吴敬梓对于这些人大抵都还是不喜的，评道：“资性蠢愚，
心术卑鄙，货利声色之外不知其他。”功名金银终归是水中
之月、镜中之花，缥缈虚无转瞬即逝。可笑可叹，竟有无数
儒生于此泥足深陷不可自拔。

文人经商求利本无错，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牟利也
要有底线，有道义，如孟子言“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
钟于我何加焉”，道德沦丧、唯利是图，君子之风荡然无存、
市侩之气泛滥成灾便是万万不可。



奢靡放纵的宋为富，贿赂权贵，欺压百姓的方乡绅，不学无
术、装模作样的景兰江、支剑锋，吝啬至极，毫无半点文人
之气的胡二爷便是万万不可有的儒林败笔。

吴敬梓笔力深厚，一杆笔好比金错刀，字字珠玑句句见骨，
把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面刻画的入木三分，把唯利
是图披着君子外衣的“小人”刻画的惟妙惟肖。但愿如今无
人如此，知晓那水中月捞不着，镜中花摘不得的道理。

儒林读后感篇六

在五年级上学期的语文课本中，有一篇“少年王冕”，它出
自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这就是一本古典长篇讽刺小说，
正是我喜欢的书型之一，所以，我立即买了一本。果然名不
虚传，刚读完两三篇就让我爱不释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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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林读后感篇七

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小说——《儒林外史》，这是一位清朝
时名叫吴敬梓的写的一本讽刺当时官场的小说。我过去看得
多的是国外名着，对中国的古典名着我总觉得难于看懂，所
以兴趣缺乏。拿起这本书是因为妈妈给我讲的里面的一个故
事，吝啬鬼严监生两根灯芯的故事，这可比写欧洲着名的吝
啬鬼葛朗台还精辟，于是我就来了兴趣，看起这本书来，虽
说里面的语言还是有一些搞不太清楚的是我也从中国的古典
文学中找到了乐趣。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长篇讽



刺小说。它把锋芒射向社会，客观地、写实地写秀才举人、
翰林院名士、市井细民。 由于吴敬梓具有高深的文学修养，
又有丰富的社会阅历，所以才能把那个时代写深写透。他把
民间口语加以提炼，以朴素、幽默、本色的语言，写科举的
腐朽黑暗，腐儒以及假名士的庸俗可笑，贪官污吏的刻薄可
鄙，无不恰到好处，谑而不苛。在艺术结构上，它没有贯穿
到底的人物，而是分阶段地展开，鲁迅先生评为“如集诸碎
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
目矣。”

这部小说最让我不能释手的是作者对人物入木三分的刻画，
妈妈曾用很简单的语言和我分析中国人和欧洲人的不同，如
同中国的水墨山水和西洋人体油画一样，中国人讲究的是意
境、神韵，非常含蓄;而欧洲人追求的是人体结构、色彩的丰
富与层次，很直白。中国人的小说中对人物的描绘也是如此。

《儒林外史》我已看完大部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个人。
第一位是小说开篇描写了浙江诸暨县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少
年叫王冕，因家境贫寒，他从小替人放牛，聪明颖悟，勤奋
好学，他画的荷花惟妙惟肖，呼之欲出，并且他博览群书，
才华横溢。他不愿意接交朋友，更不愿意求取功名利禄。县
令登门拜访，他躲避不见，最后他逃往山中过起了隐姓埋名
的生活。

第二位是一个考到五十多岁才中举的秀才范进，范进中举后
的疯癫模样以及他岳父及乡邻在他中举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
态度，这是大家所熟悉的，我这里要说的是范进中举后去拜
访一位知县，范进所表现出来的伪善：“范进方才说
道，‘先母见背，遵制丁忧。’汤知县大惊，忙叫换去了吉
服。拱进后堂，摆上酒来。……知县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
银镶杯箸。范进退前缩后的不举杯箸，知县不解其故。静斋
笑道，‘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这个杯箸。’知县忙叫换
去。换了一个磁杯，一双象牙箸来，范进又不肯举动。静斋
道，‘这个箸也不用。’随即换了一双白颜色竹子的来，方



才罢了。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荤酒，却
是不曾备办。’落后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圆子送
在嘴里，方才放心。……”作者对范进和知县，一个描写其
动作，一个描写其心理，将范进虚伪的人格嘲讽得淋漓尽致。

范进与王冕对比，一个淡泊名利，早已看透了当官的险恶;一
个为了能出人头地，考到五十多岁才中举。彰显了不与官场
同流合污的王冕人性的美好。

第三位就是我当初听妈妈讲的严监生，他爱财如命的守财奴
形象早已深深刻入我的心中。整篇都在讲严监生的文章中，
虽然一个关于“吝啬”的词都没写，但是文章中却处处隐藏
着严监生的吝啬。他病得饮食不进，卧床不起，奄奄一息，
还念念不忘田里要收早稻。他家中米烂粮仓，牛马成行，可
在平时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最令人拍手叫绝得是严监生死
后的场景，他临死时还因为灯盏里多点了一根灯草，而迟迟
不肯断气。虽然《欧也妮葛朗台》中也写了葛朗台临死时死
死盯着金子，直到手中攥着金子后才断气。但是《儒林外史》
似乎更胜一筹，一根灯草就令一个人迟迟不肯断气，此种情
况真令人惊叹。这让我不得不感叹《儒林外史》真是一部讽
刺世间为功名利禄而奋不顾生的人的经典绝作。

《儒林外史》虽然写的是明朝的科举、官场，但是它对于当
今社会仍有其价值。社会在前进，但仍有不少人信奉“拜金
主义”，物欲横流，一生都在追求名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历史就是明镜，而古典小说则是历史的缩影。读了《儒林外
史》，我不仅为其写实的风格以及精妙的人物刻画所折服，
从小说中体现出来的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也深深吸引了我。

我读《儒林外史》如同在观一幅中国水墨山水长轴，读得越
深入越了解它的文字所表达内容的精辟，回味那一段动作描
写或一段对话，仍是无穷的韵味，这正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妙
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