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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这里
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
就来了解一下吧。

儒林外史每回概括篇一

儒林外史是清代作家吴敬梓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该小说以
司马光《资治通鉴》为蓝本，堪称中国小说史上的一部名著。
小说以描写儒学士庶人社会为主线，通过角色的塑造和事件
的展开展现出儒学世家的兴亡和变迁，呈现出儒学与现实社
会的冲突与交融。读完《儒林外史》后，我深深地感受到其
中传达出的一些思想和理念，下面将从人物塑造、官场斗争、
家庭伦理、儒家思想和历史意义等方面展开讨论，并结合个
人体会发表对这本小说的看法。

首先，儒林外史通过对主要人物的塑造，生动地展现出儒学
世家的特点和命运。小说中的程垓、陈季常、朱国桢等一系
列形象鲜明的人物代表了儒学世家的兴盛和没落。他们身负
家族的荣誉与责任，矛盾地面对着官场斗争的现实和家族伦
理的考验。一方面，他们秉持着传统的儒家思想，尊儒学为
宗旨，这反映了儒家崇尚礼仪、崇敬先祖的精神。另一方面，
他们又被迫与世俗的权谋和私心利欲作斗争，这种人性的矛
盾展示出儒学世家在社会剧变面前的无奈与沧桑。

其次，小说以官场斗争为背景，呈现出当时世道的黑暗和道
德沦丧。在小说中，各种丑陋的政治手段、明争暗斗的场景
一一展现。这些官场斗争无不反映出当时的腐败和权势的剧
变，同时也暴露了人性的扭曲。面对复杂的政治斗争，小说



中的一些人物奋力维护着自己的家族利益，展现了儒学家庭
观念和孝道精神。然而，更多的人纠缠于世俗权力，追逐功
名利禄，抛弃了儒家伦理和道德标准。这让我深感到官场斗
争的荒谬，以及人性在权势面前的软弱与背叛。

第三，儒林外史中的家庭伦理、婚姻观念、父子关系等题材
的描写，也引起了我的深思。小说中，多个家庭的故事交织
在一起，以此展现了传统家庭观念的兴衰。通过对父子关系
的描写，这些家庭故事中充满了亲情、孝道和家族尊荣的元
素。与此同时，小说中也展现了一些现实的问题，如婚姻的
权谋、家族势力的膨胀等。这种家庭伦理和政治斗争的交织，
反映了当时社会风气的混乱和道德的反转。

第四，儒林外史中对于儒家思想的折射，使我更加深入地认
识到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小说中多次引用儒家经典，阐述
了儒学的核心观念和价值取向。儒家亲情社会观念、礼教道
德规范等皆得到充分的展示，对于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承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小说中的一些主人公也尝试通过儒
学思想去指导自己的行为，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一点告诉我
们，儒家思想依然具有指导人们行为的价值和意义。

最后，儒林外史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小说以晚明社会为背
景，通过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再创作，将儒家思想与社会现
实相结合，反映出了晚明时期的官场腐败和社会矛盾。这一
历史背景的揭示和对历史事件的触动，使得儒林外史成为了
晚明社会历史的见证。不仅如此，小说中的一些题材和情节
也具有时代共鸣，展现出晚明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
后世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综上所述，《儒林外史》这部小说通过对儒学世家命运的描
绘、官场斗争的展示、家庭伦理的思考、儒家思想的探讨以
及历史背景的渲染，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真实而鲜活的明清社
会图景。这部小说通过对个人命运的叙述，展现出浩瀚的历
史背景和深刻的社会现实，带给我们丰富的思考和感慨。同



时，小说中人物的塑造也让我深感到人性的复杂性和社会的
多元性。读完《儒林外史》，我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有了
更深刻的认识，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庄严和伟大。这一经典
之作不仅成为文学殿堂中的瑰宝，更为读者提供了对人性、
社会和历史的重要反思和思考。

儒林外史每回概括篇二

儒林外史是鲁迅先生创作的一部批判性小说，讲述了清朝末
年京师考试中，寒门子弟如何在科举中取得成功的故事。小
说以讽刺的笔触描绘了科举制度的腐败和封建社会的黑暗面，
同时也呈现了寒门子弟的艰辛奋斗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通过
阅读《儒林外史》，我深深体会到了人性的复杂、封建制度
的不合理以及奋发向上的重要性。

首先，小说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在《儒林外史》中，
鲁迅展现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每个人物都具有丰富的内
心世界和错综复杂的思想。例如，小说中的老校长刘峰就是
一个典型的道貌岸然、虚伪假装的人物。他表面上忠心耿耿，
却暗地里橘美煮烂。这种对人性的深入刻画使我深深地体会
到了现实生活中的复杂性。人们往往会呈现出与他们外表相
反的一面，让人们难以捉摸。因此，我们应该擦亮眼睛，看
穿他人的真实面目，不被表面现象所欺骗。

其次，小说揭示了封建制度的不合理性。通过描写科举考试
的一系列虚假、扭曲的现象，小说暴露了科举制度的腐败和
不合理性。在小说中，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将科举当作选拔贤
能的渠道，但实际上考试的过程中却充斥着买官卖官、贿赂
考官等现象。这种腐败不仅剥夺了寒门子弟的机会，也阻碍
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通过对这一现象的揭示，我对封建制
度的不合理性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封建制度建立在等级森
严、权贵阶层的压迫与剥削之上，既不公平也不合理。

第三，小说强调了奋发向上的重要性。在《儒林外史》中，



作者通过主人公冯锦恪的经历展现了一个寒门子弟奋发向上
的奋斗过程。冯锦恪出身贫寒，但他勤奋好学，努力提升自
己的能力。尽管他在科举考试中遇到了种种挫折和不公正，
但他始终保持着坚定的意志和积极向上的态度。最终，他凭
借自身的能力成功跻身儒林之中，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
小说中的这一形象向读者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即只
有通过自我努力和奋斗，才能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

此外，小说还提醒我们珍惜当下。在小说中，作者通过描写
冯锦恪的童年回忆，让读者对他失去了的斗志和纯真感到惋
惜。这一描写提醒了我们，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是宝贵的，不
应该被外界的困境和压力所束缚。我们应该学会珍惜当下，
把握每一次机会去追寻自己的理想。

综上所述，《儒林外史》以其鲁迅独特的讽刺风格和深刻的
社会洞察力展现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寒门子弟的奋斗历程，
使我深受启发。通过阅读这部小说，我对人性的复杂性有了
更深层次的认识，也意识到了封建制度的不合理性，更加强
调了积极向上的重要性，同时也提醒了我们珍惜当下。希望
《儒林外史》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唤醒大家对社会问题
的思考，共同致力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儒林外史每回概括篇三

儒林外史是明代作家吴敬梓的代表作品之一，被誉为中国古
代长篇小说的翘楚。该小说以描写儒家学派内部的尔虞我诈、
争权夺利为主线，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展示了各种人性的
丑恶和伦理道德的沦丧。阅读《儒林外史》让我深感人性的
脆弱和伦理道德的重要性，并引发了我对于传统儒家思想的
思考与体会。

第一段：《儒林外史》揭示人性的脆弱性

《儒林外史》通过对儒家学派的描写，展示了人性的种种弱



小和迷茫。书中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他们以虚伪、勾心斗
角为手段，只为了个人的利益和地位。无论是贾仲明还是李
时中，他们都在权力的面前失去了自己的本性，甘愿背叛家
庭、亲人和朋友。他们背离了儒家所倡导的仁者爱人、忠孝
二德的道德原则，导致个人和家庭的破碎，彰显了人性的脆
弱和伦理道德的重要性。

第二段：《儒林外史》对伦理道德的敦促

《儒林外史》通过对儒家学派内部的丑恶现象的揭示，对人
们的伦理道德提出了敦促。小说通过贾仲明的家族悲剧，向
人们警示着伦理道德的重要性。在书中，贾仲明因为追求权
力地位而不择手段，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个故事让人
们反思个人的道德底线，警示我们在追求个人利益和欲望的
同时，也不能忽视了伦理道德所带来的重要性。只有遵守伦
理道德，才能保持心灵的纯洁和人际关系的和谐。

第三段：《儒林外史》引发我对传统儒家思想的思考

阅读《儒林外史》让我深入思考传统儒家思想的内涵和现实
意义。儒家学派强调人的修养和德行，强调以仁为核心的伦
理道德。然而，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却丑陋而虚伪，他们背离
了儒家的理念。这让我思考传统儒家思想在现实中的应用和
可行性。伦理道德是否是人性中的一种本能，还是需要通过
教育和培养来培养和加强？传统儒家思想如何与现实社会相
结合，发挥其积极影响，成为我在阅读过程中的思考。

第四段：对传统儒家思想的重新解读

《儒林外史》对儒家学派的描写，以及对伦理道德的敦促，
使我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了重新的解读。传统儒家的核心思
想是仁和忠孝，强调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然而，在现代社
会中，个人利益的追求往往凌驾于伦理道德之上。因此，我
们需要重新思考和解读传统儒家思想，使其与现代社会相结



合。只有将传统儒家思想与现代个人价值观相结合，才能有
效引导个人的行为，并推动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第五段：结语

《儒林外史》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作品，通过对人性
的剖析和伦理道德的反思，引发读者对传统儒家思想的思考
与体会。在阅读过程中，我重新认识到伦理道德的重要性，
并开始思考传统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可行性和应用方式。
对于个人和社会而言，伦理道德是基石和纽带，只有恪守伦
理道德，才能实现个人的和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儒林外史每回概括篇四

《儒林外史》乃清代文人吴敬梓所作，以“讽刺”为主感，
表现，反映了明清两代儒生的功名生活，也深刻地揭露了封
建社会制度下，文人的心理观念的腐朽及科举，礼教和腐败
事态。至今仍非常具有警世意义。

既然写读后感，就必写作者经历，以之结合，才可感而写。
作者吴敬梓，一个厌恶世俗，愤度全伦的清代文人，身在官
场的他，更是看透了不知多少沉浮，多少纠葛，也由此着作了
《儒林外史》，此书以故事的形式，塑造鲜活人物，其故事
人物的刻画代表了作者对封建事态的一定看法。

鲁迅先生曾评价此书表述的委婉，犀利却直白，不失为现实
主义文学的经典，可见此书的成功。

读儒史，让我看到了古代封建王朝的顽固不化，吃人，害人。
但更多的是让我思考现在的中国。现在的中国早不是如以前
一般;现在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高举列宁马克思主义，
以人民为本的国家;现在的中国更是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奋斗，
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这令我们中华儿女感到无比骄傲。



但在我们前进的路上，总还是有一些绊脚石，例如：贪污腐
败之风不减，法律体制尚未较为完善，诸多政府机构缺乏监
察，环境恶化等等，都是我们需要耐心，细致，认真解决的
问题。

“趁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就让我们行动起来，
尽己之力，为建设强大，民主，美丽的中国作出贡献。

这是。观点明确，引题自然，对文章的内容有较深的理解。

儒林外史每回概括篇五

不久前，我看了小说《儒林外史》这部书。看完以后，我的
感触很深。

小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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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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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才极为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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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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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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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冕知道家里的难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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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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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
工钱去书贩那里买两本旧书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