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朝那些事儿前二十章读后感(精选6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
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明朝那些事儿前二十章读后感篇一

明朝那些事儿我也看了有一段时间了。其情节一波三折，其
描述引人入胜，其文风...咳，不乱吹了。

我惊艳于它幽默的文风，当我看到朱元璋简介那段时，忍不
住开怀大笑，一个活灵活现的角色映入了我眼帘。

这本书也可以算是小说吧，可它比之大秦帝国却又截然不同。

大秦帝国戏剧化成分过高，对始皇帝、大秦政策的描述过于
夸张，导致其不能很好地成为一件供人学习的工具。

而明朝那些事儿就不一样了，笔下多为真实，纸上亦为实，
少量的虚写，风趣的文笔，一段段历史跃然纸上。

既不古板又弄虚作假，细腻的文笔，淋漓致尽的描述，有时
我也希望我能做得那么好(暂时不可能的)。

明朝那些事儿乍一看很长，令人望而却步，可一旦读起来，
一页又一页，一章又一章，一本又一本，行云流水。

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响叮当荣不让之势就看完了。

这么说吧，明朝那些事儿是我看过最好的历史书了，剧情方
面张弛有度，并没有过多的虚构。



我的许多同学也是看过此书的，乃至于语文课演讲的内容都
是此书。

作者在文中多次将自身的观点与史学家观点作对比，有时更
是十分的直白。

文中关于东林党的覆灭一段，许多人认为是：一群高尚的君
子，输给了一群下三滥之人，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

不过当年明月的笔下为我揭示了不一样历史，他明确地指出，
是一群精明的人输给了另一群精明的人。

后面更是给出了他查阅多方史料得出的结论。

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他写的书确实是入门者的不二之选，既能给人树立权威不一
定正确的概念，又不会误导萌新。

什么?你问我大神看哪种书?

如果是真正的大神，我推荐你看 史记。

看史记是要有文化素养做底蕴的，至少要能看得懂他在讲什
么。

明朝那些事儿前二十章读后感篇二

昨日几个同乡会的负责人相约到刘陶叔叔家拜年，一走进刘
叔叔家，就看到一茶几的书，最上头的一本就是《明朝那些
事儿》，前几天和网友牧野还聊到这本书，对它有一点点了
解，刘叔叔看到我爱不释手的样貌，他就送给我了，回到家，
网也不上了，认真的拜读，还真学了不少东西。



《明朝的那些事儿》说的是自明太祖朱元璋出生起，到明朝
灭亡300年的事。第一卷则从朱元璋出生开始写起，到永乐大
帝夺位的靖难之役结束为止，叙述了明朝最艰苦卓绝的开国
过程，其实就是以前一向被说书人及老百姓所钟爱的《英烈
传》的资料，可是多了靖难之役。

在阅读部分篇章后，感觉到该书语言风趣，情节生动，作者
似乎在写一部"通俗版的明朝通史"。能让历史写得这样，还
真让我佩服了。

不管从如今历史讲述者的自述，还是公众对历史的追捧，都
不难看出，公众喜欢并需要历史，只是痛恨“教科书”式的
表达。

有人说，历史不能够幽默不能够白话，因为历史是严肃的，
这话没错，但我认为必须要加个前提，那就是你写的是给专
业人士看的学术论文，而不是给老百姓们看的历史书。

给老百姓们看的历史书，它就应当是幽默趣味的，精彩的说
着大白话的历史书。因为现如今的老百姓们虽然大都有文化
有文凭，可他们毕竟不全是历史专业出来的，没有那么多关
于历史的基础专业知识，如果你给他们看的书，要先让大家
伙都去预习一回历史基础课，看完通史或通鉴才能够看，这
玩笑就不免开大了。

我喜欢这种方式，可能是和我自我水平有限有关吧，从小读
书就不认真的我，平时一看到文言文的东西就头痛，此刻好
了，读历史居然能够这样简便。

如果是有这样的书再出版，我必须要好好学一下中国的历史，
这个小伙子听说是武汉人，才27岁，在广州是一个公务员，
如果有缘真想拜访他，好好向他学习，不管人家怎样向他拍
砖，我在心中永远支持他，后生可畏。佩服。



明朝那些事儿前二十章读后感篇三

从6月底开始读这本书，到现在整整两个月，阅读近69个小时。

知乎上有一句话：也许你看不完一遍明史，但你却能读好几
遍明朝那些事。

确实，本套书有七本，很长，但读起来很愉快，至少前六本
是的。

那么，读完了有什么感受？嗯...在读这本书时，是以欢笑开
端，以沉思结束的。

明朝的二百余年就在69个小时里匆匆而过，应该还是留下了
点印象的。

比如说...淮右布衣朱元璋，阴险冷血陈友谅，七下西洋马三保
（郑和），穷游天下徐霞客，裸奔装疯唐伯虎，知行合一王
阳明，缺心眼子朱厚照，第一奸臣严惟中（严嵩），抗倭英
雄戚继光，第一幕僚徐文长，本草纲目李时珍，世间再无张
居正....

太多太多能让人感慨钦佩、愤怒唾骂的人，上面列举的人里，
我刻意忽略了明朝后期，也许是我不喜欢悲剧。

但是历史注定就是悲剧的，所以用作者的话讲，读史读多了，
容易悲观。

在读这本书的两个月的过程中，我就一直在想，作者会怎样
结尾，会怎样写一个朝代的谢幕，读到最后发现，关于落幕
他一带而过，却以徐霞客的故事做了总结：成功只有一
种——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人生。

之前的金戈铁马、尔虞我诈还历历在目，读到这句话时，突



然就安静了。

我不知道，也许确实是按照作者所说，按照自己的方式，去
过完这一生。

明朝那些事儿前二十章读后感篇四

这学期，我买了《明朝那些事》这本书，读过之后，我深受
感动。官场内斗，真是太可怕了。

严嵩斗倒了夏言，徐阶斗倒了严嵩，高拱斗倒了徐阶，张居
正斗倒了高拱。但今天我说的不是这些人，而是一位著名的
军事将领——戚继光。

戚继光，他的前辈——戚祥，曾经和开国皇帝朱元璋一起奋
战沙场，立下了许多战功。从那时起，戚继光的家族就没有
出现过人才，直到戚继光出现。

当戚继光刚刚接掌父亲的职位时，他所接收的士兵都混成了
兵油子。这些士兵素质差，他弃用，要求重新分派士兵。他
和士兵们一起去训练，他以不同的方式训练，总是让士兵们
互相战斗赢了的赏钱，输了的赏军棍。

他这种训练方法很好，士兵们饱受戚继光的训练折磨，他们
把不满都发泄到敌人的身上，但后来还是差点被击败，于是
他想到孙子兵法：疾如风，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
难知如阴，动如雷霆。他发现自己的士兵不行，于是在乌义
地区招募了一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新军，并进行了演练，
最终使这支新军所向披靡。

读了戚继光的故事，我觉得，只有坚持，才能成功。就像戚
继光，如果他看到他的士兵都是那种士兵就放弃，他就不会
完成他所做的事情。此外，他的训练或教育也很好，首先让
士兵们互相搏斗，然后让士兵们向敌人发泄自己的愤怒。就



像我们的戴老师一样，她在课堂上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所
有的学生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她的教育方法行之有效。

戚继光在明朝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希望大家都能了
解他。

明朝那些事儿前二十章读后感篇五

作为我国最后一个由汉人所统治的封建制的国家，明朝是一
个值得我们尊敬的国家。我曾有幸去了北京，参观了那里埋
葬着明代13位皇帝陵墓的著名的十三陵。在那儿，不论是朱
元璋还是朱棣都让我感受到了那种别样的气息。朱元璋从一
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乞丐成为了一位名垂千古的皇帝，而朱棣
则从一位四太子做到了皇帝，并且完善了政治制度，发展了
经济，开拓了疆域，迁都至北京，编修了《永乐大典》，还
曾派遣郑和下西洋，他们那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魄，
令人们难以忘记。

古人云：“文史不分家。”有了历史实物就应有文献记载。
老师寒假让我们读《明朝那些事儿》这本书中的政治争斗、
权谋之术、战争之术，会更让我们深入地了解这段历史。

读完了整本书，其中有几个故事和人物，让我觉得值得思考
再三。

在古代，除了帝王外，有几个官吏走马上任时，全城的百姓
特地放假，来迎接他的到来。这已经是屈指可数了。但明朝，
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位清官——海瑞。我喜欢海瑞，不是因为
其才能远高于众人，而是他有着那种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
而不妖的执法精神。海瑞在临终前，别人曾问他有什么遗言，
海瑞说的是欠了户部5钱柴火钱。

这种精神在古往今来的社会中是少之又少的，人们总是认为
自己能多赚，就多赚。如果欠别人钱，能赖就赖。而这有可



能就是海瑞受民爱戴的原因之一吧。我喜欢海瑞，更是因为
他那种敢于进谏的勇气。他对执法者的不满和愚昧，表现得
十分尽致，无话不说，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不受到皇帝的重
用，和多次入狱的原因。

还有，我认为这本书写得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中日两国的战斗，
中日两国从历史上来看就有很多的利益纠纷。远至遣唐使近
至钓鱼岛，中日双方的对决总是那么的激烈。尤其是几次的
战争，那就是史家之绝啊！虽然从激烈程度上说，第二次世
界大战更上一筹。但在明朝的那段打击倭寇的历史同样的悲
壮与激烈。打击倭寇最厉害的要数戚继光，而一个天才，李
成梁的儿子李如松则次之。凭借几位抗日英雄的智慧，最终
将日本赶出了中国。

明朝，是一个昏庸的年代，明朝也是一段英雄辈出的年代。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在今朝啊！

明朝那些事儿前二十章读后感篇六

《明朝那些事儿》一套共七本，从高一一向读到高二，整整
两年了。其间有过感动、愤怒、自豪……当合上那本大结局，
回头看这两年的读书经历时，不由地感到自我已深深地爱上
了我们这个民族，因为那些人，那些事。

“当一个人不得不走向死亡时，自杀代表着尊严和抗争。”

成化年间，万贵妃凭借着自我与皇帝的不伦恋情，私自地使
有身孕的妃子流产。可是，意外总是发生了。一位妃子生下
了皇帝的儿子，后宫中所有人都尽自我所能保护这个孩子，
不让万贵妃明白这件事。有一天皇帝正为自我没有儿子而烦
心时。张敏，一位普通的太监，明知将那孩子的事告诉皇帝
必将得罪万贵妃，仅有死路一条，也明知这时是最佳时机，
那孩子必须得到皇帝的认可，在生与义中，他毅然地选择了
义，将那孩子的事告诉了皇帝。事后皇帝高兴地去迎接那孩



子，但张敏却选择了吞金自杀。而那孩子就是之后的明孝宗
朱祏樘。

我记得当时看完这一片断后，我流泪了，只因为感动。后宫，
那个以利益为规则，良心早已被抹灭的地方，却有着这样一
个人不为自我只为别人的普通人。太监或许是被鄙弃的，但
张敏则是令人敬佩的。他的死并不是代表着向万贵妃那股黑
暗势力所妥协，而是代表着宁死不屈，一个人应有的尊严，
因为有时，尊严比生命还重要。

“一个人应当坚持信念，至死也不动摇。”

当看完东林党惨遭魏忠贤毒害时，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不
知应当用什么词去形容这些人。此刻或许找到了一个——一
群仰望天空的人。是的，东林党为了报效祖国的信念，他们
仰望天空，哪怕最终他们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也无怨无
悔。

杨涟，东林党的骨干分子，明光宗朱常洛的顾命大臣。在狱
中遭到了阉党许显纯非人性的虐待。当他经历过所有肋骨骨
折、体无完肤、铁钉入耳后，在濒死的状态，他用血写了一
份遗书，“涟即身无完骨，尸供蛆蚁，原所甘心。但愿国家
强固，圣德明，海内长享太平之福。此痴愚念头，至死不改。
”当他即将要死之际，仅有坦然、从容、以天下为己任。

这样的大义凛然，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在中国的历史上
还有很多很多，屈原、文天祥、于谦……或许读书人在别人
眼里只是一介文弱书生，可是只要自我的国家开始衰败时，
他们必定会坚定自我的信念，为国家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在这个人人为现实低头的社会，这些人的事迹读起来，总会
令人感慨许多。坚定自我的信念，并勇敢地走下去，这才是
成功之道。

“从来不需要想起，也决不会忘记。”



几十年前的日本曾夸下海口，三个月灭中国，可是历史竟然
如此的相似，早在几百年前的明朝万历年间，日本也夸下海
口说五年之内攻下明国。当时，丰臣秀吉刚刚统一日本，结
束了日本的战国时代，整个国家还没从战争中冷静下来，武
器先进。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国政治腐败，官员贪污，沿海
城市因受倭寇的摧残，听到日本人就害怕，于是日本人有这
样的信心。可是正如当年明月所说的日本人之所以在几十年
前侵华失败是因为他们不懂中国人。当他们打进来之后才惊
讶地发现，仅仅一夜之间全变了，军阀能够团结一致，文盲
不识字，却也不做汉奸，怕死的老百姓，有时也不怕死。几
十年前是这样，几百年前也是这样。日本的幻想最终破灭。
虽然这件事对于当时的明朝来说只是一件小事，可是它深深
地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侵略者都是无法战胜那些被侵略的国
家的！

明朝那些事，其实很精彩，它让我看见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灵
魂。或许明朝的人和此刻一样为现实出卖良心，但也不缺乏
那些有良知并为此舍身取义的人；或许明朝的官员很官僚，
但也不缺乏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或许明朝的百姓很无知，
但也会很团结。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无数缺点，但也
有着无数的优点，它的潜力是任何统计学都无法估量的。

明朝的那些事，那些人让我相信了信念的力量，也让我选择
了脚踏实地、仰望天空的人生法则，更让我看到了我们这个
民族的坚韧与勇敢，令我深深地爱上了我们这个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