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治通鉴读书心得(通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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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治通鉴读书心得篇一

六年前，我离开校园，终于没有走上学术的道路，来到中山
这座滨海小城，庸庸碌碌，为稻粱谋。夜晚回到家中，燃灯
闭户，披读史籍，隔绝尘世人事的纷扰，聊以自娱。不意小
城里碰到几位爱读史籍的师友，数年来切磋砥砺，足以消除
独自面对青灯残卷的孤独感，更敦促和鞭策我读书不辍，以
免令他们失望，一见师就是其中之一。他爱华夏文明昌盛的
大宋，爱两宋士人雍容揖让的高远雅致，爱汴梁与临安坊间
的俗世烟火，最爱的是宋儒司马温公主持编撰的史学巨制
《资治通鉴》。

最初遇见他，我还是初入职场的愣头青，除了微不足道的书
生意气外一无所有。他送给我一本刚出版的历史随笔《不觉
浅》，在扉页写下让我脸红的几个字：“庄老师指正”。末
学后进，岂敢称师，我只能把这个称呼，看做是一种读书人
在一瞬间建立的共鸣、信任和期许。所有的`虔诚终将相遇，
更何况是在这座圈子不大的城市中。

去年年底，曾见一位朋友分享藏于国图的《资治通鉴》残页
图片，司马温公手泽，四百余字，多处涂抹的手稿，盖有百
余方皇室及众藏家的鉴藏印。本应藏于深阁的绝世珍品，借
助于现代高清扫描技术展现在我们眼前，我马上分享给一见
师，我想这对他不啻于圣物。不久之后，他发了朋友圈：愿
穿越回大宋，为华夏先贤司马温公当一名小小的抄书匠。我



知道，这是这是他的肺腑之言。他上一本书是《从司马光书
房走过——资治通鉴中的繁花与冷雨》，最近又出了一本
《跟司马光闯职场》，搜罗通鉴中的士林掌故，人情练达，
希望对初入职场的青年人有所裨益。

中国传统书籍的写作体例，大要可分为“著作”、“编述”、
“钞纂”三大类。这样看，《跟司马光闯职场》更近似
于“编述”，是在许多可以凭借的资料的基础上，加以提炼
制作的功夫，用新的义例，经过了细密的剪裁、熔铸，把旧
材料变成更适用的东西，这便是“编述”。至于书的主
题“以史为鉴”，这是一个关于历史功用的话题。历史当真
能成为为后人的镜鉴吗?古希腊大哲赫拉克利特似乎不以为然，
他说一切皆流，无物常住，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唐人
杜牧也在《阿房宫赋》的结尾喟叹：“秦人不暇自哀，而后
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似乎
指出了史鉴在现实操作中的难以实现。我们面对的时代和人
事与古人差异太大，“通鉴”真的足以“资治”，甚至带着你
“闯职场”吗?读完《跟司马光闯职场》，我似乎对“以史为
鉴”有更深的认知。

人固然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但夫子在河川上逝者如斯
的喟叹，却令古今之人共情，相信千百年后的人们也是如此。
情势固然随时而变，但无论是过去的庙堂、士林，还是如今
的官场、职场，谨慎、坚忍、进退有度、临机取决诸多品质，
都是成就事功的坚韧不拔之士所必备的。世事洞明皆学问，
人情练达即文章，《跟司马光闯职场》是一本世路英雄之书，
关注的是绵延于纷扰史事中不变的坚硬内核，我们很难去拿
其中的小故事来机械套用于当下，却能从中窥见千百年来庙
堂、江湖乃至于山林的博大幽暗的世道人心，人事交接中种
种微妙的分寸感，从而以更高远的格局来看待当下。正如钱
宾四先生所指出的：“至于学术之于时务，其事可相通而不
必尽相合。不如两各分离，使潜心学术，一旦有所成就，转
可多方沾溉，宏济时艰。”英贤虽异世，自古心相许，潜心
学术的一见师，却写出这样这一本感悟古今，宏济当下的小



书，恰恰好印证了这段话，当稍能警醒当下热衷于“成功
学”、急于致用的浮躁风潮。

一见师为人很有几分“温而厉”的风采，胸中更有一副古道
热肠，懂得欣赏这世间的趣味与美好。梁简文帝诫子当阳公
书云：“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
”本书的文字，正是他为人作文的最好写照，书中多用诙谐
语和网络新语，读来浅而有味，与立身的谨重毫无违和感。
我斗胆估测他的心思：小而言之是为青年，希望当代青年在
消费主义时代的轻阅读之外，也能在浸润几分古人处世做人
的风度和智慧;大而言之是为历史，历史的认知只有在不断的
思考和诠释中才得以绵延和充盈。

资治通鉴读书心得篇二

古诗文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是人类智慧宝库中的璀璨明
珠。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起源，经楚辞、汉赋、唐诗、
宋词、元曲。中间多少撼人心魄的文章、字字珠玑的名句，
在古典文学的长河中熠熠生辉。《资治通鉴》便是其中不朽
的作品之一。

我深知手头的这本《资治通鉴》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资治
通鉴》，但正是它使我明白为人要如李白般“安能摧眉折腰
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陶渊明般“不为五斗米折腰，
拳拳事乡里小人”；做事要像班超那样“不入虎穴，焉得虎
子”，要像周处那样敢于“朝闻夕改”，勇于承认并改正错
误，学习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
大胸襟，学习宗悫“乘长风破万里浪”的崇高志向；正是它
使我明白交友要交“良师益友”，拒交口蜜腹剑的.狐朋狗友；
正是它使我明白“贫贱之交不可忘”、“君子之交淡如水，
小人之交酒肉亲”；正是它使我明白在处事方面切记“失之
毫厘，谬以千里”，正是它使我明白做事贵在坚持“不积硅
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正是它使我明



白在学习上不仅要怀揣“非学无以成广才”的理想，还要
有“治乱民犹治乱蝇”的方法再加上“锲而不舍”的执着，
成功自然是“手到擒来”；正是它使我明白在遇到困难时要
怀有“不遇盘根错节，无以别利器”的信念，还要形成“孤
则易折，众则难摧”的团结意识。

知识经济时代的中学生，阅读是必不可少的，可是书籍浩如
烟海，而我们的精力又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好读书，不
求甚解”，要“但当涉猎，见往事耳”，要“择其善者而从
之”。

基于此，《资治通鉴》便是明智之选。

资治通鉴读书心得篇三

今天，我一口气读完了一本令我受益匪浅的史书——《资治
通鉴》。之所以说它令我受益匪浅，是因为它给我补充了不少
“营养”。本书的记载是从春秋战国开始，直到唐朝的结束。
这些知识，填补了不少我对历史知识的空缺，增长了不少课
外知识。此外，这些历史知识也使我懂得了不少生活或学习
的方法。

每一次朝代的变迁，说明了前朝的腐败、无能。而新一代的
皇帝，总是会总结前朝腐败的原因以及前朝的一些优点，从
中吸取教训，加以改革，取长补短。其实，生活也一样，当
看到别人的缺点时，想一下，自己是否也存在此缺点?看到别
人的优点时，要及时吸取并加以运用，从而弥补自己的`过失。
皇帝的身边总有一些大臣和谋士，他们为皇帝出谋划策，明
智的皇帝会听众谋士的建议，而自以为是的皇帝往往听不进
别人的劝告，一意孤行，结果往往会导致忘国。其实，忠言
虽然逆耳，可它利于行，能够听从别人的劝告，改正自己身
的不足，未尝不是一件快乐的事?前朝已经用血淋淋的例子告
诉我们，一意孤行，后果不堪设想。



《资治通鉴》不但给我补充了知识，还给我带来了生活经验，
，真可谓“一箭双雕”啊!

资治通鉴读书心得篇四

得闲，阅《资治通鑑》数页，不究其他，单就人才和命运而
言，有感楚汉之争一二。其一，楚项之争是人才之争。刘邦
能力不及项羽，但他属下文有张良、萧何，武有韩信和樊哙，
可谓尽拥“三杰”。他知人善任，终得天下。其二，楚汉之
争也印证了“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楚霸王，自傲自大，
难进忠言。如范增举荐韩信，项羽不屑一顾，因而错失天下
第一将；范增多次献计献策，项羽未予采纳，导致一败再败。
反观汉高祖则胸怀若谷，广纳贤言。如萧何推举韩信，刘邦
则委以重任，由此，韩信为其夺城掠地，成就大业。另有张
良，先投项羽，但因项羽难以容人而改投刘邦，刘邦拜张良
为第一谋士，张良为其排兵布局，力助刘邦平定天下。

从项羽的由強到弱，直至乌江自刎、刘邦的由弱到强，最终
赢得天下的全过程来看，人才的把控和性格的缺陷是项羽失
败的重要原因。“张良计、韩信兵”这两人原本是愿意服务
于项羽的，但最终为刘邦夺取天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是决定性的因数，在任何时候都是第一位的。家庭如此，
企业如此，国家亦如此。

资治通鉴读书心得篇五

在浩瀚烟海的中国历史典籍中，如果要寻求更大的格局、境
界，那就必须要读更多的历史。其中，《资治通鉴》是千百
年来大浪淘沙的案例库，是历史上高人面对各种复杂挑战的
应对技巧、成败得失的充分总结，所以读史就像读棋谱一样，
琢磨棋路，琢磨前人的经验。

《资治通鉴》以其“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富，体大



思精”著称。作为宰辅和帝师，司马光编纂历史的宗旨绝不
止于讲述历史故事，而是为了“资治”，所谓“专取关国家
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
他通过有体系地讲述历史上的政治兴衰和军事得失，总结治
国理政的经验和教训，以便为包括皇帝在内的`读者，提供历
史的借鉴。

一段岁月赋予文明的发展，那么这段岁月就会变成一个精彩
的文明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