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史记心得体会标题(模板9篇)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它们可以是对成功的总结，
也可以是对失败的反思，更可以是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心
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
足，从而不断提升自己。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
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读史记心得体会标题篇一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创始之作。全书共有五十余万
字，作者是西汉的.司马迁。他用简洁生动的语言刻画了一个
个栩栩如生的人物，揭示了历史变化的规律。

在本书中。我有一个最喜欢的人物，那就是蔺相如。他的机
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深明大义令我折服。

战国时期，和氏璧流落赵国，并归赵王所有。不久，秦王在
给赵王的信中表示，愿用十五座城池换取和氏璧。这下，赵
王可犯了难：换吧，怕这秦国耍赖不给城池;要是不换吧，怕
也不成。如果秦国以此事作为把柄与赵国交手，那后者定不
是强秦的对手。于是，赵王就召集文武百官商议此事。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缪贤推荐了他的门客蔺相如。蔺
相如到达秦国后，秦王在章台接见了他，可秦王一得到和氏
璧嘴就咧到了耳根，却一点都不记得他的许诺。蔺相如看到
此情此景，计上心来。他谎称玉有瑕疵，于是就拿回了和氏
璧假装要指给秦王看。

谁知，蔺相如一拿回和氏璧就说：“大王根本没有交换的诚
意，所以我要收回这块玉，如过您要硬抢，那我的头和玉就
先撞碎在柱子上!”

秦王担心玉，便把地图上的十五座城池指给蔺相如看。蔺相



如又道：“我们赵王为了表示对玉的诚意，特意斋戒了五日，
那么您也该表示诚意斋戒五日。”秦王答应后，蔺相如就命
人秘密地把玉送走了。

五天后，蔺相如说明玉已回赵国，并对秦王说：“请您派人
向赵王要回和氏璧，赵王定是依您。那您先将城池交出来
吧!”秦国当然不依，只好就罢。

为了表彰蔺相如不辱使命，完璧归赵，赵王封他为上大夫。
为此，大将军廉颇很不服气，他想：“老夫在战场上出生入
死，才博得此名号。他蔺相如就是个鼠辈，仅凭他那三寸不
烂之舌，能赢得了我吗?”这件事传进了蔺相如耳里，不知为
何，他听后总是避着廉颇。廉颇得意极了。可后来，他又得
知蔺相如不是怕他，而是因为他们不能互相矛盾。秦国对赵
国之所以有所顾忌，是因为有他们两个在。他们两个要是互
相矛盾，那么秦国就能趁虚而入，赵国也就不保了。廉颇为
了向蔺相如请罪，于是就赤着上身，绑着荆条向蔺相如请罪。
谁知，蔺相如不但没有怪罪他，反而和他成为了知心朋友。

“完璧归赵”、“负荆请罪”都是关于蔺相的故事，在《史
记》中还有很多与他一样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和故事。古人
云：“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我
喜欢这本《史记》，更喜欢学习书里面的故事。

读史记心得体会标题篇二

第一段：

《先进史记》是一本由金庸先生编写的历史文献，通过对中
国历史上一些不为人知的事实进行深入挖掘和研究，提供了
一个全新的历史视角。我读完这本书后，深深地被书中精彩
的论述和深入的思考所吸引，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也得到了
一定的拓展。



第二段：

在《先进史记》中，金庸先生对于历史的解读十分独到，他
的研究不仅有着严谨的历史学方法，还注重将历史与时下的
社会形态相结合，指出封建王朝历史制度不可能适应社会发
展的需要，这是迄今为止其他历史学家少有提到的观点。同
时，金庸先生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他认为历代王朝由
于种种原因逐渐失去了民心，这是导致政治危机的根源。

第三段：

在《先进史记》中，金庸先生关注的不仅是一些名人事迹，
更关注那些默默无闻的人。例如，书中对于那些因为守纪律、
爱国爱民等优良品质而受到赞誉的人，会给出详细地叙述，
甚至提供照片、书信等实物证据，这些历史档案及时地弥补
了那些名人传记中的空缺，并且为后人构建了一个丰富的民
间历史档案，不仅考证了历史真相，更展现了人性光辉。

第四段：

此外，金庸先生深感历史文献的重要性，他对于保护历史文
献的重要性提出了一些建议。作者认为，历史文献是一个国
家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应该通过各种渠道去收集、
整理、保护历史文献，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我们国家的历史
文化，并且使我们的文化更加深入人心。作者的这一观点正
是现代社会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它触及了我们文化保护
的根本性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深入反思。

第五段：

总体而言，《先进史记》是一个渗透了作者深刻思考和底蕴
的历史文献，它让我们对于中国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不
仅拓宽了我们的知识面，而且让我们看待历史的角度有了新
的认识。当我们了解历史的真相时，我们也在不断地探索我



们自己的发展之路。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们应该不断地吸取
历史的经验，以此来指导我们的未来，更加坚定历史发展进
步不可逆转的信念。

读史记心得体会标题篇三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最具影响力的一部通史。其编撰者
司马迁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产，被誉为“史家之宝”、
“文学之祖”。然而，史记首次面世已经两千余年，其内容
体裁和观点显得有些陈旧，与现代史学的发展不尽相符。如
何让史记这个古老的文献在新时期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社
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推出先进史记一书时，通过创新的角
度和手法，为史记赋予了新的生命力，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古
代文化和历史。以下是我读完先进史记后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先进史记的重要性

史记作为一部全面介绍中国历史的史书，它被历代帝王、士
大夫所推崇和使用，是中国史学史的典范之作。但是，两千
年来，时代背景、社会思想和历史文献的变迁使得史记的史
料和体裁逐渐过时，阅读者对其价值的认识逐渐淡薄。先进
史记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它通过创新的视野、历史新材料
和现代技术手段来重新审视史记，发掘其中的精华，分析其
局限和缺点，将史记这部古老的文献带入到现代的历史研究
中来，明确其永久的价值。

第二段：先进史记的创新之处

先进史记通过许多创新点，如在结构和内容上更加科学化和
深入；在评价古人时更加重视公正性和多视角性；更加注重
对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描写等等，使得史记的史料不再单
一、死板和陈旧，更加具有活力和时代感。创新的内容体现
在对历史文献的深度挖掘，对史书中模糊和矛盾的史料进行
对比分析、解读和整合，以及用现代科技手段使得古书得以



重见天日。

第三段：先进史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提升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
《先进史记》正是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和揭示，使得
它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和传承。在《先进史记》中，作者
通过对史书中文化的解读和解释，呈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
刻内涵和独特风韵，如通过“天人合一”来解释万物生长，
通过“仁义礼智信”来指导人们的行为，以及对书法、绘画、
音乐等传统艺术形式的深入剖析，使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有
了更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

第四段：先进史记对历史研究的启示

先进史记的一大作用就是为现代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和启示，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发展和创新。史记的巨大价值在
于其重要史料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启迪和历史观念的影响，同
时也为向后延伸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它及其编撰过程
中所反映的历史事件、文化传统、历史人物等都是我们认识
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重要来源。在《先进史记》这本书中，
作者运用了现代化的理论和历史研究方法，使得史记这部文
献得以在现代历史研究中扮演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

第五段：先进史记的启示与对策

读完先进史记后，我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文献
的珍贵和重要性，同时也注意到现代历史研究所面临的问题
和困境。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对传统文化和历史文献进行继承
和发扬，同时借鉴其他国家的历史研究方法和理论，创新和
完善自己的历史研究，以使其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同
时也需要注重历史文献的保护和修订，以防止其被遗失或滥
用，否则将会影响我们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认识。



总结：通过阅读《先进史记》，我认识到传统文化对中华民
族的重要性并加深了对中国古代文献的理解，同时，对历史
研究的重要性和研究方法的创新都是对现代社会发展的促进。
总之，我们应该通过不断学习和创新，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
文化和历史精华，以推动中国文化繁荣发展。

读史记心得体会标题篇四

“101本、223本、579……..”我已经看了几百本书了。在这
一些书里，给我印象最刻深的书还是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
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

在《史记》的二百五十八个故事里，我最喜欢的是《项羽本
纪》。西楚霸王项羽小的时候，学什么都坚持不下来，但天
生勇猛，又有远大的抱负，连秦始皇都看不起，还口出狂言
要取代他。事实证明他是天生的英才，项羽带着江东的8000
子弟兵南征北战，所向披靡，大败秦军。在安阳夺帅，还有
赫赫有名的破釜沉舟的大战，都很好地证明了项羽的神勇。
可惜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后，项羽不听亚父范增的话，在鸿
门宴放走了刘邦，为今后的失败做下了铺垫。后来，项羽分
封十八个诸侯国，自立为西楚霸王。好景不长，击杀义帝之
后，诸侯王纷纷自立，刘邦崛起。导致了后来项羽霸王四面
楚歌，到乌江自刎，令人惋惜。

项羽或许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领袖，但他是一个勇猛，重情
重义的武将。这是最让我热血沸腾的原因，在尔虞我诈的封
建时代，能出这样重情义的英雄，是难能可贵的。就是因为
他的重情重义，才能使江东8000子弟兵为他出生入死，还收
获了虞姬的芳心。四面楚歌中，项羽慷慨悲歌，虞姬伴着项
王的悲戚歌声拿起宝剑起舞，最后挥剑自刎。这种场面令我
动容，他明明可以渡过乌江，那里有千里土地，百姓几十万，
可以称王，但他不要，因为他带了8000子弟兵出来，没有一
个活着回去，他觉得心理惭愧，无脸回去。一代霸王，就这
样在乌江自刎了，在他的心里，不做霸王可以，对不起自己



的兄弟，对不起江东父老，不可以。为了自己的信念，自己
的执着，可以连命都不要，这悲壮的场面，令人震撼，成为
绝唱。

看完了《史记》这一本书，我的感触很多。其实每读完一本
书，我都有不同的感触。书就像在知识海洋里的一叶小舟，
我坐在小舟里，欣赏着知识海洋里的各种风景，令我成长。

读史记心得体会标题篇五

《孔子世家》《孔子世家》是的《史记》中篇幅较长的一卷，
讲述了孔子多舛、漂泊不得志的一生，通过对其语言的.大量
描写突出了其“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高尚品德。但孔子
为人又不迂腐，有时他也不会遵守自己订下的约定，因为他
认为“要盟也，神不听”，这和后世那些迂腐的儒生大不相
同。

同时，孔子是有大才的：“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
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
以归。”，季桓子叹道：“昔此国几兴矣，以吾获罪于孔子，
故不兴也”。可就是这样一位圣贤，却始终未一展奇才，周
游列国终生不得志。

鲁国大乱后，孔子来到齐国，齐景公问孔子如何为政，孔
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政在节财”的回答让景
公很满意，，“将欲以尼溪田封孔子”。这时进言说“夫儒
者滑稽而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
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
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
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
民也”。此后齐景公虽然不再询问“礼”，但还是愿意留住
孔子。这时齐国大夫企图谋害孔子，孔子听说此事。齐景公
说：“我老了，不能用你了。”孔子就上路齐国，回到鲁国。



之后，鲁定公任命孔子为中都宰，经过一年的，四处都来效
法他。孔子由中都宰升任司空，又由司空升任大司寇。鲁定
公十四年，孔子五十六岁，由大司寇代理国相事务，把鲁国
治理得很好。齐国人闻悉鲁国的情况后感到恐惧，大夫黎鉏
提议：“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挑
选齐国国中漂亮的女子八十人，全都穿上华丽服装而跳起
《康乐》舞蹈，连同有花纹的马一百二十匹，馈赠给鲁国国
君。季桓子沉迷女乐，孔子看不下去，就出走到了卫国。

在卫国时，有人向卫灵公说孔子的坏话。卫灵公派大夫公孙
余假频繁出入孔子住所。孔子害怕得罪卫灵公，居住了十个
月，离开卫国。

孔子游历了几个国家后又回到卫国，可此时卫灵公年老，懒
于理政，没有任用孔子。孔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如果
有人起用我的话，只需一年的时间罢了，三年的话就会大见
成效。”孔子上路离去。没过多久，孔子又回到了卫都，有
一天，卫灵公询问用兵的阵法。孔子说：“摆弄礼器的事倒
曾听说过，军队作战的事没有学过啊。”第二天，卫灵公与
孔子交谈，看到天上飞翔的雁，仰头注视，神色心思不在孔
子身上。孔子于是上路又离开了卫国，前往陈国。

鲁国季桓子病重，告诫儿子季康子为相后一定要召请孔子。
季桓子死后，季康子打算召请孔子。可公之鱼说：“昔吾先
君用之不终，终为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终，是再为诸侯
笑。”于是只召请了孔子的弟子冉求。孔子在蔡国受到楚国
的征召，可准备前往时却受到陈国和蔡国的阻挠，于是孔子
派子贡到达楚国。楚昭王兴师动众迎接孔子，孔子然后得以
脱身。楚昭王准备把有户籍的民社方圆七百里之地封给孔子。

楚国令尹子西却说：“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
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
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
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楚昭王



于是作罢。

最后，孔子离开鲁国总共十四年而返回到鲁国。鲁哀公询问
为政之道，孔子回答说：“为政之道在于选择大臣。”季康
子询问为政之道，孔子说：“荐举正直的人安置在邪曲小人
的上面，邪曲的人就会变得正直了。”季康子忧愁盗贼为患，
孔子说：“如果你自己不贪，即使悬赏盗贼，他们也不敢偷
窃。”然而鲁国最终没能任用孔子，孔子也不再谋求官职。

孔子的时代，周王室衰微而礼乐废弃，《诗》《书》残缺。
孔子追寻探索夏、商、周三代的礼制，整理《书传》，上记
唐尧、虞舜之际，下至秦缪公之时，依次编排其间史事。孔
子说：“夏代的礼制我能说出来，但夏人后裔杞国的文献不
足为证了。殷代的礼制我能说出来，但殷人后裔宋国的文献
不足为证了。如果文献足够的话，我就能加以验证了。”孔
子考察周代对殷礼、殷代对夏礼所作的变动后，说：“往后
即使推到一百代，它的礼制也可以知道，因为总是一代崇尚
文采而一代崇尚质实。周礼借鉴了夏、殷两代，郁郁乎文采
斐然啊。我依从周代的礼制。”所以《书传》、《礼记》出
自孔门。

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审定各类乐曲的音调声律，使雅
乐、颂乐分别恢复了原貌。古代留传下来的《诗》有三干多
篇，等到孔子整理的时候，删去其中重复的，选取可以在礼
节仪式中使用的，往上采集歌颂商人始祖契、周人始祖后稷
的诗篇，中间搜罗叙述殷朝、周朝盛世的诗篇，往下包括记
录周幽王、周厉礼乐残缺情景的诗篇。、音乐从此又可得到
而称述记录，以此具备了王道的礼乐，编成了《礼》、
《乐》、《书》、《诗》、《易》、《春秋》六经。

孔子利用鲁国史官的记载撰作《春秋》，上溯至鲁隐公，下
讫于鲁哀公十四年，包括十二位君主。以鲁国为中心，以周
王室为亲承的前朝，以殷代为隔朝的散旧，将道统贯穿于三
代。简约精炼其中的文辞而意旨博大恢弘。孔子毫无疑问是



一位超越时代的圣贤，他高尚的品质、渊博的知识和睿智的
思想至今仍散发着光辉与魅力。

在当时那个时代孔子却困顿不堪，无法按照自己想法建设一
个理想中的人间天堂，这和当时的社会背景(蒸发不断，各个
国家注重军备，无暇顾及礼教是分不开的，所以，阻止孔子
被重用的那些大臣提出的意见也不全是谗言，有的还是比较
中肯的(比如晏婴的意见)。另外，孔子的失败和其自身也是
分不开的。

读史记心得体会标题篇六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一部具有重要地位的文献，被誉为中
国古代史学之典范。为了更好地了解和探究《史记》中蕴含
的历史价值和思想内涵，我们参加了一场《史记》讲座，本
文将分享我在讲座中获得的体会和感悟。

第二段：重点部分

首先，我们了解到《史记》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书中的第一部
纪传体通史，其划分方法首创于中国文献史。在《史记》中，
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事实的记录，还可以了解到作者司马
迁丰富的历史观点、思想和道德观。例如他在批判暴君秦始
皇时说：“臣斥言之，天下合愿离秦，非臣之力也。”从中
可以看出他对暴政的憎恶和对天下人民的思念。此外，《史
记》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之一，每篇传记都有鲜明的人
物形象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第三段：案例分析

在讲座中，讲师还以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为例，为我们
介绍了《史记》的创作背景和思想内涵。司马迁在自序中提
到：“愿从事开发先王之迹，成一家言之盛，可传于后世，
以便观照迷离，有以为戒。”从中可见，司马迁的创作动机



是为了实现历史知识的保存和传承，同时也希望通过《史记》
对后人的启示，以帮助他们认识历史错误、避免再犯。

第四段：体会分享

通过参加《史记》讲座，我深刻地认识到，一部历史文献书
籍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事件记录，还需要深刻的思想、道德和
艺术内涵，在创作时必须兼顾这些方面的要素。而《史记》
是中国古代史学和文学的经典之作，它不仅源远流长，还对
历史研究、文化传承、艺术创作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尤
其在今天，我们更应该认真学习和探究《史记》中所反映的
历史价值和思想内涵，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

第五段：总结

总之，通过参加《史记》讲座，我对中国古代史学和文学有
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史记》中所包含的历史价值和思想
内涵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认识和学习《史记》是我们彻底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我们学习历史和文
学的重要资料之一。未来，我会继续学习和探究《史记》中
的历史、思想和文学价值，并将这些知识和体会应用于自己
的学习和人生中，为今后的发展打好坚实的文化基础。

读史记心得体会标题篇七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_，一看到这句话，大家肯定会想到
两个字——《史记》。没错，今年暑假，我就品读了这部辉
煌的历史巨著。

《史记》这部书记叙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发生的史事，是我国
的第一部记传体史书。它逐一记述了夏、商、周、秦的兴盛
和衰败的原因，堪称一本百科全书式的鸿篇巨制。

《史记》的作者是西汉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在父亲



的熏陶下，他20岁就开始游历全国，收集素材。在他47岁时，
他因为替一位将军辩护，得罪了汉武帝，入狱受了腐刑。出
狱后，司马迁忍辱负重，花了20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史
记》，完成了他父亲的遗愿，也终于名垂于青史。

在我心中，”英雄“这个字眼不谁都能配得上的，而在这本
书中，我就找到了很多名副其实的大英雄，项羽就是其中之
一。他在鸿门宴时放走了自己最有力的竞争对手——刘邦，
在告别了虞姬之后，他突围失败，被困在了东城，也损失
了700余人，到了乌江，一位亭长让他渡船前去江东称个王，
但是项羽婉言拒绝，并把他的乌骓马赠于亭长，然后，他让
仅剩的二十多人拿着短刀，跟汉军打肉搏战，在杀了几百名
汉军之后，拔剑在乌江自刎。

读史记心得体会标题篇八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一部极为重要的史书，它记录了从上古时
期至汉代的历史事实，成为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依
据。最近，我参加了一场关于史记的讲座，深受启发。在此，
我想分享一下我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对史记的认识

在讲座中，我们深入了解了史记的内容和特点。从史记的记
述方式来看，它强调了历史真实性、权威性和公正性，体现
出了作者司马迁的精神风貌。此外，史记对于一些历史事件
的描述和分析非常深入，让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古代历史。
我相信，通过深入阅读史记，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历史，
并从中寻找对今天的启示和借鉴。

第三段：史记的价值和意义

史记是以史为鉴的重要史书之一，它不仅仅记录了古人的历
史，也成为了今人的精神财富，传承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史记的价值和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提供了历史记录，更在于它
表现出来的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思想和道德，以及它对
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深刻分析和审视。史记是中国古
代历史文化博大精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今人的启示和
指导意义无可替代。

第四段：史记的启示和借鉴

古代历史是我们信仰和文化基础的重要源泉。通过学习史记，
可以了解和学习中国古代的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观念和道德
标准。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历史给予我们很多启示和借鉴，
例如要具有历史眼光，既要关注当下，也要关注未来；要以
史为鉴，创新发展，不能止步不前；要坚定信仰，坚守道德，
不能沦为功利主义，守住良知底线；要自强不息，不断追求
知识和文化，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可以说，史记是以
史为鉴的重要史书之一，它能够引导我们从历史中发现未来，
让我们更好地面对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第五段：总结

史记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遗产和基石，通过学习史记，我
们能够开启智慧之门，增长见识、增强自信心，提高全局和
渗透性思维能力，为自己的发展和中国的繁荣做出贡献。因
此，学习史记是非常必要的，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
历史，更可以提供社会生活中的智慧启示和借鉴，引领我们
更好地前行。

读史记心得体会标题篇九

当时间的流水冲过了千年的堤岸，我们回望古人凭借的只有
那些留在书籍上的古老文字。透过饱蘸墨香的方块字，我们
看见了一个铮铮铁骨的汉子忘却了自身的荣辱得失在奋笔疾
书，笔下流淌出了一篇篇精美的文章。这篇课文讲了司马迁
受父亲司马谈的临前嘱托，要完成这部史书。司马迁很认真



的去写。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横祸降落到他身上。司马迁
为了一位将军辩护，却得罪了汉武帝。入狱后，受了酷刑。
但是，这些伤痛并没有阻止司马迁写史记的进展。经过了13
年的奋斗，终于完成了一部52万余字的辉煌巨著史记。忍辱
负重的他终于出色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也终于实现了自
我生命的最高价值。

司马迁的故事告诉我们：不管遇到多大的耻辱与困难，只要
坚强不懈任何事都会成功。如果坚持不住烈日的晒打，骆驼
怎能在沙漠中行走。如果不经起滂沱大雨，怎能出现美丽的
彩虹。如果不经过逆境的折磨，人怎能懂得坚强。总之一句
话：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

司马迁以坚强的意志和奋斗精神，对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就如司马迁所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而
谈迁，就是重于泰山的人。

在明末清初，浙江有一位史学家谈迁。他从小立志要写一部
史书。他用了20多年的时间，6次修改，完成了一部52万多字
的明朝编年史《国榷》。但是，就在书稿即将复印的前一天
晚上，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天夜里，小偷溜进了
他家，只见家徒四壁，以为锁在竹箱里的是珍贵的财物，遍
整个箱子偷走了。20多年的`心血转眼间化为乌有，这么大的
一击，深深地打在谈迁的身上。他茶饭不思，决定重新撰写
这部史书。他为了让书的内容更加完备、翔实，就到了许多
地方寻访，广泛收集前朝的逸闻。他穿着一袭破衫，四处奔
波。又经过了多年的奋斗一部新的国榷诞生了。新写的国榷
比原先的那部更加精彩。谈迁，也因此名垂青史。

是啊！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就会有更大更突出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