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东周列国读后感(精选9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
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东周列国读后感篇一

我看这本书，很赞赏它把零碎的史料连缀成篇，对我这种觉
得史书太多太碎看不清头绪的人很有好处。此外还可以顺便
看看不同时期古人思维方式的变化，也挺有意思。例如楚子
元有意于先王夫人息妫，击郑而还，先遣报息妫。息妫谢曰：
“令尹若能歼敌成功，宜宣示国人，告诸太庙，以慰先王之
灵。未亡人何与焉？”子元大惭。蔡元放想得够歪的，批曰：
“说的更是明白，犹言你必须战与我看，果有力量，方才用
得你着也。此即《肉蒲团》中艳芳之意，可惜子元不懂。”
看到这里，不禁捧腹大笑。然而有时看到古人的特异之事，
虽知其不可行于后世，仍感慨系之。

“羽翼信史而不违”，是古代文学评论家所认同的历史演义
小说的最高境界。中国历史小说中，真正能达到这一境界的，
也许只有《东周列国志》了。

这部煌煌一百零八回的小说巨著，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冯梦
龙继“三言”之后的又一个小说佳作。

小说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据史实录，“事取其详，文撮其
略”；“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面对此起彼伏繁
杂错综的事件，你来我往既多且乱的人物，冯梦龙充分展现
了其杰出的组织素材的能力和深厚的叙述描摹的功力，使得
小说信守史实，脉络清晰，堪称一部真正的历史教科书。



清雍正年间，南京城里的教书先生蔡元放，对冯梦龙所作进
行了润色评点，改名作《东周列国志》，成为清代列国小说
中影响最大的通行本。

东周列国读后感篇二

这个学期，我读了《东周列国志》这本书，书是从周幽王烽
火戏诸侯导致西周灭亡，东周建立，进入春秋时代开始叙述
的，直至秦始皇统一六国，东周（周朝）灭亡为止，一共五
百多年的历史。在这部人物繁多、事情复杂的史书中，我最
喜欢的人物是被诸葛亮所说的“每自比管仲、乐毅”这句话
中的管仲先生。管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

周穆王的后代，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
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
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
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
的第一霸主，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

每当想到管仲，我还会想到著名的书籍《管子》里面收录了
许多的治国方略与发财之道，令人望而生叹啊！只可惜，管
仲先生在公元前645年（齐桓公43年）去世，后来，齐桓公被
奸人易牙、竖刁、卫开方三人在宫中活活饿死，最后，齐国
虽然想再创辉煌，可已是无力回天，在公元前221年被秦国所
吞灭，国家就此画上了句号。

东周列国读后感篇三

今年暑假，我把一本好书收入囊中，这本书姓甚名谁——它
就是明代冯梦龙编著的《东周列国志》。记载了从周宣王三
十九年至秦始皇二十六年，约六百余年发生的大事，这真是
历史长河呀!

这本书一共有一百零八回，每一回都讲述了不同国家发生变



动的经过和结果，让历史故事三百六十度展示在读者眼前，
更好的还有后人是怎么评论的.。内容可以分成春秋时代和战
国时代，主题明确，翔实可信，令人情不自禁看完一回还想
往后看。春秋名家有晏婴、孙武等，战国时代有张仪、廉颇、
白起等著名军事、政治家。晏婴能够处变不惊，遇到事情能
够冷静处理。当时晏婴出使楚国，因为楚国在当时是大国，
楚王和大臣都想羞辱他，由于他身高不足五尺，楚官员让他
从狗洞进入楚国，他却说：“进狗国者，从狗门入，进人国
者，从人门者，从人国入。”楚王和大臣在宴席上想羞辱他，
都被晏婴的智慧化解了。伍子胥为了报父仇，在打败楚国后，
没能约束吴兵，使吴军杀人放火，胡作非为。他把楚平王从
坟墓里拉出来，鞭尸三百下，不听孙武的劝言军法杀伯噽，
最后惨遭吴王夫差赐死。

暑假里，我和表兄弟在家中玩卡牌游戏，有一名忠臣，有一
个奸细和一位主公。我的卡牌是奸细，表弟是忠臣，表兄是
主公，我欲擒故纵，每次用技能把主公打没血，我就帮他回
血。但被“忠臣”看穿了，他就悄悄地对“主公”说：“他
是奸细。”但表兄是个“大顽主公”便怀疑表弟是奸细。，
就把他打死了。我趁虚而入，瞬间帮小表弟报仇了。表兄玩
过很后悔：“我再玩的时候，就要背负“昏君”这个骂名了。
”

读完这本书，第一感受就是忠言逆耳，不听劝言，只会自取
灭亡，果然验证了。做人还要懂得能屈能伸，随机应变，这
该向晏婴学习。唐太宗还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
替。”说得就是看书的益处。

东周列国读后感篇四

明朝中晚期，随着《三国演义》的成功，下层文人和书商掀
起了创作刊布历史演义小说的热潮。这些作品“大抵效《三
国演义》而不如”，大都很快被淘汰，流传开来的只有《新
列国志》(后改名为《东周列国志》)等少数几种。



嘉靖，隆庆年间，福建建阳人余邵鱼继承了话本，戏曲的成
果，杂采史书，编成长篇历史演义小说《春秋列国志传》。
书从商纣王无道叙至秦始皇统一。该书事要文简，粗糙乏味。
清朝以后被冷落。

天启，崇祯年间，冯梦龙也对春秋战国的历史题材产生了兴
趣，在余邵鱼的《春秋列国志传》的基础上，参照多种经传，
编成一百零八卷七十余万字的《新列国志》。较之余邵鱼原
作，《新列国志》有如下特点：

一，整体结构枝干分明，名实相符。《春秋列国志传》的引
子从商纣王即位起，至周平王东迁才进入正题，枝粗干细。
《新列国志》只用了三回的篇幅，演述宣幽二王年间的要史，
然后就转入正题，显然详略得当。

二，重子史，轻传说。《春秋列国志传》中有一些生动的民
间传说，如“十八国临潼斗宝”。冯梦龙斥之为鄙俚不经，
一概排斥。

三，在史实的基础上敷演润色。《春秋列国志传》不足三十
万字，《新列国志》增至七十余万字，这主要是细节铺叙的
结果。

四，增添注文。解释古今地名与名物制度等。

乾隆年间，江宁人蔡元放为《新列国志》加上了十数万言的
批语，并订正了个别讹误。书卷首的《读法》基本反映了他
的观点。

一，《东周列国志》“全要作正史看，莫作小说一例看待”。

二，“《列国志》一书，大率是靠《左传》作底本，而以
《国语》，《战国策》，《吴越春秋》等书足之，又将司马氏
《史记》杂采补入。故其文字笔气不甚一样-----其事之详略，



都是不得不然。”所以他批评此书“只是评其事理之是非”。

三，《东周列国志》中包含很多实学，如用兵之法，出使应
对之法等。

四，奉圣人之是非为是非。“大约看好人坏人之法，只
从‘义利’二字上着眼，便可得七八。”

流传下来的乾隆以后的《东周列国志》的刻本，无不采用蔡
元放的批语。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也保留了蔡评。

我看这本书，很赞赏它把零碎的史料连缀成篇，对我这种觉
得史书太多太碎看不清头绪的人很有好处。此外还可以顺便
看看不同时期古人思维方式的变化，也挺有意思。例如楚子
元有意于先王夫人息妫，击郑而还，先遣报息妫。息妫谢曰：
“令尹若能歼敌成功，宜宣示国人，告诸太庙，以慰先王之
灵。未亡人何与焉?”子元大惭。蔡元放想得够歪的，批
曰：“说的更是明白，犹言你必须战与我看，果有力量，方
才用得你着也。此即《肉蒲团》中艳芳之意，可惜子元不懂。
”看到这里，不禁捧腹大笑。然而有时看到古人的特异之事，
虽知其不可行于后世，仍感慨系之。

“羽翼信史而不违”，是古代文学评论家所认同的历史演义
小说的最高境界。中国历史小说中，真正能达到这一境界的，
也许只有《东周列国志》了。

这部煌煌一百零八回的小说巨著，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冯梦
龙继“三言”之后的又一个小说佳作。

小说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据史实录，“事取其详，文撮其
略”;“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面对此起彼伏繁杂
错综的事件，你来我往既多且乱的人物，冯梦龙充分展现了
其杰出的组织素材的能力和深厚的叙述描摹的功力，使得小
说信守史实，脉络清晰，堪称一部真正的历史教科书。



清雍正年间，南京城里的教书先生蔡元放，对冯梦龙所作进
行了润色评点，改名作《东周列国志》，成为清代列国小说
中影响最大的通行本。

东周列国读后感篇五

这些鲜明的形象，将枯燥乏味的历史教科书，演变成了波澜
壮阔的历史画卷。书上的故事生动、感人，一读就能感受到
古人特别的精神。如卧薪尝胆告诉我们：君子报仇、十年不
晚。报仇雪耻，要以超人的毅力刻苦自励。而退避三舍更反
映出了古人在战场上不忘当年承诺。

总之，读《东周列国志》，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收获：一是励
志，它激励我们胸怀宽广，目光远大，以天下事为己任；二
是益智。从兼并战争和宫廷纷争中，可以学习了解到古人的
政治谋略，提高警惕，防范奸诈小人和阴谋诡计；三是警示
我们从昏君乱臣中得到启示，了解历史规律，增长知识；四
是提高文化修养，从中可以学到很多成语及故事。我推荐大
家也来读这本书。愿大家在读这本书时能收获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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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列国读后感篇六

中华五千年历史，有着丰富多彩的故事，有尔虞我诈的公，
有智勇双全的蔺相如，还有狡诈猥琐的骊姬，而这些人物都
出现在《东周列国志》里，其中，最令我敬佩的是蔺相如，
他机智勇敢，完璧归赵，大义凛然，让廉颇负荆请罪。

故事中赵惠文王买下了一个"和氏璧",秦昭襄王想占为己有，
派使者跟赵惠文王商量说："秦国愿意用十五座城池来换赵国
的和氏璧。"赵惠文王左右为难，大臣缪贤说："有个门客叫
蔺相如，这人智勇双全，我推荐他来做这事。"赵惠文王就派
蔺相如去出使秦国。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秦国，发现秦国并
没有交换的诚意，蔺相如决定将自己的头和璧一起撞到柱子
上。有秦王担心璧玉破碎，马上改变态度，表现出很有诚意
的样子。蔺相如看到这一情形，答应五天后再来交换。之后，
他装扮成了乞丐，把和氏璧送回到了赵国，廉颇不服蔺相如
的才能，决定羞辱他，但是在得知蔺相如是为了顾及大全才
忍辱负重，廉颇十分羞愧，负荆请罪，流传至今。

蔺相如和廉颇的故事不是很像我们同学之间的关系吗？有时，
我们会为了一点小小的.利益就争，为了一点小小的荣誉就吵，
这样，不但会影响同学之间那珍贵的友情，甚至还可能会得
不偿失，常常出现的结局就是两人都要接受批评，多不合算
啊！我们应该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不能心中只有自己，而
忽视大体局面。在生活和学习中，我们应该要学会彼此关心，
彼此帮助，让我们身边的人因为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

东周列国读后感篇七

半由人事半由天。

绵延过厉缘忠厚，

陵替随波为倒颠。



六国媚秦甘北面，

二周失祀恨东迁。

总观千古兴亡局，

尽在朝中用佞贤。

没错，这就是《东周列国志》的开篇词，讲的是整个东周列
国的整体情况。《东周列国志》是明代著名小说家冯梦龙写
的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小说。主要讲了春秋战国时期发生的
故事，并且在每一章故事后面都有一个人物介绍，生动而又
传神。

这本书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故事是《卧薪尝胆终吞吴》。
在这个故事当中，吴王夫差为了给父亲阖闾报仇，去攻打越
国，并战胜了越国。但夫差不听大臣伍子胥的劝告，没有杀
掉越王勾践，而是把勾践放回了越国。勾践回国后，没有顾
着享受荣华富贵，他时刻激励自己，天天睡在柴草堆里，吃
饭睡觉前都要去尝一尝挂起来的苦胆，以此鞭策自己不忘战
败的耻辱。过了几年，越国慢慢强大了，于是勾践带领训练
好的兵士，大举进攻吴国，打败了夫差，为自己报了仇雪了
恨。这就是卧薪尝胆的故事，被后人广为流传。

看了《卧薪尝胆终吞吴》这个故事之后，想起了蒲松龄的一
副对联：

有志者，事竟成，

破釜沉舟，

百二秦关终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



卧薪尝胆，

三千越甲可吞吴。

东周列国读后感篇八

今年暑假我读了冯梦龙所写的《东周列国志》。

《东周列国志》是除《三国演义》以外，影响力最大的一部
历史演义小说。明朝后期出现了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二十多部!
从远古到明朝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演义它们以一朝一代的兴亡
史实作为线索，采集史料，适当吸收民间传说，铺叙为小说，
对普及历史知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记载列国史事的史书有《左转》、《国语》、《战国策》、
《史记》等二十多部。最早讲述列国故事的当推宋元话本
《七国春秋平话》、《秦并六国平话》等。明嘉靖隆庆年间，
《东周列国志》是明代著名的通俗小说家冯梦龙创作的一部
小说。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既混乱又精彩的时期，
奴隶制社会开始瓦解，新的封建社会制度开始形成。西周灭
亡后，代之而起的东周没有约束力，各地诸侯称霸一方，经
长达数百年的连绵不断的兼并战争，形成许多国家，春秋五
霸、战国七雄先后登上历史舞台，演出各种精彩紧张的历史
故事。舞台上，有倾国倾城的美人，有力能拔鼎的壮士，有
精于兵法的将军，有心怀叵测的奸人，当然还有很多或昏庸
无能，或精明强干的君主。众多的人物一起组成了书中绚丽
的场面。

书中有许多个性不同的人物，最让我敬佩的人是勾践。他在
越国辅佐君主。一次，吴国为了报以前越国侵犯的仇，发兵
伐越，结果大败，后来吴国君主死后。波的儿夫差即位为吴
王。他打败越国后，越国勾践求饶，吴国答应了。于是，勾
践到了吴国养马，而且整天穿着童仆的衣服，天天斩草料喂
马，还亲舔过夫差的大便，夫差见勾践如此忠心于他，就放



松了对他的警惕。其实，他每天都要卧薪尝胆，不忘国耻。
就这样，后，文种训练的越国精兵终于灭了吴国。他那种短
时忍辱，最后报仇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假如我们因为一时
的冲动而导致结果不堪设想时就晚了。

愿大家不因小失大。

东周列国读后感篇九

这本书由明朝的冯梦龙著作，看到第一句就会让人想到一个
人，一杯茶，一方惊木。我在书里看到的是诗词若干，人物
如云。而让我喜欢的不仅是他的诗词，感兴趣的也不仅是他
的故事，我在书里看到了一个个谋略。

看穿越文的人或者会有一种感觉，那就是穿越者在现代是小
白，到了古代就是人才。其实古代人真的就像大家想的那么
笨，那么落后吗？事实告诉我们并不是那样的，我们不过是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已。但是如果说文韬武略，你就算穿到
古代也未必能及人家万一。

古之智者，其思想过了千年依然让我们叹为观止。除了四书
五经，还有《孙子兵法》，还有《四大名著》，里面的智慧
多如繁星，而阴谋诡计也是让人难以想象。刚看了《隋唐英
雄传》这在当下很火的一部电视剧，其中有一幕，李密使计
欲让隋朝灭于歌声之中，结果无数歌女，孩童死于非命。这
让我想到了一将功成万骨枯，也深刻体会到了，权势之争，
甚至战争，最遭殃的一定是百姓。而耽于享乐的杨广竟然还
听着那个亡国之曲，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
花’。当然，李密之计很毒，纵观历史，这样的'毒计似乎很
多，就算被称赞的好计，也是不知伤了多少普通百姓性命。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
亡过手！青史几行姓名，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
说甚龙争虎斗。”寥寥几句，道不尽世事兴衰。看这样的书



犹如醍醐灌顶，借古观今，我们的安稳又是多少人的付出，
在人与人的交往，对事件的处理，我们是否又能做到圆润果
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