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荆轲读后感(通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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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
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荆轲读后感篇一

《史记》，在我心中是一个伟大的存在。《史记》是西汉伟
大的史学著作，其中千百年的历史都凝聚在这一本《史记》
中，而作者司马迁也是伟大之人。他早年有大志漫游华夏大
地，心血都注于《史记》。

《史记》中千百个人物，千百种心性都被刻画得淋漓尽致。
而其中最令我敬佩的是刺客精神，这是一种刚烈而无畏的精
神。《史记》中的《荆轲列传》围绕荆轲等刺客千方百计刺
杀秦王展开，荆轲则作为主要人描写。他在燕国危难时毅然
站出身为燕国赴汤蹈火，他在秦舞阳“色变振恐”时勇敢解
围，他在初次刺杀未遂后拼命出击，基至临死前也未曾变心。
他的勇猛，果断和计谋都令人为之吃惊和赞叹。

而他只是一个例子，是千万刺客其中之一，他取与他人辩论，
抒发自己的见解，这份最初的胆量就令人敬佩)；田光忠心于
燕，把情报告诉荆轲后自刎，一片赤诚之心报国；樊於期逃
回燕国后自刎，心性刚烈。《荆轲列传》，《史记》，历史
上从造没缺过这样报着必死之心的人。他们不怕死，因为他
们心中有信念。所谓“土为知者死”，就是一种以命报答知
遇之恩的精神。他们也许碌碌无为，但是因为有心中的信念
书为之努力，这种“刺客精神”才在历史中，在一个个人，
一-代代人当中展现，这是一个民族的精神。

刺客是什么?一个有勇有谋，孤注一掷的人，刚强的性子，必



死的决心。无论何时何地，社会上永远有人为自己的信念奋
斗，不惜付出一切代价，表成信念的那一刹那，就是你一生
的追求所在。你不必成为报仇“刺杀”的那个人，但是你要
刺破心中的束缚，拼尽全力为信念奋斗，成为自己的刺客。

“天雨粟，马生角”

荆轲读后感篇二

荆轲，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在未读此书时，我对荆轲的认识
是很肤浅的。曾一度认为荆轲只是单纯的为了救困受战争迫
害的百姓，为了报答燕太子丹对他的信任，为了不辜负以死
举荐他的田光，而铤而走险刺杀秦王。其结果也是令后人感
到惋惜。幸之荆轲以刺秦英雄而名垂青史！

但在我心里，却一直有一个疑窦未曾解开：荆轲是真的刺杀
不了秦王吗？还是他故意失手？

起初，在看到《我们的'荆轲》这本书时，我仅仅以为这只是
单纯地来怀念、讴歌荆轲，我以为莫言会把这些有想法、想
成名的侠士写成一个个有着超高思想境界和本领的人。但当
我读完此书时，却生出一种茫然若失的感觉，我没有想到，
荆轲在莫言老师笔下会被塑造得如此平庸，尤其是荆轲在未
被田光举荐前，整天荒度光阴，以酒色取乐。

带着这种疑窦，我再一次深入走进书中。“断袖”一幕，是
全剧的一个亮点及高潮。荆轲对燕姬历数刺秦的理由，
从“为天下百姓”、“为燕太子丹”到为了侠士的荣耀，每
一个人都看似慷慨激昂却均被燕姬一一辩驳。荆轲终于明白，
自己只能做一个“失败的英雄”。失败变成了使命，刺秦变
成了“断袖”。一千多年对他行为的叙述评论赞美都已空洞
无力。在易水送别，他在等一个高人，一个可以救赎他的高
人。他犹如一个旁观者，冷眼看着那个叫做荆轲的侠士，带
着他的随从去完成那毫无意义却又必须做的使命。他与高渐



离的对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兮一去不复还”也有了一
种高深的独特韵味。

此时，我心中的疑窦已被解开，这是我未曾想到的。荆轲终
归是高人，他是真的刺杀不了秦王吗？在与燕姬的对话中便
可了解一切。古话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在七国混战时，百姓流离失所，深受战争之害。这个时候秦
王站了出来，荆轲知道，秦王有能力实现统一。若刺杀了他，
即将统一的国家又将四分五裂。即便刺秦成功，谁又能保证
秦王之后不会再次出现另一个个秦王、李王.......。国家统
一乃是历史潮流，先进的生产力发展势必快速推动民族融合，
推动迈入封建文明。这是无法阻挡的，于是他上演了一幕残
缺且完美的，令后人皆为叹服的大戏。

每一个人既是英雄，也是懦夫；既是君子，也是小人，当我
们不再期盼伟人来改变现世，也不再把某人钉在历史十字架
上的时候，才是普世觉醒的时代，有些人被记住的是善，于
是他就成立所谓的伟人，有些被记住的是恶，于是他就成了
罪人。我们拿着危险的常识来判定现实，至少从现在看，我
们还是这个样子，离觉醒还有很远很远，就像莫言在文中表
达的那样：我们都是荆轲，我就是荆轲。

荆轲读后感篇三

人的一生是各不相同的，有的人平平淡淡，不被后人所记住，
有些人则轰轰烈烈，荆轲和他的朋友们就因为刺秦王而名留
青史。

有人认为他死的太悲惨了，可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他的死
是值得的，秦始皇一生又亲手杀过几个人呢？同他的死中含
有了他一生的义，田光先生的义，樊於期和鞠武的义，所以
他的死是值得的'。

田光先生是一个隐者，看透了整个朝廷，看穿了太子丹，明



白了他的疑心和阴险，但听了太子丹的请求和对事情的谋划，
他仍然是举荐了荆轲，没有当面回绝。但当太子丹让他不要
泄露消息时，他笑了一下。是嘲笑，他也许觉得这个太子太
多疑了，是苦笑，他想，我田光的人品有那么差吗？我不如
以死来证明我的人格，来告诉他：我不是那无耻、卖国的人。
回到家，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他以死来证明了他的义。

荆轲是故事的主人公，义的表现更为突出。田光是他的伯乐，
在田光推举他为国出力时，义不容辞就去见了太子丹，这是
他对于朋友的义，也是对国家的义。虽然太子丹对他不信任，
一直催促他，让他去刺杀秦王，他在出发后明知去就等于送
死，但仍然和副手秦舞阳划船去了秦国，留下了千古名句：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悲壮地体现出他不是
一个背信弃义的人，而是一个使命必达的人，体现出了他的
义。

他带着樊於期将军的首级和燕国地图前往秦国。透过地图，
可以看到那把剧毒的匕首，正散发出阵阵寒光，照满了布满
荆棘的道路，让他继续走下去，但他或许已经知道，他可能
会让太子丹失望的。

最后，他和秦王在大殿上你追我赶，但终究中了秦王那惊慌
的八剑，苦笑了一下，仿佛想起了自己对田光，对樊於期的
承诺，然而事到如今，又只能带着遗憾去见他们了。他又仿
佛候想起了易水之别燕国官员白衣白帽送行时的场景，仿佛
想起了太子丹对自己的告诫：“活捉秦始皇！”但事到如今，
哎，想活捉秦王是不行了。

说起义，让我想起了不少历史人物。南宋的文天祥，在宋朝
已经灭亡的时候，在威逼利诱面前，他没有投降而是宁死不
屈，留下了豪言壮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明朝的于谦，在明英宗被俘，全国上下手足无措的时候，他
站了出来，说：“既然英宗被俘，不如另立一个皇帝。”正



是因为这样，明朝才得以延续了十五年，虽然被凌迟处死，
但仍留下了“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千古
佳话。

他们都拥有着一个“义”，是我们所不断追寻的“义”。

荆轲读后感篇四

《荆轲传》主要讲述了荆轲最初只是一个普通的剑客，他在
卫国时因为只喜爱读书和击剑，不愿和别人发生冲突，所以
没有人理解和赏识他；荆轲到燕国后遇见了田光，得到田光
的赏识和厚待，才成就了他一生中上天注定的那个身份——
成为一名刺客。他在田光的推荐下认识太子丹，被太子派去
刺杀秦王，但最终失败，被秦王和侍从夏无且合力杀死。

田光看出荆轲内在的天赋之后，认为他可以承担重大的使命，
为了能够成就荆轲成为一名刺客，田光不惜自刎而死，希望
可以激发荆轲内心的血性；同样樊於期亦是如此，他将所有
的希望寄托在了荆轲的身上，为了使刺杀秦王有一个令人信
服的理由，他甚至主动献出了自己的首级作为信物。可见在
田光和樊於期的心里，生命的可贵不能和刺秦的重要相提并
论，为了这个崇高目标，他们可以把生命托付给值得的人。

而荆轲尽管最后行刺的意图为秦王所识破，但是他始终没有
放弃，依旧尽全力完成他作为一个刺客的使命。他为人最讲
究一个“义”字，至死也没有投降。在被夏无且重创后，他
已经明知自己失败，走到了生命尽头，竟然还“倚柱而笑”，
这是一种视死如归的豁达，想必这个笑容也应该是他对自己
这一生的交代吧。

荆轲的一生，虽没有成就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还为自己唯一
的任务献出了生命；尽管他辜负了田光和樊於期的期望，没
能成功杀死秦王嬴政；但作为一个刺客，他是尽职尽责的。
而最令人感叹和钦佩的，是他早就明知无论刺秦成功还是失



败，都逃不过死亡的结局，但他依然无惧无畏，慷慨赴死。
这种勇气不是一般人能拥有的。

秦王的剑下，也许是荆轲生命的归宿，可他的精神，却没有
尽头，将被传承下去，发扬下去。而这，一个刺客的'侠义精
神，也正是中华民族千年以来始终在传承着的——“侠之大
者，为国为民”。为了一个心中的“义”字，人们不惜抛头
颅洒热血，不惜付出生命，远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
去兮不复还”的荆轲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的文天祥，近到为了建立新中国而牺牲的革命先烈，他
们都心怀大义，都具有崇高忘我的精神，这样的伟大精神，
着实值得我们学习，成为我们心中共同的榜样。

荆轲读后感篇五

最近我读了《荆轲刺秦王》，它主要讲述的是荆轲刺杀秦王
的因由及全过程始末，读完之后我深有感触，荆轲刺杀秦王
的情景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回放，挥之不去。

公元前227年荆轲抵达秦国国都咸阳，并经过秦王的宠臣蒙嘉
的引见，以谦卑的言辞求见秦王，秦王大喜，特地穿上君臣
朝会时穿的礼服迎见荆轲，荆轲手捧地图敬献给秦王，在地
图完全打开，图穷匕现之际，荆轲趁势抓住秦王的袍袖并举
起匕首刺向他的胸膛。可是还未等到荆轲近身，秦王已经惊
恐的挣断了袍袖，荆轲随即追逐秦王，两个人绕着柱子奔跑，
结果之后秦王拔剑砍下了荆轲的左腿，荆轲无法再追下去，
便将手中的匕首掷向秦王，结果却击中了铜柱。“惜哉剑术
疏，奇功遂不成。”荆轲失败了，功亏一篑，可悲，可叹啊！

功亏一篑终究意味着失败，荆轲和燕国都为这次失败付出了
沉重的代价：身死国灭！纵观全文，我看到的是一份精心策
划近乎完美的谋略与荆轲他志向意图明朗的侠义之举啊！究
竟导致他功亏一篑的原因是什么呢？荆轲本有识人之明，认
为秦武阳不是实施计划的适当人选，而因为太子丹的干预，



最终放弃了自我正确的选择——这也便是荆轲的谋略上的缺
点！由此看来，荆轲如果采取正确的决断，坚持正确的选择，
那么秦王会必死无疑了吧！然而，历史是不能容许我来予以
假设的，真实的历史残酷地说明了荆轲还是犯有严重的错误。

可是我们不能所以就将荆轲否认，在他身上，我们还是能够
看见许多十分崇高的精神。首先，他十分忠诚，忠于国家，
忠于自我的主人太子丹。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
都仅有一次，可是他却能在一个国家陷入危难之际，以壮士
的身份挺身而出，丝毫不为自我的性命着想，为了国家他可
谓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而太子丹对他稍微失去
了点耐心他就十分过意不去，甚至改变了他等朋友的.计划。
这在客观上也减少了他成功的可能性。荆轲如此忠诚，也完
全称得上是“士为知己者死”了吧。

第二便是他的侠肝义胆，他虽然谋略不行，可是十分有胆识：
荆轲明明早在易水河畔慷慨悲歌时就早已明白自我的下场，他
“心知去不归，徒有世后名”可是他依然义无反顾，为了自
我的国家慷慨赴死，这样的侠肝义胆难道不是可歌可泣的吗？
壮士荆轲有一种像革命先烈一样的要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
的精神，虽然他的做法并不可取，不值得我们学习。可是他
的精神应当为我们所称道！我们应当做一个像荆轲一样能为
祖国付出一切的爱国者！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易水畔的这首悲
壮的歌至今传唱不衰，荆轲作为一名勇士而被世人颂扬。荆
轲刺秦未遂的历史事件，千百年来都为文人们深感遗憾，无
数的诗词文赋，都是以暴君来形容秦王，而肯定荆轲的英雄
行为和侠义精神。然而从战国历史中政治成败的角度去审视
这个历史事件时，我们能够发现更多的值得思考的东
西。“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前人误入失败的陷阱，
可作为我们今日行事的前车之鉴；而前人获得的成功经验，
可作为我们继续前进的路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