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记读后感该(优秀7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
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
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史记读后感该篇一

弘断帛裂，王者的雄风，如长虹利观贯通尘封的心房，豁然，
顿悟。从此，逍遥红尘，寄情山水，如新生一般，再从那青
萍之末，罗袜生尘的翩迁而来。

——题记

“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
骚。”鲁迅先生说过。它是我国历史文化长廊中一颗璀璨的
明珠。其祥实的材料，独到的见解，优秀的文笔，大放光华
于世界之文化之中。它便是——《史记》。

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逝去了多少英雄。站在
历史的长河，仿佛看见了项羽在乌江边，四面楚歌，歌
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雅不逝，雅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然后携刀向颈一挥，抛去了江山社稷和
美人，从容倒下、血流乌江。英雄无悔，项羽的躯体与自己
的江山融为一体。乌江进入了王者的灵魂，变得汹涌波涛，
浪花一朵接又一朵。

—汉北。去汉北之时，屈原望江而叹，歌《离骚》，文采飞
扬，一气呵成，甚是悲亢苍凉，随着呼啸的江风，回荡在江
中。楚国亡后，屈原悲愤投江。屈原一生为自己国家着想，
死了也要忠烈报国！后人为纪念他，不让他的身体被鱼虾吃
掉，便将粽子投入江中。这就是我国端午节吃粽子的来源。
让我们永远记住屈原！



想当初，周幽王为了讨爱妃一笑，将爱妃带到烽火台，点燃
烽火，吸引了各诸侯列国前来救驾。等到诸侯们倾全国之力、
率王国之兵赶到时，却没有看到一个敌军。爱妃见到诸侯们
面面相觑的样子，终于扬嘴一笑。周幽王见了，甚是开心。
只为一博美人一笑，就将江山社稷、国家大事视同儿戏！怎
么不会亡国！到后来，当敌人真的来到，周幽王急忙点燃烽
火向诸侯求救时，诸侯见了，以为周幽王又在讨爱妃一笑而
已，便不发兵。可怜周幽王，误了命，又误了国！

……

司马迁曾说过：“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
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让我们在茫茫
书海中去寻觅古人的踪迹：感慨曾经的人情百态；缅怀曾经
的人情往事；愁怅曾经的爱恨纠纷！

史记读后感该篇二

听过《史记》的人应该都知道，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他写
出了一部巨作——《史记》。

司马迁是个饱学之士，他在接受宫刑之前，一直生活得平平
淡淡，说不上幸福也说不上悲惨，小日子过得舒坦，如果没
出意外，他将一直是一个小小的史官，一直到老，到死。

可命运注定不会让他平凡下去，于是，命运派来了他的使
者——磨难。在他四十七岁那年，他一生的转折——“李陵
事件”——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他被判了死刑，有三种
选择：（1）死（2）拿钱赎（3）接受宫刑。在没有钱的境地
里，为了完成《史记》，司马迁选择了屈辱地活下去。

很多人都说，四十七岁是司马迁一生最痛苦的一年，我不否
认；但同时，这也是一种选择：是继续屈辱的活下去，还是，
在黑暗之后转身，迎接光明。



但是，无可非议的，他的身份改变了，变成了一位不是太监
的太监，男人的另类，以及文化人的另类。

然后，他的人生观改变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
于鸿毛。

接着，他的金钱观改变了，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改变了，他
用手中的笔，将对自己的内心之中最真实的声音抒发出来，
那个作为男人，作为士大夫的司马迁死了，但作为文化人的
司马迁却获得到了新生。

不知道为什么，读司光迁的传记时想到了一句话“天降大任
于斯人也”上天几尽折磨他，打压他，但他并没有放弃，所
以，《史记》问世了。

凤凰只有经历过涅槃，才能获得新生。人不是也一样吗？只
有在经历过苦难之后，才能感慨：原来我这么强大。

我突然想起了鲁滨逊，在什么都没有的境地里，创造了生
活27年的记录，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只因为他挑战了自己。

我会学着和鲁滨逊、司马迁一样，挑战自己，将自己的生命
打造得更加璀璨

史记读后感该篇三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在中国历史上有多少文人墨客为楚霸王项羽留下了一首又一
首悲壮诗篇。

项羽，名籍，字羽。是与孙武，韩信等人齐名的顶级名将之
一。古人评价到“羽之神勇，千古无二” ，其性情锐志霸猛，
勇武气概千古无匹。他的豪爽性情在历史的长河中散发着独
特的光辉。



但是也有人说项羽太过妇人之仁，兴趣行事过于天真。但我
认为着正是项王性情的具体体现。他如此的有爱有恨，有仁
有义，才有了他与虞姬凄美而又深切的爱情故事，才有乌江
自刎的悲壮情节，经历战争无数，最终顿悟“楚汉相未决，
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所以毅然放弃了征战。

项羽的.性格的深层蕴含着对人性伦理的深刻关怀。其中著名
的典故鸿门宴就是项羽人性伦理的最好体现。从深处看鸿门
宴，它其实就是一场荣誉，权利和人性伦理的激烈斗争。而
最终项羽遵从了他内心人性的选择，虽然这导致了他最后在
权利斗争中的失败，但在人性上看，项羽一直都是赢家。他
的内心，一直都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可悲的
是他这一代性情中人出生在了那个不太讲人性的战争时代。
他的出生便注定了悲剧的发生，当然，缺乏政治远见，刚愎
自用，迷信武力也是悲剧发生的原因。

性格的缺陷，时代的境况。最终使其陨落。有了乌江自刎的
悲剧，自刎的前一刻他曾到“此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

项王的悲剧不禁引发其我们对人性的深思。我们应不断的汲
取他人性格的优点，避其缺点。才能在不断了历史进程中，
渐成躯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在当下的时代里存活
下来。

史记读后感该篇四

《史记》是汉代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的一部史学巨著，该书
详细地讲述了中国从传说时期到汉武帝时期之间发生的历史
事件，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这本书都有记载。鲁
迅曾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评价这本书。

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本纪”讲述了从五帝时期到汉武帝时期
的历代统治者身上发生的故事。这一部分虽然没有面面俱到
地介绍每一位统治者，但是它细致地描写了几位重要的统治



者，比如秦始皇和项羽。司马迁在描写这些人物时非常客观，
很少加入个人感情，只在描写人物的最后一部分会写自己对
该人物的看法。书的这一部分记载有很多著名的历史故事，
比如大禹治水、秦灭六国等。

《史记》的第二部分“年表”统计了历代值得记载的重大历
史事件。“年表”分为十个部分，细致地记载每个国家发生
的事件。值得一提的是，“年表”中也记载了很多特殊的自
然现象，比如彗星和日食，这说明古人无法解释这些现象，
因此觉得它们非常重要，才会把它们记录下来。日食还被古
人认为不吉利的。“年表”的最后几部分是汉代以来受封的
王和侯，通过观察可以发现，很多受封的人都是因为立了功
才被封为侯，这说明封侯在当时是一种奖励。不过，也可以
看出，这样大量封王封侯是存在隐患的，因为很多王和侯在
得到地位后趁机反叛。

书的第三部分是“八书”，这一部分从礼仪、音乐、法律、
日历、天文、封侯制度、修建的河渠和货币这八个方面描写
了各时期的文化。其中，天文这方面最让我感兴趣。这一部
分记载了古时候人们对各种天文现象的理解和这些现象被古
人赋予的含义。由于古代科学技术不发达，古人认为这些现
象是未来的征兆，所以古人会通过观察天文现象来预测未来。

第四部分“世家”主要写的是古代出现的国家和一些人物。
书的这一部分详细记载了历史上在各国发生过的事件。司马
迁在记载国家时会先简要介绍这个国家的来源，然后再详细
介绍这个国家的历史和发生过的大事。这一部分也记载了很
多历史故事，比如越王卧薪尝胆的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越
国被吴国消灭，越王勾践不忘耻辱，发奋图强，最终成功聚
集起力量消灭吴国。不过，这个故事里的勾践有“尝胆”，
却没有“卧薪”，这和我们通常听到的成语“卧薪尝胆”有
所不同。

《史记》的最后一部分是“列传”，这一部分记载了许多著



名人物的故事。在描写人物时，司马迁会先介绍人物的来历，
然后再细致介绍人物的事迹，最后写自己对这个人物的评价。
司马迁在这里介绍了很多著名的历史人物，比如屈原、荆轲
和韩信。其中，司马迁细致描写了荆轲刺杀秦王的故事。故
事始于燕王看到秦国消灭了很多国家，感到不安，于是派荆
轲去刺杀秦王。荆轲准备给秦王献上地图，然后趁机用藏在
地图里的匕首杀死秦王。不料，秦王在荆轲打开地图要刺杀
他的时候躲开了匕首，还砍断了荆轲的腿，荆轲试图把匕首
扔出刺中秦王，但没有扔中。最后，荆轲被秦王杀死。读到
这里，我不禁由衷的佩服荆轲，他是一个有勇有谋、永不放
弃、视死如归的英雄，他能为了自己的国家，不管会遇到多
大的危险也不在乎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因为他认为国家的
安危大于个人的利益。

读完了这本书，我感受到了司马迁在写这本书时的用心。书
中的内容非常详细，就连一些很细微的事件都能被记录下来，
而且也真实可靠，说明司马迁不仅对历史有很深刻的理解，
还花了很长时间为写出这一本书做过十分详细的调查。司马
迁在著作《史记》之前，曾因为替一位投降的将领辩解而被
判处腐刑，尽管受到了如此极端的刑罚，司马迁还是坚持完成
《史记》的著作。司马迁永不放弃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最后，我希望有更多像《史记》这样的史书能够出现，让中
国的历史能够传承。

史记读后感该篇五

《史记》是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倾其一生心血创作
的我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书中记述了黄帝以来的传说，商周
的史迹，春秋战国时期的动荡。时间跨越三千多年，比较详
细地记述了我国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
发展史，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
珍宝。

《史记》既是一部史学著作，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开



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史记》中对古代优秀任务的
颂扬，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高尚情操，对丑恶现象的揭露，
显示了中华民族嫉恶如仇的精神品质，如其中的大禹治水，
表现了一个为民造福的大英雄，他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塑造中，
可以看出他的心非常善良，肯为别人付出。他治理了九条河
流，为人民立下了丰功伟绩，也体现了劳动人民改变大自然
的雄心壮志。

我还从赵氏孤儿，塑造了忠臣程婴和公孙杵同奸臣屠岸贾斗
志斗勇的故事。让我们感动于忠诚、善良、正义;鄙视邪恶，
痛恨不忠不义。其中的《武王灭纣》通过文王和武王用他们
的仁义、善良为民造福，让百姓安居乐业，和纣王的残暴形
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他们。《陈胜吴
广》的故事讴歌了我国古代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农民起义，陈
胜吴广带领奴隶推翻秦朝的暴政。陈胜从起义到牺牲只有6个
月，然而他点燃的反秦之火越烧越旺。《飞将军李广》写的
是飞将军李广爱兵如子抵抗匈奴进犯，保卫国土，立下了赫
赫战功，受到人民的爱戴。

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忍受了别人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
受到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但他还是完成了《史记》，
实现了自我生命的最高价值，启发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文
学大师，被鲁迅评价是“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

我想每一个同学都应该读读这本书，一定受益匪浅。

史记读后感该篇六

最近，妈妈给我买了本《史记故事》，拿到书后，我迫不及
待的读了起来。里面的故事深深地吸引着我。

《史记故事》一书讲述了上起皇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
共3000多年的历史变迁故事。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
文学、美学、天文、地理、医学及占卜等方面，几乎囊括了



各个立即时期社会活动的全部内容，堪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
的鸿篇巨著。

这本书里共讲了很多故事，有大禹治水、一鸣惊人、神医扁
鹊、完璧归赵、纸上谈兵、纣王暴虐其中，我最喜欢的是纣
王暴虐故事。主要讲的是商纣王聪明，力气大、行动敏捷，
可没用在治国上，还为了妲己滥杀无辜，谁劝他就对谁用型，
真是罪恶不赦，无药可救。西伯侯的儿子姬发很聪明，看不
惯商纣王的`行为，想了个办法，他把对商纣王怀恨在心的人
集中在一起反抗商纣王，因为商纣王做尽了坏事，所以一上
战场，大家纷纷反过来攻打商纣王，商纣王只好点火自焚。
看到这儿，我不禁想说：活该，真是自作自受，恶人有恶报
呀！

这本书中还有许多值得我佩服的人，像飞将军李广，三过家
门而不入的大禹，聪明的韩信、智慧的蔺相如而我最佩服的
有着惊人记忆力的爱国诗人屈原。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
他为了抒发自己心中的不快和抑郁，写下了名垂千古的《离
骚》。

《史记故事》这本书，不仅让我了解了中国过去的许多历史，
还让我明白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愿更多的朋友走进这本
书，去收获更多的知识与快乐吧！

史记读后感该篇七

这一集简直可以当作笑话来讲。

衡山国的诸侯衡山王。王后死了，王后的大儿子是太子，二
儿子和小女儿联合新王后来反对太子，特别是小女儿很放荡。
也许权高位重的人都是这样的，自以为聪明，结果总是聪明
反被聪明误。

衡山王要造反，还没造起来的时候，太子告弟弟，说弟弟谋



反，而且和侍女私通；衡山王又告太子不孝；当汉武帝彻查
的时候，太子弟弟为了脱罪，又告他爹谋反。乱成了一锅粥
了。

结果就是被汉武帝一锅端。

听得真的是很好笑。

所以也深刻的理解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话。首先
连自己的家务事都摆平不了，还谈什么谋反。带着很轻松的
心态去看待这样的历史，只是觉得很荒诞，王立群先生的描
述似乎让我看到了一场场默剧。

可是身处其中的人却怎么不能轻易的看透看穿呢？

还有就是汉文帝也是兵不血刃的解决掉了他的弟弟，丝毫不
顾手足之情就让他弟弟自杀了。可见他的心机之深。汉文帝
一再的放纵他的弟弟，让他的弟弟觉得有至上的特权，在自
大轻狂中失去了看穿事情本质的机会和能力。

这样的糖衣炮弹裹着亲情的外衣，真正打击起来的时候却是
威力无比，让人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了。所以，有的时候，
并不是表面上人对你好就是真的好，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要
努力去分辨谁是真的好，而谁在包藏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