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资治通鉴读后感(优质6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读
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资治通鉴读后感篇一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的`司马光主编的一部
多卷本编年体，共294卷，历时19年告成。它以时间为纲，事
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
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
朝1326年的历史。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
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

司马光从幼年时期就好史学，为官后，将战国跟秦代的史事
编写成八卷，进给宋英宗，很受英宗夸奖，命他连续编撰。
为此特设一个史局，由他自己选用助手，他选定了刘恕、范
祖禹跟刘?作为主要助手。当时北宋的局势比较牢固，政府收
藏的书籍很多，他们能够任意参考。

《资治通鉴》中唐朝中后期的历史很详尽，有六十多章，可
以看到一个大帝国怎么缓缓地变成了分崩离析的藩镇割据的
局面。从代宗的放任开始，到唐德宗的无奈，有宪宗、武宗
的振作，到昭宗的任人使唤。即使宰相有像陆贽、李德裕，
也只能抖擞一时，而不能改变历史变迁的常态。

在割据势力强盛时，不得不缓缓而动。唐德宗开端武力削藩，
导致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叛乱。后来转变态度，
对藩镇一味姑息。唐德宗即位之初，雄心壮志，图强振兴，
履行改造。但一遇挫折，这些措施便消失殆尽。所以子



曰：“三年无改父之道,堪称孝矣。”为政也是这样，一开始
不熟悉情况，需要一段时光的观察，之后办法才华有所兴。

这是一部可能媲美《史记》的史学鸿著。千百年来，多少帝
王贤臣、鸿儒大家都频频为其作注，足见其在史学界占据举
足轻重的地位。大家都来看看吧！

资治通鉴读后感篇二

“《资治通鉴》精采篇章顶醍醐。谋身良师处世友，知古论
今人生福”

逝者如斯而不舍昼夜，这是历史。回顾历史的长河，历史是
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历史中总是喜忧参半，
而中华文明又是唯一一个历史上未曾中断的世界文明，足够
我们去学习。

北宋涑水先生司马光我最敬爱的一位史学家。他的代表作
《资治通鉴》是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记录了上起东周
下至五代共一千三百多年的史事。司马光编写这四百多万字
的巨著，一共花费了十九年的光阴。这本书主要通过介绍一
些明君贤臣的事迹，简单明了地告诉清廉，正直，刚强的入
仕品质。我的体会，在当今仍然不失为一本为人处世的指导
准则。

战国是一个崇尚诡术的时代，百家才人辈出，叱咤风云人物
何其多。然而杀伤力最大，成本最低的还是这个时代惯用的
反间计。的确，何人不疑，何况国君，寡人寡人，便是无倾
腹相交之人。在战国中，最令人惋惜的还是魏，魏据中原之
地，富蔗而傲视诸侯，若能留住孙膑这战国时期最伟大的军
事家，何愁霸业不成。损失惨重的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北略中山，治胡地。使赵国成为唯一能够和秦国抗衡的国家。
然而长平一役赵为范雎反间，以赵括代廉颇，导致四十万大
军被秦坑杀。《资治通鉴》中记载了太多的史事和反间计有



关。毕竟何人不疑，不疑何人。它永远是人类精神中最脆弱
的部分。在当今仍然挑战者我们，试问我们非圣人，若处在
其中一位，谁能做到真正的不疑。

江湖代有才人出，《资治通鉴》中不得不提的是谋臣志士。
手摇蒲扇的诸葛孔明，“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周公瑾，
锲而不舍，多次上疏的贾谊，料事如神之张良，历史是棋局，
他们便是旗手，各显身手，上马博弈，移兵退卒。这便是司
马光的主题思想之一；英雄赞歌，忠君护主。

书中记载，周显王四十八年，录孟尝君门人公孙戍怀私念而
进谏，孟尝君不计较他的私念却采用他的谏言。“又能扬文
之名，止文之过，私得宝于外者，疾入谏！”这是司马光肯
定孟尝君能够谏言的原因。盖世英雄陈汤，率领远征军，在
首都长安遥远的西安，在距离三千四百公里外，击斩匈奴单
于，砍下人头，向中央献捷时，指出：“明犯强汉者，虽远
必诛。”

资治通鉴读后感篇三

《资治通鉴》上的一则故事。

三国时期，魏国侍中刘晔，历任曹操、曹丕、曹睿三朝重臣，
深受三代皇帝的信任，遇有军国大事，常常召来咨询，多有
所中，在朝中很有威望。

太初六年，第三代皇帝曹睿想完成统一大业，先挑软柿子欺，
决定讨伐蜀国，但朝臣内外都说不可以，理由是时机不成熟，
年年战争，还是与民休息的好。于是曹睿召入刘晔，问他可
否？刘晔说可以。曹睿很高兴。刘晔从内宫出来时，群臣问
他是怎样跟皇上说的？他说不可以。群臣很高兴，以为跟他
们一边的。

中领军杨暨，也是曹睿信任的大臣，他是坚决反对伐蜀的，



每次与曹睿讨论伐蜀一事，他都是拼命劝谏。曹睿说：“你
是书生，哪里知道军事！”

杨暨回答说：“臣说的可能不对，但侍中刘晔，先帝谋臣，
他就常说不可伐蜀。”

曹睿说：“刘晔跟我说可以伐蜀。”

杨暨说：“那可以召刘晔前来对质。”

于是曹睿将刘晔召来问话，但刘晔不发一言。

事后，曹睿单独召见，刘晔责备曹睿说：“伐蜀，乃军国大
事，臣得与参与其中，做梦都怕泄露机密，怎敢随便向人言
说。兵者诡道也，军事未发，一定要严加保密，像陛下这样
讨论，我估计蜀国已经知道，并做好防备了。”

曹睿一听有理，连忙谢过。

刘晔出来后，又责备杨暨，说你太性急了，说服人主，好比
钓大鱼，不能急收，要先纵而随之，然后再顺势收线，这样
才能钓起大鱼。你是直臣，但没有计谋，缺少深思熟虑。杨
暨也谢过。

有人对曹睿说：“刘晔不忠，喜欢察言观色，趋奉皇上的意
思。陛下可以试着问刘晔，故意反着说，如果刘晔的回答与
问话相反，那么说明刘晔与皇上的意见是相同的。如果刘晔
的回答与皇上的反话也是相同的，说明刘晔都是假的。”

曹睿一试，果然如此，心中大为反感，从此疏远了刘晔。刘
晔发狂，不久忧病而死。

《资治通鉴》的主编司马光引用前人的话加了一段编者按，
说：“巧诈不如拙诚。”信矣！像刘晔这样既明且智的人，



如果居之以德义，行之以忠信，可以与古之上贤媲美。可他
偏好计谋，为人不诚实，结果内失君心，外被同僚鄙视，最
终身败名裂，岂不可惜！

其实现实社会也是如此，如今很多心灵鸡汤都是讲如何为人
处世，或者在职场上如何出人头地，说的口若悬河、眼花缭
乱。其实没那么复杂，就按照“巧诈不如拙诚。”的原则，
诚实守信就好了，也许一段时间会有误解、不快，但终究会
理解赞赏的。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曾写过一幅对联：“传家有道唯存厚，
处世无奇但率真。”

光明磊落地生活、工作，把精力都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人
生会轻松、快乐许多。

西方有句谚语：“诚实是上策。”也是这个道理。

资治通鉴读后感篇四

认真品味一部名著后，相信大家都增长了不少见闻，需要写
一篇读后感好好地作记录了。你想好怎么写读后感了吗?下面
是小编给大家分享的《资治通鉴》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
所帮助。

《资治通鉴》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历时19年编纂而成的史
学巨著。至今为止我国最大的一般编年史，贯古通今，全
书294卷，上起周威烈王姬午前403年，下迄周朝显得959年，
包含了1362年的历史文学，约300万字。泱泱华夏千年历史，
史书之长历任王储不可能读得完，因此司马光将历时中的经
验总结编纂进献给皇帝，公其借鉴。以分析历史角度讲述历
代贤君明主治国待臣之道，言简意深。书中精湛之处比比皆
是，让人拍案叫绝。



借古讽今，借故说今将历史事件作为实例向君王讲述治国之
道，例如楚汉之争，作为象棋的起源，从而为千秋百代带给
了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倚策。刘邦项羽的斗智斗勇，张良韩信
的英勇谋略。《通鉴》中记录刘邦虽少，人物的丰满度足以
令读者明确。比较手法的运用更是锦上添花。刘邦为人的豁
达易交;更反映了项羽的多疑，优柔寡断，他的心胸狭隘直接
导致了他的败北。《资治通鉴》中详细的描述了垓下之战，
项羽战败之后并未轻言放下，反而镇定自若，一改原先
的‘多猜忌，偏听偏信’，充分地表达了英雄末路之时的悲
壮景象，当然这种折回之笔在《通鉴》中经常见到。在楚军
节节败退的状况下也能够看到刘邦与韩信、彭越等大将之间
的君臣关联出现了丝丝的裂痕，这也最后导致了，飞鸟尽，
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结局。

巫蛊之祸，也叫戾太子事件，戾太子原名刘据，汉武帝嫡长
子，卫皇后所生，武帝朝前期，卫家显赫一时，皇后受宠，
刘据地位稳定，后因卫家衰败后继乏人，以前显赫的卫家光
芒渐渐衰退。武帝子嗣原来越多，太子天生性格温纯，和汉
武帝性格大异。武帝晚年遭遇一次朋党之争，自然波及到了
卫氏一族与附属国人直接的正面冲突，刘据作为事件的牺牲
品，“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窃痛之!唯陛下宽心慰意，
少察所亲，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臣不胜
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宫下!”司马光在本章的最后对
当朝天子提出劝诫“左右前后无非正人，出入起居无非正道，
然犹有淫放邪僻而陷于祸败者焉”借故解今的意味不言而喻。

在众多的文学名著中，汇聚成的璀璨星河，总会有一颗颗闪
光点脱颖而出，成为一座座里程碑。例如古代司马迁在狱中
所著名扬天下的《史记》，近现代文学家高尔基先生悲欢离
合的《童年》，以及北宋时期的司马光所创作的《资治通鉴》
家喻户晓。

《资治通鉴》是一本奇书，它与《史记》合称“史学双璧”，
可见它的伟大之处。这本书许多的语言振奋人心，让你看完



一篇还想再看一遍的感觉，我在看这本时就是有这样的体会。

这本书堪称时间的长河，作者将各个时代的故事融入其中，
如：三国时期的官渡之战让我们懂得了以少胜多的道理，我
们在为人处世时一定要听从他人的意见，只有这样才能离成
功越来越近;汉代的鸿门宴刘邦脱险，作者通过对鸿门宴全过
程的描写，生动刻画出了项羽的悲剧性格：自矜攻伐而
有“妇人之仁”。而刘邦却恰恰相反，他善于利用对方的性
格弱点，成就了国家大事。每篇故事都有自己的含义与思想，
这些汇聚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资治通鉴》。

看完整本书之后，我的脑海仍然浮现出书中的画面，令人流
连忘返。在我看来，它不仅是一本奇幻的书，还是一位知识
渊博、见多识广的“传奇人物”。每次在阅读时，我仿佛就
像在拜访一位老师，他带着我们驾驶时光机穿越回古代，一
边去探险一边去了解这篇故事的主题思想。这种身临其境的
感受真是美妙绝伦啊!

所谓“资治通鉴”，就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意思是
说借鉴以往的故事，对治理统治国家有帮助。《资治通鉴》
这本书以它那独特的语言吸引着我，告诉了我一些道理，虽
然这些道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还是比较深奥的，但是我也从
中了解到了许多历史故事，搞笑的，悲伤的，规模宏大的等
等。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它就是我的朋友，一位奇怪但又
知识渊博的朋友，我喜欢我的这位新朋友!我希望你们也能喜
欢它。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题记

我喜欢读历史，正如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以史为镜，可以
知兴替”。很多时候我们对现实的问题或者时代的躁动不安
一筹莫展，觉得我们走进了现实的死胡同，根本无路可走。



这时候，我们不妨回头看看历史，接近经典的史书、阅读经
典的史书、品味经典的史书，看看几千年来历史河流里古人
们给我们留下的智慧。正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看
看千秋万代历史伟人给我们留下的智慧和教训，用历史的眼
光看待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探讨我们大学生的人生规
划，总能发人深省，获益良多。历史的车轮滚滚，亿万生灵
在历史的足迹下都显得如此渺小。但司马光用自己的生花妙
笔，为我们留下了一部永恒的著作，永享后人的敬仰和万世
的荣光!这就是《资治通鉴》。

我之所以选择读《资治通鉴》，主要是因为《资治通鉴》历
史地位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了解我国古代政治、军事和民
族关系的重要历史典籍，在顺利完成后，便立即成为史学著
作的典范，受到历代学者的共同赞许。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
先生更是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
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
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
公亦伟人哉!”

《资治通鉴》是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
们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记载
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62年的史实。在这部书里，司马光他们
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
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
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
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
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

“《资治通鉴》精采篇章顶醍醐。谋身良师处世友，知古论
今人生福”

逝者如斯而不舍昼夜，这是历史。回顾历史的长河，历史是



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历史中总是喜忧参半，而
中华文明又是唯一一个历史上未曾中断的世界文明，足够我
们去学习。

北宋涑水先生司马光我最敬爱的一位史学家。他的代表作
《资治通鉴》是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记录了上起东周
下至五代共一千三百多年的史事。司马光编写这四百多万字
的巨著，一共花费了十九年的光阴。这本书主要通过介绍一
些明君贤臣的事迹，简单明了地告诉清廉，正直，刚强的入
仕品质。我的体会，在当今仍然不失为一本为人处世的指导
准则。

战国是一个崇尚诡术的时代，百家才人辈出，叱咤风云人物
何其多。然而杀伤力最大，成本最低的还是这个时代惯用的
反间计。的确，何人不疑，何况国君，寡人寡人，便是无倾
腹相交之人。在战国中，最令人惋惜的还是魏，魏据中原之
地，富蔗而傲视诸侯，若能留住孙膑这战国时期最伟大的军
事家，何愁霸业不成。损失惨重的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北略中山，治胡地。使赵国成为唯一能够和秦国抗衡的国家。
然而长平一役赵为范雎反间，以赵括代廉颇，导致四十万大
军被秦坑杀。《资治通鉴》中记载了太多的史事和反间计有
关。毕竟何人不疑，不疑何人。它永远是人类精神中最脆弱
的部分。在当今仍然挑战者我们，试问我们非圣人，若处在
其中一位，谁能做到真正的不疑。

江湖代有才人出，《资治通鉴》中不得不提的是谋臣志士。
手摇蒲扇的诸葛孔明，“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周公瑾，
锲而不舍，多次上疏的贾谊，料事如神之张良，历史是棋局，
他们便是旗手，各显身手，上马博弈，移兵退卒。这便是司
马光的主题思想之一;英雄赞歌，忠君护主。

书中记载，周显王四十八年，录孟尝君门人公孙戍怀私念而
进谏，孟尝君不计较他的私念却采用他的谏言。“又能扬文
之名，止文之过，私得宝于外者，疾入谏!”这是司马光肯定



孟尝君能够谏言的原因。盖世英雄陈汤，率领远征军，在首
都长安遥远的西安，在距离三千四百公里外，击斩匈奴单于，
砍下人头，向中央献捷时，指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

当我拿到《资治通鉴》这本书时，我仿佛看见，历史向我打
开了一扇金光闪闪而厚重的大门。

《资治通鉴》问世于北宋年间，是由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司
马光主持编纂的。我从小只知道“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还
不知道，他竟然是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司马光前前后后总共花费了19年的时候，完成了这部史书巨
著，主要的编纂工作全由他一个人负责，书里面的每一字每
一句都是他的心血结晶。他为了这部书殚粗竭虑，《资治通
鉴》成书后不久，他就因病去世了。

翻开这本书，第一个故事，就是“韩赵魏三家分晋”。智家
想立智瑶为继承人时，智果曾经说过：智瑶有好多优点，但
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心胸狭隘，不能宽厚待人。但是智家
不听智果的劝告，智果为了躲避灾难，脱离智氏，改姓
为“辅”。

果然跟智果说的一样，智瑶狂妄自大，他说：“灾祸只能由
我带给别人。我不给他们降临灾祸就罢了，谁敢给我呢?”但
是，愚蠢的智瑶却被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智家的土地，灭掉了
整个智氏家族，只有改姓的智果得以幸免。

《资治通鉴》的每个故事里，一个个活灵活现的英雄人物，
用他们的人生经历，喻之有理地向我讲述了浅显又深奥的人
生道理，三寸之舌比百万之师还要厉害的毛遂，有气魄有担
当却英年早逝的英雄霍去病，坚忍不拔、忠于朝廷的苏武，
忍辱负重、崭露头角的韩信……历史的长河兴衰盛败，都会
发人深省，令后人受益良多。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
可以知兴替。一部《资治通鉴》让我了解了历史，也懂得了
更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资治通鉴读后感篇五

历合纵连横、商鞅变法，及此卷，秦已是强秦，山东诸国，
莫不惧之。然，此卷之主角，却非强秦。乃赵、燕、齐尔。

一、主父之死

赵武灵王，传国于幼子，自称主父。长子安阳君不服其弟。
主父怜之，欲一分赵国为二，计未决而辍。后，主父与王游
猎，安阳君矫诏作乱，欲弑君自立，败，逃之主父，主父纳
之。二人俱死。呜呼，废长立幼，破灭之道也，古往今来，
莫不如是。

二、将相和

完璧归赵、渑池之会、负荆请罪，已是妇孺皆知，故不赘述。

三、燕齐大战

昔，燕王乱国，齐乘其危，破其国。燕昭王发奋图强，礼贤
下士，得大将乐毅。时，齐王北破燕国，西侵三晋，南击宋
楚，剑指二周，几于称帝，洋洋得志。乐毅遂西联强秦，南
合三晋，帅五国之兵，击齐。所谓骄兵必败者，是也。齐大
败，乐毅破城七十余，内收民心，外安诸强。齐仅余二城，
几于亡国。然，当此之时，天不助燕，燕昭王薨，燕惠王立。
惠王与乐毅不和，而田单又离间之，惠王遂罢乐毅。田单乃
将齐军，以火牛阵，大破燕军，克复失地。

古往今来，凡有功者，皆以为出乎己力，骄而洋洋得之，及



至破灭，犹不知所以然。古语有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贪天之功以为己力者，未有不败也。齐王燕王，莫不如此。
今近四十年间，暴富者不胜数，得守财至今者寥寥，何也？
不知财之何以来者，亦不知财将何以去。

资治通鉴读后感篇六

今年寒假，我读了一本名叫《资治通鉴》的书。

这本书是宋朝的司马光编写的。简单地说，《资治通鉴》是
一部历史书，它所记载的历史，从公元前403年起，到公
元959年止，时间跨大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久，还包括了战
国时代、秦朝、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朝、唐朝、
五代十国。它是按时间先后记录历史，所以称为编年史。

其中我感觉最有趣的是《孟母三迁》。这个故事讲述了：孟
子小时候住在墓地旁边，他天天学别人装神弄鬼。孟母觉得
很不好。于是就把家搬到了集市里。可是孟子又学小贩们吆
喝叫卖。孟母就又把家搬到了一所学校的旁边，孟子也跟着
学生们学习知识和礼节。孟母很高兴，便不再搬迁了。

通过这个故事，我得到启示，一个人想要成大器，和他的家
庭环境以及理想有着很大的关系，就像《三字经》说的：人
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人刚出生本性都差不多，
但是生活环境的不同，人长大后性格就相差很大。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要去对我们身心健康有帮助的地方，
例如图书馆、科技馆、运动场等等。不要去网吧、游戏厅等
不良场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

《资治通鉴》这本书里的故事很好看，并能让我们增长历史
知识，建议大家去看这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