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书读后感(优秀9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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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
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史书读后感篇一

读了《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这本书，我的读后感是：历史
是过去的事情，有文字的时代，可以把发生的事情一件件记
录的清清楚楚。

没有文字的时代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张开嘴巴把历
史讲给后代听。人们把这种传递方式叫做“口头历史”。但是
“口头历史”不能完全相信，讲故事的人总是会添酱油，黑
说成白，五根指头说成六根指头，信不信就由你啦!

读了这本书，我认识了开天辟地的盘古，据说，盘古的身体
有九里长，盘古以自己的躯体改天换地，变成了一个不折不
扣的巨人。盘古天天死死地撑着天和地，不让它们重新合拢，
可以这么说，盘古为整个宇宙做得奉献非常大。

大禹去世后，他的儿子夏启登台，拉开了——“家天下”的
揭幕式。

禹是一个轰轰烈烈的部落大首领，也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
平平常常的人，却总是平平常常的死去。常言道，国一日不
可无君。大禹的儿子夏启登上台后，就建立了夏朝。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扑
朔迷离的王朝。

夏启是一个残暴的'暴君，整天在宫中吃喝玩乐，大臣们劝告



他也不听，弄得很多大臣都愤愤不平。

我们不能像夏启这么残暴，要做一个谦虚的人。

最后，通过阅读《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这本书的内容，深
深感到中国历史的发展是悠久和曲折的。作为中国人的我将
奋发图强，努力学习，为建设祖国添砖加瓦贡献自己的力量！

史书读后感篇二

(一)黄仁宇的“大历史观”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
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可
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只是依稀记得他的“大
历史观”。由于孤陋寡闻，不能从专业的角度解释“大历史
观”。 最初我觉得历史是由一个个事件组成，既然是发生过
的事实，那么历史书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历史事件罗列出来告
诉人们过去曾经发生过些什么。人们掌握的史料越详细，就
越接近历史"真相"。后来才知道书写历史时还有所谓的"历史
观"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对历史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眼中的史实
是不同的。大概这也就是方法论上的差别。黄仁宇在《万历
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中很明白地指出他所持的是大历
史观。所谓的大历史观就是注重历史事件背后的大的政治、
经济、社会背景，而不纠缠于具体的人人事事，因为所有人
物的"贤愚得失不足以更改上述历史发展的程序"。以前，屡
次在书摊上和那本书擦肩而过，直觉固执地认为《万历十五
年》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其实该书是以1587
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
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书，特别是一本沉淀了历史精髓的
书，是需要一颗宁静的心去解读。拿到书的时候，装帧显得
很朴素。相对其他小说类读物，淡淡的封面不禁渗透出深邃
的历史。于是就一天看一点，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从
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模范官员海瑞、将军戚继光、
哲学家李贽到活祖宗万历皇帝，无不叙述了他们在理想与现
实的冲突中饱受煎熬，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这些人最终都



没有功德圆满，甚至身败名裂。张居正最终被查没，万历自
己死后也无法同最爱的郑氏同陵，海瑞则在大家的摒弃中挣
扎......“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引自书中的话。

(二)首辅之殇张居正几乎开创了“万历盛世”，把明朝推向
辉煌的历史顶峰。以前只知道张居正生前身后的强烈反差，
兀自归咎于万历的“逆反报复心理”。读后感触颇深，幡然
醒悟其真正原因乃是他的强势行政模式和作风同当时的“文
官政治体制”格格不入。他在世的时候没有发挥他旷世的精
明干练发现“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
靠看它与所有的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否则理论上
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他忽视了他所要改变的东西
正好是当时落后的生产方式与政治现实相平衡的产物，他忽
视了中国两千年来封建体制的症结就在于道德代替了法制。
于是他的失败和海瑞被视为异端就理所当然的。张居正十年
鼎力革新，也受尽怨谤，最终人亡政息，至他身后，与他交
好的还屡受其株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政治家最大的失败。
而在其后的申时行，也许就领会到了这一点，他开始同文官
体制妥协，甚至宁可被看作是大和事老，被批评为牺牲原则
的政客，但依旧坚持折中调剂的原则。一切的一切，目的也
是为了让国家机器的稳定运转。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的首辅，变成文官体制与封建皇权的缓冲剂。一旦缓冲失效，
夹于中间的首辅就不得不“引咎辞职”，成为冲突的替罪羊。
首辅犹如深陷历史漩涡的一叶扁舟，注定沉沦。

所以说，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政治家为保障社会的稳定，
而有可能采用保护落后来作为手段之一，在某种程度来说，
也是一种政治家的睿智，因为当时落后的一方占据主动权。
因为这样，无论从国家资源还是个人资源以及发展中可能付
出的社会成本都有可能是最小的。 在上层文官集团和下层成
千上万的农民之间，在多达两万人的文官集团内部，明朝如
此庞大的国家所赖以维持秩序的是儒家的“孔孟之道”。换
句话说，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并不是靠现代化的法律和理性的
制度而是依靠道德来维持的。但是，道德不过是一些抽象的



准则，真正在人与人之间起作用的是"礼"，各种各样名目繁
多的礼保证了整个社会运行秩序。无奈的是，这腐朽的制度
就这样肆无忌惮地不断创造一幕幕历史的悲剧。

(三)怠政的背后——万历从阳到阴 自汉代儒家思想上升成为
意识形态之后，历来统治者的目标都是一致的：用道德来保
障乡土社会基本秩序，而不去顾及经济技术上的进步。事实
上，道德以及它的外在准则"礼"务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
力图摒弃一切竞争因素，鄙视任何经济和技术上的努力，其
结果是几千年来乡土社会几乎是静止的，历代皇朝更替不过
是历史的简单循环。黄仁宇指出在这样的社会中，法律极端
落后，但并不表明国家的运行是无序的，相反，它依照道德
和"礼"的秩序运行。明朝到万历年代所面临的问题在于表面
上倡导的道德与人们实际上的行为已经严重脱节，这个矛盾
已经严重到人们对道德和"礼"丧失信心并且无法维持下去。
比如万历皇帝看透了道德与行为不符合的阴阳之别，拒绝用"
礼"来表率天下，使得朝野上下对道德进一步失去信心，更加
肆无忌惮地发挥"阴"的一面。作为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万历皇帝曾几何时也想励精图治，甚至愿意努力去实践"礼"
来建立人们对道德的信心，当他看穿了所有人的阴阳两面之
后首先对道德丧失了信心。他的消极怠工并不是针对某个官
员而是对这整套道德礼治体系。明朝后期道德和"礼"的确发
展到畸形。这一整套道德和礼治体系一旦被建立起来就不再
受人们所控制而是处处限制人们的行为。一直以为传统社会
的皇帝可以为所欲为，呼风唤雨。看过《万历十五年》才根
本改变了我的看法，皇帝不过是整套制度系统当中的一个角
色，而且最受整套系统的压抑和控制。有些史学家，粗鄙地
认为万历皇帝是慵懒的。其实，他是睿智的，看透了体制的
本质。他是优柔的，放弃了对体制束缚的抗争。 (四)饕餮悲
剧至于其他人如抗倭名将戚继光、清官海瑞等等没有一个不
是这样一套制度下的悲情人物。在《万历十五年》中，我们
可以看到由于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相混淆，对人的一切评价
最终归结到道德问题，人们就不得不生活在虚伪的面具下，
所有人都隐瞒私欲表现出道德崇高的样子，加深了每个人阴



阳两面的分化。阴阳两面的严重分化的结果就是表面上一套
实际上一套，令所有人都不再相信道德。黄仁宇指出，儒家
思想的道德力量在人们对它相信的时候是具有非常强大的作
用的，像文天祥这样文弱书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例子是举
不胜举的。而当所有的文官集团和所有的民众都不再相信道
德时，这样的统治就岌岌可危了。所以问题的根本不在于以
德治国有问题，而在于私人道德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压抑
了人性和自由，但压制不了的私欲以"阴"的一面存在和膨胀。
事实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
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
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
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出了清官就是
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
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
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
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
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五)史海回眸历史就是这样神奇，总能创造出匪夷所思的故
事留与后人去猜。历史，就是这么客观地前行。放宽历史的
眼界，伸展历史的触角，历史的书写应该还原历史发展真实
的轨迹。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细节中，需要我们去体会和
研习，而不需要他人直接的结论。 感谢黄仁宇先生，献给我
们这么好的一本书，更感谢他独特的历史视觉。不同的人看
《万历十五年》能看出不同的东西，甚至有人从中悟出了许
多管理学方面的心得，我更关心的是黄仁宇在解释历史事件
和历史人物时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次分析。从《万
历十五年》读出的不仅仅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中国社会更是当
前中国社会的影子，我们需要做更多这样的工作才能更好地
理解中国社会面临的种.种特殊的问题。



史书读后感篇三

《难忘历史》是我觉得本暑假最好的一本书。它让我们知道
我们中国人的光辉历程。这本书主要是一些从古到今的历史
典故。比如它有三国之事，也有现代的红军征途。其中我喜
欢三国的一篇故事，由林汉达编写而成，名叫《一身是胆》。

这个故事，讲的是刘备夺取汉中与曹军决战，他派黄忠去战，
夏侯渊因黄忠不下山，于是不再管他。但这时候黄忠立马冲
下去，把夏候渊杀了。希了夏侯渊后，打听到北山有敌军粮
食，便去夺取。半路却遇敌人突击而失败。赵云听到北山有
动静，便去看。他看到黄忠被追杀时，立刻冲上去把敌人解
决而且用”空营计”吓跑了敌人。第二天刘备得知，来到赵
云营里来看他，将士们让他看了夜里交战的地方，便说：赵
将军真是有勇有谋啊！"“是啊是。

他可真是一身是胆。"将士们说。说罢，刘备便给赵云庆功。
庆完功说：“敌军坚持不了多久了”。最后因天越来越热，
闹了疾病，粮食也不足，手下也跑了不少，就退兵回长安了。
从此汉中是刘备的地盘。

闭上眼，脑海中浮现的是赵云杀退曹军的场面，对赵云有几
分敬畏，也非常佩服。我佩服赵云是因为他有勇有谋，能够
用计将敌军赶走。我喜欢这本书就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伟大
的`英雄故事值得我们学习，有太多的谋略与太多的智慧。用
知识去积累，让事实去验证，不断努力，不断进步，用知识
和视野去战胜一切！

史书读后感篇四

“流水无弦万古琴，《通鉴》无声天下音”，让我们去阅读
《资治通鉴》，了解其中的一个个历史故事吧!

?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编年体通史，与《史记》



并称为中国史家之绝笔。它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至后
周显德六年，共跨越1362年的历史。在这近2000年的漫长岁
月里，发生了多少曲折动人的故事啊!比如：“战国争
雄”、“楚汉相争”、“三国鼎立”、“隋唐盛世”、“五
代十国”等等，便是这历史长河中泛起的朵朵浪花。其中牛
角挂书的李密、以死尽忠的豫让、贤能勇猛的荆轲、神机妙
算的诸葛亮、贤良淑德的长孙皇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资治通鉴》不仅为我们生动演绎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再现了
一位位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还给了我们后人警醒。

史书读后感篇五

长篇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一直深受着广大学生的青睐，带
着对这本书的好奇，一同随着主人公走进了这本书中。

全篇着重描写了鲁滨逊在荒岛上通过自己的劳动克服重重困
难，最终战胜了恶劣的环境，与土著人星期五共同回到了家
乡，过上了幸福生活的故事。

我最欣赏的不是鲁滨逊的勤劳与勇敢，而是他那惊人的心理
承受能力。可想而知，一个孤零零的大活人独自在荒岛上生
活了十几年，没有人陪伴他，甚至于最基本的，与一个人简
简单单地说会儿话都做不到。整个荒芜的岛上没有房屋，没
有稻田，只能靠他自己辛辛苦苦地打造出一片天地。

其实鲁滨逊也是一个常人，他没有什么惊人的本领可以在这
凄凉的环境中久久地挣扎。可是他承受住了这个打击，发挥
出超出凡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为了重新拾起勇气，鲁滨逊写
了一张厉害差异表，把种.种可能都分析出来。无论是出于消
极还是积极，这使得他能够冷静下来，从只会空想的日子里
解脱了出来，学会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从而勇敢地去面对现
实，去改善现状。



但是比起鲁滨逊来，我们这些当代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似乎
太糟糕了。不要说像鲁滨逊一样经历那样的磨难，即使是一
些不顺心的芝麻大小般的事情也会轻易地被其打-倒。经常从
报纸和电视上得知，每年都会有许多学生离家出走甚至是自
杀，其中的起因往往只是和父母吵了几句、考试没有取得理
想的成绩，或者是老师批评严厉了些，有些人甚至还抱
着“视死如归”的气势，其实这正是心理脆弱的表现，是多
么的可笑并且可悲呀!

其实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经常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小学的时
候，我有一次因为一件小事情而被老师批评，由于想到我出
发的意图是好的，心中有着说不出来的委屈，那几天上课总
是走神，恨不得逃离这个深渊般的学校，走得越远越好。现
在回想起来真是可笑之极，因为当时的年龄小，心理承受能
力差，所以才会冒出那么多荒诞的念头，其实换个角度思考，
被老师批评也不是一件坏事，虽然是被冤枉的，但是如果自
己做事再小心谨慎一点，也不至于被人误会，所以当我们遇
到不顺心的事情时，向好的一方面去想，就会有许多意想不
到快乐等着你去收获!

曾经听过一个名人说过：苦难对于弱者来说是万丈深渊，而
对于强者来说则只是一块不起眼的垫脚石。这句话鼓舞着我
向人生的光明看齐。是呀，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只要调
整好心态，就能够把所有的烦恼一扫而光，把困难化为前进
的动力。困难来临时，我们要认真冷静地分析这件事产生的
原因，并且有针对性地加以排除和克服，而不是盲目地发泄
和不切实际地空想，这样做不但徒劳无获，而且是在浪费时
间和精力，对你的伤害将会更深一层。

作为新时代的中学生，我们更要具备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
这样才能信心百倍地迎接将来的每个挑战，并且出色地去完
成自己的工作!



史书读后感篇六

一部大部头作品或许真的是一场灾难。对于读者来说，大部
头会让他的头脑混乱已极，会使他的心灵受到海啸地震的危
害。希罗多德的作品对于现今被手机媒体娱乐冲击戕害的我
们来说更是如此，读者或许会再次感受到马尔克斯《百年孤
独》中关于起名的迷宫所带来的苦恼。但这也许还不是最大
的阻碍。《百年孤独》中的人名或许会让一些读者放弃它，
《历史》却能让人全部读完。因为《历史》更像是许多条微
博或者博客文章的集合——既然许多人说它琐碎、硬凑——
那么就没理由不会读完他的博客，如果读者喜爱故事的话。

如今我们更爱刷刷新闻或者段子，但那不是生活必需，只是
娱乐的一种，因此尽管看了很多新闻，耸人听闻的事情却往
往能够喧嚣舆论。人们早上看下午忘使得他们很难在脑子里
对类似事件进行归纳整理，思考发现事情背后的规律。这样
的能力并不使人人成为思想家哲学家，不一定要能说出来写
出来，但能使人在滑进危言耸听的泥沼之前稳住阵脚。

这样的能力却恰恰是阅读《历史》所必需的，一个博客作者
往往有他自己一以贯之和发展的观念和“哲学”，对《历史》
中的许多故事进行对应观照我们也能揣摩到希氏的哲学教育。

通用的“希波战争史”这个副题有相当大的误导，会令读者
以为书里所写的不过是波斯帝国与希腊地区的战争经过和结
局。但这不过是希氏著作蓝图中的一部分，甚至是无足轻重
的一部分。尽管这部分占了全书一半篇章，但我们应该发现
在这部分里军事的描述并不为重，且有含糊和断层的地方，
在这部分，他也总是不失时机地穿插许多故事。

许多经典作品的开头总是不容忽视，在开头作者总是概括、
暗示了他所要写的所有：“其所以要发表这些研究成果，是
为了保存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使之不至于随时光流逝而被



人淡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族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
不致失去其应有的荣光，特别是为了把他们相互争斗的原因
记载下来。”

让我们这段话精简一下，他所要写的，首先是人类能够永久
流传的“东西”，其次是希波战争的原因。

《历史》表面上是以时间顺序叙事写作，但他穿插的故事却
破坏了时间顺序，这些故事互相呼应，像满是镜子的房间，
像一幅扑克，无穷无尽，做到了真正能够永久流传。《百年
孤独》与它在深层次上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阅读过一遍之
后，这本书可以在任意地方打开，找到一个线头，尽情地去
阅读。所谓思想是可以说清楚的，但故事的美并不只在思想，
它有它的结构和形式，从结构和形式里它有说不尽的尽头。

吉本的赞誉是“《历史》有时候是给儿童看的，有时候是给
哲学家看的。”

写给儿童看的，已经从许多“怨言”中得到了部分回答：故
事性太强，甚至过于琐碎，且不太可靠。而儿童是爱听故事
的，《历史》中许多故事和后来的经典民间传说和童话都有
相似之处，如果单把其中的故事拿来讲给儿童，相比儿童一
定会喜欢。

不能否认故事是儿童教育中极为重要的事情，是最先对儿童
进行教育环节。这就牵扯到如何为儿童选择故事、以怎么样
的标准去选择的问题。又要回到作品开始的那段话了，而这
问题也就被回答了。

史书读后感篇七

历史，仿佛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面明镜，让我们看到前辈的
丰功伟绩，看到当时社会风云的种种变幻以及给人的种种教



诲。看看历史，使人明智;看看历史，令人奋发。其实历史并
非离我们那么遥远，它可以与当今社会融会贯通，让我们后
人少走弯路，指导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努力、前行。

作者吴涵碧女士花了21年的心血，凭着21年的执着，终于完
成了这项如英雄事迹的《吴姐姐讲历史故事》。为了我们小
读者的特殊需求，吴姐姐对那些就连大人也要抓耳挠腮的古
代文化知识，以讲故事的口吻做出简洁易懂甚至是生动有趣
的讲述。为了吸引我们小读者，吴姐姐精心策划，描绘事物
时，气势豪迈;发挥议论时，一针见血。还记得我刚从爸爸手
里拿到这本书时的不情不愿，但现在早已被爱不释手所取代
了。

吴姐姐在书中一再展示了专制社会所造就的苦难，指了受迫
害者固然失去生命，但最高权力者皇帝，也不能成为其中的
胜者;当秦桧狡计得逞时，吴姐姐教诲读者，历史的评判从来
都是公正公平的，坏人终将被钉在耻辱柱上;当岳飞含冤负屈，
死于风波亭时，吴姐姐更是充满感情地告诫读者，中国人不
以最终的成败论英雄，而是重视他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
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奋斗精神与节操。这样的论言，穿行
于文中，皆自然流露，不但见解鲜明而且亲切可感，更给我
们以人格的指引。

一睹为快之余，我们更要记住吴姐姐的话：让我们“认认真
真、死心塌地”地爱中国，让我们牢牢相信，“作为中国人
是顶顶光荣的事”，无论身在何处，“我们都是中国的孩子，
我们要为中国争气!”

史书读后感篇八

看了《中国通史》这一部百集纪录片，我感觉中华民族真是
一个伟大的民族啊！泱泱华夏，5000年文明史，是一部血泪
史，是一部战争史，更是一部奋发图强史。



在每一个历史截点，总会有仁人志士站出来，站在历史大潮
的洪流当中，奋不顾身，博击风浪，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在
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中，有那么多英雄豪杰，大家鸿儒为了
国家，为了自己的理想不惜舍身取义，正是他们铸成了中华
民族的脊梁，使中华民族屹立数千年而不倒！通过看这100集的
《中国通史》我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使我对祖国的感情又加深了一层。我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
国。

不过，我有些地方理解的还不太透彻，还需要去重看，这真
是一件值得我们钻研的事呀！

古人说：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这句话真的'是非常有道理呀！
想要工夫深，铁杵磨成针。学习知识，增长学问，一定是一
个慢慢积累的过程，需要我们坚持不懈的去努力，去钻研，
长大以后才能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才。

史书读后感篇九

?史记》是我国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它记载了上起黄帝
下至汉武帝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史记》之前，中国的历史
书只有两类。一种是编年体史书，而另外一种是国别体史书。
《史记》则开创了中国史传文学的先河，创立了纪传体这一
文学体裁。鲁迅将《史记》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
骚》。由此可见《史记》地位的重要性以及它经典的内容可
以与《离骚》相媲美。

读过《史记》，我从中深切体会到了作者的那种思想。他将
自己的感情完全倾注到自己所创作的作品中去。由于《史记》
的大部分是作者忍受宫刑这一巨大屈辱所作，因此从整体上看
《史记》饱含着作者的爱憎之情，尤其是对于一些悲剧人物。

拿《项羽本纪》为例：司马迁将项羽政治上的幼稚描写得淋
漓尽致。例如在鸿门宴上，项羽本有机会将刘邦捉住，并将



刘邦除掉。但是项羽却仍把刘邦视为自己的知己，认为刘邦
还是自己的友军，自己的好兄弟。但他殊不知此时刘邦已是
与自己争夺天下的敌人。因此放走了刘邦，而当刘邦逃跑的
消息被项羽一方得知时，范增十分恼火，说了庶子不足以为
谋这样愤怒的话，并将刘邦送与自己的礼物用剑剁碎。而项
羽却不以为然，将刘邦送与自己的礼物安然的收好。丝毫没
有意识到刘邦的危机。并且在刘邦的一番阿谀奉承之下，将
自己要杀刘邦的念头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作者通过范增等人
的态度将项羽没能把刘邦除掉而充分的表现出了作者对项羽
的失望，对刘邦的溜之大吉表现出了作者十足的憎恨。而当
作者在描写项羽乌江自刎之时，作者对项羽的那句天将亡我
又表现出了作者对项羽的惋惜与绝望。其实项羽是有机会生
存的，他完全可以度过乌江，重整旗鼓。但他却早已是无颜
见江东父老。因而项羽唯心的说出了天将亡我这样的话。让
司马迁以及我们后人对项羽的丧生感到扼腕叹息。

同时在《史记》中的《季布列传》中，作者将自己的遭遇同
季布在朱家当奴隶一事进行了深刻的托物言志。在《季布列
传》中司马迁写到：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屡典
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
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才，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
故终为汉名将!在这里，季布与司马迁的遭遇似乎有些相似。
季布在朱家为奴，日后成了汉的名将。而司马迁自身忍受着
宫刑这一巨大屈辱，日后写成了《史记》，成为伟大的史学
家。

在《史记》中，作者还语言犀利，文采斐然，表达了自己人
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因此，在读过
《史记》之后，我认为我们应该学习司马迁的那种忍辱负重
的精神。不仅做事要脚踏实地，还要淡泊名利，最终成就自
己的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