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记中吕后的读后感(大全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
怎么下笔吗？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
能够喜欢!

史记中吕后的读后感篇一

读史记能够振奋我们的精神，让我们学到很多东西，启发我
们的人生。经过短暂的读书活动，不妨来写一篇史记读后感
记录下自己的感悟。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史记卷5周本纪
读后感”，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我最爱的就是《史记》。静静地，如同静静的流淌的河，流
过我的心底。

也许是因为历史书本的空缺，也许是遗落了太多太多，许久
许久的共鸣，我便爱上了《史记》。

没有太多的伏笔，没有太多的伤愁。它留给我的，只是书上
没有写的，然是在读后，一种百感交集的情绪充斥着身心，
一种莫名的回首，忘却自我。在你读它时，它便慢慢在浸渍
着你，控制着你的思想，直到心底，它便深深地留下了烙印，
怎样也挥之不去。

我喜欢吕后的狠毒，喜欢她对戚夫人的所做。那才是真正的
的女人。正如《史记》所说，“那总比虚伪的为丈夫找小老
婆，却又背后耍心计得要来的强。”我喜欢楚霸王在生命的
最终，用尽自我的最终一点余力来拼搏。然后在乌江，回忆，
惜别。“力拔山兮，气盖兮……虞兮虞兮奈何兮。”楚歌的
凄凉回荡。我喜欢亡国之帝——溥仪，在皇太后颤抖的将玉
玺交出时，他正在爬树、嬉笑。然后尽自我所能，普天下众



生。直到他没有了故宫一角，颠沛流离。

或许我曾梦见历史，却没有亲生经历。可是我明白自我喜欢
什么人物，因为《史记》。以前我总是在历史的小黑屋，没
有阳光，没有雨露，可此刻，我懂了。

司马迁的《史记》，贯通祖国三千余年的辉煌历史，是中国
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是一部经
典之作。

该书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记载了上自上古传
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三千年璀璨的礼
貌，生动的描述了三千年大大小小的一些史事。读过这本书，
让我深深得感受到了祖国文化的伟大，令我心存敬意。史记
的生动描述一向鼓励我们的写作，以及我们祖国的发展，史
记一出来，可谓是洛阳纸贵啊。

一部伟大的作品，总会有辉煌的成就。《史记》这一部伟大
的作品，是祖国文化史上的一颗明珠。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个
个栩栩如生，有着鲜明的个性。生动的语言，优美的文字让
读者读起来仿佛置身于一个个优美的意境中。随着情节的起
伏，我的心境也在为之而改变。喜着主人公的喜，忧着主人
公的忧，感受着主人公的感受。简便幽默的语言，紧张刺激
的情节，仿佛把我带到了那个遥远的时代。各个时代的背景
特色；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史
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绘声绘色。

《史记》，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是一本令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当细细阅读的经典！是一本既
生动趣味又能增长知识的值得一看的好书！

《史记》是爸爸送给我的生日礼物，爸爸送我的版本是白话
文版。我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读完了这本书。



“尊师重道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是我阅读《史记》
这本书的收获。

在《史记》里，我读到了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尊师重道的事迹。

公元前521年，孔子的学生宫敬叔要去周朝京都洛阳朝拜天子，
孔子明白老子在洛阳居住，为了能向老子请教古代的“礼
制”，便和宫敬叔一同前往洛阳。来到洛阳的第二天，孔子
便迫不及待地徒步前往守藏史府去拜望老子。老子当时正在
著书立说，听闻誉满天下的孔子前来拜访，立即放下手中的
刀笔，迎接孔子。孔子进入大厅，恭恭敬敬地向老子行了弟
子礼后，才向老子请教古代的“礼制”。因为孔子态度很诚
恳，老子就很详细地跟他讲解古代的“礼制”。孔子学到了
很多关于古代“礼制”的知识。

闭卷沉思，我想到了我的教师。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因为刚上小学，没有定性，上课忍不住
玩小玩意儿，被教师发现了。教师第一次提醒了我，我就停
了下来，可是过了一会儿，我忍不住了，又把小玩意拿出来
玩，教师那双火眼金睛又发现了，就叫我站起来。本以为这
样我就能够好好听课，谁明白，我再次玩起了小玩意。于是
教师板着脸说：“站起来也能玩，要好好听课才是。把手上
的东西拿上来，没收！”我看着教师严厉的脸，便明白我在
课堂上玩小玩意是不尊重教师，不尊重同学，不尊重知识，
我羞愧地红着脸低着头，乖乖地把手上的小玩意交到讲台前。
当我转过背，发现全班同学都在看着我，当时我恨不得找一
个地缝钻进去，并暗暗发誓以后再也不要这样了。课后，教
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教师批评你，让
你在课堂上站起来，是因为你影响到了课堂秩序，教师期望
你好好学习，将来以优异的成绩来回报社会。要记住：尊重
别人是在庄严自我！”

孔子是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



为了学到更多的知识，把自我当成学生，千里迢迢地去向老
子求学。给我们树立了尊师重道的榜样。

相较于孔子，我在学识上是一张白纸，思想、道德、文化修
养各方面都要不断地加强学习，而尊师重道是我人生中永不
停止的课程。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创始之作。全书共有五十余万
字，作者是西汉的司马迁。他用简洁生动的语言刻画了一个
个栩栩如生的人物，揭示了历史变化的规律。

在本书中。我有一个最喜欢的人物，那就是蔺相如。他的机
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深明大义令我折服。

战国时期，和氏璧流落赵国，并归赵王所有。不久，秦王在
给赵王的信中表示，愿用十五座城池换取和氏璧。这下，赵
王可犯了难：换吧，怕这秦国耍赖不给城池；要是不换吧，
怕也不成。如果秦国以此事作为把柄与赵国交手，那后者定
不是强秦的对手。于是，赵王就召集文武百官商议此事。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缪贤推荐了他的门客蔺相如。蔺
相如到达秦国后，秦王在章台接见了他，可秦王一得到和氏
璧嘴就咧到了耳根，却一点都不记得他的许诺。蔺相如看到
此情此景，计上心来。他谎称玉有瑕疵，于是就拿回了和氏
璧假装要指给秦王看。

谁知，蔺相如一拿回和氏璧就说：“大王根本没有交换的诚
意，所以我要收回这块玉，如过您要硬抢，那我的头和玉就
先撞碎在柱子上！”

秦王担心玉，便把地图上的十五座城池指给蔺相如看。蔺相
如又道：“我们赵王为了表示对玉的诚意，特意斋戒了五日，
那么您也该表示诚意斋戒五日。”秦王答应后，蔺相如就命
人秘密地把玉送走了。



五天后，蔺相如说明玉已回赵国，并对秦王说：“请您派人
向赵王要回和氏璧，赵王定是依您。那您先将城池交出来
吧！”秦国当然不依，只好就罢。

为了表彰蔺相如不辱使命，完璧归赵，赵王封他为上大夫。
为此，大将军廉颇很不服气，他想：“老夫在战场上出生入
死，才博得此名号。他蔺相如就是个鼠辈，仅凭他那三寸不
烂之舌，能赢得了我吗”这件事传进了蔺相如耳里，不知为
何，他听后总是避着廉颇。廉颇得意极了。可之后，他又得
知蔺相如不是怕他，而是因为他们不能互相矛盾。秦国对赵
国之所以有所顾忌，是因为有他们两个在。他们两个要是互
相矛盾，那么秦国就能趁虚而入，赵国也就不保了。廉颇为
了向蔺相如请罪，于是就赤着上身，绑着荆条向蔺相如请罪。
谁知，蔺相如不但没有怪罪他，反而和他成为了知心朋友。

“完璧归赵”、“负荆请罪”都是关于蔺相的故事，在《史
记》中还有很多与他一样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和故事。古人
云：“以人为鉴，能够明得失；以古为鉴，能够知兴替。”
我喜欢这本《史记》，更喜欢学习书里面的故事。

《史记》是中国史学上第一本记传体通史，并且是司马迁走
遍大江南北，经受了各种打击，呕心沥血在公元前91年完成
的旷世巨作。这本书中，最吸引我的是撰些时代中各领域英
雄豪杰和记载国内外少数民族的“列传”，是它让我感受到
了历代英雄人物的气概与豪迈。

比如说列传中的“刺客列传”里的聂政、荆轲等人。以前，
我认为刺客可是就是那些品行不正，只明白搞偷袭的人，但
史记上的叙述，让我明白，有些刺客是不仅仅仗义疏财、劫
富济贫，并且对君子赤胆忠心，像有些为了自我的国家去行
刺君王，是冒着生命危险的，随时都有可能被处死，真可谓
是有去无归。虽然如此，但他们依然一心为君，就像荆轲临
走时在易水河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的悲壮，更有那之后身中八剑却仍一心想着太子丹，这就是



他们的赤胆忠心的最好表现。

在《史记》里，我认识智勇双全的蔺相如，立木取信的商鞅，
巧言退兵的陈轸，少年有为的孟尝君，错失良才的魏惠王，
贪利失地的楚怀王……其中最吸引我的是不从浊流的屈原。

屈原是楚国著名的大诗人，他知识十分渊博，口才也很好，
无论是对外交际，还是管理内政，他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
楚怀王很赏识他。可是，屈原的才华受到了上官大夫的嫉妒，
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在楚怀王面前造谣生事，楚怀王听得多了，
也就信以为真，渐渐地疏远了屈原。德才兼备又清高孤傲的
屈原，怀着悲愤的心境，写下了长诗《离骚》，多年来屈原
报国的愿望未能实现，最终跳进汨罗江自尽了。

史记中吕后的读后感篇二

是谁刹破这黯黯的黑夜，吹响了江东的号角？是谁破釜沉舟
的'决心，砸碎了秦关的城门？又是谁在乌江末路的悲壮中，
演绎了一场千年绝美的霸王别姬呢？是男人就要恩怨分明，
你是堂堂的大丈夫。是男人更需要儿女情长，你弹剑做
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姬虞姬奈若何？”一出《霸王别姬》，唱断了多少人的柔
肠？你就像一颗亮得刺眼的流星，划过历史的天空，在极度
辉煌过后，是毁灭。异于寻常的流星，你的毁灭是惊天动地
的，留给后人的，是一声声的叹息。

项羽，一个贵族世家的后裔，一个英勇善战的英雄，率军攻
秦，尽显男儿本色。刘邦，一个平庸之辈，好酒色，无胆略，
然而却在楚汉战争中战胜了你。结果是这么得令人出乎意料，
让人不得不回首深思。其实刘邦和你各自有着自己的优点与
不足，就好像一对瑕玉一样。你有着英雄的气魄，但你却无
法冷静地面对挫折，乱杀无辜。刘邦有着过人的肚量，但他
却不能率兵打仗。一个兄弟情义，一个背信离义。



在历史的舞台上，不同的抉择决定了不同的命运。谁能够在
确定的时间，做出正确的选择，谁就能避免失败，从而取得
成功。一场千年的等待，是你打破了这暗世的哀鸣，是你扬
起楚江东的旗帜，多少江东子弟为你出生入死，为了你讴歌
传颂，杀殷通太守，是你挥就的号角，定陶之战是你悲痛的
伤痕，但你又绝不言弃，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你又拿起你的龙
盘虎戟，披上你乌金的铠甲，冲向硝烟漫漫的战场。在那个
时代，你是神话般的英雄！你那异于常人的双瞳，你那惊破
敌胆的怒喝，你的乌骓，你的霸王枪当刘邦与你获得了推翻
王朝的胜利时，刘邦听从大臣的建议，不杀子婴、约法三章，
不受搞赏、秋毫无犯，而且退出秦王宫、还军霸上。但与之
相反的你却不听善言，杀子婴、烧宫室、屠咸阳，曹无伤被
诛，让人不禁为你叹息，试问天下谁敢助项羽的楚国？可你
也是一个有着矛盾并非完美的一个人，你可以屠城，可以杀
人不眨眼，却在鸿门宴上下不了杀手，即使范增暗示了无数
遍。如果说你的滥杀无辜使你失去了人心，那么在鸿门宴放
走了刘邦就是你不明是非，不分敌我而犯下的又一重大错误。
还记得在你受围攻时，你在面对正在追击你的故人吕马童时，
竟最终自刎以给吕马童一个人情。在我看来，你的这一刎，
的确彰显了你过人的豪气，让后人更是为之而敬仰，但我们
也从中看到了你的无奈和不自信。当然做人应当讲义气，但
义气不能代替原则！作为一个君王，一个领袖，应当以大局
为重，以国家的利益为重，不能失去应有的立场和坚定果断
的明辨能力。与之相比，刘邦虽然也好不到哪去，但我要说
刘邦却正好好在你的通达和灵动的智慧上他虽然没有过人的
武艺，却能充分利用别人的能力，以最终做到在关键时刻做
出正确的选择。你的败，在于你不懂权谋，太重承诺，太重
义气，太崇尚暴力！

你也是幸运的，你有着一批忠心追随的部下，为你死战到底，
与你共生死；你有着一个真正爱你，真正懂你的女人，在彭
城之战中，她陪着你度过不眠的夜晚，在四面楚歌里，她为
你担忧，然而最后却在乌江江畔的暖帐红烛之下与你一起演
绎了霸王别姬的千古绝唱。乌江流水，留下了你的遗憾，也



让我有了复杂微妙的感受，不知道是感动多于惋惜，亦或是
惋惜多于感动，总觉得他不该如此消亡。

历史在交替中消逝长流，金戈铁马，一曲终了。掩卷而思，
不觉悠然神往。

史记中吕后的读后感篇三

最近突然不知道该读什么书好了，觉得还是应回归经典，因
为经典的是最经得起考验的。于是又翻出了大部头的《史
记》。《史记》我读的很慢，因为这一部文言巨著使得我一
方面要查询生难字，另一方面还要读懂文义，再有看到熟悉
的人物，我又不得叹息反思一番，所以迄今为止只看了这本
书十分之一。但我想，司马迁花了13年的时间，写出了从黄
帝到汉武这三千年的历史，岂非我一朝一夕就能读完的。鸿
篇巨制的阅读应如名胜古迹的探寻，走走停停全凭自己把握，
遇到美景之处，多流连片刻也未尝不可。废话说了太多，下
面想谈谈个人心得。

有这样一个人，他出身名门，才气过人，胆识超群，武艺高
强，气场强大，军功卓著，为人刚烈不阿;但又头脑简单，刚
愎自用，不听人劝，死要面子，心狠手辣，关键时刻总错失
良机，落得个乌江自刎的结局。对，他就是楚霸王项羽。

每看到项羽本纪这一章，我总是有一种扼腕叹息的情愫。项
羽有将帅之才，却无君王之命;有将兵之能，却无运筹之智。
勇猛有余，谋略不足。其实，项羽这样的人，现在也有。他
们往往耿直勇毅，一片真诚，勇往直前，无惧无畏。这样的
人是可爱的，但往往最终却会成为炮灰。也许在世间立足，
谋略是必不可少的。很多事仅凭一腔热血，一身正气是不行
的。关键时刻懂得适当收缩自己，不要总是那么张扬，那么
锋芒毕露。正如在项羽找刘邦死磕之时，刘邦笑谢曰：吾宁
斗志，不能斗力。刘邦是聪明的，因为他懂得张弛之道，他
懂得在恰当时候示弱，他懂得权衡利弊，拿捏轻重。人世间



很多东西不是都需要去判断和评估吗?如何在特定的情况下做
出正确的选择，这既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刘邦做了一个很
好的示范。

项羽企图以力征服天下，殊不知“谋略”的重要性。关键是
他到死都不承认自己的失误，还继续用作战，取对方将领首
级来证明“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执迷不悟到如此程
度，也是少见啊。有时我们往往把成败归于命运的安排，我
越来越认识到，每一个人都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和无缘无故
的失败。每个人身上的特质是导致他现在处境的根本原因。
司马迁在最后对项羽点评到：自矜功伐,谓霸王之业,欲以力
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项羽的
故事提醒我们很多。

史记中吕后的读后感篇四

梦得一江春水向东流，不求醉生梦死。

是啊，现在不比从前，如今你已被困在汉军的十面埋伏中，
又岂是当年的情形呢?乌江的水滚滚向东流去，宛如白绫转身，
回过头，四目相触的那一霎，我明白，外表平静的你，此刻
必定心如刀割。

于是，亭边孤独的影子又多了一个，沉默良久，转身回帐，
再出来时，手上竟多了一卷书。你转身，微怔片刻，又点点
头，乌江亭畔，响起了你响彻苍穹的声音，居然是《项羽本
纪》，这，可能是生平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不过，
这就够了。

朗朗书声中，我听出了你对生与死的无奈，感受到了你的困
惑与无助，体会到了你的悲哀与绝望!你不懂，是暴虐坑杀十
万秦兵导致你人心尽失，还是鸿门宴上的优柔寡断使你将天
下拱手相让。你困惑，为什么纵有盖世武功，却连最心爱的
人也保护不了?你愤怒，拼搏一生，却为小人所害。这声音虽



然洪亮，但却透着一种凄凉与无助，隐隐中，有着一丝绝望。
你漠然起身，在你转过头的那一刻，我的泪，决堤而下。

垓下，汉军已经会师，今天怕是闯不出去了吧!既然如此，那
便痛痛快快的杀一场吧!让天下人之都知道，是天要亡我，非
战之罪。

剑起，人亡，寂寞的乌江亭边，盛开一朵洁白的梨花，恍惚
中，听到项王那响彻天穹的怒喊，同时听到的，仿佛还有书
声，那寄托无限情与语的声音，那应该是项王读给虞姬的吧!，
我打了个激灵，没错，就是《项羽本纪》。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
利兮骓不逝!力拔山兮……声音越来越弱，最终，消散在了天
地间。

读后感范文汇总

读后感大全汇总

中外名著读后感汇总

四大名著读后感汇总

史记中吕后的读后感篇五

说到项羽，大家一定不陌生，此人当年推翻秦王朝，火烧阿
房宫的英雄。然而英雄不是圣人，他也是有缺点的，毕
竟“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有这样一段：“项羽少时，学书不
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
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
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这段文字叙述的



是项羽志大材疏，浅尝辄止。在推进历史进程时他是英雄;但
由于项羽性格上的某些缺点，注定了他的最终下场是悲剧。

有人觉得项羽是个白痴。鸿门宴上，优柔寡断，放走刘邦。
目光短浅，放弃关中这块肥肉。杀义帝，授人口之舌。有眼
无珠，赶走范增。终落得个自刎乌江的下场。

但是我喜欢项羽，因为他是个英雄。项羽小时侯见到自己的
偶像秦始皇，竟然大逆不道的说了句：“彼可取而代也。”，
从此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巨鹿之战中，他率领楚军破
釜沉舟，以一挡十，可以说是遇神杀神，遇鬼杀鬼。金戈铁
马，气吞万里如虎。后来楚汉长久相持，胜负未决，项羽跟
刘邦单挑，刘邦闭门不出，叫手下在城楼上放冷箭，射死了
项羽好多兄弟，项羽怒发冲冠，仰天长啸，大叫一声：“拿
命来!”吓的弓箭手屁滚尿流，此等雄风，真是前无古人，后
无来者啊。

后来在垓下被围，多喝了几杯，美人弹琴，ok一曲：“力拔山
兮气概世，时不利兮驹不逝。驹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
若何!”唱着唱着，眼泪不自觉就下来了。真是男儿有泪不轻
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做人应该善于听取良言善告，不能存有虚荣心。记得项羽率
楚军推翻秦王朝，正欲回楚地在乡人面前炫耀自己的功绩时，
手下的一名文官进谏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扰，可都
以霸。”可项羽却认为此乃衣绣夜行，无人知晓，拒绝纳谏。
当被文官辱骂后，项羽竟将此人扔入沸水之中，将其煮死。
其虚荣、残酷可见一斑。

做人除了要善于听取良言忠告，还应该具有知人善任之明。
刘邦的部下韩信原为项羽的手下，但由于项羽的刚腹自用，
武断专行，韩信一直没有得到重用，致使韩信背离项羽投靠
刘邦，来了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率汉军横扫中原，
将楚军打的落花流水，最终败项羽于垓下，为刘邦一统天下



建立奇功。“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英明的统帅才是打胜仗
的最关键的因素。

读完《项羽本纪》，我从中悟出了些许做人的真谛。项羽只
能说是一位热血青年，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但是要获得
真正的成功就不能像他那样。做人除了要善于听取良言忠告，
还要有知人善任之明以及运筹帷幄的能力，并且要克服自身
性格上的缺点，这样才能使自己时刻保持头脑的清醒，使自
己不再重蹈项羽的覆辙，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