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将军吟读后感(汇总8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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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吟读后感篇一

文帝十四年，一位满腔热血的青年参军抗击匈奴，他的心里
秉承着无数人们从古自今的梦想—建功立业，名垂青史。可
造化弄人，世事无常。汉文帝的一次评价”可惜你生不逢时，
如果在汉高祖时期，万户侯岂在话下!”这无意之语就如同魔
咒一样伴随了李广的一生。但历史同样给了我们一个活灵活
现的李广，一个兼并传奇与悲剧的人生。

他有勇有谋，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沉着应对，准确地揣摩
到了敌人的心思，慑退敌人。辗转于各边郡间，任太守一职，
守卫大汉王朝边境长达四十余年，作战勇猛，连匈奴都不敢
来侵犯。花甲之年，仍能飞身夺胡儿马匹与弓箭，真是令人
敬佩！

他体恤将士，深受将士爱戴。赏赐通通分给部下，士兵不全
喝到水，他就不喝。士兵没全吃到饭，他就不吃。他对将士
宽厚和气不苛刻，让许多将士乐于效命。

他箭术高超，生于射箭世家，自幼学箭，臂长如猿，平日以
射箭为消遣。世皆惊叹—李广为将，才气无双。世世受射，
射无不当。射箭有射虎之威，入石之效。

但他也心胸狭隘，酒醉过陵亭，路有都尉阻，扣留陵亭下。
天子招李广，任其为太守，都尉随其去，谁知招杀手。



他性情高傲，置身于沙场中，对朝廷于不闻不顾。这也是李
广难封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期李蔡、卫青、乃至霍去病都渐
渐得赏地封侯，可他，过错没人保，苦功不相成。

终究李广是一个不完美的人，但不完美方显真实。四十余年
的光阴逝去了，曾今意气风发的青年也变成壮志未酬的老年
人。四十余年让百姓免遭涂炭，四十余年使国土免遭践踏，
难哉！难哉！他这一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可统治者却不理
不睬。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等他逝去了，百姓和将士们的
泪水方能体现他的功勋卓著，只有人民才能给予最公正的评
价。

历史是公平的，只有时间才能丈量李广的伟大。后代的帝王
们有的奉他为先祖，有的为他修寺庙等等。至今他的形象仍
活跃于文字上，他的英姿浮也仍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

将军吟读后感篇二

今我读了《史记》李将军列传，感受颇深。

古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也就是说桃子和李子都不会
说自己有多么好吃，但人们却都来采摘食用，在树下踩出一
条路来。此言虽小，却可以谕大也。

李广，世代为将，其祖先李信是秦时追获燕国太子丹的大将。
李家世代授受弓法，精于射箭。李广更是善于骑马射箭，在
战场上以力战闻名，被匈奴称为“飞将军”。只要他出现在
敌人军阵前，敌人便闻风丧胆、抱头鼠窜。汉文帝感叹地说：
“可惜啊，你没有遇上时机，如果你赶上高皇帝的时代，封
为万户候，那还用说吗？”他带兵打仗，对待士兵宽厚温和
而不刻，与士兵共患难、同享乐。李广死后，全国上下老百
姓都为他流泪。

太史公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也就是说：本身行为端正，不下命令人们也会遵守奉行；本
身行为不端正，虽然下了命令人们也不会遵守奉行。李广就
是此言所说的前者，他为人忠实诚信，打仗沉着勇敢。他虽
然诚恳质朴像个乡下人，又不善言辞，但士兵们都愿意随他
行军打仗，乐于听他的指挥。李广“其身正，不令而行”。

西楚霸王项羽他脾气暴躁，不纳忠言，后来他在阴陵迷了路，
向一耕田老者问路，大声喊着：“老头，路往哪走？”老者
见他没礼貌，骗他说，往左走。项羽便率领残余的骑兵向左
骑去，后陷入了沼泽地，被汉王派来的大军团团包围，项羽
终因寡不敌众，兵败自杀。此乃“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

我们学习历史，要像嚼泡泡糖似的，读懂《史记》，要像李
广那样做一个“其身正，不令而行”的人。谚语日：能行之
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即：能实际去做的人未必
能高谈阔论，能高谈阔论的人未必能实际去做。此言非虚言
也，人要有真才实料，不要枉有虚言。

《李将军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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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吟读后感篇三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滕王阁序》
文帝十四年，一位满腔热血的青年参军抗击匈奴，他的心里
秉承着无数人们从古自今的梦想—建功立业，名垂青史。可
造化弄人，世事无常。汉文帝的一次评价"可惜你生不逢时，
如果在汉高祖时期，万户侯岂在话下!”这无意之语就如同魔
咒一样伴随了李广的一生。但历史同样给了我们一个活灵活
现的李广，一个兼并传奇与悲剧的人生。

他有勇有谋，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沉着应对，准确地揣摩
到了敌人的心思，慑退敌人。辗转于各边郡间，任太守一职，
守卫大汉王朝边境长达四十余年，作战勇猛，连匈奴都不敢
来侵犯。花甲之年，仍能飞身夺胡儿马匹与弓箭，真是令人
敬佩！
他体恤将士，深受将士爱戴。赏赐通通分给部下，士兵不全
喝到水，他就不喝。士兵没全吃到饭，他就不吃。他对将士
宽厚和气不苛刻，让许多将士乐于效命。
他箭术高超，生于射箭世家，自幼学箭，臂长如猿，平日以
射箭为消遣。世皆惊叹—李广为将，才气无双。世世受射，
射无不当。射箭有射虎之威，入石之效。
但他也心胸狭隘，酒醉过陵亭，路有都尉阻，扣留陵亭下。
天子招李广，任其为太守，都尉随其去，谁知招杀手。
他性情高傲，置身于沙场中，对朝廷于不闻不顾。这也是李
广难封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期李蔡、卫青、乃至霍去病都渐
渐得赏地封侯，可他，过错没人保，苦功不相成。
终究李广是一个不完美的人，但不完美方显真实。四十余年
的光阴逝去了，曾今意气风发的青年也变成壮志未酬的老年
人。四十余年让百姓免遭涂炭，四十余年使国土免遭践踏，
难哉！难哉！他这一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可统治者却不理
不睬。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等他逝去了，百姓和将士们的
泪水方能体现他的功勋卓著，只有人民才能给予最公正的评
价。
历史是公平的，只有时间才能丈量李广的伟大。后代的帝王



们有的奉他为先祖，有的为他修寺庙等等。至今他的形象仍
活跃于文字上，他的英姿浮也仍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

将军吟读后感篇四

有一种感情叫爱国，有一种巍峨叫坚守，有一种坚毅叫不屈，
有一种永恒叫勇敢。当一个人迷茫，当一群人迷途，当一个
民族迷失，来探求将军李广，来找寻丢失的民族脊梁，补充
坚强的钙质。

李广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在司马迁的《李将军列传》
中有些对李广近乎神化的描述：“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
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行十余里，广佯死，
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
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复得其余军，因引而入塞。匈奴捕
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等
等。先不管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官是否真正地按照史学家谨严
负责的态度去记录李将军的事迹，这些事都反映了司马迁乃
至全部民众对李广英勇善战的崇敬。盛唐诗人王昌龄有诗提
到李广：“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也间接反
映了飞将军李广的勇猛。

现在，中国仍面临着国内国际各种严峻形势的挑战。中国人，
不能再一味的低头忍让了，要团结一心，为了国家发展，为
了生活安康，为了仍有尊严地活着，要重拾民族勇敢的脊梁。

将军吟读后感篇五

李广其人，功有之，过亦有之，在汉代的几百年历史上，他
以一种极其微妙的经历存在，与匈奴作战七十余场，爱士卒，
轻权贵，骁勇善战精骑射，然，万般才华亦被弃。



人的一生太长，故事却太短，经历太传奇，描述却太平淡。
司马子长用几页的字句汇聚他的一生，将英雄辗转指尖，我
们仅来得及了解他起起落落的生平，在字里行间感受他鲜血
溅沙场，却在朝堂上处处掣肘的无奈，同是保家卫国，部下
青云直上，他却因种种缘由官途滞留不前。我本将心向明月，
奈何明月照沟渠。在一个战争频发的时代，人的命运是自己
的奋斗，在一个君主制下，人的命运是上位者的爱才之心，
在一个复杂的官僚机构下，人的命运是关系的错综复杂，李
广得以以足够高的身份驰骋沙场，在生命的最后却依旧只能
以一个这样的身份自刎谢罪，不过可叹一句：时耶？命耶？
史上人物入朝堂，封侯拜相，摆不脱皇室的亲近或疏远，无
论是汉室或是任何一个朝代，纵是千古一帝亦有个人喜好，
站在人类顶尖的他们，满足的只是大局上的成功与仁爱，他
们为人间百姓而忙碌或担忧，却不会至始至终总为某一个人
而停留，江山代有才人出，只要有合适的时候，总会有另一
个合适的人物在这段故事中粉墨登场，然后让后世反复揣摩。
我们慢慢咀嚼历史，品尝历史上的一切带给我们的心酸或感
怀，感慨帝王意，不可猜，玩味权臣和英雄们的意气风发，
看着他们一个一个微笑或苦涩地谢幕，让历史这本书翻过一
页又一页，然后终于到了留下他们的名字的时候，李广不过
是这其中一个，带着他的家族慢慢没落，而岁月后的我们慢
慢重温他们的故事和光年，得到点点不知道算不算教训和道
理的教训和道理，然后期待这些或许能举一反三在我们如今
的世界上演，其实，我们只是多了点故事可说而已。

历史上的功与过，我们仅见九牛一毛，我们从千年后的今天
对他们大肆批评或代他们遗憾，不得不有些片面，今天夜晚
的月亮或许曾照耀过他们某个孤寂或是得意的夜晚，但是谁
又知道今晚的月亮还是不是千年前的那轮圆月。时间在日升
日落中流逝，生命在人来人往中换了一代又一代，也许”江
湖"流传的故事很美，但我们只是想让历史上的人物与故事来
为我们的没有道理的生活增添道理，甲乙丙丁，子丑寅卯罢
了。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要告诉李广，只是望和他共饮一
壶酒，一祝沙场骋驰，壮志难掩，二敬心系山河，暮年辗转，



三四似见，月下独酌，愁绪难挽，五念含恨终了，一生望断，
六感后世难忘，书中重演，七八唯愿，世间再见，无忌从前。

将军吟读后感篇六

?李将军列传》记述了汉代名将李广的生平事迹。司马迁大加
赞扬、推崇备至，认为武艺高超、作战勇敢、智勇双全、仁
爱士卒、不贪钱财、为人简易、号令不烦、德才兼备，不愧
为一代名将。认为他老实木讷，不善于为自己宣传，对一生
未能封侯并且最终含冤而死的悲剧命运倾注了深切的同情，
也流露出了对权威者的愤慨。读“李广难封”，不由得替李
广委屈愤懑。后来知道汉武帝的用人原则是拔贤选能，出类
拔萃的人压不住。李广若是将帅之材，没有理由不能封侯。

汉朝廷战略方针的演变成为李广难封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是
汉文帝不事武功。李广初出道时，由于为人勇敢、武艺高强
而得到夸奖，但并没有把他放到重要的地位上去，在文帝来
看只是用来陪皇帝游猎而已，认为他的时代不会象高祖争天
下的时代，以军功为第一；汉代封侯的条件大多因为军功，
也认为李广不具备封侯的条件，所以只是说说而已。二是西
汉国防战略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登
基后，一改汉高祖以来在匈奴和战问题上的消极防御国策，
对匈奴的侵扰，采取积极反击的措施，运用骑兵集团纵深突
袭的战法，对匈奴贵族势力实施歼灭性打击。在这一重大战
略转变形势面前，李广作为在对匈奴消极防御环境下成长起
来的将领，无力承担统率汉军大规模反击匈奴的重任，只好
眼睁睁地看着以卫青、霍去病为代表的将领后来居上，建功
立业。

封建专制制度对人身和性格自由的遏制与残杀是李广悲剧形
成的深层原因。汉武帝时代是中国两千年专制制度的开始，
汉武帝所施行的董仲舒的《春秋》公羊之学，及其所提出
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是一种“外儒内法”的
政策，其基本精神即王霸并用。从董仲舒开始，在宗法关系



内部，实行法治，其结果不仅使封建等级制统治和君臣父子
关系，渗透着严而少恩的法治的精神，法本身也被随意解释、
滥用而无法可依。李广的悲剧就在于他处在封建专制制度实
行的初期，思想中存在的先秦时代士风、思想、人格的遗留
还在起重要作用，身上存在“士为知己者死”的生活准则，
他的那种崇尚个性自由、豪放不羁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与汉代
统治管理者大一统的思想，与逐步完善的专制时代格格不入，
所以受到排挤以至由此自刭。

自身的性格缺陷是造成其悲剧的重要的主观原因。专制集权
的汉武帝时代，处理好与上级的关系、与权贵的关系、甚至
是与皇上的关系，显得比其他任何时候都重要，这对于李广
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一是不善言辞、个性太强、性情
冲动。李广不但平时少言，关键时刻更加无话，不但无话，
还有脾气，又倔又横，喜欢这样下属的上司不会很多。二是
胸无城府、没有政治见解。汉景帝时代，在平定“七国之
乱”的战役中，李广本应以杀敌夺旗的赫赫战功得到应有的
奖赏，却因私受梁孝王赏赐的将军印，而无意间见嫌于景帝，
结果不但无功，还埋下了其最终悲剧结局的祸根。李广的头
脑简单，从不考虑政治，看不出当政者之间的微妙关系，可
以说是胸无城府，没有政治上的任何见识，在专制制度下，
不具备见风使舵的变态性格，纵有千般能耐，不仅于事无补，
反会引火烧身，这也是耽误李广前程的一部分原因。三是自
负其能，不计后果，好凭一时之勇，呈一时之威，如传中所
记李广因中贵人而射杀匈奴“射雕者”，以“百骑”而对匈
奴千骑，勇敢之外，是否还有蛮干的成分？四是治军没有条
理，非大将之才。在治军上放任自流，不讲求以法治军、严
格管理也是不争的事实。具体表现为，行军时没有严格的队
列和阵势，停宿时连必要的警卫都不设置。这种方式违背了
治军的基本原则，把严格要求和关心士卒对立起来，无怪乎
劳而无功、际遇坎坷了，所以，对他的分析和评价，也应少
一点道德上廉价的同情，多一份历史上冷峻的思考。五是滥
杀无辜，报复心重。如他曾因为损兵太多而又一度被匈奴捉
住而被判罪，最终免官成了平民。有一次带人晚上骑马外出



到了霸陵亭，被霸陵尉拦住，李广的从人说：“这是过去的
李将军”，霸陵尉喝醉了，不放行，说：“在任的将军都不
能夜行，何况过去的”。没过多久，匈奴又来了，李广又当
了将军，指名要霸陵尉同行，到了军中就把他杀了，显得太
小心眼儿了。

军功不够封侯的条件更是根本原因。欲封侯，看军功。西汉
军功爵制完全量化，按照军人所获敌军首级数量计算，标准
十分明晰。汉武帝时期受封侯爵者共计89人，其中将军为侯
者53人，匈奴及其他少数民族降汉受封者29人，占全部侯爵
的92%，其他因非军功而为侯者不过7人。卫青首次出战，杀
敌700，受封关内侯，5次出击，杀敌5万余；霍去病首次出战，
杀敌2000，赐封冠军侯，4次出击，杀敌11万余；司马迁十分
欣赏李广，没记载杀敌数量，只有一种可能：杀敌不多，李
广打了一辈子仗，战绩尚不及700人。

汉匈大战只有八次，李广自称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应系小
规模的遭遇战，故杀敌数量十分有限。公元前158年冬，萧关
之战，射杀了一些掉队或落单的匈奴将兵；公元前144年，上
郡之战，射杀3人，生擒1人；公元前133年，马邑之谋被匈奴
单于识破，无功而返；公元前129年，雁门之战，葬送1万军
队，被俘；公元前123年，漠南之战，李广无功；公元前121
年，右北平之战，杀敌4000，4000部队全军覆没；公元前120
年，定襄之战，李广率四千骑兵大战匈奴左贤王四万铁骑，
射杀匈奴好几名副将；公元前119年，漠北决战，李广迷路失
期，贻误战机。

右北平之战，李广率军杀敌4000，也没封侯。这就涉及计算
军功的另一个参照标准：除计算杀敌数量外，还需除去自方
损失，李广所部杀敌数与己方损失相当，功过相抵，故“无
赏”。作为汉武帝的小舅子，卫青漠南、漠北之战各杀敌1.9
万，但己方损失亦大，故未得封赏。

李广是深受敬佩、喜欢、同情的悲剧性英雄人物，“挺李



者”众多。

一是司马迁。司马迁文笔极佳，倾注了强烈的主观感情，笔
下的人物和事件往往骨立肉满，让人印象深刻。毫不掩饰对
李广的欣赏态度，一面突出李广的优点，一面淡化李广的缺
点，对李广形象的塑造和宣传十分成功：在大多数人眼里，
李广是射箭入石的高手、被俘后巧妙逃脱的智者、遇大敌时
镇定自若的将军、生活上清廉无私的好官员、工作中爱兵如
子的好上司，以至忽略或忘记了李广几次神勇表现的背后竟
是败仗，难怪班固曾指司马迁私修《史记》乃为泄私愤。

二是文人。后世文人的接力传诵，从李广身上找到一个十分
有用的标签――怀才不遇，命途多舛。以开边尤力的唐代为
最，且不乏重量级人物，如骆宾王、王勃、陈子昂、王昌龄、
高适、卢伦、王维、李白、杜甫、岑参、李商隐，赞颂李广
的诗词名句，不少已是妇孺皆知。在古代中国，以文人为代
表的知识分子是平民百姓的偶像，他们往往引导甚至直接决
定着社会舆论和大众观点，文人眼中的李广形象很快流传开
去，植根于社会大众心中。

三是广大人民群众。李广身上有三处普通百姓喜欢的地方。
一是有真本事，箭术高超，《史记》描写李广射艺超群至少
有8次：一射匈奴多人，二射匈奴射雕者，三射匈奴白马将，
四射匈奴追杀者，五射林中石，六射北平虎，七射靶赌酒，
八射匈奴副将。对李广来说，射箭不仅是工作技能，更是一
种习惯甚至嗜好。二是一生廉洁，两袖清风。身为二千石四
十余年，家无余财。这样的清官，老百姓谁不喜欢？三是以
情带兵，以慈掌兵。李广不但清廉，而且疏财，还能与士卒
同甘共苦。常年在北方作战，条件艰苦，尤其野战期间往往
断粮缺水。在这种情况下，“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
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

“否李者”也不少。一是兵家和学者。文人看到的是李广的
高超箭术和悲剧命运，老百姓看到的是李广的清廉和仁爱，



而兵家和学者看到的是李广的个人英雄主义和屡战屡败的战
绩。兵家讲求实际效果，学者追求全部事实，兵家和学者认
为，李广是一个优秀的士兵，却不是一个合格的统帅。他治
军散漫。二是皇帝。皇帝不喜欢李广，文帝当着面说过欣赏
他的话，但临终前推荐的是周亚夫。周亚夫治军极严，连文
帝都进不了他的细柳营。李广则相反，连起码的侦察兵和哨
卫都不派。在李广手下当兵，当然很自由很舒服，但若遇大
敌，往往慌乱无措。李广所部至少两次面临这种情况：一次
百人逢千骑，李广部“皆大恐”；一次4千遇4万，李广所
部“皆恐”、“皆无人色”。司马迁这样写，本是为了衬托
李广的镇静与勇猛，不料恰恰暴露了李广不善于治军带兵的
弱点。而且，李广虽然爱护部属，但他动辄全军覆没，这样
的爱护还有什么价值？实际上，李广那样的爱兵最后却害了
兵。汉武帝还算开明，起用了李广，给了他四次机会，但表
现不行，结果也不想用他了。

将军吟读后感篇七

作者：精分少女。重修的《废后将军》看完了，结局自然和
以前不同。阿左没有死，慕容炎死了。是的，这次渣男死了，
还被阿左弄死的。

我看文一向是对男主非常非常宽容，不论查到什么程度，我
都希望女主最后可以和男主在一起。

但是只有慕容炎，他渣的令人发指，也让人恐怖。

一个没有爱这个意识的人,除了伤人,什么也不会。

左苍狼，一向视慕容炎是神明，是她的信仰,为了慕容炎她可
以奉献--切,她爱的卑微甚至低贱。连在佛的面前都不敢许愿
可以与他长相守，竟然许愿希望慕容炎开心。

就是这么一个爱他的女人，最后被逼的一点点心死。我觉得



就算到最后，阿左还是爱慕容炎的，他做了那公多伤害她的
事情，她依旧没有怨恨，甚至觉得自己是他爱情的污点。有
时候会觉得左苍狼简直愚蠢，这样-一个人值得吗?爱一个人
没有值得不值得吧，但是如果长久的交出自己的真心，而对
方回赠的一直是虚情假意甚至刀光剑影，这样的一个真心也
会被一点点消磨吧。

当慕容炎把阿左从窗中仍出去，冰凉的人不仅凉了阿左的身，
应该也一点点寒了她待慕容炎的那颗真心。

阿左吃那个甜瓜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本来以为慕容炎在认错，
在讨好这个女人，对女人。当他对王允昭说出"喂狗有喂狗的
技巧，不能一味地喂饱，否则它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而且
会恃宠生骄。你得一边喂养，一边驯化,保留它的野性为你所
用，也让她明白何为主从。狗的忠诚于否，不在于你-直对它
多好，而在于你每一次对它的好,都让它没齿难忘。"此刻，
他自己已经真的配不上任何人的真心了,任何人。.

初版里面我觉得慕容炎是爱过姜碧兰的，至少曾经真的爱过。
如同年少喜欢--件心爱的玩具。但是作者重修以后，才知道，
慕容炎从来没有爱过，一刻都没有。都只是借口与伪装,自己
的面具是深情的，自己的面具需要伪装成柔情百转的。

阿左也是爱慕容炎的，那是她的信仰，是她的愿望。记得深
刻的还有一点，慕容炎杀了所有前朝旧部，杀了所有对他有
一点点忤逆的人，包括了冷非颜和杨莲高。其实我觉得这个
不能算他的污点，因为他是皇上，既然踏血一步步走来,就不
可能停止。但是他本人对阿左做的那公多渣事，都没有让阿
左对他有杀意，但是却在他喋血他人的时候，她对他有了杀
意。可看，阿左还是爱慕容炎的，只是道义上慕容炎和她在.
对立面。

慕容炎对左苍狼，他有真的在乎过，在意过,只是那不是对一
个人的喜爱，那是一种主人对饲养宠物的宠爱，是那种召之



即来挥之即去的，说到底慕容炎就是个无心之人。

其实重修的这版这个结局蛮好的，看完有一种出了-0气的感
觉，慕容炎以为守在他陵墓的铜人是左苍狼，可是不是就不
是，阿左没有死，也没有守他的陵墓，我想最后阿左应该也
不会逍遥快活吧，-一个人失了心，活着跟死了-样,都是无尽
的寂寞。如果作者可以写番外，希望给左苍狼一个好的结局
吧，毕竟她这辈子,一直在爱着-一个不会爱的人，真的希望
有个人能够好好珍惜她，让她能够在爱情里也是骄傲的那个
人。

“一直以来，微臣就是-个骄傲的人。对陛下的爱重，是微臣
这一生做过的，唯一卑微的事。”爱让人卑微，也让人无所
顾忌。左苍狼爱慕容炎卑微到尘土里，而慕容炎倚仗她对自
己的爱肆无忌惮。

初版的慕容炎还会在左苍狼的墓碑前落泪忏悔，而这次他没
有，真是可惜这次他死在了阿左里，但是也庆幸,他竟然死在
了最爱他的人手里。

永远不要把真心交付给一个不爱你的人理,他不仅不会感动，
还会拿捏你，甚至会毁了你。

将军吟读后感篇八

李广将军用他那忠诚朴实的心，使士大夫佩服。当他去世的
时候，天下认识和不认识他的人，都为他悲哀。而东汉的董
卓死的时候，老百姓都往他尸体上扔烂衣服、臭袜子，还有
人扔火把。因为董卓用权力和武力欺压他人，所以死得很惨。

看来，做人要用你的忠诚、实力，像李广将军那样以理服人，
人们才会真正和你成为朋友。

张学良将军的子女怎么样了



历史人物张学良将军的子女今何在

雅言素语解诗者-试析李广田的创造性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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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读后感

《鞋》读后感

担当读后感

母慈子孝读后感

《白夜》读后感

听众读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