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记读后感(实用6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
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史记读后感篇一

中国历史上每个有责任感有成就的史学家，都会以他们的心
血凝聚起来的思想，留给全人许多有益的启示。对此，我首
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马迁。

司马迁出生在黄河岸边的龙门，他父亲司马谈立志要编写一
部史书，临死前嘱托司马迁帮他继续完成史书，然而，司马
迁因替一位将军辩护而遭受酷刑，他风次想血贱墙头，但想到
《史记》还没有完成，便打消了这个念头，最后，一部鸿篇
巨著《史记》诞生了。

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展示了一部
辉煌的中国通史的画卷，两千多年来，赞叹它，研究它的人
不绝于时，证明它有巨大的挽力和不朽的地位。

这是一部说不尽的“史家之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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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
意境中，轻松幽黑的语言，紧张刺激的情节，仿佛把我带到
了那个遥远的时代。各个事件的背景特色，各个地方的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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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史记》就仿佛在作一次足不出户的历史
旅行，领图了那个时代的一切，回顾了各种令人难以记怀的



历史事件，体会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生动形象的历史人
物有声有色的为你讲述他们身上发生的有趣的故事，副食你
进入他们的世界。

司马迁在忍辱负重的情况下写完了《史记》，他想：“人总
是要死的，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他尽力克制自
己，把个人的耻辱，痛苦全都理在心底，重在摊开光洁平滑
的竹简，在上面写下了一行行工整的隶字。就这样，司马迁
发愤写作，用了整整13年时间，终于完成了一部52万字的辉
煌巨著——《史记》，这部前无丰人的著作，几乎耗尽了他
毕业生的心血，是他用生命写成的。

正是他有强烈的责任感，他才能继续坚持下去，没有了责任
感，任何事情都无法很好完成。

史记读后感篇二

漫步司马迁《史记》的历史长廊，我不禁驻足《项羽本纪》，
留恋项羽那“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豪迈，欣赏他“至今思项
羽，不肯过江东”的执着。司马迁为我们展现了如此具有浓
郁悲剧色彩的英雄人物——项羽。这样就使我们看到了一个
丰满多姿、具有王者风范、洒脱而有血有肉的硬汉形象。

项羽从一个“不学”小儿，到一个普通的军人、成为反秦盟
军中高级将领乃至领导者，他意气风发，勇不可拒；他蛮横
崇武，任性自我，他一步一步滑向自己和别人编织的圈套，
走向死亡。

悲剧的发生，似乎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造成项羽的
悲剧的原因很多，单从自身来讲，他的性格造就了他一生坎
坷乃至走向死亡的重要原因：

勇武，“力能扛鼎，才气过人”“遂拔剑斩守头”，“籍所
杀者数十百人”，一出场就先声夺人，好一个下马威！巨鹿



之战中项羽勇猛无敌，使旁观诸侯的“莫敢纵兵”、“无不
从惴恐”。一生中最激昂最快哉的东城快战，项羽冲锋陷阵、
所向无敌，叫人瞠目结舌。

与勇武紧密相连的是粗豪。这在他年轻时的学习中就反映出
来：他学文习字、学剑学兵法，均有始无终、浅尝辄止、每
每半途而废，这也成为他后来事业失败的主观因素；在日常
言语中也有充分表现：观看始皇出巡，他说：“彼可取而代
也。”心里怎样想，嘴里怎样说，全无顾忌。这与刘邦形成
鲜明对比。而刘邦见始皇出巡时的威风，慨叹：“嗟乎，大
丈夫当如此也！”婉转含蓄，含而不露。

有勇无谋的项羽在战场上叱咤风云，所向披靡，可在政治斗
争中却一筹莫展。鸿门宴里，项羽恨不能第二天便“击破沛
公军”，气概不可一世，但当项伯说以“不义”，刘邦又亲
自来谦恭道歉，他便已把怒气抛在一边，不假思索地说出曹
无伤，使之成为他粗豪性格的牺牲品。范增数次举起玉催他
下决心，项羽均默然不应。而当樊哙既有奉承又有不平的一
席话说完后，他又“未有以应”，甚至当刘邦脱身而去，他
仍未意识到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并接受了张良所献玉璧。从
大怒到受璧，判若两人。由于他勇而无谋，粗放直率，居功
自傲，喜欢奉承，未“不义”的虚名束缚了手脚，因此优柔
寡断，中了刘邦、张良缓兵之计，失去了消灭对手的良机。

项羽既是战场上奔突驰骋、所向无敌的勇士，又是政治斗争
中的失败者，可爱而又可悲，英雄而又充满悲剧性。

只有用“哀其不幸，悲其骁勇”来总结英雄相遇的一生，假
如能少些粗犷与固执，多些像韩信一样的智慧和刘邦之流的
圆滑，也许会有一个更加完美的历史英雄——项羽，但是，
悲剧终将是把人生中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悲剧便只
是悲剧。



史记读后感篇三

《史记》是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倾其一生的心血创
作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中国上古传说中的
皇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是二
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
五十多万字。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对后来历朝历代的
正史，产生了影响，鲁迅先生称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
离骚”。

在司马迁的笔下，一个个人物栩栩如生，他们有自己独特鲜
明的个性。那些平淡简洁的语言，却让人读起来仿佛置身于
其间。

走进《史记故事》，那些王侯将相、士族文人的音容笑貌跃
然在纸上。有的圣明贤德，有的残暴不仁，有的英勇无畏，
有的昏庸无能……尧舜的开启圣得，商纣王的酒池肉林，残
酷刑罚，周厉王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周幽王为博美人一笑
而烽火戏诸侯，楚汉双雄的风起云涌，廉澜的将相和，很多
很多，让人走在历史的长河中，仿佛看见了司马迁在奋笔疾
书。

读了这本书，我感受到祖先的智慧，祖先的创造，祖先的无
私奉献。我们中华民族能长盛不衰，正是因为他们这种无私
精神的照耀。

这本书让我感受到做人要从小树立起远大的志向，制定奋斗
目标，为将来做好优良基础。

司马迁写的《史记故事》会很容易跟着司马迁的思绪，为那
些热泪盈眶的悲剧英雄感动，又为那些贪图便宜的小人愤慨。

困难与挑战给人挫折，却能让人奋进，而保守虽暂时保身，
但却会让人堕落淘汰。所以我们遇到挫折，就要做一只勇于



同风暴拼搏的雄鹰，展翅高飞。

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看到风雨时候的阳光

史记读后感篇四

读完一本经典名著后，想必你一定有很多值得分享的心得，
此时需要认真地做好记录，写写读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读后
感吗？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史记》读后感，希望能够
帮助到大家。

《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一直受到很多人们的
喜爱。当然我也不例外，自我读了这本书后，一直想写一篇
读后感，可总是没能实现。这次，有机会写一篇，真称得上
尽诉心之所想。

从神话般的三皇五帝到建立奴隶制的夏朝；从迁都至殷的商
朝中兴到烽火戏诸侯的西周末年；从五国争霸的春秋到七雄
交战的战国；从统一中国的秦朝到休养生息的西汉，这三千
年曲折的`中国古代历史，《史记》用自己独特的语言，将它
们描述得更加精彩。不仅是我，凡是读过《史记》的人都会
对它的情节念念不忘。

当然《史记》的魅力不仅在它那曲折离奇的情节，也在那些
鲜为人知却被它一一记录下的故事。

人们只了解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博大思想，却不知他一生
过着流荡的生活，未能安享天年；人们只知道那位雄才大略
的开国之君汉高祖，却不知他晚年贪图美色；人们只认识辅
佐秦始皇的丞相李斯，却不知陷害公子扶苏，与赵高同流合
污的李斯；人们只认识周朝的开国天子周文王，却不知他曾
经受过牢狱之灾。我们对于这些人恐怕只知道他们的一面，
却不知另一面。但这却被《史记》记下了，我们应感谢它，



感谢它使我们全面了解了历史人物。

然而，最让我感动的还是书中所记载的古代圣贤，他们那种
忍辱负重、顽强拼搏的精神。

周文王被拘禁，完善了《易经》；孔子终生困顿，编写了
《春秋》；屈原被流放，创作了《离骚》；左丘失明，完成了
《国语》；孙膑断了双腿，撰述了《孙膑兵法》；吕不韦流
放蜀地，留下了《吕氏春秋》；韩非子被秦国拘禁，写下了
《说难》、《孤愤》；就连《史记》作者司马迁本人也受过
宫刑，但他写下了《史记》这部历史和文学巨著。这种坚韧
不屈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

《史记》使我知人详细，知事全面，也使我懂得了一种高贵
的精神。它确实是本好书，无愧于“史家之绝唱，无韵之
《离骚》”这个称号。

史记读后感篇五

这几天，我读了一本书——《史记》。这里记载了皇帝到汉
武帝这三千余年间多的历史。我想看看我们国家的历史是怎
样的，于是就翻开了这本书。

帝王篇里《尧舜禅让》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故事，我给你讲
讲吧！五帝中的帝喾有两个儿子，挚和放勋。帝喾死后，吧
皇位传给了挚，挚在主政期间没有什么所为。挚死后，放勋
继承了皇位，这就是尧帝。尧帝虽然出身富贵，但是他不像
别的富家子弟那样有很多毛病，他把国家理治的很好。尧帝
选择继承人的时候，没有传给儿子丹朱，而是传给了舜。

尧不是不想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丹朱实在不成材。
尧帝为了陶冶他的性情，发明了一种智力游戏——围棋，传
授给他，希望他能修身养性。但丹朱还是原来的丹朱，没有



变，围棋却流传了下来。话说回来，这个舜到底是什么人呢？
舜的年少经历既复杂又悲惨。但他一直为人好，非常孝顺。
大臣们推荐尧的儿子丹朱为皇上，尧帝说：“丹朱虽是我的
儿子，但是他性格恶劣，我不会给他机会的。

其他的，不管什么样的人，只要是有品的才能，都可以推
荐！”大臣们推荐舜，但是尧帝还有点犹豫，就亲自验证了
一下。经过重重考验，舜的做法让尧赞不绝口。封为部落首
领，就是舜帝。舜从此代替尧帝。舜大胆的任用贤才治理国
家，整个民族变的兴旺发达，后来，舜仿效尧帝，没有把皇
位给自己的儿子商钧，让给了具有美德的禹。禹死后，他的
儿子启继承了皇位，建立了夏朝，禅让制度从此消亡了。

《史记》中还有许多著名的故事，大家一定要去看看，多了
解一下中国的历史！

史记读后感篇六

中国历史上每个有责任感有成就的史学家，都会以他们的心
血凝聚起来的思想，留给全人许多有益的启示。对此，我首
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马迁。

司马迁出生在黄河岸边的龙门，他父亲司马谈立志要编写一
部史书，临死前嘱托司马迁帮他继续完成史书，然而，司马
迁因替一位将军辩护而遭受酷刑，他风次想血贱墙头，但想到
《史记》还没有完成，便打消了这个念头，最后，一部鸿篇
巨著《史记》诞生了。

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展示了一部
辉煌的中国通史的画卷，两千多年来，赞叹它，研究它的人
不绝于时，证明它有巨大的挽力和不朽的地位。

这是一部说不尽的“史家之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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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
意境中，轻松幽黑的语言，紧张刺激的情节，仿佛把我带到
了那个遥远的时代。各个事件的背景特色，各个地方的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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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史记》就仿佛在作一次足不出户的历史
旅行，领图了那个时代的一切，回顾了各种令人难以记怀的
历史事件，体会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生动形象的历史人
物有声有色的为你讲述他们身上发生的有趣的故事，副食你
进入他们的世界。

司马迁在忍辱负重的情况下写完了《史记》，他想：“人总
是要死的，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他尽力克制自
己，把个人的耻辱，痛苦全都理在心底，重在摊开光洁平滑
的竹简，在上面写下了一行行工整的隶字。就这样，司马迁
发愤写作，用了整整13年时间，终于完成了一部52万字的辉
煌巨著——《史记》，这部前无丰人的著作，几乎耗尽了他
毕业生的心血，是他用生命写成的。

正是他有强烈的责任感，他才能继续坚持下去，没有了责任
感，任何事情都无法很好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