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过秦论上读后感 过秦论读后感(模
板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
起来看看吧。

过秦论上读后感篇一

秦国的崛起是必然的。

然战国诸雄之中，齐楚之天时地利，并不逊于秦，也有问鼎
天下之势，而最终亡国丧家，又是为何？盖因人不和也。齐
楚国君皆昏聩无能，国民皆心骄志衰，俨然一群乌合之众，
落败实是必然！

三者之中，人和是根本，所以古人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
不如人和。

人和者，人心齐也。人心齐，泰山移。人心涣散，则万事难
成。九国兵多将广，谋士如云，可各怀私心，在秦咄咄*人的
攻势下，终至纵散约败，束手就擒。

今天，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须赖全体国民，同心同
德，励精图治。欲遏止美国独霸世界的野心，亦须赖天下诸
国求同存异，携手共进。

过秦论上读后感篇二

人和，乃强国之源；仁政，乃安国之策；人才，乃治国之本。
人和，仁政，人才，如鼎之三足，缺一不可。



这是秦帝国的兴衰给我们的启示。

历史的车轮，已驶入二十一世纪，人们向往的幸福、友爱、
和平的新世界仍遥遥无期，贫穷，饥饿，暴虐，屠杀，非但
没有根除，反成愈演愈烈之势，核战阴云，生态灾难，更是
严重危险到人类的生存。

为了人类的未来，请君再读《过秦论》！

过秦论上读后感篇三

贾谊的《过秦论》有上中下三篇，主旨在于分析秦之过，来
谏君主汉文帝。当时的汉代虽是历史所歌颂的太平盛世，但
在贾谊看来却蕴藏了危机，权贵门侵吞农民土地，逼使农民
破产流亡，苛重的压迫剥削和酷虐的刑罚也使阶级矛盾日渐
激化；国内郡国对中央集权造成极大威胁。面对封建割据与
中央集权的矛盾，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的矛盾，贾谊以他独
到而长远的眼光全心全意为人民创作出三篇《过秦论》，劝
诫汉文帝调和各种矛盾，避免重蹈秦灭亡的覆辙。他总结历
史经验教训，分析秦王朝政治的成功得失，为汉文帝改革提
供借鉴，可谓用心良苦。

公元前213年，李斯认为历代社会动乱，天子威逊，国家没有
统一的法律、法规可循，以致诸侯并起，四海分裂，其根源
则在于各种儒家学说和私学的存在，使人心不一，思想混乱，
建议秦始皇消灭私学，除《秦记》之外的史书一律烧毁；除
秦博士官所藏的《诗》、《书》、《百家语》等书外，都要
将书交到所在的郡尉监督烧毁；如果有人要学习法令，必须
以吏为师，秦始皇采纳李斯建议，下令焚书，这便是焚书坑
儒的前因后果，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2、秦始皇焚烧的书仅限于民间私藏，国家内部仍保留备份发；

3、秦始皇并未下令禁止学习，而是取消私学转为从吏为师，



由此可见，贾谊所描绘的“以愚黔首”是根本不存在的。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阮术文士，六艺从此缺焉”，这
是史记最早提到关于“焚书坑儒”的内容。显然，史记中记
载的说法为坑“术士”，而《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却经常
引用“坑儒”作为观点论证，以至后来的史书例如《尚书》、
《战国策》等都依据此记载，可见，史记中前后矛盾之处有
待考证。更有一些学者认为，“坑儒”是秦始皇惩罚贪污犯
罪的措施，侯生卢生等人以寻求长生不老药为由贪污国家财
政，结果因抵毁始皇无德而被抓，后又互相告发证据确凿，
秦始皇将有贪污有罪的460多人坑杀于咸阳惩戒后人。所
以“坑儒”一事并非坑杀读书人，而是坑蒙拐骗的术士，而
经过几千年科举制度的发展，真正地读书人出现后，“焚书
坑儒”便被结合起来，成为反对秦暴政，批判秦无道的证据。

“焚书坑儒”暂时起到了控制思想舆论的作用，而在当时，
这些措施是必要的也是适度的。秦朝刚刚一统天下根基未稳，
若不进行巩固政权势必会有六国诸侯东山再起。无论是在哪
个朝代，对思想文化的控制都是十分重视的，汉朝的“罢百
家”，独尊儒术，清代的文字狱，实质上都是封建王朝对自
身统治的维护，所以从这一角度上看，焚书坑儒一事被贾谊
和历代文人批判言之有过。

“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
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这是贾谊《过秦论》当中批判秦
皇苛政严法最精辟的一句，却也是令我最怀疑的一句。因为
《史记》上根本没有记载过秦皇“隳名城，杀豪杰”，相反，
秦的强大正是因为依靠了那些豪杰壮士，秦皇怎么可能会杀
这些国家的命脉？如果将“收天下之兵”和“销锋镝”放到
现代社会，我们会发现这是在平常不过的事，一个国家的建
立必须有充分的国防准备，将军队集于首都有何不妥？既然
天下已经统一，人民就应该安居乐业，如果人人手上都有武
器，在那样未开化的年代难免会出现恐怖分子。当时六国虽
灭，但各地残余的反秦势力并未完全消失，分裂割据的危险



仍然潜在，所以为了天下百姓的利益和安全，这样的做法是
完全正确的，而加以却在最后评论了“以弱天下之民”，巧
妙地影响了读者的判断方向与是非辨别能力，导致读者出现
极端情绪。

在贾谊看来，秦的暴政导致了军民疲惫，而这些都是由
于“秦王怀贪鄙之心”，“焚文书而酷刑法”，而陈胜吴广
揭竿为旗也无非被刑罚所逼，二世“坏宗庙于民，更始作阿
旁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
下“百姓穷困”，“是二世之过也”。我赞同加贾谊所说
的“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二世的所作所为与奸佞不无关
系，弑兄夺权，败坏祖业，害天下民不聊生。但是如果说陈
胜吴广起义是因为刑罚严重，我并不相信。根据《睡虎地秦
墓竹简》记载，秦帝国的`徭役政策并非想象般黑暗无道，所
有人不论男女均有工钱，有时还会发粮发衣服；冬季工作量
减免；女人做擅长工作也可与男人同酬；甚至是犯罪以徭役
抵债的人，也有40天农忙假期。这些细节足见《秦律》的周
到，也充分体现了对劳动人民的尊重，就连陈胜吴广迟到罚
的也只是几天的工钱，根本不会杀头，所以比起相信贾谊所
说的秦朝严刑峻法，我更愿意相信出土文物所记载的事实。
而阿旁宫根据考古发现，也只是才打了一个地基，并没有建
起来，所以后来唐朝杜牧所写的《阿旁宫赋》也并不可信。
然而，无论是否大兴土木，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百姓宁愿修
长城拿工钱，也不会乐意动乱打仗。秦朝的法律并不像想象
般严苛，看似残暴的刑罚其实是历代王朝留传下来的古法，
也只是先秦时代的一些君王用过，而秦自开国以来，史料并
无记载秦皇用这些刑罚残害百姓，所以贾谊的形容着实有些
夸张和虚构，会误导读者。

“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这是贾谊对统一天下
后的秦皇所做出的批判。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国力增强，最后
一统天下，可以说这是战国时期各国变法运动中推行最彻底、
实际影响最大的一次。这是秦孝公任用人才的效果，而秦始
皇同样和祖先秦孝公一样广纳贤士，发展秦国。当秦皇决定



驱逐外国人士防止国家内部进入间谍时，李斯上书《谏逐客
书》，劝阻废除逐客令，得到秦皇的认可。可见秦皇并非昏
庸等闲之辈，他有着对国家兴亡的责任感与思考。登门请求
老将王翦出征、宽待大闹群臣宴的博士淳于越以及与军事理
论家尉缭平起平坐，这些都可以体现秦皇作为王者的用人唯
贤宽容大度，而奸臣赵高若不是因为善于律法，恐怕也不会
被秦皇任命官职，最后败坏江山。

贾谊的《过秦论》文采气盛，是所有劝诫书中前所未有的，
它堪称是一部辉煌的文学作品。其中运用大量排比句、对偶
句，通过对比手法体现古今差异，以锐不可当的笔锋点中汉
文帝的病源所在。所以，它确实是一部出色的文学作品，无
论是描写秦皇的野心、实力，还是愚昧暴戾，他都着重渲染
历史背景环境，感染着读者的情绪，整篇文章仿佛一气呵成，
天地为之颤抖。

但同时，这不文学作品又包含太多个人情感，尤其为劝诫君
王的忠心爱国，所以在文章形成的同时也缺乏了一定的客观
性，史料的真实性有待考证。然而总体上，这不仅是一补劝
诫力、感染力极强的谏书，也是一部令人震撼的文学瑰宝，
值得我们认真品读。

过秦论上读后感篇四

大秦帝国二世而亡，数风流人物的秦始皇是万万没有预料的，
他的千秋帝王梦轰然倒地。贾谊在《过秦论》中把他归纳
为“不施仁义”的结果。

秦的'发展可谓占天时、地理、人和。周室名存实亡，群龙无
首，诸侯残杀，是谓得天时也;秦国占据崤山、函谷关险固的
地势，与山东诸国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老百姓获得了安
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为秦军提供充足的后勤保障，是谓
得地理也;君臣固守反映了君臣关系的和睦相处，有商君辅佐
孝公，以及后来的张仪、李斯等谋士，为秦出谋划策，是谓



人和也。

外连横而斗诸侯。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分解六国。利用利
益关系使六国自相残杀，从而蚕食六国。正确的谋略是秦统
一天下的重要原因。众多国君都是具有雄才大略的，如孝公、
惠文、武、昭襄、始皇，他们以取得天下作为目标，奋发图
强。

秦的灭亡在于用取天下的办法，来守天下。在愚策下实行严
厉的法制。引起了下层百姓的反对，也引起了山东贵族的强
烈的不满。人们压抑已久的情绪在大泽乡如火山一样喷发出
来，秦帝国如大厦在瞬间倾倒。国家是这样，家庭、个人同
样如此。现在很多家庭父辈辛苦创下的家业，在子辈中衰败，
父辈原指望子辈们能将遗业发扬广大，万万没有料想到子辈
们竟是不争气，父辈在九泉下也不会安息地。弈黎，你要记
住，《大学》有言，“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以修身为
本。”

历史不会重演，教科书总是这样教导我们，我们也总是这样
告慰自己。

可读了《过秦论》，我悚然一惊，——哦，两千年前的历史
不正在重演么?血风腥雨的战国时代和当今波谲云诡的国际形
势，又何其相似乃尔!当今美国，世界老大，意欲籍其强大国
力，称霸世界，其穷兵黩武，霸道无忌，酷似不可一世的强
秦，而其他国家，则如各怀心胎苦于自保的九国。

——一超多强，合纵连横，活脱脱一部战国史的翻版!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一位伟人说。

其实，历史何止相似，历史天天都在重演!

前世之事，后事之师，贾谊之言如雷贯耳。



但可悲的是，后人从来就没有认真吸取过教训!

秦国的崛起是必然的。

然战国诸雄之中，齐楚之天时地利，并不逊于秦，也有问鼎
天下之势，而最终亡国丧家，又是为何?盖因人不和也。齐楚
国君皆昏聩无能，国民皆心骄志衰，俨然一群乌合之众，落
败实是必然!

三者之中，人和是根本，所以古人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
不如人和。

人和者，人心齐也。人心齐，泰山移。人心涣散，则万事难
成。九国兵多将广，谋士如云，可各怀私心，在秦咄咄人的
攻势下，终至纵散约败，束手就擒。

今天，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须赖全体国民，同心同
德，励精图治。欲遏止美国独霸世界的野心，亦须赖天下诸
国求同存异，携手共进。

秦王朝的灭亡也是必然的。

天下已定，百废待兴，急需休养生息。但秦始皇不仅不改弦
更张，反而变本加厉，用对付敌人的那一套来对付人民，繁
刑严诛，赋敛无度，民无以堪，所以揭竿而起，一举而灭之。

打天下需要武力和谋略，治天下崇尚的却是仁义。

何谓仁义?仁义说到底就是一种爱民、保民、富民之心。

无仁义之人，是谓__;无仁义之君，是谓暴君;无仁义之政，
是谓暴政。

行仁政者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是秦始皇之过，也是所有亡国
之君之过。

仁者无敌，过去是如此，今天也是如此!

治国需要名君，更需要贤臣。

秦孝公英明，这是秦国的幸运，但更幸运的是他拥有了一位
奇才——商鞅。

商鞅眼界开阔，气魄超人，内政外交，奇招叠出，很快使秦
国脱颖而出，进而称霸天下。毫无疑问，商鞅是秦帝国大厦
的奠基人，没有商鞅，就没有秦的兴盛，更没有秦始皇的煊
赫一时，中国的历史也要重新书写。

一人之力关乎百姓安危国家命运，甚至历史的进退，人才之
重要可想而知。

今天，知识经济已蔚为大观。国力的竞争，其实就是人才之
争。美国能发展到如此强盛的地步，与其广罗各国人才并大
胆使用密不可分。而中国的所作所为，就相去甚远，大量人
才被闲置，被压制，甚至被摧残，令人痛心疾首!

龚自珍大声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我想说，我劝诸君开心胸，不拘一格用人才!

人和，乃强国之源;仁政，乃安国之策;人才，乃治国之本。
人和，仁政，人才，如鼎之三足，缺一不可。

这是秦帝国的兴衰给我们的启示。

历史的车轮，已驶入二十一世纪，人们向往的幸福、友爱、
和平的新世界仍遥遥无期，贫穷，饥饿，暴虐，屠杀，非但
没有根除，反成愈演愈烈之势，核战阴云，生态灾难，更是



严重危险到人类的生存。

为了人类的未来，请君再读《过秦论》!

过秦论上读后感篇五

如果将秦的迅速灭亡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未免有些笼统。
而贾谊在其《过秦论》中气势磅礴的论述就着实让人信服了。
虽然全篇洋洋洒洒，但令人过目不忘的还是收尾一句“仁义
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想想看，凭借强秦之扫荡六国的威
风八面，终究不能享国长久，其短命悲剧还是“仁义”二字
的冥冥注定。万里江山，一朝尽毁，徒惹得天下耻笑。倘若
当初收敛决气，多施仁政，结果如何还都未得而知呢。

为国，仁政是固势之本。收天下之才为己用、必能成就一番
功业。为人亦需仁义。在生活中我们肯定有如此感受，凡是
生性憨厚、善良守礼的人，我们都愿意接触，以朋友相称;相
反，如果有人飞扬跋鹿，或奸诈阴险，我们大多避而远之，
心生烦厌。这就是道理所在。仁义之心不仅是为国者的治国
之道，也是为人者的处世之方。心存厚道，才能让别人感受
你的真诚，洛解彼此间原来的障壁，由隔膜走向沟通;而助他
人于困境，也必将以心换心，日后得到别人无私的帮助。心
存仁义，诚挚待人，会使以后的路越走越宽，即便是未知的
世界也会变得亲切明朗。而如果失掉了仁义之心，在个性中
充斥着狂傲、阴险甚至狠毒，也许凭一时的锐气能够取得些
许进展，但这种自断后路的做法只能让人最终走进死胡同，
难见前途。

收敛起无谓的锋芒吧!中正厚道地为人处世，仁义之心将为你
照亮走向别人心灵的路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