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熙读后感(汇总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
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康熙读后感篇一

峻月河的【康熙大帝】，既不同于清史演义，也不像宫廷演
义，出版社以及他本人是把它定义为历史小说的。因为虚构
成分多，历史上的很多史实在这本书里并不能看到。那么，
这部书的看点在哪里呢?我觉得应该注意几个主要人物，以及
由这几个人物所贯穿的故事情节。

先说康熙，这个曾被后人号称为“千古一帝”的清朝皇帝，
其作为确实不同凡响。八岁登基，十六岁铲除政治对手权臣
鳌拜，十九岁清三藩，不到三十岁就力主收复台湾，此后三
次亲征，六次南巡，个人功业彪炳史册。更难得的是，康熙
一生中并没有多少被后人诟病的事情。

所以，看【康熙大帝】，我觉得应该把重点放在康熙的识人、
谋事、胆略、帝王心术这几个方面。

在识人上，康熙先后从潦倒举子中检拔一出伍次友、明珠、
周培公、高士奇一批才俊，从臣僚中检拔一出小于成龙、傅
鸿烈、郭琇、陆陇其、魏东亭等一班能臣，从草莽中检拔一
出刘铁成、武丹、穆子熙一班人，从皇子中甄别出八阿哥和
四阿哥。同时，也把一批有可能成为贪一官污吏的人员黜落
掉。比如，进士科考试过后，他上街私游，发现一名举子口
出狂言，说本科自己一定能中，而且还说已经得到了上书房
大臣明珠的允诺，等到考官把中试名单交到皇帝手中时，康
熙果然看到名单中有那个举人名字，于是提笔就划掉了，跟



随的大臣马上进谏，说国家取士有法度，不能仅凭某人那一
句话就随意更改，康熙马上说到：我岂是为了他口出狂言，
而是看到他脚下踩了一枚测字先生掉落的铜钱。这样的例子
还有很多。

在谋事上，康熙容忍鳌拜专横不法，不与正面冲突，为自己
赢得亲政时间;在撤除三藩上，先礼后兵，谋定而动，知人善
任，恩威并举，尤其在对待王辅臣父子、傅鸿烈、西疆葛尔
丹这些身人，都可以看出康熙是极富战略眼光的。

在胆略上，一个撤除三藩、一个稳西疆、一个收台湾就可以
看出来。

说到帝王心术，圣明如康熙者也是不够光明磊落的。比如，
像魏东亭、索额图，大概还有明珠这样的大臣们的私邸里，
都安插了皇帝的眼线。皇帝不相信任何人由此可见一斑，看来
“孤家寡人”四字真不是虚设;在对待索额图、明珠一党一争
问题上，康熙皇帝也是视而不见，对于皇帝来说，大臣有一
点一党一争未必是坏事，他们可以相互监督、相互制约，这
比你们一团一结一致糊弄皇上好得多，可以起到监察部门起
不到的作用。在对待皇权上，康熙皇帝是最最重视的，其他
尤可，唯皇权一日不可旁落，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也
是他破釜沉舟也要撤藩的决心所在。在对待诸皇子们，康熙
对待这些皇子们应该说还算是公平的，首先我都给你事做，
通过做事来历练、来甄别各人的能力。那么康熙皇帝心目中
的.接班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呢?从书中隐隐约约的感觉到，应
该是敢用事，不越位;有毅力，能循法;善克己，堪承业。皇
八子锋芒毕露，对皇权有威胁，拿掉;原太子优柔寡断，做事
乖戾，拿掉;长子起非分之想，拿掉。只有皇四子用邬思道计
谋：拼命做事，不争是争。最后获得康熙青睐。在对待百官
上，康熙临去世前把那些得力大臣统统贬官黜落甚至送进监
狱里，目的是即为新皇帝留下人才，又给新皇帝留下施恩的
余地，同时也避免那些大臣因拥戴之功而恃功倨傲，新皇帝
不好驾驭，真是一石数鸟。



在对待大臣节一操一方面，康熙首重一个忠字，这从对待李
光地和编修【贰臣传】就可以看出来。李光地在当时属于大
学者，名满天下，尤其是在收台湾上有赞善之功，所以康熙
封他为文华殿大学士，但是终其一生却没能进上书房，也就
是说康熙没给他“宰相”名份。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康熙
只取他一个忠心，却不齿他的节一操一。从书上可以看出来，
李光地在孝、友、信这些方面行止有亏，被时人所诟病。而
对满清入关有大功的原明朝大臣洪承畴、钱谦益等人，康熙
全都打入到贰臣传中，给后世走投降道路的大臣一个警示。

伍次友这个人虽然书中着墨不少，但是我觉得人物描写并不
丰满。从初为帝师到真相大白，其人始终被蒙在鼓里，我觉
得这不是一个识穷天下、学贯古今的潇洒才子缩影表现出来
的木讷。尤其是在与邬思道相比，更加明显。

明珠应该是个幸运儿，从他大难不死那一刻就注定了其人必
将有后福。从他的绰号“琉璃蛋儿”，就可以看出这人的为
官之道。书中对其人正面描写并不多，反面描写到不少，俗
话说“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但是明珠惯用的手法就
是拆毁别人的婚姻，像伍次友与苏麻喇姑，周培公与阿锁，
属于十足的小人之尤。本来高士奇也在他的打击之列，奈何
高士奇棋高一着，拿皇帝之命封住了他的嘴。在与索额图一
党一争中、在任命官吏中，他的故事也不少，描写也很到位，
很有些让人忍俊不禁的地方，不妨多看看。

康熙读后感篇二

康熙原名爱新觉罗。玄烨，生于顺治十年，卒于康熙六十年。
终年68岁。

康熙精算术、会书画、通外语。他八岁登基，十五岁庙谟独
运智擒鳌拜，十九岁乾纲独断，决意撤藩;他一生四下江南，
三征西域，为清朝扩大了疆土;他征台湾，靖东北，修明政治，
疏浚运河，开博学鸿儒科，一网打尽天下英雄—是个文略武



功直追唐宗宋祖、全挂子本事的一位皇帝。

康熙为清朝扩大了疆土，还开创了一个六十年的盛世。他的
儿子和孙子继续他的政绩走下去，“康庸乾盛世”是中国历
史上罕见的一个长大150多年的盛世，康熙也因此名垂千古，
流芳百世!

康熙毋庸置疑是个明君，但是我觉得他在立太子这件事上做
得不太好。康熙最先立的太子是爱新觉罗。胤礽，然后就因
太子做了错事就把他废了，之后又让他复位。康熙做这件事
太不讲决策了，他不应该那么早立太子，虽然他是皇后赫舍
里氏的遗孤，宠爱他但也不一定在出生时就立为太子啊，而
且后面还会出现一个叫爱新觉罗。胤禛的四阿哥比太子更贤
明。

我佩服康熙的是在他十五岁时智擒鳌拜，他用的办法没准儿
大人都想不出，而他只是一个少年呐。还有他的宽容心也很
让我佩服，因为念及鳌拜以前对朝廷有功就从轻发落。要是
我干脆把鳌拜砍了算了。从这件事上，我看出了康熙拥有过
人的智慧和宽容心。

康熙在十九岁的时候力排众议决定撤三藩。当一群明朝旧臣
想反清复明时，康熙冷静而不慌乱。可他最心爱的皇后赫舍
里氏却因为那场政变难产而死，当康熙立太子时便铸成了一
个凄美的错误。

康熙三十九岁时四下江南视民情，三征西域扩疆土，为清朝
扫除边境强敌。

康熙六十年，一代明君爱新觉罗。玄烨逝世，享年68岁。由
四皇子爱新觉罗。胤禛继承皇位，史称雍正皇帝。



康熙读后感篇三

在二月河的康熙大帝中，他给我们展示了被人称为“千古一
帝”的康熙的风采与才智。清圣祖康熙皇帝一爱一新觉罗?玄
烨，顺治皇帝第三子，清入关后第二位皇帝。他8岁登基，国
家的内忧外患迫使他磨练出了坚毅、沉稳的一性一格。他少
年老成，小小年纪就在政治舞台上独当一面。他采用欲擒故
纵的计谋，杀了飞扬跋扈、居功自傲的鳌拜，那年他年仅15
岁;他采用稳扎稳打的战略，拔掉了造反的“三藩”：吴三桂、
尚之信、耿一精一忠，那年他也才32岁;他采用诱敌深入的谋
略，一举消灭了葛尔丹，平定了叛乱，那年他也不过34岁。
随后他又收复了台湾，驱逐了沙俄势力，拉开了中国历史
上150多年的“康乾盛世”。

在这本书看来，康熙一生无愧于“大帝”二字。在他在位期
间，他巩固了帝位，肃清了朝野，平定了四方，统一了全国，
开拓了疆域。这本书从充分赞扬了他的业绩。我个人认为看
这本书我觉得应该把重点放在康熙的识人、谋事胆略、帝王
心术这几个面。

在识人上，康熙先后从潦倒举子中检拔一出伍次友、明珠、
周培公、高士奇一批才俊，从臣僚中检拔一出小于成龙、傅
鸿烈、郭琇、陆陇其、魏东亭等一班能臣，从草莽中检拔一
出刘铁成、武丹、穆子熙一班人，从皇子中甄别出八阿哥和
四阿哥。同时，也把一批有可能成为贪一官污吏的人员罢黜。
可以说他在识人方面是相当的成功的。

在谋事上胆略上，康熙容忍鳌拜专横不法，不与正面冲突，
暗自积蓄自己的力量，为自己赢得亲政时间;在撤除三藩上，
先礼后兵，谋定而动，将手握重兵的吴三桂、尚之信、耿一
精一忠逐一扫除，同时他知人善任，恩威并举，尤其在对待
王辅臣父子、傅鸿烈、西疆葛尔丹这些身人，都可以看出康
熙是极富战略眼光的。



在对待大臣节一操一方面，康熙首重一个忠字，这从对待李
光地和编修【贰臣传】就可以看出来。李光地在当时属于大
学者，名满天下，尤其是在收台湾上有赞善之功，所以康熙
封他为文华殿大学士，但是终其一生却没能进上书房，也就
是说康熙没给他“宰相”名份。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康熙
只取他一个忠心，却不齿他的节一操一。看似有些迂腐，至
少现代人看来是这样的。但是这也是康熙对个人一操一守方
面的坚持。也是对当时大臣的一种警示。

这本书因为虚构成分多，历史上的很多史实在这本书里并不
能看到。它既不同于清史演义，也不像宫廷演义，出版社以
及他本人是把它定义为历史小说的。可是我们同样可以从这
本书中了解康熙，了解历史上的康熙王朝。虽说是不完整的，
有虚假的，可是我们可以拿他同其他历史传记比较，既可以
了解事实，又更加有趣味一性一。就我给人而言，太枯燥的
传记我是看不下去。

在传记之外人们对康熙也有自己的看法，即使是那些不识字
是人，也从电视上或者长者口中了解的一些有关康熙的事。
在电视剧【康熙王朝】中，我们同样看到了一个无愧于大帝
二字的“康熙”。人无完人，尽管传记以及电视剧中都把康
熙说成了完美的“千古一帝”，而他也是朝着自古第一完人
努力。【清史稿】对康熙皇帝的评价是：“圣祖仁孝一性一
成，智勇天锡。早承大业，勤政一爱一民。”大多数人的看
法也是：康熙是一位杰出的封建帝王，从他的政绩不难看出。
的确从帝王的角度看，他相当的成功。赞美他是应该的。

但是从时代的发展看，康熙帝延误了历史的进程没有把握住
历史的机遇，谓的“康乾盛世”只能说是落日的余辉。中国
近代的落伍，始自康熙皇帝，因为他处在一个巨变时代，却
拒绝了重大的变革，其一生的功业只是在人为的延长已经衰
落的封建社会。对于这些评价，我并不太感冒。这些对于我
们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属于康熙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
活在现实，对于历史，对于传记，我们可以去也应该去读去



了解。我们要追求真相，但也不能钻牛角尖。我们要做的是
了解史实的同时学习其中可以用于当世的东西。即在读书的
过程中加入自己的理解。对于康熙，我们不可能像他一样做
一个帝王，可是我们可以学他的识人处事，学他的博学多才。
他可以从弱势走向巅峰，我们也可以从平凡走向成功。

康熙读后感篇四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等待中，我把写给你的颁奖词不觉又吟诵了一遍：“一个生
命竟如此厚重。他使一个国家有了傲视群雄的气度。他铸造
的强盛国力和开放包容的心态，使泱泱中华赢得了空前绝后
的尊重。他是铁血柔情的男儿，也是百科全书式学者和中国
多民族统一的捍卫者，开拓了一幅用热血和汗水描绘的康乾
盛世鸿图。遥望历史的苍穹，你是清朝那颗最亮的帝王
星。”

“哈哈哈……此等美誉，朕愧不敢当。”一阵豪爽的笑声由
远及近。抬眼，你策马戎装，穿越千年的时空疾驰而来。

初见，犹如故人逢。彼此握手，把酒，畅谈。

我说，作为中国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代帝王，你撤三藩，收复
台湾，平定噶尔丹，签订《尼布楚条约》，有力地促进了民
族大融合。历史功绩，昭昭于世。著名学者阎崇年先生曾这
样评价你：“中国两千年皇朝史，堪称大帝者，前有唐太宗，
后有康熙帝。”

听后，你仰天大笑。“生而为王，既然历史把我推到这个位
置，我就要以天下为己任。之所以起年号“康熙”，即蕴
含“万民康宁，天下熙盛”之意，对我来说，这是责任，更
是使命。”



千古一帝的气度一览无余。

我说，“你的高远与胸襟，你的智慧和气度，得益于你的祖
母孝庄太皇太后的精心培育和辅佐。可以说，她用自己一辈
子的幸福，换取了非常时期的政权稳定。从小，她就教你识
文断字，把你当成掌上明珠去呵护。”

“没有祖母，就没有我的今天。”思念的伤感让你变得神情
黯然。

“是的，没有她，就没有康熙王朝。于你而言，孝庄不仅仅
是祖母，更亦父亦母、亦师亦友，也是你精神的顶梁柱。在
你最脆弱的时候，她为你撑起一片天。”

“我还知道，在她逝后，你像个孩子一样不吃不喝抱着棺材
嚎啕大哭，由于伤心过度，你甚至数次晕厥。醒来抄起剪刀
就剪掉自己的头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无法表达自己的
切肤之痛，只好剪掉自己的头发放在祖母身边陪伴她。此情
此景，令人动容。无法理解的是，至孝的你居然35年至死都
没有为她修建陵墓。”

即便千年之后提起祖母，你仍是止不住地哽咽。你说，虽贵
为天子，可我不是铁血，是柔情。

听后，我冷笑。

“不，你是铁血，没有柔情!否则，你为何生生把你最爱的蓝
齐儿格格嫁给噶尔丹和亲?几年之后又生生杀掉女儿的爱人?
你完全剥夺了她爱的权利和自由!难道她生在帝王家，只是政
治上的一个牺牲品?”我咄咄逼人。

你威严的目光射向我：“朕不是薄情寡义，你一个小女子真
的不懂朕的苦衷。天下谁不爱自己的儿女?谁不愿享天伦之乐
之情?大清是朕的，但朕也是大清的。我不率先，还能让谁做



出牺牲?如若不然，那又是一场残酷的战争，最后遭殃的是黎
民百姓。为君之道，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样的道理你都不
懂?”

言辞间我丝毫不加相让：“还有，那一直被你视为知己的容
妃，陪你出生入死，只因她阵前救女，你就贬她终生为奴?”

你眼神中透出寒意和凛冽：“任何人在军法面前一律平等。
家都管不好，何以管天下?国有国法，军有军纪，任谁违抗了
都不行。”

我轻轻地说，“你是铁血，也是柔情。我理解你，这是历史
赋予你特定的使命。选择的过程一定很艰难，虽然表面上你
做得滴水不漏，云淡风轻。”听后，你沉默，许久。

“依我看，在你的生命中，还是苏麻喇姑最聪明。她那么爱
你，即使是你的祖母亲自做媒也不肯为妃，只把你当成弟弟
静守一生。看似铁血，实则柔情。大智若愚的选择，既保全
了自己，也回避了后宫争宠的血雨腥风。”

你微笑，颔首。“是的，她冰雪聪明，且进退自如。爱不是
占有，灵魂的陪伴更是一种情有独钟。”

我深深叹息。作为天子，人在高处不胜寒。你不缺女人，你
只需一个灵魂伴侣。自祖母去世后，后宫佳丽三千个，有几
人真的能懂你?又能把知心话说与谁人听?身边美女如云，不
如一个苏麻喇姑。

对家人，你是铁血柔情。对群臣，你亦是如此。

康熙读后感篇五

在工作之余拜读了二月河的《康熙大帝》，以至于这部小说
让我看得如痴如醉、废寝忘食，思想完全融合到一代帝皇康



熙的故事情节中，为他的八岁即位所惊讶，为他十四岁的亲
政而惊叹，为他十六岁果断铲除鳌拜所折服，为他二十岁独
自平定拥有南方重兵的吴三桂而欢呼。无论是他的亲征前线，
与将士同甘共苦艰难时每天只吃一餐饭，还是微服私访体恤
平民、看不到贫病交加时的真情流露。无论是他惜才如金，
不理清规，对亦友亦师的布衣才子伍次友的敬重有加，还是
对他的贴身侍卫魏东亭等一班忠臣关爱备至的谆谆君王意。
他为国库亏空前线告急时的焦虑如焚，他为黄河、淮河泛滥
时的不惜重金痛下决心的整治，他为统一台湾时的精心布局
而呕心沥血，他事事以历代的过错教育身边大臣，他嫉恶如
仇、奖罚分明，他通晓诸子百家、史、书、诗、词、音律。
他还以前人百年未有的气概与胸襟，处理了极其复杂的西藏
问题和蒙古事物，扩大了中国版图。正如书中所言，这样的
一代君王是五百年以来很少遇到的。所以，如我这等泛泛之
辈，这样粗浅的水平所能详情描述的。所以，我只能从中认
识到一代君王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后人眼中的伟人，除了他有
先天所具有的才能外，他更具有惊人的智慧、过人的胆略以
及悟性。我更认识到了，康熙之所以能政权稳握，是因为他
懂得了学习，才会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他懂得了借鉴，他人
的智慧就变成了他的智慧;他懂得了利用，才会让别人的胆略
变成了他的胆略;最后他懂得了控制，于是，他就变得越来越
强大，越来越伟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