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四史读后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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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二十四史读后感篇一

第一部分：天佑人族

洪荒初开，人族初立，从三皇到五帝，与天斗，与地斗，与
野兽斗，寻一线生机，何其壮哉。外部强大的敌人让我们不
得不聚集在一起，众志成城，破釜沉舟，为整个种群，更是
为个人搏一个未来。果天命在我，万幸在灾异、食物、自然
灾害面前我们活下来了，慢慢这些外部威胁不在那么大，或
许那时候的老祖宗也很开心的觉得，我们真是天之骄子啊，
我们一定能够活的很好。在一段时间内，在史记里面写的也
确是如此。三皇五帝，德披天下，披荆斩棘，人们过得越来
越好了。当外部的条件不能威胁我们人类的时候，最大的威
胁确是我们自己。

第二部分：公天下——家天下

先是禹建立夏朝，然后从禅让制变为了家天下。这种巨大的
改变，留下的文字很短，看似很平顺却不尽然。史籍记
载：“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
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
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但，仔细读就会发现了问题，首先之前禅让制更深入人心，
之所以禅让能成功在于禅位者有意为之。比如在之前继任者
已经拥有一些威望了，在禅位者属意的时候，有意帮助继任
者提高威望，不打压。



但是我们看禹一开始是禅让给伯益(继任者)，，但是之前他
的儿子启已经在整个朝廷之中任职很长时间了，同时拥有了
很大威望。

史记上，那些诸侯立启的很大一个原因是，我的君王是帝禹
的儿子，从这一点可以看到启是整合了禹的势力，或者说在
禹死去之后，禹的势力需要找一个代言人，自然启是最好的
一个选择，于是一拍即合。从这一点也可以发现禹也并没有
帮伯益整合他的势力，或者说禹已经不能控制他的势力了。

甚至有了这样一个说法。

“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
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
令启自取之”

按照历史资料，就是伯益当了天下共主之后，启不甘心，当
然还有一大批人也不甘心，于是便打起来了，启赢了，当了
皇帝。

读到这里，可能有人觉得有点厚黑了。

家天下的好处、坏处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时候的采取家天下真的比公天下
更好么?

我觉得不尽然。(注意，那时候)

首先，禅位制真的能保证选到优秀的继任者么?

禅位制的成功在于禅位者与继任者的品行、德行、能力。但
这种制度真的能够选到优秀的人么?换句话说怎样才能选到优
秀者?注意，之前的尧舜禹在某种程度是并不是属于平民，也



属于那个时代的精英分子，也就是说貌似是公天下，其实也
仅限在于几个部落之间。那么，如果帝王强势，读后感那么
选取继任者那么他们有很大的话语权，但是帝王不强势，就
会导致继任者，其实就是大家妥协的结果罢了。

我觉得出现晋朝那种也是偶然事件，大部分皇帝的继承人接
受的教育目的性也更强。

因此禅位制从选到优秀的继任者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第二是传承的可执行性。

一个最高权力能平缓变更交接这对于下层的安稳是至关重要
的。

首先公天下从意义上每一个人都可以爬到最高的那个位置，
尽管可以角逐最高的权利实际上也只会有那几个人而已。但
那几个人都代表了各自的利益团体，即使一个人天纵奇才也
是必须要协调这几个人的利益团体，协调的好，那都好。协
调不好，那就是干啊，从此战火连绵，因为并没正统观念。
因此从操作层面来说，家天下执行的难度会容易一点，因为
只要确定一点，就是你是最高那个人的儿子，其他底下的人
你别想其他的了。

第三部分：民族脊梁

一个制度解决一个问题自然也会带来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
题很可能更大。

从上文上面说的，家天下在那时候与公天下相比，我觉得在
一定程度上能促进社会进步，因为会避免一部分的利益、权
利集团因为争夺最高权利的而导致社会资源的内耗。

而家天下，带来的弊端是在某种程度上阶层固化，从现在社



会学的角度，就是没有流动性的社会结构会导致矛盾积累直
至爆发(比如每个朝代的土地兼并，农民没有土地，不能为生，
然而上层阶级有很多土地，自然就起来干了)。

当家天下基本被那时候那个人们认同的时候，觉得自己这一
辈子就这样的时候。(忽然想起印度的种姓制度)只要自己有
一口饭的时候，彼此相安无事。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些既有的利益集团，那些人具备普通
人不具备的条件。比如他吃的好，自然身体好，身体好，自
然打仗的时候能赢，受到更好的教育。因为这部分出来的领
导人，他尽管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利益集团，但同时也代
表了整个民族。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能割裂的看我们精英、平民，因为国
家也代表一个利益集团。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

但，看到这里是不是隐隐有点不舒服，我擦，你这是要我现
世安稳的做个奴才，凭什么啊?

记住，我在前面说的，我指的是那时候，一项制度都是有现
实意义，如果环境变了一个好的制度也会变坏，仅此而已。

那这个制度的第一个挑战者很快就出来了，那是谁呢?

那就是秦末的大泽乡起义中的“王候将相宁有种乎”普通人，
我相信陈胜吴广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他们却会因为这一句话
而被中华民族铭记而不平凡，被镌刻进我们的民族血液里面。

是啊，你是人，我是人，一个肩膀上抗一个脑袋，凭什么你
可以一生下来当皇帝，吃好的，用好的，而我就是吃点野菜
都养不活自己，一不小心就会被你拿掉性命。

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意识到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所



在。

当然我们为啥没有更快的走上社会主义呢?

我的理解在于，我们的那时候环境所致，我们的私心所致。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这个是人类必然经过的阶段。

奴隶制——封建制——资本制——社会主义。

我们现在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每个人每代人都有他们那
代人的局限，太过苛责是没有意义所在。

总结来说，家天下在那个阶段也保证了我们人类不会自相残
杀直至灭亡;其中禅让制、“王候将相宁有种乎”就注定了我
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不同，也会必然崛起。(虽然自从大泽乡
起义之后的封建王朝磨灭了我们的志气，在血液中注入的奴
性，但，哎)

第四部分：代际效应与个人奋斗

针对上面说的，“王候将相宁有种乎”，很多人会被错误解
读了，认为说，每个人都应该是一样的。这一点我是不能苟
同的，比如仇富。

我相信每个人的家庭环境都是不同的，比如王思聪他是富二
代，没错，很多人那很不公平啊。同样年龄的人，还在为了
房子起早贪黑。

社会学上有个名词叫做代际效应。

代际效应指前后两代人中后一代人受前一代的影响并很难脱
离上一代人的社会特征。比如，低收入阶层的儿女，在自己
的一生中受到贫困和社会地位低下的父母的影响，在受教育、
工作等方面得不到足够的与富裕阶层平等的待遇。当前一些



大学毕业生的求职，正在演变为其父辈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和
财富实力的竞争，他们在父辈的“帮助”下，轻而易举占据
了令人羡慕的职位，而那些来自农村或是家境一般的大学生
却经历一次次的求职失利。

这个代际效应基本上很难消除，特别出现在我们个体上的时
候，一般消除都是因为国家发生巨大变革(比如我们土地革
命)。

但代际效应你很难说他好与不好，因为比如你爸爸很努力给
你一大笔钱，这钱是他自己挣的，这符合个人奋斗，从这一
点来说很正常啊。如果你爸爸努力挣了钱，这钱不能给你，
这才不正常吧。但是优势的不断叠加，就会导致大家起跑线
不在一起了。

这是一个必然会发现的趋势，个人没办法改变。

但是对于个人来说，想拼一把的人来说，实现自己阶层跃迁，
有三种方式。

1.努力的去贴近豪门。

很俗气的就是去嫁入豪门，或者与他们很接近，去获取他们
的残羹冷炙也足以让你现世安稳。这是很多人的选择，我也
是这种选择，没办法。一方面是生活的压力，而且你自己也
并不具备一个在丛林里独自生活的能力。(就像一个羽毛都没
长好的小鸟，现在飞就是找死)

也是因为这样的选择，现实社会才会稳定。

2.到豪门没发现的处女地。

以上都是在说代际效应一直存在，但不能否认自我努力的意
义。



3.第三种，我不敢写，写了就会被删。

第五部分：活着的陷阱

以上都写了很多财富、权力等，但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那
你活着是为了什么呢?

对于不同人的答案也会不同。

但一般不会出现我或者是为了房子、车子，或者更好的房子
或者车子。会比较婉转的说，是为了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那么更美好的生活是什么呢?怎么定义呢?更好的车子房子?

对于这一类，我们一直在追求一种感觉。

比如我感觉我吃的很好，欲望无止无休，我们很难停止去追
寻，我们从下都在被教育，整个环境都是一样。

当我们一个欲望被满足之后，得到的快感可能很快就消失了，
巨大的失落会让我们再去获取快感，于是便有了目标，有了
目标实现它，如此往复而已。

更让人很怕的是这个快感会减缓，比如你今天捡了10块钱你
很开心，如果你明天捡了10块钱你就没有今天开心了，快乐
度低于今天，更可怕的是你今天捡了10块钱你很开心，如果
你明天丢了了10块钱你就痛苦的程度会高于你今天捡了10块
钱的。

基本上是人很难脱离这个循环，也没必要脱离这个循环。

但是想说，钱是我们事先需求的一个手段，而不是一个目的。

举个例子，你要一个杯子，你可以用钱去买，但是你也可以
给店主卖萌让他送给你，或者你帮他干个活。钱能达到一个



目的的手段，同样不要忘记你还有其他手段可以达到，本来
就拥有无限的可能。

二十四史读后感篇二

二十四史是我读的第一本古人写的史书。虽然二十四史不是
通史，是从汉到明的二十四位人物传记，但也的确反应出了
中国人的发展历史。读古人写的历史，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好像自己曾经生活在那样的时期，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元
朝除外）特别是唐，宋，和明三个朝代。似乎此时我就生活
在其中。我不知是写史的人写的好，还是我根本没有时空的
概念。

第二个结论是上天对人的惩罚，也不全然是朝廷的责任。如
果地方官犯了错或罪，如果民众犯了错或罪，上天也要惩罚。
看看历史，中国几千年来天灾人祸何其多。

第三个结论：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但中国人遭受的灾
难比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多，都重。灾祸无非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战祸，而是天灾。战争不断，而且残酷。成千上万的人
被杀害或者活埋。中国的天灾更是频繁和严重，有的会连续
七年干旱。在每个朝代几乎都有因饥饿而吃人的。他们把饿
死的`人易人而食。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几乎是常事。读历史，
看到中国人的生命这么被轻易地摧残，丧失，你会想起老子
那句话：“天地不仁，视万物为c狗。”

在看到历史中中国人反复遭受的苦难时，我常常想，为什么
中国人那么多灾多难？有人会说，是制度的原因；还有人说
是文化的原因。而我从来都认为不管一个人，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他遭受的苦难都是源于他自己。我现在不讨论中国二
千年的制度文化是否适合中国人。我首先从性格，行为和习
惯上找原因。透过历史，我清晰地看到中国人性格的构成，
过度的文明和野蛮基因的结合。过度的文明也可叫过度的进
化。中国任何一种文明的确立，似乎都走向了正和负两个方



面。例如以家族为基础的家国天下，使中国便于管理和团结，
但也培养了一种自私自利，少有公德心和国家概念。例如儒
家的礼，本来是对人的一种制约，使国家管理恒常有序。但
后来变得繁琐和过度，又演变为请客送礼取代典章制度。例
如中国的道，也被人变成了术。也就是计谋和小聪明。等等
等等。中国文明中正的和负的，都变成了中国人基因的组成
部分。中国的文化，让中国人变得过度聪明，完全丧失了作
为一个自然人的本能，例如诚实不欺，不说谎话，心口如一。
许多中国人从小都会撒谎，许多中国人把谎话当成真话来讲。
许多中国人都有以私利为根基的自以为是的小聪明。这种小
聪明我一眼都能看穿，这种小聪明让我厌恶。其实最后
是“机关算进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如果中国人能学
傻，也许中国人的灾难就会少些。

透过历史，我清晰地看到中国人的缺点，也清晰地看到了中
国人的优点。中国人吃苦耐劳，肯学习，什么都能做到最好。
从一般性的性格来讲，没有什么优劣之分。都具有两面性，
在是优点的同时，也会是弱点。对于世界各国，各个民族，
都有各自的长处，也都有各自的短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所以需要互相学习，互相包容，在学习和包容中互相融合。

二十四史读后感篇三

如果历史是一杯香茗，读史便犹如品茶，别看一杯清澈见底，
其中滋味，却需要细细茗品，是苦中带甘，还是醇香馥郁，
真是无比的耐人寻味。唐太宗李世民也曾经说过：“以人为
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翻开《二十四
史》，感受历史的伟大!

通过读史，我们要学会淡泊名利的心境。淡泊无疑是一种解
脱：从利益纷争之中解脱出来，从官场争执之中解脱出来。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中，用淡泊为自己撑开一片晴空。晋
代的陶渊明，清廉正直，淡泊名利，因看不惯官场中的黑暗
腐败，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于是以一首《归园田居》退



隐在“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南山之下，每天过
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轻松生活，日日沉浸在乡
村田园的悠闲自得之中，为自己开启了一方乐土，此淡泊名
利，退隐山村之举，皆为后人所称赞。因此，人要学会淡泊。

通过读史，我们要学会奋发进取的精神。奋进无疑是一条成
功的捷径：只有奋发图强，努力学习，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
往上爬，才会离成功近一点，再近一点。古人云：“学如逆
水行舟，不进则退。”由此可见，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
学习上，奋进都会给我们创造出更多的机遇，创造出更多成
功的机会。战国时期的苏秦，由于学识浅薄，曾到好多地方
做事，都不受重视，回家后，家人对他的态度亦是十分冷淡，
这让他大受刺激，于是决定发奋读书，头悬梁、锥刺骨，终
于学有所成。正因为苏秦拥有奋进的精神，并持之以恒的付
出了常人所不能及的辛苦与努力，后来，苏秦凭着满腹学识
先后去游说六国联合抗秦，取得了成功，被封为六国宰相，
一时风光无限。因此，人要学会奋进。

合上《二十四史》，我感慨万分：悠悠历史长河中，我们要
学习的东西太多太多。让我们趁一个慵懒的午后，在窗明几
净下持一卷古色古香的史书，让指尖抚过墨香浓郁的字迹，
让历史熏陶我们情操!

二十四史读后感篇四

浩浩汤汤，烟波滚滚。历史，记载着兴衰与更替;历史，更能
让人知道得与失。说起历史，我的心里满是依恋，内心总涌
起一股浪潮，像是对家乡的渴望，又像是对亲人的思念。对
于历史，我是如此的痴迷，心心念念想得到一本被称为正史的
《二十四史》。

我迫不及待地打开扉页，目光贪婪的扫视着，一行行隽秀的
文字牵动着我的思绪。多少文人名士，多少王朝更替都被写
在这书上。沉浸在书中，又仿佛看见了白江口的战火纷飞，



又仿佛置身于大明王朝的繁荣兴盛中，每一个场景都如画般
镌刻于这千古奇书上。

一书在手，天下我有。从此君王不早朝。我手不释卷，只要
一有机会马上捧书而读。吃饭的时候，我边看边吃，以至于
不知肉香味;睡觉的时候，我趴着看，以至于手麻肩痛;甚至
于，上厕所的时候，也捧着心爱的《二十四史》。书中传奇
的故事吸引着我，书中的文字不再是字，而是重现当年场景
的一块块拼图，历史，在我的思绪中苏醒了!是啊，我太爱它
了!

人有悲欢离合，天有不测风云。在之后的一次考试中，我惨遭
“滑铁卢”——鲜艳的圈叉如血色一般呈现在我眼前。妈妈
的脸由白变红，由红变青，所有的愤怒与不满，排山倒海向
我倾泻而来：“叫你先课内再课外，你就是不听!现在好了
吧?!”我自己也明白，满心的羞愧，只好先舍下《二十四史》
去学习了。我知道我必须重新证明自己了，如同越王一样，
背负着委屈，要卧薪尝胆了。

在与它别离的这段日子，我始终忘不了它那美妙的页面摩擦
声，一直余音绕梁。也正因为这样，它成了我学习的动力，
它激励着我去面对一切的困难与挫折，那些历史名士不也是
这样走过来的呀!

当我又一次触摸到它时，那熟悉的感觉又一次涌上心头，这
种近乎于羁绊的情感，顷刻间如同奔涌而出的洪流，势不可
当。虽然它只是书，但我认为某种程度上，它甚至超越了书
这个名词，它俨然成为了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沉浸
于它的世界，每一段情节让我悲喜交加，每一个故事催我泪
下。我想：编这书的人定也是享受历史，才能编撰成这旷世
奇书吧!



二十四史读后感篇五

今天，我读了《二十四史》里边的《宋史演义》，里边的第
一回?洛河将神奇儿出世??弧矢见志游子离乡。

里边主要讲的是在唐明宗登基的第二年，在洛阳生下了一个
香孩儿，他出生的时候，红光环绕在空中，并有一股异香，
并且好几天都不散，因此叫做香孩儿。香孩儿宋太祖赵匡胤。

小时候他的母亲劝他读书，他便说：“国家太平的时候，要
学文化；国家乱世的时候，要学武术，现在国家不怎么太平，
我想学武术，以后会用到。”母亲不许，他就只好去读书了。
但是这样并改变不了他想学武术的心情，他经常和他的好朋
友一起去射箭，匡胤的武艺非常不错，因此，许多人都免不
了有祸害心思。有一天，一个少年牵了一匹恶马来看访匡胤。
少年说：“这个马很壮士，只是没有人能骑，我想你应该可
以骑，所以特来请教一番。”匡胤一下就上去了，马如同风
一般，一下跑了五六公里，前面有一座城，匡胤害怕撞到城
里，他就底下头想，但是马跑的太快了，匡胤抬起头来，他
的额头正好和门楣相触，他就向后一仰，好一个倒翻觔斗，
从马上坠下来，本以为他要放弃了，但是他立马起来，追上
马，继续顺着原路返回，回家了。

从这一段我能看出匡胤是一个不服输、勇敢无畏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