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晋世家读后感 陈涉世家读后感(优
秀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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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
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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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世家读后感篇一

常言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秦始皇的暴政使陈
胜、吴广为首的九百戍卒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
家民起义。

当时秦始皇统治十分黑暗。于是在公元前209年，九百多个农
民被征发到渔阳戍守长城，走到大泽乡遇雨，不能按期到达，
陈胜和吴广号召大家举行起义，秦末农民起义爆发。但是，
由于秦军的强大，不到半年，起义失败，他们的革命首创精
神，鼓舞了后世千百万劳动人民共同起来反抗残暴的统治。

我读《陈涉世家》从人物入手，起义的首领陈胜是我第一个
瞄准的人。

“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陈胜的出身很平庸。而从“燕
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可以看出陈胜在青年时期就有和他人不
同的远大抱负，是个有理想，有志向的青年，不同于凡人，
必有大作为。陈胜在“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后
与吴广的议论也是体现了陈胜的智慧，他在严谨思索后选择
了一条最适合，最恰当的路，有胆谋。而其中的亮点，陈胜
不是匹夫之勇，他想到诈称公子扶苏，项燕，这也是体现此
人的大谋略、大智慧。



我最欣赏他的是“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这是为
正义而生的战斗!一个领导者最值得赞颂的就是亲自上战场，
以自己的无畏精神带动整个集体的力量!

“王候将相宁有种乎!”我发现陈胜也是个敢于拼搏，骨子里
有一种不肯服输的精神，他不相信有天生的贵种，只有自己
努力才能换来成功和别人的尊重，我也以为这点非常正确，
无论自己出生如何，待遇如何，只要自己努力拼搏，不断进
取就是最好的自己。自然，成功也属于你!哪里有水到渠成的
好事呢?一切都要靠自己打拼的汗水来换取!

想送陈胜一个字———“毅”，梦想成就卓越。

爱拼才会赢!

晋世家读后感篇二

今天把《金粉世家》读完了，记得上学的时候就看过很多张
恨水的小说，比如《啼笑姻缘》、《满江红》以及《玲珑女》
等，虽然张恨水写的书很好，但都是悲剧，看后会有感伤。

以前在看完《金粉世家》的电视剧后写过一篇文章，文中描
述金燕西和冷清秋的婚姻，金燕西有错，冷清秋也有错，但
金燕西一直是爱着冷清秋的，而且只爱她一个。看完书以后
才发现，在结尾上面，电视剧还是修改了很多，悲剧总是悲
剧，是不会以悔恨回头为结局的，这既是真是的人生。而电
视剧只是为了让人们更有希望一些，但却是不实际的。

从书中开始看起，就会知道这是一个悲剧，因为在金燕西四
个兄弟生活中，是看不到任何未来的希望的，看到后来，我
想很多人都会因为金燕西的行为而气愤，不过这就是纨绔子
弟，相对来说他三个哥哥还能有过父亲教诲，有自己的差事，
虽然金家没落，但不至于生活出现问题，而燕西只能说他本
身就是一个可悲的人。而对于另外一个主角冷清秋来说，她



虽有些才华，但无法和人合群，而和金燕西的关系也是因为
一时的冲动，年轻的不成熟的想法，也是不能有任何担待的。
所以两个格格不入，思想不同，又无法去迁就彼此的人，是
不可能不成为悲剧的。

《金粉世家》隐射了很多的大家庭，虽然表面风光，但风光
背后就是衰败，有句古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只顾玩乐的
人最后只能是悲惨下场。而且也多是心眼小，死要面子活受
罪的料。小说就像人生，无论你爱它也好，恨它也好，它总
是真实的。我们不愿意接受那些，总是事物就算是错了，也
可以有悔改的机会，但现实告诉我们，很多东西是无法修改
的。能乐观豁达的.人，无论在任何境地下，只会一时的迷茫，
而不会永久的衰败；心胸狭窄的人，无论事态如何变化，他
也无法接受别人的思想，所以只能让他们那样好了。以前我
听过一句话，我特别爱，就是医者不医求死之人，其实这世
间求死之人又何在少数呢！

抛开《金粉世家》，我们从中学到很多东西，至少我曾去体
会每个人的心理，很多东西不只是环境造成的，每个人心中
都有一个沉淀下来真正的自我，这个自我决定我们可以接受
什么，又不可接受什么。对于书中而言，很多人确实无法接
受金燕西的冷漠以及金家要面子，但从金铨开始读冷清秋的
诗，就知道她福薄，思想较小，无论如何，文中能让人接受
的有思想的人恐怕没有几个吧。

思想教育决定了未来的方向，所以，任何时候不要忽略对下
一代的教育问题，尤其是思想上的教育。而且，包括我们自
己的思想教育，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停滞，虽然过去有无数的
经验可以追寻，但如果自己无法切身去体会，很多道理也是
一笑处之。愿世间多些平和，我们也可多些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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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世家读后感篇三

在春秋战国时代，‘赵’是个有传奇、有故事的国度，赵国
的历史里有《赵氏孤儿》、《三家分晋》、《胡服骑射》、
《触龙说太后》、《完璧归赵》、《将相和》、《纸上谈
兵》、《毛遂自荐》《长平之战》、《围魏救赵》、等等不
一而足，都是现代人们所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历史传奇故
事，至今还被文艺家们进行着诸多版本的演绎，文学艺术界
始终乐此不疲，足见这些故事及其人物的内涵魅力十足。对
于历史故事人物的看法总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读
者各人有各自的观点。对于赵武灵王及其‘胡服骑射’政策
的看法，也不尽相同。

敝人觉得：赵武灵王在其推行‘胡服骑射’政策的过程中，
堪称一位坚定且雄辩的改革家，一位‘壮志凌云’、‘厚今
薄古’、‘与时俱进’、‘锲[qie]而不舍’的改革创新政策
推行者，他的言行可圈可点，非常值得现在的我们赞赏：



《尚书》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其中的‘祀’
就是祭祀。祭祀有两层含义，一是使得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在
祖先面前有所畏惧，有所约束；二是不忘对祖宗先贤遗志的
继承。‘戎’当然是兵事。赵武灵王把继承其祖先简、襄主
的遗志，富国强兵，开疆拓土，牢记在心，并以此为己任，
使之成为制定现行政策举措的出发点。

重大新政出自于最高决策者的亲身‘调查研究’和与一线要
员的议论。其父赵肃侯死后，赵武灵王年幼继位，受到良好
的教育，直到年长亲政即以孝悌治国，尊重其父赵肃侯朝的
贵重之臣肥义，进而遍巡边境，调研国家的安全环境，并与
一线战将楼缓议论国家的.安全问题，从而萌生了‘胡服骑
射’政策的雏形。‘胡服骑射’这一重大国策诞生的缘由是
赵武灵王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忧虑。

国家政策的核心在于‘制国有常，利民为本；从政有经，令
行为上’，‘事利国者行无邪，因贵戚者名不累’。赵武灵
王懂得治国不变的规则是‘利民为本’，行政不变的要旨在于
‘令行禁止’。政策只要利国利民就予以推行，不必顾及既
得利益的贵戚们因其名望而固执地反对。这是施政的原则，
是不容改变的。

制定现行的政策举措应不拘泥于‘传统’，不拘泥于‘成
法’，‘以书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
变’，‘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
人类社会从古代走来，遗留下来众多的传统文化，包括诸多
政治、文化、习俗各方面的经验、教训、传统，为后代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但也可能成为当代治国的
累赘、拖累。然而‘时过境迁’是历史规律的大势，是人人
事事必须遵循的‘道’。向传统、向历史学习汲取经验教训，
却不拘泥于古制才是对待传统正确的态度。顽强地继承传统，
却灵活地不拘泥于古制，敢于挑战不利于当代的传统制度，
赵武灵王作到了。这就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没有继承，创
新就没有根基，没有出发点；没有创新，继承就成了守旧，



就成了泥古，继承就会僵化，就会走进死胡同。

推行新政必须讲求策略，这就是所谓‘前途是光明的，道路
是曲折的’。‘明德先论于贱，而行政先信于贵’，贤明之
德要首先议论基层，推行政策要首先取信于高层。赵武灵王
在推行‘胡服骑射’的过程中，阻力在上层，面对诸多贵戚
重臣的固执反对，采取了相应的策略予以说服，从而减少政
策推行的阻力。对赵肃侯朝的老资格贵重之臣肥义采取了：
尊重地预先咨询，并提出自己的疑虑；对贵戚公子成的反对
采取了：事先警示，登门造访，说理驳斥，赏赐胡服，使之
就范；对其余重臣的反对采取了：朝议时当面据理驳斥，使
之服从。这其中的辩辞：谈古论今，有理有据，大度雄辩，
斩钉截铁，不容更改。

晋世家读后感篇四

曾读过张恨水的《啼笑烟缘》、《满江红》、《玲珑女》，
但令我最心生澎湃的要数他的《金粉世家》。开始看《金粉
世家》时感觉与《红楼梦》甚是相似。感觉金太太之于贾母；
二姨太之于李纨；艳丽之于湘云；小怜之于袭人；玉芬之于
王熙凤；清秋当然为钗黛结合。林黛玉与贾宝玉的爱情是一
个悲剧，也许也就注定了冷清秋与金燕西的婚姻悲剧。

原本我以为冷清秋与金燕西会冲破封建等级婚姻的束缚，毕
竟金燕西曾经那么疯狂地追求冷清秋。其实，我也认为冷清
秋与金燕西的性格似冰与火，那么地不相融。一个满腹诗书、
对理想有追求、性格温柔、心地纯朴的知识分子；一个无所
事事、游手好闲、坦率直白、性格开朗的纨绔子弟。不言而
喻，即使曾经两人多么的相爱，久而久之，也会有矛盾和冲
突的。

在《金粉世家》中，也许最令我欣慰的就是小怜与柳春江。
虽然小怜是金府的丫鬟，但她却不会趋炎附势，出卖自己的
心，是个有自己主见追随自己的心的独特女孩。最后，她能



与柳春江共赴国外、共度一生，这也许都离不开她那性格。
冷清秋与金燕西，小怜与柳春江，这一悲一喜的结局，真的
令人思绪万千啊。

最令我既同情怜悯又喜欢的当然就是冷清秋了。从一开始，
她就不该踏进这个表面豪门，内里却是地狱般的金府。如果
她一开始选择与她志同道合的欧阳在一起，凭他们俩的才华，
也能幸福生活在一起吧。但其实金燕西也很爱冷清秋，只是
他太幼稚，太儒弱了，终究只会给冷清秋醇成一个悲剧。

金府最后的没落就是因为金铨这个总理的去世而造成的。我
倒是挺喜欢金铨的，因为他的实力着实令人佩服。况且他对
冷清秋这个媳妇极好的。可他偏偏就有四个不争气的儿子，
最后似乎就是人们所说的上天对每个人都公平给予吧。

这就是《金粉世家》，带我进去了繁荣后没落的金府。体会
人间的起起落落，欢笑与泪水交织的人生；感受张恨水笔下
理不断的`伤感。

晋世家读后感篇五

已经不止一次读《陈涉世家》但每次也没作较深的思考就这
样简简单单的过去，目标只在于让学生弄懂字词句的意思也
就大功告成了。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对教材有了新的理解
和运用，新课程改革要求学生能对教材有新的见解而不是人
云亦云，更重要的在于语文教学越来越重视人文要求，教会
学生处理人际关系，正确看待社会，有正确的价值观、人生
观。所以这次布置了《陈涉世家》的读后感，而且我想对于
这一单元每学习一课都要让学生有自己的思考。

《陈涉世家》主要写了陈胜吴广领导农民在大泽乡起义的事。
读了之后颇有感触。

感触一：陈胜的远大志向。在那样一个时代，作为一个被雇



用耕地的人，他的地位多么低可想而知，可是就是这样一种
情况下，陈胜却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发出了“燕雀安知鸿
鹄之志哉”的响彻天地的问语。他的志向不小。试问一下自
己我们的志向在哪里呢恐怕有些人还没有志向吧!

感触二：陈胜洞察时事的能力。他有着一双犀利的观察社会
的眼睛，在当时路遇大雨时有较清醒地头脑去分析，当时人
们可能的悲惨结局。现在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年代，可是
有些人依然我行我素，看不清现代社会，不重视学习，坐以
待毙。这是行不通的。应该赶快加入学习的行列，不管你从
事哪一个行业，离不开的是学习，而现在信息更新又快，没
有信息便没有一切机会，所以需要我们广泛的涉猎，争取从
多种渠道去得知信息，才能更好的立足于当今社会。

感触三：陈胜的起义准备稳打稳扎、步步为营。尽管他对当
时的时事所作的分析准确无误但是当他行动起来时，他表现
得小心翼翼，先是去占卜，当形势都非常有利于他时他没有
马虎大意而是进行一番更周密的安排计划为万无一失，他不
但把写着陈胜王的字条放在于肚子里，而且还在晚上点鬼火，
装鬼叫，让人们不再疑虑，为起义做好舆论准备。这些都做
好之后，他没有直接去杀都尉，而是先激怒都尉，让都尉先
表现出凶狠再对都尉下手，一件件事做下来人们的心已经都
归顺于他了，再做起事来岂不容易得多了，陈胜肯定研究过
心理学，很懂得摸透人们的内心。当今社会有些人也有着远
大的志向，但具体实现起志向来就不如陈胜作的这样天衣无
缝了，他们往往不太考虑现实生活和自己的实际就匆匆的作
起来，以至于面对他们的只有失败。想做一件事就一定把它
做好，想好，把可能出现的情况都作出判断与应对，等到，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时再做，相信结果就不会这么糟甚至会
比较喜人的。

感触四：吴广甘当配合角色。在夺得政权时，陈胜自立为将
军，吴广为都尉，可以说吴广与陈胜的功劳相差无几，在这
样一个时刻，吴广没有计较这些，而是甘当与陈胜合作，甘



为陈胜之下，他有着宽阔的胸怀，他们之间的友谊也是显而
易见的。

从这篇文章里我学到了很多，相信你读了之后也会收获不小
吧!

晋世家读后感篇六

常言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秦始皇的暴政使
陈胜、吴广为首的九百戍卒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
的家民起义。

当时秦始皇统治十分黑暗。于是在公元前209年，九百多个农
民被征发到渔阳戍守长城，走到大泽乡遇雨，不能按期到达，
陈胜和吴广号召大家举行起义，秦末农民起义爆发。但是，
由于秦军的强大，不到半年，起义失败，他们的革命首创精
神，鼓舞了后世千百万劳动人民共同起来反抗残暴的统治。

我读《陈涉世家》从人物入手，起义的首领陈胜是我第一个
瞄准的人。

“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陈胜的出身很平庸。而从“燕
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可以看出陈胜在青年时期就有和他人
不同的远大抱负，是个有理想，有志向的青年，不同于凡人，
必有大作为。陈胜在“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后
与吴广的议论也是体现了陈胜的智慧，他在严谨思索后选择
了一条最适合，最恰当的路，有胆谋。而其中的亮点，陈胜
不是匹夫之勇，他想到诈称公子扶苏，项燕，这也是体现此
人的大谋略、大智慧。

我最欣赏他的是“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这是为
正义而生的战斗！一个领导者最值得赞颂的就是亲自上战场，
以自己的无畏精神带动整个集体的力量！



“王候将相宁有种乎！”我发现陈胜也是个敢于拼搏，骨子
里有一种不肯服输的精神，他不相信有天生的贵种，只有自
己努力才能换来成功和别人的尊重，我也以为这点非常正确，
无论自己出生如何，待遇如何，只要自己努力拼搏，不断进
取就是最好的自己。自然，成功也属于你！哪里有水到渠成
的好事呢？一切都要靠自己打拼的汗水来换取！

想送陈胜一个字———“毅”，梦想成就卓越。

爱拼才会赢！

晋世家读后感篇七

“人只有在自己站立起来之后，才能谈及施展他的才华和抱
负。真正能够站立起来的，不在于他是怎样的人，不在于他
拥有什么，因为他已经是这个世界的赢家。”

这句话出自“国民励志哥”陈洲之口，13岁的一次事故让他
永远失去了双腿，但他却站得比很多人都要直，都要稳。他
喜欢登山，18岁之前，他便登上了全国90多座高山，仅泰山
就登了13次。除此之外，游泳、打球、滑雪，他几乎做到了
所有健全人能干的事情。他说，爱自己，爱生活，才会幸福。
这句简单朴素的话语中包含着多少实际生活的心酸和苦楚，
这种乐观开朗的人生态度便传递给了我们多少正能量，在陈
洲身上，“世界上最坚强的人就是最独立的人”得到了最完
美的诠释。他以残缺的身躯站立在数座高山之巅，来证明自
己的人生价值。

秦朝素来以暴虐残酷的治国手段而闻名，但人民的神经仿佛
已经麻木和僵化，从来没有谁想到要造反，推翻秦王朝的统
治，即便只是煞一煞他的威风。他们习惯于低眉顺眼，唯命
是从的生活着，这才使得统治阶层的气焰越发嚣张。而陈胜
堪称一个敢说敢做的人才，因为应征路上突遭暴风雨，不可
避免等待他们的就是斩首下场，当别的人只晓得感叹自己时



运不顺时，他却在酝酿一场史无前例的起义。也许早在风雨
来临的那一刹那，他便下定了决心，从此再也不愿卑躬屈膝
地过着与人佣耕的生活，回到那破旧阴暗的小屋，不如背水
一战，放手一搏，与这压迫人已久的秦王朝摆开阵势，兵刀
相向。挺起腰杆站起来做人，让受苦受难的平民能够站起来
做人。他是如此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理想中成功的步骤，一步
又一步，却终没料到被叛徒杀害的下场。

陈胜虽败犹荣，即使他管辖的土地一寸寸又恢复了秦的统治，
但自从他站起来的那一刻，便握住了成功，拥有了世界。也
正是被他的革命首创精神所激励、鼓舞，同样出身平民阶级
的刘邦才胆敢地与秦朝抗衡，掀开了中国历史上崭新的一
页——西汉。

不管结果如何，最重要的是站起来的人生态度。请相信：青
山遮不住澎湃的激流，激流遮不住远航的孤帆；晴空遮不住
骤袭的暴雨，暴雨遮不住远行的背影；你不遮住自己，谁也
遮不住你！

不避风雨，勇敢站立，我们必将拥有全世界！

晋世家读后感篇八

“西郊芳草年年绿，多少游人似去年！”“人生若只如初见，
何事秋风悲画扇！”，看完这长达八十多万字的大部头《金
粉世家》，竟是半天无语，怅然若失，唏嘘不已。无论是一
见钟情，还是细水长流，那种天长地久的爱情到底能否存在？
古诗云，天长地久有时尽，何况一见钟情！无论开初有多么
轰轰烈烈，你侬我侬，在日常生活的打磨下，不同生活观念
的纠葛下、不同思想志趣的碰撞下，终将如桃花流水，随春
而去！当相爱时，可以毫无顾忌，天地无色，眼里只有彼此，
什么地位阶级，全然不在乎，什么都可以克服，什么都可以
打破；可当爱失去时，一切都成了障碍，都成了笑柄，都成
了拿来狠狠刺伤对方的一根毒针，就像金燕西再次从家里拿



钱不算，还要拿妻子一件首饰出去送欢场女友被阻拦后挖苦
冷清秋所说的，这里的东西全是我金家的，你身上从上到下，
哪一件东西姓冷？无疑这时他以前所谓的不分等级地位的纯
爱情已荡然无存，彻底撕掉了所谓恋爱自由平等的面纱，在
他自己恐怕都未意识到的情况下，不知不觉站在高高在上施
舍者的位置，给予冷清秋狠狠的致命一击，让她彻底清醒和
觉悟，认识到他纨绔子弟本质和齐大非偶这一层古训，为了
维护自己仅存的一点尊严，彻底丢掉对金燕西爱情的最后一
点幻想，决心净身出户，离开金家，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重
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种一见钟情、一时冲动的爱情最终是靠
不住的，何况中间还隔了一条家族门第、阶级地位的深深鸿
沟！在时间面前，当初无论多么热烈的爱情，最后恐怕都会
失去当初的颜色罢？哪怕是同一个阶级门当户对的爱情，没
有共同的志趣爱好、理想情操作保障，最终一切也都会成空！

当然，张恨水这部《金粉世家》虽然恢宏巨阔，跌宕起伏，
但还是可以看出处处离不开《红楼梦》的影子和影响，书中
的`女孩们，无论金家的四个姐妹，还是他们家大少奶奶的妹
妹吴蔼芳，也都是有理想有追求，阳光上进，心地善良，不
市侩不世俗，追求自由平等的有为女青年，而那些少爷公子
哥们，则无一不是不务正业，纸醉金迷，吃喝嫖赌穿，无一
不沾。小说展示了民国时期一个类似贾家的富贵大家庭最终
风流云散、分崩离析的幻灭历史，富贵荣华终幻梦，爱愁离
恨谁说清？两个不同家庭环境，迥异思想志趣的青年男女，
爱情必然难以长久。小说让人深感婚姻还是门当户对的好，
那种王子爱上灰姑娘的故事，毕竟最终只能出现在童话中，
而且也仅止于“王子与公主最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生活
在一起之后究竟如何，却不得而知了，童话作家们也不愿再
提到，这岂不是一种暗示？生活在一起后的生活可能就是一
地鸡毛，无法言说，也不愿言说的了。（2019。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