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明朝的那些事读后感(大全10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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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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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的那些事读后感篇一

这本书陪伴了我三个月的上下班路程，每天在公交地铁上，
我的眼里不再是拥挤的人群，而是大明三百年间的风起云涌！

以前我觉得很多电视剧剧情太过狗血，现实中怎么可能发生
这种事！于是我认为自己更喜欢历史的真实，但是这本书看
下来发现原来历史也会有各种荒诞剧情，堪比某些狗血电视
剧！看到王振、严嵩、刘瑾、魏忠贤等奸臣祸国殃民气的咬
牙切齿！

崇祯死前大呼“诸臣误我！”书中也说文官集团是明朝最大
的祸害，其次才是宦官！明朝后期的言官无时无刻不在相互
弹劾相互谩骂，结党营私打击异己，只为争夺更高的权力，
金钱！为人民服务的觉悟是没有的，面对内忧外患的对策是
空白的！对能臣战败后的弹劾打压是致命的！一群贪图享乐
昏庸无能的蛀虫！

看到后面心情是很沉重很压抑的，虽然当年明月是一个非常
幽默的人，但这是真真切切的历史呀，尽管他在尽力以轻松
的笔调向读者讲述气数将尽的大明，还是压抑不住漠大的悲
凉。昏庸，贪图享乐往往是历代亡国之君的代名词，然而明
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自登基以来勤于政务，除阉党，抗后金，
平内乱…一直坚持挽救岌岌可危的大明王朝，然而天灾不断，
战事不休，朝中大臣昏庸无能，大明将倾，崇祯独木难支啊！



明朝的那些事读后感篇二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以朱重八从一个草根农民一步一步走
上了统治者道路，从一个放牛的农民，再作到一个和尚，最
后经过多次起义登上了皇位的宝座。说起草根皇帝，除了朱
元璋朱重八，便是汉高祖刘邦，刘邦从一个泗水亭长，开创
了汉帝国。而汉的昌盛是人们有所共睹的，无论是从经济上
的恢复，还是军事上的强大，都在中国历史上，甚至是世界
历史上都是有所震撼的。文景之治的，恢复经济，汉武大帝，
文才武略。再看那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看到年轻战神霍去
病直骋沙漠，追匈奴于千里之外，在西北封狼居胥，吓破胡
贼胆。而再看看明朝，朱重八开创的大明王朝，这时资本主
义开始萌芽。经过明中叶，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开始发展。
到了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不断发展，西方文明慢慢侵蚀东方
文化，而东方的悲惨世界也开始奠定基础。虽然西方侵略中
国的迹象还没显现，但再过三四百年后，各种丧权辱国的条
约，便一一签订。

明朝中国科技的总结时代，包括各种农药医书，总结前人的
论述。郑和下西洋的恢宏宏大，从东南沿海一直到非洲的好
望角，是世界几千年历史上的最浩大的航海远洋。但是朱重
八，登上皇位第一件事便是逼杀有功之臣，是这个虚晃的王
朝撑了不过几百年而已。

《明朝那些事儿》很诙谐幽默的以故事形式呈现给大家历史
的史实。使人们记忆的更加深刻了解的更加透彻，中间又插
有史料，有凭有证，不歪曲历史。他可以说是史书中的另一
种典范吧，一小故事叙事的形式慢慢呈现给大家，让大家有
兴趣去读史，去，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华民族深邃的文化。

因此我觉得20xx年最成功的两件东西便是王者荣耀的老少咸
宜，再加上《明朝那些事儿》的销量畅销。但对于王者荣耀和
《明朝那些事儿》我更为《明朝那些事儿》点赞，作者创新
思路，用更有效的`方法使全民读史，最终走向中华文明的复



兴之路。

中华文明的复兴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必须全
面发展文化产业，其称国人自己的文化软实力，拒绝国外的
文化侵略，捍卫中国的文明和文化，进而提高中国的综合国
力，来迎接美好的小康社会。《明朝那些事儿》编撰的成功，
作者思路的创新，便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好的一面的体现，他
不仅迎来了销量，而且带领全民去更深层次的挖掘老祖宗留
下的文化底蕴。

近现代最成功的史书便是《明朝那些事儿》，朱重八的事迹
也便会家喻户晓。

明朝的那些事读后感篇三

今年暑假，我读了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作者丰富
的历史知识，俏皮的语言风格、独特的观察视角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其中以汤显祖为主角的“稀泥谢幕”最让我感
慨万千。

汤显祖，中国明代戏曲家、文学家。字义仍，号海若、若士、
清远道人。曾任南京礼部主事，官居六品。作有传奇《牡丹
亭》、《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合称《玉茗
堂四梦》。在戏曲史上，和关汉卿、王实甫齐名，被誉
为“东方的莎士比亚”。

二十岁时，汤显祖就考中了举人。可惜他运气不好，遇见了
张居正。之所以说他运气不好，并非张居正讨厌他，恰恰相
反，张首辅很欣赏他，还让自己的儿子跟他交朋友。这本是
一件好事，可是汤显祖清高，瞧不起张居正，摆了谱，表示
拒绝交友。跟张首辅摆谱，张首辅自然也要摆他一谱。结果
可想而知，汤显祖会试时落榜了。

三年后，汤显祖再次上京赶考，张首辅依然让自己的儿子跟



他交朋友，他再次拒绝。张首辅又摆了他一谱，汤显祖再
次“光荣落榜”。又过了三年，汤显祖又一次去赶考，这一
次张居正并没有阻拦他（因为张居正此时已经死了），终于
成功上榜。可由于朝廷内部争斗，汤显祖没有得到重用，被
派到南京当了个礼部主事。

仕途上的曲折和失落，并没有磨灭汤显祖的理想和志向。在
南京任礼部主事的日子里，他尽情地将自己的抱负寄托在自
己的文字上。最终写成了经典戏曲《牡丹亭还魂记》，后人
又称《牡丹亭》。纵观他的一生，虽为官不济，却为文不朽。

汤显祖一生坎坷，却不肯低头，最终成就了自己的人生。回
想到自己，记得有一次，妈妈让我去游泳班学游泳。我的游
泳水平不错，但是苦于教练每次叫大家演示自己的游泳技术
时，都没叫到我。偶尔叫到我时，该死的下课铃就响起来了。
因此，我内心很失落。一天，我回家向母亲倾诉我的烦
恼。“妈妈，我的游泳水平还不错，可没有机会展示，这游
泳不学算了。”“赵然啊，你要记住，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一个真正优秀的人，无论在哪都能干出成绩。”听了母亲这
句话，我恍然大悟，更加刻苦练习游泳。终于，在一次游泳
课上，我自告奋勇，把自己的游泳技术展现给大家看。结果，
获得了同学们的一致好评，连教练都夸我有天分呢。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不管时间有多久，不管困难有多大，只
要自己不断去努力、去奋斗、去拼搏，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到达不了的彼岸，实现不了的梦想。

明朝的那些事读后感篇四

《明朝那些事儿》，网络连载小说，作者当年明月，本名石
悦。边写作边集结成书出版发行，一共7本。

我始终坚持着阅读使生活更美好的信条，读每一本好书，让
每一本好书美好着自己的生活。



记得曾无意间看到 《明朝那些事儿》的动画版，打那之后开
始期待完整版的小说了。有幸去年在图书馆读完全套，至今
回想起来感觉依然美妙，恍若昨日，书中场景，历历在目。

《明朝那些事儿》讲述了从元末到清初历代帝王将相所经历
的辉煌与衰败，君与臣、臣与臣之间的勾心斗角，深宫大内
的尔虞我诈。既有刚正不阿的忠臣悍将，又不乏卑鄙无耻的
奸诈小人，上至九五之尊的皇帝，下至出身贫贱的市井小人，
个个形象生动。一本书，更像一场剧，自己也置身其中，那
些惊心动魄的历史转折点也要扼住读者的咽喉一般，让人时
而紧张得满头大汗，时而焦急似热锅上的蚂蚁，时而吃惊堪
比中奖，时而平静如行止于空巷。而整个过程似流水般自然，
一气呵成，文笔清新，且幽默风趣，一改历史书枯味繁杂的
形象，大胆结合当代社会之潮流时尚，带给读者全新的感受，
很好地调动了广大青少年读者的兴趣，激发了他们对传统历
史文化新的求知欲望。

明朝的那些事读后感篇五

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通过学习历史，我们可以吸取古
人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不重蹈历史的覆辙！我也喜欢
读史书。去年从学校图书馆借阅《明朝那些事儿》这套书时，
由于抢手，基本没按顺序读；今年暑假特意买了一套让女儿
读，为了激励她，我又重温了一遍。明朝那三百年历史，在
当年明月的笔下，历史很严肃，很深刻，深刻到人性；语言
很幽默，很精彩，精彩的让人感叹历史书也能这么好看。

为师者，感叹自己的课堂如果有《明朝那些事儿》这么通俗
易懂，百听不厌就好了，学生觉得上课就是一种快乐，学习
就是一种幸福——多好。这就让我们为师者要智慧思考、不
断探索。当然我们要尝试创设这样一种氛围，细心解读教材，
扩展知识的深度和广度，能够做到旁征博引、高角度的看待
教材，用知识的趣味性和知识的应用性让学生感兴趣。



让我们的课堂成为平等的课堂。孩子再小，我们也应当尊重
他们，相信他们，让他们感觉老师的尊重、喜欢和关心，特
别是善待学生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和不足。让他内心踏实
的想象、思考、动手操作、提问回答……而不是总顾忌会受
到老师的批评和惩罚。在平等中，孩子会身心放松的投入学
习；在平等中，孩子们会充满自信的主宰自己的学习。

让我们的课堂成为互动的课堂。我们的知识需要互动，这样
的课堂是自然和谐的。让孩子们主动参与，互相学习，让老
师成为孩子们的大朋友，去引领，去和他们一起探讨，让他
们经历自己学习知识、创造知识的过程，体会发现新奇现象
的喜悦。

让我们的课堂成为生活的课堂。数学的抽象会让有的学生头
疼，为了让每个学生都有所发展，在学生的基础下应该把复
杂的问题简单化，要让学生用简单的数学方法解决复杂的数
学问题，决不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让学生在实际应用中
学习数学，让学生在熟悉的生活情境中学习数学。正如当年
明月笔下的文章让人回味无穷。

学校的课堂是孩子的课堂，让我们老师和孩子们共同编织属
于自己的理想课堂。老师用自己的知识和责任成就孩子们美
好的儿童时光，让孩子们在课堂中享受快乐、享受成长！

明朝的那些事读后感篇六

历史原来可以这样啊。

中国是有着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东方大国，如此漫漫的历史长
河中，每一个河畔，都有一些在历史中永不磨灭的闪光足迹，
也正是这样，注定要被后人传颂。

历史是什么样的，我个人觉得，当年明月所著的《明朝那些
事儿》，做出了很好的回答：历史原来可以这样啊！



对于青少年来说，《明朝那些事儿》一定不会陌生。众所周
知，这是一本讲述明朝的史书，可它偏偏又不一样，为何？
历史，历史，何为历史，曾经过去的岁月点点滴滴，被后人
所道来，各朝的史官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史记》、《明
史底稿》、《清圣祖实录》等等，但是，作为青少年的你，
一定会捧着那厚厚的史书去““死嚼”””吗？是否身边时
刻有一本《古汉语词典》，但《明朝那些事儿》是与众不同
的，它对我的第一感受就是伟大和传奇，在书中没有什
么““之乎者，所以然”这些枯燥的文言文，没有像历史教
科书的大白话，更没有那些故作高深的文字，相反，它是活
的是有生命的，每一个文字都闪耀着无尽的光芒，蹦蹦跳跳
的，都拥有着它存在的意义，这本书有着不一样的史家幽默，
浑然天成，抑或来说，这是一本接地气的史学奇文。

历史原来可以这样啊。当年明月对书中的每个人都做了全面
的评价，有爱有恨，他用当代人多钟爱的语言还原了一个个
鲜活的人物形象，功过不混淆，从不一概而论。在书中，我
不会像学教科书一样，机械的读，机械的背，相反，我会去
享受，是自由的，我读自己喜爱的，没有人可以管得着我，
我是自由的，慢慢走进一个个人物的内心，感受他们的爱恨
情仇。当然这本书为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了解到，
传说中的东厂和西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九千岁
魏忠贤的真实身份，他如何登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
的······这一个个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这本书做
了很好的回答。

本书有一种魔力的语言，带人们走进不平凡的时代，你是自
愿去了解的，它只是的向导，你的老师，帮助你做客观公正
的评价，真正丰富你的“阅历”，让你不由自主地说，历史
原来可以这样啊！

作者用他那不一样的语言教会了我如何对一个人有公正而全
面的评价，也教会了我应用怎样的一种态度和良好的心态去
学习历史，更教会了我如何去写有吸引力的文章，去激活那



有生命力的文字！

为什么《明朝那些事儿》让我着迷？

因为————历史原来可以这样啊！！

明朝的那些事读后感篇七

时间大概可以算是这个世界上最残忍的东西了吧，不论你哀
求、痛哭亦或者用尽全力去抓住每一秒时间去努力，她都不
会迟疑哪怕一秒，依旧会滚滚向前，只有某些时代的宠儿、
天选之子才有可能使其稍做偏移。可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
塞到轮子下面连一点点痕迹都留不下的那种。可这，一点也
不妨碍我们开心的过完自己所认为的最有意义的一生。每个
人都是自己的英雄，就像作者在末章写的徐霞客，一生游遍
祖国的名山大川，能用一生的时间去干自己最喜欢的事情还
不用为生计担心，这大概就是幸福吧，可能徐霞客是这本书
里面最幸福的人了吧！

成功只有一个——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人生。

如果还没有想好未来，那就一路往前走，努力做到最好，上
最好的中学，学最多的本领，考最好的大学，看最多的书，
学最多的知识，这些都是……资本，”“这样，等到我有一
天有了想做的事情，那么我手里有足够的本领，就可以朝着
那个方向努力了，也不会后悔。”

当然，是人就会有爱的欲望。可在这个尴尬的年纪，连爱是
什么都不知道，哪里会有什么爱呢。无非是两个人在一起很
开心就误以为是爱，以为自己爱的死去火来，其实无非是有
一点喜欢自我感动，外加喜欢无聊的虚荣感。

突然想起书里面的徐海和王翠翘的故事，也许他们可以算是
爱情吧，王翠翘在光芒万丈的时候选择了一无是处的徐海，



而徐海也用自己的一切来回报她，即使徐海成就了自己的伟
业，成了一方霸主也未曾纳妾，始终待她如初，可惜悲剧结
尾，也许美好的事情就活该被毁灭。还有钱皇后为朱祁镇哭
瞎了眼。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外面已经很残忍了，但有个人
一直默默支持自己也行真的很好吧。

最后，为什么读历史：

很多人问，为什么看历史；很多人回答，以史为鉴。现在我
来告诉你，以史为鉴，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发现，其实历史
没有变化，技术变了，衣服变了，饮食变了，这都是外壳，
里面什么都没变化，还是几千年前那一套，转来转去，该犯
的错误还是要犯，该杀的人还是要杀，岳飞会死，袁崇焕会
死，再过一千年，还是会死。所有发生的，是因为它有发生
的理由，能超越历史的人，才叫以史为鉴，然而，我们终究
不能超越，因为我们自己的欲望和弱点。

以后也许就很难有机会如此连贯的读完这么好的一部好书了，
希望后年考研顺利，希望以后还会有很多机会做自己喜欢的
事情。不，一定有很多机会，现在滚去背单词。还是努力点
吧，为了以后可能会喜欢的人，加油啊，很难，但要坚持！

所有的错误，我们都知道，然而终究改不掉。能改的，叫做
缺点；不能改的，叫做弱点。

明朝的那些事读后感篇八

最近，我阅读了当年明月写的《明朝那些事儿》，该书风趣
幽默的语言令我难忘。作者对人物的刻画入木三分，对斗争
的描述淋漓尽致，对情节的把握炉火纯青，很令我钦佩。在
书中，给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朱元璋了，一个出身于农民世家
的人，竟然成功当上皇帝。

朱元璋小时候深受元朝的腐败统治之苦，家中十分贫苦，在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中，大概是唯一的一无所有的贫农，是通
过造反才拥有了天下。放牛、做乞丐、做和尚、造反、做皇
帝，一份十分简单的简历。没受过教育，却能直接带领千军
万马争夺王位，是个军事天才，也是个人事管理天才。对于
这种情况，我有自己的看法：平静的湖面，练不出不畏风浪
的水手；安逸的环境，造不出时代的伟人；宁静的世界，造
不出真正的英雄，朱元璋就是在如此恶劣的情况下，成为一
个伟大的霸主。正是青少年时期的艰苦经历磨炼了朱元璋，
使他变得老成而有心计。

朱元璋最令我佩服的是他的各种本领：果断——让朱元璋能
在危险的情况下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坚持——能让他在僵持
时打破僵局；冷静——能让他有准确的策略。这三样宝物合
起来，能让你在战场上完美地指挥出应敌的方法，假如任何
事中，都具备果断、冷静和坚持会让你在困境中发现机会。
在这三个本领前，相信无论怎样的困难都回迎刃而解，最后
将登上成功的彼岸。

朱元璋还教会了我自信，他曾经说过“我相信我是对的”。
在通往胜利之门的路上，你会捡到很多钥匙，这些钥匙有的
古色古香，有的金光闪闪，但只有一把才能打开那扇胜利之
门。当你引领大军作战，当百万生灵的一切掌握在你的手中，
当你只有一次尝试的机会，没有多少人能不紧张，而在战争
中，只有一个时机是最适合的，如果失败了，你将失去一切。
但朱元璋却在关键时刻相信自己的决定，把握住了机会。是
自信，使他一步一步地走向皇位。

读一本好书就像和一个高尚的人说话，我读了《明朝那些事
儿》后，朱元璋成为了我生活中的老师，他教会了我果断、
冷静、坚持、自信等等必会的本领，他仿佛和我说：世上本
没有天才，但只要有了各种本领，你就是一定会成功，本领
能助你登上成功的高峰。



明朝的那些事读后感篇九

《明朝那些事儿》是一部白话正说明朝的史书，它与史书不
同的是它的语言生动幽默，而与演义不同的是它讲述的全是
真实精彩的历史，这成了我喜欢这部书的原因。

历史，每次读来总是心潮跌宕起伏，那些事儿又都是大事，
平凡如蚁的事，正史不关心，野史也不疼爱，既然是大事，
就总会引来很多的假设，总会假如这个不这样，那咱们国家
早就怎么样啦，如果那个不那样，咱们早怎么样啦。无论大
事还是小事，只要是个事儿，就没有如果的，哪怕你是王侯
将相。但这也就构成了后人在阅读历史时的一个微妙的心理，
这种奇妙的品味过程，相信每个读历史的看官都深有体会的。

本书从明太祖朱元璋的一份档案开始，细数朱元璋的小名朱
重八，座右铭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等，一切事情都
从1320xx年的那个夜晚开始，朱元璋因为家庭出身三代贫农，
所以为了吃饭，他为隔壁地主放了20xx年的牛。自古雄才多
磨难，他17岁时的一场饥荒让身旁的亲人一一死去，带着复
仇的火焰和有饭吃的追求，朱元璋来到寺庙，做了8年的和尚，
但身旁的数十起暴动让他揭竿而起，经过长达20xx年的艰苦
努力，他打败了元朝，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王朝明。

朱元璋在元朝末期出生在一个农民世家，缺乏食物，于是他
就去讨饭吃，做和尚，但到后来，元朝把朱元璋列为造反成
员，以此为借口来杀朱元璋的一家。平静的湖面，练不出精
悍的水手;安逸的环境，造不出时代的伟人。朱元璋就是在这
样的险恶环境下成为一代伟人的。他不得不战斗，而在战斗
中，他学会了冷静、坚持与果断。冷静让他能够准确判断局
势，甚至在失败后能够正确总结经验;而坚持，能让他在僵持
时打破僵局;果断，让他能够从现在的局势中正确而快速地判
断。这三件宝物结合起来就是一道打不破的心理防线，而朱
元璋利用这道防线取得了成功。做一件事，必须要学会冷静、



坚持与果断。它们让你准确地判断局势;让你在失败后能重新
勇敢地站起来，而不至于崩溃;让你从困境中发现机会。只要
做每一件事都能非常冷静、坚持与果断，那么所有的困难都
能迎刃而解，最终到达成功的彼岸。

在20xx年的造反经历中，我看到了朱元璋无比的军事天赋。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与陈友谅的鄱阳湖之战中，他利用徐达
的多点围攻的冲锋旗开得胜，而后常遇春的单骑救主，再是
猛男丁普郎的冲锋，最后致命一击火攻。这几板斧抡得陈友
谅一败涂地，而后用安抚俘虏的命令获得民心，并一举消灭
了他当皇帝路上最大的敌人。这几招看出了朱元璋对海战的
精通兵贵神速，旗开得胜;他的眼光之准关键时刻常遇春一箭
射中孤军深入、勇不可挡的张定边;不断败退中，丁普郎无畏
的冲锋当这些名将都被朱元璋纳入麾下时，胜利还难吗?其实，
他最狠得是最后一招，利用不杀降的政策广博民心，将陈友
谅的军队弄得支离破碎，再无还手之力。不得不承认，朱元
璋是个军事天才，小时候放牛、讨饭的情况下能有如此出神
入化的军事才略，实在难能可贵!

明代，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最明显的体现。在政治制度上，
朱元璋基本照搬元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废除丞相，撤销中
书省，由六部分理朝政。这么做其实是通过分权来抓权，他
将军政大权全都集中到他手里。但这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对
于精力旺盛，每天加班加点批奏章的朱元璋也是累得够呛，
于是他另设内阁，参与决策，减轻负担;而后内阁首辅权倾天
下，连皇帝的圣旨都可以不批，想整谁整谁，这和明太祖的
内阁制度是有直接关系的。

时势造英雄是真理!朱元璋虽有过人之处，但总体上不算是奇
人，和历史上许多君主相比，他并不出众。与其说他有王气，
倒不如说他很有运气，先是出生在了一个汉人必反的动荡年
代，又巧遇了众多良相俊将，就连细节因素(鄱阳湖的东风)
也那么庇佑他想不称王也难。他的过人之处不多，但有一点
对他的对手来讲是致命的，那么就是缓称王政策，这能让他



在高举自然法正义旗帜的基础上巧妙地周旋在蒙元和陈、张
之间，先是帮助蒙元剿灭陈、张二人，然后再对蒙元反戈一
击。考察历史，我们发现国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和改
革开放初期的韬光养晦理念都有缓称王的影子。

朱元璋一生杀人如麻，他的统治时代像极了苏联的大清洗时
期政治上极端恐怖，经济水平和军事力量却都有了长足进步。
尽管如此，中国的朱元璋还是要比俄国的斯大林优秀：斯大
林搞大清洗，主要目的在于铲除异己，只是徒有肃反之名罢
了，他把杀人当作目的;朱元璋虽也滥杀了不少无辜，却也几
乎没有放纵一位奸臣，杀人在他眼里只是手段。但总会有人
会为这种人才的大量流失埋单吧：苏联在二战中付出了死
亡20xx万的惨痛代价，而朱元璋的孙子朱允炆则丢掉了江山。

朱皇上无疑是个成功者，但他却不是个常胜将军。在他的成
功的路上经历了那么多的失败。因此，要获得最后的成功，
不是经历失败，而是经历失败后，继续奋斗的勇气。这是普
通人和成功人士的本质区别。

作为大明天下的缔造者，朱元璋有过不朽的功勋，也有过严
重的过失，但他有充足的理由为大明帝国而骄傲和自豪。

朱元璋的失误之处也许在于他太相信责罚、杀戮的功效，而
忽略了制度的完善和教育、感化吧。不过，朱元璋就是朱元
璋，他的是非功过早已载入史册，人们心中自有分数，又岂
是你我可以毁誉的?!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历史风云即便，
各个英雄人物流星般横空出世。沧海桑田，世事变迁，当年
的人、事早已灰飞烟灭;然而，大浪淘沙，他们这些豪杰在历
史的长河中更加灼灼生辉。

明朝的那些事读后感篇十

朱元璋真是一个孝子，知道家人是被元朝的那些破政治给活
活饿死的，便冒着被当作反贼砍头的生命危险，四处寻找和



他同一类的人。终于他真的登上了王位，将元朝变成了清朝。

世上谁有这样的儿子，那这个人肯定很高兴吧！而我并不是
这类人。以前我生病了，妈妈总给我刮痧，但上次妈妈发烧
了，我却动都不想动，只晓得看电视。最后妈妈给了我一元
钱，我才给她刮痧。

同时，我还要学会朱元璋的坚强。他有时候自己的生命已经
危在旦夕了，但依旧鼓起精神，与敌人拼杀。正因为朱元璋
坚持了下去，最终成了皇帝。而我却是个半途而废的人，有
时做航模的时候，手小小的擦伤，就不做了。

不过我觉得朱元璋太忘恩负义了。自己成王以后，却把以前
的战友给杀了。人家对你那么好，你却这样对待人家，这根
本就不符合常理嘛！如果你怕他们谋反，就给他们个罪名，
让他们滚回老家算了呗，干嘛要他们的性命，生命是最贵的！

总之，朱元璋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我倒是喜欢好的
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