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项羽的故事读后感(优质8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
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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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羽的故事读后感篇一

项羽，一代英雄豪杰，曾指挥千军万马，却与在刘邦的战斗
中失利而未能取得天下，最终在乌江含泪自刎。项羽为贵族
之后，依仗叔父的栽培发家，直到使得天下诸侯归顺，证明
了他非凡的一面。那么，他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同样在
后来的战斗中，又出于什么原因使得他众叛亲离，走向失败
的呢？这真是一个很值得思考与探讨的问题。

首先，项羽作为楚国贵族的后代，具有先天性优势，在项羽
本纪中范增对项梁说道：“当初楚怀王受骗入秦国，楚人无
不同情楚怀王。秦灭了六国，只有楚国最为无辜，项君世代
为楚将，所以大家都来投靠项君，以兴复楚国。”由此可以
看到，项羽和项梁利用人们的心理而顺利起家，又因为项梁
善于用人，年长有谋略而得到了众人的推崇与信服，项羽通
过自己的家室和叔父，取得了迈向成功的第一步。

其次，项羽天生气度不凡。有人说他刚愎自用也好，暴虐也
罢，但是它具有的勇敢与开创精神，是众人无法比拟的。巨
鹿一战中，项羽能够杀掉上将军宋义，劝说众人和他一起破
釜沉舟，就已经充分证明了他的胆识与谋略。宋义也非等闲
之辈，在项梁和章邯对战之前就已经预料到了项梁必败，并
劝说使者高陵君做好了防范的准备，深得楚怀王的赏识，尽
管在指挥战争的过程中失掉民心犯了错误，但如此轻易被推
翻，也能看出项羽的才华。破釜沉舟，本是正常人不敢做之



事，但确实符合孙子兵法“置之死地而后生，陷之绝地而后
存”的说法，“破釜沉舟”使得兵士的士气高涨，取得了大
捷。项羽本纪中提到过项羽年少时叔父教他学习，最初是写
文章，项羽不学，使用兵器，项羽依然对此表示蔑视，他说：
“我要学的是敌万人的学问。”但后来又没有认真学习兵法。
但通过这一次对兵法的使用来看，项羽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
与军事家。他的气度与开创精神也是的诸侯对他顶礼膜拜，
成为了首领。

项籍身长八尺有余，力大能举铁鼎，力气超过常人。有着显
赫的家世和叔父的栽培，而刘邦只是一介草民，自身武功实
际中没有相应提及，但据本人推测应该顶多是一般水平，反
正肯定是远远不及项羽。从自身的各方面条件来看项羽显然
占据了很大优势，但是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为什么刘邦会
将项羽逼入绝境而取得最后的胜利呢？这也得从项羽自身分
析。

首先，项羽对于天下局面的判断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说有些
盲目自大，低估了刘邦的实力。而刘邦恰巧又是装孙子的能
手。估计项羽开始真正注意重视是在楚怀王指令“先入关者
先为王”，刘邦占了便宜去攻击秦军然后入关这件事情发生
之后，脾气暴躁的项羽哪能容得刘邦称王这种事发生，所以
立誓除掉刘邦。而刘邦又是老奸巨猾之人，善于听取别人的
意见，又向项羽认错又说好话，最终使项羽放松了戒心，趁
着项羽摇摆不定之时溜之大吉。多年的明争暗斗中，项羽始
终是处于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但刘邦却低调的不断积蓄实
力，赢得民心直到实力相当才与项羽叫板，一叫板便把项羽
拍在了沙滩上。项羽对于对手实力的认识存在缺陷，使得他
没有把威胁扼杀在摇篮之中，最终酿成了苦果。

项羽自身性格的缺陷也是失利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什么
样的事情都有其两面性，项羽霸气，勇猛，自信，敢作敢当，
具有领导者的风范，但同时性格也存在着易意气用事，缺乏
深度思考，残暴的弊病。历史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证明了一



件事“得民心者得天下”，而项羽破襄城将守城军民活埋，
擅自废掉义帝自立为王等事情也一步步使他失掉民心。当初
周厉王时，用各种严苛刑法堵住国人的嘴，以为这样天下就
得到了大治。但实际上就像进谏的臣子所说：“百姓就像那
洪水，一味的堵塞只能使积怨更深；而只有疏通才能治理根
本。”同样的道理，项羽的种种作为只能让诸侯畏惧，而并
不能像刘邦那样通过宽厚仁义而使得诸侯从内心归顺。这也
可以说是项羽的浅陋之处吧。看完项羽本纪又联想到秦始皇，
因为这两者在性格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为什么两者的结
果截然相反呢？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讲，秦始皇之前有穆公、
孝公打下的坚实的基础，秦国政权当时传到嬴政时已经非常
强盛，统一的时机已经成熟，天下没有能与秦国相抗衡的，
秦始皇虽然为人也暴虐阴险，但是他能很好的认清自己所需
要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能隐忍，“我即使对这个人的某
些做法很不满，对这件事情很反感，但只要有助于我取得天
下的，就会去采纳。“这不得不说是秦始皇的高明之处了。
至于项羽，天下有刘邦这个强劲的对手，又缺乏对于自身的
修养与反省，最后只得发出类似“既生瑜，何生亮”的感慨，
无颜见江东父老了。

褒也罢，贬也罢，一点毋庸置疑的是，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中，
项羽必定是最澎湃的那一朵浪花。世人不会遗忘，那个曾经
叱咤风云，指挥千军万马的英雄豪杰。

项羽的故事读后感篇二

《史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由我国西汉着
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
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司马迁以其“究
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为世人呈现
了一部包括历代帝王政绩，各国诸侯事迹及各种典章制度的
史书巨着。

项羽，这位骁勇善战的西楚霸王，尽管，离我们很远，但在



司马迁的笔下却变的栩栩如生，翻看《项羽本纪》，脑海中
仿佛就是一幅幅项羽冲锋杀敌的壮烈场面。不知是应该感动
呢还是惋惜，总觉得，项羽的结局不该如此。他的胆量，他
的谋略，他的气魄，他的智慧本可以让他成为一名流芳百世
的明君；但他的自负，他的残暴，他的妄自菲薄却终究带给
他成为一代鬼雄的结局。

短短30年的人生，却充满了辉煌与精彩。项羽从小就显现出
来的霸气注定了他能成为一代枭雄。学书不成，学剑亦不成，
却要学万人敌。一句“彼可取而代也”让叔父项梁都相信，
他能成就一番大事业；青年时期的籍就长八尺余，力能扛鼎，
才气过人，吴中子弟，无不惧之。

钜鹿，是项羽的一个起点，“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誓言
在项羽振臂间得到应验。面对秦军，是他率领江东的子弟以
少胜多，震慑诸侯，不知是司马迁传神的笔抑或是那喊声本
存在于虚空之中，我仿佛看到了血染征衣的项羽挥戈于千军
万马，楚军的呐喊响彻云霄……他注定，是楚国人的骄傲。

垓下决战，韩信指挥汉军排出十面埋伏的阵法，项羽平生第
一次陷入了重重的包围之中：兵无粮，马无秣，军无援。在
这四面是一片大平原，无险可守的垓下，是不能打持久的坚
守战的'。项羽是军事天才，他深知这一仗的败局已定，唯一
的出路只有突围求生。胜败乃兵家常事，打成这样的结局，
他心中无可奈何，也异常难过。

夜已深，他无法入睡，他此刻的心情只有他和他的虞姬才能
够明白。他坐在帐中，与虞姬相对而饮，处在极度烦恼而又
极度兴奋的状态中，学书“足以记姓名”的他竟吟出了“力
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
兮奈若何”这样的豪迈诗句。虞姬则和唱说：“汉兵以略地，
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英雄也是人，英
雄也有着爱与恨，更何况项羽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当虞姬
拔剑倒地时，不流泪的盖世英雄，万感交汇，抱住他心爱的



虞姬，放声痛哭。

历史长河，无论多么汹涌，多么绚烂，多少英雄，都成过往。
我只是站在历史长河边缘的看客，无法涉足去改变命运的轮
迹。

项羽的故事读后感篇三

现在，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
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不记得是谁说了这
番话，但觉得这话特别正确，且特别适合拿来考量项羽。

《项羽本纪》可算是《史记》里的一篇奇文：从史记的体例
看，“本纪”是不该为一个失败的“草头王”作传的，它属
于坐了江山君临天下的封建帝王。项羽没有坐江山自然也没
有君临天下，却享受了“本纪”的待遇，不能不说这个“待
遇”是司马迁给他的。然而正因司马迁给了项羽高级待遇，
我们才看到了一个有着悲剧性格的失败的英雄形象，司马迁
以其悲剧感极强的审美眼光给了我们一个血肉丰满的项羽，
从项羽的身上，不同时代的人们都可以汲取一点精神营养，
当然有的是从正面汲取，有的是从反面吸取。

在中国从来都是成者王败者寇，成功的让后世景仰，世人称
道，而失败者则会被万夫所指世人不屑，但项羽却是一个例
外。项羽最后败在了刘邦的手下，自刎在乌江边上，虽然他
败了，但项羽在人们心中从来都是一个不可一世的大将军，
一个让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大英雄，刘邦虽然胜了，但我们听
到的更多的人们的贬低；项羽虽然败了，但我们给予他的却
多是同情与奖掖。有人说是刘邦打败了项羽，有人说是韩信
打败了项羽，但我认为是项羽自己打败了自己，在那个年代，
除了他自己，没人可以打败他。

项羽小时候学文但不感兴趣转而习武，他叔叔对他说武学习
得再好不过是敌一人敌十人，要敌万人就得学习兵法，项羽



听后很感兴趣，转而苦读兵书，同时也习文练武。那时候有
一句话叫“楚人三户，亡秦必楚”。意思是说即便是楚人只
有三户了，最后也一定会灭掉秦国的。项羽从小志向远大，
他暗暗立志要推翻暴秦。曾有个故事，说是项羽年少的时候
看到秦王带一帮人浩浩荡荡在江中游玩，秦王被众人护拥好
不气派，项羽看到了就对身边的人说“彼可取而代也”，令
旁人大惊失色，他叔叔在边上听到了，知道项羽非常人也，
志存高远他日必成大器。

项羽精通兵法，力能举鼎，文武双全，同时具有先天的领导
力和不凡气度，他懂得带兵最重要的是要立军威，项羽一向
言必行，行必果，他武力过人，有万夫不挡之勇，同时能征
善战，足智多谋，带兵打仗所向无敌，仿佛出世就是与众不
同的大人物大英雄。

项羽除了上述特征外，最重要是他非常的自信、坚强、果敢、
威猛，这样无比的自信，使他很少相信别人，他只相信自己。
他个人能在万敌之中进退自如，百万雄兵指挥起来同样应对
自如得心应手。但同时他也刚愎自用、性情暴戾，他的能力
优秀，使他常常目中无人，口出狂言，一般人在他眼里都是
凡夫俗子，极少有人能让他敬佩。

项羽最大的错误不是鸿门宴上没杀掉刘邦，而是对于韩信的
轻视。韩信本是在项羽手下当差的，韩信熟读兵书，有谋略
有胆识，对军事之事了如指掌，能忍他人胯下之辱就是为了
不负生平所学，为了有朝一日出人头地。他在项羽帐下时虽
是小兵一个，但每每都能未卜先知，对项羽的作战思路了如
指掌，后来在钟离昧推荐下到项羽帐下，让项羽授他一个好
职位，可是项羽偏偏对自己过份自信，目中无人。他虽然知
道韩信有谋有略对作战之事更是有独到之处，但他看不起这
个曾经的“胯下小人”，他认为韩信这样的人如果也当了将
军那将对他项羽的不敬，会给他项羽丢人，这使他没有重用
韩信——他的最大对手。这是项羽最失败的地方，虽然英雄
一世，但没能逃过世俗的偏见，以有色眼睛来对待一个天才。



项羽是一员名将，他的致命伤是不懂政治，却在打了几场胜
仗之后，忽然间自以为很懂政治。政治比军事复杂得多，绝
不是一个习惯于发号施令、政治资质平凡的军事将领所能胜
任。项羽不但自认为他能够胜任，而且还游刃有余，他就注
定的要付出代价，并连累千万无辜的人，跟着付出代价。

秦末是一个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刘邦、项羽、韩信、张
良、陈平、萧何、樊哙，这些人都是英雄，但他们是不同的
英雄，刘邦属于政治，张良、陈平、萧何属于谋士，韩信属
于军事，而项羽，我认为他是本色英雄。他所表现的是没有
遮掩顾忌、不计利害成败的英雄行为，因此在“成者王败者
寇”这样一种历史传统中，项羽依然能得到人们的凭吊和同
情。

司马迁以他的雄健之笔，动摇了一个几乎不可动摇的俗见：
成王败寇——最起码项羽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还是英雄。他的
悲剧显然是性格悲剧，然而司马迁笔下项羽的不完美性格恰
恰具有非常震撼人心的审美价值。

项羽的故事读后感篇四

在中国历史中，项羽无疑是个传奇人物。他没有尺寸的封地
作为根基，硬是凭借自己的勇猛善战，不出三年，就灭亡了
秦朝。虽然最后天下还是落入刘邦手中，项羽的这份伟业也是
“近古以来未尝有也”。根据太史公描述的项羽的事迹，他
的成功与失败可以从中找到原因。

成功首先需要的是建立目标。项羽小的时候，便有雄心壮志。
他不学写字不学剑法，认为“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
敌”；他看到秦始皇出游，不假思索地就说出“彼可取而代
也”。项羽的霸气是与生俱来的，他从小就有一统天下的志
向，这也是他东征西伐、所向披靡的动力。

要打胜仗光靠雄心壮志是远远不够的，项羽的勇猛果敢、坚



决果断是他成功的另一大原因。当面对强大的秦军时，项羽
做出了惊人的破釜沉舟的举动，不给自己和士兵们留后路，
于是楚军无不以一当十，最终大破秦军。当楚汉久久相持时，
项羽对刘邦发出挑战，项羽派出的壮士都被刘邦的神射手射
死，但当西楚霸王亲身上阵时，神射手被吓得目不敢视，手
不敢发。当四面楚歌，项羽已注定失败时，他痛痛快快的打
了最后一仗，他的队伍杀死了近百个汉兵只损伤了两名自己
人，他自己一个单枪匹马地就杀了数百个汉军。如此的英勇
与霸气，不是一般人所能拥有的。拥有这样的先天条件，也
注定要成就一番大事。

然而，虽然他曾轰轰烈烈，曾所向披靡，最终也败在了刘邦
手下。这样的结果也是有迹可循的。

骄傲自大是项羽显著的性格特点，也是他的致命弱点。鸿门
宴中，项羽不听范增的再三劝说，不肯杀死刘邦，轻视了刘
邦对自己的威胁，最后吃下了自己种的苦果。占领了咸阳后，
他不听劝说，没有借助咸阳地势得天独厚的条件来建都称霸，
非要回到楚国，放逐义帝自立为王，分封领地时又没有公平
公正，这样也难怪王侯们会背叛他。太史公也评论道：项羽
夸耀自己的战功，只知道一意孤行而不吸取古代的经验教训，
只想着成为一代霸王，只想着用武力征伐经营天下，结果五
年的时间，国灭人亡。相比之下，刘邦就谦卑宽厚得多。郦
食去劝说刘邦时，刘邦因为自己一开始的傲慢而赔礼道歉，
后来获得了郦食的帮助。对待张良、樊哙等忠臣，刘邦虚心
听取他们的谋略，凡事征求他们意见。刘邦也说，重用了贤
臣是自己得天下的原因，而项羽只有一个范增还不能用，所
以最后被自己打败。

在《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一句话：“夫并兼者高诈力，安
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打仗需要的是武力制
胜，这是项羽所擅长的。然而治理国家就得讲究顺应民心了，
秦朝灭亡的这一个教训，项羽却没有吸取借鉴。秦国的降兵
军心动摇时，项羽当晚就把他们二十几万人统统活埋；他占



领咸阳后，大肆烧杀掳掠；项羽称霸后讨伐叛乱的齐、赵国
两国时，一路上铲平城墙，烧毁房屋，对于一切降兵统统活
埋。对于所占领的地区，项羽大开杀戒，用屠杀的方式来占
领城池，这样的做法是不可能得民心的，反而会引起百姓的
极大恐惧从而孤注一掷地反抗。再对比一下刘邦的做法，在
项羽死后，楚国纷纷投降，只有曲阜拒不投降。刘邦曾想发
兵把它夷平，但想到曲阜的军民这样做是出于守礼仪，为主
死节，便派人拿着项羽的头给曲阜人看，最终使他们投降。
对于项家的人，刘邦也不杀，甚至分封了几位对自己有功的
项家人。

楚汉争霸一直是中华历史中一页引人注目的篇章，通过太史
公的记录，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很多关于这两位英雄人物的
事迹，领略他们争夺天下时的风范。依我看来，项羽的作战
能力强于刘邦，但是综合其他方面，胜利的天平还是倾向于
刘邦。在太史公的笔下，重现了一位英勇威猛、有血有肉的
西楚霸王，重现了一位悲剧英雄，他有无与伦比的霸气，也
会错失良机、误信他人。历史选择了刘邦，但也没有忘记项
羽，这样一位特点鲜明的人物将永存于中华民族的记忆中。

项羽的故事读后感篇五

多少年繁华过往，白云苍狗，历史如烟。多少英雄垂泪杀场，
又有多少的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提及项羽，脑海中浮现的
是千年古战场上猎猎作响的旌旌战旗，是霸王“力拔山兮气
盖世”的英雄气概，是金戈铁马背后的尺寸柔情！快意恩仇
身死乌江，他是历史的巨人，为历史注入了最有气势的磅礴
简章！

读项羽本纪我心中不时涌起一阵阵的感慨。项羽，在一个战
争的年代用一份属于自己的豪情成为了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
在那个风雨交接的历史时代演绎了一段英雄本就该有的豪迈。

他，豪情冲天，爱江山，爱美人，痛惜英雄，重情仗义。他



是一个足矣让人快意的英雄！项羽二十四岁便举兵反秦，年
幼时就跟随叔父学兵法不学剑术的大志，从来就不曾停歇成
为一代英雄的步伐。鉅鹿之战时，面对比自己多出数倍的大
秦雄师，他选择了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他的勇气与无畏注
定了他以少胜多的'战局，注定了各路诸侯“膝行而前，莫敢
仰视”的精彩瞬间。他可以以少胜多，一生70余战，战无不
胜，尽显了儿时就曾积淀的军事才华。

也许司马迁认为霸王的性格太过完美，也或者是项羽的义气
和妇人之仁造就了“鸿门宴”这一场让后世不绝惋惜的历史。
优柔寡断，刚愎自用，范增放走刘邦，曹无伤性命生死，这
一切虽然不乏深刻的挞伐，但更多的却是由衷的惋惜和同情。
如果故事不是这样发展，如果刘邦身死鸿门宴，那么何患楚
汉相争，哪来四面楚歌？然而，历史就是历史，没有如果亦
没有是想，历史的结论从来都是肯定的。

谁能说，刘邦小人建立大汉江山是悲剧，谁就是对历史的不
尊。试问，没有大汉王朝的建立，何来张赛捧回的那束天山
的雪莲？英雄不一定就可以无限的推动时代的发展，小人也
不一定就不当华夏的天下。至少历史告诉我们，汉朝的建立
是正确的历史抉择。四面楚歌，天不待我，英雄悲仓。当项
羽带着800随从，死别虞姬，冲出重围，看着身后的十几人时，
我想，他的心是在悲鸣的，后面是不尽的追兵，前面是滚滚
的乌江，江后是他情愫中的江东父老。这时，我们昔日的英
雄似乎已经累了，想起虞姬的死，想起死去的万千将士，霸
王东山再起的豪情似乎已经全无。

当他一人斩杀一百余人于马下，看到他手下一个将士也在追
杀他的队伍中，于是他大呼“汝非我贾人人乎，拿我头颅
去！”于是拔剑自刎死于乌江畔。宝马赠亭长，头颅送故
人“他死的何其潇洒？萧萧英雄路，茫茫马逐鹿。一代英雄
就这样，将遗憾留给后人，也许别人会觉得他的自刎是懦夫
的行径，但是我读项羽本纪始终认为他是不折不扣的英雄。



项羽本纪犹如一幅逼真传神的英雄肖像画，色彩鲜明。通过
项羽悲壮的人生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只有智勇双全的
人才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项羽的故事读后感篇六

说到项羽，大家一定不陌生，此人当年推翻秦王朝，火烧阿
房宫的英雄。然而英雄不是圣人，他也是有缺点的，毕
竟“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有这样一段：“项羽少时，学书不
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
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
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这段文字叙述的
是项羽志大材疏，浅尝辄止。在推进历史进程时他是英雄;但
由于项羽性格上的某些缺点，注定了他的最终下场是悲剧。

有人觉得项羽是个白痴。鸿门宴上，优柔寡断，放走刘邦。
目光短浅，放弃关中这块肥肉。杀义帝，授人口之舌。有眼
无珠，赶走范增。终落得个自刎乌江的下场。

但是我喜欢项羽，因为他是个英雄。项羽小时侯见到自己的
偶像秦始皇，竟然大逆不道的说了句：“彼可取而代也。”，
从此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巨鹿之战中，他率领楚军破
釜沉舟，以一挡十，可以说是遇神杀神，遇鬼杀鬼。金戈铁
马，气吞万里如虎。后来楚汉长久相持，胜负未决，项羽跟
刘邦单挑，刘邦闭门不出，叫手下在城楼上放冷箭，射死了
项羽好多兄弟，项羽怒发冲冠，仰天长啸，大叫一声：“拿
命来!”吓的弓箭手屁滚尿流，此等雄风，真是前无古人，后
无来者啊。

后来在垓下被围，多喝了几杯，美人弹琴，ok一曲：“力拔山
兮气概世，时不利兮驹不逝。驹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
若何!”唱着唱着，眼泪不自觉就下来了。真是男儿有泪不轻



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做人应该善于听取良言善告，不能存有虚荣心。记得项羽率
楚军推翻秦王朝，正欲回楚地在乡人面前炫耀自己的功绩时，
手下的一名文官进谏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扰，可都
以霸。”可项羽却认为此乃衣绣夜行，无人知晓，拒绝纳谏。
当被文官辱骂后，项羽竟将此人扔入沸水之中，将其煮死。
其虚荣、残酷可见一斑。

做人除了要善于听取良言忠告，还应该具有知人善任之明。
刘邦的部下韩信原为项羽的手下，但由于项羽的刚腹自用，
武断专行，韩信一直没有得到重用，致使韩信背离项羽投靠
刘邦，来了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率汉军横扫中原，
将楚军打的落花流水，最终败项羽于垓下，为刘邦一统天下
建立奇功。“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英明的统帅才是打胜仗
的最关键的因素。

读完《项羽本纪》，我从中悟出了些许做人的真谛。项羽只
能说是一位热血青年，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但是要获得
真正的成功就不能像他那样。做人除了要善于听取良言忠告，
还要有知人善任之明以及运筹帷幄的能力，并且要克服自身
性格上的缺点，这样才能使自己时刻保持头脑的清醒，使自
己不再重蹈项羽的覆辙，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项羽的故事读后感篇七

《项羽本纪》通过秦末农民大起义和楚汉之争的历史场面，
生动又深刻地描述了项羽一生。他既是一个力拔山气盖
世、“近古以来未尝有”的英雄，又是一个性情暴戾、优柔
寡断、只知用武不谙机谋的匹夫。

项羽是楚国贵族的后裔，他的祖父被楚将王翦所杀，他的家
族与秦国有刻骨仇恨，因此，他以复仇的心态参加了反秦起
义，并且为推翻秦朝立下了大功。但由于他顽固地站在旧的



贵族立场上，在推翻秦朝之后，他未能顺应历史潮流，实现
天下的统一，反而重新分封诸侯，使天下又陷入分-裂战乱之
中，他自己也在战乱中走向灭亡。无论是他的反秦还是最后
的失败，都能使人看到他作为一个旧贵族的特点。

项羽早年就胸怀大志，他学书不成，学剑也不肯学到底，表
示要学万人敌，他见到威焰赫赫，不可一世的秦始皇，极为
藐视地说：“彼可取而代之。”他的英雄气概和过人才气在
这时就已初露端倪。在陈涉起义之后，他和项伯果断地杀死
秦朝的会稽太守，发动了起义。当起义军受到严重挫折，首
领宋义畏敌如虎，不顾反秦起义的大局，一味按兵观望时，
又是他当机立断，杀死宋义，率领渡河救赵，和秦军展开殊
死决战，终于大破秦军，挽救了危局，他自己也成为诸侯军
的领袖。即使在失败的时候，项羽这种英雄气概和过人才气
也显示得淋漓尽致。东城之战，项羽以二十八骑冲入汉军重
围，仍然所向披靡，不失“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本色。
最后，他感到自己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自刎，把自己的名
马和头颅也送给故人作了人情，显得那么坦然、从容，表现
出他性格中刚直厚道，宁折不弯的一面。相比之下，项羽的
对手则显得那么怯懦、委琐。项羽性格中这些英雄气质使他
成为一个受后人喜爱的艺术形象。

项羽的缺点和弱点也是非常突出的。他缺乏政治远见和谋略，
不善于把握历史的动向和机遇，他只是为复仇、为夺回失去
的天堂而参加反秦斗争，在推翻秦朝之后却失去了明确的行
动目标，拿不出任何建设性的方针与措施。他性格豪爽憨厚，
同时也粗疏寡谋；在关键时刻，他一方面优柔寡断，轻信别
人；另一方面又刚愎自用，不听忠臣范增的劝告；他自恃强
大，低估了对手，同时又高傲自负，争面子，图虚名，在鸿
门宴上放走刘邦，铸成大错。此后，他又采取了一系列错误
的举措，终于导致了垓下的失败。在失败之际，他仍不知悔
悟，反而怨天尤人，再三强调这是“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项羽这些缺点使他成为一个悲剧人物。



总之，项羽是一个少有大志，要学万人敌，而且力能扛鼎，
才气过人的人；他有军事上的组织能力，带着一支战斗力很
强的武装，但因眼光短浅，刚愎自用，不能提拔人，不能信
任人，而终至于失败，铸成了终生的悲。

项羽的故事读后感篇八

项羽生活在秦朝末年，自小胸怀大志，武艺惊人，正所
谓“力拔山兮气盖世”，一身神力尤为天人。中国人历来崇
尚统一，认为分裂不对，项羽也不例外。他建立了西楚霸王
基业，却最终在乌江自刎而死，失去天下。

项羽小时候，项梁教他读书，但他学了没多久就不学了，项
梁又教他学剑，没多久又不学了，项梁因此特别生气。项羽
说：“读书识字只能记住个人名，学剑只能和一个人对敌，
要学就学万人敌。”项梁于又教项羽学习兵法。此时的项羽
虽然年少，但却胸怀大志，令人瞩目。而后秦始皇到会稽游
玩，驾大船渡浙江，项羽说：“秦始皇是可以被取代的。”
更是令人敬佩，并非池中之物。

垓下被围，在最后艰难时刻，他面对虞姬，面对宝马，他做
了一首诗，“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
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哭了，我们的霸王哭了。
男人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平心而论，项羽项羽性格急燥，心胸狭谥，个人英雄主义严
重，不懂得知人善用。他更适合当武将，并不适合当皇帝。
但他身上有的'，正是我们所缺少的，他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