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项羽读后感 项羽本纪读后感(精选7
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
义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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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羽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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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羽读后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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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羽读后感篇三

过了漫长的一天，今天总算把《史记》中的《项羽本纪》给
读完了，《史记·项羽本纪》读后感之前我读《五帝本纪》
《周本纪》和《秦始皇本纪》的时候都感觉没什么好写的我
还在发愁今天看完啦《项羽本纪》终于有了灵感，我就轻松
了许多。项羽是个英雄。

项羽的血流入家乡的水，这水的一旁是他曾经守护的地方，
而他也将在这萦绕千年，不禁为他叹息，不禁责问历史为何
选择了刘邦，但我只是站在历史长河的边缘，无论这里多么



汹涌，多么绚烂，我都是一个过客，无法涉足去改变命运的
轮迹，乱世的光华似乎就在瞬间，乌江流水已滔滔而去，只
是未曾惊醒了沉睡的霸王。

安息至永生，是经历了时间所遗留的，项羽似乎在千年之前
便已沉睡，但他的灵魂在时间中得到永恒，他化为江东子弟
心中亘古的传说。

一切已过，英雄也有江水这归处，也许这是一种荣耀。长江
边李清照是否为项羽叹息，“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是否亦是多少人的'感言？只因那乱世不灭的光华。

项羽有太多的遗憾，或者说本该成为英雄的人却无法成为真
正的英雄。但他在乱世中绽放了未有的光华，他的传奇让人
觉得刘邦、韩信只能做乱世的配角。

有人说项羽除了打仗其它都不行，于当时的百姓无益，这样
的人出任首领注定就是个悲剧。

他本可骑马追风。他的自负让人羡慕，但风中的低语却诉说
着自负所带来的危难，项羽的死是历史的遗憾，他未能有完
美的结局，毕竟这不是故事。

项羽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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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羽读后感篇五

“西汉文章两司马，南阳经济一卧龙”和“史家之绝唱，无
韵之离骚”是后世对于司马迁和《史记》的评价。而项羽又
是史记十二本纪中唯一一个没有统一中国而被列入帝王行列
的人物。

项羽本纪从项羽二十四岁跟随叔父起兵到最后自刎乌江，历
史跨度八年。期间不乏被广为流传的“破釜沉舟”、“鸿门
宴”、“霸王别姬”的历史典故。

刘邦和项羽争天下，最后楚汉相争并于汉。历史在这里没有
用最通常的评价标准：“成王败寇”去评价项羽，而把他和
刘邦都评为英雄。刘邦更偏向枭雄，而项羽则更是本色的英
雄。从看见秦始皇巡游时的那一句“彼可取而代之”，项羽
便展开了他敢爱敢恨的一生。

因为不忍看到士卒忍饥受冻而主帅却置酒高会，他奋起杀帅
夺印，带领楚军破釜沉舟九战破秦军于钜鹿城下；因为看不
惯天下黎民饱受征战之苦，他竟然在两军阵前要求刘邦出来



与自己单挑来决一雌雄；因为一个红颜知己他甚至犹豫不决，
打算放弃突围的机会；因为自己没能把当年跟自己一起起兵
的八千士卒带回去而只把跟随自己的乌骓马交给了亭长，自
己却宁可自刎于滔滔乌江前。项羽的一生活的更像一个生活
中的人，而不是历史书卷上的人。

以古观今，虽然已历千年，但是人们谈起项羽却还是唏嘘感
叹。为什么，因为虽然时间的变迁能改变我们生活的世界，
但是却改变不了人性与人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在早已被
淹没的历史中探寻真相的原因。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项羽虽然失了天下，但却得到了
后世人的肯定。而我们今人活在当下，有的人为了金钱忙忙
碌碌，有的人为了名利尔虞我诈，有的人为了美色朝秦暮楚，
有的人为了一时安逸玩物丧志。试问有多少人能够像项王一
样活出自己最最真实的一面，即使历经沧海桑田，如今回首
仍然让人感觉到如此的鲜活如此的呼之欲出。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放下书本，拾
起心情，却又感觉是如此的感慨良多。每天都要把自己藏在
面具与外衣之下，在很多人的价值观的压迫下生活。虽然能
得到上级的肯定，得到朋友的羡慕，却在这日复一日的庸庸
碌碌中失去了自我。到头来也许我们的墓志铭上会有华丽的
语句来形容我们短暂的一生，但是这是否就是我们想要的呢？
人人生而不同，但是很多人都走上了同样的路，重复了同样
的事，人的个性在社会的砂轮不断的砥砺下变的暗淡。

项羽的一生可能比我们很多人都短暂，但是他活的是如此的
本色。虽然他会因为久攻不下而把别人的父亲妻子架在油锅
上要挟；虽然他会因为一个官职，把已经刻好了的官印拿在
手上反复把玩却不舍得给；虽然他会因为一句“沐猴而冠”
而暴跳如雷；虽然他会为了一个歌姬而愁肠百转。但是谁又
能说他不是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毫无顾忌的展现了出来呢，
比起那些在乎“众口铄金”而畏首畏尾，首鼠两端，总把自



己藏在迷彩下的人项羽的这些缺点反而更让他显得亲切与真
实。

往事越千年，在品读《项羽本纪》的时候或许才真正能体会
李清照发出的“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感慨。在大浪
淘沙，泥沙俱下后，细心去捡拾，会发现原来项羽带给我们
的率真与不羁是如此的珍贵，如同一颗夜明珠在冥迷的夜中
照亮了前进的路。

项羽读后感篇六

读完《项羽之死》，我感到对手对于一个人非常重要。项羽
一生最强大的对手并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可他却没有意
识到，认为他的败是："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对于激
励我们成长，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留一个对手给自己。一
个有对手的人应该是幸福的，因为你的对手，会伴随你一路
成长下去，直到你登上最高的山峰。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英雄往往是成双成对出现。虽然
他们看起来是对手，但是他们却都成就了对方，同时也成就
了自己。

始皇一扫天下，我相信他们所得到的不是唯我独尊的喜悦，
而是无人能敌，无战可战的寂寞与苍凉，他失去了奋斗的目
标，同时与迷失了自己，最终秦朝二世而亡。刘邦虽然喜钱
财，好美姬，但是项羽的存在，却使他由一个街头混混，成
长为一代帝王。我相信刘邦将死之年，最怀念的不会是别人，
而必定是他一生的对手——项羽。

幸福使人麻木，而痛苦却让人成长。往往带给你幸福的人，
你记得不是甚清晰，但是给予你巨大的伤痛的人，你却刻骨
铭心。没有对手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人生。在《康熙王朝》上
看康熙在千叟宴上敬酒，都让人热泪盈眶。康熙敬了三碗酒，
第一碗是敬孝庄皇太后，第二碗敬各位臣工，而第三碗酒，



他说："这第三碗酒，朕要敬给朕的死敌们。鳌拜、吴三桂、
郑经、葛尔丹，还有那个朱三太子，他们造就了朕，他们逼
着朕立下了这丰功伟绩。朕恨他们，也敬他们。哎，可惜呀，
他们都死了，朕寂寞呀！朕不祝他们死得安宁，祝他们来世
再与朕为敌吧！"

这是何等地豪迈，何等地不屈啊！

请留给自己一个对手吧！留给自己一个奋斗目标，让自己永
远充满活力。

让祝福自己的对手吧！正是因为他们，你才能够获得今日的
辉煌。

请珍惜自己的对手吧！因为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他们在你心
中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我们不做独孤求败，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汉子，我们会敬重
我们的对手们，让我们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请留给自己一个对手，祝福那些使你成长的人们。

项羽读后感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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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