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治通鉴读后感(实用10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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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治通鉴读后感篇一

最近，学习了《孙权劝学》这一课，这一篇文章出自《资治
通鉴》。通过学习这篇文章，我对《资治通鉴》这本书有了
很大的兴趣。于是，这几天，我用心阅读了这本巨著。

《资治通鉴》这本书是宋朝司马光主编的一部编年体史书，
记录了上起东周下至五代，一千三百多年的史事。司马光编
成这部四百多万字的巨著，一共花费了十九年的时间。《资
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
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
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所谓资治通鉴，即“鉴
于往事，有资于治世”，这四个字体现了中国传统的资治育
人意识。司马光自己也说《资治通鉴》是“专取关国家盛衰，
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

读完《资治通鉴》这本书后，里面的故事让我有许多很深的
体会。掩卷回首，无数人物，许多场景，总要在眼前纷然活
跃，让我或是赞叹，或是鄙弃，或是激动，或是沉思，从历
史事实中得到警悟的启迪，同时很自然地对此书的编辑者司
马光油然而生钦佩之心。书中的人物的精神有许多是值得我
们学习的。比如，蔺相如的顾全大局，廉颇的知错就改，苏
武的正气，韩信忍受侮辱终于成就大事的胸怀等等。从韩信
的故事中，我知道了要听取别人正确的意见，要不然反而自
己吃亏。韩信身为一个不可多得的奇才，最后却落得了身死
家破的下场，全因没有听取正确的计谋，真是可惜。让我记



忆深刻的还有唐太宗，唐太宗是个明知且有远见的皇帝。一
个人要知足，干什么都要前思后虑，适可而止。光知吃饭，
不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的稼穑之艰难，就不会珍惜粮食，就会大吃大喝，就会忘记
劳动者的血汗，久而久之，则饭不常也。君犹 舟，民犹水，
水可载舟，也可覆舟。当权者不知爱护百姓，当头头的，不
知关心下属，则危在旦夕。这也就清晰明了地告诉我们一个
道理：一个人要知足，干什么都要前思后虑，适可而止。

《资治通鉴》是一部至今还无法替代的编年史的历史巨著，
问世千余来年，给了后人多少教益和启迪！司马光的劳绩是
永远令人敬佩的！

资治通鉴读后感篇二

当一个时代面临不尽隐忧的时候，历史学家往往为了有资于
当下治国安邦，为更好地解决现实矛盾，而回顾历史，企图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汲取借鉴，如欧阳修、司马光、范祖禹
等，其中，司马光主编《通鉴》的此目的最突出，最具代表
性。

《资治通鉴》－我国最大一部“管理学”典籍。《资治通
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所主编的一本长篇编年
体史书，共294卷，耗时19年。记载的历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前403年）开始，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
征淮南，计跨16个朝代，共1363年。它是中国最详尽的编年
体史书，在中国史书中有极重要的地位。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
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
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资治通鉴》
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



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
部史著可与《资治通鉴》媲美。司马光《资治通鉴》书名的
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
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
资政”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意
识增强的表现。

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
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
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
展能够一目了然。《资治通鉴》的著述意义己远远超过了司
马光著史治国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也为全社
会提供了一笔知识财富。清代学者王鸣成说：“此天地间必
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通鉴》已和《史
记》一样，被人们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

资治通鉴读后感篇三

最近闲来无事，打开书柜，找到一本以前读过的书《资治通
鉴》，慢慢读来，竟然读出了兴趣。

《资治通鉴》是北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著作。此书
给当时的人的影响力非常大，更给后人予警示。

《资治通鉴》此书详解了九世纪在战国纪的沧桑风云中，我
了解了六合一统，在汉纪的泱泱文风当中，我知道两汉（西
汉和东汉）的兴衰，在三国纪当中，我清楚了乱世中的演进，
在晋、宋、齐、梁与陈纪当中，我了解了当时浑乱的场面，
在唐纪当中，我知道了封建社会的鼎盛，在五代纪中，我明
白了五代十国的演进。此书里面也写了许多名人，如贤明帝
王有：“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开辟汉风的汉高祖刘邦、开
疆拓土的汉武帝国刘彻、渡江称制的司马睿；如贤明臣子有：
变法的商鞅、纵横的'苏秦、“仲父”吕不韦、开辟“丝绸之
路”的张骞、外交家班超；如贤明的武将：乐毅、平定七国



之乱的周亚父、“飞将军”李广、秦叔宝。可见，《资治通
鉴》的历史知识面十分广泛。

司马光发愤写了《资治通鉴》完整记述了战国至五代时期的
种种时间，并且英雄人物辈出。里面更加给后人给予经验。
俗话说“读史明志”，所以，读历史可以让人志存高远。

资治通鉴读后感篇四

豫让为智伯臣属，宁可自己毁灭容貌、毒哑喉咙，其妻不辨
也要为为身死族灭的智伯报仇，多次以卵击石去刺杀赵襄子，
最终还是没有成功而被赵襄子杀害。士为知己者死，即便如
智伯一般刚愎自用的失败者，也有真心效忠之人。

资治通鉴读后感篇五

本册记述的时间段为：汉献帝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至晋
武帝咸宁元年（公元275年），跨度69年。基本上就是三国的
大部分历史了，直至晋朝的开创。

一、怒不变容，喜不失节

熟悉三国历史的人都知道。魏国在曹操之后的继承人是曹丕。
当曹丕被立为太子时，他的母亲卞夫人却没有因此有半点的
骄傲。当时卞夫人左右的随从向卞夫人祝贺说：“曹丕将军
被立为太子，天下人没有不欢喜的，夫人应该把府中所藏财
物都拿来赏赐大家。”

卞夫人却说：“魏王只因为曹丕年长，所以立他为继承人。
我只应庆幸免去了教导无方的过失罢了。又有什么值得高兴
的`要去赏赐别人！”

这话后来传到曹操那里，曹操认可地说道：“怒不变容，喜
不失节，故为最难！”



二、气度：诚长者陆逊

一次，孙权下命当时还只是定威校尉的陆逊去讨伐山贼。陆
逊有力征集了数万精兵，将山贼扫除干净。但会稽太守淳于
式上表孙权说：“陆逊随意征发百姓，给所到之处带来了愁
苦和骚扰。”陆逊后来回到吴国都城，跟其他人言谈时，却
称赞淳于式是个好官吏。

孙权得知后问陆逊：“淳于式告发你，你却推荐他，这是为
什么？”

陆逊回答说：“淳于式本意是要百姓休养生息，所以告发我；
如果我再诋毁他，以扰乱您的视听，这种风气不能长。”

孙权赞叹地说道：“此诚长者之事，顾人不能为耳！

三、王昶诫子之书

一次，魏明帝昭命三公九卿每人推举才德兼备者一人。司马
懿推荐的是兖州刺史王昶应选。

王昶是何等人？估计很多熟悉三国历史的人也未必听闻。
《通鉴》说此人恭谨忠厚，他给侄子起名王默、王沉，给儿
子起名王浑、王深。并且写了专门的书信告诫他们：

“吾以四者为名，欲使汝曹顾名思义，不敢违越也。夫物速
成则疾亡，晚就而善终。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
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于阙党也。读后感夫能屈以为伸，让
以为得，弱以为强，鲜不遂矣。夫毁誉者，爱恶之原而祸福
之机也。孔子曰：“吾之于人，谁毁谁誉”，以圣人之德犹
此，况庸庸之徙而轻毁誉哉！人或毁己，当退而求之于身。
若已有可毁之行，则彼言当矣；若己无可毁之行，则彼言妄
矣。当则无怨于彼，妄则无害于身，又何反报焉！谚曰：'救
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斯言信矣！”



这封家书写得情真意切，字字珠玑，实在难得，值得反复琢
磨体会和学习。

四、卧龙指定传承人之一：费祎

当诸葛亮身体为了蜀汉光复大业而透支得即将无法支撑时，
有人来问他谁可以作为他的传承人。诸葛亮说，蒋琬。那人
又问：那蒋琬之后呢？诸葛亮说：费祎。那人再问：那费祎
之后呢？这时诸葛亮则沉默不语。

大家或许会奇怪，似乎三国演义中我们惯性认为的诸葛亮接
班人姜维却没在这里提到。那蒋琬和费祎又是怎样的人？此
处暂且说一下费祎。

当时蜀国正值征战多事之秋，公务繁杂细碎，费祎担任尚书
令，见识过人，每审阅公文，略望一眼，便已知道其中主要
意思，速度超过常人几倍，并且过目不忘。经常早晨和傍晚
听取大家意见，处理公事，中间接待宾客，饮食娱乐，还要
下棋博弈，每次都使客人尽兴而归，而公事也不荒废。等到
董允接替费祎，想要效法费祎行为，十天之中，很多事情都
被耽误。董允叹息说：“人的才能居然可以相差这么大，费
祎不是我能赶得上啊！”于是整天听取意见处理公务，还是
没有多余的空闲时间。

但费祎并非完人，他过于宽厚仁慈，从不怀疑别人，却也因
此惹来杀身之祸。在一次宴会上，正是由于费祎的毫无防范，
居然被也在座的之前投降倒戈而来的郭偱给突然刺杀身亡，
实在可惜。

资治通鉴读后感篇六

吴起有大才，却因为性格原因最终而惨死。吴起开始在鲁国，
为了获信于鲁人，杀妻求将，仗打赢了，自己却被逼走了。
到魏国之后，颇受重用，在与田文竞争丞相中又遭受失败，



原因不是因为吴起自己不贤能，而是因为魏国此时主少国疑、
大臣未附、百姓不信，自身能力太强，却没有群众基础，所
以无法走到高位。接着吴起就被魏国排挤出逃去了楚国，获
得了楚悼王的信任，被任命为丞相。吴起力行变法，严明法
令、整饬吏治、限制公族、抚恤战士、打破连横，楚国国力
大增，但是得罪了楚国的权贵公族之人，最终随着楚悼王薨
逝，而被贵戚大臣所杀。

吴起的悲剧根本原因还是自己造成的，杀妻求将有悖人伦，
为了前途没有底线，所以说能力再强，即便强如吴起一般也
是落得一场悲剧。做人的底线要守好，这是第一步。一旦你
有一定能力之后，也不要过分沉迷于具体事务中，要正确认
识周遭的环境和人际关系，不能四面树敌，除了专业能力更
需要修炼人际相处。

资治通鉴读后感篇七

今年寒假，我读了一本名叫《资治通鉴》的书。这本书是宋
朝的司马光编写的。简单地说，《资治通鉴》是一部历史书，
它所记载的历史，从公元前403年起，到公元959年止，时间
跨大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久，还包括了战国时代、秦朝、
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十国。它是
按时间先后记录历史，所以称为编年史。

其中我感觉最有趣的是《孟母三迁》。这个故事讲述了：孟
子小时候住在墓地旁边，他天天学别人装神弄鬼。孟母觉得
很不好。于是就把家搬到了集市里。可是孟子又学小贩们吆
喝叫卖。孟母就又把家搬到了一所学校的旁边，孟子也跟着
学生们学习知识和礼节。孟母很高兴，便不再搬迁了。

通过这个故事，我得到启示，一个人想要成大器，和他的'家
庭环境以及理想有着很大的关系，就像《三字经》说的：人
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人刚出生本性都差不多，
但是生活环境的不同，人长大后性格就相差很大。我们在现



实生活中，也要去对我们身心健康有帮助的地方，例如图书
馆、科技馆、运动场等等。不要去吧、游戏厅等不良场所。
这样才能健康成长。

资治通鉴读后感篇八

《资治通鉴》这本书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编年体通史，是宋朝
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司马光主编。历时9年。
宋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所以将这本书名为
《资治通鉴》。这里面有许多故事都很吸引人，如：《毛逐
自荐》、《荆轲刺秦》、《指鹿为马》......

其中，最让我喜欢的是《毛逐自荐》这个故事里的毛逐了。

这个故事讲的是公元258年，赵国被秦国围困，派平原君到楚
国求援，平原君要挑选二十个文武双全的门客一同前往，可
是挑来挑去还差一人，这时，一个叫毛逐的门客勇敢地推荐
自己。结果，他凭着自己的机智，威胁楚王，使得楚王答应
联合抗秦。最终解了围。毛逐也因此被平原君奉为了上宾。

读完这本书，不但使我知道了许许多多古代的英雄人物，也
让我受益匪浅。

资治通鉴读后感篇九

齐威王有即墨大夫和阿大夫两位地方官，一个到任那天开始
就不断有坏话传到齐威王耳边，另一个则是不断的好话传来。
于是齐威王没有妄下结论，而是派人去现场探访之后，才得
出了结论，那个不断有好话的大夫是买通了大王身边的人，
实则政事一塌糊涂；而那个不断有坏话传来的人，反而是干
练之臣。然后齐威王也没有手软，直接烹杀欺上瞒下的阿大
夫，最后齐国群臣都不敢瞎说话，齐国大治。

齐威王用人的经验：明辨是非、小心求证、出手狠辣，三步



环环相扣。对于我们自己做事来说也是一样的，工作中的问
题要有冷静清醒的判断，要自己真的动手去做了去了解了才
能真正知道内情，确定了目标之后就要一击必中解决问题。

资治通鉴读后感篇十

“流水无弦万古琴，《通鉴》无声天下音”，让我们去阅读
《资治通鉴》，了解其中的一个个历史故事吧！

《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编年体通史，与《史
记》并称为中国史家之绝笔。它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
至后周显德六年，共跨越1362年的历史。在这近20xx年的漫
长岁月里，发生了多少曲折动人的故事啊！比如：“战国争
雄”、“楚汉相争”、“三国鼎立”、“隋唐盛世”、“五
代十国”等等，便是这历史长河中泛起的朵朵浪花。其中牛
角挂书的李密、以死尽忠的豫让、贤能勇猛的荆轲、神机妙
算的'诸葛亮、贤良淑德的长孙皇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资治通鉴》不仅为我们生动演绎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再现
了一位位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还给了我们后人警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