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三国演义读后感两百五十字(通
用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
达的含义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三国演义读后感两百五十字篇一

周瑜真是一个为国为民的好军师，但是因为自己的工作方式
不正确，让事情反而变得更糟糕。当时，因为周瑜中了一支
有毒的箭，情绪不能激动，但周瑜不肯离开，于是便在那儿
养病。之后，邻国的人要抓周瑜，又说了一些令他生气的话，
周瑜的病情又加重了。

刚刚打了败仗，又受了伤，就就应好好养伤，等精力十足的
时候再来，而不是坚持斗争。就像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
刘翔的脚也受伤了，如果再跑，脚的伤就重了，或许在往后
几年就都跑不了，于是他便选取了退出比赛，好好地治疗和
养伤，准备以后的比赛。我认为他这么做是对的。这场比赛
或许对于2008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但如果不这么做，将来便
会有更多的遗憾。而且带伤跑步也跑不快，拿不了第一名啊！

遇到这些状况，我必须不会做出像周瑜一样的笨选取。

三国是一个群雄割据的时代，三国是鼎力的时代，更是义薄
云天，忠义家士的时代。

三国演义读后感两百五十字篇二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暑假里，我看了我国四
大古典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那里面描写的一些气势磅



礴的场景真是让我回味无穷。

这些场景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温酒斩华雄”了。

以袁绍作为盟主的十八路诸候云集说是讨伐董卓，其实暗中
比拼的的是兵强将广，身世显赫，谁不是心怀鬼胎，想乱世
称雄?只有刘、关、张三人三骑，竟也赶来会盟，他们凭的是
一腔忠肝义胆。在一帮庸碌之徒眼里，当然是看不上这势单
力薄的区区无名之辈的，只有曹操对他们另眼相看。

英雄不问出处，是骡子是马拉出来蹓蹓。果然，在众诸候被
董卓的先锋华雄的气势所吓倒，一个个惊恐慌乱、手足无措
之际，关羽这个籍籍无名的马弓手提刀请战，众人不禁瞠目
结舌，不以为然;袁绍生气地说，“我们十八路诸侯大将几百
员，却要派一个马弓手出战，岂不让华雄笑话。”关羽大声
说：“我如果杀不了华雄，就请砍下我的脑袋。”曹操叹服，
倒了一杯热酒给关羽，意在为其壮胆，关羽轻轻一笑
说：“等我杀了华雄再回来再喝吧!”说完，提着大刀上马去
了。果然，艺高胆大的关羽，稍后即提着华雄的脑袋走进中
军帐来将那头掷在各路诸候的脚下，而那杯酒依然还是热的。

“只见曹操拿起一杯酒递与关公饮了上马，关公曰：酒且放
下，某去便来。说完便离开军营，才过一刻，便闻鼓声大震，
只见关公提了华雄的头来到营中。其酒尚温。”我们的古典
文言文文字简洁，但是一样描绘的形象入微，让人仿佛身临
其中，我们文字真是魅力无穷。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三国演义》，其中，令我最敬佩的
人物要数诸葛亮了。

诸葛亮，字孔明，号称卧龙先生。他自从被刘备三顾茅庐请
出山门后，便与刘备共同商讨国家大事，成为刘备的军师。
诸葛亮雄才大略，帮助刘备打了不少胜仗。其中，最精彩的
要数诸葛亮草船借箭了。当时，周瑜一直很嫉恨诸葛亮比他



高明，总是千方百计地想要谋害诸葛亮，于是便借请诸葛亮
商量军情，故意为难他，说：“现在军中急缺十万枝箭，请
先生快快造来。”诸葛亮何等胆识，他毫不惧怕，反
说：“三天，够吗？”周瑜万万没想到诸葛亮会如此信口开
河，心想死定了，赶忙说：“你立个军令状吧！倘若违反，
军法处置！”诸葛亮哈哈大笑，立下了军令状。

而后，诸葛亮向鲁肃借了二十条船，每条船上安排了三十名
士兵。前两天按兵不动，到了第三天，江面上雾气腾腾，大
风东去，诸葛亮带领船队往曹营驶去。曹操害怕中埋伏，命
令射箭抵挡。不一刻，草船被射满了箭，满载十万多枝箭荣
归军营。读到这，我仿佛看到了周瑜目瞪口呆，但又心悦诚
服的样子。不由得暗暗赞叹诸葛先生的足智多谋。

《三国演义》不愧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她的文学魅力无时
不在震撼着我。使我受益匪浅，建议大家都去读一读。

在这个暑假中,老师给我们推荐了很多好书，其中，我觉得最
有意义的是《三国演义》。

这部书内容主要讲的是蜀、魏、吴三国纷争的故事。展示了
三国兴亡的历史画卷。在书中，我知道了有像诸葛亮一样足
智多谋的人，也有像董卓一样恶贯满盈的人，还有像周瑜一
样小心眼的人。更有像黄忠他是一个尽心尽责,从不乱杀无辜
的人。在《三国演义》的人物中我最欣赏的要数诸葛亮了，
他通天文、知地理，不管别人有什么计谋都瞒不了他。他能
利用自然环境及气候变化来完成用兵之计。

在书中，我觉得最精彩的故事是《草船借箭》。由于诸葛亮
聪明博学，用兵如神，这便使周瑜非常的嫉妒，心怀诡计，
他把诸葛亮看作是东吴一患，要找借口害他，于是对诸葛亮
说在水上打仗最好的兵器是箭，这当时没有造箭的条件下却
要他在三天之内造出十万支弓箭，如果完不成就要严惩。但
诸葛亮却胸有成竹凭他的智慧和学识，在三天内向曹



操“借”了十万余支箭，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高尔基曾经说过:”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周恩来也说
过:”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所以我要好好读书,希望通过自己的勤奋和努力成为一个能像
诸葛亮一样博学多才、聪明能干将来对社会有用的人。

读了《三国演义》这本书，使我意味深长。《三国演义》是
四大名着之一。这本书刻画了200多个人物形象，把许多人物
写得淋漓尽致，比如说：刘备、关羽、曹操、诸葛亮等。这
本书主要写魏、蜀、吴三国之间发生的斗争，这本书从东汉
末年一直写到晋朝那个时代。

刘备，从一开始的桃园三结义这个故事就让我对刘备产生了
很深的感受，他非常重情义，也很有爱心，也非常的顾全大
局，就拿三顾茅庐这个故事来说，刘备为了统一乱世，三次
才请到了诸葛亮，他的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让我十分敬佩他。
但刘备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受到打击不能控制自己，关羽、
张飞被杀害后，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不听诸葛亮的话，
一定要攻打吴国，导致失去了一员战将，如果他当时听从诸
葛亮的话，就一定能联吴抗曹。

通过这本书，让我学到了很多：刘备教我们什么事情都要冷
静对待。我们只要取长补短，就能战胜一切困难。

事隔多年，再度捧起《三国演义》这本书，我依然被书中的
情节及人物所深深吸引。

《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长篇小说，细致而又生动地描绘了
从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到三国最终晋统一的历史画卷。其
生动地展现了魏蜀吴三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军事和政治斗争。
作者的文笔生动而犀利，使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忠胆侠义的
关羽，粗中有细的张飞，阴险狡诈的曹操，软弱无能的刘



禅……都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使人犹如身临其境的感受。

刘、关、张三人肝胆相照，亲密无间，让我们感觉到了他们
义薄云天，侠肝义胆的英雄气概。张飞，长板桥单骑救主，
智夺瓦口，可谓功不可没，只可惜关羽一死，他便失去理智，
心情暴躁，无故鞭打士兵，导致自己被二名小将刺杀，不仅
赔上了黄忠，刘备和蜀国大军的性命，还使得蜀国状况一落
千丈。而魏国名将司马懿聪敏机智，知道自己谋略及不上诸
葛亮，于是对诸葛亮的辱骂置之不理，态度乐观，使诸葛亮
无计可施，从而病死五丈原。因此，当我们遇见悲伤、痛苦、
气愤的事情时，应该理智地控制情绪，用乐观的态度去它，
如果意气用事，后果将不堪设想。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也来读一读这本书吧，你会从中学到
很多很多……。事隔多年，再度捧起《三国演义》这本书，
我依然被书中的情节及人物所深深吸引。

《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长篇小说，细致而又生动地描绘了
从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到三国最终晋统一的历史画卷。其
生动地展现了魏蜀吴三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军事和政治斗争。
作者的文笔生动而犀利，使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忠胆侠义的
关羽，粗中有细的张飞，阴险狡诈的曹操，软弱无能的刘
禅……都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使人犹如身临其境的感受。

刘、关、张三人肝胆相照，亲密无间，让我们感觉到了他们
义薄云天，侠肝义胆的英雄气概。张飞，长板桥单骑救主，
智夺瓦口，可谓功不可没，只可惜关羽一死，他便失去理智，
心情暴躁，无故鞭打士兵，导致自己被二名小将刺杀，不仅
赔上了黄忠，刘备和蜀国大军的性命，还使得蜀国状况一落
千丈。而魏国名将司马懿聪敏机智，知道自己谋略及不上诸
葛亮，于是对诸葛亮的辱骂置之不理，态度乐观，使诸葛亮
无计可施，从而病死五丈原。因此，当我们遇见悲伤、痛苦、
气愤的事情时，应该理智地控制情绪，用乐观的态度去它，
如果意气用事，后果将不堪设想。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也来读一读这本书吧，你会从中学到
很多很多……。

《三国演义》是一部不错的小说，它讲述了东汉末年群雄割
据到三国时期三足鼎立，最后到三分归一的故事。

这部小说深深地吸引了我，以至于我爱不释手，夜不能寐，
但是，愈往下看，感情愈深，对于各个人物的印象就愈加深
刻、愈加个性分明。以至于我读到第一百三、四回时，潸然
泪下，对于诸葛亮的死伤痛万分，所以以后的部分我也就再
也没有心思读下去了。反正最后的结果已是众所周知了，不
读其实也无所谓。诸葛亮禳星注定了三国最后的结局也注定
了刘氏天下的灰飞烟灭，本来的一丝希望也随之逝去。

那么诸葛亮到底是怎么死的呢？据史书记载，是由于为了伐
魏，过度辛劳而终。在这里，我们着重来谈论一下《三国》，
《三国》上却不太一样，虽然都是为了伐魏、一统天下。可
三国上说他是心神混乱，旧病复发。单看前半部分，都差不
多，可是小说毕竟是小说，为了吸引读者，难免会有一些不
符合实际情况的说法。所以说，《三国》上说诸葛亮利用祈
禳之法要挽回一纪的寿命，也就是十二年。

这个过程需要七天，已经是第六天晚上了，马上就要成功了，
可是好景不长。这时魏延突然冲进帐篷，踩灭了主灯，导致
祈禳之法没有成功，诸葛亮也就自此结束了他的一生。通过
这段文字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诸葛之死——一是：对于事业
的忠诚，过于用功，导致因劳成疾、与世长辞；二是：魏延
的过错。其实，这只是一个原因，一个直接原因。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间接原因，那就是魏延与黄忠投奔刘备之后，诸葛
亮发现魏延脑后有反骨，抓住了一个小把柄，正要拖出去斩
了之时，由于刘备与魏延本身的苦苦哀求，诸葛亮不敢违反
主公的命令，再加上自己也确实是动了一点慈善之心，所以
就没有杀他，以至最后酿成了大错。



在这里，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诸葛亮好比是正义的化身，
而魏延代表的就是邪恶，诸葛亮不杀魏延就叫宽容、宽恕。
那么在这里，宽容可以施加给邪恶吗？显然是不可以的。可
是中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宽恕是什么呢？慈悲为怀：没有宽恕
就没有未来。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一颗慈悲之心，
宽恕那些我们生活中一切可以宽恕的人，我们的生活才会更
美好。那么，这两种观点是不是矛盾了呢？说矛盾，其实就
是很矛盾，宽容邪恶又不能宽容邪恶，这不就是很矛盾吗？
但如果你要说它不矛盾，它也不是很矛盾，宽容邪恶就有未
来，不宽容就没有未来，难道很矛盾吗？只是一个有无未来
的区别罢了。

那么，到底该不该宽恕邪恶呢？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所谓
宽恕并非宽恕可以宽恕者，而是宽恕不可宽恕者。只有不可
宽恕者存在，宽恕才存在。也就是说，宽恕生来就是要宽恕
邪恶的。这句话没错，可是它还少了一句，应该再添上一句：
“当然，宽恕也要视情况而定，应从大局出发，如果是为了
集体利益，应该摒弃他，那就别宽容他；如果集体需要，那
就留下他。除此之外，还应该考虑这个人的性格特点、为人
处世方面、思想状况等是否良好。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搞
好宽容与邪恶之间的关系”。所以说，文章的题目是“有时
候”，对于邪恶是不能施与宽容的。而非绝对的肯定与否定。

说了这么多，我对于《三国》最大的感想也就谈完了。最后
我只是想送给大家一句话——《三国》带给我们的不是表面
的群雄割据、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而是内心深处的那种心
灵上的震撼、那种感动。读书不在于你读了多少，而在于你
想了多少。读书用的不是眼睛，而是心。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在烽火连天的世界里，却引发一
个又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那正是在罗贯中笔下的着作?《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内容丰富，成语众多，虽然看起来比较麻烦，但是
能让我们真正领会作者的艺术才华。

在这本书里面我最喜欢的是被评为“治世之能人，乱世之奸
雄”的曹操以及才华横溢的诸葛亮。

曹操是一位纵横捭阖的政治家。曹操参与的大小战役有许多。
如破黄巾，斩刘辟、黄邵，攻下邳，绞吕布。特别是官渡之
战，曹操以“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的情况战胜“众十
余万”的袁绍。他的胜利是侥幸吗?不，绝不是!这说明了曹
操过人的军事才能。有人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卑鄙。但
我不这样认为。曹操处在一个群雄角逐的年代，英雄们四处
割据，四处扩张，在这样一个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年
代，“挟天子以令诸侯”正说明了曹操有高超的政治手段。

我想，若无诸葛亮，刘备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起蜀国，诸葛亮
的才华可谓是深不可测。他考虑周到，而且不讲私情。他最
喜欢用火攻。想当初，诸葛亮的隆中对，巧借东风，写出师
表，六出祁山，七擒孟获，智退司马懿无不体现了诸葛亮的
机智才华。就连他死了的时候也机关算尽。正是因为如此，
我深深的敬佩这一位先生。

诸葛亮在历史上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智慧过人、聪明绝顶、
无所不精，但是最终却“出师未捷身先死”，未能光复汉室。
纵观一生，他与蜀汉国运紧紧相连。我认为：诸葛亮的智慧
使得蜀汉成为三国之一，但也正是由于他对于智慧的过分自
负，使得蜀汉兵疲民敝，最终灭亡。

诸葛亮本人的才能是毋庸置疑的。他“隆重作对”，未出茅
庐已知天下三分；出山之后，马上带领刘备的军队以弱胜强，
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后来还成功地联吴抗曹，实现三分天
下。在这一过程中，诸葛亮彰显了他无与伦比的个人能力，
但也暴露出了他的缺点。



其一便是他做不到知人善任。赤壁之战时，诸葛亮明知曹操
对关羽有恩，关羽又极其重恩重义，却偏偏安排关羽在华容
道上，白白丧失了捉拿曹操的绝佳机会。据此来看，曹操扬
鞭大笑是有一定道理的。诸葛亮神机妙算，能将曹操步步逼
往华容道绝境，却终究因为自己用人不当让曹操得以生还。
他夜观天象发现曹操未合身亡，却不曾想到这天象正是缘于
自己的缺点：不会识人，不会用人。

其二便是他的事必躬亲。诸葛亮为人极其认真谨慎，无论多
小的事情都不容许差错。他太倚重自己的个人能力，以至于
事无巨细，必亲自过问。结果将自己弄得精疲力竭，早早离
开人世。作为丞相，他需要做的应该是统领大局，至于细节
就交给不同的人去做也未尝不可。而他却在主持国事的同时
又带兵打仗，不光拖垮了自己，更使得蜀汉后期人才匮乏，
后继无人。他虽然是人才，却不会培养人才；他的能力成就
了他，却也害了他和他的国家。

其三便是他的心浮气躁，主要表现在刘备白帝城托孤之后。
诸葛亮一心想在有生之年完成刘备遗愿，因此频繁征战，力
图攻下中原。此时他的智慧被过于强烈的愿望与情感所蒙蔽，
如当年的刘备。刘备因关羽的死不顾联吴抗曹的战略而攻打
东吴，结果大败而归；诸葛亮因刘备的死不顾蜀国远远弱于
曹魏的事实，六出祁山，使得蜀汉国力难以恢复，自己也累
死在五丈原。这两次的感情用事，使得蜀汉由盛转衰，由衰
转危。需要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的蜀汉连年进行毫无意义的
征战，穷兵黩武的诸葛亮忘了自己所看重的天命。最终如司
马懿所说“不识天数，强要相侵，理宜殄灭”。结果也是自
负才能，逆天而行，自取其败而已。

总体看来，诸葛亮也是聪明半世，糊涂半世。周瑜自负，自
负到不能容忍别人比自己更聪明而吐血身亡；诸葛亮更自负，
自负到对任何人都不放心的程度，自负到想单凭自己的智慧
一统天下。最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精神可嘉，行为
不可取。



人生中有好多第一次，第一次洗碗、第一次做饭、第一次自
己穿衣服……那些令人难忘的第一次，我忘不了的是我第一
次看《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罗贯中写的着作，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名着之一。
我本来只是为了打发时间，看一下《三国演义》，可是，这
书一拿起来，就像有着强力的磁力一样，让我再也不想放手
了。书中“桃园三结义”“青梅煮酒论英雄”“温酒斩华
雄”“三英战吕布”“赤壁之战”“草船借箭”……故事一
个连一个，一个比一个更吸引人。故事中提到，曹操的古都
竟然是在许昌，这令我不禁开始希望曹操能在三国中获胜。

看以前的书，我就只是看看开头几页和结尾，可是看《三国
演义》，我不再囫囵吞枣地看，几乎每一个字都逃不出我的
双眼。

书中的人物。如：刘备、关羽、张飞、黄盖、马超、赵云、
孙权、曹操……这些人的性格、作风、一个个都深刻地印在
我的脑海里，难以忘却。

第一次看这本书，让我改掉了看书囫囵吞枣的毛病。这个第
一次，让我受益匪浅。

这本书是我以前看的，非常精彩，虽然说是以前看的，但里
面的人物、内容在我脑海里还记忆犹新。后面我就讲里面的
内容和人物了。

先讲人物。三国有三大角色，分别是刘备、曹操、孙权，刘
备有五虎将: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马超，个个身怀高强
的武艺，关羽有着“美须公”的称号。张飞性情鲁莽，喜好
喝酒。赵云有勇有谋，曾救了阿斗，黄忠箭术精妙，曾杀了
夏候惇。马超有“先吕布，后马超。”的美誉。

孙权的将领也很不错，有周瑜、鲁肃、周泰、甘宁。周瑜足



智多谋，有“周郎”的称号。鲁肃有卓越的领导才能。周泰
武艺高超。甘宁勇猛异常。

内容有：赤壁之战，曹操败走华容道，黄巾之战等等。我就
讲曹操败走华容道吧。曹操被逼到小路，小路由关羽守着，
曹操让关羽放了他，关羽说不可，读后感《名著《三国演义》
读后感》。曹操说：“当年我也救过你一命，还请你吃饭呢。
”关羽说：“斩颜良、文丑已经报答过你了。”曹操又
说：“过关斩将你今天不用还了，但是你得让路。关羽只好
乖乖地让路。

我非常喜欢这本书，希望你们也去看。

一提起诸葛亮，大家就会想起草船借箭、火烧赤壁的神机妙
算，一提起刘备，大家就会想起桃园三结义、三英战吕布等
英雄故事。

贤能之主刘备和智能之士诸葛亮共商国家大事，会是怎样的
情景呢？这就是著名的《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其中讲
刘备在第三次造访诸葛亮的茅庐时，见到诸葛亮后，刘备问
诸葛亮说：“现在汉室处在危急存亡之时，但我才疏学浅，
又没有什么计谋，请问先生您有何高见？”诸葛亮展开一张
地图，详细地分析了天下大事，刘备听后茅塞顿开，请求诸
葛亮出山，辅佐他成就霸业，最终诸葛亮被刘备一片诚心打
动，随刘备出山，共同开创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西蜀国。读
了这篇文章，我被刘备求贤若渴，爱才、惜才、敬才的那一
片赤诚之心所震撼。同时，也被诸葛亮忠心扶汉，死而后已
的精神所感动。

特别是诸葛亮虽然身居茅庐，但仍然苦心钻研，学习兵法，
分析国家大事，正如古人所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
”，诸葛亮辛勤的汗水终于没有白费，在刘备三顾茅庐之时，
终于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是金子总会发光”，这句话
又一次得到验证，只要你是金子，只要你潜心学习，总有一



天你发光的。

这段时间，经过老师的推荐我读了许多书籍，最令我难以忘
怀的还是非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了。

《三国演义》这本书主要讲了东汉末年直至汉末晋初这段时
间曹魏、蜀汉和孙吴三个国家进行战斗。这本书的主人公是
刘备，整本书以刘备为中心，写了一系列关于他的种种事迹。

在这本书中，写了刘备打了许多胜战，因此我非常佩服他。
刘备也十分谦虚，就以《三顾茅庐》来说吧，他三访诸葛亮，
张飞因诸葛亮迟迟不出门见人都已经愤怒不已了，而刘备却
还是那么冷静地等待着诸葛亮。当然，关羽也很有个性，在
张飞生气时，他总是及时相劝，阻止张飞动怒。

在说说曹操吧。他在《三国演义》中虽然被称为“奸雄”，
但他对刘备说的话，刘备不入耳这件事情让我知道了什么叫
做宽容大度。本来我一直以为曹操是一个待人很坏、很冷酷
的人，但一读到这里时，我对他的看法完全变了。

读完这本名著后，故事情节仍然在我的脑海中浮现。这个故
事让我知道了对于朋友要讲义气，不能因为对方的官位或身
份的高低来判断一个人的好坏。就像文中的关羽，他对故主
忠诚，又因为斗争失败投降，没有半点儿想以陷害的方式击
倒对方，但在我的眼里，他并没有战败，因为他最后还是凯
旋归来，身上有一种可贵的，只得我们学习的精神——忠。

在《三国演义》中，我见识到了各种风格的人物，他们的性
格和爱好虽然不同，但有一点永远一样，就是重情重义，正
所谓“乱世世英雄”，他们就是情谊上最杰出的英雄。

怀着激动的心情，我第三次翻开了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
义》。



曹操的诡诈，刘备的谦逊，孔明的谨慎，周瑜的心胸狭窄，
每一个人物都具有不同的性格，作者刻画的淋漓尽致，细细
品味，让读者仿佛进入了一种境界。

故事的主要内容是以智和勇来依次展开的，但是我认为智永
远是胜过勇的。比如：在西城，孔明用空城计吓退了司马懿
率领的十五万大军。此种例子举不胜数。

再谈谈国家，魏，曾经煊赫一时;蜀，曾经功成不居;吴，曾
经名震江东。这么来看，从国家就可以反映出国君的性格。
曹操，欺压百姓;刘备，爱民如子;孙权，称霸江东。

如果说魏国在三国里智谋最强，一点也不为过。曹操的用兵
堪称举世无双，司马懿就更是用兵如神。但是两个人都有自
己致命的弱点：曹操多疑，司马懿太过阴险。再说蜀国，首
当其冲的必定是卧龙诸葛亮。他那过人的机智，娴熟的兵阵，
无不让后人叹为观止。还有像凤雏庞统、姜维、徐蔗等等一
些人物，但是我认为都不如孔明。吴，一个占据三江六郡的
国度，能算得上是有谋略的，也就是周瑜了，少年时期的周
瑜就熟读兵书，精通布阵。经过一番刻苦的努力，终于当上
了水军大都督，总统水兵。不过他太过于嫉妒，死时年尽二
十六岁。

从这些人物和国家我们不难看出人的性格的重要性。性格关
系着成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只要踏踏实实，仔仔细细(的)地走
好追求成功过程中的每一段路，相信成功一定会不远的。当
我们羡慕地看着别人成功时，往往忽略了他在成功的道路上
付出的艰辛。。就像冰心说的：成功的花。人们只惊幕她现
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
牲的血雨!

简评：文章是一篇不错的读后感，不仅概况书中的内容和人



物，并对其人物性格进行归纳，得出自己的结论并发表感想。
语言方面也很好，选词恰当，短句使文章简炼。

《三国演义》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
化瑰宝。当我读了它之后，学到了许许多多的知识，也明白
了许许多多的人生哲理。

我敬佩关羽那种讲义气的精神，更喜欢刘备那种渴贤求才为
君之道。刘备，不能说是一个枭雄，只能说是一个明主，他
能成为三国鼎立的一份子是因为他有一颗爱贤的心，要是他
没有这一份心，恐怕就不会得到诸葛亮这个大贤人的帮助了，
也不可能当皇上了，最多只能在家喝喝茶，织织帽罢了。可
以说，刘备的天下几乎全都是诸葛亮打来的，而诸葛亮为什
么甘心情愿为他打天下呢?那是出于对刘备的爱贤的心的感激。
读到这里我又想到了老班长邝泳韶，他从一年级到五年级，
尽心尽力为班级做出了不少好事，是老师的好帮手，就有如
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一样，因为老师相信他，放心地把事交
给他，他为了不辜负老师的关爱，工作自然就尽心尽力了。

《三国演义》，教会了我许许多多的道理和哲理，让我爱不
释手。

最近，我读了《三国演义》这本书，我觉得这是一本很好的
小说。为次我特别查资料想了解一下罗贯中是怎么把三国时
代的历史写得这么好，看了资料我才知道，原来《三国演义》
并不是罗贯中编的，而是根据魏、晋时代的史书与宋代的说
三分、元代的三国戏和罗贯中自己的思想合并在一起的小说，
我看的那本还被清朝初年的毛氏父子加工过了。那《三国演
义》到底写的主题是什么呢?我想了一会儿，得出了：《三国
演义》写的主题是三国时代的群雄争霸。在这个群雄争霸的
时代有很多英雄，黄老师不是让我们写读后感吗，我可以写
看了这些英雄故事后的感受呀。于是，我拿来纸、笔，刷刷
地写下了刚才的事。然后想了一会儿，写下了读后感：



《三国演义》中最著名的英雄，就是刘备。罗贯中将他写得
十分仁义，还携民渡江。依我看，就算他的携民渡江是真的，
他也不一定仁义，因为他可能是为了得民心做的，这样他就
好不到哪儿去。刘备太喜欢哭了，在《三国演义》中，他不
知灰心丧气哭过多少回了，就算大部分的哭都是罗贯中编的，
他也好不到哪儿去。而且《三国演义》里，刘备全依靠诸葛
亮。他在诸葛亮未当军师时没有地盘，诸葛亮当军师后地盘
马上就变大。世人评价刘备三顾茅庐是重视人才，我看只是
想找个人替自己出谋划策、管理军队而已。

世人认为曹操是奸雄，我认为曹操是三国时代最有名的英雄。
他十分注重人才，在《三国演义》中本来还想不杀吕布，许
攸来投时他连觉都不睡。刘备有了人才就只靠人才，而曹操
是用自己的智谋和人才的智谋合在一起，把军队管理好，怪
不得他能取得擒吕布、败袁术、灭袁绍、击乌恒的巨大成就。
在三国历史上的曹操可能没有取得这么辉煌的成就，罗贯中
可能夸张了，但如果这样孙权和刘备也不可能在赤壁大战中
灭曹操的兵马87万，最多灭50万，曹操兵马越少，孙权、刘
备灭的曹兵也越少，所以要么曹、刘、孙都差，要么曹、刘、
孙都好。

江东孙权基本上只是守业，没攻打别的地方，他只靠手下，
手下让他打仗，他就打仗，很一般。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
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
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看完《三国演义》，三国的故事仿佛还在眼前，刘、曹、孙
永远在我心中。

妈妈不止一次地在我面前啰嗦：“我国四大名著很有名，作
为一个中国人你一定要多看这一类的好书，为初中做准
备……”而我，由于对长篇小说不感兴趣，所以除了看过



《钢铁是怎么炼成的》以外，其他书基本上都“无一问津”。
寒假期间，老妈终于“强迫”给我买了一本《三国演义》，
并让我看完后谈谈感想。

虽说厚厚的书让我感觉内容太多了，但是当我看完“宴桃园
豪杰三结义”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往下看了，由于速度“过
慢”，我花了六天才看完前六十回。最吸引我的当属“用奇
谋孔明借箭”这一回合。

在这一回合中，上通天文，下通地理的诸葛亮在大雾中使曹
营以为有敌军来袭，不但让对方水军损失几十万支箭，还运
用自己的计谋，成功挫败了周瑜的谋害。他知道周瑜让他借
箭的真正目的是想迫害自己，为了保证双方的利益，便运用
自己的智慧，使得周瑜无话可说，只能甘拜下风。

而在我读完后60回合之后，最令我佩服仍然是诸葛亮，因为在
《武候弹琴退仲达》这一回合中，诸葛亮在马谡失守了街亭
之后，诸葛亮竟能在如此的短的时间内运用“空城计”迷惑
司马懿，使其以为城内有军队而巧妙退敌。

其实这和诸葛亮对司马懿的了解有关，因为他知道，司马懿
从来都是多疑的，对一些可能有陷阱的地方从不“跳进”去，
这次，他也没有听从小儿子的建议，而是迅速撤军，到最后
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才后悔不已。

但是这跟诸葛亮的智慧还是分不开的，这：“空城计”如果
诸葛亮没有想出来，蜀军乱作一团，就会被打的大败。甚至
亡国。而如果在魏军15万的军马中脸色突变，就会使司马懿
发现破绽，进而导致大败。所以，诸葛亮的智慧以及沉着冷
静是能“吓跑”对方的主要原因。

而书中其他一百多回合的故事我也不再一一列举了。看不，
妈妈叫我读《三国演义》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啊！我现在只是
看不惯看的太迟了。



读了《三国演义》一书，使我受益匪浅。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
《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部重要的文学名著。《三
国演义》刻划了近200个人物形象，其中最为成功的有诸葛亮、
曹操、关羽、刘备等人其中有庸主献帝刘禅，气量狭隘的周
瑜，忠厚的鲁肃，勇猛的张飞，重义的关羽，纳贤的刘备等
等，无不个极其态。这些人物给了我很深的教育。虽有这些
人物，但最令我有所感受的是这本书当中所描述的几个英雄
人物。

先说关羽。这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人物之一。他降汉不降
曹、秉烛达旦、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古城斩蔡阳，
后来又在华容道义释曹操。他忠于故主，因战败降敌，但一
得知故主消息，便不知千里万里往投。我认为虽降了敌，但
最后还是回来了，不但仍算忠，而且还要算一种难得可贵的
忠。《三国演义》表现关羽的方法也极简单：“丹凤眼，卧
蚕眉，面如重枣，青龙偃月刀”，后来加上“赤兔马”，刮
骨疗毒不怕疼，斩颜良，诛文丑，几乎变得天下无敌。

国家的统治需要忠臣，需要一个能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
忠臣，这就是诸葛亮。诸葛亮熟知天文地理，能文能武，足
智多谋，而且一生谨慎，鞠躬尽瘁。他火烧新野，借东风，
草船借箭，三气周瑜，智料华容道，巧摆八阵图，骂死王朗，
七擒七放孟获，空城计，七星灯，以木偶退司马懿，锦囊杀
魏延，这些是常人所想不到的。我本以为这种人应该相貌非
凡，可书中描绘的却十分简单：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
纶巾，身披鹤氅。

雄，说得刘备都不敢听，但是他没有杀刘备，虽刘备正是他
的瓮中之鳖。这使我感到了曹操的大度，也是周瑜做梦也梦
不到的。周瑜眼中只有诸葛亮，与其誓不两立，只要把诸葛
亮杀了，东吴的天下就太平了。后来又发现刘备也不是一般
人物，便想杀刘备，至少把他留在东吴，东吴的天下也太平
了。目光短浅，气量狭小，非英雄也。这也与曹操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



还有赵子龙长坂坡单骑救主，巧用苦肉计黄盖受罚、三江口
周瑜纵火等等《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各具其态，有长有短。
总的来说，读过这本书之后我大开眼界，而以上几人也给了
我很深的感受，他们很值得我学习。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个寒假，我又重温
了一遍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

这本书主要讲了在东汉末年，由于汉灵帝昏庸无能，社会黑
暗，以张角为首的黄巾军起义，诸侯割据。曹操、刘备、孙
权三方势力逐渐崛起，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势，最后
三国归晋的历史故事。

书中塑造的谋臣武将各具特色，性格鲜明。谋臣既足智多谋
又人格完美，如诸葛亮、荀彧、郭嘉;武将虽勇冠三军，却有
明显的缺点，如无情无义的吕布、性格暴躁的张飞等。

我最欣赏的人物是刘备。他虽然没有诸葛亮那样“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的过人才华，也没有关羽、张飞那样“以一敌
百”的高超武艺，但是他弘毅宽厚，知人待士，揽得天下英
雄豪杰——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等大将抵死相拥，
神机妙算的诸葛亮毕生相助，终于成就了蜀汉大业，称帝成
为三国鼎立之一足。

为了请诸葛亮出山，辅佐自己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他两次
前往隆中，拜访诸葛亮，都没有见着。但是刘备却没有放弃，
不顾张飞、关羽的反对，决定第三次到隆中去拜访诸葛亮。
刘备恭恭敬敬地等待诸葛亮醒来。终于，他的诚心打动了诸
葛亮，诸葛亮将他的毕生才华都献给了刘备。在刘备临终之
时，又将自己的儿子托付给诸葛亮。诸葛亮鞠躬尽瘁，辅佐
后主刘婵，统一大业却未能成功，刘备和诸葛亮的故事却成
为了流传千古的一段佳话。

通过刘备的故事，我懂得了：一个人成功与否，最重要的不



是他的才能有多高，而是他的胸怀有多宽广，人品有多正直，
待人有多宽厚。否则，就会像吕布那样，虽为“三国第一猛
将”，却轻率狡猾，反复无常，唯利是图，最后却落得走投
无路的悲惨下场。

《三国演义》算是一本人尽皆知的一本书。对于这一次的易
中天品三国我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原来我们一直唾骂的曹
操也是个好人。

《三国演义》是罗贯中编写的一本书，很多人都很喜欢，可
既然是小说，那么内容必定有所改编，可能少数内容与历史
不符合。比如说对曹操个人才德的完全否认，比如说对诸葛
亮的略神化，都是不合历史的。不过其中的英雄也是另人敬
佩的，青梅煮酒论英雄，曹操青梅煮酒与刘备共饮，曹操问：
刘兄你觉得这世间谁才是英雄？刘备将孙权等人一一说来，
曹操都说不是，然后曹又言：今英雄你我二人也。桃园三结
义刘、关、张三人生死之交。三顾茅芦的求才之诚心，诸葛
的忠君，死而后己。周瑜的聪明才智却因无历练而被气的吐
血。

三国人物丰富多彩，为谋天下不惜对兄弟下手，身在乱世非
有一能而不可活。易中天认为关羽能独挡一面是个人才，他
认为曹操有才，也很温柔，待丁夫人很好。但历史总是由胜
利者写下的，曹操有才也只能被人评为奸臣，戏台之上也是
个白脸。对于三国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三国演义》
就是罗贯中对三国的看法，易中天品三国，那便是易中天先
生对三国的看法。

三国演义内容丰富，成语众多，虽然看起来比较麻烦，但是
能让我们真正领会作者的艺术才华。

在这本书里面我最喜欢的是被评为“治世之能人，乱世之奸
雄”的曹操以及才华横溢的诸葛亮。



曹操是一位纵横捭阖的政治家。曹操参与的大小战役有许多。
如破黄巾，斩刘辟、黄邵，攻下邳，绞吕布。特别是官渡之
战，曹操以“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的情况战胜“众十
余万”的袁绍。他的胜利是侥幸吗?不，绝不是!这说明了曹
操过人的军事才能。有人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卑鄙。但
我不这样认为。曹操处在一个群雄角逐的年代，英雄们四处
割据，四处扩张，在这样一个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年
代，“挟天子以令诸侯”正说明了曹操有高超的政治手段。

我想，若无诸葛亮，刘备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起蜀国，诸葛亮
的才华可谓是深不可测。他考虑周到，而且不讲私情。他最
喜欢用火攻。想当初，诸葛亮的隆中对，巧借东风，写出师
表，六出祁山，七擒孟获，智退司马懿无不体现了诸葛亮的
机智才华。就连他死了的时候也机关算尽。正是因为如此，
我深深的敬佩这一位先生。

三国演义读后感两百五十字篇三

谈起三国演义，大家一定不会忘记那气势磅礴的场景，那扣
人心弦的情节，那栩栩如生的人物，让人流连忘返。这本书
让我们认识了许多神话般的人物，如：长坂坡救阿斗，一人
独当十几万曹军的赵云，过五关，斩六将，杀颜良，诛文丑
的关羽，还有一生宁可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的曹操。
每个人物都给我们带来一段精彩的故事。其中最令人佩服，
也是我最喜欢的人物：诸葛亮。

说起诸葛亮，是个传奇人物。他聪慧过人，神机妙算，并且
胸怀大志。虽然神机妙算，但马有失蹄，人有失手，由于派
错了人去守街亭，导致街亭失守，司马昭又率大军来到诸葛
亮所在的地方，他灵机一动，出了一招空城计。诸葛亮叫士
兵们在城中藏好，自己登上城台弹琴，两边站着书童，做出
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司马昭以为自己深知诸葛亮之心，认
为他不会干这种冒险的事，于是断定城里有伏兵，便下令退



兵。从这里来看，就能知道诸葛亮有多大的智慧了。

诸葛亮非常聪明，我非常佩服他。

三国演义读后感两百五十字篇四

《三国演义》的一大成功便是成功地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
人物，如果让你写一篇三国演义读后感，你知道怎么写吗？
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写三国演义的读后感四百字”，下
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三国演义这本书，让我想起了诸葛亮、曹操、孙权、刘备、
关羽、张飞、赵云，马超等一些人物。关羽，字云长，死的
时候仅有58岁，立过战功：过五关斩六将，水淹七军，劈颜
良，斩文丑，温酒斩华雄等战功，应为，失去了荆州，连自
我的命都没了，我们以后做事千万别大意。

张飞，字翼德，死的时侯仅有55岁，立过战功：智擒严颜等，
性格太暴躁，就是因为这个性格，才死的，所以每个人的性
格不要太暴躁。

赵云，字子龙，死的时侯仅有60岁，性格很讲义气，当年在
长板桥七进七出，杀了2名魏国大将，因为得了重病死了。虽
然这只是小说，但我会记住这段永恒的经典。

自从读了《三国演义》后，使我受益匪浅，明白了《三国演
义》里的各种计谋，草船借箭、空城计、火烧赤壁等等。

《三国演义》主要讲东汉末年，朝廷腐败无能，各路英雄好
汉一齐除了官宦，有刘备、关羽、张飞、曹操、孙权等，消
灭宦官后，为了分出胜负，构成了三国鼎力的局面，有蜀国、
魏国、吴国。他们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之后又招兵买
马，东山再起，最终，魏国打了胜仗，建立了晋国。



读了《三国演义》，我才明白为什么刘备没有赢，原先是张
飞在和刘备会和的途中，被手下人杀死；关羽没有防备，被
孙权暗算，抓了杀死；刘备为了给关羽报仇，战败不到半年
的时间里病死了。这真可惜，想想之前那一些贪官被抓，我
真开心。想到之后刘备、关羽、张飞还有诸葛亮死了的时候，
又是多么的怀念。

想想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没有战争的弥漫，仅有和平的光辉，
在幸福中成长。我们应当感到骄傲，我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我们真的很幸福。当我读到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和老百
姓血流成河时，我感到这实在是很悲惨。战争竟然连老百姓
也不放过。

就是因为读了这本书，让我明白了历史；就是因为读了这本
书，让我懂得了战争的可怕；同时我也学到了各种谋略，异
常是《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各具其态，有长有短。总的来说，
读过这本书之后我大开眼界，他们很值得我学习。对我的人
生有很大的启发。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空悲切!

——题记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
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你知道这首词是明朝才子杨慎为
哪本书写的吗?对，就是《三国演义》。

“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三国演义》
的开篇句，你可别小看它，就凭这句话，已经为整本书做足
了铺垫。比如说开始写一国分三国就有用到，后面写到司马
炎一统三国也用了这段开头句。所以说这句话在全书中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本书都在围绕
这句话来写的。这本书主要刻画了这几个人物：刘备、关羽、



张飞、曹操、刘表、周瑜和孔明，这些人物也是许多读者较
为喜欢的。

这本书像一杯淡淡的龙井，刚入口时觉得无味，细细品尝过
后却回味无穷。而然其中也蕴含着最深的，对人类有巨大帮
助的力量。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人物就是刘备了，他临危不
惧，兢兢业业，大智大勇，自强不息。更重要的是他的才智
和胆量让我无法不佩服。而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故事就
属“三顾茅庐”了，它给了我无限的启迪。如果不是刘备一
次又一次地去拜访诸葛亮，也就不会有日后三足鼎立的局面。
从中我也明白了做任何事情都要坚持不懈，当我们遇到困难
时，不能知难而退，而是要迎难而上，这样即使是再大的难
题我们都能一一解决。无论在怎样的境遇里，只要坚持自己
的目标，我们都能成功。

千百年来，无数先驱无数名人都用他们的人生书写了坚持不
懈，迎难而上的壮丽诗篇，李时珍潜心四十年涉远山，尝百
草编撰《本草纲目》;大数学家陈景润花费毕生精力去证明哥
德巴赫猜想;歌德编写《浮士德》将近用了四十余年……他们
都在用实际行动向我们诠释着这亘古不变的真理——只有坚
持才会成功!

历史的钟声一次又一次的敲响，新世纪新的挑战也在向我们
走来。只要我们时刻铭记着前人用时间为我们演绎的教诲，
坚持就可以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就可以胜利!

我爱看中国四大名作，其中又最爱看《三国演义》，这几天
来，我把三国演义连环画册六十册，每册仔仔细细看完了，
真是深深有感。

三国演义，叙写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吴、蜀、魏三国鼎立
期间的一个个精彩故事。其中，我最喜欢赵子龙单骑救主和
赵云截江救阿斗的两个故事，我认为这两个故事写得最为精
彩。都真诚详细描述出部下对主公的忠心耿耿。如赵云冒死



在百万曹军中救出小主公，冲出重围，将他交给刘备；赵云
截江救阿斗写出了赵云有胆有识，从东吴船上救下阿斗。从
中告诫大家要向他们学习，对国家对人民要忠心。三国演义
中的其它故事，如赤壁大战、铁笼山姜维困司马，写出其中
有些人的智慧过人、有勇有谋、智勇双全、能打善战等的故
事情节。

在吴、蜀、魏，三个国中，我最喜欢的一个国家就是蜀国，
虽然蜀国的物力、财力都比不上魏国和吴国，但蜀国人才很
多，像智慧过人的卧龙先生（诸葛亮），有勇有谋的常山赵
子龙，智勇双全的关羽，能打善战的张飞，无人能敌的马超。
，并且我此刻又生长、生活在当时的蜀国的土地上。

但我厌恶战争，厌恶你打我杀，厌恶对立，还好，此刻我们
国家生活在和平时代，没有战争，没有罪恶的子弹，没有战
争的硝烟，我爱我的国家。

我要学习三国演义中那些智慧过人、有勇有谋、智勇双全、
对国家忠心耿耿精神！

自从读了《三国演义》后，使我受益匪浅，还让我知道了
《三国演义》里的各种计谋，草船借箭，空城计，火烧赤壁
等等。

《三国演义》主要讲了东汉末年，朝廷无能，各路英雄好汉
一起除了官宦，有刘备，关羽，张飞，曹操等，除掉宦官后，
为了分出胜负，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他们打的赢了就打，
打不赢的就跑，之后又招兵买马，东山再起，最后魏国打了
胜仗，建立了晋国。

读了《三国演义》，我才知道为什么刘备没有赢，原来是张
飞和刘备汇合的途中被手下人杀死，关羽没有防备，被孙权
暗算杀死了。刘备为了给关羽报仇，战败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就病死了，真可惜，想想之前那些贪官被抓，我真高兴，想



到后来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死的时候又是多么怀念。

想想现在的我们，没有战争，只有和平。在幸福中成长，我
们应该感到骄傲，当我读到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和老
百姓血流成河时，我感到很心痛，战争连老百姓都不放过。

就是因为读了这本书，让我知道了历史，就是因为读了这本
书，让我懂得了战争的可怕，同时也让我学到了各种计谋，
特别是《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各具其态，有常有短，总的来
说，读了这本书让我大开眼界，他们很值得我学习。

三国演义读后感两百五十字篇五

阅读了《三国演义》一书，使我受益匪浅。中国四大名著之
一的《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部重要的文学名著。
《三国演义》刻划了近200个人物形象。它讲述了从东汉末年
时期到晋朝统一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在三国中，我最最佩服的人是关羽，他不但武功很好，而且
人也非常好。在跟曹操打仗时，他因带着刘备的妻子糜夫人
和甘夫人，所以才假装投降。其实他还是一心想找到刘备，
保护好二位嫂嫂的。等到他得到一匹“赤兔马”时，便立即
骑着这匹“赤兔马”又去找刘备了。

曹操的诡诈，刘备的谦逊，孔明的谨慎，周瑜的心胸狭窄，
每一个人物都具有不同的性格。

如果说魏国在三国里智谋最强，一点也不为过。曹操的用兵
堪称举世无双，司马懿就更是用兵如神。但是两个人都有自
己致命的弱点：曹操多疑，司马懿太过阴、毒险。

再说蜀国，首当其冲的必定是伏龙：诸葛亮。他那过人的机
智，娴熟的兵阵，无不让后人叹为观止。还有像凤雏：庞统、



隐姓埋名的单福：徐庶、姜维、等等一些人物，但是我认为
都不如孔明神算。

吴国：一个占据三江六郡的国度，能算得上是有谋略的，也
就是周瑜，少年时期的周瑜就熟读兵书，精通布阵。

这人物和国家我们，不那么难看出人的性格的重要性。性格
关系着成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要忠义，也应该要有诚
信吧。如果一个人把现实生活中最为宝贵的诚信也丢掉了，
那这个人还有什么呢？金钱、地位、官职？这些都是次要的。
诚信是一个人的永久身份证，如果没有了诚信，大家都不信
任你，而且又在你背后指指点点，你不会难过吗？这些又岂
是金钱、地位、官职能弥补的？我相信，你也不想做一个缺
点多的不胜枚举的人吧！所以，让我们打开诚信的大门，用
我们永久的身份证去面对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