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历十五年的读后感(精选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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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
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是我
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
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万历十五年的读后感篇一

自古以来，我国对官员的道德请求似乎远高于世界均匀程度，
于是呈现了海瑞、焦裕禄这样的清官、好官；但同时，我国
对官员的道德请求又远低于世界程度，于是“正龙拍虎”案
件中的官员能够“助纣为虐”，撒下弥天大谎也不过是暂时
免职，很快又会复出。《万历十五年》中解剖了海瑞这
只“老鹰”（叫麻雀不太适宜），让我们看见了“泛道德”
官员的窘境。

依据心理学，硬塞给人一个难以企及的目的，常常只会给他
挫败感。同样，明初朱元璋开出的寒酸薪水条，只能让官员
集团寻求其他温饱途径，不扫除一些官员面对海瑞这样
的“圣人官”，会高山仰止，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但事实
证明，大多数官员为了温饱“开戒”后，难免会想“既然贪
了，剩下的只是几的问题”，从而变本加厉。从这一点上看，
目前公务员远高于社会均匀程度的薪水，有一定理想意义。

在封建社会，官员的公德和私德简直完整一体，父母逝世，
上级送来的不是抚慰和事假，而是为期3年的超凡不带薪假
期“丁忧”，由于“求贤臣于孝子之门”。如今社会曾经进
步很多，即便和父母打着官司——在古代可被称为“忤逆”，
可能判杀头的——有才能的官员还是照常任职。“个人作风
问题”一票否决官员升迁的时期也并未远去。正如黄仁宇评
价海瑞那样，违犯了人的正常需求，培养出的当然只能是一



批乖僻的人，这种乖僻也持续到了他判案之中。

官员的德行值得关注，但应该关注的是其中可能影响行政的
局部。比方最常见也能力的“不道德”行为——扯谎。“吹
嘘扯谎是道义上的沦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沦亡。”列宁
这样说。国外及港澳台等地的相关例子不胜枚举，如克林顿
在性丑闻事情中的谎话，险些招致其被*下台。公民能够原谅
总统有外遇，但决不容忍总统说谎——即便在总统的私事方
面，你能够选择不答复，但也不能说谎。由于一个人在私事
上说谎，也就可能在触及公共的事务上说谎，反观国内，有
意无意说谎的官员真实太多了。

万历十五年的读后感篇二

这本书的网上评价是相当高的，或许由于几十年国内的传播，
其中的一些观念已经间接或直接影响我们，或通过影响相关
史学文章进而潜移默化影响我们。读的时候，没有那么强的
新颖、觉得与众不同的观念。当我看完书，看到后面关于成
书的介绍，我想大概是八十年代时候，书中的那些说法相较
于传统较为突破人们对史学文章的认知。但，今天，可能由
于其影响通过我身边的老师、或读物直接与间接影响着我，
就没有了眼前一新的感觉，或许这正是其伟大之处吧。我没
有去探查八十年代时候人们的历史观念是什么样的，不能站
在那个时代而以今天的视角来评价是不合理的。

作为一本畅销书，自然可读性是其第一要素，要兼顾可读性，
自然史学的严谨会有所欠缺。但是，wr如果仅仅是枯燥客观的
描写，又有几分精神能够读下去。文章包含了作者带感情的
理性分析，也给我们开拓了一种眼界，毕竟假如是枯燥的.描
写不见得我们就会去思考。作者的大历史观，我总结为分析
背后的制度及根生蒂固的道德，而把而人看作在历史的车轮
面前无抵抗之力。对于背后的道德、法律分析是深刻的，我
比较认同的。



但是，作者似乎给予了历史人物更多同情，尤其是万历、申
时行，这点我是不太苟同的。在书中，他们是制度、根生蒂
固儒家的受害者，有种心有余力不足的感觉。历史的兴衰更
替确具有周期，每个人均会在其中深受影响。但是，我对万
历的态度确是批评的。不论这么样从内心去，万历是不值得
同情的。万历的不作为，消极怠工不值得同情。生活中谁不
又遭受着痛苦呢？我更喜欢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乐观、拼搏
态度。对于申时行，作者予以了他那折中调和、熟悉人性阴
阳的赞美，在我看来，身处要职，如不够强硬，是难以改变
现状而有所进步的。在世上，只有你什么都不做才有可能受
到别人的最小非议。既然如此，就应为了正确的事情而不顾
他人看法。对于身居要位，处事显示温和又为哪般。为人谦
恭是应有之义，但做事应有坚定与不让步的原则、立场。在
历史的进程中，我更喜欢强势人物张居正。虽然身上有有那
些黑暗面，但强势更能反应一种改变精神。

最后，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人生何尝不是，看似简简单单的
万历十五年，何尝又不是我们看似平平淡淡的每一天。几十
年后，我们走到的地方，都映射着我们身上一直以来的影子。
正如这个帝国，一直为其固有的道德与法律、文官系统的牵
累，终将走向衰落。而，我们身上的懒惰、得过且过，也在
不断的在无意中束缚着我们。

万历十五年的读后感篇三

将《万历十五年》断断续续读了两遍，其中几多感慨来不及
记录，就已化为烟尘随风而去，却也有一部分润物无声般沉
淀为自己的一部分。那已经离去的，也许要等到再次阅读才
能吸收;而这已经沉淀的，却久久萦绕在我心头。

我惊诧，此书中许多人物身上，竟都有自己做教师的.影子。



万历十五年的读后感篇四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的一部明史研究专著，也是他
的代表作。

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
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明朝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
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
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
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作者认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
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
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
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作者揭示出了明朝虽然当时国力强
盛，但已经开始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的原因。

有评论说：它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前辈，古时候的读
书人，或者叫作儒生们，是怎样作人做事的。古往今来的读
书人，从经典里学到了一些粗浅的原则，觉得自己懂了春秋
大义，站出来管理国家，妄断天下的是非屈直，结果把一切
都管得一团糟。大明帝国是他们交的学费，大清帝国又是他
们交的学费。老百姓说：罐子里养王八，养也养不大。儒学
的罐子里长不出现代国家来。万历十五年是今日之鉴，尤其
是人文知识分子之鉴，希望他们读过此书之后，收拾起胸中
的狂妄之气，在书斋里发现粗浅原则的热情会有所降低，把
这些原则套在国家头上的热情也会降低。

通读下来，戚继光给我的印象最深。后来又读了有关戚继光
的其它史料，感觉戚继光虽是个伟大的民族英雄，但他也并
非刚正不阿，也惧内，也和当朝首辅张居正拉关系。总之，
人无完人。英雄也是一个平常的人。

历史是一面铜镜，但遗憾的是，历史在不断地重演着，无论



是成功还是失败。

万历十五年的读后感篇五

这是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写的一本好书，1979年首先在美国
出版，并多次重印。我是在阅读了王小波的“不新的《万历
十五年》这本书”一文后，才上网购得此书阅读的。在读书
中，通过书里提到的文章和人，再去找自己有兴趣的书来读，
这种是我自称为“顺藤摸瓜”读书法。由于这个读书法，我
最近重点购买了一些“读书笔记”类的书籍来阅读。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是一本历史学范畴的书。在我的读书
目录里，应该是文（文学）、史（历史）、哲（哲学）三类
为主。在阅读一个人的著作前，最好先阅读他的传记或者简
介，这样，才会对作者写作的立场、背景、动因等有一个初
步的了解，有利于自己对作品的理解。这个也是我自称
为“摸清背景”的第二个读书法。由于这第二个读书法，我
也购买了比较多的人物传记来阅读。

通过读书，我要建立起自己的读书方法和阅读书目体系。

再来谈谈《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吧。全书以万历十五年（公
元1587年）为历史时间的横断面，然后讲述了与这个横断面
有关的六个人物――一个皇帝（万历）、两任元辅大学士
（张居正、申时行）、一个模范官僚（海瑞）、一个杰出孤
独的将领（戚继光）、一个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最后，
从作者的大历史观得出结论：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表面
上无事可记，然而四海升平的表面之下，千年帝国崩溃的隐
患早已埋下，所以，书中所述的人物都是悲剧性结局（皇帝
也不例外），故万历十五年的历史，也是失败的历史！

希望通过阅读更多的历史书籍和做历史的思考，能对以上问
题做出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