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三国演义高中读后感(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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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
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三国演义高中读后感篇一

读完了《三国演义》，我心的满腔热血忍不住爆发出来。这
一本流传古今、震惊中华的历史小说，让我真正学到许多英
雄气概。在这200多个人物中。最有代表性的人应该是刘备了。

刘备身为皇家后裔，但他一点权利也没有，就是以卖草鞋为
饭碗。在一次偶尔的机会中，他认识了关羽、张飞，并三人
结义，一起干出一片事业。“不求同年同月生，只求同年同
月死。”这是英雄气概们的声音。后来刘备又得诸葛亮、庞
统、赵云、马超、黄忠、魏延等能人。一下子摇身一变成为
君主。他统领的蜀国每一日都比前一日更富强。这就是刘备，
一个会用人、有理想、有抱负、为老百姓着想的英雄。

比起刘备，他的儿子刘禅可就窝囊得多。刘备死后，诸葛亮
接下大权。过了好几年，诸葛亮也死了。蜀国在刘禅的手下
日日夜夜的衰退。老百姓们的生活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没
有哪一个人是不叫苦不迭的。而刘禅只是在宫里吃喝玩乐，
享尽酒色。最终，蜀国投降于魏国。刘禅也身败名裂了。所
以大家说他是无可救药的阿斗太子。

这一组鲜明的父子对比，更能显示刘备的英雄气概。

再说关羽，他为人忠义。“只降汉，不降曹”是他在曹操的
蛊惑下说出来的话，尽管曹操摆弄酒色来诱惑他。可他就是
没上当。本来曹操是想用赤兔马来收买他，他也没上当，也



只是把它当做寻找刘备和张飞的工具。尽管他斩颜良、文丑
已经报答了曹操。可在华容道，他又因为过五关，斩六将给
曹操造成巨大损失，又放了曹操，造成曹操并没死于赤壁的
后果。我认为关羽是讲义的英雄。

相反，吕布这个人虽然武艺十分了得，但见利忘义，一看到
董卓给他赤兔马，看到给他的金银珠宝和绝色美女，他就忘
记了丁原对他的养育之恩，一刀便刺死了自己的养父，投随
董卓。并帮助董卓胡乱天下，颠倒是非，一有对董卓谋反得
人，他必杀死他。最终，他获得了应有的下场。

曹操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位汉奸，阴险狡诈成为他的惯例。
可他在我的心中，也是一名英雄。

在赤壁大战中，曹操费尽心思招来的几十万士兵和几千艘战
船被诸葛亮和周瑜的计谋一下子就泡汤了。他只能带着剩下
的几百名士兵和文武百官一起仓皇而逃，由于路上又遭到赵
云、张飞和关羽的攻击，只剩下不到300人。但曹操定没有气
馁。他又重新鼓舞旗帜，重新招兵买马，不过几年，又建成
了一只大部队，最终成了最后一个灭亡的侯国。

在《三国演义》中还有许许多多的好汉英雄：张飞的直爽、
张辽的执著、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巧用兵法等等等等。正是
这些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三国人物，刻画出了这本惊世骇
俗的《三国演义》。

今天，我读了《三国演义》一书，我受益匪浅。

《三国演义》是一部断代体古典名著小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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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看到的
是像“滚滚长江东逝水……”这一类脍炙人口的诗句，接着
引入正文。第一句话这样说到：“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这句话不无道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
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书中还有上百个



人物、无数的军事谋略，加上作者本身借着历史人物，来阐
述忠、教、仁、义、爱的道理，更是深中人心。它写的庸主
献帝、刘禅，无能之辈吕布、袁术、袁绍、刘表、刘璋，气
量狭隘的周瑜，长厚的鲁肃，勇者张飞、许楮、典韦，下至
因行间而贻笑千古的蒋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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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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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战败降敌而约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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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读过
《春秋》，刮骨疗毒不怕疼，斩颜良，诛文丑，几乎变得天
下无敌。他的所做所为值得我们学习。

封建统治时期需要忠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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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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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所
做所为给后人很深的印象。

现说曹操。曹操在《三国演义》中被称为奸雄，可能是因为
他的儿子篡了汉。他说刘备与他是并世英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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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还是
个实干家，曾经行刺董卓，矫诏聚诸侯讨伐董卓。这些使我
感到了曹操的伟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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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将古典名著《三国演义》读完了。《三国演义》，也称
《三国志通俗演义》或《三国志演义》，是一部长篇历史小
说，流传极广，影响很大。《三国演义》取材于东汉末年和
魏、蜀、吴三国的历史，从东汉末年的灵帝中平元年(公
元184年)，黄巾起义开始，一直叙写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
元280年)吴亡为止，差不多一个世纪。读完了这本书给我印
象最深的是其中的人物形象。

《三国演义》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共有1191人，其中武将436人，
文官等128人，其它176人。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智圣诸亮
和常山赵子龙。

我非常敬佩诸葛亮，因为他末卜先知，料事如神、用兵胜神、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善于用人、善于治国，他是智慧的化
身。他之所以这样，是由于他对具体情况善于进行调查、分
析的结果。如在火烧博望坡、火烧赤壁两大战斗中，诸葛亮
事先实地观察地形，调查对方兵力的部署，根据地形和客观
实际情况，制定了有利的作战方案，才“轻松”击败了敌人。
又如诸葛亮敢于使用“空城”，就是因为他对敌方将领的情
况作了分析，诸葛亮知道司马懿对自己“生平谨慎，必不弄
险”，从而利用马懿对自己长期形成的认识，采用了十
分“弄险”的疑兵之计，解除了危机。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到，
诸葛亮的正确判断，是在他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当我
读到这里，我不禁为诸葛亮提心吊胆，如果司马懿打进来怎
么办呢?当看完之后我村不住为诸葛亮捏了一把汗，我对他的
胆识和自信非常佩服。



我也非常敬佩赵云的勇敢和忠心。在长坂坡他为救后主，七
进七出。这充分体现了他的勇敢和忠心。有诗曰：“血染征
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古来冲阵扶危主，只有常山赵子
龙。”这正是他赤胆忠心的生动写照!你知道吗?在汉水时，
黄忠、张著被魏军围住，赵云前往救援。他挺枪骤马，杀入
重围，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那枪浑身上下，若舞梨花;
遍体纷纷，如飘瑞雪。赵云救出黄忠和张著回到营中。曹操
亲率大军而来，赵云只身在外;威风凛凛吓得曹军不敢向前，
最后赵云与埋伏的士兵一起进攻打败了曹操。有诗赞
曰：“昔日战长坂，威风犹未减。突阵显英雄，被围施勇敢。
鬼哭与神号，天惊并地惨：常山赵子龙，一身都是胆!”每次
读到这，我全身热血沸腾，就好像和赵云并肩作战一样，沉
浸在战斗的氛围里。他的勇敢只有一句话能形容----常山赵
子龙浑身。

三国演义高中读后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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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以三国时期魏、蜀、
吴三个统治集团相互斗争为主要描写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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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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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曹操。曹操在《三国演义》中被称为奸雄。他说刘备与
他是并世英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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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演义高中读后感篇三

读完厚厚的一本三国演义，不禁为历史的“分久必合，合久
必分”所赞叹。故事具有连续性，让人有一直想看下去的心



理，而且不会觉得枯燥乏味，使人有一种深陷其中，好像自
己也处在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的乱世之中。《三国演义》是
一本值得再看的好书，每阅读一次，就感觉多了一次不同的
体验。

三国演义中，我最熟悉的是关羽了，关羽降汉不降曹、过五
关斩六将，后来又在华容道义释曹操。他忠于故主，因战败
降敌而约好一知故主消息，便千里来投。我认为关羽虽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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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读了《春秋》，刮骨疗毒不怕疼，斩颜良，诛
文丑，几乎变得天下无敌。他的所做所为值得我们学习。

从关羽的性格特征中我们不难看出性格关系着成功。在现实
生活中，我们不需要忠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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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去面对人生吧！

诸葛亮，他熟知天文地理，足智多谋，且一生谨慎，鞠躬尽
瘁，为后人叹为观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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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常人所想不到，做不到的。我本以为诸葛亮应该相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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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说说曹操，曹操一生都属于十分大胆型的人物，也是十
分奸诈的。他误解了吕伯奢一家人，最后明知错了，还要继
续杀了吕伯奢，因其无情无义，陈宫便离他而去，曹操后来
还说了句耐人寻味的话：“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



我”。曹操给我的启示就是，做人不能太狡诈。

与曹操截然相反的一个人物就是刘备了，他以仁义当先，热
爱百姓。刘备一生的行为与曹操相反，曹操奸诈，刘备仁义。
刘备在落难时，还带着百姓逃命，他管理新野，或是徐州，
都是布施仁政，得到百姓的爱戴。

不过，曹操和刘备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非常注重人才，曹
操失了一个典韦，祭奠时他不哭自己曹家的人，独哭典韦。
刘备则更重视人才了，起初赵云并不是刘备的将军，但他十
分器重赵云，几次留他，后来终于归到了刘备门下，才使得
那个扶不起的阿斗两次脱险。刘备三顾茅庐更是成为聘用人
才的典范。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足之处，只有踏踏实实，仔仔细细的寻
找自己的过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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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演义高中读后感篇四

我佩服诸葛亮。他是智慧的化身他凭自己的材智是刘备得到
三分之一的天下，关于他的故事已是家喻户晓，如“草船借



箭”“空城计”“六出祁山”等，他的事迹就像天上的繁星
一样，数也数不完，每颗都炫耀夺目我除了佩服他的智慧外，
还佩服他的忠心。记得刘备在托孤之时说：“若此子能扶则
扶之，若此子无才，君可自取”，当时诸葛亮就跪在地上说：
“臣无以能及陛下知遇之恩矣”，最后诸葛亮六出祁山，直
至累死军营之中。只是我对他既有佩服，又有惋惜。

我佩服曹操。他被说的奸诈无比，其名言就是：“宁教我负
天下人，勿教天下人负我”。但我并不这样认为，由于我的
经验推断，曹操是一位能诗歌赋，具有远大理想的军事家和
诗人。其谋虑在三国中少有敌手，他曾进擒吕布灭袁术，败
袁绍破刘表，讨张绣等等事迹不可胜数。其诗赋也是一流，
《观沧海》等已选入了我们的语文课本，，《孟德新书》更
是军事家必读之书，我佩服曹操，佩服他的才华和军事才能，
可能他有时是很自私，但这都是统治者的毛病。

我佩服刘备。佩服他一生的经历，它能从一个乡下小孩成长
为三国之一的蜀国的统治者，这不全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也
有他的朋友的功劳，但其中主要原因是刘备的仁慈厚德和他
识人的本领。同时也有他独特的待人之道。记得在白帝城托
孤之时刘备曾对诸葛亮说：“马谡这个人不能大用。”结果
在北伐时，诸葛亮大用此人，导致第一次北伐失败。还有一
次，在赵云救阿斗之时，当赵云把阿斗递给刘备，刘备随手
把阿斗抛开，这让赵云感动了一生。我佩服刘备，佩服他的
识人才能。

我佩服孙权。他的相貌是我佩服的原因之一。碧眼紫须，他
的治国之道则和刘备、曹操不同，孙权是出于真心的，有一
次，他的手下周泰为保孙权出险境。身受多处伤，待回营时，
孙权当着文武百官面前，为周泰解下衣服，数他身上的伤疤，
有几处，就敬他几杯酒，最后，周泰被她灌醉，当时孙权的
眼眶都红了，文武百官无不感动。我佩服孙权，佩服他对手
下处于真心的爱。



从东汉末年至西晋初年，多少英雄事迹留芳百世，随着“青
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给我的阅读程序画上了一个完美
的句号。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从周朝以来
对于天下的定义，周末七国纷争，并入于秦。秦灭之后，楚、
汉对垒，又并于汉。汉朝高祖刘邦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
传至献帝，分为三国，最后三国归晋。而《三国演义》一书
就呈现给我们东汉末年分三国的史诗。

东汉末年，卖草鞋为生的落魄贵族刘备，与杀人在逃犯关羽，
屠户张飞结为兄弟，共创大业，三分天下时，刘备也占得一
席之地，文有伏龙凤雏，武有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五虎将
领，盘踞西蜀;宁可我负天下人莫教天下人负我的宦官之后曹
操，发展地方武装，拥兵自重，割据北魏成为乱世之枭雄;孙
坚之子孙权坐领父兄遗产占据东吴，威震江南，其四任都督：
周瑜鲁肃吕蒙陆逊，也各有千秋。

曹操以微弱之身，起兵靖难，讨董卓，伐袁术，杀吕布，降
张绣，灭袁绍，攻刘表。可谓雄极一时。刘备虽然兵力最弱，
可是他仁慈，所以有人缘，谁都喜欢他，他投靠的大哥最多：
公孙瓒，袁绍，曹操，刘表等等。可是后来诸葛孔明投靠他
后一切都改变了，他挺进了蜀域，有了根据地，开始发展兵
力，扩大地盘，雄霸西蜀，可是关羽败走麦城，被东吴所杀，
刘备大怒起兵，被陆逊火烧七百里连营，战败?亭，最后料得
白帝托孤。

在三国中我是最欣赏关羽的，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
古城相逢斩蔡阳，白马坡斩颜良诛文丑，忠勇过人最后却料
得父子被俘，斩首敌营。关公的一世英名在此画上了不圆满
的句号。

对于人才的求贤若渴,也是曹操值得欣赏的地方,曹操为了选
拔更多的人才,打破了依据封建德行和门弟高低任用官吏的标



准,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于公元22019年春天下了一道
《求贤令》.曹操在令中一开始就总结历史经验,认为自古以
来的开国皇帝和中兴之君,没有一个不是得到贤才和他共同来
治理好天下的,而所得的贤才,又往往不出里巷,这绝不是机遇,
而是当政的人求,访得来的.有鉴于此,曹操立足现实,指出现
在天下未定,正是求贤最迫切的时刻.他希望在左右的人不要
考虑出身,帮他把那些出身贫贱而被埋没的贤才发现和推举出
来,只要有才能就予以重用.后来,曹操于公元214和22019年又
下了两道《求贤令》,反复强调他在用人上"唯才是举"的方针.
他要求人事主管部门和各级地方官吏在选拔人才上,力戒求全
责备,即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也受有关系,只要真有才能就行.
经过一番努力,曹魏集中了大量人才,当时各地投奔到曹操门
下的人很多,形成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而且对于有才干
的人曹操还能做到不计前嫌,比如陈琳本来是袁绍的部下,曾
经替袁绍起草檄文,骂了曹操的祖宗三代.袁绍失败后,陈琳归
降曹操.曹操问他说:"你从前为袁绍写檄之,骂我一个人就可
以了,为什么要骂到我的祖宗三代,陈琳连忙谢罪.曹操爱惜他
的文才,不仅对他不处罪,还照样任用他。在这方面曹操无疑
是成功的。

和曹操对应的就是袁绍，袁绍与曹操大战官渡由于谋士田丰，
逢纪，许攸，郭图暗中相争，田丰进谏，袁绍不听而逢纪看
出这点，打田丰的小报告，田丰落狱，最后袁本处兵败官渡，
田丰自尽，而后袁绍病死，袁氏三兄弟明争暗斗为争政权。
最后全被曹操所杀。

从我读完《三国演义》后，不禁感叹中国文学艺术的渊源及
丰富、生动的魅力色彩!

《三国演义》主要讲了五个时段：黄巾起义、董卓掌权、群
雄争割、三分天下、三国归晋。

黄巾起义始于巨鹿人张角，因为看不惯朝x腐朽，因此发动黄
巾起义。而刘、关、张就此桃园结义，为朝廷效力。不久就



灭了黄巾军。刘备的力量也一天天强起来。

皇后的哥哥何进因为误信他人召了早有造反意思的董卓进京。
结果何进被十常侍杀后，董卓就掌权了。曹操曾想杀害董卓，
但不成功。董卓为拉拢人心，封袁绍为勃海太守，出让了赤
兔马给吕布。逼得诸侯联军抗董，虽然败军了，但最后也给
吕布所杀。

刘黄叔三顾茅庐后，请出“卧龙”诸葛亮。诸葛亮提出了联
吴抗曹等计划，使刘备的大业扎下了结实的基础。经过官渡
之战、赤壁之战，曹操灭了袁绍、吕布，吴、蜀也打退了曹
操。

曹操、刘备、孙权各据一方，曹操占据强大的北方，刘备占
据西蜀、荆州等，孙权占据江东。从而崛起吴、魏、蜀，三
分天下。

最后，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等逐渐去世。蜀、吴都归
降魏主司马炎，三国一统归西晋。

其中我最喜欢神机妙算的诸葛亮!因为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为刘备出谋划策，建功立业，使他独据一方，不愧为“卧
龙”。可惜与诸葛亮平等的的“凤雏”庞统不幸遇难落凤坡。

《三国演义》一书还教会了我许多做人的道理，使我受益匪
浅：在刘备起兵七十万水陆并进攻吴为关羽报仇时，张飞冲
动鞭打两个部将，在晚上两个怀恨在心的部将因一怒之下杀
死了酒醉未醒的张飞，一代虎将死于非命。也告诫了我不要
鲁莽行事，意气用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部书的人物形
象性格显露无遗、活灵活现，也说明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性格
好坏都不能隐埋，所以我们要改掉缺点，每件事做的更好!



三国演义高中读后感篇五

所谓三国演义，也就是三个国家，三个集团的人物的一
出“演义”大戏，这与水水浒传有相同之处，本站小编特意
为大家提供了三国演义高中读后感1500字，喜欢请点赞。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一开头，就把
人带进了那三国鼎立，谁与争锋的时代，心情也激动了不少。
《三国演义》里又感人，有毒辣，有激烈……读之不禁让人
拍手叫好。

是的说起三国演义，每个人第一想到的就是“宴桃源豪杰三
结义”。“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
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脂”的刘备;“身长九尺，鬢长两尺，
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的关羽;“身八尺，
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笨马”的张飞。这三
位豪杰一聚首，一结拜，是小说生动了不少，才引出后文一
大堆精彩情节，读到后来，认为刘备这大哥当对了，虽无关
张二人之勇，却有沉着稳重之势，才能“三顾茅庐”请到那
神机妙算料事如神的诸葛亮。

在“孔明用智激周瑜，孙权决计破曹操”这一回，让我不得
不佩服诸葛亮的聪明才智，周瑜好歹也是孙权的军师，竟中
了诸葛亮的雕虫小技，让孙权心甘情愿帮刘破曹，看来真是
英雄难过美人关，周瑜为了小乔，孙权为了大乔，不让曹操
夺走，甘愿与曹对立，这也告诉我了一个道理：学习只有上
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间还得了解空气，才能让别人心甘情
愿依着你。周瑜不愧是周瑜，后来发现自己中了计，才咬牙
切齿，深知诸葛亮不可小视，三番五次的相知诸葛亮于死地，
让他三天找来十万支箭，周瑜认为这样可以难倒孔明，终于
可以光明正大的以除后患，没想到他的计谋还是被诸葛亮料
到，才有了“用奇谋孔明借箭”，诸葛亮就是诸葛亮借天气
是曹操面红耳赤，诸葛亮这一借可谓借出了本事，不禁让我



这个读者赞叹不已，也让周瑜佩服不已。因此，两人共商破
曹大计，那就是“献密计黄盖受刑”。为了吴国，这位忠心
的老将甘愿北大一百脊杖，五十棍，看着书中黄盖皮开肉绽，
鲜血迸流，昏厥几次，我早已热泪盈眶，为这位忠臣鼓掌，
正是“勇将轻身思报主，谋臣为国有同心。”

最精彩的想必是“七星坛诸葛祭风，三江口周瑜纵火”
的“赤壁之战”这一火攻，更是使曹军大败而归，连曹操都
险些丧命，幸亏有几位大将竭力保护，才带着残兵突出重围，
这一仗让我觉得打得真好，痛快人心，看到曹操逃亡在诸葛
亮智算的华容道上，几次大笑诸葛亮愚蠢，这时伏兵一拥而
上的情景时，我难免有些不解：诸葛亮难到连伏兵突击的时
间都算准了吗?仿佛曹操被捕的局面已定，是关键时刻关羽还
是放了曹操，也许是天注定要饶曹一死吧，只能无奈!

最后的”降孙皓三分归统一“，也许是较完美的结局吧，司
马懿所在的魏国，最后还是统一了三国，完成霸业么仍在刘
备曹操孙权时期，可谓是不相上下，有赢有输，有悲有喜，
但无论怎么说，还是曹操曾统治的魏国打了胜仗，自此三国
归于晋帝司马炎，为一统之基矣。此所谓”天下大势，合久
必分，分久必合“者矣。

合上全书，有太多吐不尽的感受，我也曾想，刘备如果没有
诸葛亮，孙权如果没有周瑜的局面又是怎样?因此，我还是很
欣赏不受众人欢迎的曹操。被称为”曹贼“不仅是因为杀了
太多无辜的人，更是因为那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
人负我“的”名言“。所以”乱世之奸雄“的评价，几乎成
了他的盖棺定论。身边虽然没有像诸葛亮、周瑜一般的谋士，
却有自己的大智，想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策。而曹操
自己的说法却是”奉天子以令诸侯“，不管是”挟天子“还
是”奉天子“，曹操都用了”智“。即使是生命垂危，也依
然关心妻子儿女。不管曹操是”枭雄“还是”奸雄“，他都
有自己的个性。



魏、蜀、吴这三国，曹、刘、孙这三人，注定得同时出现，
哪怕是少了一国、一人，都会显得索然无味。明争暗斗，三
国争锋，才是这本书的最大亮点，刘备的”仁“;孙权的”
贵“;曹操的”智“在《三国演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局面，也是最为精彩的一点。

读三国演义，评天下大势。

我是在看了不知多少遍电视剧《三国演义》之后，实在忍不
住才看这本小说的。之后又借了《三国志》，并看了《晋书》
中年代较早，与三国相关的一些人物的纪传。感觉《三国志》
带给人一个充斥着虚伪与狡诈的乱世，电视剧带给男生们战
场杀敌的遐想，而《三国演义》，是文人的书。很遗憾的是，
我一直没能弄到《三国志平话》，来看看什么是老百姓的书。

《三国演义》吸引了太多的人。我认为，这首先要归功于它
的语言。虽然比不上清朝的《三侠五义》《儒林外史》等书
口语化，但它的语言介于古白话和文言之间，大家都看的懂。
在当时，写小说对于文人们来说，是一件难等大雅之堂的事
情，一切正式文体都必须用文言，用白话或者口语来写作，
就更会为同行所讥笑。以至于到了乾隆年间，小说以及这种
语言都已经发展得颇为成熟，纪昀在写《阅微草堂笔记》，
讲故事的时候，还坚持用文言。在这种情况下，《三国演义》
能通过通俗的语言展现在读者面前，就更加难能可贵。

说到语言，我以为这本小说的语言并非尽善尽美，显然缺乏
后期的修改和润色。很多地方照抄《三国志》《晋书》或其
注解，比如刘备第一次出场一段，比如诸葛亮隆中对一段，
又比如张温问秦宓一段……这样的文言文夹在小说之中，未
免会给读者生涩、突兀之感。

另一个让《三国演义》吸引众人的原因，是它的剧情丝丝入
扣，脉络清晰流畅。从立献帝，到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三
分天下，六出祁山，钟会伐蜀，剧情梗概十分明了。我估计



如果作者写个《五代十国演义》，大约没什么人会看的滋滋
有味，因为五代十国人物太多，事件太过繁杂，君主又大多
是短命鬼，难以找到文学作品所需要的、可以集中笔墨的焦
点。《三国演义》好就好在它是”三“，而且仅仅是”
三“。”三“是鼎足的数目，在几何里是最稳定的形状，在
有机化学里却又是最嬗变的数量。上可以合纵连横，下可以
分而治之，其中微妙关系，一言难尽。在剧情这一点上，
《三国演义》非常巧妙地利用了《三国志》，但凡大关节，
大战役处，丝毫未改(赤壁之战中固然有意地提高了刘备一方
的影响力，但那是为突出主角需要，也是文学作品种中常用
的手法，毕竟文学不是历史，也并没有影响到大局)。最精彩
的、最扣人心弦、最严密的情节往往只能是真是发生过的事
情。这一点，是很难编造的。

让这本小说吸引人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其中人物鲜明的
性格。当然这也得益于该书的选材。三国时间跨度不长，上
下不过两三代人，容易从中选出主要角色重点刻画。如果像
同类小说《东周列国志》，上下五百余年，凡一百零八回，
平均下来，最重要的角色也不过出场十回就”寿终正寝“了。
人物难以集中表现，自然会削弱其性格特征。

关于《三国演义》人物的性格，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刘备。这
个人物在《三国志》里面是乱世枭雄一类的人，有野心，有
干劲，有胆识，有智慧。这样的性格，正符合他一方诸侯的
身份。到了《三国演义》，他却摇身一变，成了文武周公一
类的人物。仔细看小说，就能发现，作者对刘备的描写有这
样几个特点。其一，对于刘备做的不太光彩的事情，作者要
么不加评论，要么用冠冕堂皇的文字遮掩过去。比如刘备劝
曹操杀他的前主子吕布，作者便说吕布是三姓家奴。对于刘
备先后投靠公孙瓒、吕布、曹操、刘表、刘璋，并强占他们
的地盘等等的事实，则很少评论，偶尔一句，便以他是真命
天子，原不该屈居人下略过。其实坐在树下说树荫是车盖、
我以后要做皇帝之类的话，很多孩子都说过，并不能成为”
天命所在“的证据。据调查，美国有80%的孩子在八岁的时候



认为自己以后会做总统。我们小学毕业的班会上，老师问大
家以后想做什么，有一个同学说联合国秘书长，两个说，一
个说国务院，其余高官暂且不算。其二，作者有意安排刘备
做一些典型的文武周公做的仁政爱民的事情，如携民渡江，
摔孩子，不愿称帝之类。

作者有意要塑造一个圣主贤臣的清明朝廷，这是可以理解的。
罗贯中生活在一个元末明初乱世之中，作为熟读圣人之教的
文人，很容易产生对清明政治的向往。同时，这种向往又往
往是寄托在君主身上的，由圣主而有贤臣，由贤臣而有仁政，
由仁政而有文人坦荡的仕途。那时的知识分子往往如此，很
少有人能跳出来。即使受了重大打击，无法再相信那些所谓
的”肉食者谋“，他们也情愿选择逃避，而极少想到自己出
头。如后世顾炎武之类的大学者，反清之业也不过是灰烬上
最后的一点点火星，难成大势。

我在《三国演义》里看到了征战沙场的荣光，看到了未出茅
庐而知天下三分的热血在山林，看到了”孤一旦去位，不知
几人为王，几人为帝“的骄傲。我以为，这才是一个群雄割
据的时代能带给我们的激情。

五千年的古代中国，留下了五千年的璀璨文明，在这璀璨的
文明之下，积淀了独到且深厚的文化，其中中国古代文学在
我国的文化中尤为突出，而流芳百世的四大名著却像星空中
的北斗七星，闪耀在千千万万惊奇的人们眼前。

四部名著虽大，但与中国有史以来人们所创作下的作品实际
上是微不足道的，所谓四大名著，在我看来，仅仅是因为它
在历史上曾被多人多个阶层拜读过而已。在为世人所津津乐
道的四大名著之中，想必《三国演义》是最受平民欢迎，也
是最受年轻人欢迎的古典名著，时光走过数百年，自人们从
枯燥无味的文言文中解放出来，人们所涉猎的书籍可谓是千
奇百怪，五花八门，有人说《西游记》太过空虚，不实际，
有人说《水浒传》充满了大男子主义，没有文学韵味，有人说



《红楼梦》太过婆妈，一时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只有《三
国演义》为万千大众所青睐，尽管依然有反对之声，说它只
不过是迥异于《三国志》的小小野史，可大多数人们仍然在
读它，品味着它，总之，穿越数千年，《三国演义》经受住
了历史的严峻考验，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乃至外国文学史的宠
儿。

从表面上理解，所谓三国演义，也就是三个国家，三个集团
的人物的一出“演义”大戏，这与水水浒传有相同之处，
《三国演义》正是有一个又一个的像关羽这样的豪迈英雄，
一个又一个像曹操这般的奸诈枭雄，一个又一个的像诸葛亮
一般的济世奇才所组成的书，所谓声势浩大的赤壁之战，唇
枪舌剑的舌战群儒，也不过是逢场作戏的配角，不过是过眼
烟云罢了，其真正的诱人之处在于其中形形色色的各路英雄。
整本书读完，仿佛与刚这千千万万的人物一一握手一般，我
看见了张飞的勇猛，关羽的正义凛然，曹操的奸诈，孙权的
老谋深算，然而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不只是这些，最令人瞠
目结舌，最令人惊叹不已的要算是著有“卧龙”之称的诸葛
亮了，或许在看过司马懿，许庶，庞统的奇才大略之后，诸
葛亮那为世人所不及的用兵神计依然可以给我们以无限的新
鲜感，可是这样读过《三国演义》之后未免令人产生了
审“才”疲劳，读多了反而会令人产生厌倦感，失去了一读
再读的兴趣，相反，诺我们从诸葛亮在刘备一手缔造的集团
之中的为官之道之处细细品味，不禁会有“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自刘备有幸结识了关羽，张飞，三人结义之后，在“复兴汉
室”的艰辛道路上倍感心有余而力不足，寄人篱下的他，虽
然有英勇无比的关张两兄弟的鼎力相助，可仍然感觉需要一
名助手，可他一没权，二没钱，三没势，又怎么会有人投靠
呢?可上帝给每一位渴求贤才的“军阀”们开了一个巨大的玩
笑，将诸葛亮这位济世奇才送给了这位穷困潦倒的“没落皇
叔”，虽然，刘备毕恭毕敬地从穷得响叮当山沟里请来了这
位军师，对其信任有嘉，可是在刘备这个用“血缘关系”堆



积起来的大山之中，外人想要大展拳脚可谓是难中之难，像
孙乾，魏延这样的人才不是被冷落一旁就是被铲除，心细的
诸葛亮又怎么不会想到这一点，不同于其他的贤才投奔明主
那般着急，立马就投奔他人帐下，临走时还细细嘱咐弟弟要
尽心管理家务，好像到了将来要告老还乡，对刘备手中那前
途无量的“家业”没有丝毫贪欲一般，也不同与其他一些人，
在功成名就之后好大喜功，还威胁主上的统治，最后被当作
威胁被铲除，诸葛亮不仅在刘备这个巨大的宗亲集团中始终
以一个助手的姿态做事，也不在刘备的眼皮底下拉帮结派，
不管是有意无意，恐怕将来刘备在肃清内奸时绝对不会将麻
烦降到诸葛亮的头上，不象历史上一些功高盖主的人，忠心
为主子服务，最终却落得被杀的下场，不然在刘备临终托孤
之时有怎么会毫不犹豫地将自己辛苦经营一世的蜀国交付于
诸葛亮一个外人，而又不将其交给关羽张飞这两个一同出生
入死的骨肉兄弟或是他们的后代呢?当然，幼主幼小无能，好
吃喝玩乐这是刘备早已看在眼里的事，他无法信任这样一位
昏庸的幼主才将大壁江山交与诸葛亮也是原因之一，但诸葛
亮勤勉一世为刘备打下江山，以及他别具一格的为官之道，
让刘备不忍心也不敢怀疑他的“诸葛先生”有任何不二企图，
在这布满了重重困难的为官之道上，诸葛亮得以尽情释放他
的才华，而又进退自如，最终功成名就的真正原因正是在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