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明朝那些事朱元璋读后感(通用6
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
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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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那些事朱元璋读后感篇一

最近在读史书，《明朝的那些事儿》曾在网络红红火火，这
两天在看朱元璋卷。作者的写法，其实我并不是很感冒，阅
读的感觉像是鸡肋。对人物只能有个骨架，并不丰满。为了
恶补一下自己的历史知识，所以也就读了下去。

读罢，感触良多，结合最近读的《曾国潘》，真正明白伴君
如伴虎。朱重八——朱元璋，幼年放牛，少年做和尚，后时
势造英雄当上了皇帝！最记得朱元璋的名言——要么不做，
做了就做绝！只能共患难，不能共享福！称帝后的朱元璋把
建明的功臣一一剃了头，名将——刘基、李善长、蓝玉等一
一都在他的屠刀下丧命；胡惟庸案牵连上万人，一一杀尽；
空印案牵连上三万官员，一律杀无赦；官不论多少一律杀无
赦。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真正在明朝，当官成了高危职业。
官员们每天上朝，都要在家门口举行仪式，抱抱妻儿，交待
后事，然后诀别而去，散朝的时候，家人在门口等着，如果
看到活人回家，就会庆祝一番——今天又多活了一回！恐怖！
悲哀！

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建立了完备的法律——《大明律》
及《大诰》，《大诰》属判例法。为普及法律知识，朱元璋
确实花了一番心思，规定如果犯罪之人，如果家中有《大诰》
此书，则罪轻一等，如果则罪重一等，如此家中人人放一本，
以防身。为防官员，他设立锦衣卫。锦衣卫有特殊的权力，



只效忠于朱元璋一人，逮捕人不受任何阻拦，重权在握，大
臣家中一旦出现锦衣卫，就意味着一去不复返！

朱元璋为稳固帝业，肃清了周边的一切威胁，滥杀了无数无
辜，也可以说滥杀了无数社会的精英。社会底层的农民也许
是最远离官场是非，分得了田地，因此认真耕作起来，因此
渐渐农业出现了繁荣之景！

记得罗杰斯给女儿的箴言：多学习历史，因为历史会重演！
朱元璋从一个寒门子弟成就霸业，最后把一路成就他霸业的
功臣一一铲除，这样的历史在中国真的一再重演！人性，可
怕可怕！

明朝那些事朱元璋读后感篇二

开始看这洋洋洒洒的八本巨著的时候，心里倒是忐忑，作为
上班族不知何时能够看完，担心翻了几面就索然无味，反反
复复，停停走走间，听+看，翻完了这本书所呈现的明朝光怪
陆离的风景。

回想那些看书的听书的时间，心情是起伏的，仿佛瞬间飞回
几百年前，心脉都和那个时代紧紧相贴，纠结、悱恻、释然、
肃敬……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和厚重感给了讲故事的人以发挥
的空间，同时本着严谨的史学态度也觉得身上担重千钧，字
里行间，首先是对作者严谨考据学术精神的敬佩，在此表达
作为普通读者的敬意，毕竟胡说之书太多，在各种平台充斥
的戏说架空之类的文字间，想寻得一点点踏实的文字是何等
不易。

上次购得了心心念念的王仲荦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精
装厚厚的一本，看了前言，已经被作者十几年集书一本，俯
首研著的态度所感动，先生已故去，这本著作在很多读者心
中都占据着沉甸甸的分量，我想，真正好的历史类书籍还是



要作者将自己研学的精神秉性融于这看起来铅字冷硬的字里
行间，在看似不动声色间看花飞花落花满天，独自凭栏，历
史是寂寞的，历史书更是要一个人静下心来读。默默咀嚼这
份细腻抑或粗粒的质感，像树木在自然界去感受阳光雨露。

一个朝代的事情毕竟太庞杂，感觉真是说来话长。如果按照
时间顺序，难免是流水账，无非是某年某月某日新皇帝登基，
某年某月某日皇帝薨，某年某月发生了什么历史大事，某年
某月一个重要的人物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在《明朝那些事
儿》里，很多原先被教科书钉成钉子的人设被连根拔起，文
人的风骨武将的胆怯，历史的长袍过处到处都是尘土。

做一个合格的说故事的人，不是一开始就给这个故事定性，
这是一个he还是be，而是忠实于故事本身，不越矩，不添油加
醋，能锦上添花那是更好。当然还是能看出作者在写故事时
候的爱憎与情绪的，但不影响这本书本身的作为好看历史书
的本质吸引力，抖一抖虽然有灰尘，但瑕不掩瑜。

明朝那些事朱元璋读后感篇三

最近我看了一套非常有趣的书《明朝那些事儿》，这套书获
得了当当网“终身五星级最佳图书”。这套书共有七本，
从“淮右布衣”朱重八（朱元璋）开始，把明朝各个皇帝以
及明朝重要历史人物都写了个遍。

表面上看，这是一部写史的书，但实际上这套书写的是人性，
是人心。作者当年明月强调“写史即写人，写人即写心”，
因此从这套书中可以看到人性的善恶丑美。观古思今，人性
相通，读明代之人物，思今世之人性，这是这套书第一个不
同于其他史书之处。

这套书第二个鲜明的特点是语言生动活泼，幽默风趣。作者
时不时调侃一番，让沉默的历史跃然纸上。比如说朱元璋当
上皇帝后，把帮他打天下的功臣都封了爵，作者把封爵比喻



成铁券，但拿到铁券也不一定是好事，作者说：“因为据有
关部门统计，拿到这张铁券的人80%以上都会由朱元璋同志额
外附送一张阴曹地府的观光游览券。此外还附有特别说明：
单程票，适用于全家老小，可反复使用，不限人数。”

这套书的第三个特点是深入浅出。比如说在讲朱元璋废除丞
相时，书中提到了分权制衡理论，这个看起来非常高大上的
理论，经过作者简单的比喻而变得非常易懂。作者把皇帝与
大臣的关系比作拔河，他们分别向自己的方向拉。朱元璋废
除了宰相，于是大臣的力量遭到了大大的削弱，原本平衡的
力量遭到了破坏。朱元璋把大臣们拉得东倒西歪，并宣布他
们被解雇了，然后拿着那根绳子回家晾衣服，这样一些看似
深奥的东西被作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写了出来，又清晰又透
彻。

这套书的第四个特点，就是在写历史人物时，会全方面、多
维度的评价一个人，不随波逐流，也不随便给人物贴标签，
说的好人都完美无瑕，坏人都一无是处。比如对于喜爱游山
玩水的皇帝朱厚照先生，大部分人都认为他昏庸荒唐，这也
没错，他确实不是什么敬业的劳动者，但作者认为，他只不
过是一个希望自由自在度过一生的人，他一点也不残忍，是
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只是他身不由己的选错了职业。但历史
证明，好人一般当不了好皇帝。作为人，他是正常的；作为
皇帝，他是不正常的。悲夫，何苦为天子！

这套书是由一个个鲜活的、有血有肉的人物组成的，是由一
个个扣人心弦的历史故事组成的，是由人间各种简单又复杂
的情感组成的。读这套书时，你会感动高潮迭起，欲罢不能！

明朝那些事朱元璋读后感篇四

我最近阅读了《明朝那些事儿》这本书，十分喜爱这部书。
作者对人物的刻画入木三分，对斗争的描述淋漓尽致，对情
节的把握炉火纯青，真的很令我钦佩。在书中，最令我印象



深刻的就是朱元璋了，一个出身于农民世家的人，竟然能成
功当上皇帝。

朱元璋小时候深受元朝的腐败统治之苦，家中十分贫苦，在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中，大概是唯一的一无所有的贫农，是通
过造反才拥有了天下。放牛、做乞丐、做和尚、造反、做皇
帝，一份十分简单的简历。没受过教育，却能直接带领千军
万马争夺王位，是个军事天才，也是个人事管理天才。对于
这种情况，我有自己的看法：平静的湖面，练不出不畏风浪
的水手；安逸的环境，造不出时代的伟人；宁静的世界，找
不出真正的英雄，朱元璋就是在如此恶劣的情况下，成为一
个伟大的霸主。正是青少年时期的艰苦经历磨炼了朱元璋，
使他变得老成而有心计。

朱元璋最令我佩服的是他的各种本领：果断、让朱元璋能在
危险的情况下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坚持、能让他在僵持时打
破僵局；冷静、能让他有准确的策略。这三样宝物、合起来，
能让你在战场上完美地指挥出应敌的方法，假如任何事中，
都具备果断、冷静和坚持会让你在困境中发现机会。在这三
个本领前，相信无论怎样的困难都回迎刃而解，最后将登上
成功的彼岸。

朱元璋还教会了我自信，他曾经说过“我相信我是对的”。
在通往胜利之门的路上，你会捡到很多钥匙，这些钥匙有的
古色古香，有的金光闪闪，但只有一把才能打开那扇胜利之
门。当你引领大军作战，当百万生灵的一切掌握在你的手中，
当你只有一次尝试的机会，没有多少人能不紧张，而在战争
中，只有一个时机是最适合的，如果失败了，你将失去一切。
但朱元璋却在关键时刻毫不紧张，他相信了自己的决定，是
自信，使他一步一步地走向皇位。

读一本好书就像和一个高尚的人说话，我读了《明朝那些事
儿》后，朱元璋成为了我生活中的老师，他教会了我果断、
冷静、坚持、自信等等必会的本领，他仿佛和我说：乱世之



中本身是没有天才，但只要有了各种本领，你就是一定会成
功，本领能助你登上成功的高峰。

明朝那些事朱元璋读后感篇五

对于明朝灭亡，起初我很不理解。因为从兵力上看，清兵只
有二十几万，李自成军队有一百多万，但明朝却拥有二百多
万大军，而且还有关宁铁骑、秦兵和天雄兵这样厉害的兵种。
后来我一查看地图才发现，自从皇太极占领辽东一带后，明
朝的很多地方已经失守了。

如果朱棣（明太祖朱元璋的四儿子）不迁都到北京，还待在
南京的话，明朝也没戏。因为当时的河南正闹灾荒，李自成
在那招了十三万兵马，这给明朝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再看兵种，皇太极的骑兵跟明朝最厉害的关宁铁骑实力相差
无几。李自成的兵种虽然不厉害，但是崇祯时，收税太多，
导致很多人都加入了李自成的军队。

后来明朝的二百五十万大军败退，在南京建都。（李自成在
跟清军斗，当时没顾得上南明）。小福王做了皇帝，统治南
明。这位小福王，其实就是福王的儿子，而福王就是万厉的
儿子，为郑贵妇所生，万厉极为宠爱福王，但由于他不是太
子，就封他个福王的称号。福王特别爱吃，都有三百多斤了，
他还是个守财奴。这位小福王跟他爸爸差不多，都十分昏庸。
所以左良玉不干了，这么烂的主，他可不想跟着卖命。于是
左良玉举起了造反的大旗。

再说皇太极灭了李自成后，军队实力更加强大，在皇太极和
左良玉的攻击下，南明最终灭亡。从朱元璋1368年建立大明
起到1683年南明灭亡，共计三百一十五年。



明朝那些事朱元璋读后感篇六

最近，我读了一系列的书，叫做《明朝那些事儿》。顾名思
义，这是一本讲明朝历史的书。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介绍
这本书的第一卷。第一卷讲述了明太祖朱元璋开国的艰苦过
程。朱元璋与陈友谅的鄱阳湖大决战，火光冲天，气势非凡。
更有徐达、常遇春这些常胜将军帮助朱元璋打败张士诚以及
大明最大的对手——北元。他们不仅是武力的较量，还有谋
士刘基帮助朱元璋出谋划策，更彻底的打败了元朝。

因为在朱元璋小时候，他的父母就是被那些贪污受贿的人害
死的，所以在朱元璋当皇帝的那段期间，贪污的人都要严惩，
甚至处死，每次有了一个新的大案件，都要处死很多人。正
因为这样，许多官都不想做了，但是这又是造谣朝廷，罪加
一等。于是有人开始装疯，特别在洪武四大案的期间，装疯
的人更加多了。下面，我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骇人听闻
的洪武四大案：

胡惟庸案件：因为朱元璋借口说胡惟庸谋反，所以把胡惟庸
以及他的同党还有未经过证实是胡惟庸的同党的一些好人全
都杀了。

空印案：朝廷每年都要到各个省对账，而对的帐错了一个数
字就要重对，还要盖上印才有效。因此，大家就想了一个办
法——把盖过印的空白文册带过去对。朱元璋发现了，又杀
了很多人。

郭恒案：郭恒将太平、镇江等府的赋税私吞了；他私吞了浙
西秋粮四百五十万石中的二百多万石；他在征收赋税时，创
造性的多征收了水脚钱、车脚钱、口食钱、库子钱等。算出
来，他和他的同党一共贪污了两千四百多万石粮食。这次朱
元璋杀了三万多人，一个部里最多只剩下三个人。

蓝玉案：朱元璋说蓝玉要谋反，共杀了一万五千多人。



在整本书的最后，是朱棣不满朱元璋把皇位封给了朱允炆，
发起的靖难之役，最终夺得了皇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