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秦帝国读书心得体会(优质8篇)
学习心得是我对所学知识的一种回顾和总结，有助于巩固学
习成果。在下面的范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作者对于同一
本书的不同理解，这些读书心得或许能够为您的写作提供一
些建议和借鉴。

大秦帝国读书心得体会篇一

大秦这部书最早在大学图书馆发现，看了几章就刹不住车了。
很好看，很精彩。作为历史演义，50年无出其右。但是可能
碍于笔力，越往后感觉越读不下去。目前最钟爱的一部，也
就是黑色裂变了。严格来说，这不是一部小说，这是六部小
说，因为一朝天子一朝臣，没有那种从始而终的感觉，可能
这就是不可抗拒的瑕疵。三国演义从头到尾都是刘关张孙曹，
给人的感觉就会比较完整。可能不爱读的人是卡在这了。

另外，很多书友给三星以下，查看了一下，大多是女书友，
所指摘的无非是人物刻画粗糙，文字功底不行之类的。这我
个人都是不认同的。粗糙吗？或许用简单更好一些。简单、
分明。文字功底差吗，其实不算差，具体我也懒得说为什么。
说差的可能平时读的都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之类的言情
书吧。历史演义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假如能到体会书之精神
的境界，你就能发觉这部书的好。

基本上来说，女孩子不适合读大秦。还是多看看女频的书吧。

大秦帝国读书心得体会篇二

花了几个月时间，终于读完孙皓晖先生时间创作的500万字巨作
《大秦帝国》，本书重现了秦帝国崛起于铁血列强之林的历
史，重塑了那个时代的刚健质朴、创新求实的精神。阅读中
一次次地被感染、被触动，不禁与书中人物同呼吸、共命运，
不禁神往那个百家争鸣、诸子争锋的精彩时代，不禁感叹以



秦帝国为代表的伟大的中华精神和原生文明。通读下来，最
深刻的印象有两点：

法制是秦帝国的立国之本。商鞅变法后的秦国，首先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法治国家，完善的法制是秦国的立国之本，除了
立法精准、全面，秦国执法之严格，令人震惊，其严格程度
比之当前的法治国家，又过之而无不及，且贵贱不论，一视
同仁。

联系当前中国的种种执法不严，可能源于汉武帝之后推行两
千年之久的独尊的儒家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
尊重法治的`同时可能也会同时纵容很多例外情况。

大秦帝国读书心得体会篇三

作者孙皓晖创作这套书的态度是严肃的，因为他是将之作为
一部学术著作来写的，作者并不是追赶时下架空历史胡编乱
造的穿越剧的潮流而写的，而是有野心，有大目标而创作这
部书的，所以，书中的历史大事件是可信的。

孙皓晖是严肃的作家、学者。身为陕西“老秦人”，他对秦
文明一直做着深入的研究。在多年深入的研究中，他发现，
秦朝的历史被泼的脏水太多，不但让人看不清它的真面貌，
更是严重低估了它的历史功绩，他认为：大秦帝国才是中国
文明的正源，是中国文明的原生文明，是中国文明的dna。而
这样辉煌的文明，千百年来却一直背着“狼虎之秦”、“暴
秦”的骂名。孙皓晖决定为大秦帝国正名。

在《大秦帝国》的序言中，他说：

“秦为何物?老百姓还是不甚了了。即或在知识阶层，能够大
体说叨秦帝国来龙去脉与基本功绩的，也是凤毛麟角。

于是，就有了将秦帝国说叨清楚的冲动。



在漫长艰苦的写作中，这种冲动已经慢慢淡了下来，化成一
个简单的愿望——将事实展现出来，让人们自己去判断。”

那么，小说写了些什么故事呢?

全书共分为《黑色裂变》《国命纵横》《金戈铁马》《阳谋
春秋》《铁血文明》《帝国烽烟》六部，写的是在礼崩乐坏、
群雄逐鹿的战国初年，面临亡国之祸的秦国在列强环伺之下，
崛起于铁血竞争的群雄列强之林。从秦孝公开始，任用商鞅
变法，筚路蓝缕、彻底变革、崇尚法制、统一政令，历一百
六十余年、七代领袖坚定不移地努力追求，才完成了一场伟
大的帝国革命，扫六合而一统天下，建立起一个强大统一的
帝国，最后，又在短短的时间内轰然倒塌，灰飞烟灭的全过
程。

公众号：顺德德胜小学嘉荷文学社

大秦帝国读书心得体会篇四

大秦帝国这本书看了不下六遍（电视剧没看过），不仅仅因
为我是陕西人，对秦帝国的亲切感，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做
企业管理咨询的朋友说，这是当年他们入行要读的第一本书，
而且是教科书般的存在！全书讲述了从秦孝公商鞅变法开始，
直到秦二世乱政亡国的一百六十余年间，秦国由弱变强，统
一中国，又迅速灭亡的故事。从书中，我们见证了秦国从一
穷二白、列强环伺之下，变法图强。经过了几代君臣的不懈
努力，最终扫清六合，统治八荒的艰辛与悲壮。然而，从始
皇帝建立帝国到帝国崩塌，只用了十五年。

理据一、大秦帝国里一句话贯穿始终：“赳赳老秦共赴国
难”。每次听到这句话内心油然而起一股力量，如同“今天
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如同“生于忧患死于安
乐”，满满色负面力量推动自己向前！



理据二、赳赳老秦共赴国难，背后带来的是一股力量，一股
精神，是老秦人团结向前，共赴国难的精神！大家都知道六
号喜欢团队协助，有团队，有力量，安全。

理据三、从商鞅到李斯，大秦帝国一直在变法，法者规矩也！
有规矩有规范，不会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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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读书心得体会篇五

《大秦帝国》并不是只有这些纯粹的历史剧情，更多的是为
我们展现了那段磅礴历史的百科全书。从卫鞅变法的宗旨内
容、白起的战事分析、苏秦张仪的纵横之道，到秦始皇的大
一统事业，如三公九卿制、郡县制、井田制等，为我们揭示
了这段历史的详细细节，让我感觉这分明是一部十分完善
的“历史小说教科书”。

孙皓晖在《大秦帝国》中的写作手法也令人心醉。无论是不
同人物的说话风格，还是每个人物心中的一念一想，他都给
刻画得淋漓尽致，将一位位当世豪杰都描写得活灵活现，让
这些尘封许久的历史不再枯燥无味，反而让我们犹如身临其



境一般，我们为秦国的逐步崛起、强大而兴奋，为山东六国
的不断没落、灭亡而惋惜。

《大秦帝国》如此引人入胜，我也花费了将近整个假期去咀
嚼消化，细细品味。而作者孙皓晖为写这部书，从43岁到59
岁，整整十六年，他将自己生命中最珍贵、最年富力强的时
光奉献给了这部书。感谢孙皓晖写下了这部宏大的历史巨著，
不仅让大秦帝国的文化精神在世人面前得到应有的辉煌展现，
而且也让我的阅读境界提升了一个层次，更上了一层楼!

大秦帝国读书心得体会篇六

经史合参，作者很诙谐地还原了春秋战国的历史实况，循循
善诱，读之，犹如一次真实版的《寻秦记》。

出于对秦汉历史的偏爱，大部分关于这段历史的影视作品、
小说书籍、经史子集都会读些。前段时间才看完《大秦帝国》
之裂变和纵横，“赳赳老秦，共赴国难”，很有感触。大秦
帝国，野蛮生长，跟着作者幽默的笔调，再次走近大秦，对
宗法文化、礼乐制度、高度集权的郡县制、人力资源理念等，
很佩服其独特的视觉和见解；对人心人性剖析，也极为到位。
也对夫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流离失所有更深的认识，“八佾
舞于庭”、“知其不可而为之”等不再是简单的语句。

历史不为师，历史还在不断重演，没有切肤之痛，历史极其
遥远。

《大秦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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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读书心得体会篇七

商鞅变法废除封地，从根本上取消了国中之国，最大限度的
中央集权，从此将一个结构松散的氏族联盟变成了一个以王
权为中心的结构紧密的国家机构。设置郡县，由中央直接领
导地方，这样如臂使指，政令统一，在最大程度上团结了整
个国家的力量。

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均分田地，变革了生产资料的从属关系，
使耕者有其田，使劳者享其实。生产关系的变革彻底的激发
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这一重大变革致使原本疲民流窜、
私斗成风的老秦人将全部的精力用在农业生产上。商鞅第一
次变法仅仅两年的时间秦国就彻底改变了饿殍遍地的惨状，
能做到户有余粮，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商鞅变法废除隶籍，数以百万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奴隶得以
解放，从此奴隶可以分得土地，可以参军立功。这一变革让
数以百万计的奴隶由社会**的隐忧变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强
大动力，更变成了秦国军事上源源不断的兵力来源。

大秦帝国读书心得体会篇八

花了一百五十个小时看完这本，收获和感想还是很大的，尤
其是对战国时期的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知。本书开篇主
线故事由秦、魏“少梁之战【公元前362年】”始，至秦、项羽
“巨鹿之战【公元前2】”止，用了500万字讲述了这150多年
的主要事迹。个人感觉其历史真实性远远比《史记》可靠，
文中多处用数据对比，指出《史记》中记载的可疑性。



“少梁之战”献公亡，孝公即位，卫鞅入秦，变法改革，可
以说本书的最精彩之处就在这里，看到商鞅大刀阔斧的变法
改革，看到商鞅那种“极心无二虑，大公不顾私”，完全成了
“鞅粉”。商鞅变法前，秦国从建国至孝公即位近3与诸侯国
几乎隔绝，以至于诸侯国历来都讲秦国视为戎狄之邦，不屑
与其来往，更有后来的“六国会盟”要瓜分秦国。商鞅的变
法打破了这种格局，使秦国迅速强大，并跻身于战国七雄。
再后来孝公死、惠文王即位，就是芈月传中的嬴驷，芈月的
老公，不得已车裂了商鞅，我看到这里不痛快了好几天，我
一同事看到这决定不看了[捂脸][捂脸]，可想而知是多气
人……商鞅死后，秦国几乎每朝均有厉害人物出现，惠文王
时期的丞相张仪【纵横家】，上将军司马错;惠文王死，秦武
王即位(在位五年)，洛阳举鼎而死;武王死，其弟昭王即位，
在位五十六年，丞相魏冉、范雎，上将军白起，比较著名的
故事：和氏璧、渑池会盟和长平大战;昭襄王死，孝文王(在
位一年)、庄襄王(在位三年，吕不韦从赵国救出的质子)，任
蔡泽【计然家，主经济发展】为相;后秦王政即位，丞相吕不
韦、李斯，其间出现一大批军事人才，如蒙骜、王翦、蒙恬、
王贲、李信、章邯等等。再后来六国分别在不同的情况下相
继被秦国攻占：术治亡韩、乱政亡赵、迂政亡燕、失才亡魏、
分治亡楚、偏安亡齐。至此，秦王政一统华夏，废诸侯分封
制、推郡县制(“焚书坑儒”就是这时候的事，儒家学派在战
国一直没人用，还喜欢哔哔，说到底在那个时期真的可以
用“百无一用是书生”来形容。当时秦刚统一六国，各方均
不稳定，六国复辟势力蠢蠢欲动，时而生事，嬴政和李斯想
快速推行郡县制，一加强中央集权，这时候的儒家坐不住了，
到处游说，非要恢复诸侯分封制……不管当时儒家有没有参
与六国复辟，现在想想恢复诸侯分封制也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所以始皇帝就挖了坑埋了他们儒家百十号人吧，小喽喽居多，
大鱼早跑了)，统一文字、度量衡等，称始皇帝;始皇帝死，
二世胡亥即位，被赵高杀;后子婴即位(46天)，刘邦入咸阳，
子婴降刘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