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实用15篇)
作为一名优秀的编辑，需要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和敏锐的观
察力，以及强大的文字处理能力。编辑还需要注意段落之间
的过渡和衔接，使文章的结构更加紧凑和有层次感。希望大
家在阅读这些编辑范文时，能够深入思考其中的编辑技巧和
思维方式，以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篇一

作者从元末明初的农民军队反抗蒙元统治者开始，一直写到
崇祯走向那棵歪脖树。期间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与具体人
物为写作背景，有条不紊地记述了从公元1344年到公元1644
年大明王朝三百年风风雨雨与是非兴衰。

读了《明朝那些事儿》后，我不仅了解了这段历史，还从这
部书幽默风趣背后也读出了一个道理。在书中出现的，无不
是当时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可他们当中，有死而后已的忠良，
也有王振、魏忠贤之类的佞臣。魏忠贤在身后留下千古骂名，
为世人所不齿，可他当时却是风光无限，权倾一时，羡慕、
嫉妒者不计其数。然而，当年那位奋起反抗魏忠贤却被害死
的正直大臣杨继盛，却为世人所赞叹、仰慕，流芳百世。在
当时，杨继盛不过是阶下囚罢了，指不定还有人在嘲笑于他。
由此可以看出好人不一定会和徐阶、张居正一样得志，坏人
却常与王振一般猖狂。不要羡慕别人，只要自己没有错，身
正不怕影子斜，那些诋毁的话，大可不必计较，凡是历史自
有公断。

通过读《明朝那些事儿》，我发现作者的文笔也十分了得，
文中记述的王侯将相，在他笔下似乎活了：历尽磨难，矢志
不移，终于一统天下的朱元璋；足智多谋的刘伯温；才高八
斗、谨慎低调的宋濂；勇猛善战、忠肝义胆的徐达、常遇春；
权倾一时、风光无限，死后却遗臭万年的魏忠贤；耿直忠贞，



“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当年明月”将帝
王将相的心术、韬略刻画得惟妙惟肖。读了这本书，我不仅
学到了他们的智慧，还提高了自己的文学素养，一举多得。

读《明朝那事儿》令我如饮甘霖，回味无穷，那种感觉真好。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篇二

历史，原本并不是沧桑厚重的，只是因为时代的步伐给他们
蒙上了一层不可知的阴影和轻纱。用幽默轻快的笔调，叙述
一个长达百年的历史和封建王朝，这也许就是《明朝那些事
儿》的魅力吧！

初次品读这本书，我还没有感到多么的惊奇。平淡的语言，
朴实的介绍，有点讽刺和幽默性质的历史背景和故事，让人
们感到：这仿佛不是一本历史书，而是一本充满幽默充满喜
剧色彩的故事书吧！但是在细细品读，文中的人，文中的事，
每一件历史，每一件文物，其实都在“戏说”之中为他们戴
上了一个金灿灿的光环，代表了历史的沧桑，更代表了历史
的厚重。

书中对人物的描写也是别具一格。他并不拘泥于其他历史书，
那种古板的介绍：先是对人物的生平，背景，作了一一介绍，
然后再开始逐字逐句地引出事情的原委始末。这本书的最大
特点，就是在介绍一个人物的时候，没有过多的介绍他的经
历和背景，而是将更多的笔墨放在他所经历的大事，以及带
给人们难以忘怀的精神企盼等等。

令人难以忘怀的便是书中所介绍的王守仁了。王守仁原来在
朝廷为官，但是后来因为参加政治，所以不慎被贬到了一个
偏僻荒凉的地带。他非常熟知这里的地貌地形，以及这里常
年都多强盗多小偷，治安非常的不利！但是他却毫不气馁，
希望用自己的精神内涵来感化这里的人民，让他们过上好日
子。为了这样，他苦心钻研了近七载，终于在第八年的时候，



研究出了一门震惊古今中外的学科——心学，就是“知行合
一”的理论，将中国古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从此，他
也获得了心学之父的美称。

其实这个故事带给人的与其说震撼，更不如说是一种敬佩，
一种赞扬。能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投入到科学，以及精神
世界的研究中，是不易的，也是不平凡的。

《明朝那些事》用轻松愉快的笔调，在人们的心目中塑造了
一个让人回味无穷，却也不舍放下的明朝世界。细细品读，
方能品得其内在底蕴！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篇三

小学毕业的暑假，在爸爸的引导下，我阅读了《明朝那些事
儿》，小说共计九册，但我真正是“悦”读，在快乐和兴奋
中欣赏，我感悟到了作者当年明月先生用文学的工艺雕刻历
史的匠心，甚至到了刻骨铭心的程度。

《明朝那些事儿》主要讲述从1344年到1644年三百多年间关
于明朝的各种事情，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的事情为
主线，运用小说的笔法，对明朝17帝、王公权贵以及小人物
的命运进行了全景展示，尤其是对官场政治、战争、帝王心
术及宫廷争斗刻画得入木三分，并加入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和
人伦道德的演绎。

作者自己说过：“历史本身很精彩，所有的历史都可以写得
很好看。”我觉得作者就是一位全新的书写历史开创者，他
写历史就是写人物，写人物即写灵魂，通过人物透析灵魂。

《明朝那些事儿》有别于戏说历史。事件叙说直白，人物刻
画传神，心理描绘深邃，历史评价公允。特别是对英雄人物，
不惜笔墨，充满豪情，力透纸背，甚至一写就是几页，看得
我拍案叫绝，连连称奇。好些篇章我反复朗读，都能直接背



诵下来，一个个历史风云人物仍然浮现在我的眼前，对英雄
的认识也有了自己的分析和理解。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
明得失。所有的英雄人物对历史的发展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无论是顺境还是挫折，我们都应该坦然面对，要象明朝的夏
言、徐阶、张居正、戚继光那样，隐忍和坚持，在逆境中生
存，不断磨炼自己，厚积薄发，不能在困难和挫折中迷了方
向，失去自我。只有坚持正义和真理，即使最后失败或受到
屈辱，也会在历史的长空中闪耀出灿烂的光辉。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篇四

这个冬天的夜晚，我终于读完了当年明月的大作《明朝那些
事儿》。虽说窗外无轻扬的雪花，屋内也没有温暖的火炉，
但我依然读得很舒服。

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当年明月讲述了很多他读史和写作时的
感受。按照作者的说法，他所读过的历史故事中，几乎无一
例外地全都是悲剧结局。

想想我们的历史，可以说真的是这样。

“每一个人，他的飞黄腾达和他的没落，对他本人而言是几
十年，而对我来说不过只有几页。前一页他很牛，后一页就
怂了。”这大概是作者内心最真切的感受。

我看着书桌上那七本并不是很厚的书——大明王朝从建立到
灭亡前后三百年的时光，就呈现在这寥寥数千页的纸上。三
百年，是十万九千五百七十五天，是二百六十二万九千八百
小时，还有明朝十六位皇帝，大明帝国的前前后后繁华衰落，
都在这七本书中。其中一些着名人物的命运，他们每个人几
十年的风风雨雨，的的确确就只有几页。比如常遇春，这位
大明开国第一功臣，自太平之战时自告奋勇，在其后几年中



参与了帝国建立的所有重大战役。后北出大漠取得大胜，班
师回朝，经柳河川时暴病而亡，年仅四十。即便是这颗耀眼
的将星，在这本书中的记述，也不过就数页而已。

春去秋来，斗转星移，在这沧桑的转换中我们终究还是把握
住了一项权力——这就是能够驾驭自己生命的过程。是的，
如何去驾驭生命的过程，演绎出属于你的精彩，是我们每一
个生命个体自己的权力。或许每个生命都不能决定自己出生
时的形态——或许我是一只飞翔的小鸟，或许我是一条游动
的小鱼，或许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我们可以决定自己入
世的态度与方式：是鸟儿就要振翅翱翔于天空，是鱼儿就要
游川入海跃向龙门……每一个生命体都要将有限的生命投入
到无限的精彩中去，去冲击生命的极限。

面对最终的毁灭，我们唯一所能倚仗的就是那个过程。我们
必须以百倍的精力去充分装点、尽情享受这个美好的过程。
毛泽东说“万类霜天竞自由”，我看到的就是每一个个体在
生命的过程中尽情享受着自由的可贵与欢乐。

也许，生命的真谛就在于此——按自我独有的方式去创造和
经历一个精彩的过程!

我们有什么样的理想，我们就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每个
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力。也许有人说，是现实太残
酷，使我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理想，但我想说，正是因为现
实太残酷，我们更不应该放弃自己的理想!正是因为有它，才
使得我们在这彻骨的现实中保有一份温暖，保有一份信念，
保有一份不放弃的精神。支撑着我们一路走下去。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篇五

今天终于读完了当年明月的这部长篇巨著《明朝那些事儿》，
为碰到好书而高兴。我个人也比较喜欢阅读历史类书籍，而
从历史中可以读到先贤的智慧，让自己变得更加有阅历，而



阅历可以提升个人素养，增长能力。俗话说“读史，可以知
兴替”就是这个意思，让我们了解历史是怎样前进的，有助
于自己的人生成长。

书中的历史很有趣，尽管明朝的大人物都听说过，但不同于
正史和教科书的古板，没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这
样的分类，而是通过历史中的人物来书写历史，很有《史记》
的风范。大明朝三百年的历史，出过王侯将相，出过忠臣逆
贼，出过爱国者与叛国者，出过天才和笨蛋。各种人物轮番
上场，演绎了汉族所建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书中带有作者强烈的主观色彩，像感慨于谦之死、悲于崇祯
皇帝时运不济、喜于宦官下台，为书生意气而打动……中华
民族延续至今，多灾多难也挺了过去；王朝百世而衰的命数
至始至终在发挥作用，但中华民族气数未尽，从未尽过。

诚如书中所讲，我们这些人中总有人在坚守气节，捍卫民族
精神，从来不识时务、一根筋到底。国难当头时，总有人不
畏死，敢流血，以身来报国。

历史也告诉我们，成功是不可复制的，每个人都可以踏出自
己的路来！历史总是在书写新的篇章，因为每个人都有新的
剧本。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篇六

《明朝那些事儿》这篇文主要讲述的是从1344年到1644年这
三百年间关于明朝的一些事情,对明朝十七帝和其他王公权贵
和小人物的命运进行全景展示,尤其对官场政治、战争、帝王
心术着墨最多,并加入了对当时政治经济制度、人伦道德的演
义。《明朝那些事·洪武大帝》是从朱元璋的出身开始写起，
到永乐大帝夺位的靖难之役结束为止。叙述了明朝最艰苦卓
绝的开国过程。



潘阳湖之战是朱元璋的成名之战，鄱阳湖之战也奠定了他统
一中国的基础。在潘阳湖之战中，朱元璋之所以能赢是因为
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小胜大，正是巧妙地利用了陈友
谅错误的'结果。面对舰只庞大、装备精良的陈军，朱元璋冷
静、敏捷地捕捉敌方的弱点和失误，化不利为有利，进入湖
口之初，就在武阳水与鄱阳湖、长江与鄱阳湖各隘口，层层
派兵扼阻，限制其兵力展开，阻止其发挥多兵大舰的优势，
形成了对陈友谅的战略包围，因此从开始便掌握了战略主动
权。然后又集中大部战船和兵力逐次打击陈军，并善于利用
风向、水流等自然条件，及时抢占有利攻击阵位，不失时机
地实施火攻，充分发挥火器的作用，终于以少胜多、以小击
大、以弱胜强，创造了我国水战海战史上的著名战例。

潘阳湖之战因为朱元璋的冷静才以少胜多、以小击大、以弱
胜强。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困难，我们不能慌张，
要冷静，不会因此而受到干扰。当事情露出破绽时，我们要
迅速的观察到，并将破绽弄得越来越大，再因此将事情化不
利为有利。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篇七

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那些残台断瓦、古庙荒冢吗？就是那
些发黄的书本吗？不是，历史本身很精彩，历史可以写得很
好看。《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以小说的形式向我
们讲述了一个朝代的崛起。

朱元璋生于乱世之中，背负着父母双亡的痛苦，从赤贫起家，
他没有背景，没有后台，没有依靠。他曾经乞讨过，他曾经
当过和尚，他的一切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他经历千辛万苦，
无数次躲过死神的`掌握，从死人堆里爬起来，掩埋战友的尸
体，然后为了给所有被害死的百姓报仇，他继续前进，继续
战斗。最后，推翻了元朝，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
宣布即皇帝位，定年号为洪武，国号为明。从此以后，天下
百姓被元朝统治了68年后终于迎来了一个新的朝代。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篇八

今天我向大家推荐一本十分有意义的书，《明朝那些事儿》
第五部。看完以后我最大的感受是做事情要努力、沉着冷静、
认真思考，遇到困难去反抗、拼搏，要用自己非常优异的学
问去付诸行动，做到知行合一，百战不殆。

这篇文章讲到徐阶用自己的智慧打败了严嵩，成为了明朝帝
国的实际管理者。三十多年前嘉靖皇帝在柱子上刻下“徐阶
小人，永不叙用”的字样时，绝不会想到这个所谓的小人将
变成如今的“大人”。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势力将压倒世间的
所有强权——包括皇帝本人在内。徐阶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沉着才会变成对明朝有着极大贡献的人。是啊!只要你付出努
力，你的生活就像是神来之笔，多姿多彩。

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会以努力和认真思考作为准则来鼓励自
己，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我会跟随语文老师的脚步去遨游
书的海洋，邂逅诗仙李白，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
是蓬蒿人”;遇见诗圣杜甫，感同身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
闻涕泪满衣裳”……;我还会跟随着数学老师去探寻数学王国
的奥秘;和计算机老师走进神奇的网络世界，学会做ppt、学会
在电脑上画画，在虚拟世界做一个“王”。这些都离不开像
徐阶一样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付出千倍于别人的努力，就像
话剧演员，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没有辛勤的汗水，怎
么能有舞台上精彩的演出。

我觉得我也可以胸怀大志，我也能成为像徐阶、王守仁那成
样功的人，能为国家能为祖国做出贡献的人;我想我长大了以
后，能像马云那样有自己的帝国;我也会细心努力地工作做好，
悉心照料将我所期盼的事业办的有声有色，绚丽多姿。

这本书所写的每一位成功人士的背后，都曾流着心酸的汗水，
真是让我们受益非浅啊!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篇九

我是一个很爱看书的人，可以自豪地说我看过的书绝对可以
填满半个房间。但是说到要写读后感，脑海里出现的第一本
书是《明朝那些事儿》。

这本书并没有华丽的语言，连插图都没有，可我依旧被这本
书给吸引住了。正是那朴实无华的文字，将我带进了明朝，
似乎穿越到了那个多姿多彩的世界。

在《明朝那些事儿》中我比较喜欢在第四部中出现的人物徐
阶。第四部上接第三部从“嘉靖即位”、“仪礼之争”开始。
嘉靖借“仪礼之争”清除了一批前朝忠臣，总揽大权，但此
后他的生活日渐腐化，一心想得道成仙，将国家大事抛之于
脑后，从而令奸臣严嵩有机可乘，趁机把持大权，谗佞专权、
欺上压下、结党营私，导致明朝国库亏空。

徐阶的老师夏言不计前嫌提拔他，这让徐阶对夏言敬佩不已。
当时夏言与严嵩在朝堂上分庭抗礼，心胸狭隘的严嵩趁机设
计陷害，导致夏言锒铛入狱。徐阶无能为力，最终默默看着
自己的老师人头落地。同时许多无辜之人也被严嵩陷害。由
于严嵩的贪婪暴政，很多老百姓们被迫流落街头活活饿死。
徐阶敢怒不敢言，十多年来卧薪尝胆，卑躬屈膝，他的隐忍，
令严嵩放松了警惕，最终他打败了严嵩。正如作者当年明月
所说的一样“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旷课！”在我看来，
徐阶比他那流传千古，发明了一条鞭法的学生张居正更令人
敬佩。

“历史原本很精彩，历史也可以写的很好看！”我想大概这
才是作者写这本书的初衷吧，让我们再次回到六百多年前的
天空下，开始明朝之路吧！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篇十

合上书本，我还沉浸在书中《明朝那些事儿》的内容中，思
绪万千，百感交集。

从小学起，我就非常喜欢历史，经常看一些历史故事和有关
历史方面的书籍。但是小学没有历史这一门课，等到初中终
于有这门课了。不过，我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同学都像我一样
喜欢历史，总是有同学说：历史枯燥无味是老古董，我总是
想反驳他们，可总是没有充足的理由，因为大部分史书都是
很无聊、枯燥的。但是暑假的一个偶然的机会，终于让我找
到可以反驳那些认为历史无聊的人的理由了。

暑假里我迷上了一本书，叫做《明朝那些事儿》。这套书用
足够有趣的笔法还原了600年前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元末农民起
义，并继续讲述了至明末的276年的历史。

这本书里的语言，生动有趣和别的史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每个人物作者都用了独特的描写手法，使我们看了意犹味尽。
不像某史书对人物的介绍只有寥寥几十个字，此书仅以文字
的魅力就能让无数人沉溺其中，使千万人趋之若鹜。下面我
就来介绍一些精彩的片段。

《明朝那些事儿》第二本后面介绍了明朝经历了“仁宣之
治”后开始进入了动荡时期。大宦官王振把持朝政，胡作非
为，导致二十万精兵毁于一旦，“仁宣之治”的资本全部赔
光。每看到这里，我都为明朝的损失而痛心，军队全军覆灭，
都城空虚，人心惶惶，投降逃跑言论甚嚣尘上，甚至连皇帝
都被抓走了。不过关键时刻著名的忠臣于谦力挽狂澜取得了
胜利。于谦这种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这
个片断告诉我们：英雄是力挽狂澜扶大厦于将倾者，也复原
了那场惊心动魄的战争。

历史本身很精彩，因为它能使我们了解几百甚至几千年前的



人的生活，能让我们总结出前人的经验，教训，能使我们学
到许多做人为官的道理。中国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大国，
了解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做的。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篇十一

悉数最近的16天，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我居然看完了7本平
均300页的书！

读完这本书，我的`感受很深，历史原来可以写得那么精彩！
本册书从明太祖朱元璋出生开始说起，至崇祯帝逃跑结束。
欲罢不能、茶饭不思这些词语已经不够表达我的热情了。作
者当年明月用诙谐幽默的手法，向我们展现了明朝276年的风
风雨雨。276年，一次次的死里逃生；276年，一次次的勾心
斗角；276年，一段段的艰苦路程；276年，一年年的盛世景
象。这个王朝，用最实际的方式名留青史；这个王朝，也被
后人所称颂；这个王朝，证明了中国五千年，有276年是属于
自己的。

这本书，跌宕起伏，让我欲罢不能。你也来读读吧！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篇十二

中兴这事，明朝的家常便饭，弘治中兴，万历中兴。我都从
这本书里看到了。这本书可以说是我的历史启蒙教材。让我
看清人的两面，不是历史课本上的单方面。

书中有提到张居正。过去我就听过张居正的`鼎鼎大名，知道
他在嘉靖末万历初的功臣，万历中兴，明朝最后一个巅峰。
我对于他的死，很惋惜，我甚至痛恨万历帝不识货，不识人
才是个昏君。看了《明朝那些事儿》我也看到了张居正不好
的一面，刚开始看到的时候，我接受不了，生活作风很成问
题，但是做为一个我的偶像，我真的是接受不了的。



我从其他地方看到张居正死了之后他家属的惨状，我更加痛
恨万历帝。不仅不识人才，而且杀良臣之属。万历帝，你是
个什么皇帝！误了大明王朝！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篇十三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退；以人为
镜，可以明得失。”朝堂之上，孰是孰非，时间飘过，自见
分晓。

刘伯温，智谋之士，藏于民间，显在朝廷，恰逢洪武，饮病
离去。

王守仁，能屈能伸，知行合一，传王学于天下。

徐阶，激流勇退是大智慧。

张居正，一鞭法和考成法，变法的勇气必将推动时代的潮流。

常遇春，骁勇善战，“杀降”未必是佳。

徐达，躬耕农亩，成名于战，病疫于战，是对勇士最好的`嘉
奖。

袁崇焕，一代枭雄，能孤守边关，因一视同仁（边防线和京
都）而不得志。

……以史为鉴，任重而行。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篇十四

我是一个酷爱历史的小孩，家里的历史书当然也多的数不清，
比如：《汉朝那些事儿》、《唐俗》、《中国上下五千
年》……但我最喜欢的.还非《明朝那些事儿》不可。



在老师的极力推荐下，我经不起诱惑也去买了一本《洪武大
帝》。买回家后，我以惊人的速度一天就读完了，对明初的
历史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这本书主要讲了13xx年朱元璋出生，到14xx年靖难之役结束，
历史上少有的英明君主朱棣即位。本书已开始介绍了元末时，
百姓生不如死，各种宦官贪污现象十分严重，将皇帝发下的
粮食贪了一大半，朱元璋全家就只剩下了他和他的哥哥，其
余人全部被饿死。最后，朱元璋出家当了和尚。童年时的阴
影笼罩着朱元璋，他对元朝有着深仇大恨，后来在好朋友汤
和的介绍下起义。

他占据南京，不断扩大势力，除掉张士诚、陈友谅，并进攻
北京，灭了元朝。他死后，建文帝即位，朱棣极其不满，因
为它比朱允炆强得多，他开始造反，打退铁弦、盛庸等人，
攻入首都南京，定年号永乐，即皇位。

这本书的语言描述十分生动形象，并且加入了小说成分，使
整本书都增加了趣味性。来吧，你也来读一下《明朝那些事
儿》吧，那荡气回肠的文字，定会让你欲罢不能！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篇十五

明朝那些事儿我也看了有一段时间了。其情节一波三折，其
描述引人入胜，其文风...咳，不乱吹了。

我惊艳于它幽默的文风，当我看到朱元璋简介那段时，忍不
住开怀大笑，一个活灵活现的角色映入了我眼帘。

这本书也可以算是小说吧，可它比之大秦帝国却又截然不同。

大秦帝国戏剧化成分过高，对始皇帝、大秦政策的描述过于
夸张，导致其不能很好地成为一件供人学习的工具。



而明朝那些事儿就不一样了，笔下多为真实，纸上亦为实，
少量的虚写，风趣的文笔，一段段历史跃然纸上。

既不古板又弄虚作假，细腻的文笔，淋漓致尽的描述，有时
我也希望我能做得那么好(暂时不可能的)。

明朝那些事儿乍一看很长，令人望而却步，可一旦读起来，
一页又一页，一章又一章，一本又一本，行云流水。

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响叮当荣不让之势就看完了。

这么说吧，明朝那些事儿是我看过最好的历史书了，剧情方
面张弛有度，并没有过多的虚构。

我的许多同学也是看过此书的，乃至于语文课演讲的内容都
是此书。

作者在文中多次将自身的观点与史学家观点作对比，有时更
是十分的直白。

文中关于东林党的覆灭一段，许多人认为是：一群高尚的君
子，输给了一群下三滥之人，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

不过当年明月的笔下为我揭示了不一样历史，他明确地指出，
是一群精明的人输给了另一群精明的人。

后面更是给出了他查阅多方史料得出的结论。

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他写的书确实是入门者的不二之选，既能给人树立权威不一
定正确的概念，又不会误导萌新。

什么?你问我大神看哪种书?



如果是真正的大神，我推荐你看史记。

看史记是要有文化素养做底蕴的，至少要能看得懂他在讲什
么。

茶花春化的那些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