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三国演义读后感三国演义读后感
悟(实用13篇)

大家好，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是为了探讨一个重要的话题。
如何能够打动听众，让他们对开场就产生兴趣呢？当然，每
个人的风格和目的都不同，所以请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
修改和调整。

三国演义读后感三国演义读后感悟篇一

读了《三国演义》这本书，使我意味深长。《三国演义》是
四大名着之一。这本书刻画了200多个人物形象，把许多人物
写得淋漓尽致，比如说：刘备、关羽、曹操、诸葛亮等。这
本书主要写魏、蜀、吴三国之间发生的斗争，这本书从东汉
末年一直写到晋朝那个时代。

刘备，从一开始的桃园三结义这个故事就让我对刘备产生了
很深的感受，他非常重情义，也很有爱心，也非常的顾全大
局，就拿三顾茅庐这个故事来说，刘备为了统一乱世，三次
才请到了诸葛亮，他的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让我十分敬佩他。
但刘备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受到打击不能控制自己，关羽、
张飞被杀害后，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不听诸葛亮的话，
一定要攻打吴国，导致失去了一员战将，如果他当时听从诸
葛亮的话，就一定能联吴抗曹。

通过这本书，让我学到了很多：刘备教我们什么事情都要冷
静对待。我们只要取长补短，就能战胜一切困难。

读了《三国演义》有感_250字

最近，我读了《三国演义》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特别的好。

书中，有多疑的曹操，足智多谋的诸葛亮，谦虚的刘备，勇



敢的张飞……从桃园三结义到三气周瑜到三国归晋中，有着
很多战争故事。

张飞，他开始脾气还好，可是，一听说关羽被孙权杀了，脾
气就暴躁的不得了，总是殴打士兵，结果被他的手下害死了。
三国里，我比较喜欢诸葛亮，因为他有勇有谋，曹操就是中
过他“火烧赤壁”这个计谋，把曹操的军队烧得一塌糊涂。
所以，我最佩服他。

《三国演义》读过后，使我受益匪浅，它真不愧是我的良师
益友。

读了《三国演义》有感_250字

《三国演义》也是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

故事起于刘，关，张桃园结义，终于王睿平吴。描写了东汉
末年和整个三国时代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对当时
**社会有所反映，暴露了董却等反动统治者的某些罪恶，提
供了关于封建社会中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可资借鉴的思想材
料。但书中通过尊刘备抑曹操等描写，表现出封建的正统观
念，并对黄巾农民起义有所诋毁。

暴徒们都想争夺皇位，你杀我我杀你，有些奸臣也都不放过
这次机会夺取皇位，有些暴君只顾面前的利益，贪心怕死，
还为了争夺城池而打仗，互相残杀，不知有多少平民百姓死
于他们手下。三国时期也有许多猛将出击，有的是英雄有的
是狗熊。因为有的将领为了金银珠宝，而打仗，有的为了行
侠仗义而来，所以这个时代是有分黑白之分。

我读了这本名著，知道了我们不能只要眼前的利益就眼红了，
要想想后果是怎样，还有不要为了争夺权利，而让无辜的人
受罪，这样最后害了自己别人。



三国演义读后感三国演义读后感悟篇二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
中。”

当我合上厚厚的三国演义后，我的脑海中不由自主的浮现出
了这些诗句，给我带来了更加深刻的感受。

我不由得闭上双眼，三国之中荡气回肠的故事在我脑中不住
的回放，让我的心情从卷首到三国鼎立的时期不由得激动起
来，却又在三国落幕，英雄老去的结尾中归复平静。

《三国演义》不愧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用浅显的语句将近
百年的故事收入怀中，将那错综复杂的事件和故事组织的有
条不絮，阅读起来流畅无比，仿佛亲身经历那激昂的时代，
跟随着历史时间的潮流一起看着风起云涌，英雄辈出的年代。

在这本三国中，他所透露出来的精神实在是令读者感动。桃
源之中，刘关张三兄弟结义，立誓要在这汉末的混乱时代闯
出一片天地，救万民于水火，还天下一个朗朗乾坤。也许当
时他们自己也没有足够的把握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当他们
仍然义无反顾的为了这一梦想而努力，面对着前途未卜的前
路，割据的军阀，天下四起的贼人……他们，义无反顾。

但这期间还是惊险不断，期中最为惊险、最为意义深刻的一
件自然是那‘青梅煮酒论英雄’了。

在那个梅园里，谈笑之下暗藏致命的危机。曹孟德不经意间
的一句“天下英雄，不过你我二人。”令天地为之色变，掩
盖了刘玄德惊骇莫名的表现。而在曹操的追问下，巧妙地借
用天象来掩盖自己的行为，技巧应变脱离险地，给我带来了
极大的震撼。

刘备在大环境不利的情况下韬光养晦，四处借力来让自己获



得足够的成长，为此不顾自身脸面，在众人因为鄙夷的印象
而不屑关注他的时候飞快的发展，为后期三国鼎立的形势奠
定了厚实的基础。而在期间经历了不知多少艰难困苦，却又
靠着积极应变的能力渡过难关，让自己一步步扎实的向梦想
迈进。这一系列的行为是多么值得我们去学习。

为大义，舍小利。

大丈夫能屈能伸，在天下大义面前，个人的小小名利又算得
了什么呢？机警的应变能力更是让人拍案称奇的同时不禁认
真学习。

而这却仅仅是这部巨作中的一些片段而已，全书中蕴含着的
道理哲言不是看一遍就能够理解和收获。他需要继续细细的
品读，深入的思考，以其中的故事来映照自己的经历，才会
让我们在深度理解的同时走得更远。

三国演义读后感三国演义读后感悟篇三

要问我最喜欢看的书是哪一本？那要属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
《三国演义》不可了。

《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成熟的长篇小说。作品
取材于东汉末年和魏、蜀、吴三国的历史。在民间传说，民
间艺人创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而成，其取向是现实主义的。

《三国演义》主要讲了在东汉末年，有许多人都想统一，就
各自招兵买马，创造出强大的军队，开始互相厮杀，最后只
剩下魏、蜀、吴三国，分别为曹操、刘备、孙策创造。

在《三国演义》中刻画了近200个人物形象，其中有白脸的曹
操，忠诚的刘备，红脸的关羽，黑脸的张飞，有德有才的周
瑜，神机妙算的诸葛亮等人。



我知道关于三国的诗句有很多，例如：唐代诗仙李白的《赤
壁歌送别》的“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烈火张
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君去沧江望澄碧，鲸鲵唐突留
馀迹。”还有李九龄的《读三国志》的“有国由来在得贤，
莫言兴废是循环。武侯星落周瑜死，平蜀降吴似等闲。”

除了关于三国的诗句，我还知道关于三国的成语，比如；一
手包办、一举两得、七步成诗、三顾茅庐、乘虚而入、出言
不逊、初出茅庐、吴下阿蒙和大器晚成等等。

我喜欢看《三国演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教会了我很多
的做人道理和处理事情的方法。凡事要想想前后因果，战场
上是要有英雄的气魄，有时也要会使用阴谋，不能轻敌，但
也不要为了讲究“哥儿们义气”，做出不必要的牺牲。

三国演义读后感三国演义读后感悟篇四

在一千年前，司马光撰写了为后人所铭记的绝唱：《资治通
鉴》。千年后，当我们翻动书页，去品味那尘封已久的书香、
史香的时候，不禁感叹：此真经典矣！

经典，就是永恒。

唐太宗曾经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王朝的兴替、
历史的变迁，就是一面面镜子，我们用这面镜子去看过去，
去看现在，去放眼未来，去吸取教训，去超越历史。

有人会问，知道历史有什么用？的确，读了很多史书的人会
有常人不曾有的感觉，俗人称之为“迂腐”。真是这样吗？
举一个例子：

长平之战，赵括犯了兵家大忌，导致士气低迷，士卒无心再
战。又胡乱出军，终于大败，四十万军队成了白骨。可是，
在为赵括惋惜的同时，我们是不是应该从中思考，得到教训：



轻敌为兵家大忌，搞好人际关系，稳定军心更是非常重要，
这都是我们生活中的宝贵财富。

因此，以史为镜，不单单可以知兴替，也可以明得失。

梦回千年，风沙铺面，大梦觉来，始为乱世。因为是乱世，
便涌现了许多乱世之奸雄；五谷丰登，民心归附，始为盛世。
因为是盛世，便涌现了许多治世之能臣。司马光，便为我们
展示了这一个个朝代，它们的荣辱兴衰。

感谢司马光，是他，让我们穿越几千年的尘埃，去看被掩盖
的真相，去了解往事。

司马光告诉他，应该做一个像唐太宗一样的人，爱民如子，
把重心放到生产上，要让北宋变成盛唐一样繁荣的帝国。这
就叫做“鉴于往事”。

司马光写的历史，不再是枯黄的纸页，不再是无聊的说教，
而是一个个有趣的故事，是真正的案例。这，才是历史。

《资治通鉴》上有这样一句话，让我心头一颤：“名器既亡，
则礼安得独在哉？”这就让我想到了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民
不聊生的景象。然而这一切，只是为了诸侯们的穷奢极欲，
导致“名器亡”。以史为镜，我们真的应该去思考这些问题。

千年后的我们，在赞颂，在品味赵武灵王，品味商鞅，品味
李世民的时候，除了要感谢专属于那个朝代的史书，是否还
要感谢司马光先生？我们不应该忘记，一千年前，有一个人，
为了告诉后人真相，为了写一部专属于自己、专属于历史的
史书，呕心沥血，用了十九年。

后来人，可以通过这部伟大的史书，在一张又一张纸背后，
挖掘智慧，发掘真理，真正做到“以史为镜”。甚至，超越
历史。



三国演义读后感三国演义读后感悟篇五

五字品《三国演义》忠织席贩履却不忘报效国家。黄巾叛乱，
独自望榜叹息，结识了羽、飞是他一生驰骋的翅膀。

仕途不顺，没有泯灭他振国兴邦的志向，纵使是第9路诸侯也
要铲除乱臣贼子;没有容身之处又如何，他依然为了兴复汉室
奔波劳累;兵少将寡，他依然不与奸邪为伍，他毅然决然的守
住徐州。三顾茅庐，那是他救民于水火的渴望，收取西川，
北上伐曹那是他分内之事，因为他是汉室宗亲，中山靖王刘
胜之后，大汉皇叔刘玄德。

孝单福，一个虚假的名字，却不能掩盖住他的才能，初为刘
备军师，便立下赫赫战功，破曹军八卦阵，不慎路出马脚。
几天后他收到了家书，那是家母的信，言曹操将杀了她。那
是封假的家书，可是身为人子，他不能见自己的母亲遭人祸
害。

自古忠孝不两全，却以百善孝为先。他辞别了刘备，走上了
一条诠释善孝之路，这一去却害死了他的母亲，他用悲与疼
缠裹着自己的才智，用一生的前途守着对母亲的孝。徐庶，
一个在书中描写很短，但他是我经常想起的名字。

智“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
迟。”身居卧龙岗，心知天下事。欲守明主，以展青云之志。
隆中三策早已成竹在胸，火烧新野那是他初出茅庐的小手笔;
舌战群儒，只是谈笑而已;火烧赤壁方显他的才智。

借荆州，气周瑜，取西川，定蜀中，又是何等的英雄。白帝
城托孤，是刘备对他的信任，对他才能的肯定;居相府，退五
路雄兵，七擒七纵，让对手心悦诚服;北上伐魏，七出祁山，
是何等的毅力;木牛流马，是那个时代科技的曙光。空城计，
更从心里上战胜了敌手;五丈原，是人们对他永久的怀念……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中华大地出英才，千古



智绝诸葛亮!

义结义誓言千古仿，铮铮铁骨无来者，桃园三杯酒注定了他
要与两位兄弟同生共死。随刘备流浪毫无怨言，许都的锦衣
玉食却无法掩饰思念兄弟的惆怅。汉寿侯爵又如何;闻兄河北
不还是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吗!他傻不?不!那是他对人们叙说
什么叫兄弟之义。

华容道上立下生死军令状，誓斩曹操。可往日情分怎么能忘，
座下赤兔马是曹操所赠，身上青蟒袍也是其所赐，他忆起当
初被曹操围困，曹操没有杀他，而是礼贤下士，自己还斩了
他六员大将……他心软了，在生与死的选择中，他还是放走
了曹操。

这是一个普通人能做到的吗?可他做到了，因为他是义神关帝
爷。奸白色的脸谱中，透出阴森之气，一副奸诈模样，也许
那并不是他的本色。

宁为我负天下人，也不教天下人负我，那是他做人的信条，
也是他内心的读白。刺董卓，拟矫诏足见其奸雄本色，挟天
子以令诸侯，那是他称雄的手段。

五字，不足以诉尽对《三国演义》的感慨，它的内涵与魅力
概述了政治与军事的智慧，是我们中华民族一部经典巨著。

三国演义读后感三国演义读后感悟篇六

1、《三国演义》是一部荡气回肠的书籍，书里描绘得令人心
潮起伏的战争，无数的豪杰英雄，血洒疆场的将军美人无不
让人怦然心动。可是细细的品位三国，就能感受到这是人性
的五味杂陈。

2、看了很久《三国演义》，在这碗充满五味杂陈的汤里有苦，
有甜，也有辛酸，也有让我十分感动的地方。那以礼贤下士



的着称的刘备便是一位。读了刘备的一生感悟非凡。刘备自
小不得意，可他却有着中兴汉室的志向。并且为此韬光养晦，
学习了数十年。有了机会他就牢牢的抓住。但是在他起兵的
头二十年是屡战屡败。可是却又屡败屡战，足见他的毅力和
为了国家的不辞辛苦。我想我们就要学习这种不怕输，在哪
里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的精神。

3、《三国演义》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它开创了历史小说的
先河，代表着古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翻开书页，嗅到了
中国文化的芳香；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璀璨；听到了中国文化
那轻巧的步伐，向日渐强大的祖国迈来。

4、《三国演义》不仅精彩在战场的厮杀，也表现在各自军营
里智者的斗争。有卧龙称号的诸葛亮一直是我认为最聪明的
人。在面对敌人的强势，他总是以微弱之力取胜，而且每次
都是智慧的取胜。这让我惊讶之时，也让我学会在面对强敌
时，不能硬碰硬，可以通过智慧取得胜利。对于中学生来讲，
这种精神对于我们的学习是应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多动
一点脑筋。

5、诸葛亮是一个懂得报恩的智者，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
他一生戎马沙场，费尽心血帮助刘备建立蜀汉。在刘备死后，
他仍然辅佐后主刘禅，忠国忠君之心可昭日月。他明知后主
无能，蜀汉必亡，但是他仍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奋斗。直
到逝世的时候还是在战场上，还瞻念着国家前程。

7、《三国演义》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它开创了历史小说的
先河，代表着古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翻开书页，嗅到了
中国文化的芳香；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璀璨；听到了中国文化
那轻巧的步伐，向日渐强大的祖国迈来。

8、《三国演义》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内容惊心动魄，荡气
回肠，我读后感到果真不同凡响。



三国演义读后感三国演义读后感悟篇七

在刚开学的两个星期，我读了一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

正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读完《三国演义》
后，我的心情不知如何说出。原以为刘备带领的蜀国能统一
天下，可迎来的却是蜀国大将一个接一个地走了，也以为皇
帝能平稳大局，但其实一直被曹操控制，我认为天下大势就
如大海一般，时而平静无声，时而又狂风暴雨地翻滚。

这本书中我最喜爱的人物是义绝代表—关羽。关羽字云长，
他待人非常讲义气，也很忠诚，而且从“千里走单骑”
和“刮骨疗伤”中既能体现他的勇猛，又能体现出他遇难不
慌，沉着冷静的一面。

这本书我最喜欢的是第二十七回，关云长千里走单骑，主要
内容是：关羽知道了刘备的去向后，带上二位夫人一同过关
的故事。

看到“桃园三结义”时，我想起在二年级的事，那时候我还
不认识李锦涵和牛世纪，有一次和牛世纪打了起来，正弄刀
起舞时，李锦涵及时出手阻止才停手。朋友是千金难换，美
好的友谊更是无价之宝。

这本书中可以告诉我们，为天下统一的人都是伟大的，我应
该从小做起，为国家富强而奋斗。

三国演义读后感三国演义读后感悟篇八

读了《三国演义》中的官渡之战，想跟大家聊聊袁绍这个人。

在这次大战中，袁绍手下有七十万大军，而曹操只有七万士
兵。可以说，这场战对袁绍来说，打赢简直是太轻松了。从
人数看肯定能赢，但是他为什么还是被打败了呢？这还得怪



他自己。他虽然成就了一方霸业，但是到后来脑子糊涂了，
有谋士不用，有建议不听。谋士许攸进谏，田丰进谏，沮授
进谏，他都不听。

谋士田丰也曾进谏，告诉袁绍不要大兴出兵，结果袁绍把他
关进了囚狱。

许攸在官渡之战时知道曹操缺粮，想让袁绍兵派两路，一路
去正面交战，一路偷袭曹操大本营，这样曹军必败。然而袁
绍不但不听还想把许攸杀了。

当然还有沮授，夜观天象知道定有不测之祸，就让袁绍守好
粮库，袁绍还是不听。结果曹操把粮库给烧了，军心大乱，
能跑得了呀！曹军越战越勇，袁绍七十万大军死的死、伤的
伤，最后被七万曹军打得七零八落。在逃亡中，袁绍气得吐
血！

分析了袁绍后，我发现他一样的毛病不听劝。当然这也包括
我。我就是不太听老妈的话，总是自作主张。老妈见我做完
了作业，便叫我整理好书包，然而我基本不听。因为不听劝，
我老是会忘带了东西，最后不仅要打电话请家里人送，还要
挨一顿批。简直就是自讨没趣。

所以呀，我们不能像袁绍一样，别人的建议要多听取，不然
就会落得不好的后果！

三国演义读后感三国演义读后感悟篇九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三国演义》塑造了
许活生生的人物，使我百读不厌。但是，这其中的许多人物
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惜出卖朋友，杀害无辜。如果
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也许都算不上好人。《三国演义》中
的好人还真不多呢！



小学生暑假怎样写读后感：读《三国演义》有感

《三国演义》这一本书里面有豪情的、有友情的……

单福胸有成竹。他对刘备说：“不能让曹军入境，关云长率
军从左迎击，张飞率军切断曹军的后路，主公和赵子龙率军
正面迎敌。”

《三国演义》这一本书里面有豪情的、有友情的……

说到豪情，比如说“桃园三结义”一段刘、关、张三兄弟素
不相识，却因为几句话，便在桃园结成三兄弟，可谓豪情万
丈。曹操“煮酒论英雄”过人的胆识和心机，豪迈自信。

谈友情，就是“桃园三结义”，刘备没有一毫一丝的权势，
而关羽，张飞却不嫌弃他，为命是从。关羽在曹操那里，却
身在曹营心在行。而刘备在赵子龙救出阿斗是却口中大
骂：“你这小子，险害我丢一名大将。”天下为人父母，那
个不爱自己的孩子？可见刘备重情重义.

而我最佩服是诸葛亮，“草船借箭，空城计”都显出他的才
华。但他也有错用马谡的败笔。了事如神的诸葛亮都会出错，
更何况是我们呢？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别人不做错事，不
应该斤斤计较，也不应该为自己的失利而灰心，而应该奋起
追赶！

《三国演义》让我受益匪浅!

三国演义读后感三国演义读后感悟篇十

大家都说三国演义是一部好书，可我一直不爱看，被逼无奈
之下，我读了着本著作，我发现此书使我受益匪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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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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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敬佩的要数诸葛亮了，他是一个忠臣，一个能够鞠躬尽
瘁、死而后已的忠臣，而且诸葛亮熟知天文地理，能文能武，
足智多谋，而且一生谨慎，可为是个奇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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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的聪明就是让我
学习的最好榜样！

再说关羽，一个黑脸，大胡，丹凤眼，卧蚕眉的大将军，也
是五虎大将之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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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关羽虽降了敌，但最后还是回来了，仍算忠，
而且还要算一种难得可贵的忠。

曹操在《三国演义》中被称为奸雄，而且我对他的感觉也不
好，虽说是一个人才，非常聪明，且善于打仗，但有谋权篡
位之心。不过他说刘备与他是并世英雄，而且没有杀刘备，
虽当时刘备正是他的瓮中之鳖。这使我感到了曹操并不是很
坏，毕竟他还有大度。但周瑜目光短浅，气量狭小，非英雄
也。这也与曹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眼中只有诸葛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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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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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服不愧是名著！

今年再读《三国演义》，它在我心中已是一本饱含人生哲理，
有着非凡意义的鸿篇巨作。对里面的人物也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三国演义》中，最欣赏的就是曹操了，虽然为了突出
刘备的仁义，他被写成奸诈之人，但是他的军事才能仍然没
有抹杀。他在几年的东征西战中，占领了长江以北的大片土
地，连少数民族都臣服于他，他是三位郡主中最有才干的，
魏也是三国中最强盛的，他奠定了魏国的基础，后来晋国才
能统一天下，所以他是一位真真正正的英雄。

随着我的.慢慢成长，每次读《三国演义》都有了不同的感受，
《三国演义》真是伴我成长的一本好书。

三国演义读后感三国演义读后感悟篇十一

《三国演义》原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既是是我国四大
名著之一，又是最好的历史小说。对一个个后人讲诉了从东
汉末年到西晋统一这一段时间的一个个故事。让后人对这段
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和心驰神往。

在《三国演义》中其实很好的诠释了忠，孝，义，这几个中
国人心目中重要的为人准则。

正所谓 “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就很好说明了三国中所
表现的“忠”。这里面最成功的任务当然就是“鞠躬精瘁，
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当刘备在世时，他尽力辅佐，助其成
就蜀之基础。当刘备去世后， 即使他知道后主是庸主，他也
不辜负刘备的嘱托。他为蜀国的繁荣做出巨大贡献，自己也
位高权重，但当他死后他却没留下多少财产。为了完成先主
的遗愿，他六出祁山，终于病死于五丈原，给后人留下巨大
的遗憾。他的《前后出师表》将他的忠表达到了极点，也鼓
舞了众多的.后人。当然，在三国中还有许多人也十分“忠”。



“孝”在三国并不是体现了十分多，但也有较为经典的徐庶。
时任刘备军师的徐庶与曹军交战中大胜曹军。曹操便想召用
他，程昱便建议用其母来招降他。其母虽不可就范，但徐庶
还是接到了程昱模仿徐母笔迹所写之信。虽然徐庶知道这可
能是假的，而且一旦离开刘备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和追
求，但他依旧义无反顾的走了。他在临走时还推荐了诸葛亮
顶替自己。到了许昌后，其母却自责而自杀而亡。他终身不
为曹献一策，即使是他看透赤壁之战的玄妙，他依旧闭口不
言。他体现自己的“孝”并为此放弃自己的理想;也算尽了忠，
可以为两全者吧。

“义”在三国中体现的淋漓尽致。桃园三结义，便让三个人
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关云长在桃园三结义后就死心跟随刘备，
无论是什么困难都一起过了。当刘备失散，他迫于压力只能
投降曹操。之后曹操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珠宝黄金，
高官厚禄来企图拉拢关于的心，但他一收到刘备的信，便过
五关斩六将，古城相会。当华容道，他可以斩杀曹操及其部
将，但他因为一个义，就放过了曹操自己甘愿受罚。关羽的
光辉形象就在后人心中塑造成功了。

三国这本书在描绘历史的同时也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学习的
楷模。令我们在人生路上有了个指路标。

三国演义读后感三国演义读后感悟篇十二

三国演义主要讲了故事起自黄巾起义,终于西晋统一,以魏,蜀,
吴三国的兴亡为线索,描绘了三国时期尖锐复杂的统治军事斗
争.书中用大量篇幅描写了几次大战役,如袁,曹官渡之战,魏,
蜀,吴赤壁之战,吴蜀陵彝之战.每次战役各有特色。作者成功
的塑造了一些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生动突出了
人物的性格特征。

三国时期是指刘备为君主的蜀国、孙权为君主的吴国和曹操
为君主的魏国。魏国灭了蜀国然后灭了吴国，最后被晋武帝



司马炎废除曹魏皇帝曹奂而称帝，建立西晋，三分归一后，
变成了晋朝。

事实上，最后收场的虽然是司马昭。但是，它是经过司马懿、
司马炎两人进行积累、创造才形成的结果。司马家族是个幸
运、成功的家族，说幸运，是因为他们人人都很聪明，伶俐。
没有像刘禅那样的败家子。说成功，是因为他们十分有责任
感，向家族的正大光明而努力奋斗。才有了今天历史上的晋
朝。

刘备不能统一是因为他不具备一个帝王的冷血在听到自己的
结义兄弟惨死的情况下不能抛弃个人私怨。从而葬送70万大
军，使蜀国势力被大大削弱。如果他能做到像他的先祖刘邦
一样无情，那么他一统天下是极有可能的!为什么诸葛亮在您
眼里就可以逆天?何为天道?历史又有几个逆天的人?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刍狗!上天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不会因为他是诸葛
亮就会网开一面。

有一句俗话，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诸葛亮也一样，他
虽然足智多谋淡泊明志、苟全性命、伏龙凤雏，但是，诸葛
亮的另一面却是冷血、残酷的。他不念旧情，斩马谡，并且
十分果断，毫无半点犹豫。也许，这也是一种去弱将的手段
吧。

各种性格鲜明的人物、各种精彩曲折的故事，才构成了三国
演义这部家喻户晓的名著小说。

三国演义读后感三国演义读后感悟篇十三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每当想起杨慎的《临
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就会不由自主的想起在这神州大
地上，在20xx年前的中国，这片神圣的土地到底经历了什么
呢?三国时期。虽然民不聊生，却趣事连连;虽然连年战乱，
却英雄百出;虽然这个年代的战士们的鲜血染红了黄河，可是，



这个年代的历史永记我们的心中。现在，让我们去看一看
《三国演义》中那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吧!

一本厚厚的书，虽看起来枯燥无味，但却装满了历史、知识。
书中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有宽仁厚德的刘备，奸诈
残忍的曹操，神机妙算的诸葛亮，忠义勇武的关羽，雄猛莽
撞的张飞，智勇双全而又气量狭窄的周瑜，忠厚老实有长者
之风的鲁肃等其他人物。

但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是刘备请诸葛亮出山。汉末，刘备听
说诸葛亮很有学识，又有才能，就和关羽、张飞带着、礼物
到隆中卧龙岗去请诸葛亮出山辅佐他。恰巧诸葛亮这天出去
了，刘备只得失望地转回去。不久，刘备又和关羽张飞冒着
大风雪又去请。不料诸葛亮又出外闲游去了。张飞本不愿意
再来，见诸葛亮不在家，就催着要回去。刘备只得留下一封
信，表达自己对诸葛亮的敬佩和请他出来帮助自己挽救国家
危险局面的意念。过了一些时候，刘备再去请诸葛亮。那时，
正好是上午，诸葛亮正在睡觉。刘备不敢惊动他，一直在门
口站到诸葛亮自己醒来，才彼此坐下谈话。最终请他出山。

这个故事让我明白：如果想让别人帮忙，必须要用端正的态
度去请别人帮忙，这样，别人才能帮助你。同时，自己也要
不怕困难，坚持不懈，所以，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成功的。

在书中，还有许多有趣、机智的故事，如：《草船借箭》、
《空城计》、《桃园三结义》、《三英战吕布》、《连环计》
等其它故事。真不愧是我国的名著呀!

《三国演义》，一部丰富而深刻的巨作。如今，硝烟散去，
英雄不在，千年古事已俱付尘灰，只剩那“暗淡”了刀光剑
影，远去了古鼓角铮鸣”的淡淡哀伤。但心中永远的经
典——《三国演义》却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忘。如今现
在又有这样好的生活，我们没有理由不好好学习。所以，
《三国演义》更是一盏灯，一盏明亮而永不熄灭的灯，它不



仅照亮了我的心灵，更照亮了我的人生和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