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史记国学心得体会 史记读后感心得
体会(通用9篇)

心得体会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帮助个人
更好地理解和领悟所经历的事物，发现自身的不足和问题，
提高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与他人的交流和分享。
那么我们写心得体会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以下是我帮大
家整理的最新心得体会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史记国学心得体会篇一

《孙子练女兵》是《史记》里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孙子也
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角色。

孙子名武，是齐国人，他很会用兵，吴王知道了他的名气，
决定召见他。为了试验他的带兵水平，吴王叫来了80位美女
当士兵，给孙子的训练加了难度。吴王觉得，如果孙子能把
女兵练好，那才是真正的厉害!

孙子首先和那些妇女讲明了规则，并重复了一遍又一遍，还
摆好了用来惩罚的刑具，才开始他的训练。当孙子发了第一
次口令时，妇人们就哈哈哈地大笑起来。特别是两位身为吴
王宠妃的队长，笑得比其他妇女还要起劲，就是她们带的头!
于是孙子停下来又跟妇人们讲述了一遍规则，当他发第二次
口令时，妇人们还是哈哈大笑，一点军人的纪律性也没有。
孙子便召集军吏，命令斩两位队长以严明军纪。两位队长可
是吴王最宠爱的妃子啊!她们听见要被斩了，吓得目瞪口呆。
吴王听见了，也心疼不已。其他妇女更是张口结舌，一点声
音也没有。两颗人头落地，孙子重新选了队长，再次发令，
队列中没有人敢再出声，妇女们严格遵守了规矩，很快便训
练得有模有样了。吴王看到了孙子的领兵才能，让他担任吴
国大将，吴国迅速强大了。



正是因为孙子带兵纪律严明，绝不姑息任何违反军纪的人，
哪怕是身份特殊的人，才使得吴国的军队战无不胜。从这个
故事中我明白了，我们的班级要想取得好成绩，就要整顿纪
律，所有同学都要遵守班级公约。

史记国学心得体会篇二

两千多年前，有这样一个人，在遭受了莫大的屈辱以后，忍
辱负重，以心灵和血肉之躯完成了一部伟大的史学着作。以
后的几千年里，这部伟大的着作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又如
一座高耸的丰碑，屹立在中国文学和历史的长河之中，后人
难以企及更无法超越——这个人就是司马迁。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得罪了汉武帝，获罪被捕，被判死
刑。“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
也。”《报任安书》为了完成父亲遗愿，完成《史记》，留
与后人，含垢忍辱忍受腐刑。后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发
愤着书，全力写作《史记》。

司马迁身受腐刑，不管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受到巨大打击。
司马迁认为“最下，腐刑极矣”，曾多次想到自杀。但是
《史记》还没有完成，父亲的遗愿还没有实现，自己的身躯
是属于《史记》的，也是属于父亲和自己的理想的。“人固
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自己就这样死了，
与蝼蚁何异，死得也太不值了。他坚强地活了下来，决心以
的毅力来完成《史记》。司马迁出狱后，被用为中书令。中
书令是皇帝身边的秘书，被目为“尊崇任职”。但此职系宦
官充任，司马迁因受腐刑，得以充任此职，他认为是一种无
法忍受的耻辱。但他从个人的悲怨中解脱出来，忍辱着书，
献身于《史记》，留下了宝贵的实录作品。因为这本书很厚，
我只挑选了部分来阅读。我首先看的是最感兴趣的帝王篇，



里面的“五帝本纪第一”，记载的是远古传说中被后人尊为
帝王的五个部落联盟首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
事迹，同时也记录了当时部落之间频繁战争，部落联盟首领
实行禅让制，远古初民战猛兽、治洪水、开良田、种嘉谷、
观测天文、推算历法、谱制音乐舞蹈等多方面的情况。五帝
的传说，几千年来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心里，被当作贤君
圣主的楷模历代传颂。“炎黄子孙”早已成为凝聚中华民族
的亲切称呼，“人皆可以为尧舜”、“六亿神州尽舜尧”，
也早已成为鼓励人们贤能为善的有力口号。

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
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一帆风顺，缺乏人
生体验，要当历史学家，可以;但要当大历史学家，难!我认
为，“大历史”的意义就在通古今，齐生死。以个人荣辱看
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
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
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
绝不乱掺乎。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
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
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
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
雄相。就连当时的，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
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
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
得就像“小人物”一样。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
《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
《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
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
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传曰“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
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
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
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一个个耐人寻味的小故
事编织成了世世代代流传的史记。



司马迁选择了忍辱负重，他也因此实现了他的治史理想，从
而为后人所敬仰。如果他当初不堪受辱，那会留下一个多大
的遗憾啊。

有时候活着要比死亡承受更大的痛苦和折磨，需要更大的勇
气和智慧。如果伍子胥、司马迁他们一死了之，历史将会因
之而失色不少。有时候死亡要比活着更有意义，因为事已至
此，无可挽回，唯有一死既可了却此恨，又可以惊醒沉醉的
世人。

史记国学心得体会篇三

我有许多课外书，其中《史记》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要
问为什么?那是因为数的作者给了我心灵的震撼。

《史记》的作者是汉代史官司马迁。当年，他被打入大牢，
义愤填膺想自杀。可是他觉得自己就这样死的话，轻于鸿毛。
于是他振作精神，用自己的血泪铸就了《史记》这本著作。

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我虽然还不能跟司马迁相提并论，不
过我却在努力锻炼自己的意志。我长的比较胖，每次上体育
课，我总是累得气喘吁吁，每次体育测试，我也是勉强过关。
为了增强体质，提高自己的体育成绩，我定下了锻炼身体的
计划，同时我也下定了锻炼自己意志的决心。每天早上，我
坚持6点起床跑步，跑45分钟。做一件事情也许很容易，但是
坚持做一件事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夏天还好，可是冬天就比
较困难了。每当我思想懈怠时，我就用司马迁来鼓励自己。
现在我已经坚持了一年多，身体结实了，自己觉得做事夜有
毅力了。

我想，只有从点滴小事做起，逐渐锻炼自己，才能做一个顽
强的人!让我勇敢面对现实，努力拼搏吧!



史记国学心得体会篇四

历史是一面镜子，观照祖国璀璨的古代文明，学好历史，擦
亮智慧的眼睛，我们永远不迷蒙。今年暑假就好好地看了一回
《史记》。

《史记》整理和保存了从五帝传说到西汉中叶三千多年的历
史资料，全面而系统地记叙了我国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和文
化诸多方面的发展历史，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巨着，是中华民
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它塑造了大量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
象，有荒淫残暴的商纣王，有礼贤下士的齐桓公，有大义灭
亲的陈桓公，有卧薪尝胆的勾践，有机智勇敢的甘罗，有公
正无私的石奢，有奉公守法的公仪休……都有十分深刻教育
意义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深深地吸引了我，让我久久沉浸
在精彩的故事情节中。

《史记》作者司马迁为写此书经受的磨难同样也打动了我。
司马迁曾经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
毛。”宫刑对司马迁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这不仅催残了他
的肉体，而且在精神上给了他极大的打击。开头他简直感到
痛不欲生，然而，当他想到《史记》还没有完成，使命犹在，
他不能轻易毁灭自己的生命，多少个寒暑过去了，司马迁殚
精竭虑，耗尽心血，终于完成了《史记》这部内容浩繁的巨
着。

从司马迁写《史记》中使我体会到：要取得好成绩，是不容
易的，要有所成就，更不是轻而易举的，必须付出艰苦的。

史记国学心得体会篇五

《孔子世家》《孔子世家》是的《史记》中篇幅较长的一卷，
讲述了孔子多舛、漂泊不得志的一生，通过对其语言的大量
描写突出了其“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高尚品德。但孔子



为人又不迂腐，有时他也不会遵守自己订下的约定，因为他
认为“要盟也，神不听”，这和后世那些迂腐的儒生大不相
同。

同时，孔子是有大才的：“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
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
以归。”，季桓子叹道：“昔此国几兴矣，以吾获罪于孔子，
故不兴也”。可就是这样一位圣贤，却始终未一展奇才，周
游列国终生不得志。

鲁国大乱后，孔子来到齐国，齐景公问孔子如何为政，孔
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政在节财”的回答让景
公很满意，，“将欲以尼溪田封孔子”。这时进言说“夫儒
者滑稽而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
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
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
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
民也”。此后齐景公虽然不再询问“礼”，但还是愿意留住
孔子。这时齐国大夫企图谋害孔子，孔子听说此事。齐景公
说：“我老了，不能用你了。”孔子就上路齐国，回到鲁国。

之后，鲁定公任命孔子为中都宰，经过一年的，四处都来效
法他。孔子由中都宰升任司空，又由司空升任大司寇。鲁定
公十四年，孔子五十六岁，由大司寇代理国相事务，把鲁国
治理得很好。齐国人闻悉鲁国的情况后感到恐惧，大夫黎鉏
提议：“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挑
选齐国国中漂亮的女子八十人，全都穿上华丽服装而跳起
《康乐》舞蹈，连同有花纹的马一百二十匹，馈赠给鲁国国
君。季桓子沉迷女乐，孔子看不下去，就出走到了卫国。

在卫国时，有人向卫灵公说孔子的坏话。卫灵公派大夫公孙
余假频繁出入孔子住所。孔子害怕得罪卫灵公，居住了十个
月，离开卫国。



孔子游历了几个国家后又回到卫国，可此时卫灵公年老，懒
于理政，没有任用孔子。孔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如果
有人起用我的话，只需一年的时间罢了，三年的话就会大见
成效。”孔子上路离去。没过多久，孔子又回到了卫都，有
一天，卫灵公询问用兵的阵法。孔子说：“摆弄礼器的事倒
曾听说过，军队作战的事没有学过啊。”第二天，卫灵公与
孔子交谈，看到天上飞翔的雁，仰头注视，神色心思不在孔
子身上。孔子于是上路又离开了卫国，前往陈国。

鲁国季桓子病重，告诫儿子季康子为相后一定要召请孔子。
季桓子死后，季康子打算召请孔子。可公之鱼说：“昔吾先
君用之不终，终为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终，是再为诸侯
笑。”于是只召请了孔子的弟子冉求。孔子在蔡国受到楚国
的征召，可准备前往时却受到陈国和蔡国的阻挠，于是孔子
派子贡到达楚国。楚昭王兴师动众迎接孔子，孔子然后得以
脱身。楚昭王准备把有户籍的民社方圆七百里之地封给孔子。

楚国令尹子西却说：“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
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
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
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楚昭王
于是作罢。

最后，孔子离开鲁国总共十四年而返回到鲁国。鲁哀公询问
为政之道，孔子回答说：“为政之道在于选择大臣。”季康
子询问为政之道，孔子说：“荐举正直的人安置在邪曲小人
的上面，邪曲的人就会变得正直了。”季康子忧愁盗贼为患，
孔子说：“如果你自己不贪，即使悬赏盗贼，他们也不敢偷
窃。”然而鲁国最终没能任用孔子，孔子也不再谋求官职。

孔子的时代，周王室衰微而礼乐废弃，《诗》《书》残缺。
孔子追寻探索夏、商、周三代的礼制，整理《书传》，上记
唐尧、虞舜之际，下至秦缪公之时，依次编排其间史事。孔
子说：“夏代的礼制我能说出来，但夏人后裔杞国的文献不



足为证了。殷代的礼制我能说出来，但殷人后裔宋国的文献
不足为证了。如果文献足够的话，我就能加以验证了。”孔
子考察周代对殷礼、殷代对夏礼所作的变动后，说：“往后
即使推到一百代，它的礼制也可以知道，因为总是一代崇尚
文采而一代崇尚质实。周礼借鉴了夏、殷两代，郁郁乎文采
斐然啊。我依从周代的礼制。”所以《书传》、《礼记》出
自孔门。

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审定各类乐曲的音调声律，使雅
乐、颂乐分别恢复了原貌。古代留传下来的《诗》有三干多
篇，等到孔子整理的时候，删去其中重复的，选取可以在礼
节仪式中使用的，往上采集歌颂商人始祖契、周人始祖后稷
的诗篇，中间搜罗叙述殷朝、周朝盛世的诗篇，往下包括记
录周幽王、周厉礼乐残缺情景的诗篇。、音乐从此又可得到
而称述记录，以此具备了王道的礼乐，编成了《礼》、
《乐》、《书》、《诗》、《易》、《春秋》六经。

孔子利用鲁国史官的记载撰作《春秋》，上溯至鲁隐公，下
讫于鲁哀公十四年，包括十二位君主。以鲁国为中心，以周
王室为亲承的前朝，以殷代为隔朝的散旧，将道统贯穿于三
代。简约精炼其中的文辞而意旨博大恢弘。孔子毫无疑问是
一位超越时代的圣贤，他高尚的品质、渊博的知识和睿智的
思想至今仍散发着光辉与魅力。

在当时那个时代孔子却困顿不堪，无法按照自己想法建设一
个理想中的人间天堂，这和当时的社会背景(蒸发不断，各个
国家注重军备，无暇顾及礼教是分不开的，所以，阻止孔子
被重用的那些大臣提出的意见也不全是谗言，有的还是比较
中肯的(比如晏婴的意见)。另外，孔子的失败和其自身也是
分不开的。

史记国学心得体会篇六

一本厚厚的史书，一本被喻“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



典籍，轻轻的翻开，让我们的思想随着历史的齿轮一起波
动·成长。

从黄尧禹舜到秦皇汉武，有多少英才在其中绽放璀璨的光芒，
有多少谋略者让我们啧啧称赞，有多少故事激励了我们步步
前行，又有多少圣明之人成为了我们的指明灯。慨叹着一切
的变幻轮回，不禁有些痴迷。

话说，周武王去世，由于成王年幼，周公辅佐成王，协助成
王伐诛作乱的武庚·管叔，帮助成王处理朝政，尽管曾受到
质疑，但他仍然为成王为国家奉献着，最终在历史与真实的
鉴证下，证明了他自己。

楚王项羽，可谓是英雄。曾于帐中斩宋义头，慑服诸将，于
巨鹿之战破釜沉舟，有勇有谋，只可惜造化弄人，项羽的太
过君子，再加上时运不济，最终只能自刎乌江，可项羽毕竟
是一代英才，最后仍能得到许多人的敬仰。

张仪，可谓史上最有能力的一名辩士。曾经被笞数百，事后
只问他的妻子：“视吾舌尚在不”?初听，觉得像个笑话，再
一想，才觉得这样的想法是多么让人敬畏，只要舌在足矣。
可就是这个舌，在战国的历史上曾卷起了一段风云。

凭张仪三寸不烂之舌，使魏国归于秦，利用计谋，离间楚齐，
最终使秦齐联合攻楚，楚曾发誓要杀张仪，而张仪孤身至敌
营仍能冷静行事，以自己敏锐的思维得以逃脱。他有的不仅
是谋略，还有的是胆识，可以这样说，秦统一六国与张仪的
游说是密不可分的。

《孙子兵法》，一部古今中外将者必读之书，孙武，齐国人，
辅佐吴王，三令五申的故事曾广为传颂，其后世子孙孙膑，
也是一位出色的谋略者，其围魏救赵的故事早已烂熟于心，
曾因庞涓的妒忌，髌骨被除成了残疾，在齐国帮助韩国抵抗
魏国时，以每天灶减一半为计，击败魏国，并掳的魏太子，



从此，孙膑名显天下。这样的睿智，让人不由称赞。

历史长河中，英才、谋略值得我们欣赏，而那些激励着我们
步步前行的故事，更值得我们慨叹。

我们仍在前行的路上，也许会有许多冲突，会有许多的绊脚
石。我们就应该学习孔子的泰然处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也要学会韩信的感恩于忍耐。他们的事例激励着我们，不论
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以自己的智慧如此处事。

其实《史记》能够写出来就是一个奇迹。太史公司马迁在忍
受如此大的屈辱之下，于牢狱之中完成了此部著作，这里也
同样体现着司马迁坚韧的性格与坚强的意志力，为了完成父
亲的遗愿，也为了表明自己的志向，在恶劣的环境下默默的
耕耘着。

一部史书，叙述了自黄帝以来至太初二记，五十二万六千五
百字，不管是帝本纪，十表，八书，王侯的世家，名人的列
传，还是太史公的自序，都积聚了历史的精髓，是司马迁与
历代人智慧的结晶，这里将是一番别样的天空。

史记国学心得体会篇七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创始之作。全书共有五十余万
字，作者是西汉的司马迁。他用简洁生动的语言刻画了一个
个栩栩如生的人物，揭示了历史变化的规律。

在本书中。我有一个最喜欢的人物，那就是蔺相如。他的机
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深明大义令我折服。

战国时期，和氏璧流落赵国，并归赵王所有。不久，秦王在
给赵王的信中表示，愿用十五座城池换取和氏璧。这下，赵
王可犯了难：换吧，怕这秦国耍赖不给城池;要是不换吧，怕
也不成。如果秦国以此事作为把柄与赵国交手，那后者定不



是强秦的对手。于是，赵王就召集文武百官商议此事。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缪贤推荐了他的门客蔺相如。蔺
相如到达秦国后，秦王在章台接见了他，可秦王一得到和氏
璧嘴就咧到了耳根，却一点都不记得他的许诺。蔺相如看到
此情此景，计上心来。他谎称玉有瑕疵，于是就拿回了和氏
璧假装要指给秦王看。

秦王担心玉，便把地图上的十五座城池指给蔺相如看。蔺相
如又道：“我们赵王为了表示对玉的诚意，特意斋戒了五日，
那么您也该表示诚意斋戒五日。”秦王答应后，蔺相如就命
人秘密地把玉送走了。

五天后，蔺相如说明玉已回赵国，并对秦王说：“请您派人
向赵王要回和氏璧，赵王定是依您。那您先将城池交出来
吧!”秦国当然不依，只好就罢。

为了表彰蔺相如不辱使命，完璧归赵，赵王封他为上大夫。
为此，大将军廉颇很不服气，他想：“老夫在战场上出生入
死，才博得此名号。他蔺相如就是个鼠辈，仅凭他那三寸不
烂之舌，能赢得了我吗?”这件事传进了蔺相如耳里，不知为
何，他听后总是避着廉颇。廉颇得意极了。可后来，他又得
知蔺相如不是怕他，而是因为他们不能互相矛盾。秦国对赵
国之所以有所顾忌，是因为有他们两个在。他们两个要是互
相矛盾，那么秦国就能趁虚而入，赵国也就不保了。廉颇为
了向蔺相如请罪，于是就赤着上身，绑着荆条向蔺相如请罪。
谁知，蔺相如不但没有怪罪他，反而和他成为了知心朋友。

“完璧归赵”、“负荆请罪”都是关于蔺相的故事，在《史
记》中还有很多与他一样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和故事。古人
云：“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我
喜欢这本《史记》，更喜欢学习书里面的故事。



史记国学心得体会篇八

在许多本老师规定的海量阅读书籍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本
《史记》，因为它的里面有一个个能改变人心灵的历史故事。

《史记》中有三大类：本纪、世家、列传。我最喜欢的故事是
《平原君列传》中的《赵胜惜才》，体现了平原君赵胜的知
错能改和珍惜人才的高尚品格。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是汉朝的太史令，我很佩服他，首先
是因为他能博览群书，归纳出这么多的`历史故事，是很了不
起的。其次是因为他能在富有哲理的历史故事后，加上那几
句振奋人心的话，真是让人无法挑剔，赞叹不已呀!

在《韩信被杀》的故事之后，太史公写道：假使韩信能够谦
恭退让，不夸耀自己的功劳，不自恃自己的才能，那就差不
多了。我以前一直以为韩信是一个英雄，原来他也有狂妄的
一面，让我重新认识了他。从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有才能
的人，既然已经显现出了自己的光芒，就不要太骄傲，不然
会起到相反的效果。

《史记》里有许多这样的故事，让我明白了人生的道理。这
本书振奋了我的精神，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启发了我的人
生，还彻彻底底地改变了我的心灵!

史记国学心得体会篇九

当我们积累了新的体会时，可以寻思将其写进心得体会中，
这样我们就可以提高对思维的训练。那么你知道心得体会如
何写吗？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史记心得体会，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



暑假，总比平时多了一点空闲，想读一读书柜中平时无暇顾
及的书，一本《史记》映入眼帘，那是爸爸以前带回来的。

赤足踩在历史松软的沙滩上，俯身拾起一个散发着智慧光芒
的五颜六色的贝壳，细细的把玩，心中一片感慨。历史是一
座巨大的宝藏，智慧之人善于从中挖掘经验和长处，以便借
鉴和学习。历史是一为和爱又不是为威严的老人，他的口袋
里装着无数无价的珍宝，那是智慧和思想的产物，了得到这
些珍宝就必须翻开历史的长卷孜孜不倦的.学习学习。

这本《史记》是已经译成白话文的。原著是司马迁，对于历
史，我兴趣不浓，对于此书，我却一改往日，兴致勃勃地翻
阅起来。

虽然是译文，但里面的历史人物错综复杂故事繁多，古典成
语还是让我读起来颇费劲的，但越读你就越感到，《史记》
是一部巨大的历史画卷，在这部画卷中，看到了中华民族悠
久历史的文明史。

《史记》是一部历史词典，从中我知道了中华民族的创建者
黄帝，他使中国从野蛮的时代进入了文明时代，黄帝是中华
民族的文明始祖，然后才出现了尧舜禹和大禹治水三过家门
而不回的动人故事。在这部画卷上我了解了从商国到春秋战，
直到秦始皇统一了全国，漫长的历史，每个细节，司马迁竟
写的如此详细，真让我最佩服。我不国禁对司马迁肃然起敬，
这么一部巨作，没有一点文字动底，没有对祖国历史的负责
精神，是不可能写出这一部千秋不朽的巨著的。

《史记》是一部历史词典，我从这本书里获取了很多名人故
事和成语古典。从完璧归赵负荆请罪让我了解了蔺相如的历
史故事。读了此书我还知道了一鸣惊人指鹿为马管鲍之交当
断不断，反受其乱这些成语的来源，《史记》也更详细的记
载了孔子的一生以及他在中国历史上对中国文化所起的作用。



《史记》是一部历史词典，在这部巨作中我知道了中华民族
音乐的起源，也知道了音乐能与天地相和，音乐能与国家安
定想和，音乐能展示一个民族的文明史，这时我联想到北京
奥运会的开幕式，张艺谋导演的一场气势恢宏的音乐盛典，
中国音乐能让人惊叹，xx名演员为奥运而歌，让世界瞩目，音
乐的魅力之大，打响之歌，让世人明白这悠久的文明历史。

《史记》是一部历史词典。里面的内容太丰富，读一读只能
了解它的大意对于我来说，以后要读上几遍或几十遍，才能
真正了解它才能真正了解中华民族古老悠久的历史，而读了
后记，更是对作者司马迁的佩服，司马迁身陷监狱，还在研
究历史，出狱后继续编写史记，直到五十岁，才基本编成，
可见他的敬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