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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三国演义小学生读书笔记篇一

读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后，关羽让我印象深刻。书中是
这样描写关羽的：“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青龙偃月
刀”，后来加上“赤兔马”，刮骨疗毒不怕疼，斩颜良，诛
文丑，几乎变得天下无敌。可是看完书后，关羽降汉不降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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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件事情都让我深深地为其大义
所震撼。此外，他还忠于故主，因战败降敌，但一得知故主
消息，便不知千里万里往投。虽说此前关羽虽然降了敌，但
其不忘故主的衷心依旧让我佩服。

再说说曹操。曹操是“奸绝”的代表人物，他甚至被称之为
奸雄。此外，他的大度与极度爱才之心都让我佩服。在曹操
眼里，刘备与他是并世英雄，所以即便刘备是他的瓮中之鳖，
他依旧不忍心杀害，此举让周瑜十分意外。而在周瑜眼里只
有堪称神机妙算的诸葛亮，但周瑜却与其誓不两立，天真的
以为只要把诸葛亮杀了，东吴的天下就太平了。后来却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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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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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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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上几人也给了我很深的感受，
他们很值得我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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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小学生读书笔记篇二

《三国演义》这本书是根据史书《三国志》改编的，作者是
小说作家罗贯中，所以书中的人物在历史上都是真实存在的，
但因为是小说，故事经过了作者的再工。

书里把许多人物描写得活灵活现，如：勇猛善战的张飞和赵
云，义薄云天、宁死不降的关羽，爱民如子的刘备，神机妙
算的卧龙先生诸葛亮和凤雏先生庞统等等。整本书围绕了三
国的君主曹操、刘备、孙权的斗争来写的。他们都自立为帝，
想平定天下，斗了个你死我活，结果却被晋王司马炎统一了。

看完这本书，里面的英雄人物好像就浮现在我眼前，我从书
里学到了很多很多，从这些个性鲜明的英雄人物身上也学到
了很多很多。

读书笔记_《三国演义》之初出茅庐第一功_150字

刘备和诸葛亮等回到新野后，立即封诸葛亮当军师，两人一
起吃饭，一起睡觉经常彻夜不眠地讨论国家大事，诸葛亮对



形势的精辟分析使刘备十分佩服。

诸葛亮又叫刘备、赵云领兵在博望山下迎击曹军，一开始只
许败，不许胜，等关羽、张飞烧掉曹军粮草才前后夹攻。诸
葛亮又叫关羽取预备引火之物，等曹军进入山后，立即放火。

只听四周喊声震天，一排排火箭射了下来，不一会，四周变
成了一片火海，这时，刘备和赵云率领兵马杀了过来。

我从中感受到刘备很器重诸葛亮。诸葛亮很聪明，足智多谋，
有很棒的见解，安排十分妥当，很厉害！

读书笔记_《三国演义》之刘备三顾茅庐_15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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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单福调遣得当，刘备的军队大获全胜，曹将吕旷、吕翔
被杀，三千兵马被活捉。刘备更加信任单福了。

曹军主将曹仁听说先锋被杀，率领大军杀向新野，在城外摆
了个“八门金锁阵”。单福叫赵云破了“八门金锁阵”，又
把曹军打得大败。曹仁带着残兵败将回到许昌，向曹操汇报
说：“有个叫单福的人当了刘备的军师，这人足智多谋，十
分厉害。”

我读了这些片段后，感受到单福很有才华，很聪明，能力大，
足智多谋，令我佩服不已。

[小学生三国演义读书笔记作文]



三国演义小学生读书笔记篇三

每一个学习阶段看三国演义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和领悟，下
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三国演义小学生读书笔记，欢迎阅读，
希望对你能够提供帮助。更多资讯尽在读书笔记栏目!

这个假期，我读了文学名著《三国演义》，这本书中的人和
事让我感触很深。

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回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
首立功》这一回讲述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朝廷兵少，出
榜招募义兵。刘备、关羽、张飞在征兵的过程中相识，三人
志同道合，又都想为国家出力，都想干出一番大事业。于是
在桃园内设宴，结为异性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求
同年同月同日死，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
庶，背义忘恩、天人共戮。从此，三人开始了报效国家的旅
程。

读完了这一回，我不仅感受到了刘备的博学多识、关羽的忠
义、张飞的粗犷豪放，还感受到了三兄弟的团结和讲义气，
他们不需要什么按指纹、找证明人、签合同来是对方信任自
己的，而是凭自己的为人、处事来获得对方的信赖，只有大
家都一心为对方、团体着想，大家才能团结，大家团结了，
团体自然也就强大了。

关于团结，生活中有一件事让我感受到了团结、互帮互助的
力量。在军训期间，我肚子不舒服，搞得上吐下泻的，同宿
舍的同学们都帮助我，这个帮我拿药，那个递给我纸
巾······在同学们无微不至的帮助下，我的病很快就
好了。通过这件事，我对”团结“这两个字的含义又有了更
深一层的理解。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神机妙算的诸葛亮、



自负的周瑜、忠厚老实的鲁肃等英雄好汉都在历史的长河中
渐渐远去了。但他们的故事让今天的我们来阅读、来细细品
味还是很有价值的。

在浩如烟海的文学著作中，《三国演义》作为四大名著的优
秀代表作品之一，虽然读者已经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其占据
中国文学宝座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

你一定不会忘记罗贯中那纵横捭阖、爱憎分明、灵光闪现的
文学巨匠的笔法。在广大读者的心中，《三国演义》已经不
是一部通俗小说，而是一部兵书战策、谋略奇篇，也是一部
歌颂忠义贤达的人生赞歌。

《三国演义》深刻地描写了封建社会统治者之间争权夺利、
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场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
会现实情况，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某些罪恶。人物刻划性格
各异、有血有肉、形象突出、栩栩如生，如足智多谋的诸葛
亮，骁勇善战的关羽，粗中带细的张飞，浑身是胆的赵云，
老奸巨滑的曹操，还有刘备、周瑜……，其刻划人物的手法，
已经成为中国文学艺术宝库中的典型和代表。当然，令我印
象最深的还是诸葛亮，他有通天彻地的本领，深谋远虑;他有
扭转乾坤的力量，呼风唤雨。他智勇双全、神机妙算、料事
如神，草船借剑、三气周瑜、六出祁山、七擒孟获，司马面
前摆空城，仲谋家中论婚嫁，……他是一个十足的真英雄。
然而，随着人物刻划的深入，矛盾也被推向了顶峰。诸葛孔
明纵然留下《出师表》以明匡扶汉室的心智，但却”出师未
捷身先死“，最终没有摆脱西晋一统江山的结局。

《三国演义》是四大名著之一，为罗贯中所编写的。虽然本
书已家喻户晓，但是我初次拿着到这本书时，看着看着，还
是被里面的情节、人物深深吸引着，打动着，令我爱不释手。

在这本书里我认识了很多不同的人物：有足智多谋的诸葛亮，
有武艺超群 骁勇善战的赵云， 还有身性耿直 粗犷 粗鲁莽



撞的张飞等等。我最喜欢的还是诸葛亮，他不但足智多谋 料
事如神 有胸怀坦荡的大智慧，还是蜀军队的重要的一员，没
了他等于刘备这一队连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我最喜欢的情节
也是草船借箭，主要讲的是诸葛亮用智慧从曹操这里骗取了
十万多支箭 我觉得里面最没用的人是刘备，要不是俩个弟弟
保护他，他早就一命呜呼了。

从三国演义我明白了： 我们对朋友要忠诚，不能背叛朋友，
出卖朋友，要把朋友看到的比生命还重要，而你决不能失去
他。还有要尊重在学习上很棒的同学，不要歧视或嫉妒他们，
而是要虚心向他们请教，取别人长处不自己短处。

我到现在读过很多本好书，有《论语》《三字经》还有《海
底两万里》和《八十天环游地球》可是这些都不是我最喜欢
的，我最喜欢的还是在中国畅销了几百年的中国四大名着之
一——《三国演义》。

要提起《三国演义》这本文学名著就不得不提起写他的著名
小说家罗贯中了，罗贯中生于元末，猝于明初，据说在朝廷
更替的变动中，它曾参加了张士诚的起义活动，在写《三国
演义》一书时，他一方面剔除了司马仲相阴断狱，刘备太行
山落草之类荒诞的情结，添加了一些正史和诗词书表以加强
历史性，另一方面又对艺术进行了大量加工。，使得文字流
利，形象生动，故事情节上丰富多彩，他作为一个杰出的小
说家与戏剧家，罗贯中除了《三国演义》外，还着有历史演义
《隋唐两朝职传》《残唐五代演义传》及杂剧《宋太祖龙虎
风云会》等杰出的文学作品。

《三国演义》的故事精彩纷呈，分一百二十回，优秀的片段
很多，有连环计，一部分取于第八回“王司徒巧使连环计，
董太师大闹风波亭”和第九回“除暴凶吕布助司徒，犯长安
李催听贾诩”中选的，故事为董卓进京后废杀少帝，纵兵杀
掠奸淫，无恶不作，越骑校尉伍孚与骁骑校尉曹操刺杀董卓
不成，一死一逃;渤海太守袁绍联络17路诸侯讨伐失败，董卓



更加骄横残暴写起。司徒王允表面趋奉董卓，回到府中忧心
如焚，仰天垂泪。府中歌妓貂婵大义献身，与王允共定“连
环计”：先将貂婵许嫁吕布，后献与董卓;貂婵从中取便，离
间董卓吕布父子反目。王允又多方结好友吕布，晓而大义，
终于使吕布杀死了董卓，为朝廷出掉了大恶。这一段故事情
节波澜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董卓的骄横跋扈，王允的深谋
不漏，吕布的反复无常，均令人过目不忘，貂婵虽然是虚构
的人物，但是仍然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很能显出作者的途
述故事的能力和塑造人物的功力。

我觉得《三国演义》真如它的开篇词说的一样，滚滚长江东
逝水，浪花涛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
夕阳红。白发渔椎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
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读了三国演义，我明白了为人处世的道理。做一个人，不能
像吕布那样目光短浅，反复无常，也不能像曹操那样”宁可
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也不能像周瑜那样妒贤嫉
能，不顾大局。应该要像诸葛亮那样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像赵云那样赤胆忠心，不畏艰险。我也从这本书中了
解了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寻常的年代。在这个年代里，英雄豪
杰，各领风骚，诸侯割据，城头变幻大王旗。文韬武略，斗
智斗勇，演绎出一段多姿多彩的历史。我曾经向往能生在那
个时代，但转念一想，那时候的老百姓该多么苦啊。曹操的
诗里有”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样惨痛的描述令人
望而生畏，还是生在和平年代比较好。《三国演义》真是中
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三国演义》是元末明初的著名戏曲家罗贯中撰写的长篇历
史小说，记载了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到司马炎建立晋朝的
许多荡气回肠的故事，表现了群雄逐鹿、三足鼎立的壮观景
象。

这本书中的许多人物都令我难以忘怀：神机妙算的诸葛亮，



大义凛然的关羽，阴险狡诈的曹操，忠厚守信的鲁肃，才智
过人的姜维，文武双全的邓艾，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徐庶……
作者为我们刻画了一个个呼之欲出的英雄形象。书中的故事
更是精彩绝伦：三英战吕布、草船借箭、赤壁之战、七擒孟
获、长坂坡救主……那一幕幕感天动地的往昔故事，一曲曲
哀而不伤的英雄赞歌，让读者们浮想联翩。

愉快的假期里，我读了很多书，其中《三国演义》青少版最
让我着迷。

《三国演义》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这本书讲述了三国时期
魏、蜀、吴三国争霸天下的故事。书中的故事情节曲折而生
动，其中刻画了很多富有特点，形象丰满的人物，有狡计多
端的曹操，有心胸狭窄的周瑜，有宽宏大度的刘备——其中，
足智多谋的诸葛亮最让我敬佩。

读三国演义这本书，不禁使我知道了很多像诸葛亮这样的杰
出人物，而且在对三国战争的描写中，我还感受到了作者对
不同人物的成功塑造，学到了很多描写人物的方法，还积累
了很多的好词佳句呢!

读《三国演义》这本书，我的收获可真大呀!

从小学三年级起，我特别喜欢看四大名著，尤其是《三国演
义》。它讲的是曹操、刘备、孙权三个英雄争夺天下的故事。
我看了这本书，真是受益匪浅。

我知道无论是什么时候，智慧是最重要的。要是没有智慧的
力量，刘备就不会有强大的势力，曹操在”青梅煮酒论英
雄“时就会杀掉刘备;要是没有智慧的力量，周瑜在赤壁之战
中也难以以少胜多;要是没有智慧的力量，诸葛亮也不能把他
的”克星“给活活气死……在现在，一个人如果没有智慧，
就会被社会所淘汰，他就不可能在社会上立足。但是相反，
一个人要是有智慧，就可以事半功倍，而且会有很多益处。



同时，我也认识到嫉妒别人的危害。在《三国演义》中，周
瑜十分嫉妒诸葛亮的才华。他在世时，曾经说过：既生瑜，
何生亮。”结果被诸葛亮活活气死了，使得一个有用之才就
这样白白浪费了。在这个方面，我也有一些亲身体会，那是
四年级时的一件事，在一次考试中一个同学的成绩超过了我，
我心中就有些嫉妒，和她的关系也渐渐疏远了，结果我在班
级上的朋友也渐渐少了，成绩也在“原地踏步”。自从看了
这本是后，我改掉了这个毛病。从此以后，我在班上的朋友
又多了起来，成绩好了许多。

还有一点，我意识到没有一真诚的心和坦率得人态度是难以
交到很多朋友的。《三国演义》中，正是因为刘备的坦率，
才收到了张飞和关羽这两位大将。正是因为刘备的真诚，诸
葛亮才会帮助刘备争夺天下，要是没有这三位难得的人才，
刘备哪会有当时的强大?现在也是如此，一个人有真诚的心，
坦率的态度，就会有很多的朋友，就会进步。

智慧是最重要的，嫉妒别人是不好的，要有真诚的心和坦率
的态度。这就是我读《三国演义》的感受。

三国演义小学生读书笔记篇四

怀着激动的心情,我第三次翻开了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

曹操的诡诈,刘备的谦逊,孔明的谨慎,周瑜的心胸狭窄,每一
个人物都具有不同的性格,作者刻画的淋漓尽致,细细品味,让
读者仿佛进入了一种境界。

故事的主要内容是以智和勇来依次展开的，但是我认为智永
远是胜过勇的。比如：在西城，孔明用空城计吓退了司马懿
率领的十五万大军。此种例子举不胜数。

有勇无谋，大敌当前，只能拼死征战。吕布，颜良都是典型



的例子：如果吕布在白门楼听从谋士的计策，何必被曹操吊
死在城门上呢?如果颜良把刘备在河北的事情和关羽说清楚，
哪儿至于被义气的关羽所砍呢?古人云：大勇无谋，祸福占其，
祸居上，福临下，入阵必中计，死无不目。

再谈谈国家，魏，曾经煊赫一时;蜀，曾经功成不居;吴，曾
经名震江东。这么来看，从国家就可以反映出国君的性格。
曹操，欺压百姓;刘备，爱民如子;孙权，称霸江东。

如果说魏国在三国里智谋最强，一点也不为过。曹操的用兵
堪称举世无双，司马懿就更是用兵如神。但是两个人都有自
己致命的弱点：曹操多疑，司马懿太过阴险。再说蜀国，首
当其冲的必定是伏龙诸葛亮。他那过人的机智，娴熟的兵阵，
无不让后人叹为观止。还有像凤雏庞统、姜维、徐蔗等等一
些人物，但是我认为都不如孔明。吴，一个占据三江六郡的
国度，能算得上是有谋略的，也就是周瑜了，少年时期的周
瑜就熟读兵书，精通布阵。经过一番刻苦的努力，终于当上
了水军大都督，总统水兵。不过他太过于嫉妒，死正中年时。
从这些人物和国家我们不难看出人的性格的重要性。性格关
系着成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只要踏踏实实，仔仔细细地走好追
求成功过程中的每一段路，相信成功一定会不远的。

这个暑假，我读了《三国演义》，它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部
重要的文学名著。《三国演义》这本书由罗贯中以陈寿的
《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及元代的《三国志》为依据，
经过熔裁在元末明初创作的。它描述了近90多年的重大历史
事件及历史人物的活动，展示了三国兴亡的历史画卷，形象
地再现了这一风云变幻而又动荡不安地历史时代，生动地揭
示了统治集团内部钩心斗角、尔虞我诈、互相勾结而又相互
争夺的关系，向读者展现了一副精彩壮阔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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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说关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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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虽降了敌，但最后还是回来了，不但仍算忠，而且还
要算一种难得可贵的忠。《三国演义》表现关羽的方法也极
简单：“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青龙偃月刀”，后来加上
“赤兔马”，刮骨疗毒不怕疼，斩颜良，诛文丑，几乎变得
天下无敌。

国家的统治需要忠臣，需要一个能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
忠臣，这就是诸葛亮。他也是我最喜欢的人物。诸葛亮熟知
天文地理，能文能武，足智多谋，而且一生谨慎，鞠躬尽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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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本以为这种人应该相貌非凡，可书中描绘的却十分简单：身
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他有独特的人格,择梧而栖,
择主而事,他尽忠于刘备,尽忠于蜀汉,最后中献身于统一的大
业中.”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随着蜀汉的衰亡悲
剧,他也成了悲剧人物!

再说曹操。曹操在《三国演义》中被称为奸雄。他说刘备与
他是并世英雄，说得刘备都不敢听，但是他没有杀刘备，虽
刘备正是他的瓮中之鳖。这使我感到了曹操的大度，也是周
瑜做梦也梦不到的。周瑜眼中只有诸葛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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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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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赵子龙长坂坡单骑救主，巧用苦肉计黄盖受罚等等

在《三国演义》里还可以看到，各政治集团为了自己的切身
利益，今天势不两立，明天却又杯酒言欢。而且这种斗争渗
透到生活的许多方面，连家庭、朋友、婚姻等，都毫无例外
地被卷入了斗争的漩涡，甚至成为斗争的工具。他们为了满
足自己权利，财产的欲望，为了使自己在激烈的争夺战中不
被消灭，总是玩弄各种手段，演出了一幕幕勾心斗角，尔虞
我诈的活剧。

总之，《三国演义》除了给人以阅读的愉悦与历史的启迪以
外，它更是给有志王天下者听的英雄史诗。正因为如此，
《三国演义》在雄浑悲壮的格调中弥漫与渗透着的是一种深
沉的历史感悟和富有力度的反思。

《三国演义》描述了三国时期的局面。自从董卓被杀后，整
个朝廷就乱了套，大家都争着当皇上，刘备、关羽、张飞为
了恢复汉室，请来了诸葛亮，有了诸葛亮的帮助，他们一连
攻下了荆州、南郡、襄阳等城池。孙权一心要得到荆州，就
千方百计去抢，诸葛亮识破了一计又一计，使孙权赔了夫人
和大将周瑜，又打了败仗。可好景不长，不久刘备、关羽、
张飞三人都被曹操害死了，很快，诸葛亮也死了。这时，地
盘已被晋军占领。

我想：刘备的志向是远大的，他的行动也是迅速的。他只要
找到了目标，就全身心的投入了，不怕任何艰难险阻，都要
达到目的。我联想到了中国的“体操王子”李宁，说起李宁
人们总说他是个不平凡的人，但李宁自己很清楚，自己只是
一个认定方向后决不动摇的普通人。他相信，凭着顽强和汗
水，心态和适应能力，无论做什么都能取得成功!退役后，李
宁转向了新得事业：组建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有人问李
宁：“经商和体育，哪个更轻松，更愉快?”李宁说：“要做
好，哪个都不轻松，不过我总是很愉快。”不错，无论在那
里，李宁始终保持愉快的心情。



在《三国演义》中，关羽的英勇善战，我应该学习;诸葛亮的
机智，我应该学习;刘备的定了目标不放弃，我更应该学习!

1.“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提起这首词，人
们都会想到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三国演义》，
全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明代文学家罗贯中编著而成
的。由题目可知，这部小说是依据《三国志》写的，但是不
向正史那样庄重，而是古代的白话文小说。与《三国志》相
比，《三国演义》变得艺术性更强了。下面，我就从几个方
面来点评一下这部66万字的名著。

一、真实与虚构

演义与正史的最大区别就是，演义不是全部真实的，演义是
小说。人人都说《三国演义》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确
是这样。但是虚构，使用艺术的手法进行虚构，而不是随便
那段史实就可以拿来虚构的。比如，关公温酒斩华雄，史书
上并没有写这件事。又如，关于单刀赴会见鲁肃，史书上写
的是鲁肃单刀赴会见关羽。类似的例子当然是数不胜数。读
过之后，稍做分析，可知这些虚构的情节，大部分是为小说
描述的一个个人物作铺垫的。因为，如果仅仅是象正史中所
说的塑造真实的人物，有些人物就和作者的政治思想观相违
背了。而且，作者在虚构的同时，还注意到了情节的合理性、
连贯性，而不是生硬的去虚构，这也就是为什么读过之后，
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总之，作者在这方面的写作是相当成
功的，而且这些情节也表现了作者的一部分主观愿望。

二、神化与丑化

《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并不完全是真实人物，而是正史经
过加工后的人物，这其中就有被神化的人物和被丑化的人物。

被神化的人物的典型代表就是诸葛亮和关羽了。诸葛亮被神
化的地方是“未卜先知”，关羽被神化的地方则



是“忠”“义”。下面，我想简单比较一下作者为什么着重
的神化这两个人。

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认为三国之中蜀汉是正统。而朱熹
以前的观点，从陈寿开始大部分都是以曹魏为正统。自朱熹
之后，君王、大臣、百姓也开始接受朱熹的观点，原因就是
这种观点是符合儒家思想，并能被统治阶级所接受的。罗贯
中也是同意朱熹的观点的。所以他神化的人物大多是忠
于“汉室”的。这其中，作者又把诸葛亮写成了“智”的化
身，把关羽写成了“忠”“义”的化身。这也就是为什么受
《三国演义》的影响，道光年间的统治者曾给关羽长达三十
余字的谥号了。

至于丑化，基本是对神化而言的。比如周瑜，历史上是英雄
早逝，《三国演义》却把他描述成了一个忌贤妒能的人。丑
化大部分都是为神化作映衬的。

三、人物与线索

《三国演义》的一大成功便是成功地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
人物，比如：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义胆忠肝的关羽、粗中有
细的张飞、忠厚老实的刘备、勇谋兼备的赵云、狡诈多疑的
曹操、忌贤妒能的周瑜、恃才狂傲的祢衡等等。而作者正是
用对细节的刻画，来体现人物鲜明的特点。如，写张飞，第
七十回中，作者对张飞使了一个小心眼智败张a的战例进行了
细致入微的刻画与描写，与此同时又加入了一段诸葛亮与刘
备的对话，更显出了诸葛亮的智谋高超。

《三国演义》能够把繁多的人物以及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处
理的恰到好处，就是因为作者在用笔上不仅有实写、虚写、
详写、略写、插叙、倒叙，还有作者采用了沿线索来记叙的'
文学手法。《三国演义》的主线索就是蜀汉政权的建立以及
灭亡直至三分归晋的过程，其中有穿插有支线索。如，赤壁
之战时期，作者是从刘备、孙权、曹操三条线索来展开叙述



的。而这三条线索有互有联系，不会在一个章节之中只叙述
一条或两条线索，这样交织进行，就会让读者感到很连贯，
而不是只读一条线索的冗长与乏味。

四、封建与王道

《三国演义》中表现的一个政治思想观就是倡导典型的儒家
思想――王道与仁政。《三国演义》中的一大部分虚构故事
情节都是为了表现这种思想。正是如此，作者才大胆的在作
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忠”“义”的艺术形象。

首先是诸葛亮。《三国演义》中描写的诸葛亮，是“忠贞”和
“智慧”的化身，特别是作者对诸葛亮的“智慧”，更是用
尽笔力，大肆渲染。

诸葛亮在当时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是一个看问题比较敏
锐、处事比较有胆识谋略、能随机应变的人。然而，他之所
以具有这些优势，就是因为它重视实践。如，在曹操攻占荆
州，领兵南下时，诸葛亮曾向孙权分析当时形势，预计到曹
操必败，正是因为诸葛亮在战争之前就已经对敌我双方的优
势和弱点作了比较的缘故。又如，诸葛亮敢于使“空城计”，
就是因为他对敌我将领的情况作了分析，料知司马懿了解自己
“生平谨慎，必不弄险”，从而利用司马懿对自己长期形成
的认识，采用了十分“弄险”的疑兵之计，解除了危机。然
而，在更多的章节中，作者却把诸葛亮写成了“先知先觉”
的人物。如，诸葛亮的几次“夜观天相”，几次“锦囊妙
计”。而在“七星坛祭风”，更是荒诞不经的描写。类似的
问题，还可以在“巧布八阵图”“班师祭泸水”“五丈原禳
星”“定军山显圣”中看到。

关羽也是《三国演义》中着力描写的人物。在作者的笔下，
关羽也从《三国志》中的一名与赵云、黄忠地位相同的武将，
变成了《三国演义》中勇猛忠义的大英雄。《三国演义》如
此美化关羽，完全是为了提倡封建的“忠”“义”思想。



《三国演义》后，关羽就成为完全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理想的
人物，关羽在民间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广。明、清的统治者曾
经几次封其为“大帝”，到处为其立庙。这就清楚的说明，
通过关羽鼓吹“忠”“义”的这种描写，是多么适合封建统
治者的需要。

此外，也是为了提倡为封建主子卖命，《三国演义》还塑造
了一系列所谓“忠臣”形象，如董承、王子服、吉平等等，
他们为了尽忠汉献帝诛除“国贼”曹操，“虽灭九族，亦无
后悔”。作者把这些人吹捧为流芳千古的模范人物。此外，
写姜维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孝道”，写孙夫人等人物
时，鼓吹了封建的“节烈”。由此可知，《三国演义》所塑
造的人物形象是贯穿了作者的社会政治观点的。

五、诗词与歌赋

《三国演义》的另一大成功便是引入了大量的诗词歌赋，虽
然数量比《红楼梦》中要少，但是其中不乏精品之作。一部
分诗词是为了表达情感而引入的，另一部分则是出现在人物
的吟唱中或笔下。如，“苍天如圆盖，陆地似棋局……”(第
三十七回)，此乃文中诸葛亮所作。又如，“曹操奸雄不可当，
一时诡计中周郎……”(第四十五回)，此乃后人叹曹操中计
误杀蔡瑁、张允之事。篇头词“临江仙”，气势磅礴，让读
者感到一股浩然之气;读过之后，更有一种意犹未尽、引人入
胜的感觉。篇尾诗“古风”，则把三国一个世纪的兴衰成败、
长达66万字的文字概括成仅300余字的长篇叙事诗。虽然没有
华丽的词藻，但是它却像一片押韵的后记一般，带领读者重
温三国风云。其最后几句，更是引发了作者对历史的思考与
认识：“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
梦，后人凭吊空牢骚。”留给读者无限的遐想。

总而言之，《三国演义》可以说是四大名著中仅次于《红楼
梦》的精品小说。虽然其中有些思想值得我们去探讨，但是
它留给中华民族的意义是深远的。



曹操是《三国演义》中一个刻画得最精彩的人物。作者罗贯
中将其评价为“乱世枭雄”，对之大加贬斥，还刻意以之与
刘备作对比，渲染封建正统思想。对此，我不敢苟同：在乱
世枭雄”的背后，曹操其实是“治世奇才”。

曹操，字孟德，是东汉末年―三国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
诗人。或以一言蔽之，曹操是一个拥有文韬武略的全才。

曹操在军事方面的才能是无容置疑的。二十岁举孝廉为官，
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除马腾，最终统一北方。
从最低层摸爬打滚开始，以其真才实干纵横大半个中国，风
头一时无两。特别是“官渡之战”至今仍作为“以少胜多”
的经典战例而为人所津津乐道。

曹操在文坛上的成就则是刘备、孙权等望尘莫及的。身为建
安七子之一的曹操，引领建安风骨的文风，给我们留下多少
传世佳作啊!其中《观沧海》《龟虽寿》《短歌行》尤为著名，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佳句更体现
了曹操对事业尽心尽力执着追求的精神，并且千百年来激励
着人们，中老年人更常引以为座右铭。

能够成就一番伟业，曹操的政治才干是不容小视的。

曹操取信于董卓后，本来可以依附董卓升官发财，但是他没
有这样做，而是敢为人所不敢为，持七星宝刀行刺董卓。我
认为，这是曹操富有政治远见的体现：不图荣禄而图天下。
他深知董贼倒行逆施，残暴不仁，天下人皆痛恨，这样的政
权是没有前途的――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也，曹操深明此道。

曹操日后在群雄中崛起，广招贤能，善用人才是他非常重要
的一招。在官渡之战僵持之际，曹操的求才若渴之心表露无
遗。敌将许攸来曹营，曹操连衣履都来不及整理好，就赶忙
相迎，使许攸感动至极而降服：用曹操的话来说，这叫
做“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也正



说明曹操用人三昧。还有，曹操在处理于禁和夏侯敦的矛盾
时，没有偏袒父系的亲属夏侯氏，而是以大局为重，铁面无
私地支持于将军。这样，达至最大限度的上下一心方是成就
大业的可靠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曹操帐下文有荀攸、荀、
郭嘉;武有曹仁、典韦、夏侯敦，所以曹操才能在三分天下中
稳占一席之地。然而有些人认为刘备在用人比曹操更胜一筹，
我对此不以为然。刘备，虽然麾下也是名将如云，甚至拥有
诸葛亮这样神机妙算的人物，但却又充斥了小圈子、小人格
主义。然而关羽公然违抗军令“义释曹操”，却不受正法;张
飞嗜酒生事，被吕布趁火打劫，夺走徐州，仍可泰然自若。
把桃源结义的“哥们情结”凌驾于政治形势的大氛围之上，
而最后竟然发展到个人复仇主义，违背了“联吴抗魏”这一
重大而正确的政治策略，大举伐吴，遭到了火烧连营的灭顶
之灾，使蜀国元气大伤而走向没落。

曹操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人物，在具有雄才大略的同时，也充
分表露出敏感、脆弱、孤傲、甚至善妒、多疑的人性弱点。
因此评价曹操这样的多元性格的人物，我们必须倍加注意。
曹操献刀谋董卓，事败后投奔其父之义兄吕伯奢，疑其害己，
杀其全家，并说：“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
此言一出，曹操从此恶名远扬。董承谋反，结果是自身不保，
董贵妃也牵连处死。弥衡裸身骂曹贼，曹操借势上演了一场
借刀杀人的好戏。杨修妄猜曹心，曹操亦以动摇军心这个莫
须有之罪杀之……这等举不完的例子尽显曹操多疑、妒才、
残忍的一面。可是，细细推究：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身处
乱世之中，曹操怀治世之大才，另能图一番大业。倘栽倒在
如吕伯奢此小人物中，岂不枉了天作之才?再且，身处庙堂之
高的封建统治者其内心其实都是虚得很，他们害怕别人挑战
自己的地位，容不得比弥衡、杨修等人公然犯上，而必须杀
之而后快。因此曹操必须事事留神，多作心眼，多耍手段。

曹操取得其成功，自有其出众之处。无论什么人怎么评论他
的过错，我还是会以一家之言为其说句：这就是他成就大人
格大事业的必要牺牲――虽然我是绝不会追随其足迹的。



三国演义小学生读书笔记篇五

假期里，我把一本厚厚《三国演义》读完了。

《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很多，“草船借箭”我最喜欢，这个
故事是说：因为诸葛亮聪明博学、用兵如神，让周瑜十分妒
忌，心怀诡计，他把诸葛亮看作是东吴的一大患，想找借口
害他，就对诸葛亮说，箭是水上打仗的最好的兵器，要诸葛
亮在当时没有造箭的条件下，在三天之内造使万支箭，如果
完不成任务就要严惩。诸葛亮便胸有成竹地凭他的智慧和常
识，在三天之内向曹操“借”了十万支箭，出色地完成了任
务。

《三国演义》中我喜欢的人物还是诸葛亮。他是个死而后已
的忠臣，他熟知天文地理，能文能武，足智多谋，而且一生
谨慎，鞠躬尽瘁，他借东风，草船借箭，三气周瑜，空城计，
七星灯，这些是常人所想不到的，他的所做所为给大家一个
很深的印象。

我长大后要向诸葛亮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