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鸿门宴读后感 鸿门宴读后感读
后感想心得(优秀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
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读鸿门宴读后感篇一

刘邦在项羽面前肯忍一时之气，才得以逃脱，他要是和项羽
一般骄横气盛，恐怕早就死在鸿门了。

刘邦在这方面胜过项羽，也就注定了结局。鸿门宴上，试想
刘邦项羽要是对换一下，那项羽是必死无疑了。狂妄自大的
他的字典里不可能有低头道歉，俯首称臣，做事果断的刘邦
的字典里也不可能有妇人之仁。果然，项羽最后无法忍受战
败之气，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悲壮自刎。刘邦呢?几乎可以
说打了一辈子败仗，但是他照活不误。刘邦输的就是小仗，
忍得就是小气，自然赢得就是大气，成的就是大事。

毛泽东一代伟人，他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原则不也是“忍小成
大”吗?敌强我退，敌退我进。敌人强大时，就像刘邦面对项
羽四十万大军时，忍一下，退一步，不会损失什么，然后在
适当的时机予以反击。但对于项羽，死打硬拼，决不让步。
可结局呢?项羽自刎，刘邦胜了楚汉战争，毛泽东成立了新中
国。

小不忍则乱大谋，古人总结多少用血留下的沧桑经验，是多
么富有哲理。



读鸿门宴读后感篇二

《鸿门宴》所叙述的是项羽，刘邦在共同灭亡秦国之后，范
增见刘邦有雄视天下之心，因此举办了一个暗藏杀机的宴会，
准备除掉刘邦。而刘邦最终在张良，项伯，樊哙等人的帮助
下逃离楚营的故事。项羽，昔日的楚霸王，多么的威风，多
么的不可一世!但因为与刘邦争天下，兵败垓下，最终落个乌
江自刎的下场。归根结底，都是他桀骜不驯，犹豫不绝的性
格让他在鸿门之上错过了一次刺杀刘邦的绝好机会。就这样，
一个唾手可得的江山被拱手送人。多么的可悲!多么的残忍!
项羽压根儿就没想到他所见的种种，皆是刘邦之计。所
以，“古之成大事者，不可拘泥于小节”。

曹操，历史上的奸雄。这是基于人们个人爱憎基础上给予他
的名字。让我们正视历史：“曹操，字孟德，诗人，军事
家……”这些是什么?——这没有什么，仅仅是因为他当断则
断，遇事有魄力，当他诛杀孔氏后人时，正是因为他的铁血，
后世才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典故。若不是他的能力，
他的性格，何以三足鼎立，统江山;又何以有他“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壮诗篇。项羽之所以
失江山，刘邦，曹操之所以得江山，正是因为个人人格。项
羽的桀骜不驯让他孤注一掷，让他呈匹夫之勇，让他兵败垓
下;而刘邦，曹操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性格，让他们招贤纳士，
让他们统帅三军，让他们“该出手时就出手”。当然结局也
必然有不同，一个既失江山，又失美人，另一个则建立千秋
功业。

江水悠悠，易安居士临江悼念，凭谁干杯?江水涛涛，千古文
人抚剑长叹，泫然泪下!忘不了，忘不了，那么沉重，那么凄
凉，让后人评述，让后人哀伤。

我永远的西楚霸王!

就个人观点而论，项羽——我崇拜，但只有一个叹惋——英



雄短命;刘邦，曹操——我尊重，但他们也只有一个评价——
书写历史。

读鸿门宴读后感篇三

大家对“鸿门宴”这个故事比较熟悉吧!今天，我就要通过这
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来了解分析故事中的两个大人物——刘邦
和项羽的性格特点。故事中刘邦机智脱逃，就已注定了他的
结局不再模糊，而项羽最终自刎的原因也一清二楚!

曹无伤这一根引火线，引出了一场巨大的战争——项羽发怒
了要杀刘邦，范增也在一旁添油加醋。当时，刘邦只有十万
人马，而项羽却有四十万人马!两方交战，刘邦必败无疑。命
运无常，就在此时，来了个大人物，改变了沛公的命运——
项伯!

项伯，就是项羽的叔叔。因为他和刘备的谋士张良有交情，
当天就把项羽第二天准备攻打刘邦的消息告诉了张良，但他
没有想过张良知道后会是什么样的后果。一阵密谋后，刘邦
决定先迷惑项伯，先是表白自己进关并无野心，又承诺和他
结为亲家，并请他在项羽面前说好话，然后自己在第二日早
上去项羽的驻扎地新丰鸿门谢罪，于是就有了那个千古传唱
的故事——鸿门宴!从此，他们的一生都得到改写。

刘邦这个人有心眼。刘邦就是因为心眼多，登上了皇帝的宝
座;“西楚霸王”项羽就是因为没心眼，才听进了项伯的谎
言;就是因为没心眼，才放走了刘邦;就是因为没心眼，才消
失在了历史的长河里……一代天骄，西楚霸王，因为没心眼
结局很惨。回过头看，有心眼的人物还是刘邦。刘邦有心眼，
使他觉察出了“卧底”曹无伤，使他“结交”了傻乎乎的项
伯，使他逃过了差点灭顶之灾的鸿门宴，使他成为了汉朝的
开国皇帝，再显新的篇章!



刘邦这个人相对而言，比项羽谦虚多了。正是项羽太有才，
就听不进别人的劝告，所以才不理会范增击玦的吧。刘邦虽
然有点骄傲，但他能听进建议，所以他又比项羽技高一筹了。
骄傲的人一般自尊心也很强，项羽就是自尊心作怪，令
他“无颜再见江东父老”而拔剑自刎。

另外，刘邦比较果断，而项羽却总是犹犹豫豫的。比如说他
要攻打刘邦也要第二天打，如果当天就攻打的话，历史就可
以改写了!范增一直要项羽杀刘邦免除后患，但他犹豫不决，
错失良机。要是换成刘邦的话，他是决不会心慈手软的!刘邦
就果断了：一不做，二不休。他答应第二天去参加鸿门宴，
一早就去了;说了要对项伯好点，就真的对他好点;说逃就逃，
说走就走，真果断!

虽然当时刘邦的军事力量远不如项羽，但他为人、性格等方
面都比项羽强。所以两人最终的命运也截然不同。性格即命
运啊!

读鸿门宴读后感篇四

成王败寇，这是人们历来所遵循(信奉)的“真理”。惟有千
年前的楚汉之争好像是个例外。这场战争最终是以项羽命断
乌江而告终，刘邦才是最后的胜利者。然而，后人往往是不
为刘邦喝彩而为项羽惋惜。

众人皆知，项羽自封西楚霸王，善带兵打仗，乃一代枭雄。
他身上无处不透露着慑人心魂的威严、虎虎生风的气势和与
生俱来的英雄魅力。他一出现，似乎其他人立刻变得渺小了。
而刘邦，出身寒微，举止粗俗，为(是)公认的地痞无赖。想
当初，西楚霸王项羽无敌于天下，有谁能想到刘邦会这么快
地战胜他呢?但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如同一盘棋局，项羽善
于勇往直前，大砍大杀，当他把刘邦逼得就要满盘皆输的时
候，刘邦突然妙手转动，最后竟反败为胜。



鸿门宴被认为是楚汉战争的转折点。正如宴后范增碎玉所言：
无知短视之辈，不足共谋大事。天下，终归要落入刘邦手中。
天意，这是天意!正所谓“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
哉”。

古往今来，多少人感叹：如若鸿门宴上项羽狠下心来置刘邦
于死地，哪里还会再有后顾之忧;如若战败时项羽横渡乌江东
山再起，哪里还会落得如此下场;如若……可我想说的是，如
若这一切统统实现的话，那他就不是项羽了，而是另一
个“刘邦”。没错，比起戎马一生的大英雄项羽，刘邦是个
十足的小人，阴谋家。但他却有着精明的政治头脑和笼络人
心的技巧，这恰恰是项羽所不具备的，而这又恰恰是在乱世
争雄中独占鳌头的锐利武器。

所以，刘邦最终获得了胜利，用他自己的方式，不是礼义廉
耻，不是道德说教，而是阴谋诡计、权术厚黑。这也正诠释
了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最为著名的一句话：“只要目
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即使是这样的结果，后人还是一
味地敬佩项羽的一身正气，而将刘邦视为阴险狡诈的反面典
型，但是，作为开创西汉王朝二百多年霸业的帝王，令人敬
佩不如令人畏惧。

再看这最后的失败对于项羽未尝不是一种公平。以他的性格，
注定不会成为真正的王者。然而踏上了这条不归路，项羽必
须为自己的妇人之仁和自大狂妄埋单，就算代价是死亡。可
怜项羽和虞姬的生离死别，也不过是其悲壮结局的序曲!而项
羽的傲骨和正气必将流芳百世，只不过，是以一种失败者的
姿态。

这就是历史。

成王败寇，刘邦与项羽也无法例外。



读鸿门宴读后感篇五

这――或许是编剧的创新。

不由得评一句“有新意，敢于颠覆历史”，不知是褒是贬。

但是自己也随即一转念，“历史，颠覆历史，历史是什么？
历史真相是什么？《汉书》，《史记》，《资治通鉴》……
历史书里记载是就是历史，就是历史真相吗？”以现在的生
活感悟来说，历史不过是人写的，而真相更是供人多方求证，
供人思索猜测，但绝不是供人阅读听闻的。

敢于“颠覆”，打破思维定势般的迷信，就是思想观念的解
放，这就是进步了，或者起码是找着了进步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