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诸葛亮故事读后感 诸葛亮的故事读
后感(优秀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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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
家可以喜欢。

诸葛亮故事读后感篇一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想必对第九十三回“武乡侯（即诸
葛亮——作者注）骂死王朗”一事印象十分深刻。诸葛亮用
了什么法术，竟然能把一个大活人给“骂死”？尽管这当中
不乏小说“虚构”的成分，但“虚构”也是要以“合理性”
为前提的。只有具备了诸葛亮骂死王朗的“现实可能性”，
读者才会信服这个故事。

诸葛亮骂死王朗是否具有“合理性”？也就是说，诸葛亮骂
死王朗有多大的“现实可能性”？这是拙文拟加以探讨的问
题。

一

《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骂人”虽然不能
直接归入“战争”，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战争——舌战。要
取得“舌战”的胜利，同样也需要“知己”与“知彼”。

先看诸葛亮。首先他对自己的“舌战”才能是有着充分的自
信的。同在《三国演义》的第四十三回，诸葛亮客场作战，
以一人舌战东吴群儒，让东吴群儒非但占不到半点便宜，反
而自取其辱，一个个败下阵来。当时舌战的对象是多人，诸
葛亮尚且占了上风。如今，面对的是王朗区区一人，他自然



胸有成竹。因此，当蜀魏两军对阵，诸葛亮发现对手是王朗
时，暗忖曰：“王朗必下说词，吾当随机应之。”这“随机
应之”，体现的就是诸葛亮对这场舌战取胜的充分自信，是
他底气十足的充分表现。可见，在“知己”的问题上，诸葛
亮是有着极为准确的判断的。

再看王朗。他对自己到底了解多少呢？首先，随曹真大军出
征，担任曹真的军师，是王朗自荐的，这时王朗“年已七十
六岁矣”。这个年纪，应该是激流勇退的年纪。而王朗却在
这个年纪自荐担当重任，有违人之常情。这也是他“不知
己”的一个表现。其次，他在曹真面前夸下海口说：“老夫
自出，只用一席话，管教诸葛亮拱手而降，蜀兵不战自
退。”这是建立在“盲目自信”的基础之上的，也是他“不
知己”的一个表现。

在“知己”方面，诸葛亮和王朗的优势和劣势已经十分明确
了。因此，两人之间的交锋尚未开始，胜负之定数已判矣。

在“知彼”方面，诸葛亮在此之前，与王朗已经有过交锋，
只不过那次交锋不是“舌战”，而是“笔战”而已。据《献
帝春秋》记载，王朗在写信劝降蜀国太傅许靖碰了一鼻子灰
后，又不自量力地写信劝降诸葛亮。诸葛亮随即写了一篇文章
《正议》公开发表，对王朗的谬论加以驳斥。其中一段翻译
成现代汉语是这样的：“从前那个项羽，他的兴起不是由于
自己有道德，因此虽然占据华夏地区，装出帝王的架势，结
果却是身首异处而死，永远成为后世的鉴戒。而曹操不肯接
受这个教训，又跟着这条死路走了。他没有遭受杀身之刑，
不过是一时幸运，灾祸一定要落在他子孙身上的。不料有那
么两三个家伙，已是行将就木之年，却接受伪帝的旨意，向
我写信陈述什么天命。这真像张竦、陈崇这些无耻之徒称颂
王莽的功德那样。难道他们面临大祸，还企图幸免么？”

诸葛亮还了解到，王朗初时追随陶谦，后为会稽太守。在举
兵抵抗孙策失利后被俘，便投降了孙策。后来又归顺了曹操。



是一个见风使舵、朝秦暮楚、丧失气节的为人所不齿的小人。

对待王朗这种既无自知之明，又无气节的小人物，诸葛亮深
信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王朗在与诸葛亮的“笔战”失利之后，应该知难而退的。但
他并没有吸取教训，反在诸葛亮统兵伐魏的关头，自荐担任
曹真的军师，并且在曹真面前夸下海口：“老夫自出，只用
一席话，管教诸葛亮拱手而降，蜀兵不战自退。”他也太不
把诸葛亮这个强劲的对手当一回事了。在“知彼”的问题上，
他犯了一个“轻视对手”的极大的错误。

在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情况下，王朗焉有不败之理？
被“骂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二

在与王朗的“舌战”中，诸葛亮的“骂人艺术”得到了淋漓
尽致的发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纵论天下大事，阐明利害关系。为了断掉王朗劝降的
念头，诸葛亮开始纵论天下大事，阐明了其中的利害关
系。“昔日桓、灵之世，汉统陵替，宦官酿祸；国乱岁凶，
四方扰攘。黄巾之后，董卓、傕、汜等接踵而起，迁劫汉帝，
残暴生灵。因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
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
社稷丘墟，苍生涂炭。”难道我会去投降这样的一群鼠辈吗？
你还是趁早断了“劝降”的念头吧！

（二）历数王朗劣迹，给予致命一击。要在“舌战”中彻底
击败对手，抓住对手弱点，给予致命的一击，是一种十分有
效的方法。王朗的致命弱点，就在于他丧失气节，不时投降
或附逆他人。于是，诸葛亮抓住这一点，对他进行了公开的
斥责。“吾素知汝所行，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仕；理



合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期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
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愿食汝肉！斤幸天意不绝炎汉，
昭烈皇帝继统西川。吾今奉嗣君之旨，兴师讨贼。汝既为谄
谀之臣，只可潜身缩首，苟图衣食。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称
天数耶！”当然，诸葛亮还是有所保留的，他只是斥责了王
朗附逆曹操的事，却没有揭他投降孙策的丑。但仅仅是这样，
王朗已经承受不住了。

三

当然，王朗被“骂死”，除了有诸葛亮骂人艺术高超这个客
观的因素之外，还有王朗本身的诸多主观因素在起作用。这
些主观因素，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心中有鬼。尽管他为他所效力的曹操和曹丕大唱赞
歌，“我太祖武皇帝，扫清六合席卷八荒；万姓倾心，四方
仰德。非以权势取之，实天命所归也。世祖文帝，神文圣武，
以膺大统，应天合人，法尧禅舜，处中国以临万邦，岂非天
心人意乎？”但明眼人都知道，曹操、曹丕父子为臣不忠、
架空汉室、并且取而代之的谋逆之举，正如诸葛亮所揭露的，
“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
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社稷丘墟，
苍生涂炭。”王朗为这样的政权服务，可以说是名不正而言
不顺。他的心中是“有鬼”的。

二是心中有愧。王朗在曹真面前夸下海口：“老夫自出，只
用一席话，管教诸葛亮拱手而降，蜀兵不战自退。”哪知道
劝降未成，反遭诸葛亮一番羞辱和一阵痛骂，这等于当众挨
了人家一巴掌，使得他在曹真等将士面前颜面扫地。如果有
后悔药可吃，我想他此刻应该对自己自荐担任曹真的军师、
自告奋勇劝降诸葛亮的行为悔青了肠子。他的心中“有愧”，
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三是身体有疾。据《三国志·魏书·钟繇华歆王朗传》记载：



“三公（指钟繇、华歆和王朗——作者注）有疾，遂以为故
事。”说明王朗的身体不好，有病在身。曹丕《报王朗让位
诏》里也说：“朕求贤于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称疾，非徒不
得贤，更开失贤之路，增玉铉之倾。”按照字面来理解，应
当是曹丕想让王朗出来做官，王朗以自己身体有病为由，把
曹丕的请求给拒绝了。曹丕对此很不满。这些旁证材料都证
明，王朗是有病在身的。如果他患的是心脏方面的疾病的话，
那他被“骂死”的几率是百分之百。因为患心脏病的人，最
担心的是受到外界的刺激，而且是强烈的刺激。

诸葛亮故事读后感篇二

一只老虎小的时候就被人逮住了，把它关在铁笼子里。这个
家里有一只狗，自小就勤勤恳恳地为人看守门户，深受主人
器重。没想到，有一天晚上，狗因为太累而睡得太沉，让贼
偷走了一袋麦子，结果受到了主人的批评。

一辈子什么事都不做，虽然不会犯什么错，却庸庸碌碌，活
得毫无价值与意义。犯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事无成。

诸葛亮故事读后感篇三

五一小长假，因为一些原因，所以没有出去，我就在家里读
书，我读的最好看的一本书名叫《诸葛亮》。

诸葛亮从小就聪明好学，长大后，人们都称他为“卧龙先
生”，诸葛亮在二十七岁这年，成为了刘备的得力助手，诸
葛亮创造出了“第一把火”，打败了敌人的军队。接下来，
诸葛亮用“火烧新野”的办法再次打败了敌人。诸葛亮要实
行一次水战，可是，营里缺少弓箭，诸葛亮说：“我只需要
三天时间就可以做出十万之箭”，一天晚上，诸葛亮把上司
叫醒，到江边，上司只看到诸葛亮把二十艘船用锁链连在一
起，船上还有许多稻草人，上司说：“你疯了吗？万一敌人
开始进攻我们可就完蛋了！”，诸葛亮却不慌不忙的



说：“放心吧，在这种天气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到时候您就
等着看吧！”敌人命令三千个弓箭手射箭，顿时，江上突然
万箭齐发，所有箭全部射在了稻草人的身上，当稻草人正面
全部射满了箭的时候，诸葛亮又把船调头，不久后，稻草身
上密密麻麻全是箭，士兵在船上大喊：“多谢你们的箭！”，
诸葛亮用“草船借箭”的办法得到了十万支箭。

关于诸葛亮聪明的故事还有很多，诸葛亮的一生是智慧的一
生，是伟大的一生！我们要学习他善于动脑、勤于思考的好
习惯。

诸葛亮故事读后感篇四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一位著名的军师，大家都知道他是智慧的
代表，小时候他拜水镜先生为师，学满三年后，水镜先生为
诸葛亮和其他弟子出了一道考题，考题是这样的'：

水镜先生说：“从现在起到午时三刻止，谁能得到我的允许
走出水镜庄，谁就出师。”弟子们急了，有的大呼：“庄外
失火!”有的谎报：“家里有要紧的大事，一定得赶紧回
去!”水镜先生概不理睬。只有诸葛亮，早就伏在桌子上睡着
了，鼾声大作，搅的考场不得安宁，水镜先生非常生气。午
时三刻快到了，诸葛亮一觉睡醒，听说先生出了这么个考题，
一把拉住先生的衣襟哭道：“先生这么刁钻，尽出歪题害我
们，我不当你的弟子了，快还我三年学费。”

水镜先生见到诸葛亮这么辱骂他，他命令弟子把他赶出水镜
庄，诸葛亮一出庄子，从地上拿起一根棍子，走进水镜庄，
跪在先生面前，双手捧起棍子对先生说：“刚才为了考试，
冒犯了恩师，弟子愿受重罚。”先生才恍然大悟，转怒为喜，
高兴地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你真得可以出师了。

看完这个故事我觉得诸葛亮真聪明!他没有按照一般人的思维
来思考问题，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巧妙地完成了先生地考



核。学习上也是这样，暑假里妈妈教我背英语单词，不用死
记硬背，非常灵活好记，比如：单词ten和pen只有一个字母
不同，可以对比记忆;单词playground是一个合成词，play的
意思是玩，ground的意思是地方、地面，合起来的意思是玩
的地方——操场，很容易记住他的汉语意思;单词beautiful有
九个字母，很难记，妈妈就让我把它分成三小
段：bea—uti—ful，来记，很容易就记住了，我觉得这些特别
的背单词的方法真好!现在我很喜欢学英语哦!!!

在我们的学习中，一定要善于思考，发挥自己的智慧，运用
好的学习方法，取得优异的成绩，那么我们的学习会又有趣、
又轻松哦!

诸葛亮故事读后感篇五

诸葛亮(181—234)，中国百姓心目中能掐会算、聪明绝顶的
人。他生当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之世，受刘备三顾茅庐知遇情，
辅佐刘备干得一番大事业，成为三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和军
事家。

诸葛亮幼丧双亲，跟随叔父诸葛玄移家豫章，后至荆州(今湖
北襄阳城西)，在隆中躬耕读书，隐居十余年。207年后，辅
佐刘备建立蜀汉，功勋卓著，官拜丞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