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刘备读后感(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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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
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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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备读后感篇一

《三国志》是由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期的
断代史，同时也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

文言文是古人思想智慧的结晶，是传统文化的集中荟萃，是
文学宝库中的精品典范。它记录着历史发展的轨迹，昭示着
传统文化的底蕴，散发着人文精神的芳香。多读文言文，不
仅可以增加语言储备，提高作文布局谋篇的能力，而且还能
够增长历史文化知识，提升人文素养，提高审美鉴赏能力。

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他
死后，尚书郎范f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
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
采录。”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
们的好评和称赞。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
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界把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
纪传体史学名著。

所以我选择了借阅《三国志》这本优秀的作品。

《三国志》讲了一段荡气回肠的悠久历史。东汉末年，群雄
割据，董卓独霸朝纲，祸乱朝廷，涿郡刘、关、张桃园结义，
征战四方，三顾茅庐、结孙权、破曹操、借荆州、取巴蜀，
成就一番霸业。江东孙权，兵精粮足，又有三江之固、长江



天堑，据江东而虎视天下。典军校尉曹操，据陈留、讨董卓、
破吕布、征袁术、败袁绍、远征乌桓，一统北方，而后征马
超、破韩遂，拿定西凉，欲征荆州以霸天下，但兵败于赤壁。
此后三国鼎立，互相争斗，互有胜负，三国归晋。

这本书带给我很多感慨、震撼和感动。滚滚长江东逝水，浪
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

魏、蜀、吴三国鼎立是天命，而吴国则时间最长，蜀国则最
短的，那是因为它失去了诸葛亮就像房子失去了房梁一样，
从此一蹶不振，最后没出息的昏庸无能的君主刘禅直接弃城
而降，诺大一个蜀国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而吴国之
所以寿命长是因为第二代君主孙策选好了接班人――孙权，
而且为孙权留下了一片现成的基业，和一批忠心耿耿的能臣
武将，所以吴国寿命长要归功于孙策。魏国则是有一个政治
家君主――曹操，所以司马家族才不敢那么猖狂，曹操一死，
曹丕还勉强挺了过去，俗话说国不过三代，到了第三代曹睿
时，已是乌烟瘴气，司马昭独揽大权，这时的魏国已是名存
实亡，摇摇欲坠。最终三家全部灭亡，历史又进入另一个朝
代。

刘备读后感篇二

《三国志・魏武本纪》对曹操的事迹的记载，使我看到了一
个真正的英雄，看到了曹操的人格魅力。当然，人人都有缺
点的，曹操也不例外。感觉《三国演义》把这些扩大化了。

最后，陈寿也对曹操进行了很公正，客观的评价：太祖运筹
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
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
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紧接着，我想说说荀。荀这个人物，如果没看过《三国志》，
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他。王佐之才。也许很多人说荀没出过什



么奇谋，妙计。但是，我只能说，《三国演义》夸大了妙计，
奇谋的作用。荀，他谋的不是一场小战斗的胜负，他谋的是
天下。他是方眼整个天下为曹操出谋划策。

他是个伟大的战略家。多次纠正曹操的错误的战略决策。简
单的说，荀就是为曹操研究，把谁谁谁放在哪个州，对付谁
谁谁。我军应该先进攻谁，先跟谁停战议和，先得那一块地
方，然后再怎么怎么样。这是制定大的战略，如果说出谋划
策的谋士是棋子的话，荀和曹操就是下棋的人。这是我的理
解。

再来说说蜀国刘备。

陈寿的评价是：“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
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
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
亦狭。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
唯竞利，且以避害云尔。”

刘备是个大英雄，有汉高祖刘邦的风范，与曹操相比，刘备
的机权干略，略显不足。所以创下的基业不如曹操。但是，
也能称为一代雄主。

这个评价比较中肯。刘备根本不是《三国演义》中那个昏庸
无能，心慈手软，爱哭鼻子的人。他是个英雄，他有自己的
抱负，也有自己的能力。并且，具备了成为曹操最大对手的
资格。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
郎赤壁。

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苏东坡这首千古绝唱描写了一个真实的周瑜。周瑜的一生是



完美的，他的谋略，胆识，胸襟，抱负，也是我十分佩服的。

可惜，他英年早逝，未能一展他的抱负。对他的远见卓识，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一段话：“今曹操新折衄，方忧在
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
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
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大致是要周瑜率军抢先占领西
川，吞并汉中张鲁，然后回师襄阳与孙权北拒曹操，二分天
下，并且可以图谋北伐，一统中原。可惜英年早逝，大计无
人主持啊。

三国真实个群英荟萃，有说不尽，道不完的故事和感慨。乱
世之中，英雄辈出。我不由想起一首歌的歌词写得好：“湮
没了荒城古道，远去了烽火边城。岁月啊，你带不走那一串
串熟悉的姓名。但当生前事，何计生后评。”

刘备读后感篇三

我在暑假里看了《三国志》，把三国的历史了解了一下，才
知道原来真正的历史和《三国演义》有莫大的不同。电视剧
也不是历史。

《三国志》是我国晋代著名的史学家陈寿编写的一部主要记
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详细记载了从
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
六十年的历史。《三国志》全书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
《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陈寿是晋
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
《三国志》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记
刘备为《先主传》，记孙权称《吴主传》。

《三国志》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陈寿
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以简练、优美的语言为我们绘制了一
幅幅三国人物肖像图。人物塑造得非常生动。作为记载三国



时代的原始资料，他也为后代有关的三国的文学作品，以及
《三国演义》的问世，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因此，《三国志》
的历史价值，文献价值，文学价值，都是不可低估的！

《三国志》写作手法简洁，记人叙事流畅，很值得我写作文
学习，是值得一读的好书。

去打开《三国志》吧！他可以让你学到智慧、勇敢、机智和
权谋，让你真正了解纷乱的三国历史。

刘备读后感篇四

呼…花了将近一年终于将《三国志》读完了，其实三国真正
的历史根本没罗贯中写得那么好，什么关羽斩文丑颜良，过
五关斩六将，什么张飞气吞长坂，三英战吕布等等英雄事迹
全是虚构而已。三国志讲述了真正的三国历史。三国既是一个
**的年代，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在这短短几十年中，
曾经有过多少英雄战死沙场，又有过多少人雄霸一方，比如
两个漂亮的草包：刘表、袁绍;可爱的奸雄：曹操;一代枭雄：
刘备;一代奸雄：董卓;凉州人：马腾、锦马超;孙家三代：孙
坚、孙策、孙权以及被世人所称的飞将军吕布……他们都有
自己的领土，自己的事业，自己的文臣武将，为什么最终是
司马家族一统九州，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有一个朝代―晋，
那是因为能与之争锋的英雄豪杰都已去世，不然就是还没世。

魏、蜀、吴三国鼎立是天命，而吴国则时间最长，蜀国则最
短的，那是因为它失去了诸葛亮就像房子失去了房梁一样，
从此一蹶不振，最后没出息的昏庸无能的君主刘禅直接弃城
而降，诺大一个蜀国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而吴国之
所以寿命长是因为第二代君主孙策选好了接班人--孙权，而
且为孙权留下了一片现成的基业，和一批忠心耿耿的能臣武
将，所以吴国寿命长要归功于孙策。魏国则是有一个政治家
君主--曹操，所以司马家族才不敢那么猖狂，曹操一死，曹
丕还勉强挺了过去，俗话说国不过三代，到了第三代曹睿时，



已是乌烟瘴气，司马昭独揽大权，这时的魏国已是名存实亡，
摇摇欲坠。最终三家全部灭亡了，中国又进入另一个朝代的
统治：晋朝。

刘备读后感篇五

《三国志・吴志・吕蒙传》载：吕蒙是三国时东吴的大将军，
非常有谋略；火烧赤壁的时候，刘备不仅“借”走了荆州，
还娶走了孙权的妹妹，让孙权和周瑜“陪了夫人又折兵。”

后来关羽守荆州，为了扩张势力，北上打曹操，被吕蒙逮住
了机会，抄了后路，终于让关羽败走麦城，帮孙权夺回了荆
州。像吕蒙这样一个英雄，开始的时候却是个大老粗。吕蒙
小时候家里很穷，靠姐夫接济，没有机会读书。后来跟着姐
夫打仗很勇敢，最终得到了孙权的赏识。目不识丁的他以为
凭勇敢就能打天下。有一次。孙权很认真地对吕蒙说：“你
现在是国家的栋梁，要好好读书啊“。吕蒙嘻皮笑脸地回答
说：“我现在整天打仗，忙得很呢，哪里有时间读书啊，哈
哈。”孙权很严肃：“我这个当国王的要比你还忙吧？我读
了那么多书还嫌不够用，现在还抽空读许多史书和兵书，很
有好处啊。你看现在曹操这么老了，还很好学呢，你可不要
把我的话当玩笑啊。”

吕蒙听了很受震撼，从此下定决心，一有空就读书，坚持多
年，学识长见很快。有一次，当时的大知识分子鲁肃和吕蒙
一起讨论国家大事，鲁肃竟时时被吕蒙问得不知道该怎么回
答。鲁肃胸襟宽广，不但不生气，反而很高兴地轻轻拍拍吕
蒙的背说：“以前我以为你这个大老粗只是在军事方面有本
事，现在才知道你学问也很好啊，看法独到，你再也不是以
前吴下（吴国）的那个阿蒙了！”吕蒙很自信地笑着
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你怎么能用老眼光看我呢，
哈哈。”

这个故事，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说起来也很动情。但让人遗



憾的是，直至今天，抽空认真读书的人仍然不多。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坚持多读书可以增知识，长见识，开
眼界，添智慧，使人本事大起来，做事顺当，少走弯路。

所以，有志者应该从吕蒙的变化中受到启迪，给力地读书，
这样还可以提升美化自己的形象，使自己受到更多的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