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蔺相如廉颇读后感(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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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
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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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蔺相如廉颇读后感篇一

荀子有言：“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
粹而能容杂。”

蔺相如便是这样一位当之无愧的君子。它令人钦佩之处，不
仅在于他的智慧明达，能言善辩、有勇有谋，更在于他能容
忍流言恶语，容忍众人的猜忌与不解，只因他有永不熄灭的
爱国魂。他的心灵，始终清明污垢。

初出场时，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宦者令舍人，卑微低贱的身份
让无数人不屑一顾。然而，面对赵王的忧虑，蔺相如昂首坦
然以对：“王必无人，臣愿奉璧往使。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
入，臣请完璧归赵。”这是何等的胆识与自信!他离赵入秦时，
身上的重担必不比那“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荆轲啊。

他本可以推脱，婉言谢绝------毕竟，这是太过艰难的重任。
但他却主动扛起了这关乎国家荣誉的重担，置生死于度外。
于是我们看到他在秦王大殿上怒发冲冠，言辞铿锵，嬉笑怒
骂，以死相争。一人一玉，是同样的纯粹与执着：宁碎不求
苟全，宁死不损国威!史书上只是风清云淡的几笔带过那朝堂
上的纷争，但现实中，又该是怎样一个惊心动魄了得!

完璧归赵，渑池之会，我们见识到蔺相如锋芒毕露的美。在
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他的视死如归、他的怒目而斥，是他血
脉里沸腾的爱国情怀。此时的他，如“鞚中悬明月，剑杪照



莲花”的征客，为国立下大功，被拜为上卿，理应风光无限、
意气风发，见谁都要傲三分，才合乎他的尊贵身份。

然而，蔺相如之所以为蔺相如，其超人之处正在于此。面对
廉颇的“我见相如，必辱之”的恶语，面对舍人“且庸人尚
羞之，况于将相乎”的质疑，他选择了容忍。只因他要守护
这赵国的国土，守护这万千黎民的家。

当一种感情升华到极致，往往近于水，无声流动，无处不润。
此时蔺相如的爱国情感正是如此。他对国家的热忱与忠诚，
从热烈的洪流变为润物细无声的雨，以容忍和坚守诠释了爱
国的最高境界。那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信仰，让他在世俗流言
中始终坚定不移地守护着国家，清醒地认识到“两虎共斗，
势不俱生”，要“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

众人皆醉我独醒，而蔺相如，宁可孤独而痛苦地醒，也不愿
再醉生梦死中，失去自己对国家的信仰!

蔺相如廉颇读后感篇二

读过《廉颇蔺相如列传》的人往往为蔺相如机智勇敢的胆识
和顾全大局的精神所感动，也为廉颇知错就改的态度和“负
荆请罪”的行动而赞叹。多少年来，他们的事迹一直脍炙人
口，传颂不衰。

然而，令我不解的是，赞廉颇、蔺相如者大有人在，而故事
中的另一位主要人物谬贤却很少被提及。惊诧之余，感到有
点不平。

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明白，蔺相如是谬贤推荐给赵王的，没有
谬贤，蔺相如恐怕就无缘会见赵王，出使秦国，恐怕也谈不
上为维护赵国的尊严而崭露头角，显露才华。诚然，相如不
辱君命，廷叱秦王，愿以“头璧俱碎”，敢于“跪请击缶”，
使“完璧归赵”，“华丽而归”，其功可谓大矣。但是此功



同谬贤的推荐分不开，可以说“完璧归赵”有蔺相如的一半
也有谬贤的一半。特别是在当时的社会，真正“脱颖而出”
的能有几人?在特定的情况下，没有伯乐，就没有“千里
马”;没有谬贤，哪会有蔺相如?徐元直推荐诸葛亮，一直传
为佳话;王亚南之识陈景润，也已成为美谈。而谬贤之举蔺相
如，自也应该大赞特赞。俗话说“慧眼识英雄”。“慧眼”
的可贵就在于一个“识”字。谬贤确实“别具慧眼”
能“识”相如之才，并能“替人才开路”，把蔺相如这个人
才推荐给赵王，这实在是了不起的。如果“功劳簿”上的名
次有先后之分，那么，我认为，谬贤第一，蔺相如第二。

谬贤第一，不但是因为他能“识”、能“荐”相如，而且还
因为他在向赵王推荐之时，能扬相如之长，不避自己之短，
并敢于以己之短来衬托相如之长。这就更加可贵了。为了荐
贤，为了让贤才为世所用，为了赵国的荣辱安危，谬贤不计
一己之利害，勇于在赵王面前揭“短”，敢于把自己
的“短”同相如的“长”对比，肯定相如是“勇士，有智谋，
宜可使”。试想，没有一点为人才铺路、开路的决心和勇气，
没有爱才、荐才、用才的强烈意愿，能这样吗?世人都赞扬春
秋时期的祁黄羊，说他“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这自
然有道理。而谬贤的举才不瞒隐私，不避短，那就更难了。
要不是谬贤这样极力推荐，赵王能否“召见”蔺相如，那也
很难说呢!

蔺相如廉颇读后感篇三

司马迁写《廉颇蔺相如列传》，顺便记录了许多发人深思的
历史故事。赵惠文王任人唯贤就是很值得后人钦佩和效法的。

赵国得了和氏璧，强秦发书欲用十五城易之。在给还是不给
正处两难且无人可为合适的`使秦人选之际，宦者令缪贤举荐
了他的舍人蔺相如。一个宦官头目的门客，其地位之低下不
言而喻。但是赵惠文王在初步了解了缪贤举荐的理由之后，
亲自招见了他，经过一番考察，遂决定派其携璧使秦。蔺相



如不辱使命，完璧归赵。赵惠文王任其为上大夫。渑池会上，
身无缚鸡之力的蔺相如蔑视秦国君臣，以牙还牙式地逼着秦
王为赵王击缶，用“献咸阳为赵王寿”。凭着满腔爱国热情
和自身的勇敢机智，扞卫了国家的尊严。之后赵王更是委以
上卿之任，位在老将军廉颇之上。

赵奢为田部吏，官不太大，但他不畏权贵，依法治税，敢跟
平原君较劲。当然平原君毕竟也是一代贤人，为赵奢义正辞
严的申述而折服，并将其荐与赵王。赵惠文王用其治国赋。
秦伐韩，军阏与。惠文王问廉颇，问乐乘，能不能救?都说太
远太险，难救。及问赵奢，却说道险就好象两只老鼠斗于穴
中，勇者胜。于是惠文王就派赵奢为大将率军出征，结果大
破秦军。而有在这次战役中，有一个叫许历的军士，因为敢
于抗令向赵奢进言并被采纳，为这次战役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事后赵惠文王封赵奢为马服君，并将许历从一个普通军士提
拔为国尉。

从这几件事情里头，我们可以发现，赵惠文王用人有几个与
众不同之处。一是不看重被举荐人的出身——地位——和资
历，而只注重他是否贤与能;且唯贤唯能是用。二是不光听举
荐人怎么讲，还得亲自考察一番，通过考察证实了举荐人所
言不虚，就大胆使用。三是实践证明了被用之人确属贤能之
士，就不断地委以重任，让其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发挥更大的
作用。因此赵国在惠文王时代是当时少有的敢和强秦抗争的
国家之一。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使到了今天，赵惠文王任人
唯贤的故事仍然对我们具有非同寻常的启示。

蔺相如廉颇读后感篇四

在《将相和》中，“相”——蔺相如凭着过人的胆识和出众
的智慧，在众多文官中脱颖而出，步步高升，从一介平民官
至上卿。这，就让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将”——廉颇不
满了。廉颇为人豪爽，总是让蔺相如下不了台，但蔺相如却
一再容忍，一让再让。他用自己的言行和宽容之举，每每感



动廉颇。直到廉颇负荆请罪，两人成为之交好友。

如果不是蔺相如的宽容谦让，如果没有廉颇的悔过自新，赵
国就不会强大起来，也很难立足于七雄之中。正如蔺相如所
说：“现在秦国不敢攻打赵国，就是因为赵国武有廉颇，文
有蔺相如。如果我们俩闹不和，就会削弱赵国的力量，给秦
王攻打赵国提供可乘之机。”的确，秦王三番五次地寻找机
会为难赵王，但每次都悻悻而归不能得逞，其中最重要的就
是因为有蔺相如和廉颇。完璧归赵前，若不是蔺相如的有勇
有谋，珍贵的和氏璧可能已经落入秦王之手了;渑池会上，若
不是廉颇早有准备，赵王或许早已身陷虎穴了。蔺相如和廉
颇这两个对国家十分重要又缺一不可的人才，一旦自相残杀，
就会让赵国陷入内乱的水深火热之中，也为虎视眈眈的秦国
提供可乘之机。

蔺相如的宽容在品德上是高尚的，在国家的危急存亡之秋更
是彰显重要。当然，廉颇的“迷途知返”也是难能可贵的。

蔺相如廉颇读后感篇五

这一篇除了写廉颇、蔺相如外，还写了赵奢、赵括父子及李
牧。

廉颇成名最早，在赵惠文王十六年时就因大破齐国而被授为
上卿。蔺相如次之，因在完璧归赵一事中表现出来的勇气与
智慧成名，被赵王拜为上大夫。完璧归赵的故事应该很多人
都熟悉，记得中学课本中学过，这里不再赘述。基本上就是
秦国给赵国制造麻烦，以找借口攻赵。蔺相如舍身帮处于弱
势的赵国挽回了面子，也使秦国暂时不好意思打赵国。

不过，一个国家会不会挨打不是光靠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勇气
就能决定的，最终还得靠实力说话。这件事后不久，秦国举
兵伐赵，攻下石城，第二年又攻赵，杀二万人。然后秦王派
使者传话邀请赵王在渑池相会谈谈两国友好建交的事。赵王



畏惧，不想去，廉颇、蔺相如都说“王不行，示赵弱且怯
也”赵王只好去了，蔺相如随行，廉颇送他们，并说：你们
这一去，估计路上行程加上面见秦王商谈礼毕再回来，应该
不超过三十日，如果三十天还没回来，“则请立太子为王，
以绝秦望”。这话说得很是老成持国，不过不知道会不会对
赵王有所得罪。

这一行，蔺相如再次表现出外交智慧与勇气，在酒席上与秦
王针锋相对，秦王借洒意要赵王弹瑟助兴，蔺相如则请求秦
王击“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蔺相如近前跪请，秦王
仍不同意，相如拨剑以自刎相逼，秦王左右欲杀相如，被相
如怒目瞪回去了（这个，大概是因为相如离秦王较近，投鼠
忌器吧），秦王不得已敲了一下。为什么双方要为这件事这
么较真呢？因为双方都有史官在场，对赵王为秦王弹瑟助兴，
秦王为酒宴击作乐都是要一一记录在案的，事关国家体面，
不能马虎。后来秦之臣提出“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蔺
相如答曰“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这个有点过分了，想
要秦都给赵王的生日礼物。“秦王竟酒，终不能加胜于
赵。”直到酒席结束，秦王都不能在气势上胜过赵国君
臣。()其实最后这句最关键：“赵亦盛设兵以待秦，秦不敢
动。”

这一顿鸿门宴后赵王与蔺相如等一起回到赵国，“以蔺相如
功大，拜为上卿”这没什么问题，问题出在后面一句“位在
廉颇之右”，廉颇不服气了，认为自己为大将，有攻城野战
之功，蔺相如不过靠口舌之争立功，再加上蔺相如出身卑贱，
廉颇耻于居其之下。蔺相如知道此事后，对廉颇种种回避，
以免与廉颇发生冲突。蔺相如的舍人不理解，认为蔺相如懦
弱，纷纷请辞，蔺相如解释道：我在强大的秦王面前尚且不
曾畏惧，难道会惧怕廉颇吗？躲他只是因为“强秦之所以不
敢加害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
生”岂不会让亲者痛仇者快吗？廉颇听说了蔺相如的话，幡
然悔悟，于是去蔺相如家负荆请罪，然后就出现了将相和的
一幕。然后廉颇兵伐齐、攻魏，得胜还朝，蔺相如也带兵攻



齐，“至平邑而罢”。

嗯，这段将相和有点戏剧化了，蔺相如那句“强秦之所以不
敢加害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是否有点过于目中无人
了？感觉廉颇与蔺相如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就想把赵国的
家当了一样，赵王知道此事会想到什么？赵平原君又怎么
想？……好吧，也许是我想多了。

写完将相和一幕，司马迁掉转笔头写赵奢的发迹。赵奢是赵
国的田部吏，收税的官儿。曾经因平原君家不肯交租税而按
律杀了平原君家管事的9人，平原君怒，要杀了赵奢，赵奢说
了一番道理让平原君不但不记其仇，反而“以为贤，言之于
王”推荐给赵王，赵王任用赵奢“治国赋”从而“国赋大平，
民富而府库实”他那一番道理其实很浅显，完全不深奥，大
概意思就是：您平原君是赵国的贵公子，若现在纵容家臣则
国家的法律就被削弱，法律被削弱则国弱，国弱则诸侯加兵，
诸侯加兵就无赵矣，赵国没了，还有你平原君的荣华富贵吗？
反过来，“以君之贵，奉公如法则上下平，上下平则国强，
国强则赵固，而君为贵戚，岂轻于天下乎？”

这话说得，……义正辞严，有点像教育小学生，让我觉得，
很佩服平原君的容人之量。我发觉吧，平原君经常很没面子
地被别人教育，或者是教训，上次在《平原君虞卿列传》里
他就被门客教育了一番后才忍痛杀了取笑跛子的小妾，感觉
上平原君是一个性格稍微有点懦弱的老好人，不过他在《范
雎蔡泽列传》里面对秦昭王的威逼还是表现出了足够的气节。

继续说赵奢。后来秦伐韩，赵王连问廉颇、乐乘，都说道路
险狭，难救，最后问赵奢，赵奢说：“道路险狭，譬之犹两
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于是赵王派赵奢带兵救韩。这次
战役写得很详细，过程就不细说了，总之就是赵奢领兵救韩
赢了。结果是“赵奢于是与廉颇蔺相如同位”。

这次战役结束四年后，赵惠文王死了，赵孝成王即位。赵孝



成王七年，秦与赵在长平对阵，这时候赵奢已死，蔺相如病
重，赵派廉颇出战，刚开始时秦数次打败赵军，然后又多次
挑战赵军，廉颇固守不出，赵王听信秦军间谍的挑拔，临阵
换将，让赵奢之子赵括代替廉颇领军。

写得太长了，剩下的下一篇再写。到这里为止，廉颇、蔺相
如的戏都还没完，他们后面还有很多表演，暂时无法给他们
一个评价，反倒是赵奢的人生走完了，可以盖棺定论了，但
是赵奢的戏又太少，看不出多少个性，主要就两点：一是执
法严格，二是待兵亲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