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朱元璋读后感(汇总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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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
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朱元璋读后感篇一

寒假里，我读了《穿越时空遇见你》，这个故事带我见识了
一种前所未闻的神奇人物――图书驯服师。书中故事离奇却
美妙、悬疑但温暖。

书中有四个并列主角，分别是：齿间有缝，个子小小的女生，
自称是自恋天后的――欧阳小鸟，小鸟的表哥，一个不喜欢
在球场折腾却喜欢泡图书馆的――张天飞翔，还有胡子遮不
住脸庞，身上有芥末和油墨味道的图书驯服师――朗诗，以
及超冷门作家，单身女士――叶西奇。

《穿越时空遇见你》这本书让我想到，只要我和小天小鸟一
样相信书本的魔力，图书驯服师一定会在某书的一页与我相
遇。读完这本书，我忽然想到今年从网上看到的最让我感动
的一段对话：一个很优秀的哥哥，他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
当他的前辈毫不吝啬得用最高的赞美鼓励他时，他忐忑地说：
“你把我捧得这么高，我怕飞不起来。”前辈笑吟吟的
说：“你不是有一双很好的翅膀吗”嗯，翅膀什么的，好像
有点玄乎呢。可是，当我们仰望星空，看到群星美丽夺目，
一定会想象那是人类的群星吧！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正像展
开翅膀自由飞翔的飞鸟。他们超越了平凡的浅薄、贫乏、狭
隘、麻木和愚笨，在历史的天空中留下光辉灿烂的印记。

在浩瀚的书海中，图书驯服师的出现是一场神奇的喜剧。于



是我开始懂得挑选，开始拥有自己的翅膀。看吧，翅膀扇动
起来了，它们跃跃欲试，期待飞翔！

朱元璋读后感篇二

这本《穿越报》使我了解了祖国的历史，十分吸引我，其中
朱元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一本书讲了朱元璋从乞丐到天子的励志故事。在元朝末年，
朱元璋的家人都死了，自己只好在寺庙里当和尚。后来他参
加了红巾军起义了，在战场上英勇杀敌，无私无畏，兵来将
挡，水来土掩，最后成立了明朝。他虽然十分残忍，在此案
子中杀了很多人，甚至剥了贪官的皮，但却是一个明君，他
的一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书中我感受到了朱元璋那辉煌的一生，虽然他一开始只是
一个和尚，但凭着自己的努力成了皇帝。

我们在学习中遇到的那一些困难，也应学习朱元璋那永不放
弃的精神。这使我想到了一件事。一年级时我只是一个小小
的组长，自己管不到别人，反到经常被别人管，这使我下决
心一定要当上语文课代表，于是我向这个目标努力。在二年
级时，我有资格当课代表，可是老师说我字写得不好。于是，
我又学习了书法，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我的书法成绩渐长，
终于在三年级当上了课代表。使我懂得：有志者事竟成!

我知道了坚持不懈就是胜利，我们一定要学习朱元璋那不畏
艰辛的精神。

公众号：安庆东方作文

朱元璋读后感篇三

一，皇后马秀英说。称朱棣的母亲为马皇后，最为广泛。在



清人朱好阳编纂的《历代陵寝备考》中有记载，“后生懿文
太子、泰王樉、晋王桐、成祖、周王”。这里说得十分清楚
了，朱棣为朱元璋与马皇后所生的第四个儿子。这一说法，
来源于明朝当时的史书，如《太祖实录》、《太宗实录》、
《靖难事迹》、《玉牒》等。《靖难事迹》中有相同的文字：
“高皇后生五子，长懿文皇太子，次秦愍王挟，次晋恭王桐，
次上，次周定王。”朱棣更是亲口说过，他的母亲是皇后马
秀英，“每自称曰：‘朕高皇后第四子也’”。但也有秘史
称，马皇后根本就没有生育能力，一世无子，正史上记载的
包括太子朱标、燕王四子朱棣在内，几个儿子都是别人所生。
马皇后采用了过去皇家最惯常的手法，把别的妃子所生育的
孩子据为己出，是一出明版“狸猫换太子”。

马皇后说究竟真实如否，我们暂且不讨论。

二，朝鲜女子李氏。称李氏为朱棣生母不少人很相信，认为
证据很充分。

《南京太常寺志》有这样的文字：“孝陵祀太祖高皇帝、高
皇后马氏。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
左二位皇妃，生楚王、鲁王、代王、郢王、齐王、蜀王、谷
王、唐王、伊王、潭王;左三位皇贵妃，生湘献王、肃王、韩
王、沈王;左四位皇贵人，生辽王;左五位皇人，生宁王、安
王;右一位碽妃，生成祖文皇帝。”

太常寺为皇家机构，《南京太常寺志》自然算是皇家文字，
其记载应该有很高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明人沈玄华在《敬礼南都奉先殿纪事十四韵》中有：“高后
配在天，御幄神所栖。众妃位东序，一妃独在西。成祖重所
生，嫔德莫敢齐。”因此，包括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先生
在内，都深信朱棣的生母为“碽妃”李氏。

碽妃，为高丽(现在的朝鲜)选送给朱元璋的女子。此说法见



民国学者陈作霖《养和轩随笔》：“予幼时游城南大报恩寺，
见正门内，大殿封闭不开。问诸父老，云：‘此成祖生母碽
妃殿也。妃本高丽人，生燕王，高后(马皇后)养为己子。遂赐
(碽妃)死，有铁裙之刑，故永乐间建寺塔以报母恩。’与史
志所载皆不合，疑为谰言。后阅朱竹坨跋《南京太常寺志》，
云：‘长陵系碽妃所生’。复见谈迁《枣林杂俎》，
述：‘孝慈高皇后无子，即懿文太子(朱标)及秦、晋二王，
亦李淑妃产也。乃仅齐东之语，不尽无稽也。’”

朱元璋处死李氏，是因为朱棣。当时李氏尚未到预产期，朱
棣便急急出生了，是个早产儿。朱元璋遂怀疑李氏与人私通，
给自己戴了绿帽子，龙颜大怒，赐碽妃“铁裙”之刑。这样，
碽妃活活给折磨死了。

朱棣知道自己的生身之事，在皇袍加身后，于永乐十年，即
公元14在南京重建大报恩寺塔，以报答生母碽妃。但这些记
载都是后人所写，真实性无人能保证。

与马皇后“狸猫换太子”手法如出一辙，朱棣也来了一个障
眼法，建塔的名义“以报答朱元璋和马皇后的养育之恩”。
在当时，大报恩寺塔常年大门紧闭的，属“禁地”，以保守
这个惊天秘密。有人悄悄进去过，发现里面供奉的真是碽妃
像。

但事实上朝鲜向中国称臣送贡女是在1365年，而史学上明确
记载，朱棣生于1360年，其时朱棣已5岁了，难道朱棣是她从
朝鲜带来了的?显然是不可能的，根据这种推测，朱棣生母是
李氏的说法也不靠谱。而且，南京地方志学家、《南京史志》
主编陈济民认为“朝鲜送妃子给朱元璋也是在朱元璋建立明
朝，统一全国之后，朝鲜才有可能送女子入朝。而在此前，
尚为元朝统治，朝鲜怎么就能料定将来朱元璋会成为一国之
君，而甘冒风险，把女子送给朱元璋示好呢?所以从朱棣的出
生时间来判断，说朝鲜李氏碽妃生了朱棣，也不可能。”



三，元顺帝妃洪吉喇氏。这个说法，可上溯到朱元璋没有称
帝前。在至正年间，朱元璋跟随郭子兴起兵反元，郭子兴病
死后，朱元璋取而代之，南征北伐，先占领集庆(现在的南
京)，后又攻下大都(现在北京)。元顺帝看看大势已去，遂弃
大都，退守蒙古。朱元璋入城后亲临元顺帝后宫，看到落难
人群里有一位美女，姿容娇美、眉目含情，顿时引起朱元璋
的注意，遂收她为妃子。这个女子即元顺帝的第三位妃子格
勒德哈屯，她是元顺帝洪吉喇托太师的女儿。

故事到此复杂了：早在朱元璋攻占北京之前，洪吉喇氏已怀
孕七个月，元顺帝出逃时，不方便带上，让朱元璋白白地捡
了一个女人和一个儿子。两个月后，洪吉喇氏生下一个男小
子，此即朱棣。

据说，当时朱元璋心中知道此子非己子，并不想认这个儿子，
但看到朱棣相貌不凡，朱元璋就喜欢上了。况且，说自己的
后宫女人生了其他男人的孩子，传出去可是一桩天大的皇家
丑闻，朱元璋也不得不认下这个儿子。

民间对这种说法传得神乎其神的，而朱棣与其他几个兄弟相
貌长得确实不一样，一点也不像麻脸朱元璋(朱元璋相貌疑云，
见上篇)，这也加大了这种猜疑，民间据此称朱棣是蒙古人。
但史上记载，大都失守是至正二十八年，即公元1368年，而
朱棣生于至正二十年，即1360年，时间相差七八年呢。因此，
这种说法也最不靠谱，朱棣生前也从未承认过。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民间在骂朱元璋和朱棣。前者杀人
如麻，不仁;后者则是非法当上皇帝的，用今天的话来说，是
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不孝。

四，蒙古女子翁氏。与洪吉喇氏一样，翁氏也是蒙古女子，
也是元顺帝的妃子。但民间之所以还有翁氏一说，可能
是“洪”、“翁”译音上的相似而以讹传讹。这里就先姑且
算翁氏是第四个妈妈吧。



刘献廷所著《广阳杂记》称：“明成祖，非马后子也。其母
翁氏，蒙古人。以其为元顺帝之妃，故隐其事。宫中别有庙，
藏神主，世世祀之，不关宗伯，有司礼太监为彭恭庵言之。
余少，每闻燕之故老为此说，今始信焉。”

用大白话来说，就是朱棣不是马皇后生的儿子，他的母亲是
蒙古人翁氏，因为曾是元顺帝的妃子，所以史书上不方便提
这事。但朱棣没有忘记这位蒙古生母，而是在宫中另外建庙，
供奉她的牌位，让世世代代纪念她。

另有一说，出自民国学者王謇的《孤庐杂缀》。书中记
载：“往余幼从吴梦辄师恩同游，师告余曰：‘克金陵时，
官军得明成祖御碣于报恩寺塔座下，其文略谓：成祖生母为
翁吉剌氏，翁故为元顺帝宫人。生成祖，距入明宫仅六月耳。
明制：宫人入宫，七月内生子者，需受极刑。马后仁慈，遂
诏翁以成祖为马后所生。实则成祖生日，距懿文太子之生，
仅十月稍强也。翁自是遂抑郁而殁，易篑前，以己之画像一
帧，授成祖乳母，且告以详，命于成祖成年就国后告之。成
祖封燕王，乳母如命相告。于是，成祖始知己之来历，乃投
袂奋起，而靖难之变作矣!’”

王謇所记也是“听来的”，老师是听曾国藩的幕僚冯桂芬说
的。这么“据说”显然不足为凭。

五，朱棣的生母到底是谁?现在的情况来看，马皇后和碽妃李
氏最有可能。

那比较一下马、李二人，朱棣还应该是马皇后所生，因为碽
妃的情况与洪吉喇氏、翁氏一样，在时间上有破绽，生育时
间与朱棣的年龄对不上号的。

但有人提出反对，说是在朱棣没有夺位之前，他是妃生的没
有人提出异议。但在他通过政变取得皇位后，情况变了。篡
位本来就是一件大逆不道之事，如果自己是妃生子，那就等



于承认是庶出，而不是马皇后生嫡出。

在有嫡子的情况下，庶子是没有资格承继大位的，即皇位实
行嫡长子继承制。所以，朱棣为掩人耳目，把自己标为嫡出，
以证明自己的资格是可以当皇帝的，就授意史官，有意将事
情搞混，以掩人耳目。

为什么民间会有那么多传言，朱棣是元顺帝之妃所生?这与当
时他篡位有直接关系，当时他的行为是不得人心的，说是元
妃所生，不就是骂他不是汉人的种么?!

在民国时期即有多名学者考证过，明史中有不少文字都改动
过，与史实不符。特别是，称朱棣为马皇后所生的官方记载，
都被做过手脚了。本来应该是最权威的《明史》等典籍，是
清人万斯同编纂，他也给明史“抹黑”，好多东西都被改得
面目全非，以讨好清廷，但这给后代史学研究带来了极大的
困难，留下许多历史悬念。

目前史学家认定朱棣为庶出的唯一“官方文件”，也是最权
威记录，来源于明代《南京太常寺志》。但据考证，这书也
被人做过手脚了，据说“枪手”是康熙三十九年(17)的进士、
清朝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

朱元璋读后感篇四

《森林报》是一部关于大自然四季变化的百科全书。它按森
林历把这本书分成了《春》、《夏》、《秋》、《冬》四部。
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动物、植物在不同的季节发生的有趣的
事。

我最喜欢看的是《冬》。因为在冬天森林里到处充满了神秘。
你看，冬天来了，雪花纷纷扬扬，一层层密密实实的雪铺满
了大地，田野和林间的空地就像一本洁净的大书，你会发现
在这本书里印满了许多神秘的符号和图案—这是小动物们写



下的：大部分的野兽是用爪子写的;有的用整个脚掌写的;有
的用四个脚趾写;也有用尾巴和翅膀写下的。这留下的笔迹可
不都是简单的笔迹，有的是在书写时耍了花招的。

小松鼠的笔迹辨认，像一只五指摊开的小手留下的印记，鸟
的笔迹也很好辨认，但是狐狸和狼的笔迹很难辨认，小狗和
狐狸的脚印很相似，大狗和狼的脚印很相似。狼还很喜欢布
弄迷魂阵。但是聪明的猎人会根据脚印分辨出不同的动物。

在冬天，白雪犹如给森林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任何严寒
都不可怕了，树木在寒冷的冬天里美美的睡大觉了。

《森林报》这本书还分了很多小章节：如林间记事、都市新
闻、天南地北等，他告诉我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和新闻，让我
在轻松和快乐中学到了许多知识。

《森林报》真是一本神秘的书，它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向大自
然的大门，让我在大自然中尽情的奔跑和飞翔。

《穿越报——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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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读后感篇五

前两日看完了胡军版的46集电视连续剧《朱元璋》，觉得该
剧非常经典。

该剧是10多年前的老剧了，过去怎么就没引起我的注意，只
到前两天才发现它，并夜以继日看完了它。

看完该剧，又查了查《明史》。作为一部正剧，其实该剧的
故事情节与史书记载相去甚远。说该剧经典，我觉得它主要
经典在对众多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下来，我们就分别的聊聊。

一、朱元璋

看过陈道民演的康熙，看过唐国强演的雍正，看过陈宝国演
的嘉靖，都很经典，但我没想到胡军演的朱元璋更是经典，
他真的把朱元璋演活了。朱元璋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所以
在剧中，他亦庄亦谐，他的的表情，他的笑总是带着农民似
的憨厚与农民似的狡诘。朱元璋从小就是孩子王，就被别人
尊为大哥，所以在他身上也充满了江湖气，充满了匪气。这
些在他刚入义军，以一个马夫的身份给汤和、徐达送马时，
争坐上位，就有淋漓尽致的体现。朱元璋刚愎雄猜，他通过
自己的杀伐决断将帝王权术玩弄到了极致。他摔死陈怀义的
残暴，他控制刘伯温的手段，看的人真是有些喘不过气来。
以致于，我都有些搞不清楚该剧所宣扬的价值观。只到最后，
我才明白，他的权术，他的.杀伐决断主要针对的是权贵，主
要针对的是骄兵悍将，其目的也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郭子兴

没有郭子兴就没有朱元璋，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
有”，郭子兴真是一个好伯乐。郭子兴不但是一个好伯乐，
他还有着博大的胸怀和高尚的人格。他不但识才、爱才，而
且为了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发展，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



他竟然能放弃自己的亲身儿子，而选择朱元璋。所以说，郭
子兴对义军对明教真是有莫大的贡献。

三、马皇后

马皇后真是知书达理、智慧超群。看惯了宫斗剧中那么多温
顺的奴才、答应，那么多毒辣的皇后、嫔妃，都无不匍匐在
皇权之下争宠撒娇，而唯有《朱元璋》中的马皇后能以其智
慧和刚烈抗衡皇权，给朱元璋以襄助，给臣工百姓以温暖，
令人肃然起敬。

四、李善长

李善长一出场，便是一个高人的形象，便是一个帝王师的身
份，他有汉萧何的总理国政之才。他深谙人情事故，能与淮
西勋贵打成一片。他小心翼翼，从不冒犯朱元璋的天威。所
以，终其一生，他都身居要职，处于朱元璋集团的核心。他
在提协、栽培胡惟庸时，能够省时度势，以一贯之，也更见
其胸襟才华。虽然，他比郭子兴的眼力似乎要差一点。虽然，
他比刘伯温的才华似乎要差一点。虽然，他最终也被朱元璋
砍了头。但他的莹屏形象，的确是非常的丰满。

五、刘伯温

真没想到，刘伯温原来还是元庭的官吏，在元庭气数已尽的
时候，他还在愚忠元庭，绞杀义军。印象中的刘伯温，可是
先知先觉的神仙般的人物。剧中的刘伯温故做高深、超脱。
他时尔言语惊世骇俗，时尔又浅薄的满嘴乱跑舌头。他消极
避世，一生游曳于权力与宗派之外。他一心想着归养青田，
却不能够，最终只能在清贫、落寞与孤愤中悄然离世。相反，
李善长却过的那么滋润。网上有人说，《朱元璋》唯一的败
笔就是没有刻画出刘伯温的智慧才能，这也正是我的感受。

六、杨宪



杨宪起初是一个干才，他有着灵活的头脑和艰苦奋斗的精神。
所以，在他主政扬州的第二天清晨，便让人们在这片废墟上
听到了鸡叫。“雄鸡一唱天下白”！这一声鸡叫，看似平常，
却振奋人心，让人们看到了希望，其意义何其重大。接下来，
他又以身做责，带领属员、百姓垦荒种地，恢复生产。其决
心之大，其法令之严，其效率之高，致使一片废墟的扬州在
短短的一两年内便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当我们正要为杨
宪喝彩时，我们却通过胡惟庸与杨宪的争斗，看到了扬州人
满为患的大牢。这时，我们才知道杨宪既是一个干才，还是
一个酷吏，他为了能取得骄人的政绩而不择手段。但仅凭这
一点，胡惟庸还是无法将杨宪搬倒，杨宪毕竟还是干出了成
绩的。杨宪最后还是倒下了，因为他背离了初心，他的政绩
不再靠干，而是靠弄虚做假，甚至欺君妄上。

七、胡惟庸

胡惟庸真是有才，而且是经国济世的大才。从他筹备战船的
方法和监管砖瓦质量所采取的制度上，都可以看出他很有创
新精神。而这种制度上的创新，管理上的创新，正是非经国
济世的大才所不能为。胡惟庸治国理政之才，比李善长有过
之而无不及，但他在做人上却还是没有李善长老道。他既急
于表现，又喜欢做淮西帮的大哥，再遇上刚愎雄猜的朱元璋，
自然就好景不长了。

八、蓝玉

《朱元璋》的确很经典，我很快的就看完了。但是，只到最
后也没看到大家耳熟能详的“火烧庆功楼”等故事情节。查
了查《明史》，也毫无记载。网上搜了搜，原来只是一些民
间小说和故事，其目的是为了玷污和妖魔化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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