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记故事读后感(实用10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那
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
下吧。

史记故事读后感篇一

书是人们扩大知识面的一种东西。在我的一生中，我最爱读
的一本书是《史记》。《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我国第一本纪专体通史。全
书共130篇，包括12本纪，8书，10表，30世家，70列传五个
部分，一共52万字，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年间长达3000年
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历史，全面而深刻地反应了我国古代
的社会面貌。

《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字子长，20岁时出外远游，游遍
名山大川，考察古迹，采集传说，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
很好的准备，并终于征和二年（前91年）完成了全书的编写
工作。

在《史记》的所有故事中，我最喜欢读《高祖本纪》。下面是
《高祖本纪》的一个故事：

高祖到东恒去，途中路过柏人县，赵相贯高等人暗设埋伏，
想要杀害高祖，高祖本来也想在柏人留宿，可是转念一
想，“柏人”字音与“迫人”相同，就没有住在那里。代王
刘仲弃国逃亡，到洛阳投案自首，高祖废掉他的王位，改封
为合阳侯。

《史记》是司马迁用生命完成的，值得我们读一读。



史记故事读后感篇二

这个寒假我读了《史记》。

这是一本能丰富头脑，补充知识的神奇的书。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通史。这部书共一百三十篇，
五十二万多字。此书也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对后来历
朝历代的正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个个耐人寻味的小故事编织成了世世代代流传的史记。

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有着鲜明的个性。生动的
语言，优美的文字让读者读起来仿佛置身于一个个优美的意
境中。随着情节的起伏，我的心情也在为之而改变。喜着主
人公的喜，忧着主人公的忧，感受着主人公的感受。轻松幽
默的语言，紧张刺激的情节，仿佛把我带到了那个遥远的时
代。各个时代的背景特色；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各个民族
的风俗习惯，在《史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绘声绘色。

看《史记》就仿佛在作一次足不出户的历史旅行，领略了那
个时代的一切，回顾了各种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事件。体会
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

看《史记》就仿佛在读一本有趣的故事书。生动形象的历史
人物有声有色的为你讲述他们身上发生的有趣的故事，带领
你进入他们的世界。

看《史记》就仿佛在和一个历史学家面对面的谈话。深深的
被他那准确到位的语言所打动。在不知不觉中也增长了必要
的历史知识，丰富了头脑。

《史记》是一本既生动有趣又能增长知识的值得一看的好书。



史记故事读后感篇三

可能存在转录偏差，以下是自动生成的文章：

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奠基之作，其存世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
是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史记是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
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读后感触深刻，许多史学家、学
者、历史爱好者都怀着赞赏和敬意地仔细审阅着这部千古名
著。

一、千古名著，凝聚作者的心血。

每一篇历史纪录都是作家的信念与智慧的结晶，司马迁背负
家族抉择，不屈不挠，恪守“史不绝书”的精神定力，终于
完成这部中国历史的巨著。作者的笔下描绘了古代社会的丰
富多彩，也涵盖了古代人文历史的各个方面。此外，史记书
中不仅是纪实，而是在真实的历史事件中提供了更丰富、更
真实、更全面的信息、名词和社会结构，让读者可以更加深
入地了解每个历史时期的生活与文化。

二、深入记录中国古代的文化背景。

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是有文化背景的，作为一部史书，史记
通过详细阐释古代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变化，为
我们展示了当时那个特殊时代的人类生活，中华文明的异彩
纷呈，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某些文明通行的基本特征，掌握历
史变迁的特点等，从而更好地把握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进
而透彻了解古代历史。

三、史记的信息量较之其他史书更加丰富。

史记中存储的不单单是古代朝代的变迁，更是中国历史上各
种文明表现，社会结构的演变和各种文化景象的历史照片。
因此，读者不仅可以深度了解不同时期的君主与政治家，还



可以了解他们当时的文化思想，人生观，政策理念，以及他
们对于历史和人类的贡献与影响。因此，史记更加适合懂得
领悟历史文化的人来详细阅读。

四、读史记，思考人生。

史记用深入、详尽的视角、温暖的表达方式，描绘了中国古
代历史的无限魅力。如今，我们站在一个文明的历史发展阶
段，我们可以通过史记对传统文化进行归纳总结，提高自身
素质与才能，以积极的思维态度和解决问题的眼光去看待当
下发展中的社会问题，思考人类未来的发展。

五、读史记，深刻感悟国运兴衰。

中国历史是复杂多变的历程，将中国历史从历史当事人的角
度去讲述，史记让所有读者深刻理解中华文化对历史的贡献。
从中我们可看到先人智慧和英雄气概，同时我们也可以触摸
到历史记载中的趣味和激情，更肯定了中华文明对于当今的
世界有着极大的意义。以此，我们对于祖先创造的辉煌成就
要怀有敬畏，同时要再次激励自己追逐梦想，在今天，继承
优秀的先人文化。

综上所述，阅读史记，不仅可以探究历史，更可以从中获得
人生的启迪。史记记录着中国的成长与风雨，读书人深刻把
握了中国历史的精髓，更具备了对于现代中国的前瞻性。只
有我们尊重历史、自信中华，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先人的优秀
文化，我们的国家才能蒸蒸日上。

史记故事读后感篇四

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具有纪传体和编年体结合的史书，全
书共计一百三十篇，涵盖了从周朝到汉朝的历史。在我的阅
读中，我深深感受到了史记所包含的历史感和智慧之美。



第一段：史记的历史感

史记是一部纪律性的史书，它遵循着历史的真实性，对于历
史上的人物、事件、文化和制度进行详实而又客观的记录。
阅读史记，我深深感受到了历史和现在的联系和一脉相承。
同时，史记中也充分体现了历史感，让我们对古代的历史有
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第二段：史记的智慧之美

史记不仅是一部历史史书，更是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的精髓之
一。在史记中，我体会到了作者司马迁富有远见的思想和卓
越的智慧。例如《太公典》中提出“道胜地，志胜道，德胜
志”，这三个层次的玄学思想对于后来的思想史产生了深远
影响。史记所包含的关于王道的思想，对于后来的王朝在政
治、文化与思想领域影响非常大。

第三段：史记中的教育意义

史记作为一部史书，除了记录历史的真实面貌外，还具有重
要的教育意义。它包含着对于人生道路和职责的启示，对于
如何成为一位好的领导者以及具体的应对策略提出了建议。
在史记所记录的历史人物中，如《封禅书》中的尧舜禹、
《太公典》中的吴起、《司马迁传》中的司马迁等，都是具
有教育意义的典范人物。

第四段：史记的知识启蒙作用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史记也具有知识启蒙的作用。通过阅读
史记，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古代的大量历史文化和思想，以
及古代的文学、语言、音乐和美术等方面的信息。史记也提
供了对于各个朝代的传统文化认识、对于古代社会制度和财
经体制等的深入了解。



第五段：史记的当代意义

虽然史记的叙述时间距今已经有两千多年，但它对于我们当
今社会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史记提醒我们历史
的启示，让我们通过对古代历史的理解和认识，来反思和思
考当下的社会现实，以及未来的长期发展方向。另外，史记
所包含的思想和智慧，也具有对于现代社会的启示意义。它
对于我们的文化和思想现状具有很大的影响和启示作用。

总结：

总的来说，史记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它记录了中国
古代从周朝到汉朝的历史，具有深远的历史感、智慧之美、
教育意义和知识启蒙作用。阅读史记，可以激发读者对历史
的思考和认识，同时也能够启发我们对于现代社会的更深刻
的思考和反思。

史记故事读后感篇五

作为一部中国古代史书的经典之作，《史记》记录了从夏朝
到西汉朝的几千年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和人物，并在后世对中
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成为研究中华文明
的重要历史文献。读完《史记》，让我感受到了许多思想和
文化上的启示和冲击，下面将从人物形象、历史意义、记叙
套路、透视思想等方面谈谈我的心得体会。

一、人物形象

《史记》中人物形象鲜活、形神兼备，富有层次感和戏剧性，
鲜明的人物形象使这部史书更加有生命力。我对于其中
的“三杰”最为赞叹。尤其是《项羽本纪》中，对于项羽的
塑造，简单而又深刻的描绘，让我感受到了项羽的坚决和丰
富的内心世界，更为生动地呈现出了其不屈的生命力和悲壮
的意志情感，它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具有中国古代武将英



雄形象的作品之一。

二、历史意义

《史记》是中国古代史书的一部经典之作，它记录了从夏朝
起始，到汉代结束的历史文化变迁和重大事件，是历史的真
实记录，使我们了解了国家的演进过程，所以具有极高的历
史价值。读完《史记》，我们可以明白到中华文明之所以能
够世代延续，靠的不是大汉王朝的强盛,而是中华民族以崇高
精神铸就的坚定信仰和伟大社会观念。因此《史记》对于今
天的社会发展也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三、记叙套路

《史记》成书的一大特点是记叙风格的独到，古文之精髓，
不仅仅在于其独特的文学魅力，同时表现在其精确而独特的
记叙语言和手法上。《史记》除了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塑造
之外，还有着主动运用对比方法，叙事技巧精妙，加之具有
强烈的艺术表现力，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记叙套路。

四、透视思想

《史记》对于人性和历史的透视，让我的思维深化了不少。如
《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言：历史之书，不仅是记录着一
个国家或民族之演进历程，更是贯穿着社会对待事物的态度
和观点。这就触到了人的内在情感和认知水平，使我们明白，
历史的真相和客观性是相对的，它与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和信
仰体系息息相关。读《史记》让我深刻地认识到历史对于现
在的指导角色，显示出了历史的哲学思想和它所蕴含的价值。

五、综合体会

阅读《史记》是提升中华文化自信心，塑造民族精神的一种
重要途径。《史记》强调历史的真实性和现实意义，让我对



古代人物有了更多的认识和理解，对于我今天的人生发展和
价值观塑造有着重要的启示。《史记》是一个文化之源，它
不仅铭记了中华文明之流，更为我们提供了一桩桩深刻的历
史教训。阅读《史记》使我充满了中华文化的自信和自豪，
让我深刻认识到，我们的民族文化繁荣发展，不仅需要历史
的映照和评估，而更需要我们去追寻其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以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和人生热情。

史记故事读后感篇六

读完一本经典名著后，想必你一定有很多值得分享的心得，
此时需要认真地做好记录，写写读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读后
感吗？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史记》读后感，希望能够
帮助到大家。

《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一直受到很多人们的
喜爱。当然我也不例外，自我读了这本书后，一直想写一篇
读后感，可总是没能实现。这次，有机会写一篇，真称得上
尽诉心之所想。

从神话般的三皇五帝到建立奴隶制的夏朝；从迁都至殷的商
朝中兴到烽火戏诸侯的西周末年；从五国争霸的春秋到七雄
交战的战国；从统一中国的秦朝到休养生息的西汉，这三千
年曲折的`中国古代历史，《史记》用自己独特的语言，将它
们描述得更加精彩。不仅是我，凡是读过《史记》的人都会
对它的情节念念不忘。

当然《史记》的魅力不仅在它那曲折离奇的情节，也在那些
鲜为人知却被它一一记录下的故事。

人们只了解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博大思想，却不知他一生
过着流荡的生活，未能安享天年；人们只知道那位雄才大略
的开国之君汉高祖，却不知他晚年贪图美色；人们只认识辅



佐秦始皇的丞相李斯，却不知陷害公子扶苏，与赵高同流合
污的李斯；人们只认识周朝的开国天子周文王，却不知他曾
经受过牢狱之灾。我们对于这些人恐怕只知道他们的一面，
却不知另一面。但这却被《史记》记下了，我们应感谢它，
感谢它使我们全面了解了历史人物。

然而，最让我感动的还是书中所记载的古代圣贤，他们那种
忍辱负重、顽强拼搏的精神。

周文王被拘禁，完善了《易经》；孔子终生困顿，编写了
《春秋》；屈原被流放，创作了《离骚》；左丘失明，完成了
《国语》；孙膑断了双腿，撰述了《孙膑兵法》；吕不韦流
放蜀地，留下了《吕氏春秋》；韩非子被秦国拘禁，写下了
《说难》、《孤愤》；就连《史记》作者司马迁本人也受过
宫刑，但他写下了《史记》这部历史和文学巨著。这种坚韧
不屈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

《史记》使我知人详细，知事全面，也使我懂得了一种高贵
的精神。它确实是本好书，无愧于“史家之绝唱，无韵之
《离骚》”这个称号。

史记故事读后感篇七

《史记》是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倾其一生的心血创
作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中国上古传说中的
皇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是二
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
五十多万字。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对后来历朝历代的
正史，产生了影响，鲁迅先生称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
离骚”。

在司马迁的笔下，一个个人物栩栩如生，他们有自己独特鲜
明的个性。那些平淡简洁的语言，却让人读起来仿佛置身于



其间。

走进《史记故事》，那些王侯将相、士族文人的音容笑貌跃
然在纸上。有的圣明贤德，有的残暴不仁，有的英勇无畏，
有的昏庸无能……尧舜的开启圣得，商纣王的酒池肉林，残
酷刑罚，周厉王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周幽王为博美人一笑
而烽火戏诸侯，楚汉双雄的风起云涌，廉澜的将相和，很多
很多，让人走在历史的长河中，仿佛看见了司马迁在奋笔疾
书。

读了这本书，我感受到祖先的智慧，祖先的创造，祖先的无
私奉献。我们中华民族能长盛不衰，正是因为他们这种无私
精神的照耀。

这本书让我感受到做人要从小树立起远大的志向，制定奋斗
目标，为将来做好优良基础。

司马迁写的《史记故事》会很容易跟着司马迁的思绪，为那
些热泪盈眶的悲剧英雄感动，又为那些贪图便宜的小人愤慨。

困难与挑战给人挫折，却能让人奋进，而保守虽暂时保身，
但却会让人堕落淘汰。所以我们遇到挫折，就要做一只勇于
同风暴拼搏的雄鹰，展翅高飞。

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看到风雨时候的阳光

史记故事读后感篇八

中国历史上每个有责任感有成就的史学家，都会以他们的心
血凝聚起来的思想，留给全人许多有益的启示。对此，我首
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马迁。

司马迁出生在黄河岸边的龙门，他父亲司马谈立志要编写一
部史书，临死前嘱托司马迁帮他继续完成史书，然而，司马



迁因替一位将军辩护而遭受酷刑，他风次想血贱墙头，但想到
《史记》还没有完成，便打消了这个念头，最后，一部鸿篇
巨著《史记》诞生了。

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展示了一部
辉煌的中国通史的画卷，两千多年来，赞叹它，研究它的人
不绝于时，证明它有巨大的挽力和不朽的地位。

这是一部说不尽的“史家之绝唱”。

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有着鲜明的个性，生动的
语言，优美的文字，让读者读起来仿佛置身于一个个真实的
意境中，轻松幽黑的语言，紧张刺激的情节，仿佛把我带到
了那个遥远的时代。各个事件的背景特色，各个地方的风土
人情，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史记》中表现得淋漓尽
致、绘声绘色，有《史记》就仿佛在作一次足不出户的历史
旅行，领图了那个时代的一切，回顾了各种令人难以记怀的
历史事件，体会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生动形象的历史人
物有声有色的为你讲述他们身上发生的有趣的故事，副食你
进入他们的世界。

司马迁在忍辱负重的情况下写完了《史记》，他想：“人总
是要死的，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他尽力克制自
己，把个人的耻辱，痛苦全都理在心底，重在摊开光洁平滑
的竹简，在上面写下了一行行工整的隶字。就这样，司马迁
发愤写作，用了整整13年时间，终于完成了一部52万字的辉
煌巨著——《史记》，这部前无丰人的著作，几乎耗尽了他
毕业生的心血，是他用生命写成的。

正是他有强烈的责任感，他才能继续坚持下去，没有了责任
感，任何事情都无法很好完成。



史记故事读后感篇九

《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
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还被认为是
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
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史记的读后感吧!

 

“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
骚。”是大文豪鲁迅对《史记》这一经典名著的称赞，《史
记》无愧与这个称赞。中华上下五千年，一共二十六史。
《史记》正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史书中的地位无可
替代，而太史公司马迁也因这本书而流芳百世，名垂千古。

《史记》主要描写了从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约公元
前3000年)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三千多年的
历史。它包罗万象，及其生动地描写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
物，这其中有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有破釜沉舟，一代英雄
项羽;有统一六国，功大于过的秦始皇;还有“举世皆浊我独
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屈原，他们都仿佛出现在了我的眼
前，太史公极高的文学素养让读者在阅读这本书时，不禁神
游其中，怡然自得，就像回到了那段沧桑的历史中。

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多少英雄逝去。在《史
记》中，我最敬佩，也最印象深刻的一对人物，正是廉颇和
蔺相如。刚开始时，因为蔺相如完璧归赵，立下了大功。廉
颇认为他只是呈口舌之利而已，居然地位比自己高，所以很
是不服，蔺相如怕和他产生矛盾，就总是躲着他。后来，廉
颇知道了蔺相如的良苦用心，就背上荆条，向他请罪。他们
最终成了好朋友。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负荆请罪的故事。



读了这个故事，我不仅感慨万千：如果蔺相如没有让着廉颇，
而是跟他争斗，廉颇如果没有知错就改，而是顾及面子，不
像蔺相如认错的话，那赵国早就衰退了。由此可见宽容大度
和知错能改有多么重要。在生活中，如果别人犯了错误，我
们应该宽容他，原谅他;而如果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就应该知
错能改，像别人承认错误。有一次我弄坏了别的同学的东西，
同学不知道是谁干的，大发雷霆，但是我没有犹豫，毅然向
他承认了错误，他也原谅了我。试想，如果我没有向他承认
错误，我有可能就失去了这个朋友。

 

《史记》这本历史巨著，是我们中国人民智慧、历史的.结晶，
是千年历史的记载。

我觉得唐皇应该收集更多的书籍供天下人阅读，还得让臣子
们多接触一些关于习武的知识。而秦始皇就应该让人们阅读
一些来自统一前其他国家的书籍，不要那么专横，要心胸宽
广，能够接纳百家之言。精通习武的汉武帝应该了解一些古
今巨著，成为一名能文能武的好皇帝。

再谈谈古代名人吧。例如扁鹊，他使多少人起死回生，巧诊
了多少个疑难杂症，挽救了多少在死亡深渊边上挣扎的老百
姓。还有张骞出使西域，虽然被匈奴人拘留了十几年之久，
但是依然不忘自己出使所肩负的重任，促进汉朝和西域的交
流，形成了丝绸之路的雏形。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的教育学家，
他教育学生不是体罚，而是用礼仪道德规范他们的言论和行
为，用文献、典籍丰富他的知识和见闻，他还善于循序渐进
的诱导人，不仅如此，他还是个十分正直的人，他从不谈论
怪异、暴力、悖乱和鬼神之类的事情。

读了《史记》，我不仅丰富了见闻，还增加了知识。读书真
好!



 

《史记》不但是中国史学上第一本记传体通史，而且是司马
迁走遍大江南北，经受住了各种打击，呕心沥血在公园前91
年完成的旷世巨作。这本书中，最吸引我的是撰些时代中各
领域英雄豪杰和记载国内外少数民族的“列传”。是它让我
感受到了历代英雄人物的气概与豪迈。

比如说列传中的“刺客列传”里的聂政，荆轲等人。以前，
我认为刺客不过就是那些品行不正，只知道搞偷袭的人。但
史记上的叙述，让我明白，其实刺客才是对君主最赤胆忠心
的人。毕竟去行刺君王，成功了会被周围的卫士杀死，不成
功更无生还的可能。真可谓是有去无归。虽然如此，但他们
依然一心为君。就像荆轲临走时在易水河边“风萧萧兮易水
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更有那后来身中八剑却
仍一心想着太子丹，这就是他们的赤胆忠心的最好表现。

能与君主斗智斗勇的，还有那些有着顽强意志的说客。苏秦
是他们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原先，苏秦穷困潦倒，连家人
们都嘲笑他，然而他没有就此放弃他的理想，躲在房中钻研
《阴符》，练就自己论辩说理的功夫，用书中的道理去游说
君王，然后奔走于各个国家，终于让燕文侯认同了他的意见
和建议，将整个国家都托付给他，让他去游说各国，最终苏
秦成了六国合纵同盟的负责人兼六国的宰相。从而让家人对
他刮目相看，对他格外尊重。说客要想做成功是要付出常人
难以想像的艰辛，不但要游走于各个国家，路途艰辛自不必
说，而且费尽口舌君王也未必会听，搞不好还会给自己带来
杀身之祸，所以很多人都退却了，但苏秦坚持了下来并获得
了成功，他那三寸不烂之舌抵得上人家的千军万马。让我见
识到了一个人口才的力量和古人那坚持不懈的伟大。

这样令我受益匪浅的故事史记中还有很多很多，看了后让我
崇敬太史公的刚正不阿，仰慕这些英雄的雍容大度，更加喜
爱古典文学中千丝万缕的绝唱。



史记故事读后感篇十

漫步司马迁《史记》的历史长廊，我不禁驻足《项羽本纪》，
留恋项羽那“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豪迈，欣赏他“至今思项
羽，不肯过江东”的执着。司马迁为我们展现了如此具有浓
郁悲剧色彩的英雄人物——项羽。这样就使我们看到了一个
丰满多姿、具有王者风范、洒脱而有血有肉的硬汉形象。

项羽从一个“不学”小儿，到一个普通的军人、成为反秦盟
军中高级将领乃至领导者，他意气风发，勇不可拒；他蛮横
崇武，任性自我，他一步一步滑向自己和别人编织的圈套，
走向死亡。

悲剧的发生，似乎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造成项羽的
悲剧的原因很多，单从自身来讲，他的性格造就了他一生坎
坷乃至走向死亡的重要原因：

勇武，“力能扛鼎，才气过人”“遂拔剑斩守头”，“籍所
杀者数十百人”，一出场就先声夺人，好一个下马威！巨鹿
之战中项羽勇猛无敌，使旁观诸侯的“莫敢纵兵”、“无不
从惴恐”。一生中最激昂最快哉的东城快战，项羽冲锋陷阵、
所向无敌，叫人瞠目结舌。

与勇武紧密相连的是粗豪。这在他年轻时的学习中就反映出
来：他学文习字、学剑学兵法，均有始无终、浅尝辄止、每
每半途而废，这也成为他后来事业失败的主观因素；在日常
言语中也有充分表现：观看始皇出巡，他说：“彼可取而代
也。”心里怎样想，嘴里怎样说，全无顾忌。这与刘邦形成
鲜明对比。而刘邦见始皇出巡时的威风，慨叹：“嗟乎，大
丈夫当如此也！”婉转含蓄，含而不露。

有勇无谋的项羽在战场上叱咤风云，所向披靡，可在政治斗
争中却一筹莫展。鸿门宴里，项羽恨不能第二天便“击破沛
公军”，气概不可一世，但当项伯说以“不义”，刘邦又亲



自来谦恭道歉，他便已把怒气抛在一边，不假思索地说出曹
无伤，使之成为他粗豪性格的牺牲品。范增数次举起玉催他
下决心，项羽均默然不应。而当樊哙既有奉承又有不平的一
席话说完后，他又“未有以应”，甚至当刘邦脱身而去，他
仍未意识到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并接受了张良所献玉璧。从
大怒到受璧，判若两人。由于他勇而无谋，粗放直率，居功
自傲，喜欢奉承，未“不义”的虚名束缚了手脚，因此优柔
寡断，中了刘邦、张良缓兵之计，失去了消灭对手的良机。

项羽既是战场上奔突驰骋、所向无敌的勇士，又是政治斗争
中的失败者，可爱而又可悲，英雄而又充满悲剧性。

只有用“哀其不幸，悲其骁勇”来总结英雄相遇的一生，假
如能少些粗犷与固执，多些像韩信一样的智慧和刘邦之流的
圆滑，也许会有一个更加完美的历史英雄——项羽，但是，
悲剧终将是把人生中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悲剧便只
是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