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巜将相和读后感 大清相国的读后感(优
质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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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巜将相和读后感篇一

今天这篇随笔用的是十几年前就用惯了的标题，清楚简洁又
省事儿。

下午刚读完《大清相国》这本书。不谈情节，不谈文笔，也
不谈网上的评分，光从这本书引发的感想来说，于我个人而
言就可称之为好书。也许是因为最近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
事情，我格外留意书中人物的与人相处之道，这也着实让我
想明白了很多东西。

其实这些东西，看似深刻复杂，但从我现在所理解的来说，
就是六个字——明事理，识时务。有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
杰”，直到今天我才多少领悟到一些道理。

明事理是我们从小受教育懂得的东西。每天都会有家人、老
师在教授我们各种各样的道理，使我们形成正确的三观。所
以大多数人都还是懂得面对的事情从道理上该做不该做，尽
管每个人的约束力和执行力差距甚大。

但是识时务却一直没有被大部分教育者重视。

什么是“识时务”？简单来说，就是能看得清形势，不管是
天下大势还是两个人之间的气氛，懂得在特定条件下什么该
做、什么不该做，而不是一味认死理，更不是不讲理。



这真的非常重要。人类终究不是机器，我们有感情，而且在
很多情况下大部分人都是由感情主导。学会照顾别人的感情，
从别人的角度去考虑一下问题，有的时候难以理解的东西都
会豁然开朗。

下面节选书中的一本分内容：

一、“几日下来，陈廷敬便形容枯槁了。人总有贪生怕死之
心，可他的郁愤和哀伤更甚于惧死。凭着皇上的聪明，不会
看不到他的忠心，可皇上为什么总要寻事儿整他呢？陈廷敬
慢慢就想明白了，皇上并不是不相信王继文的贪，只是不想
让臣工们背后说他昏。陈廷敬查出了王继文的贪行，恰好显
得皇上不识人。”

二、“陈廷敬起了身，点头道了谢。张德善悄声儿说：‘陈
大人，您就顺着皇上的意，别认死理儿。’陈廷敬默默点点
头，心里暗自叹息。”

三、陈廷敬回到：‘臣每进一言，都要扪心自问，是否真为
皇上着想。’

巜将相和读后感篇二

最近单位组织读王跃文的《大清相国》，这本小说我以前看
过，再次阅读，感触颇深。下面从陈廷敬的个人境界、修身
齐家方面谈一点感受。

陈廷敬，他21岁中进士，晋身官场后历任工、吏、户、刑四
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乞归后仍被康熙帝召回，70岁
后主动全身而退，安全着陆。在老家颐养天年并发挥余热，
编纂了《康熙字典》与《钦定词谱》，康熙评价他“宽大老
成，几近完人”。他不参与派系与集团斗争，有自己的道德
操守，讲究政治谋略又不去害人，能够更新观念、迅速转变
角色，从错误的思想中走出来，识时务、处处小心谨慎、避



免锋芒毕露。用自己的方式报效朝廷、造福子民。纵观他的
一生，有如下三重境界：沉得住气、低得下头；耐得往寂寞、
经得起诱惑；看得透人、想得开事。先修身、齐家，然后再
干大事，陈廷敬为后世树立了榜样，值得我们学习。

第一重境界：沉得住气、低得下头

陈廷敬年轻时候也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有棱有角，热血沸腾，
所幸遇上一个好岳父，书中一句话令我记忆犹新：“官是靠
熬出来的，没到那把年纪，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枉然。人若
得意早了，众目睽睽之下，没毛病也会叫人盯出毛病
来。”“少年得志是可喜，但隐忧亦在，须得时时警醒，盯
着你的人多，少不得招来嫉妒，反是祸害。官场上没有一番
历练，难成大器。所谓历练，即是经事见世，乍看起来就是
熬日子。任劳是不怕的，要紧的是能够任怨，那就是忍
功！”凡成大事者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明朝的张居正也是如
此，很小时就显露出过人的才华，所幸遇上顾璘这样的好导
师，没有让他在年轻时锋芒毕露而得意忘形。这，就是小说中
“五字决”中的“等”（要沉得住气）和“忍”（要能经受
起磨练）。

第二重境界：耐得往寂寞、经得起诱惑

面对索额图与明珠的争斗，陈廷敬自始至终没有选择站队，
两人都想方设法把他拉入自己的阵容，给出了很多诱惑，陈
廷敬一直没有动容，甘于寂寞，甚至有很多次皇帝误会他差
点断送前程，每每遇到逆境，他总是岿然不动，稳若泰
山。“君子有大畏呀，成大事者，必须有所畏。所谓无大畏
者流，其实不过莽夫耳。”“稳，一时兴许会吃些亏，但是
不会倒大霉。”这，就是小说中“五字决”中的“稳”（要
谨慎且低调）

第三重境界：看得透人、想得开事



能将身边的人看透，能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准确判断，迅
速作出处理，干净利落，不优柔寡断，事后不贪功，做到功
成而退，这是陈廷敬最高的境界。这需要一番历练，一个人
没有经历很多事，没有接触很多人，不善于总结和思考，就
算有高人指点也不可能达到这层境界的。这就是小说中“五
字决”中的“狠”（要坚决彻底），“隐”（要会急流勇退）

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递进关系，修身
与齐家是基础，若没有做好是不可能做好治国平天下的。近
代史上曾国藩、蒋介石是典范，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家书、日
记中学到很多很多。修身，包含正己、慎独、贞信、担当、
约束、涵养。陈廷敬也有孤寂的时候，也有受委屈的时候，
他都是一个人抚琴，静静地思考，反复反省自己，这其实就
是一个修身的过程。齐家，俗话说堂前教子、枕边教妻，我
们常常看到好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最后被家里人给害了。
汉代霍光就是个典型例子，他功德盖世，因为没有管好自己
家里的人，在他死后整个家族遭受灭族之灾。陈廷敬在这方
面做得很好，他的弟弟多次想通过特殊途径，甚至打着哥哥
的旗号谋取不正当利益，陈廷敬每次知道后总是苦口婆心地
教育，公正严明地处理，用理智的手段维护好亲情。德，永
远比才更重要，我们要教育子女先做一个有德之人。司马光在
《资治通鉴》里说：“德才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
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
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他把人
分为四类：德才兼备的称为圣人，有德无才的称为君子，有
才无德的称为小人，无才无德的称为愚人。在找不到圣人与
君子的情况下，宁愿用愚人也不可用小人。

巜将相和读后感篇三

很久没有一口气读完一本小说了。这本书花了两天时间看完，
本想看完后写点随感，可因为发愁就耽搁下来了。以后想到
什么事情马上就去做。



《大清相国》主要通过陈廷敬的宦海沉浮，再现三百多年前
的官场风云、塑造满清大臣群像。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
传诵。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明珠罢相削权，索额图身
死囹圄，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
退回藉。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陈廷敬却凭
着“等·稳·忍·狠·隐”的心机与韬略，驰骋官场五十多
年，历任工、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乞
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他成为康熙一朝五十年政
坛不倒翁。从这本书里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

（以上内容大部分来自360百科，我也很想自己概括，但发现
自己概括得不全面。我只想到主人公的主要经历，还有对他
的评价。没想到把他跟同时代的人相对比，还有他的那几个
特点也不能这么简练地概括。以后读完一本书尽量自己去回
顾，还有看似平常的词语却不能恰当使用，还是用得太少，
不能把词和事人联系起来。）从这本书里学到了很多做人的
道理。

首先，智慧实在太重要了。人说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
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
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懦，陈廷敬是德
官，却不乏铁腕。书中陈廷敬多次因其弟陈廷统的不当行为
被人也要挟，妥协随可就其弟，却放弃了自己的原则；不妥
协保全胸中大义，却极易得罪人。然而每每这种情况，他总
有办法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另辟蹊径。

平时我们总讲考查一个人看德能绩勤等方面，德放在最前面
当然没错，事实上人性本善，大部分人在品德上是没什么问
题的。很多人后来变坏，还是因为不够聪明没能得到自己想
要的东西从而黑化了，或者仅是一些小聪明被贪欲控制了本
性，只想眼前利益最大化，从而忽视了长远利益。智慧不同
于聪明，它既坚持原则，也懂得审时度势，灵活处理好各种
情况。陈廷敬就是这样一个人，本来他可以连中三元的，可
卫大人出于保护他，让他在殿试时没了点状元。



他不仅饱读诗书，善写诗文，也受家族时代经商的影响精通
财务管理。这让他在增加国家税收和铜钱案时能够迅速理清
思路，抓住重点，很快地解决了看似毫无头绪的难题。这精
明，这手腕，不是一般人想学就能学来的。光是一腔热情或
是书生意气是做不好事情的，一定得多实践，多观察。

其次，经济基础很大程度上决定你的自由度。他在官场上屹
立50年不倒，除了他的聪明智慧，还有他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除了微薄的俸禄，他平时应酬能从家里拿出银子。他不需要
为了生存苦苦挣扎，这就超过了多少读书人。他可以做自己
想做的事，他从来不用为钱操心，也不用为了钱而去贪腐，
这让他多了底气和硬气。同时他父母身体健康，全力支持他，
他没有后顾之忧，他可以全力以赴。

再次，就是再稳妥有才华的人，人生也免不了很多波折，我
们应该把挫折当做人生的常态。要学会跳出事情本身来看待
这个问题，把个人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点挫折真的算不了
什么，而且别人未必就注意到了你。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乐于
接受自己的处境，有一个积极解决问题的心态。我想起有人
讲过一句话，事情本身带给人的伤害是有限的，反复咀嚼并
陷入其中不能自拔才是最大的伤害。所以我们要及时止损，
要学会从事情里跳出来，过了就过了，吸取教训，把该做的
事情去做好，这样才会成长，才能过得轻松快乐。

这本书既不像正史那么严肃枯燥，也不像宫斗剧那么浮夸，
它既有历史真实人物和事件可查，又有生动饱满的人物形象，
看起来既惊险刺激又感觉到是那样真实。值得一看的好书。

巜将相和读后感篇四

《大清相国》中陈廷敬的形象，已经影响到不少公职人员。"
有些熟悉的朋友找到我，跟我探讨陈廷敬的从政经历。"不仅
如此，在小说的影响之下，史学界也对陈廷敬其人其事给予
了更多关注。"虽然描写的是一位我所敬重的古人，但也表达



了我对当代现实生活的思考，生活不断往前走，我相信历史
中有很多值得现代人借鉴的好东西。"王跃文说。为人之德，
就是要宅心仁厚。2011年中央组织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对干
部德的考核意见》，具体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
家庭美德等方面细化了干部"德"的考评标准。要做好干部，
首在为人，俗话说"立业先立德，做事先做人"，古往今来，
对人的要求，无不以做人为本。

且不论书中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只看随着科
考腐败窝案、山东百姓自愿捐粮案、勾结霸占民宅案、阳曲
百姓捐建龙亭案、铜钱短缺钱法重理案、云南库银亏空案、
皇上微服私访杭州连环事等等，一代名相的光辉形象逐步树
立并熠熠生辉，而其如何待人、处事、言谈的道理也缓缓道
出。

如何做人、待人，一直是一门深奥的学问;也是人们不可缺少
的生存技能。在《大清相国》里的主人公陈廷敬，就是值得
我们当代人学习的榜样。首先待人不可太绝。人非圣贤，孰
能无过。待人不可太绝，对人对己都适用。毕竟是以人为本、
以天下苍生为念。对人，能帮人处多帮人，得饶人处且饶人。
这个人，可能是友人、亲人、故人，可能是敌人、仇人、小
人，也可能是好人、坏人、陌生人。能帮助的人越多，说明
你的能力越大。帮助他人的过程也是积累正能量的过程，内
含一个反馈循环，如同福报。一个人一个人地去帮，那是点
对点的应对，正能量的积累如同加减乘除，毕竟有限;取仕之
路，为官一任，若能造福一方，那是点对面的辐射。官做得
越大，能福泽的区域越广，正能量的积累是指数或者阶乘。
内含的福报就像一个光环，光照当代，辉映千秋。能饶恕的
人越多，说明你的境界越高。饶恕的前提是有错，而这种错
又不在律法惩戒的范畴之内。有些错，说是错，却又似乎在
情理之中，角度和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往往不一样。在
人治的朝廷当中更是如此。如果总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对的，
而把不同于自己的观点就归入错类，那么就无法与他人形成
合力，自然也办不成大事。正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想来说



的也是这个道理。对己，能严格处多从严，须宽容时亦宽容。
事前多严格，我们可以修身;事后多宽容，我们可以立世。

处事也是现代人一个重要的修为课程。在《大清相国》里的
陈廷敬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的基本理念是，不必太尽，
物极必反，过犹不及，事做得太尽了，不但让自己筋疲力尽，
也让他人少了发挥的空间。即便是自己能力所及，也需要留
有余地。尤其是作为领导，更应如此。即便领导再能干，也
需要留给下属成长的空间。如是，事不必太尽，至少应有两
层含义。其一是指事本身不尽，而人精力有限。其二是指做
事的程度，不必太尽。尤其是在资源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更
是我们做成事情的一种有效法则。二八定律很好地用科学解
释了这个道理。而如陈廷敬所言：我只能做我做得到的事，
做不到的事我要是硬去做，就什么事都做不了!

另外在言谈上面，《大清相国》的陈廷敬也给出了不少启示：
言不论多寡。遇到志同道合的好友，我们可以畅谈通宵;碰上
话不投机的人士，我们可以闭口不言;生气的时候大骂，抑郁
的时候缄默，含冤的时候辩解，委屈的时候诉说。如是，我
们就只有甘心平凡。人在官场，其实是言不论多寡的，有的
时候是言多必失，有的时候言少冷场。道一千，说一万，我
们要管住自己的嘴巴，不要用气话伤害自己，不要用恶语毁
谤他人，让自己成为更加完美的人。

最后，不可不道的官场五字诀——等忍稳狠隐，五个字总结
了陈廷敬50年的官场生涯，可谓十年一字。没有前人传授的
等和忍，悟不出稳的要义;没有稳的定力，做不了狠的事情;
倘若狠而不隐，终将引火烧身，而不能全身而退。书虽小说，
但确有其人，书中描述的很多事情也是真实发生的。当然，
亦古亦今，亦真亦假，如疑如信，任君断夺。

巜将相和读后感篇五

记不清是几年前了。参加一个培训班，在京郊的一个大院，



似乎离香山很近。培训持续了一段时间。午晚后，总有些闲
暇。想会的朋友都见了，能溜达的景点也走了几个，便想读
读书。

附近倒是真去寻了几寻，转了几次街巷，都是些餐馆、咖啡
厅和旅店，未发现像样的书店，便悻悻而归。后来有天傍晚
出去理发，从胡同里晃出来，看到拐角有个不起眼的旧书摊。
蹲下看了看，基本山都是些“开门”的盗版书。

卖书的老板很热情，又比较年长。我蹲着翻了半天，不好意
思白添麻烦，便随手挑了本，书名叫《大清相国》。

回到住处，随手翻了翻，竟引而入胜，不能自拔。这几年，
凡是有朋友找我推荐书，这本都在目列里。之间，我也又购
了正版，再读了一遍。

有以下几点体会，与大家分享。

其一，《大清相国》一书洋洋洒洒，共计四十八万余字。此
书以大清国顺、康两朝的历史原貌为本体，未加虚妄扭曲和
过分粉饰，又不失小说文体的跌宕婉转和衍延思索，逻辑清
晰，行文脉络流畅，历史人物纷繁登场而跃然纸上，堪称近
当代历史小说之佳作。

其二，从顺治演绎至康熙朝末期（陈廷敬于顺治十五年中进
士、康熙五十一年病剧），曲折情节、纷繁故事，有重墨亦
有轻描，铺垫婆娑而呼应铿锵，穷述陈廷敬近五十年的内阁
菁英生涯，自青葱岁月进士高中，至耄耋光阴相位归田，突出
“等，忍，稳，狠，隐”五字箴言。

其三，伴君若伴虎，可谓如履薄冰，宦海沉浮，几人可得善
终？无论是权倾一时的鳌拜，或是二分朝廷的索额图和明珠，
还有帝王前的红人徐乾学、高士奇……这些曾居于万人之上
的弄臣，竟几无一人可以全身而退，唏嘘哗然，观者难尽其



唏嘘。

唯陈廷敬，虽为满族天下的一名汉相，却既得功德之名，又
得善终之躯，文韬滚滚，政略滔滔。陈给康熙当老师在先
（经筵讲官），后历任工部、户部、刑部、吏部的四部尚书，
做过文渊阁大学士，主持编了《康熙字典》，其五十卷《午
亭文编》（陈廷敬晚号午亭）收入《四库全书》。

所谓政治生命，是他人予己之命，非真命。奋发激亢之时，
平步青云，天下人艳羡，万物趋之；潮退流逝之际，一泻千
里，天下人唏嘘，万物避之。三郎妄言，千秋万世，生灵伦
理，盛久则衰，繁极必凋，泰然自处，怡然自得，不失体统，
不失本我，与各位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