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司马光的读后感 司马懿吃三国读
后感(汇总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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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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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读司马光的读后感篇一

看完一本名著后，大家一定都收获不少，现在就让我们写一
篇走心的读后感吧。但是读后感有什么要求呢？下面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司马懿吃三国读后感，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

今夏，热播了一部三国题材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
盟》，该剧抒写了魏国政治家司马懿跌宕起伏的前半生，展
现了波澜壮阔的后三国时代。波叔演绎的司马懿，睿智深邃
又不失饱含人情味的幽默，折服了广大观众。因为这部剧，
我对司马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加上个人钟爱历史类题材的，
于是找到这本《司马懿吃三国》。

该书共有5部，每部评分都在7分以上，值得一看。由于司马
懿本身就是极富争议的传奇人物，所以小说一定不会枯燥，
五本书很快就看完了。全书从司马懿出生写到73岁去世，在
一定历史文献的基础上还原了他传奇的一生。对于司马懿这
个人，历史褒贬不一。有人说他鹰视狼顾，阴险狡诈，是王
莽、曹操、刘裕的一类的阴谋家。又有人说他雄才大略，心
系天下，同时懂得隐忍、藏器，在那个英才辈出的.时代，笑
到了最后，成为最大赢家。随着历史车轮的滚滚前进，一切
是非功过都会被湮没，而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更需要从他
们身上汲取养分，做到以史为鉴。



谈起成功，司马懿从小就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是名副其实
的天才。但是那个时代最不缺的就是天才，曹操、荀彧、郭
嘉、孙权、周瑜、诸葛亮、庞统、陆逊……一个个响亮的名
字。天才们大多不甘寂寞，尽可能地施展抱负，智慧与权谋
的较量注定少不了。而年轻的司马懿却选择收起锋芒，如"冢
虎"一般默默地等待着，注视着。读过另外一本书，王岐山书
记离任北京市长时向同僚推荐的《大清相国》，书中主人公
陈廷敬从年轻时代起就以天下为己任，始终牢记五个字：等、
忍、稳、狠、隐，最终位极人臣，并能在晚年从政治漩涡中
全身而退，善始善终。

跨越时代的长河，这五个字在司马懿身上同样体现的淋漓尽
致。修炼过人的本领固然很难，能做到"潜龙勿用"更是难上
加难。陈廷敬做到了，司马懿同样也做到了，所以他才能权
倾天下，将三国归于囊中，而同时代的其他天才们只能像流
星一样短暂地划过天际。另外，司马懿活到了七十三岁，陈
廷敬同样也活了七十三岁，在古代是非常长寿的，健康的身
体对于成功也是尤为重要。

司马懿和陈廷敬的隐忍体现在刚走出校门的新员工身上，就
是"扎根一线、脚踏实地"。他们没有周瑜的"谈笑间樯橹灰飞
烟灭"，也没有诸葛亮的"隆中三分天下计"，更没有曹操的"
挟天子以令诸侯"，有的只是一天一天的等待与默默付出。

而我们，在等待的日子里，收起学生时代的骄傲，摒弃浮躁，
厚积薄发，沉下心跟着师傅学习专业技能，进一步丰富理论
知识。同时坚持锻炼身体，保持电网一线工人强健的体魄。
时间会对得起努力，在机会来临的时候"或跃在渊"，终有"飞
龙在天，利见大人"的一天。

读司马光的读后感篇二

小时候，婆婆带我去越秀山公园的寓言园，我觉得司马光砸
缸的雕塑很有趣，于是婆婆给我讲了这个故事。现在我在



《成语故事》里又看到了这个故事。

司马光在读书的时候，突然听到外面有小朋友叫救命。原来
小伙伴掉进大水缸里了，司马光搬起一块大石头砸烂了水缸，
救了小朋友。

这个故事我觉得司马光很聪明，当时水缸很高，又没有大人，
水淹着小朋友会无法呼吸。叫大人来时间太久了。先把水降
下来可以让小朋友呼吸。

这个故事还提醒我们爬高爬低的玩耍时，要经常想一想是否
太危险，要注意安全。

读司马光的读后感篇三

记得巩汉林和赵丽蓉演的一个小品，作为宣传，赵丽蓉要代
表英雄的妈妈说话，采访前安排赵丽蓉在镜头面前说孩子从
小母亲就给说一些故事，比如《司马光砸缸》。一直很想读
这篇文章，这一次学校组织双阅读活动，使我有机会和孩子
一起沟通。

司马光砸缸这个故事讲的是:司马光和其他的小朋友在花园里
玩，一个小朋友掉在大水缸里了，其他的小朋友都慌了，有
的跑去找大人，只有司马光没有慌，他找了一块大石头，使
劲砸缸，里面的水流出来了，掉进水里的小朋友得救了。

读司马光的读后感篇四

我是一名五年级的学生，我们最近学了一篇叫《司马迁发愤
写史记》的课文，每次当我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都深有
感受。

课文中说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是汉朝掌管修史的官员，他立志
要编写一部史书，司马迁从小努力学习，积累了许多资料。



后来他父亲司马谈临终时嘱托他一定要完成史记这本书的编
写，可正当他认真写作时，因为替他人求情，得罪了汉武帝，
受到了酷刑，他在狱中几次想自杀，但为完成了父亲的嘱托，
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出狱后，他忍辱负重，发愤写作终于用
了十三年的时间完成了巨作――史记。

每次我读到这篇课文，心情都久久不能平静，大家想一想，
在司马迁受到酷刑的情况下，他竟然能持之以恒，克服重重
困难写出一部辉煌巨作，而我们现在条件这么好，坐在明亮
的教室里，更应该好好的学习，不能因为遇到一点小困难，
小挫折，就打退堂鼓，我们只有迎难而上，持之以恒，才能
取得好的成绩。

司马迁《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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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司马光的读后感篇五

今天我读了一本书，名叫《史记》，它记录了中国古代几千
年的历史，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鲁迅称其为“史家之绝
唱，无韵之离骚”。它同时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块瑰宝。



《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他是西汉史学家、文学家。从小
就到处游学，领略过无数的祖国风光，同时一直编写着《史
记》。后来司马迁遭受腐刑，在出狱后完成了这部著作。

翻开这本书，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个历史故事，故事中的人物
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文章详略得当，细节描写十分到位，
给读者身临其境的感觉。在这么多故事中，令我印象最深的
是蔺相如的两个故事——《完璧归赵》和《将相和》。

《完璧归赵》和《将相和》讲述的是：秦王派人送信表示愿
意用十五座城池换取换取赵王获得的一块玉璧。于是赵王就
召来群臣商量此事，赵王说：“我们赵国弱小，如果答应他，
他很可能不交出十五座城;如不答应他，只怕秦国来攻打我们。
”派谁护送宝璧前去与秦王交涉也没有决定。一位大臣向赵
王推荐了蔺相如，并说明了原因。后来赵王和蔺相如说明了
此事，蔺相如表示愿意前去护送宝璧，并说：“如果秦国给
了赵国城池，玉璧就留在秦国;如果秦国不给，那么玉璧我会
安全地还给您。”到了秦国后，蔺相如和秦王正面交锋，用
他的勇敢和机智将玉璧完好无损地还了回来，也没有得罪秦
国。后来他在秦王和赵王的见面会上又立了功，被封为上卿，
位在廉颇之上。为此廉颇很不服气，并扬言要羞辱蔺相如。
于是蔺相如就对他退避三舍。别人问其原因，他说：“别的
国家之所以不敢攻打我国，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在。如果我们
争斗起来，必定会让别的国家钻了空子，我是为了国家着想。
”廉颇得知此事后自愧不如，背着荆条到蔺相如家请罪，从
此二人成为生死之交。这两则故事让我佩服蔺相如的有勇有
谋，将国家的利益放在最高，更让我认识到只有宽容待人团
结一致才能走向成功。

《史记》这本书让我了解中华历史的博大精深，增长了知识，
让我们一起来读《史记》，了解中国历史吧!

今年暑假，我读了《史记》，深深地爱上了这本书，书中许
多历史故事给了我启迪，历史人物给我教育。



其中关于项羽的故事，我印象很深。“生当作人杰，死亦为
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的这首诗赞扬了
项羽宁死不苟活的精神。但是，当我读过《史记》中关于项
羽的内容后，我对项羽有了自己的看法。项羽是一个英雄。
他是一个武艺高强的人，可以冲锋陷阵，转瞬间就能杀敌百
人，他用兵大胆，敢于“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我
佩服他的胆略和勇猛。观看秦始皇出行时，他竟敢说自己可
以取而代之。千古英雄，谁敢如他一般出此豪言?从这点看，
项羽的确是英雄。但项羽更是一位失败的英雄。首先，我认
为他不注重文化学习，只崇尚武力。他甚至认为读书无用，
只要会写自己的名字就已经足够了。可他没想到，不学习，
有些方面就会无知，无论带兵打仗，还是治理国家，无知都
会成为绊脚石。

其次，我觉得他不善于用人，不能把握好时机，无知使他不
知人，更不善用人。张良、韩信都曾经投奔于他，可他竟不
能知人善任，使这两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为刘邦所用，最后把
自己打得一败涂地，总算有个谋士范增的才智也给浪费了。
要么不执行范增的计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绝好的机
会呀，可项羽偏偏痛失良机，要么中人家的计策，不能做到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致使范增离开他，在忧愤和疾病中去
世，使自己彻底失去谋士。项羽还是一位不善于总结自己失
败的英雄。项羽在临死前曾说：“天要亡我。”而不从自身
找原因。项羽英雄盖世，却只会逞匹夫之勇，不能驾驭天下
英雄，到死都认识不到自身的弱点，只是自欺欺人地把失败
的原因归之于天，真是可悲呀!其实，一个成功的历史人物要
想取得成功，《史记》已告诉我们：他必须爱人民，以天下
为已任，心中装着国家和人民，才能深受人民的爱戴。只有
这样，他才有可能成功。

同样，作为小学生，应该以史为鉴，向历史中成功人物学习，
要有远大的理想，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从小努力学习，长
大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回报社会，报效国家。



读司马光的读后感篇六

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是荣幸的，这是一个有着优秀传统的神
秘国度，这是一个物华天宝的泱泱大国，这是一个人杰地灵
的文明古国。先贤给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古文典籍，作为
后世子孙的我们在茫茫书海中寻觅古贤人的踪迹，感慨曾经
的惊心动魄，思量曾经的纷纷扰扰，而作为华夏儿女的我在
品读《史记》之后，也真切地感受到3500多年历史中充塞的
豪迈、悲壮与辛酸。不过在“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同时更体
会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我敬孔子，畏霸王，颂毛遂，服姜尚，笑幽王，憎纣王，悲
韩信，怜李广。读书，读史，读人，亦是解读一种精神，苏
武牧羊的爱国与执着，张骞出使的坚毅与无畏，陈胜举兵的
大义与凛厉。品味全书，我心中只有一个人可谓为英雄——
项羽。是的，就是那个四面楚歌，垓下自刎的落魄之人。鲁
迅先生曾写道：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
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但我想项羽是个例外，遭汉军
重围，一人杀敌数百，死战到底。乌江亭长敬他为豪杰请他
渡江再待卷土重来。然“燕鹊安知鸿鹄之志哉”，“宁为玉
碎，不为瓦全”，大丈夫岂能苟且偷生！于是，他便成就了
一代霸王的悲情，遗恨千古。然而，刘邦违背鸿沟和约终究
成为其一生难以拭去的污点，他终究是个不顾手足之情的刽
子手。于他，项羽不过就是冗长而虚渺的过渡之梦。梦醒之
时，天下尽在咫尺。于我，他终只是个鸟尽弓藏、为权势而
活的枭雄。成王败寇，战争俨然成为解救之法，英雄与枭雄
无数次站在风口浪尖上角逐，其中一人的失败便意味着另一
个人的成功。然而英雄无所谓清贫抑或富贵，不为名利所趋，
所欲追寻的不过“正义”二字，为的只是黎民百姓与江山社
稷安危。姬昌父子起兵反商，为的是因炮烙之刑无辜惨死的
冤魂，为的是不让比干一颗赤胆忠心付诸东流，为的是维持
天下秩序，国家需要周武王这样一位领袖。恰恰相反，淮南
王刘长醉心权势，不满已有的封地，引发战乱，最终也不过



是不成气候的“过江龙”。

司马迁的《史记》，贯通祖国三千余年的辉煌历史，是中国
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是一部经
典之作。

该书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记载了上自上古传
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三千年璀璨的文
明，生动的描写了三千年大大小小的一些史事。读过这本书，
让我深深得感受到了祖国文化的伟大，令我心存敬意。史记
的生动描写一直鼓励我们的写作，以及我们祖国的发展，史
记一出来，可谓是洛阳纸贵啊。

一部伟大的作品，总会有辉煌的成就。《史记》这一部伟大
的作品，是祖国文化史上的一颗明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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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是一本令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细细阅读的经典！是一本既
生动有趣又能增长知识的值得一看的好书！

读司马光的读后感篇七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李长之著，三联书店 1984年5月版。

从总体上来说，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介绍和评价司马迁及
《史记》的学术专著。然而，它又不仅仅是一本学术专著。



读完全书，我想了更多：

首先，在看完整本书后，我对司马迁这一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和他所著的《史记》有了一个较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李长
之先生用自己手中的笔为我们“复活”了历史上的司马迁，
使司马迁对于我来说，不再只是一个文学和历史学上的专有
名词，而是一个具体可感的形象，他的话语思想精神全部铺
现在我的眼前，变成一个立体的活生生的人物。

对于想读或正在读《史记》的人来说，这也是一本很有借鉴
价值的参考书。因为作者在分析司马迁的同时，也对《史记》
从各个方面进行了仔细而深入的分析，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
了诸位对《史记》的兴趣，我即是被吸引的一位。

就学术性而言，这本书远超过其他同类书籍。作者在书中引
入了翔实的史料，而更重要的是，作者有自己独特的观点，
而不是人云亦云。譬如，作者对司马迁的生年为建元六年作
了猜测。尽管只是猜测，作者也举出了丰富的证据来加以说
明。而比之更为重要的一点，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加入了
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这也使得整本书不那么枯燥，吸引着我
不断地看下去。当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使得作者对
司马迁和《史记》的评价不够客观，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

然而，有点遗憾的是，我并没有完全看懂整本书，或者说，
我对这本书的某些部分，某些细节并没有完全看明白。李长
之先生在说明观点的时候，往往会恰当地引经据典，而由于
这些材料都是古文，鉴于我的古文功底不是特别好，我仍有
许多地方不理解。

读完了这本书，我有了不小的收获和体验。然而，说实话，
我还是不太喜欢这一类的学术著作，也许是因为其中引用了
较多古文的关系吧。举一个也许不太恰当的例子来说，在读
完整本书以后，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吃了许多大的实心汤圆。
慢慢地，汤圆的面粉表皮被消化掉了，却仍留下了许多没有



被完全消化掉的内馅，这些没有被完全消化掉的内馅就留在
了胃里，让人觉得堵得难受。

另外，整本书又不仅仅有对司马迁和《史记》的介绍，还有
对楚文化、齐学、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等其他文化的介绍，
而作者更是将这些貌似不相干的文化巧妙地串在了一起，让
人不得不叹服作者渊博的学识和扎实的文学功底。在读完整
本书后，我对作者李长之先生升起了一种敬佩之情，当然，
还有司马迁。

读司马光的读后感篇八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
也。”和司马迁的人生相比，我们确实是轻于鸿毛。司马迁
触怒汉武帝被判“极刑”，但他终于去世的前夕完成了《史
记》这本伟大的著作。

说起司马迁，还应从他小时候说起。

司马迁小时候家境也算富足，父亲名为司马谈，是当时皇帝
身旁的史官，史官的地位很高，所以必须是有学问、有声望
的人才能担任；母亲名为“太史慈”，人长得不算漂亮，甚
至可以说有点儿丑，但她的知识渊博。秋天后的一个中午，
司马迁就出生了。他出生后就喜欢抓夺书和笔，这注定了他
以后就是个读书人。

慢慢的司马迁长大了，他已经22岁了。当时的新皇帝刘彻建
造了自己的陵园——茂陵。为了让茂陵这个地方繁荣昌盛起
来，刘彻把家产超过300万的人家都赶到了这里。这个时候，
为了让司马迁去大城市更好地学习，司马谈收拾好行李，坐
着车离开了老家艺川镇。司马迁到了茂陵，拜当时的两位大
学问家孔安国和董仲舒为师，他在两位名师的指导下，虚心
学习，进步很快。他的父亲司马谈也嘱咐司马迁要努力学习，
游历四海，振兴家业，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事情。后来司马迁



懂得了父亲说的话，学习更加用功了。

司马迁到25岁时，已经学有成就。当时他听到张骞出使西域
的事情，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他觉得“耳听为虚，眼见为
实”，他也要下定决心游历四方。于是他算好吉日，乘坐马
车来到岭东侧，再经由河南、湖北的交界处坐船直下江陵，
再到洞庭南岸。在长江以北游历时，司马迁居住在那里。后
来到来了汨罗江，屈原就是投汨罗江而亡，司马迁对屈原感
到无比敬佩。后来他又来到了舜帝遗迹，了解舜帝经历过的
事情，后来又来到了当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地方。司马迁
在当时搜集了许多春秋战国时期的史料，对他后来写《史记》
有很大的帮助。

在司马迁30岁时，他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考入了朝廷。在
朝廷做了郎中，而郎中的工作就是跟随在皇帝身边，皇帝让
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司马迁很快感到自己无所事事，自己在
这种场合，根本一点儿也派不上用场，而且跟在皇帝的身边，
没有自由。他的心情不免有一些沮丧。而这时在西北边境，
匈奴人不断地南下骚扰，皇帝派卫青和霍去病镇守边关，一
连打了几次胜仗，但也损失惨重，而皇帝却还是将赏给他们。

司马迁在30多岁时，当时的皇帝，汉武帝被那些大臣和道士
蛊惑，举行封禅大典。汉武帝便调动千人去泰山封禅，而司
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极力劝阻汉武帝，但最后还是有无能为力，
还被汉武帝贬到洛阳。司马谈当时由于内心郁闷，一股血气
往上冲，不久便死了。司马迁就继承了他的位置，做了史官，
专心致志的记载历史的事情。

在司马迁40多岁时，沉浸在《史记》的写作中。后被汉武帝
发现，引起了对他的不满和愤怒，于是他就以侮辱皇帝的罪
名把他押入牢房，而司马迁意志坚强，坚持自己的观点，并
依旧没有放弃对《史记》的撰写，终于在临死前夕，完成了
这部伟大的历史著作。



司马迁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每个人人生中都会遇到挫
折和困难，但只要迎难而上，就一定会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