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明朝那些事儿读书报告高中(精
选9篇)

报告材料主要是向上级汇报工作,其表达方式以叙述、说明为
主,在语言运用上要突出陈述性,把事情交代清楚,充分显示内
容的真实和材料的客观。报告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
们要好好写一篇报告。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明朝那些事儿读书报告高中篇一

岁月不饶人，明朝时期的事情发生了种种事情，看完了这两
本书，我深有感触。这部书是当年明月，也就是石悦写的明朝
“通史”。这书从明朝开国的朱元璋说起对当时的十七帝王
和其他王公权贵和小人物的命运进行了全景展示，充分的体
现出当时政治思想与当时开国皇帝建立的帝国进行了详述。

第一部中写的是朱元璋生于乱世当中，背负着父母双亡的痛
苦，从赤贫起家，没有背景，没有依靠，没有后台。他的一
切都是他自己努力争取得来的。他历尽千辛万苦，一次次的
从死神的魔掌中挣脱，一次次从死人堆里爬起来掩埋战友的
尸体后继续战斗，一直坚持着。

也可以说在当时最优秀的统帅非朱元璋莫属。

驾崩后传位于长子朱标之子朱允炆，但朱允炆上台就要削潘。
后燕王朱棣以“倩难之役”的名义夺位。

在读到第二部结尾时我的感觉只是当时的蒙蒙凄凉，它讲到
郑和下西洋，修着《永乐大典》南下讨平南安等，后来永乐
帝于北伐蒙古归来的路途上病逝。明朝在经历了比较清明
的“仁宣之治”后开始进入了动荡时期。读到这里我也只是
觉得当时的“悲惨”，也只是慢慢的看下去。大官王振把持



朝政胡作非为而导致了二十万大军在土木堡丧于一旦幸亏忠
臣于谦奋力救回了明帝国，但随即又有两位皇帝争夺王位
的“夺门之变”后都被害身亡了。读到这里我才晓得了什么
叫历史小说的精彩与其对此使读者的眼球应接不暇，欲罢不
能。

也是这两部历史小说我感觉到告诉了我影月之殇影歌的感伤。
明朝的言官也告诉了我们直谏者未必忠。贪心的官们告诉我
们贪污者未必奸。皇帝嘛，呵呵，真活的不是人！朱元璋的
身世告诉了我们要自食其力，像他这样没有依靠没有后台没
有背景的人都能当上皇帝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明朝那些事儿读书报告高中篇二

这个星期，我终于读完了当年明月的心血之作《明朝那些
事》。本书以通俗小说的形式，用瑞士表匠的耐心，德国工
人的严谨，法国酿酒师的情怀，美国喜剧演员的幽默，来为
我们展示几百年前的风风雨雨。它深深地吸引了我。

在这本书里，自始至终都蕴含着一种力量，一种永恒的、催
人奋进的力量。这种力量，支持着戚继光抗击倭寇，不畏困
难；支持着于谦打响“北京保卫战”，力挽狂澜，延续了大
明两百多年的历史；支持着海瑞冒着杀头的危险，“抬棺骂
嘉靖”——这种力量，叫爱国！

我的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教育我“不以物喜，不以己
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
我有责”。我开始只是懵懵懂懂地懂一些，可自从拜读了
《明朝那些事》后，我看到了张居正、徐阶、夏炎等人的爱
国事迹，才真正懂得了爱国的含义，我从中汲取了无穷的力
量。

我希望大家能喜欢《明朝那些事》。因为，我从这套书中，
我不但看到了大明王朝三百年间的风雨飘摇，还看到了一种



精神，一种不灭的精神，经过历史与时间的沉淀，让后人为
梦想不停奋斗、努力的精神。

还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生动幽默。也许有人说，历史不能
幽默。但我认为，让老百姓看得懂的读着轻松的历史，才是
优秀的历史书。

《明朝那些事》，为你欢呼！

明朝那些事儿读书报告高中篇三

今天我读了《明朝那些事儿》第二十章最后的名将——蓝玉。
主要写了朱元璋不放心北元，明洪武十三年和十四年向北元
发起两次远征，都取得了胜利，但并未对北元形成致命的打
击，不断骚扰明朝的边境。洪武二十年，朱元璋又一次下令
远征，蓝玉在历次正沙漠的行动中只是担任了几次配角。蓝
玉是安徽远定人，是常遇春的内弟。蓝玉是一个要强的人，
他从不会承认比任何人差。这次远征无疑给蓝玉提供了一个
最好的机会，朱元璋同意了蓝玉的请求，给了他右副将军的
位置，主帅自然是冯胜。蓝玉来辽东击破了庆州的重兵把守，
纳哈出率二十万军队投降明军。洪武二十一年，蓝玉带兵远
征北元，脱古思帖木儿丢下军队逃走，元军投降，北元灭亡。

好词：明目张胆、朝思暮想、百般无奈、无处不在、瓦解、
震慑、洋洋得意、狰狞、凶神恶煞、不共戴天。

我欣赏的句子有：“其实他采取这一政策是可以理解的，毕
竟本来在大都当皇帝的父亲被逼得搬了家，亲戚都被拉去吃
牢饭，此仇实在不共戴天。”“这些明军士兵用恶狼般的眼
神看着他，脸上露出欣喜的表情，还大声呼喊，很快，更多
的明军士兵围拢了来他们一看珍稀动物似的眼神注视着他。
他很荣幸的成为第一个俘虏。”

实现理想之后的蓝玉任意妄为，让朱元璋再次挥动屠刀。



初一:江廷茵

明朝那些事儿读书报告高中篇四

明朝那些事儿读书笔记

许久，没有认真写一篇博文了，我发现人的惰性就是这样积
累而成的，不想写就什么也不想写了，明朝那些事儿读书笔
记。

发现自己写日记最爱写天气，实在是无语至极。最近一些天
不是很忙，抽空看了一些想看的书，一些想看的电视剧，很
放松。又抽空做了头发，多海不汗党里的造型，第一次尝试，
齐平的刘海，还算满意吧。这段时光，不紧不慢，还算舒心。

认真读了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很想写段读书笔记。
许是书写的太精彩了，忍不住想写几句。一段几百年的明史，
却在作者笔下娓娓道来。第一部里记忆犹新的是那段八股科
举考试，最佩服的是那几百年间就出现的寥寥无几的三甲状
元。张居正也着实厉害。庆幸的是当年黄观投河自尽，否则
以他的气节岂不比那方孝孺等人下场更惨。最想解开的迷便
是朱允炆到底去了哪，难不能被火化成了灰?最狠的人非朱元
璋和他的四儿子朱棣莫属，为了保全皇帝位，杀了身边所有
的人，宁我负天下人不能让天下人负我，格外觉得朱棣爱记
仇。最现实的人非李景隆是也，墙头草，两边倒。做不成军
事奇才也罢，却成了内奸。看完第一部后觉得老天格外厚爱
朱棣，穿了朱允炆的防弹衣不说，连沙尘暴都格外青睐朱棣
一方，那几仗胜利的更外惊险和侥幸。(其实也许是书里故意
这么写的，但是那四年的风风雨雨也让我深刻感受到了朱棣
的强大，敢弑君夺位，比起宁王那些人，让我佩服不已。至
少他不那么做，肯定会被朱允炆贬为庶民。那段洪武年间，
那个风雪之夜，便已经让人记忆深刻，这是一个怎样有隐忍
之心的男人。也可以感受到朱棣装疯卖傻背后的豪情壮志、
说他是社会青年，我觉得并不完全符合，读书笔记大全《明



朝那些事儿读书笔记》。早年跟随父亲征战，可能是父亲疏
忽了他，倒也罢。正因为有这样一段不寻常的乱世之战，才
成就了后来这样一位不平凡的永乐皇帝。我觉得榜样的力量
是伟大的。)

朱棣和朱元璋都有个共同的地方，狠起来，会绝到底。要么
不做要么做绝。但是他们的两位长子又与其相反。朱标若是
没有英年早逝的话，应该是位仁君。宋濂天天教他的都是做
皇帝要宅心仁厚，善待百姓。而那位当了十个月皇帝的朱高
炽似乎也是比他老子厚道许多。同样的老子生出来的儿子们
可真是性格迥异。

最喜欢书里写的金戈铁马的场面，不算宏大，称不上写的精
致，却颇有戏剧化。无论是对战陈友谅火烧那些铁索战舰，
还是对战那些前朝元人在那个漫无边界的沙漠里寻找敌人，
或是盛庸在追杀北军时突然帅旗刮倒，都觉得充满了戏剧化。
正是因为如此，战争才能写得如此精彩。第一次发现即使没
有爱情的小说故事里，也能让人看得如此投入。无论是从哪
位强大的将军身上，都隐藏着这样一句话。即使日后身处绝
境，亦需坚守，万勿轻言放弃。

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有人说这些事儿，不够真实，其实在我看来，假假真真也好，
这段历史能够在轻松的氛围里写的如此深刻，已觉得不易，
何必要做到绝对真实呢，本来历史就没有绝对的真实，即便
是正式记载，也不能说明绝对可靠。历史可以写的如此好看，
像书里所说，生涩的道理用最普通的语言来描述，岂不更易
理解。为什么非要钻牛角尖呢。

我想把这部书完全读完，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作为枕边书，
它还是不错的选择，应该有很多人都看过，类似于易中天的
品三国。畅销千万册。不过相比之下，无论是品三国还是论
语心得，比起这部书，都逊色不少。



那么长的一本书，我居然都记得书里的人名，有点过目不忘。
哈哈。就此罢笔，如若下次再想到些什么，再来提笔继续，
现在该说的基本都说了，完结。

明朝那些事儿读书报告高中篇五

《明朝那些事儿》终于看完了，心里竟然有一丝丝难过，还
空落落的。7本书，我大概看了将近50个小时，用了大概2个
月，现在，还真的挺舍不得的。从朱重八建国到崇祯自尽三
百多年的时间，我看到了许多人，也感受到许多东西，有震
撼，有敬佩，有理解，有心酸，有讨厌，有惋惜，可终归，
一切已经过去。

作者一直用幽默的方式去讲述那些本不幽默的历史，看时很
轻松，忍不住会嘴角上扬，但也不仅是幽默，还有思考，还
有理解。真的可以说这是不那么一本正经的人写的一本不那
么一本正经的书，然而，我们很喜欢。

历史本就不是枯燥无味的，它是鲜活的，是真实存在过的人，
真实发生过的事，真实有过的情感。在这本书里，我们能体
会到，那些人的坚持，那些人的气节，那些人的努力，那些
人的悲剧，但更多的.，是一种力量。

最后，让我表达一下对当年明月同志的无比的崇敬，写这本
书时，他可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呀，虽然现在也很年轻，
不过总归一句，太牛了，佩服!顺便，这本书真的很好看很好
看，强烈推荐!

明朝那些事儿读书报告高中篇六

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那些残台断瓦，古庙荒冢吗?就是那些
发黄的书本吗?不是，绝对不是。



历史是过去的事实与经历。纵观中国五千年的历法王朝，那
些真相隐情，那些明争暗斗，那些议论杂说，都是十分精彩
的，这都在《明朝那些事》中表现出来。

从一个贫农朱重八，到后来的太祖朱元璋，其间还有一段艰
苦的造反过程。我本并不知道其中的过程与艰险，但读了这
套书后，我便了解了包括这段历史在内的大明二百年的荣华
富贵、凶恶奸邪、创立与毁灭。

对于我们而言，史书枯燥而难懂，对我们的兴趣不大，但由
当年明月创作的《明朝那些事》是有趣生动及通俗易懂的，
好像历史的一幕幕就在我们眼前放映，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历史是篇精彩绝伦的小说。人物、出场及争斗都把握得准确、
淋漓尽致。八股的死板不能套用它，散文的形散不能把握好
它。它也是议论文，古今中外，议论纷纷，众说一坛，百家
争辩，有多少政治家就是在言官的唾沫星子中倒下的啊!

历史绝不是单一的黑白色，它如黑白混和的灰，如彩虹五彩
的缤纷、真假难辨、兴盛衰败。

其实历史本身很精彩，所有的历史都可以写得很好看。《明
朝那些事》就证明了这一点，这本书带来的不仅如此，还使
我们正确地意识到了对待历史的态度和参考。

明朝那些事儿读书报告高中篇七

朱元璋大概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坐上龙椅，贵为天子，君
临天下，当初迫不得已跟着造反，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吃，但
形势不由人，一步一步下来，他这个乞丐和尚出身的人也当
上了皇帝。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在那个混乱的年代，
群雄角逐，给了豪强们功成名就的机会，但最终登顶的只朱
元璋一人而已，朱元璋这个被时势造就的英雄最终也造就了
自己的时代。



他大概也不会想到，他的孙子只做了四年的皇帝就被四叔给
赶走了；他想不到，自己整顿吏治，严惩贪污，百年之后，
帝国却一片狼藉，千里为官只为财啊，他改变不了；他也想
不到，自己废除了丞相，自以为自此之后就是皇帝一人说了
算，但另一个叫内阁首辅的官却比丞相还宰相；他想不到，
自己手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碑竟然被一个叫王振的
太监给撤掉了，之后的刘瑾，魏忠贤等大名鼎鼎的太监一个
个比皇帝还风光；他还想不到，他兢兢业业，呕心沥血，试
图给子孙们做个还榜样，却还是有那么多不成器的败家子挥
霍着他的江山；他想不到，自己荡平四海，自认此后边疆永
固，但有明一代，边患迭起，最后还是被那个他没有放在眼
里的女真给替补掉了。他想不到的太多了，两百多年的大明
王朝，有多少精彩的事情，多少生动的人，这段好看的历史
要是他能想到，那历史的未知性不就没了，还是得有后人来
为我们书写这些。

历史很好看，我一直这么认为，但看了《明朝那些事儿》，
我才发现，历史可以有趣到这种地步。在我看来，一步有思
想的书就是好书，而有思想，能让人接受，深入人心，又是
基于事实的，就算是好书了，这本书不但具有这些，还生动
有趣，鲜活形象，能达到这么多境界，而作者又是一如此年
轻的非专业人士，那只能说是非常好了，五体投地啊！

出于爱好，我比较喜欢历史方面的东西，当然我承认，历史
确实比较枯燥，但这本书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读着读着
竟然觉得是在看小说，而它确实是基于正史的，不是演义，
能把历史白活到这种程度，真是绝了。

当然，形式很重要，一种好的形式可以吸引很多人，但最重
要还是得有好的内容，这本书可称得上是内外兼修，表里如
一了，内容如形式一般引人入胜。

宁远来犯之敌，再想想长征两万五，觉得这点困难不过如此
了；失意时，看看杨慎，三朝元老杨廷和之子，状元及第，



前途一片大好，曾经意气风发，却也躲不过政治的无情，杖
责，监牢，流放，谋杀，他尝了个遍，却能安然处之，专心
休学，最终著作等身，名扬天下；骄傲时，看看陈友谅，他
是什么下场，想想蓝玉、胡惟庸，骄傲是什么下场，还是被
朱元璋给灭了；看看那些个人渣，王振徐有贞魏忠贤之类的，
你会觉得咱还不是那么差劲；读了杨继盛慷慨赴死，杨涟宁
死不屈，就想到了信念的力量真是无穷的，精神真的可以支
配肉体，人的意志可以坚定到如此程度，自愧不如感动之余
也知道了崇尚正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戚继光的人
生誓言，他做到了，每每此时，自小心中那从军报国建功立
业的想法总被唤醒，顿感天地如此开阔，正是我辈驰骋时；
看看李时珍，想想现在那些个庸医，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
古，现代社会人人为利而来，但总该讲点职业道德吧；明朝
的那些言官，屡屡直言抗上，凛然不屈，宁死不从，现在那
些不惟真，只惟上的人该脸红了吧。

明朝历史真是奇怪，嘉靖、万历两个皇帝在位将近百年，虽
说多少管点事情，但比起朱元璋朱棣差的不是一点半点，而
国家也能运转下去，这可就要归功于那些辅臣了，那两个时
代产生了多少优秀的政治家，夏言、徐阶、高拱、张居正、
申时行等等。明朝官员的内耗是相当厉害的，这些人在你死
我活之余还能顺手把国家给治理了，不是一般的强。看着他
们的斗争，丝毫不亚于刀光剑影的血拼，步步为营，进进退
退，虚虚实实青云直上身败名裂只在旦夕之间，看看那些人，
哪一个不是才高学富身手非凡，却也一个个一败涂地，只能
感叹，一般人真玩不了政治啊！

光了他也无功可立了，于是边疆貌似平安无事，其实是养虎
为患，最终后金的崛起，努尔哈赤坐大，最终对明朝长期为
患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的儿子李如松倒是厉害非凡，远
征朝鲜，打得丰臣秀吉手下那些战国名将落花流水，长国人
志气，只可惜天妒将才，英年早逝，可惜了。

海瑞算是明朝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影响力之大古今少有，文



化大革命的爆发也有他一份功劳。举人出身，四十做官，还
是不入流的教谕，为人又不是一般的正直，这种人头脑里想
的都是忠君爱民，廉洁奉公，和官场规则不接轨，按说一辈
子是没指望了，但正直的人永远都有，所以正直的他被个别
欣赏他的人提拔，官越做越大，事情办得也越来越不靠谱，
名声也越来越盛，海瑞是个好人，但这种正直近于刻板，廉
洁近于苛刻，奉公近于自虐的行为是不是有点过了？水至清
则无鱼，凡事得讲策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有匡扶济世
的理想，但理想的跟着现实走啊！一味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去
办事只能是日渐封闭，事倍功半了，虽有千古美名但都是虚
的，除了道德理想，也得讲技术，看看徐阶张居正，这些人
无疑更出色。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看来海瑞得学学，徐阶
就是王守仁的传人，这一点上他做得很好。说到王守仁，作
者把他列为明朝第一号人物，应该是当之无愧的，此人确实
厉害，大哲学家，心学的创始人，军事家，单枪匹马能召集
千军万马，荡平宁王叛乱，政治家，政治上相当成熟，跟他
作对的坏人基本没什么好下场，基本上能在立于不败之地，
文学家，著作颇丰。算是传奇人物了。

皇帝不好当，我算了算，明朝的皇帝平均寿命最多也就四十
吧，像皇帝这种地位高贵，养尊处优，吃好的喝好的，还有
一大帮太医围着转，却寿命不长，什么原因？压力大算是一
个吧，整天得提防着谁暗算，谁图谋不轨，心神不宁，生活
压力也大，那么多嫔妃，累啊！最主要是治国理政太累，每
天得批多少奏折，想多少点子，英年早逝也算正常，当然也
有高寿的，像朱元璋、朱棣，这父子俩战乱出来的，长期征
战，身体条件好，活六十多七十正常，像嘉靖、万历祖孙俩
情况就不一样了，虽说活了五十多，但主要是靠偷懒换来的，
不光彩。待遇高就得卖命干活啊！都不容易。

明朝的特务算是封建王朝里登峰造极的吧。锦衣卫，东厂西
厂内行厂，这些组织，无所不为，监视、抓捕、审讯、绑票、
暗杀等等，虽说威风八面，但一个政府如果用这么一些恐怖
手段去统治大众，它的脆弱也可见一斑了。还是讲法制的好，



要想坐稳了江山，搞这些是不行的。

王朝更迭是历史规律，中国更有趣，封建社会的大一统王朝
没有一个能超过三百年的，汉唐明清，都是二百多年，秦隋
元则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几十年而已。明朝开国之初，
灭北元，下西洋，修大典，四海归一，万国臣服，泱泱大国，
何等尊崇。但岁月流逝，当这些繁华都已成旧日往事，帝国
风光不再时，鞑靼瓦剌又是俘虏皇帝又是兵临京城，东瀛小
国也敢骚扰侵犯，虽说一次次化解危机，但不难看出，大明
帝国已渐渐走向没落，最后苟延残喘也逃不过历史的宿命，
被革掉了。

想起诸葛亮的一句话：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
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国家的强盛，需要一
大批人才的支持，但凡盛世，无不是君主励精图治，臣下各
司其职，建言献策，一心为国。而那些黑暗的年代则是各有
各的不同，有主上昏庸不堪，有奸臣蒙蔽圣听，有阉党为非
作歹，有党锢之争，有外戚作乱，但社会大众永远都是决定
历史走向的，当群众的愤怒达到了顶点，揭竿而起时，王朝
末路就到了。明朝也是如此，后期魏忠贤一折腾，皇太极在
关外骚扰，国内又有天灾，政府还要加派三饷，去剿这个灭
那个，那些当官的还照贪不误，老百姓也不是摇钱树，活不
下去就反了他，大明最终是谁也没剿就被老百姓给灭了。

明朝那些事儿，那么多的事，那么多的人，有血有肉的历史
人物，精彩生动的历史故事，读了之后真是感触不少，毕竟
才读了一遍，多读几遍，每一次读应该都有不同的感触，这
就是读书读史的乐趣所在吧！

明朝那些事儿读书报告高中篇八

朱元璋大概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坐上龙椅，贵为天子，君
临天下，当初迫不得已跟着造反，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吃，但



形势不由人，一步一步下来，他这个乞丐和尚出身的人也当
上了皇帝。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在那个混乱的年代，
群雄角逐，给了豪强们功成名就的机会，但最终登顶的只朱
元璋一人而已，朱元璋这个被时势造就的英雄最终也造就了
自己的时代。

他大概也不会想到，他的孙子只做了四年的皇帝就被四叔给
赶走了；他想不到，自己整顿吏治，严惩贪腐，百年之后，
帝国却一片狼藉，千里为官只为财啊，他改变不了；他也想
不到，自己废除了丞相，自以为自此之后就是皇帝一人说了
算，但另一个叫内阁首辅的官却比丞相还宰相；他想不到，
自己手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碑竟然被一个叫王振的
太监给撤掉了，之后的刘瑾，魏忠贤等大名鼎鼎的太监一个
个比皇帝还风光；他还想不到，他兢兢业业，呕心沥血，试
图给子孙们做个还榜样，却还是有那么多不成器的败家子挥
霍着他的江山；他想不到，自己荡平四海，自认此后边疆永
固，但有明一代，边患迭起，最后还是被那个他没有放在眼
里的女真给替补掉了。他想不到的太多了，两百多年的大明
王朝，有多少精彩的事情，多少生动的人，这段好看的历史
要是他能想到，那历史的未知性不就没了，还是得有后人来
为我们书写这些。

历史很好看，我一直这么认为，但看了《明朝那些事儿》，
我才发现，历史可以有趣到这种地步。在我看来，一步有思
想的书就是好书，而有思想，能让人接受，深入人心，又是
基于事实的，就算是好书了，这本书不但具有这些，还生动
有趣，鲜活形象，能达到这么多境界，而作者又是一如此年
轻的非专业人士，那只能说是非常好了，五体投地啊！

出于爱好，我比较喜欢历史方面的东西，当然我承认，历史
确实比较枯燥，但这本书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读着读着
竟然觉得是在看小说，而它确实是基于正史的，不是演义，
能把历史白活到这种程度，真是绝了。



当然，形式很重要，一种好的形式可以吸引很多人，但最重
要还是得有好的内容，这本书可称得上是内外兼修，表里如
一了，内容如形式一般引人入胜。

宁远来犯之敌，再想想长征两万五，觉得这点困难不过如此
了；失意时，看看杨慎，三朝元老杨廷和之子，状元及第，
前途一片大好，曾经意气风发，却也躲不过政治的无情，杖
责，监牢，流放，谋杀，他尝了个遍，却能安然处之，专心
休学，最终著作等身，名扬天下；骄傲时，看看陈友谅，他
是什么下场，想想蓝玉、胡惟庸，骄傲是什么下场，还是被
朱元璋给灭了；看看那些个败类，王振徐有贞魏忠贤之类的，
你会觉得咱还不是那么差劲；读了杨继盛慷慨赴死，杨涟宁
死不屈，就想到了信念的力量真是无穷的，精神真的可以支
配肉体，人的意志可以坚定到如此程度，自愧不如感动之余
也知道了崇尚正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戚继光的人
生誓言，他做到了，每每此时，自小心中那从军报国建功立
业的想法总被唤醒，顿感天地如此开阔，正是我辈驰骋时；
看看李时珍，想想现在那些个庸医，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
古，现代社会人人为利而来，但总该讲点职业道德吧；明朝
的那些言官，屡屡直言抗上，凛然不屈，宁死不从，现在那
些不惟真，只惟上的人该脸红了吧。

明朝历史真是奇怪，嘉靖、万历两个皇帝在位将近百年，虽
说多少管点事情，但比起朱元璋朱棣差的不是一点半点，而
国家也能运转下去，这可就要归功于那些辅臣了，那两个时
代产生了多少优秀的政治家，夏言、徐阶、高拱、张居正、
申时行等等。明朝官员的内耗是相当厉害的，这些人在你死
我活之余还能顺手把国家给治理了，不是一般的强。看着他
们的斗争，丝毫不亚于刀光剑影的血拼，步步为营，进进退
退，虚虚实实青云直上身败名裂只在旦夕之间，看看那些人，
哪一个不是才高学富身手非凡，却也一个个一败涂地，只能
感叹，一般人真玩不了政治啊！

光了他也无功可立了，于是边疆貌似平安无事，其实是养虎



为患，最终后金的崛起，努尔哈赤坐大，最终对明朝长期为
患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的儿子李如松倒是厉害非凡，远
征朝鲜，打得丰臣秀吉手下那些战国名将落花流水，长国人
志气，只可惜天妒将才，英年早逝，可惜了。

海瑞算是明朝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影响力之大古今少有，文
化大革命的爆发也有他一份功劳。举人出身，四十做官，还
是不入流的教谕，为人又不是一般的正直，这种人头脑里想
的都是忠君爱民，廉洁奉公，和官场规则不接轨，按说一辈
子是没指望了，但正直的人永远都有，所以正直的他被个别
欣赏他的人提拔，官越做越大，事情办得也越来越不靠谱，
名声也越来越盛，海瑞是个好人，但这种正直近于刻板，廉
洁近于苛刻，奉公近于自虐的行为是不是有点过了？水至清
则无鱼，凡事得讲策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有匡扶济世
的理想，但理想的跟着现实走啊！一味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去
办事只能是日渐封闭，事倍功半了，虽有千古美名但都是虚
的，除了道德理想，也得讲技术，看看徐阶张居正，这些人
无疑更出色。“知行合一”看来海瑞得学学，徐阶就是王守
仁的传人，这一点上他做得很好。说到王守仁，作者把他列
为明朝第一号人物，应该是当之无愧的，此人确实厉害，大
哲学家，心学的创始人，军事家，单枪匹马能召集千军万马，
荡平宁王叛乱，政治家，政治上相当成熟，跟他作对的坏人
基本没什么好下场，基本上能在立于不败之地，文学家，著
作颇丰。算是传奇人物了。

皇帝不好当，我算了算，明朝的皇帝平均寿命最多也就四十
吧，像皇帝这种地位高贵，养尊处优，吃好的喝好的，还有
一大帮太医围着转，却寿命不长，什么原因？压力大算是一
个吧，整天得提防着谁暗算，谁图谋不轨，心神不宁，生活
压力也大，那么多嫔妃，累啊！最主要是治国理政太累，每
天得批多少奏折，想多少点子，英年早逝也算正常，当然也
有高寿的，像朱元璋、朱棣，这父子俩战乱出来的，长期征
战，身体条件好，活六十多七十正常，像嘉靖、万历祖孙俩
情况就不一样了，虽说活了五十多，但主要是靠偷懒换来的，



不光彩。待遇高就得卖命干活啊！都不容易。

明朝的特务算是封建王朝里登峰造极的吧。锦衣卫，东厂西
厂内行厂，这些组织，无所不为，监视、抓捕、审讯、绑票、
暗杀等等，虽说威风八面，但一个政府如果用这么一些恐怖
手段去统治大众，它的脆弱也可见一斑了。还是讲法制的好，
要想坐稳了江山，搞这些是不行的。

王朝更迭是历史规律，中国更有趣，封建社会的大一统王朝
没有一个能超过三百年的，汉唐明清，都是二百多年，秦隋
元则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几十年而已。明朝开国之初，
灭北元，下西洋，修大典，四海归一，万国臣服，泱泱大国，
何等尊崇。但岁月流逝，当这些繁华都已成旧日往事，帝国
风光不再时，鞑靼瓦剌又是俘虏皇帝又是兵临京城，东瀛小
国也敢骚扰侵犯，虽说一次次化解危机，但不难看出，大明
帝国已渐渐走向没落，最后苟延残喘也逃不过历史的宿命，
被革掉了。

想起诸葛亮的一句话：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
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国家的强盛，需要一
大批人才的支持，但凡盛世，无不是君主励精图治，臣下各
司其职，建言献策，一心为国。而那些黑暗的年代则是各有
各的不同，有主上昏庸不堪，有奸臣蒙蔽圣听，有阉党为非
作歹，有党锢之争，有外戚作乱，但社会大众永远都是决定
历史走向的，当群众的愤怒达到了顶点，揭竿而起时，王朝
末路就到了。明朝也是如此，后期魏忠贤一折腾，皇太极在
关外骚扰，国内又有天灾，政府还要加派三饷，去剿这个灭
那个，那些当官的还照贪不误，老百姓也不是摇钱树，活不
下去就反了他，大明最终是谁也没剿就被老百姓给灭了。

明朝那些事儿，那么多的事，那么多的人，有血有肉的历史
人物，精彩生动的历史故事，读了之后真是感触不少，毕竟
才读了一遍，多读几遍，每一次读应该都有不同的感触，这
就是读书读史的乐趣所在吧！



《 明朝那些事儿》读书笔记

前段时间迷上了这本叫《明朝那些事儿》的书。勾起我读书
的兴趣的是网络，是一个叫林子的网友，她最近正在读这本
书，而且这本书在网上也很火。于是，我便对着我的同学说，
谁看过《明朝那些事儿》。果然有同学向我推荐这本书，而
且对这本书的评价很高。于是乎，我抱着好奇的心态来读书。
读这本网友写，网友读，网友藏的书。

读历史书，向来是枯燥的。特别是那些正史，资治通鉴我看
过几个章节，二十五史我有中国台湾文白译本，但都没有通
读，因为看着看着就升入半空的烟花，在坠落中熄灭。

不过《明朝那些事儿》例外，我可以不上网，可以不吃饭，
可以晚上读到十二点以后，可以早晨四点起来接着读，可以
读着读着就咧开嘴笑，可以读着读着就皱起来眉头，可以读
着读着就眼睛湿润，情感都在其中。

这是一部正史，以《明史》、《明实录》为蓝本，用口语化
的文字来解读明史。如果说一般的正史如一具尸骨，那这部
书就是神奇的复原专家，把这些历史人物活生生的展现在你
的面前。

以前读过于谦的诗《石灰吟》，

我从小喜欢历史，所以，我也比较喜欢看有关历史的书籍。
我原先是三国迷，《三国志》、《三国演义》我都看过了，
所以我一直觉得三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丰富多彩的阶段。
一直听闻《明朝那些事儿》是一部很好的书，语言幽默，但
又不乏鲜艳的笔墨；以小说的笔法来写，但又以历史为基础。
所以，在这个寒假，我充分利用了我的空余时间看《明朝那
些事儿》。虽然并没有看完，但是我已经感慨万分。

《明朝那些事儿》一共有七本，主要讲述的是从1344年



到1644年这三百余年发生在明朝的事情。这期间，发生了许
多事，让我对皇帝对大臣们都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所以，
我的心一直被震撼着。

说到明朝，我们大家脑海里第一个浮现出来的人物，应该就
是朱元璋了。朱元璋，本是布衣，生活艰苦，没有读过书，
然而，他从一个卑微的贫民走向成功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让我深感佩服。“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人也一样，在经
历痛苦和艰难的磨炼之后，方才会成功。朱元璋告诉我们，
获得胜利的关键在于隐忍的耐心和准确的判断，而这也体现
出朱元璋一生的信条：要么不做，要么做绝。朱元璋，他是
明朝皇帝的典范，他的勇猛，他的坚强果断，他的信念，都
值得我们学习。虽然，有的人说朱元璋刚愎自用，疑心太重，
杀人太多杀人从不手软，心狠手辣，但是，这是他为了维护
巩固自己的政权而已，他也无非是想让天下不要那么黑暗。
毕竟人无完人，他依旧是一个很成功的皇帝。

明朝那些事儿读书报告高中篇九

看了快两个月，见证了明朝的兴盛衰亡。兴于朱元璋，盛于
朱棣，衰于天启，亡于崇祯。教科书上几章节的背后，是错
综复杂的故事。

看完后更加理解“权利”这一场游戏，不仅仅存在于明朝，
有政权的地方，就有权利的游戏。一切的.斗争，归根到底都
是权利的斗争。在这场游戏中，只有冠军，没有亚军。胜者
恰当使用权利，则国兴，反之滥用，则国衰。而前后者的区
别，是本身对权利欲望的控制。在这场游戏中，产生了两种
人，能臣、奸臣。但历史上还有第三种人——圣人。像王守
仁这种“心如止水者，虽繁华纷扰之世间红尘，已然空无一
物。”明朝虽已成历史，但心学飘洋过海，仍流传至今。

明朝后面崇祯时期，感觉挺心累，明朝气数已尽，烂摊子太



烂，尽管崇祯想做点什么力挽狂澜，但终究也因天灾人祸，
内忧外患，在第17个年头走向了灭亡。

站在今天看500年前明朝那些事，明朝前中期虽然强盛，有郑
和下西洋、威震四方领先世界。但谁能想到大明王朝也就经
历了300年，后来清朝更是严重落后于世界。站在500年后的
未来看现在，此时有如大明前期的崛起，但未来又会是怎样
的？只有历史才有答案。在历史长河中，皇帝也只是一个小
小的角色，于个人而言，如书中最后所讲，成功只有一
个——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人生。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