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草纲目的读后感千字 本草纲目读后
感(大全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
后感文章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
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本草纲目的读后感千字篇一

李时珍是我国明朝时著名的医生，他创作了一本《本草纲
目》，这部书规模宏大、内容丰富、范围广泛，是古代任何
一部本草书所不能比的。《本草纲目》还真是一部伟大的医
药学巨典啊!

李时珍的爸爸李言文是当地著名的医生，李时珍小时候很喜
欢医学。长大后，因为想修订旧本草书里的话多错误，他到
太医院去当医生，可是，有人说他是“草泽医生”要修本草是
“狂妄”之举，李时珍的希望落空了，就辞职回了家乡。

经过了27年的艰苦努力，他终于完成了《本草纲目》，全书
共有190多万字，记载的药物有1892种，每种药物都详细地记
述了产地、形状、颜色、气味儿、功用和采集、制作的方法。
还附有1160幅插图，这些图形象逼真，使人很容易辨认。

还收集了11000多个药方，并对各种药物的如何使用，也都作
了详细的'介绍。

读了这篇文章，我懂得了，做什么事情都要经过艰苦的努力，
才能得到成功。



我对人的生命，从其孕育之始，来保持最高的尊重。这句话
摘自1948年世界医学会《日内瓦宣言》，500多年前，李时珍
没有读过，但是他做到了。

——我所经历的痛苦，不想再让别人承受。所以，这条路是
我的选择，而且，我会无怨无悔的走下去。从乡野村医到宫
廷御用，从民间到紫禁城，从人世的至悲至苦到至欢至乐，
你都一一经历过，击攘过，见证过。

你也不曾忘记，你的职业便是生命的维系。是不甘于锦衣玉
是的禁锢吧，也许，这小小的皇宫并不是属于你的天地。

所以你离开了皇宫，开始了人生的另一段行程。

三十年的流淌，三十年的伏落，而你却从未改变过，不被风
头大势所左右，不因荣辱富贵而变迁。一如三十年前，天下
疾苦，牵肠挂肚。

无论徐阶是否斗倒了严嵩，无论张居正是不是一个杰出的改
革家，都不关李时珍的事。他只是一个医生，他知道，生命
很珍贵，也很柔弱，作为一个医生，有责任和义务去维护生
命的存在。

这就是明代医生李时珍的觉悟，以及他抛弃荣华富贵，历经
困苦三十年着书救人的唯一动机与目的。他悲天，他更悯人。

他用行动告诉我们，最伟大的人是没有派系的，最伟大的爱
是没有分别的。我没有读过《本草纲目》，但我知道，它救
了很多人，中国人，外国人，而且，还会继续救人。

有了它，生命就多了一分期盼与希望。

所以我写下了这篇文章，并以本草纲目命名，以纪念这个医
生，这个超越信仰与差别，一一己之力挽救无数人生命的伟



大人物。

《本草纲目》是举世闻名的博物学巨典，是世界科技史上最
为宏大的记述，所有生民日常实用品物的百科全书，也是中
华医库中一部食物养生学及药物学巨著。集几千年食物、药
物的种植、收采、调制及医养功效之大成。

对后世食物养疗学、饮食烹饪学、医药学、动物学、种植学
及人们对日常食物品味的选择都构成了深远影响，是天下生
民最切于实用的一部生活大典。

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曾评价该书：“毫无疑部，明
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就是李时珍那部登峰造极的《本草纲
目》。”而明代，正是中国科技发展的顶峰时期。

《本草纲目》原著篇幅太过宏大，而且所录的一些物种今世
已难以访。因此，我们进行了切于实用的编译，将今人常用
和尚能访求的物种加以收录，以使该译本更利于天下生民在
家居日用饮食时加以披览，使日常所食之物真正发挥养生、
疗疾的功效。

本书收录各类品物1000余种，精选简便行的附方7000余条，
写实手绘插图近1000幅，并保留了切于实用的100类200余种
常见病症的对症治疗方2000余条。

本草纲目的读后感千字篇二

对中医学科本身而言，《本草纲目》以一种百科全书的方式，
从中医角度对尽可能多的事物进行分析，并给出相对客观的
结论，这种学科行为，是空前的，是值得我们敬佩的。而实
际上，就中医学科自身而言，这种行为是我们需要持续执行
的。毕竟，新生事物很多。



清代有中医学者对“青霉素”等物质进行“性味归经”的辩
证分析，这种尝试值得我们肯定，但毕竟没有形成系统的规
模，完全无法与《本草纲目》相提并论。而现代很多中成药
药物，会选择某些合成药剂（即“西药”）作为参与成分，
所依赖的，也是一种初步的综合治理思想，而“君臣佐使”
的配药原则意识相对有限。其所欠缺的，就是对于新生的药
物，有着中医角度系统地认识。这种认识，几百年前的《本
草纲目》有了值得我们肯定的尝试，然而可惜的是，后续学
者继续进行这种尝试的人，并未形成系统规模。《本草纲目》
不仅仅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也是需要我们去传承的。这种传
承，不是向某些极端宗教一样，将其作为不可动摇的经文，
而是要继承、要验证、要修正、要补充。我想这也是李时珍
先生希望后世做到的。

本草纲目的读后感千字篇三

相遇者众，知遇者寡。从来觉得中药凝聚了千万智慧，散发
着无需赘述的美。

小时候感冒生病都是外婆抓一把草药便好，只记得是长了紫
色小花的草药。珍惜这段经历，是因为当下我们被成品药占
据。

这部纪录片看到很多地方，都觉得很感动。尤其是讲到巴豆
至今几乎退出临床，却仍呼吁我们后人能够记得这一祛毒的
功夫。在这世间，所有东西都似过眼云烟般更迭，将这些前
人总结的经验功夫或技艺传授下去，虽微不足道，却是一种
根本。

第一次知道制香可以如此虔诚，朝圣者的使命冥冥中赋予藏
香更独特的味道。第一次知道沉香，原是如此珍贵而不可得，
凝自然之气息芳华，沉香真的非常好闻!第一次知道原来花店
卖的玫瑰是月季科，真的玫瑰花容温婉低调却有大益处。第
一次知道茯苓依附已死松木生长于地下，吸收松木神灵之气。



本草的美道不尽。

关于中药和西药的分歧，纷纷扰扰不断。中药在许多现代人
眼里或许是不够科学严谨的动植物罢了，却融入几千年来先
人的勇敢和学问。中药确实应该来一场历久弥新，她有她世
间独一份的美。

从此，愿你道路漫长，愿你阅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愿你
付出甘之如饴，所得，归于欢喜。愿你心上没有补丁，成为
自己想成为的模样。这，便是中华本草教我们的事。

真心感谢这部纪录片，太美，希望更多中国人可以看到，意
识到中医药文化之于我们的意义，坚守住这份珍贵的传统文
化。好片真的值得宣传。

本草纲目的读后感千字篇四

《本草纲目》是李时珍经过27年艰苦劳动，三易其稿，以毕
生精力写成的192万字本草学巨著。这本书系统地总结了我
国16世纪以前药物学的经验，对后世中药学的发展起了重大
作用。《本草纲目》离不开李时珍先生，他对当时盛的方士
邪术、迷信妄说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李时珍敢于对“古人”、
“圣人”、“经典”持批判的态度，敢于冲破因循守旧的传
统观念。在药物鉴别方面，他指出了前代本草著作中的许多
错误，李时珍比较注重向人民学习，注重实践，注重调查研
究。他注意总结群众中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经验，重视劳动
人民的发明创造。他重视调查研究，反对主观主义的唯心估
量和从书本到书本的不务实际风气。李时珍认为只读万卷书
不行，更要走万里路，他十分重视实践经验。李时珍通过自
身尝试、服药和对病人的观察才肯定了某些药物的疗效或鉴
别方法。李时珍所以能够写成《本草纲目》这一巨著，不是
什么“生而知之”的“良知”“良能”，恰恰相反，正是由
于他注重实践，敢于革新，重视总结劳动人民与疾病作斗争
的实践经验，在我国历史上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发明家、科学



家，李时珍就是其中之一，并被列为世界科学家，受到各国
人民的尊敬，我们为此而感到自豪。

本草纲目的读后感千字篇五

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号濒湖，湖北蕲春人，明
代杰出的医药学家。被世人尊称为“药圣”。李晨珍不爱八
股文，喜欢医术，在当时医术是“下九流”的，所以他爸爸
希望儿子参加科举考试不让李时珍去学医，但是，李时珍为
了学医写下了一首诗“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儿
志，至死不怕难”。父亲同意了。上山采草药，知道了很多
草药的名字，把家里的医书全看完了。

李时珍年青时给楚王的儿子看病，那些太医不知道王子肚子
里有虫也不敢用泻药，只会开的是补药虫子越来越肥。李时
珍知道了王子肚子里有虫，所以他大胆地使用了一般医生不
敢用的泻药。楚王地位极高，弄不好可是要杀头的。李时珍
心里有数，很有信心小王子会恢复健康。李时珍并不因此骄
傲，更加刻苦研读各种医药书籍，先后读了八百多部书，记
了大量笔记。他又用了十多年时间，采集标本，解决了许多
疑难问题。

《本草纲目》是李时珍科学精神与科学实践的结晶，是他倾
注毕生心血的成果，全书共52卷，是中国医药史上的一座丰
碑，被誉为“东方医学巨典。”我喜欢跳舞，我下定决心把
舞跳好，把坏毛改掉。也要把学习学好。我从李时珍身上看
到一个自信的人坚强的人，追求自己理想，奉献一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