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通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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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
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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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篇一

《明朝那些事》是网络作家当年明月写的一部很牛气的小说。
牛气之点：一全书7本达120万字，可谓鸿篇巨制。二是作者
年龄不大，正如作者在后记中写的二十多岁写，写完还是二
十多岁，有趣。三是明朝二百多年的历史，16位皇帝，资料
繁杂，浩如烟海，想理出个头绪确属不易。四是作者功底了
得，想必下了狠功夫。一本网络小说，说白了，写完了有没
有人看还不知道，有多少人看也不明白。或者说是娱乐一下
自己，可这个娱乐确实是下了血本，佩服。五是把严肃的历
史写的如此好看确属不易。文本充满幽默色彩，富有现代意
味，带着调侃的味道却史料丰富。比如讲某个人的特点，他
什么都可以，就是两样不会，这也不会，那也不会。还有在
打仗时出现了无法想象的景象：前面的士兵在拿刀拼杀，他
们后边的人用水泥刀砌墙。化繁为简，带有搞笑和调侃的意
味。

从地摊上花了三十元钱买了盗版的《明朝那些事》和《李傲
文集》，原本是想先看后者，毕竟李同志名气太大，牛气冲
天。明朝那些事，听名字就是调侃的小说，想必是没有什么
好看的。对于网络小说，我向来是不怎么看好。想想也就是，
小学看神话，中学读名著，大学研理论，翻来覆去就是没有
挨上网络小说的边。虽说有时也把自己写的那些不成器的'东
西贴在网上，那只是为了省地方，就像老照片，总要妥善保
管。



闲来无事，一看却看上瘾了。对于我，这本书是蛮痛苦的，
看来看去，整整搞了一个多月，对于擅长看长篇的我来说无
异于折磨。一般的原则是拿起书就每天猛啃十几个小时，直
到眼花头旋，很快就破城，这时会有种轻松的感觉，吐口气，
轻松地说“搞定”。可这次却失算了，小小的五号字，眼睛
看的疼，但还要坚持下去，在加上颈椎时时不争气地疼，弄
得连续的巷战变成了攻坚战。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胜利在
望，心急的不行，丢下的也不行。但今天总算看完了。

没看书之前，对于明朝的历史，仅停留在小学历史课本水平。
乞丐起家的朱元璋和荒淫误国，自-焚煤山的崇祯，然后是苦
大仇深八辈贫农反抗小朱地主的李闯王，还有什么东林党、
阉党，想想这个党字就是你折腾我，我折腾你，这好像也是
中国人的优良传统美德。还有什么忠臣良将张居正、左光斗、
海瑞、戚继光，奸臣乱党的魏忠贤、吴三桂等人。脑袋里装
着最朴素的两个词：好人和坏人，好坏是很分明的。看了此
书，好像自己被哄骗几十年的傻子，历史原本不应该是简简
单单的好坏分明。就像一句话说的：要想打-倒坏人就应该比
坏人更狡猾。确实如此，我确定肯定以及一定。

看《明朝那些事》让人闹心，打打杀杀，杀杀打打，场面宏
大，波澜壮阔，尔虞我诈，极尽权术之能事。看到奸臣当道，
忠良蒙难也会扼腕兴叹。看到后金破关，倭寇害边，也会激
情慷慨，磨刀霍霍向猪羊。看到国君荒淫，大臣乱政，百年
基业，毁在内耗上也会喟然长叹。最佩服的是权术之争，有
奋争的，有隐忍的，有保身的，有扑火的，总之，在历史这
面镜子前，是妖是怪都要现身。

看完了这本书，最大的想法是能折腾，真能折腾。

好了，不说了，总之一句话，看完了，你才能感觉历史的可
怕，可我们也生存在这历史中。今日就是明日的历史，历史
的悲喜剧也在不停重演。引用周哥一句话“历史，只可远观，
不可亵玩亦”。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篇二

我一直都很喜欢中国历史，也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是想知道
我们中华民族能延续至今，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在世
界上独树一帜的原因吧。于是，我翻开了《明朝那些事儿》。

明朝，这个争议不休的朝代，有人说，它是昏君辈出的年代；
也有人说，它是辉煌灿烂的朝代。而我，对于这个最后一个
汉族实现大一统的王朝来说，只能称“大明！

从朱元璋白手起家，消灭一个又一个的敌人，打下天下，到
崇祯皇帝朱由检煤山自缢而亡，几百年的风云变幻，涌现出
了无数的英雄人物与明君昏君，照射了一个时代的兴盛与衰
败。

戚家军作为明朝时期的抗倭机器，其领导人与开创者戚继光
也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他不慕荣利，自主组件军队，训
练军队，在东南沿海打击已经几百年的日本倭寇，百战无不
大捷，称他为民族英雄毫不为过。

明王朝是少有的几个真正大权不在皇帝手里的王朝，像后期
的嘉靖皇帝，以及万历皇帝，他们不理政务，那又是什么让
这个风雨飘摇的王朝重现曙光呢？是大臣，是伟大的政治家，
靠这些人来维持大明王朝的寿命。若要给这些人排个名，那
么，第一肯定是明朝最伟大的政治家，最有理想的高官——
张居正。他如一颗明星照耀着这片神州大陆，让已近秋末的
明朝重现生机。他立志将万历皇帝培养成秦始皇，汉武帝那
样的人，立志将大明王朝走向繁荣昌盛，在他的领导下，推
行了一条鞭法等许多改革，让这个王朝立足了脚跟。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篇三

明朝公司的历位朱老板们，除了开创人老朱(朱元璋)有着过
人的精力，凡事亲历亲为，埋头苦干外。其余的朱老总们好
像都没这个觉悟，但鉴于老朱同志太不给力，定了一条不许"
罢相不设"，没了丞相这二把手帮忙，可苦了朱棣了：他可没
有老朱同志那么高的觉悟，又不能设相。怎么办?于是乎，一
个帮助皇帝的"助手"机构--内阁就应运而生。内阁初期只是
秘书性质的机构。但经过先后几代猛人的不断奋斗，权力逐
渐上升，直至张居正改革让内阁成为政府运转的中枢，他的
实际上已经接近于现代首相的地位。估计老朱同志要是知道
了他后代搞出来这么一群"类丞相"，非得气得活过来。

《明朝那些事》告诉我，皇帝是不可怕滴，内阁里的那群人
才是可怕滴！

内阁分首辅、次辅、大学士。明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出现
了不少杰出人物。代表有："三杨"、李东阳、杨廷和、杨一
清、夏言、徐阶、高拱、张居正，这是相对来说比较正的代
表了。那么恶的呢：万安、张璁、严嵩等。内阁的斗争法则
就是你死我活。成首辅，败…玩完！一旦你失败，你会被从
权力中心甩出，经过一系列的自由落体运动后重重摔在地上。
然后言官那些跳梁小丑们开始登台表演，发扬痛打落水狗精
神，帮你贴心的挖下一个又一个抗。让你跌得不知七荤八素，
如果你跟现任首辅有仇，您的后半辈子怎一个惨字了得?并且
容易被人送往地府旅游观光。

不过从内阁斗争中，我也学到了许多。比如忍、和。

忍如徐阶。徐阶进入内阁时，恰巧是嘉靖朝追黑暗的时候，
把持朝政的首辅是严嵩。而徐阶的老师夏言，已经被严嵩热
情的送往地府了。杀师之仇，加上对权力的渴望。徐阶应该
同严嵩拼命才对。但他忍了，并最终再合适的时机，一举将
严嵩击败。忍，包括对敌之忍，对己之忍，君子报仇，十年



不晚！

和，在这个世界上，敌人总是少数的。朋友还是很多的。和
有两个意思：待人随和和"和稀泥"。对朋友不能恶声恶气，
应以随和知、之心待之。和稀泥，似乎不是什么好词，但在
《那些事》里，这种方法在处理某些矛盾上，还是很好的。
首先提一下此法的鼻祖--申时行！申时行凭借他的和稀泥功
夫，明哲保身，也是许多矛盾得以缓和，并最终解决。所以，
做人，不能太死板，在特殊场合(如果某位仁兄想去建筑工地，
就当我没说。)，和和稀泥还是可以的。

在《那些事》中，就像我说的，除了皇帝、内阁成员之外，
言官、武将、后宫、道士、宦官、甚至混混等都扮演了极重
要的角色。也教给了我许多…读罢此书，意犹未尽！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篇四

快乐假期开始，我怀着无比期待的.心情，又开始了我的明朝
之旅。这几天读了由明月写的《明朝那些事》的第三部，让
我对明朝又有了新的认知。

书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章节有三个：土木堡之变、于谦救明
朝、夺门之变。

首先是土木堡之变讲了我最憎恨的人——太监王振。历史上
有多少太监乱政，而明朝被历史学家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大
的太监帝国”，王振就是明朝的第一个专权太监。他夺得了
皇帝朱祁镇的信任，飞扬跋扈，为了建立所谓的丰功伟绩，
让自己名垂青史，不顾群臣反对，带领皇帝亲证，在他
的“英明”统帅上，结果可想而知，王振完败，几万大军全
埋在了土木堡，王振也被自己人打死，皇帝也被捉走！奸臣
的私利、私欲导致了自己毙命，死有余辜，但他却让数万大
军为他陪葬，岂不让人痛惜！



然后就是我最敬佩的智者——于谦。他在明朝最危难时，用
自己冷静的头脑，非凡的智慧，与众大将一起，守卫城门，
成功保卫了京城。于谦，改变了明朝的历史，在明朝灭亡之
际，留下了一抹希望，让后人所敬仰。

最后是夺门之变，也是我最悲痛、愤恨的章节，讲述了奸臣
徐有贞、石亨、曹吉祥三人胡造谎言诬陷于谦，朱祁镇信以
为真，处死大英雄于谦。这三个人欺骗皇上，借刀杀人，换
来了自己的荣华富贵。我也深深感悟到——自私竟如此可怕。
最后李贤通过重重困难，终于还于谦一个清白，将那三个奸
臣全部处死。这样的结局，我也深感欣慰。

我敬佩于谦，多亏了他，在明朝灭亡之时站了出来，救国家
于水生火热之中，我要向他学习做一个热爱祖国，对祖国有
贡献的人。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篇五

我本身是个不怎么喜欢历史的人，我不喜欢那些零碎的年代，
难记的名字和影响，但当我翻来《明朝那些事儿》的时候，
我对历史产生了新的认识。

我看到《明朝那些事儿》第二部，主要讲了“靖难之役”后
的事情。靖难之役后，朱棣做了皇帝开始了他辉煌的一声，
使大明变成了一个富强的帝国，一个伫立在世界民族之巅的
庞然大物。里面的人物，有忠臣，有小人，有帝王，有平民，
让我真切的感受到这不只是书中描写的人物，而是真实存在
的，有肉有血，栩栩如生的人，就像他真的在我眼前浮现。
有朱棣的残忍毒辣有朱高炽的忠厚老实。

既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又有南下讨平安南的伟烈。明朝经
历了朱棣的造反，社会的`稳定，“仁宣之治”后的动荡。这
些事件和人物都精彩无比。



最让我有感触的是朱祁镇，他在土木堡被敌军也先活捉，后
被喜宁陷害。经历了蒙古大漠的风沙，险死屠刀之下，被喜
宁的诡计算计，他被当做傀儡，用来向大明要赎金，前前后
后经历了九死一生，却还是坚强的活着。后来虽然被救回来，
却被他的弟弟朱祁钰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让他回来了以后就
处于被囚禁的地位。但他却很满足，他带着急促的步伐向南
宫走去，当他打开大门的时候，他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她的夫人看不清来人，因为在漫长的等待岁月中，她已经哭
瞎了自己的眼睛，当一切浮华散尽的时候，她还会在这儿等
着他，此情可流转，千载永不渝。

朱祁镇这一生，从御驾亲征的威风到被俘，被亲人抛弃的落
魄，再到复位时的感慨。一切就像是没有发生一样，似乎他
的人生若只如初见，而其中的辛酸，又那是常人可以体会的？
由于父亲朱瞻基的早亡，年仅九岁的他便登上这个宝座。说
起朱祁镇，也许有点人会对他恨之入骨，但我认为他虽不是
一个明君，却是一个好人。

另一个真正让我佩服的人是著名忠臣于谦，在“京城保卫
战”中力挽狂澜，挽救了明帝国。当他保卫京城的时候，这
是一场不能失败的战争，如果失败，北方半壁江山必然不保，
于谦输不起，大明也输不起。我仿佛看到了他挺骄的背影，
不屈的脊骨和视死如归的决心。这一幕幕的画面在我眼前回
放。

历史不是残台断瓦，不是古庙荒冢，也不是发黄的书卷，而
是挂在人心的一面镜子，让我们看透历史长河，吸取教训。
历史不是你想的那么枯燥，历史原来真的很精彩。

明朝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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