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三国演义全部文章读后感(优质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
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三国演义全部文章读后感篇一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三国，不管你喜欢三国中的哪些人物，都
不可否认的是，这的确是个群雄逐鹿，展示才华的大时代。
《三国演义》正是这样一部对于三国时代故事加以演绎修饰
的书籍，也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可见其重要程度。

诸葛亮无疑是我在《三国演义》中最喜欢的一个人物了，他
足智多谋，神机妙算，前后知天下事，左右晓天文地理。但
读来读去，心中总有一个结不能打开：他为什么老是要和魏
延过不去呢?在翻来覆去的看了几遍后，我还是觉得魏延应该
算是三国里的一个悲剧人物了，因此觉得有必要为他说上几
句，鸣鸣不平，大家如有不同意见，也希望能一起来谈谈。
不过历史是死的，没有多少人会对枯燥无味的历史感兴趣，
惟有在历史中注入民俗文化情感，使历史变为广大人民群众
所喜闻乐见的故事，那么它才会生动形象惹人喜爱。《三国
演义》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三国是一段纷争的历史，一百多年的腥风血雨在中国历史中，
可它却成了广大民众茶余饭后喜爱谈论的话题，这主要归功
于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倾注的民俗文化情感。

罗贯中曾云游四海，网罗天下对三国的民族记忆，这种记忆
其实受到人们对历史的改编，融合了人们的爱狠情仇，包含
人们的真是理想，下面我们来共同探讨《三国演义》中的民
俗文化情感。



《三国演义》中，神化了两位关键人物，一位是武圣关羽，
另一位是诸葛亮。

关羽有着“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的健朗
体魄，又有将义气看成是比生命比战争胜负更重要的事。这
俨然是一个人民心中的理想形象，人民十分渴望有这样一位
英雄人物出现。关羽“温酒斩华雄”估计是人们最喜爱的篇
目，位居弓马手，武艺擎天地，温酒未凉而取强敌首级，转
瞬之间，数行之言而关羽武艺，气质，威严全显，怎能不让
人惊叹。后来关羽被孙权，吕蒙等人设计杀害，其灵魂附身
吕蒙痛骂孙权：“碧眼小儿!紫髯鼠辈!还认我否!我来汉寿亭
侯关云长也”让孙权魂不附体。吕蒙七窍流血而死。这样的
死后复仇怎不让人惊叹，让人大呼痛快!因此，关羽正在小说
中并非人的形象，而是神，是世人推崇向往的神。

诸葛亮又是一个典型，草船借箭，借东风。七擒孟获，锦囊
杀魏延等早已成为妇孺皆知的故事，这些故事或许不是都发
生过，有些可能是人民添加上去体现诸葛亮智的，当他们都
体现了当时人们希望当朝统治者任用像诸葛亮这样的贤能之
人的愿望。其中最精彩的我认为就是智激周瑜的故事了，赤
壁之战前夕，周瑜原本不希望江东发生战争，希望请和于曹
魏，诸葛亮在于他一次交谈中，不经意间默诵了曹操的儿子
曹植所赋的《铜雀台赋》，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揽二乔于
东南兮，乐朝夕与之共”。大乔可是孙权的妻子啊，小乔又
嫁给了周瑜，怎能不让周瑜愤怒!“周瑜听罢，勃然大怒，离
座指北而骂“老贼欺我太甚。””。可见诸葛亮不仅让周瑜
改编了观念，又让他与曹氏集团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我想
各位读过后都会对诸葛亮的只会感到敬佩。

三国演义全部文章读后感篇二

那是东汉晚期时候，知识分子地位比较高，有一些所谓名士，
占据着相当可观的偶像地位，常有粉丝主动扑上来，给他们



高官厚禄或者自己的女儿。有个叫黄允的，就遇到了这种好
事。

黄允所在的时期，政治黑暗，宦官当道，知识分子出于对社
会现状的反对，就拒绝做官出仕，以表达自己不与宦官同流
合污的决心。慢慢的社会上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气，你越拒绝，
就越出名，人家就越觉得你有才和清高，达官显贵们也就越
想和你结交。纯粹的名士会拒绝到底，并且保持自己作为一
个在野党和批评家的姿态。有些聪明的名士则把这种方式作
为一种炒作手段，自己的身价炒高价钱合适时择机上岸做官，
只要姿态做得好，一样会被人尊为有社会良心的清官。因此
此举可说是名利双收、人财两得的良方。

黄允之前的炒作一直很成功，首先他的确有才，长得又帅，
因此年少即有大名。当时最有权威的人物品评大师郭林宗曾
感慨说：“你要是能笃守善道，凭着你的过人之才，足成伟
器。”黄允后来表现得很“守善道”，许多高官慕名拜访他，
他都自称养病，不见宾客。高官们派人早晚到门上问候病情，
他也拒绝不见。如此一来，他的名声就更响，拥有了更多优
质粉丝。其中一名“铁丝”袁隗，官位司徒，属于政治局委
员级别，粉黄允粉得不行，非要把侄女嫁给他，就派人去提
亲。

这倒是个上岸的好机会，等于一步跨入太子党行列，唯一的
障碍是黄允已婚了。对袁隗来说，这不算什么，兄弟如手足
妻子如衣服，何况是件普通衣服，换掉就行了。而对黄允来
说，考验他的时候到了。究竟是真清高还是伪君子，就看你
面对诱惑时的表现，而黄允，没能抵抗住飞黄腾达的诱惑。
他决定休妻。

他的妻子夏侯氏，此时表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女人应
有的风度，她没哭没闹没拒绝，仅提了个要求：夫妻一场，
亲戚一场。临离开黄家前，希望能和黄家亲友一起吃顿饭，
也算是个送行仪式。这个要求很合理，黄允答应了。



吃饭那天，到场亲朋好友共达三百人。那时候没有电视直播、
没有无线信号，想扩大影响，只能让人到现场来——这就是
夏侯氏策划的场景。

酒过三巡，夏侯氏作临别发言。当全场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
她身上时，她开始说话。毕竟夫妻一场，没有人比她更了解
黄允——不仅包括黄允的那些优良名声，还包括黄允做过的
各种龌龊事。一个能用妻子换前途的人，想必私下还干过不
少表里不一的勾当，这一切，夏侯氏都掌握。就在这三百人
面前，她将这些都数落出来，共计15件。发言结束，从容离
席回家。

这个男人从此身败名裂。10天后，黄允在一片指点声中悄悄
逃离家乡，不知去向，他的前途完了，他炒作多年的名士身
份，也结束了。

三国演义全部文章读后感篇三

曹兵17万人每日耗费粮食量浩大，诸郡又连年饥荒干旱，接
济不上。曹操想催促军队速战速决，李丰等却闭门不出。曹
军相持了一个多月后，粮食将要用完，只得写信给孙策求救，
借了粮米十万斛，仍不能满足支配。

一天，管粮官任峻部下的仓官王垕前往禀报曹操说：“如今
兵多粮少，应当怎么办?”曹操回答说：“可以用小斛分发军
粮，暂且救一时之急吧!”王说：“兵士倘若怪怨起来该如何
是好?”曹操说：“这你不用管，我自有办法。”

王依照曹操命令，以小斛分发军粮。曹操暗中派人到各营寨
去听风声，各营寨怨声载道，都说丞相欺骗了大家。曹操于
是密召王入帐，对他说：“我想向你借一件东西，以此息众
怒，你可不要吝惜。”王说：“丞相想借什么东西?”曹操说：
“我想借你头用以示众!”王大惊失色，说：“我实在无
罪!”曹操说：“吾也知道你无罪，但是如不杀你，军心就难



以稳定。你死后，你的妻子儿女我会为你照顾，你就不必多
虑了。”王再想申辩时，曹操早就呼喊出刀斧手，推出门外
一刀斩罢;然后把王人头悬挂在高杆上面，并贴出告示：“王
故意用小斛散发粮米，盗窃官粮，谨按军法，斩头示众。”
于是众怨开始缓解。

三国演义经典故事2:王允巧使连环计

司徒王允一直想为国除害，搞掉董卓。一天晚间，他执杖信
步来到后园，正为无计可除董卓而仰天垂泪，忽听有人在牡
丹亭旁长吁短叹。王允过去一看，原来是府中歌伎韶蝉。貂
蝉自幼被王允收养于府中，学习歌舞，美而聪慧，王允待若
亲女。王允起初以为她是为儿女私情而深夜于此长叹。后经
询问，方知她是蒙王允养育之恩，常思报效。王允见状，计
上心来，便把貂蝉请到画阁中，向她流泪跪拜说：“汉家天
下全寄托在您的身上了!奸臣董卓，阴谋篡位;朝中文武，束
手无策。董卓有一义儿，姓吕，名布，骁勇无比。董、吕二
人都是好色之徒。我，打算用连环计：先将你许嫁吕布，然
后献给董卓。你便从中找机会离间他二人反目成仇，让吕布
杀掉董卓，为国家除掉大患。不知您同意否?”貂蝉当即表示
甘愿献身实施“连环计”。

次日，王允便请良匠以家藏宝珠数颗嵌饰金冠一顶，使人密
送吕布。吕布受冠大喜，即亲到王允宅致谢。酒至半酣，王
允叫貂蝉盛妆而出，与吕布相见。吕布仗着几分酒意，与貂
蝉眉来眼去。王允趁机指着貂蝉对吕布说：“我想将小女送
给将军为安，不知将军同意否?”吕布大喜过望，拜谢而回，
只盼王允早送貂蝉来。

几天后，王允趁吕布不在，便请董卓次日来家中赴宴。王允
又唤貂蝉出来以歌舞助兴。董卓很为貂蝉绝妙的舞姿和娇美
的容颜所倾倒，称赏不已。王允便说：“这是我家歌伎貂蝉。
我想将她献给太师，不知太师肯收留否?”董卓闻言大喜，再
三称谢。席散后，王允即命先将貂蝉送到相府，然后亲送董



卓回府。

等到吕布前来打探，王允又骗吕布说：太师已经带貂蝉回去
与你完婚。

次日晨，吕布到相府打探消息。董卓侍妾告诉吕布：“昨夜
太师与新人共眠，至今未起。”吕布闻言大怒。董卓一日入
朝议事，吕布执戟相随。吕布趁董卓与献帝交谈的机会，策
马径到相府来见貂蝉。貂蝉请吕布至后园凤仪亭互诉衷肠。
貂蝉泪汪汪地对吕布说：“自初见将军，我即暗暗以身相许。
谁想太师起不良之心，将我占有。自入相府，我即痛不欲生，
只因未与将军一诀，故忍辱偷生至今日。今日既已与您相见，
我当死于君前，以明我志!”说罢，即手攀曲栏，往荷花池便
跳。吕布慌忙抱住貂蝉。

董卓在殿上，回头不见了吕布，心中怀疑，忙辞了献帝，登
车回府。寻入后园，见吕布正与貂蝉在风仪亭下共话。画戟
倚在一边。董卓勃然大怒，大喝一声。吕布忽见董卓来到，
慌忙便跑，董卓抢过画戟，挺着赶来。董卓体胖赶不上，便
掷戟刺吕布，吕布打戟落地，夺门而逃。

董卓回后堂问貂蝉说：“你为何与吕布私通?”貂蝉流泪
说：“我在后园看花，吕布突然而至，我见其居心不良、动
手动脚，便欲投荷池自尽，却被这厮抱住。正在生死之间，
幸亏太师赶到救了性命。”董卓说：“我想将你赐给吕布，
何如?”貂蝉闻言大惊，哭道：“妾宁死不辱!”边说边抽下
壁上的宝剑就要自杀。董卓连忙劝住。

董卓即日带貂蝉还坞，百官俱拜送。车已去远，吕布凝望车
尘，叹息痛恨。王允装作惊讶地问道：“这么长时间，还未
送给您?”吕布恨恨地说：“已被老贼占为已有了!”王允佯
装不信，吕布便将前事一一说给王允听。王允听罢，半晌不
语，良久才说：“想不到太师作出此等禽兽之行!”因请吕布
到家中商议。商议问，王允又激吕布说：“太师淫我之女，



夺将军之妻，诚为天下耻笑。然而我是老朽无能之辈，无所
谓;可惜将军盖世英雄，亦受此污辱!”吕布怒气冲天，拍案
大叫：“誓杀董贼，以雪我耻!”王允见时机成熟，便
说：“将军若扶持汉室，便是忠臣，当流芳百世;若助董卓，
便是反臣，当遗臭万年。”吕布闻言即拔刀刺臂出血，誓杀
董卓。王允跪谢说：“大汉天下，全仰仗将军了!”

随即，二人又请仆射士孙瑞、司隶校尉黄琬共商诛董卓之策。
最后决定请当初为董卓劝降吕布的李肃奉献帝诏书前往坞请
董卓入朝议事。同时让吕布奉献帝密诏，带领甲兵伏于朝门
之内，待董卓入朝时诛杀之。

李肃因怨董卓不迁其官，因而慨然依计至坞，奉诏宣董卓入
朝。董卓即排驾回朝，群臣迎遏于道。到北掖门，董卓所带
军兵尽被挡在门外，只让董卓及其车夫进入宫内。吕布率伏
兵一拥而上，将董卓刺死于殿门之前。随后：王允、吕布等，
又派人擒杀董卓死党李儒等人，并派军前去查抄董卓家产人
口。

三国演义经典故事3:袁绍诈取冀州城

关东诸侯联合起兵，共推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反对董卓专
权。讨卓联军攻占洛阳后，各路诸侯便各打各的算盘，不仅
不能同心协力，反而争权夺利、互相兼并，以致讨卓联盟迅
即瓦解，各路诸侯各自为战，自谋发展。

当时，洛阳一带几乎已成废墟，袁绍觉得在这里已无戏可唱，
便于次年率军退屯河内(今河南武陟县西南)，观望形势发展。
渤海郡属冀州，因而袁绍在名义上应算冀州牧韩馥的部下，
所以韩馥经常派人运送粮草接济袁绍。谁知好心不得好报，
袁绍及其部下却暗中算计起富庶的冀州来。谋士逢纪向袁绍
献计说：“大丈夫当纵横天下，怎能光*人接济为生!冀州乃
钱粮广盛之地，将军何不取之!”。



得到袁绍赞同后，逢纪进一步具体谋划说：“可暗中派人送
信给北平太守公孙瓒，约其共攻冀州，平分其地。他必定欣
然起兵攻冀州。面对公孙瓒的进攻，韩馥这样的无谋之辈肯
定会请您协助守冀州。您便可趁势行事，冀州唾手可得。”
袁绍闻言大喜，即依计送信给公孙瓒。瓒得信，即应约发兵
杀奔冀州而来。袁绍却又使人将公孙瓒发兵攻冀州的消息密
报韩馥。韩馥得报后，即召集谋士荀谌、辛评二人商议对策。
荀谌说：“公孙瓒率领燕、代之众，长驱而来，锐不可当。
今袁绍智谋过人，手下名将极广，将军可请其同治州事，就
不伯公孙瓒了。”韩馥以为得计，便差别驾闵纯去请袁绍。
长史耿武谏曰：“袁绍孤客穷军，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股
掌之上，绝其乳哺立可饿死。怎能将州权委托给他?这等于引
虎入羊群啊!”忠厚的韩馥答道：“我本是袁家先世的故吏，
才能又不如袁绍，让贤是自古以来的美德，现在我决计请袁
绍与我一同治理冀州，诸位不要忌妒!”耿武等人见韩馥固执
己见，不听忠告，只好叹息而出。

数日后，袁绍应韩馥之邀率领大队人马来到冀州。忠于韩馥
的耿武、闵纯不愿冀州落入袁绍之手，便伏于城外，欲刺杀
袁绍，结果被袁绍大将颜良、文丑斩杀。袁绍入据冀州后，
即以韩馥为奋威将军，并以自己的亲信部下田丰、沮授、许
攸、逢纪分掌州事，架空韩馥，逐渐篡夺韩馥之权，终将冀
州据为己有。至此，韩馥懊悔无及，只好弃下家小，只身投
陈留太守张邈去了。

公孙瓒见袁绍不讲信义，独吞了冀州，不肯平分其地，因而
与袁绍结下仇怨，彼此攻伐。但公孙瓒哪里是袁绍的对手，
屡战屡败，后来被袁绍围困于易京(今河北雄县西北)，走投
无路，自缢而死。这样，连公孙瓒割据的幽州也落入了袁绍
之手。

三国演义全部文章读后感篇四

“魏蜀吴，争汉鼎。号三国，迄两晋。”这是三国演义的大



概内容。但其独特的内涵和姿态各异的人物形象确是千古的
佳话。

初读三国我只知江山破碎，豪杰辈出，结盟立誓，谈笑风生，
让我如此向往，如此痴迷。且看关公温酒斩华雄，张飞长坂
震曹兵，子龙单骑救主。荡气回肠，仿佛历历在目。再读三
国，我只知英雄悲剧处让我心酸，白帝托孤，一时的大意断
送了整个国家的前程。诸葛武侯雄姿英发，羽扇纶巾，撑起
一个国家，一片江山。

邓艾翻山越岭，来到了蜀国的腹地，却见诸葛武侯碑：二火
初兴，有人越此。二士争衡，不久自死。可见他料到了未来
之事，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我觉得他悲剧的地方让我
伤感。出师未捷身先死，没能看到国家的繁荣，令人可悲。
寇第斯曾说：“书籍乃世人累积智慧之不灭明灯，”读三国，
就时刻能感受到它的光辉带来的温暖，它字里行间蕴含着一
股震撼人心的力量。读三国，让人深刻体会到它透露出
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匡扶社稷，兼济天下”的思
想。这种思想与我内心深埋的理想交织、碰撞，产生共鸣，
激荡出串串亮丽的火花，鼓励我为实现生命的价值而拼搏、
前进……当我第三遍读三国时，我发现每个人身上都蕴含许
多哲理，吕布的有勇无谋，见利忘义。即使他武功再怎么高
强也绝对比不上关云长的忠义两全。曹操的从谏如流，求贤
若渴奠定了他一统河山，号令天下的地位。

姜维的身先士卒，鞠躬尽瘁一统河山的宏伟志向，维持了蜀
汉的江山。刘禅的无能却断送了这一切切的一切。看来贤明
的君主永远比掌握大权昏庸的君主强。纵观历史长河，唯有
任用贤才，远离小人，方可以使国家经久不衰，国泰民安。
问何人仰天长笑，嗟叹历史，追逐日月，在书中探寻那不安
的历史。千万读者此时定和我有一样的感觉，品三国战火，
尝人间心酸，叹英雄早逝，恨未逢乱世，纵使一刀被斩，纵
使尔虞我诈，也可驰骋战场，领略豪情壮志。



三国作为我们崇拜的对象，作为我们茶余饭后的佳话，已流
传千古。现在更有易中天品三国，带我们区别小说与现实的
差距，无论怎样，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将会永留历史。

三国演义故事精美读后感2

狼烟纷起，战鼓擂响。箭在弦上，男儿为何不拔?

塞北秋风，江南杏雨。江山如画，英雄为何不争?

佳人乱世，笑靥如花。倾城倾国，你却为何不得?

书中最令人扼腕的是刘关张这三兄弟。从桃园结义到赤壁破
曹，从千里单骑到败走麦城，从长坡一吼到夜战马超。云长
说：“即使大哥什么都没有，我也要去投奔他。”不论做什
么都以他大哥为准，他可以对谁都不好可唯独要对大哥好。
只因为他有义。他桀骜不驯却只对大哥忠诚，当知道自己的
二哥被杀，就算打也好骂也好，这个仇我也要报。结果被手
下所杀。这三人从书之头却没有走到书之尾。败走麦城，心
不甘;身首异处，恨无奈;兄弟相死，泪满行。塞北风，吹散
了他们的呼吸;古筝曲，叹不完他们的一生。他们兄弟之情所
融合成的那一缕英魂。依旧是那么的有情有义，生死不分。
忠诚之魂，永久不灭。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诸葛孔明，人称卧
龙先生，被刘备所感动，拜为军师。为表忠心，献出隆中对;
为得赤壁之赢，孤身犯险，舌战群儒;为对抗司马懿，冒险一
搏，演唱空城。统一全国是他毕生之梦，当刘备临终托孤时，
他发誓定会辅助刘禅，完成统一大业。这个人，他本身就是
一个传奇。最终油尽灯枯，耗尽了他全部的力气。即使身已
死，可他对蜀汉之忠，对刘备之忠，永久不止。

他是英雄，有胆去刺杀董卓;他有志向，只为一统天下。雄心
之魂，传古至今，但凡有志者，皆全有之。曹操，一位传奇



之人，在三国之中，个个有雄心，可唯独他的雄心是那么雄
厚，直抒扑面而来杀陈宫，灭吕布，就连袁绍，汉献帝之妃
都成为了他的踏脚石。怎料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壮志却未
酬，可时间是公平的，最后他的壮志化成一缕英魂，永久不
灭。

大梦方醒，百年长，不过弹指一挥间。罗贯中以情为墨，以
义为纸，拾起“人生壮志”这支笔写出了人物百叹。关羽的
忠，为后人叹;诸葛的智，为后人敬;孟德的雄，为后人佩。
他们有壮志，有情义，只最终逃不脱命运。罗贯中不禁写出
了人物姿，更重要的是，留下了一缕英魂，或忠或义，或智
或才，不过是这其中无数人的结合体罢了。

爱无痕，情无边。欢笑泪眼共床眠。

人已去，情却在。一寸离肠千万结。

时已逝，间无隙。一缕英魂到永久。

三国演义全部文章读后感篇五

《三国演义》作为四大名著之一，是家喻户晓的一个故事。
第一次接触是在孩提时代，是老版的电视剧。小孩子理解东
西很简单：就是谁是是非，正义一方与_一方。那时候的观后
感就是刘备是好的他应该赢，曹操是坏的。其他的就什么也
记不住了。这里强调一下我是极讨厌看的，你知道孩子脑中
只有动画片。但是我爹不许啊，非紧紧抱着我跟他一起看，
然后一个一个给我讲解人物，我哪听得进去。枉费了他的一
番苦心，只记住了刘备曹操。

再后来，识了几个字，大概四年级吧，尽管脑中还是只有灌
篮高手，光明使者，龙珠等一系列动画片。但是有一天在帮
学校打扫图书馆的时候，发现了一本插画版的《三国演义》，
里面大刀长矛，刀光剑影，黑白画把人物画得很搞笑，真是



太有趣了。然后我就决定借了去看了，接着一发不可收拾，
没日没夜的看，最激动的莫过于又有新的厉害人物出现这种
情节对故事情节也有了一点了解，就是一帮英雄帮着曹操刘
备打天下，很奇葩的是我居然还记住了一段时间内牛b闪闪的
董卓。读后感：赵云，关羽，张飞，诸葛亮，厉害的蜀将全
记住了，还有吕布，周瑜。现在想想那时候是个人英雄主义
在我心底占了主导地位。为什么？因为我记住的全是能打会
说的，连孙权这种大人物都被我忽略了，还有司马懿，全然
记不下他这个人。对我影响还是挺大的，所以那时就觉得我
要么要非常能打，要么就像诸葛亮一样上知天文，下晓地理。
能打就算了，用不上，况且照我当时又瘦又小的，完全是没
机会做武将了。那就做诸葛亮吧，什么都懂一点，说得小伙
伴们一个个全仰视着我，多爽。我想就是那时候养成爱读书
的习惯吧。读的越多汲取越多。以至于六年级的时候聊到各
种历史人物我都能跟老师夸夸而谈，上生物课也能跟老师大
论clone，我还记得老师居然不会念这个单词，跟我说就是克
隆技术，不用关心他怎么，小伙伴都惊呆了，然后当时班主
任定义我以后读历史系肯定特牛b。好吧，如果你的孩子是七
八岁，那赶紧给他买本有趣的插画版三国演义吧。

再后来一次读就是初中时代了，读的是原著。虽然情节还是
一样吸引人，但是你能想象得到读半古半现的文字是多枯燥。
这一阶段思考方式也变了，所以记住了一些高光镜头：曹操
挟天子以令诸侯，赤壁之战，千里走单骑，空城计，诸葛亮
北伐……这一阶段教给我的是：为人臣者必将尽心尽力，对
事的态度上一定的尽全力，这样也许才有一个好归属。当然
个人英雄主义仍然存在，比如这阶段我就看到了孙权其实还
可以，然后曹操已成我偶像了，他看到人才时的那种兴奋，
对待事情那种方式反正还对我影响蛮大的。你也会为那些人
物的心路历程所吸引，包括他们制定的对战术。

三国演义精彩故事读后感4

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中，灿如星河的古诗词文化里有不少文人



雅士，他们书写了一首首，一部部不朽的经典名作。其中，
我最为喜欢的就是《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很生动地反映了东汉末年间中国古代这段历史
的政治生活和军事生活。在这本厚厚的书里，记载着许多的
人物，有足智多谋的诸葛亮、武艺高超的吕布、忠心耿耿的
关羽、威猛忠心的赵子龙、谦卑有礼的刘备……每位人物作
者都描写得栩栩如生，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了他们的性格特点，
让人读罢不能忘怀，使我真实地感受到了那段被封尘已久的
历史故事。

心怀天下的贤者刘备，他为了能解救生活在水生火热中的老
百姓而三顾茅庐，以为一段佳话，这是多了不起呀！虽然前
两次的拜访都没有见到诸葛亮，他仍旧坚持去了第三次，室
外大雪纷飞，天寒地冻，这一些都没有使他退却，他还是耐
心谦逊地站在门口等待，毫无怨言，最终得到了诸葛亮的鼎
力协助，成为三国中的一方霸主。而文中里另一个主人公我
就更加欣赏和喜爱了——诸葛亮，字卧龙，他上知天文下知
地理，足智多谋，知人善用，忠君爱国，是一位十足的智者。
书中他似乎无所不能，令人钦佩。空城计骗过狡诈多疑的司
马懿，设计骗取曹操败走华容道，草船借箭、火烧连营、七
擒七纵孟获大块人心，一计连一计，一环套一环，让人不得
不连连称赞，拍手叫绝！可当我看到诸葛亮病死的那一段时，
眼泪又不自觉地就流下来，为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作为
所感动，为他的忠君忠主所敬佩，他这样的一个人才并没有
功高夺主，自立为王，而是选择尽忠于新主，哪怕这个新主
庸庸无碌……这让我想起诸葛亮呕心沥血所写的《出师表》：
“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攘除_凶，兴复汉室，
还于旧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多么得可歌可泣，多
么得感人肺腑！

读了《三国演义》这本书，我感受到了刘备的仁、关羽的忠、
张飞的义和诸葛亮的智。那些层出不穷的智慧谋略、惊心动
魄的战争场面、英雄主义的人格精神，都展现了中国有着悠



久的历史、博大精深的文化。亲爱的同学们，听了我的介绍，
你愿意和我一起来读读这本书吗？我相信你也一定会喜欢上
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