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明朝那些事儿有感 明朝那些事儿心得
感悟(优秀12篇)

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安全意识要常怀。如何在紧急情况下正
确处置安全问题？预防火灾在先，平安无忧在后！

读明朝那些事儿有感篇一

在孜孜不倦的努力之下，终于，把《明朝那些事儿》从头到
尾翻完了，从开学到现在，就快一个学期了。

从朱重八到崇祯，两百多年的历史，皇帝、文臣武将、太监、
宫女皇妃、社会知名人士等等等，当年明月就这么慢慢说，
一个一个说，然后我慢慢看，一个一个慢慢看，由刚开始的
感情会随着作者的笔触大悲大喜莫大感慨到后来慢慢的宠辱
不惊，无论里面的人物经历着什么，我都仅仅在旁边慢慢看
他们的经历，因为历史，是我无法改变的。有人说《明朝那
些事儿》有点胡说八道，是的，这点我赞成，但是这是一本
正儿八经讲历史的书，我肯定看不下去。里面的每一个人物，
都是掺杂有作者个人的喜好和评价的。看书的过程，仅仅是
一个借当年明月的视觉来感受明王朝兴衰起伏的过程。当然，
里面的每一次权谋都惊心动魄，每一个英雄都感天动地，每
一个坏人都得有道理，好人却好得没有道理。可是他们终究
的结局都是：成为历史。

朱重八、朱棣、朱允炆、朱厚熜、万历、崇祯、刘伯温、于
谦、徐阶、张居正、严嵩、李成梁、李如柏、毛文龙、袁崇
焕、高迎祥、魏忠贤……他们的嘴脸，好的坏的，一个个在
大脑挥之不去。可惜的是，明朝历史，连皇后，也只记载是
马皇后、王皇后、客氏，很少有正名。

高兴的是，终于看完了，终于不用再考试复习的时候再纠结
是看课本还是看《明朝那些事儿》——很多时候，选了后者，



如果考得太烂，就是《明》的错，如果考得很好，那是我努
力的结果!嗯，安心复习，考完试干正事去。

读明朝那些事儿有感篇二

这个冬天的夜晚，我终于读完了当年明月的大作《明朝那些
事儿》。虽说窗外无轻扬的雪花，屋内也没有温暖的火炉，
但我依然读得很舒服。

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当年明月讲述了很多他读史和写作时的
感受。按照作者的说法，他所读过的历史故事中，几乎无一
例外地全都是悲剧结局。

想想我们的历史，可以说真的是这样。

“每一个人，他的飞黄腾达和他的没落，对他本人而言是几
十年，而对我来说不过只有几页。前一页他很牛，后一页就
怂了。”这大概是作者内心最真切的感受。

我看着书桌上那七本并不是很厚的书——大明王朝从建立到
灭亡前后三百年的时光，就呈现在这寥寥数千页的纸上。三
百年，是十万九千五百七十五天，是二百六十二万九千八百
小时，还有明朝十六位皇帝，大明帝国的前前后后繁华衰落，
都在这七本书中。其中一些著名人物的命运，他们每个人几
十年的风风雨雨，的的确确就只有几页。比如常遇春，这位
大明开国第一功臣，自太平之战时自告奋勇，在其后几年中
参与了帝国建立的所有重大战役。后北出大漠取得大胜，班
师回朝，经柳河川时暴病而亡，年仅四十。即便是这颗耀眼
的将星，在这本书中的记述，也不过就数页而已。

春去秋来，斗转星移，在这沧桑的转换中我们终究还是把握
住了一项权力——这就是能够驾驭自己生命的过程。是的，
如何去驾驭生命的过程，演绎出属于你的精彩，是我们每一



个生命个体自己的权力。或许每个生命都不能决定自己出生
时的形态——或许我是一只飞翔的小鸟，或许我是一条游动
的小鱼，或许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我们可以决定自己入
世的态度与方式：是鸟儿就要振翅翱翔于天空，是鱼儿就要
游川入海跃向龙门……每一个生命体都要将有限的生命投入
到无限的精彩中去，去冲击生命的极限。

面对最终的毁灭，我们唯一所能倚仗的就是那个过程。我们
必须以百倍的精力去充分装点、尽情享受这个美好的过程。
毛泽东说“万类霜天竞自由”，我看到的就是每一个个体在
生命的过程中尽情享受着自由的可贵与欢乐。

也许，生命的真谛就在于此——按自我独有的方式去创造和
经历一个精彩的过程!

读明朝那些事儿有感篇三

很早就知道有《明朝那些事儿》这本书。而且知道这本书先
是一本网络作品，由于广大网友们的追捧，好评如潮，作者
当年明月把博客里的连载送进了印刷厂，一口气出版了5本，
更多人看了后还是好评如潮。我还知道当年明月的这套书之
所以好评如潮是因为他把枯燥的正史写得生动、风趣，看过
的人都很喜欢。当然佩服之至啊!于是就买了一套来读。

读了几个星期了，还没有读完，但收获已经很多了。不仅仅
是补习了明朝的那段历史，还领悟到了历史以外的道理，但
最大的收获是作者的写作风格!

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朱元璋。朱元璋出生在元朝末期一个
农民世家，缺乏食物，于是他就去讨饭吃，做和尚。但到后
来，元朝却把朱元璋列为造反成员，以此为借口来杀朱元璋
一家。平静的湖面，练不出精悍的水手;安逸的环境，造不出
时代的伟人。朱元璋就是在这样的险恶环境下成为一代伟人
的。他不得不战斗，而在战斗中，他学会了冷静、坚持与果



断。冷静让他能够准确判断局势，甚至在失败后能够正确总
结经验;而坚持，能让他在僵持时打破僵局;果断，让他能够
从现在的局势中正确而快速地判断。这三件“宝物”结合起
来就是一道打不破的心理防线，而朱元璋利用这道防线取得
了成功。做一件事，必须要学会冷静、坚持与果断。它们让
你准确在判断局势;让你在失败后能重新勇敢地站起来，而不
至于崩溃;让你从困境中发现机，只要做每一件事都能非常冷
静、坚持和果断，那么所有的困难都能迎刃而解，最终到达
成功的彼岸。

看到明朝的吏治，我们现在要幸福多了。起码没有那么多的
杀身的危险了。莘莘学子，苦读八年，通过科举，混上了一
官半职。不知道哪一天，赶上皇上不高兴，不知什么原因，
脑袋就搬家了。小时候在农村，到了夏天的时候，外面的火
堆旁，会有大批的飞蛾绕着火堆飞舞。那明亮的火堆，是光
明，是希望，是崇高。一批又一批的飞蛾前仆后继扑进火堆
燃烧了自己。这就是追求崇高的代价，而现实中的我们又有
哪个人不是，象飞蛾一样地向前冲呢?正如，我在前一篇文章
中所说，感谢思想家们告诉了我们生活的真谛——活在现在，
活好每一天。要不然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希望在课堂上老师也可以以幽默的风格来教我们，这样学生
会掌握的更好，对课程更有兴趣。

读明朝那些事儿有感篇四

最近看了一本书《明朝那些事》，以前很多人都跟武er推荐
过，近来才翻开此书，感慨文字有趣，读至作者论名将一词
这篇，略有所感，与诸君分享。

作者说道，在成为名将的路上，将经历六个阶段，除了极少
数生下来就会打仗的天才，其他人都要经历一个阶段至另一
个阶段的学习。



第一阶段叫做军事理论，所有想成为名将的人，都需要经过
很多军事知识的累计，积累了足够多的知识才能进入下一阶
段的学习，但这时会有一些特殊的人，他们因为家里穷，买
不起书，只能去实战中学习，这其中的优秀代表就有李云龙
同学。(哈哈哈哈哈，看到此处，忍不住)

这些特殊的同学因为良好的实战经验，可以跨过第二阶段的
学习，直接进入第三阶段，因此，第二阶段就是实战，很多
进入第二阶段学习的学生，如果无法通过，他们就会被获得
一个非常有趣的称号——纸上谈兵。

实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丰富的理论知识是由高阶学员
总结而来，其中夹杂着他们的经验与个性，而战场又是瞬息
万变，正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
谓之神”，如果只是照搬他们的理论，显然是行不通的。

历经第一、二阶段的淘汰赛，剩下的人，才开始真正地走上
名将之路。当这些站在第三阶段门口的胜利者，他们将学习
的是带给他们转变的一课——冷酷。

所谓仁不带兵，义不行贾，这种冷酷并非对待百姓，而是对
待敌人，对待自己的军队，令行禁止，军纪严明，即使亲人
触犯军令，也可以公正执法，当敌人的鲜血溅到眼睑，也浑
然不知，那么基本上，就可以进入下一阶段的历练了。

如果说第三阶段是残酷的转变，那么第四阶段就是提升与沉
淀。从第三阶段走过来的人，眼神里有化不开的浑浊，人们
直视他们会浑身战栗，他们历经地狱般的战场，他们心如坚
石。

第四阶段的主旋律是——理智，战争是一场用人命做注的游
戏，当敌人挑衅时，不被愤怒左右;敌人落败时，不狂妄骄
傲;敌人诱惑时，不沉溺其中，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理智。
能通过第四阶段的人，已经非常少了。



如果说之前的几个阶段尽然都是淘汰赛，那么接下来的两个
阶段就是角逐赛。到了第五阶段，剩余的人需要学习的
是——判断。

“这是名将的重要特征，不需要理由，不需要依据，你能依
靠的就是你自己的判断。你要明白的是，你所掌握的是无数
士兵的生命，而所有的人都等着你拿主意。”

在变化莫测的战场中，如果能够掌握其中的规律，在角逐中
展露头角，接下来只肖历经最后一关——坚强，就能青史留
名，万古流芳。

最后一关，坚强，更像是一场与自己的对抗，虽常言道胜败
乃兵家常事，但当你真正面对几万人生命的消逝，能否依旧
再敢手握兵权，从士兵们的尸体站立起来，去击败敌人;当你
多次败在同一人手下时，再交锋之时，能否战胜软弱，禁得
住两股战战;如果可以从一次次的失败中爬起来，向前，挑战，
孤独地、痛苦地、血腥地走到终点，那么等待你的就是光荣
与胜利。

“所以名将之路是一条艰苦的道路，非大智大勇，大吉大利
之人不能为。”

行文至此，感慨历史总能给人一些经验，职场一路与名将之
路似乎也有那么一点点相似之处。

书中的徐达、常遇春、王保保都是名将，其中徐达给我的印
象最为深刻，在与王保保的决战之中，他冷静、理智，用诡
谲的理论知识、丰富的实战经验判断战机，一鼓作气，身先
士卒，以雷霆之势破敌。他让我不免想到最近的一句对苏联
军队的戏言‘给我冲和跟我冲，显然是两回事’，在那次决
战的夜晚，徐达的一个决定让他掌握了胜利的关键——亲自
上阵。



“最大程度发挥士兵的战斗力，是将领的责任。一般来说将
领们是利用自己的谋略和军事调度来达到这一目的的。然而
当战斗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所有的军事智慧都无法再发挥作
用时，将领们只剩下最后一招，亲自上阵。”

战斗时，徐达将自己的部队放在阵前，无论士兵在何处奋战，
都能看到徐达的旗帜，让士兵们都有勇气继续战斗下去，这
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却也是唯一的办法。

置之死地而后生，徐达做到了，一代名将，青史流芳。

读明朝那些事儿有感篇五

迎着温暖和煦的春光，我翻开了《明朝那些事》，品历史之
悠久，享生活之美好!善哉!

这本书讲述了一个王朝——明朝的兴衰。那犀利的文笔，将
任务的形象、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战争中，将领的运筹帷
幄;朝廷里，百官的钩心斗角，无不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书中朱元璋的精明，于谦的正直清廉，张居正的刚正不阿，
王守仁的无懈可击，孙承宗的神机妙算，都使我感慨万千，
而真正令我仰慕的还是徐宏祖(徐霞客)。精于权谋的野心家、
政治家，在朝野中明争暗斗，为了地位，、权力去陷害他人，
而却忘记了自由，忘记了生活。他们眼中的成功就是排斥他
人，跻身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内阁首辅，他们被历史
制度牵着鼻子走，虽然为历史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但他们
的人生并不成功，并不幸福。我只羡慕徐宏祖!

徐宏祖没有选择当年的科举考试的方法出人头地，他从小就
立志遨游四海，即使遇到艰难险阻也不退缩。他用自己的方
式度过了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一个成
功的人。而他的《徐霞客游记》也成为我国地理学的名篇著
作。



人云亦云不是一种好习惯，而是一种自卑的，毫无信心的做
法。别人有自己的方式，你为什么没有?你凭什么没有?每个
人都是不一样的，就像天上的繁星，地上的沙砾一样，数不
胜数，却没有一模一样的。你可以有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人生，
没有人能克隆，克隆也是徒劳。

用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人生!

读明朝那些事儿有感篇六

书名《明朝那些事》（七）。内容梗概：本书说的是明朝末
年到清朝开始，蒙古人变得强大，明朝变弱，后来让蒙古人
打败明朝的故事。

这本书对我的启发：使我明白了自己强大了，不要停止自己
进步的脚步，不然的话，总有一天会有人比自己更强大。

证明自己的观点：以前中国十分强，至少在亚州是最强的。
可是后来中国都在打内战，没有进步自己的武器，到了清朝
因为大臣无能，被变强的日本进攻了，虽然后来中国抵挡了
日本，却写下了一份份不平等条约，让别的国家拿自己国家
的宝贵文物、让别的国家拿自己国家的土地……清朝却一点
也不抵挡。

表明心态：我想把这些书带入我们学习的课堂，让我们明白
明朝的出现和明朝的消失，让我们明白历史。如果中国努力
发展就不只是今天这样了。

读明朝那些事儿有感篇七

《明朝那些事儿》是我国畅销书作家当年明月所著。



《明朝那些事儿》(最新图文精印版)共有9册，由于语言幽默、
风趣，所以广受读者喜爱。

让我感触最深的是第一部，叫做《朱元璋：从和尚到皇帝》。
这一本通过大量图片、延伸内容以及幽默生动的语言文字，
为我们生动地介绍了朱元璋从一个讨饭地穷和尚，后来起兵
反元，最终击败其他起义军和元朝，建立明朝的全过程。

朱元璋出生在贫困的农民家庭，小时候为了谋生就不得不去
四处讨饭，经常遭受冷眼和讥讽。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落魄
潦倒的人，最终名震天下，成为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是什
么造就了他?时代?有这个成分：如果当时元朝不腐败，朱元
璋也不可能消灭元朝。当然了，这个原因只是次要，主要原
因是他的性格。

他做事果断，遇到困难冷静沉着、不慌张，他还懂得坚持。
很多次处于劣势的时候，他沉着地指挥部队，脸上毫无慌乱
之色，最终反败为胜，成功逆转，他的这些优点功不可没。

在《明朝那些事儿》中，当年明月对许多我们普遍的认识错
误，进行了更正，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是我们不再被错
误观念误导。我觉得这是十分有价值的`。

《明朝那些事儿》适合我们阅读，是一套很好的历史书。

读明朝那些事儿有感篇八

谈我中华五千年，明朝，肯定是在历史的银河中最耀眼的星
辰之一。今天，我要谈一点读《明朝那些事儿》的感想。

《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是当年明月（本名石悦）。他写成
这部书至少用了三年时间。这部书写了什么？主要是明朝那
些风云人物的所想所说所做，没有贯穿整本书的主人公。他
在说历史的时候，带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幽默、风趣、哲理



性思考以及......悲伤，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一种诙谐——虽
然我感觉有时候他是装出来的，这是表面的；却把悲伤这种
东西，深深地放在自己的心里。

看完几部《明朝那些事儿》，不仅让人心潮起伏。我们既可
以从大处思索国家的命运问题，也可以从小处赞叹一些历史
人物的可贵品质：隐忍、勇敢、善良......还可以谴责一些
乱臣贼子的残暴、恐惧、暴怒等等。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勇敢”在历史事件中的表现和作用。

勇敢，往小了说,就是在关键时刻能说出自己的想法；往大了
说呢，就是具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

好了，这次我们要谈的主人公是于谦。还是像我说的那样，
这本书并没有统领全书的主人公，于谦只是这次事件的主人
公，虽然只有这一件事，但从这件事里，我们可以得出来很
多东西。

先让我们回顾历史：在整个大明王朝的历史中，土木堡之战
也算比较有名的一次战役了，那场战役，导致大明王朝直接
耗光了所有的一线士兵，让整个大明王朝如同一个孩子般暴
露在敌人的獠牙之下，只要轻轻一碰，大明王朝就将崩溃。
危难之际，多数人建议南迁，放弃首都涿郡（今北京），从
当时的整个局面上来看，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是后
来证明，当时要是实施了这个方法，恐怕历史就要改变了，
大明王朝也就就此结束了。危难之际，一个人的怒吼，将偏
离轨道的大明王朝拉回了正轨。“建议南迁之人，该
杀！“于谦喊出了这个勇敢的声音，拯救大明王朝这个重任
就落到了他的肩上。这是一条不归路，输了，整个王朝就完
了，他也就有可能遗臭万年。但是，尽管如此，他身为一介
文官，他还是站了出来。

“于谦，你有多少把握？”“没有多少。”“你能取胜



吗？”“不知道。”“那你为什么还是站了出来？”“国家
兴亡，匹夫有责。”

这一段并不是什么历史著名对话，奥不对，准确的说，根本
就不存在这段对话。但是，我相信，这段对话，肯定是于谦
内心的表白。这就是勇敢。

我们虽然无法像于谦那样伟大，但是，我们一定要欣赏于谦
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耀眼的光芒。

在日常生活中，困难无处不在，当我们遇到困难，我们绝不
能逃避，我们要学会面对。“战斗一定会到来，如果只是一
味的逃避，永远都不会到达我们期盼的明天！”我见过很多
人，当困难来临时，都会不由自主地后退;但是也有些人，他
们会前进。当内心的懦弱袭来时，他们会挥起意志的铁锤将
其击碎，大步向前，最终会战胜困难。这就是勇敢！

勇敢，不是口头上说说说就完事的，真正的勇敢是行动起来!

读明朝那些事儿有感篇九

江山如画，历经千年如故。昔日舞榭歌台灰飞烟灭，往日风
流人物暗淡逝去。我翻开明朝的历史，品读临末朝亡的心酸。

他姓朱，名由检，庙号思宗，谥号烈皇，后世称崇祯皇帝。
他是明朝的第十六代皇帝，也是明朝的亡国之君。当年，他
身穿锦衣，俯看天下人家，叹一世悲欢离合，那时的大好时
光犹在，他何曾不眷恋这纷扬繁华人世间?但这毕竟也是个乱
世，先兄早逝，把大明王朝这个烂摊子丢在他的手中。他无
奈地接过皇帝大印，穿上哀伤流淌过的龙袍，手握狼毫点江
山。当他登上皇帝大位那一刻，他就已经下定决心重振大明，
恢复江山。他勤于政务，清除乱世奸臣，平反冤狱，起用良
臣猛将。但只可惜，大旱不断，数瘟疫接连爆发，外有强敌，



内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纵横千里间，白骨满地，人烟断绝，
状况惨不忍睹。但他不肯放弃，他知道大明不能没有他。

但命运已经倾倒而下，等待他的只是边关告急，将士投降。
直到兵临池下、血溅白纱那一刻，他在宫中饮酒长叹：“苦
我民尔!”忍心把爱女砍伤刺死，流泪叹息道：“为何生置帝
王家?”但他没有逃，随后便登上万寿山，远望京城外战火连
天不休，徘徊无语。最终吊上白绫，自缢而亡。那时，他才
度过了三十三个春秋，仅此而已。但他临死前犹记百姓性命
写道：“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黄泉之下的崇祯，还好吗?如果生命能够重选，我相信，你一
定不会选择诞生于帝王家。只可惜你生来就处于勾心斗角的
繁华宫廷处，无法逃脱束缚你的幽暗空间。势去时衰，零落
如飘草，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只叹生不逢时处皇室，即便帘
外雨潺潺春意阑珊，你却再也看不到这般繁华景象。愿远在
天际的你，能安息忘却尘世喧嚣。

读明朝那些事儿有感篇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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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哈出率二十万队伍投降明军。洪武二十一年，蓝玉带兵远
征北元，脱古思帖木儿丢下队伍逃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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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明朝那些事儿有感篇十一

这些天，我读了一本书，叫《明朝那些事儿》，它的作者是
史学家当年明月。

《明朝那些事儿》一共七本，我看的是第一本。这本书讲的
是从朱元璋出生到永乐夺位的事情，朱元璋是一个贫农出生，
是史上唯一一个布衣皇帝，他当过和尚，也讨过饭，后来由
于元朝皇帝实在是令老百姓难以忍受了，老百姓就组成了一
个个部队准备造反，朱元璋也加入了一个部队，他有勇有谋，
为部队频频打胜仗，可他的上司容不下下他，赏他了一些钱
和人马，让他走人，朱元璋离开后，很快就召集了一批精兵，
与别人作战，他战胜了张士诚、陈友谅等竞争对手，与元朝
作战，他们打得元朝落花流水，也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但是
朱元璋这个皇帝当起来却像个屠夫，他通过当时一个胡作非
为的丞相，来废除丞相之位，但也牵扯到了很多人，他们统
统被朱元璋杀掉，达上万人。更可怕的还有，朱元璋时分恨
贪污，但他给官员的俸禄却根本难以给他们养家糊口，他们
被逼无奈，只得贪污了一些老百姓的粮食，但都被杀掉了，
杀的官员官员们提心吊胆，整天怕鬼来敲门。

我读了这本书，我清楚地看到了朱元璋的面目，他智慧、狡
猾、残忍、武断，他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我也从他
身上学到了许多，比如人要坚强如果不坚强就成不了大业，
任何事都要忍辱负重，要能屈能伸，不能因为一点点小的事



情就大发雷霆，这样对别人不利，更加对自己不利。我还学
到了人做事要经过头脑，而朱元璋有时候似乎经常头脑一发
热就稀里糊涂得杀了人，他虽然是在杀那些恶人，但他也杀
掉了不少清正廉明的官员，他也不搞清楚，他的脑海里只有
一句话：违我者，斩!

读了这本书我深有感触，我决定做一个坚强、冷静的人。

读明朝那些事儿有感篇十二

思考;坚持;人生--读《明朝那些事儿》有感《明朝那些事儿》
写得很好!非常好!

这本书将我脑海中那点在课本上学到的历史逐渐被唤醒，但
当年明月(此书作者)讲的却不尽相同:朱元璋并不是一个杀人
狂魔，他只是一个童年饱受磨难，并不希望自己的后代受难
的父亲;袁崇焕是位抗击后金的名将，一个优秀的战略执行者，
但并非大家认为的“明末关键先生”，孙承宗才是;张居正是
位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但也有独断、专权、狡猾的一面;
给严嵩贯以大奸臣的称号也是相当靠谱的，但也应看到他在
向权力高峰攀登的过程中是如何变质，从清廉变成贪腐的;崇
祯并非只是昏庸无能的皇帝，相反他清除阄党，遏止党争，
勤于政事，奈何“诸臣误我”，而且经前几任皇帝及几个奸
臣的闹腾明朝内耗严重，已是强弩之末，气数已尽;等等。

不过作者曾讲，他写的百分之九十都是正史(参阅了大量的明
史资料)，因此书中所展现的历史绝不是乱来的。难道历史是
被我们误读了?还是有人捏造了所谓“真相”?细细一想，便
觉有趣。

更有趣的是作者采取的写作方式:轻松幽默。枯燥的历史就像
一潭死水，但在作者的笔下却生动起来。用轻松的方式，将
历史写得好看，读起来很受用。有道是“历史本身很有趣，
历史也可以写得很好看”。



当年明月还对一些历史谜案--朱允炆下落之谜、郭恒案等，
做出了属于自己的推理。他像是一个杰出的侦探--从历史的
滚滚长河中找出一根细丝，模拟人物当时心理的分析，找出
事件发生时政局的变化，得到一个完美的符合人性的答案。

《明朝的那些事儿》无疑是成功的，突破五百万册的销量，
足以让其成为十年内难以打破的畅销书。据说自改革开放三
十年来，这本书也可以排在前十五位。当年明月无疑也是成
功的，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一个人只要有勇气，坚持做自己
擅长的事，就会获得成功，即便他只是一个历史的业余爱好
者。(事实上，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即使知道了，
也有很多人不知道如何抉择。)

关键是我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他是如何做到的?

首先，他有投资。投资什么呢?答案是时间和精力，还有思
考!注意，这是个关键问题。生活中的我们容易被各种诱惑肢
解，具体表现为喜新厌旧，不能专注，思想分散，一事无成。
没有全心全意的付出而奢望成功，这大都是蠢人干的事。

其次，他在写史的同时注入了自己的情感。没有情绪的历史
就是一个个无精打采的故事，被我们一翻而过。殊不知，被
大家一翻而过的是无数人的一生。写史即写人，历史人物也
是人，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也有思考。我想感同身受是
作者之所以把历史写得如此深刻生动的关键原因。

只有设身处地地为历史中的当事人着想，才可能发现这些东
西，比如:权力、希望、痛苦、愤怒、犹豫、冷漠、热情、刚
强、软弱、气节、度量、孤独、残暴、宽恕、忍耐、邪恶、
正义、真理、坚持、妥协、善良、忠诚，等等。杨涟面对奸
党时不屈的呐喊，于谦面对冤告时淡定的表情，袁崇焕面对
女真时坚定的决心，王守仁面对叛军时睿智的目光。。。他
写的不仅是史，更是人心。



再者，是坚持和勇气。写东西，不是吹牛，何况是写史，是
需要能量的。作者三年来一千多个夜晚的笔耕不辍，换来今
天的成功。没有坚持，哪来成功?没有面对外界干扰和质疑的
勇气，怎会成功?有勇气的人，会把事情坚持到底，只为证明
他不是一个浅尝辄止的弱者。

然后，他选择了自己的一个表达方式，来向世人表露他的所
思所想。

无需多言，正如他在书的末尾所讲:成功只有一个---按照自
己的方式，去度过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