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猪的故事读后感 项羽之死读后感(优质7
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
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
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猪的故事读后感篇一

项羽，楚国下相人，军事家，中国军事思想“兵形势”的代
表人物，也是以个人武力出众而闻名的武将。他一生好
战，“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
天下”。巨鹿之战中以少胜多打败秦军，但是在公元202年，
项羽兵败垓下，突围至乌江边自刎而死。

项羽破釜沉舟，尽灭秦军精锐，用兵如神，是一个武力超群
的壮士，一呼百应的将领。他胆气过人，勇武过人。他乌江
边自刎，讲究名誉与气节，宁死不屈。他重情重义，非常爱
自己亲人和战马。但是他非常自负自满，他从不听取别人意
见。他也十分暴烈，有人触怒他，他遍杀死别人。

对于项王之死，许多人有不同的看法。杜牧在题乌江亭中，
一句“包羞忍耻是男儿”，认为，男儿应该，能屈能伸，包
羞忍辱，而项羽却无法做到。而李清照在《咏项羽》中，认
为做人必须有尊严，节气，生做人杰，死为鬼雄。而他是非
常欣赏项羽的。

我认为，项羽自刎，是值得的。保住了自己的名气，名节。
并被后人赞扬他的勇气，胆量。而假如他渡江走了，没死，
就算他东山再去，也没有了以前的威严。也许还会苟且偷生
的活着，与其这样，还不如壮烈的死去。



但是，项羽，不会做个好皇帝，他只能做英雄。他拒绝逃命
的快船。拒绝同情与宽容，拒绝拥有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等
世俗中的权谋与机变，在死神面，他不屑刘邦的。违背信义，
面对昔日部下和惊恐的追杀者，他从容淡定。而他不听取别
人的意见，导致他不能做好的君王。

项羽，有优点也有缺点，既赞扬他的勇气，又批判他的自负。
他是历史中的英雄，当年的败者赢得了人们心中的敬畏，而
当年的赢家却随风湮没在时间的流逝中！

猪的故事读后感篇二

读完《项羽之死》，我感到对手对于一个人非常重要。项羽
一生最强大的对手并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可他却没有意
识到，认为他的败是："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对于激
励我们成长，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留一个对手给自己。一
个有对手的人应该是幸福的，因为你的对手，会伴随你一路
成长下去，直到你登上最高的山峰。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英雄往往是成双成对出现。虽然
他们看起来是对手，但是他们却都成就了对方，同时也成就
了自己。

始皇一扫天下，我相信他们所得到的不是唯我独尊的喜悦，
而是无人能敌，无战可战的寂寞与苍凉，他失去了奋斗的目
标，同时与迷失了自己，最终秦朝二世而亡。刘邦虽然喜钱
财，好美姬，但是项羽的存在，却使他由一个街头混混，成
长为一代帝王。我相信刘邦将死之年，最怀念的不会是别人，
而必定是他一生的对手——项羽。

幸福使人麻木，而痛苦却让人成长。往往带给你幸福的人，
你记得不是甚清晰，但是给予你巨大的伤痛的人，你却刻骨
铭心。没有对手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人生。在《康熙王朝》上
看康熙在千叟宴上敬酒，都让人热泪盈眶。康熙敬了三碗酒，



第一碗是敬孝庄皇太后，第二碗敬各位臣工，而第三碗酒，
他说："这第三碗酒，朕要敬给朕的死敌们。鳌拜、吴三桂、
郑经、葛尔丹，还有那个朱三太子，他们造就了朕，他们逼
着朕立下了这丰功伟绩。朕恨他们，也敬他们。哎，可惜呀，
他们都死了，朕寂寞呀！朕不祝他们死得安宁，祝他们来世
再与朕为敌吧！"

这是何等地豪迈，何等地不屈啊！

请留给自己一个对手吧！留给自己一个奋斗目标，让自己永
远充满活力。

让祝福自己的对手吧！正是因为他们，你才能够获得今日的
辉煌。

请珍惜自己的对手吧！因为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他们在你心
中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我们不做独孤求败，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汉子，我们会敬重
我们的对手们，让我们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请留给自己一个对手，祝福那些使你成长的人们。

猪的故事读后感篇三

细想，这是杨修咎由自取，正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

他还参与了曹氏立世子的争斗中，这本就是为人臣子的大忌。
即使曹操现在不杀他，日后，曹丕也一定不会放过他。

当曹操问谋士贾明的时候，贾明没有表态。单从这一点上看，
贾明比杨修聪明多了。

杨修有确学识渊博，才华过人，能够读懂曹操的心思，但他



察觉到曹操的杀修之心了吗？我想应该是没有，他真是小事
聪明，大事糊涂啊！

我认为，杨修之死怪不了别人，只怪他卖弄才华，锋芒太露，
又恃才放旷，不知检点。

所以，一个人聪明，学识渊博是好事，但为人处事要谦虚、
谨慎，否则一定会惹祸上身！

猪的故事读后感篇四

杨修，好一个奇才！

杨修该不该死，不去辩论。他的才能，绝对在常人之上——
能轻易掀开曹操心思的外纱，可谓奇才。可是，他的智慧甚
至不比常人——恃才放旷的杨修，带着些傲气，不知道尊重
别人，他得罪曹操不知几次，让曹操恨再爱上；应该说，他
不识时务。

从人情看，对他我是不爱也不恶，可我似乎应该感激他。

杨修不识时务，最后决定了他的被斩。在这个人的社会中，
其实有很多累人的地方。杨秀让自己不被一些事所累，他没
有刻意压制自己本领的表现，而是随自己的心思。但他的这
一点让他不适合在这样的社会中生存，他应该生活在一个纯
真的社会中。虽然这样一来，他的一些才能便展现不出来，
但他可以完全地活出杨修的所有。

完全地活出真正的自己，无拘无束，我也希望，可是——

这个我正面对的社会，体现给我并让我在其中生活的社会，
让我不得不累了自己，有时失去了真实——除非脱离社会。
不过，社会是这个社会的，我是我自己的，我的梦想是我自
己的。虽然完全实现自己的梦想很艰难，但不失去精神上的



自己。有时需要伪装，必须伪装，那不要紧，因为那只是外
套，因为那样做是为了自己的梦想，真正的梦想。当有一个
梦想成真，便将外套换得更薄。

有两种人最不被外事所累，一种是大智的人，他们看透了一
切，看开了一切，变得无拘无束；另一类是大于的人，他们
不琢磨一切，不在意一切，变得无拘无束。这两种人获得真
实，充实，无论成为那种，都很不错。如果被注定活在他们
中间的部分，就蔑视一切的黑暗，先往所有的光明。

杨修属于夹心的部分，他分不清黑暗和光明，似乎只希望那
个和了自己的胃口，不看干净。

杨修，好一个奇才！

杨修，好一个奇才。

猪的故事读后感篇五

项羽距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毕竟太遥远了。他的一切，我们仅
能从为数不多的史料中窥得一二。然而，就是这寥寥的“一
二”，在我的心中浓墨重彩地晕染开来，一个豪放洒脱、气
干云霄、快意生死的英雄跃然纸上。

世人对项羽的评说历来褒贬不一。或谓其优柔寡断却又刚愎
自用，目光短浅却又野心勃勃，败之必然；或怜他一世英雄，
八面威风，最终逃不过被围垓下，自刎乌江，败在一介无赖
手中。然而，我对项羽，是欣赏，是敬重，是一种由衷的倾
慕。因为他做到了多少人梦寐以求却又无能为力的事请——
快意生死。也正因如此，项羽的形象从“胜者王侯败者寇”
的铁律下超然而出，击碎了世俗的卑微。

“人生得意须尽欢”，多少不得志者的自嘲诗句，却被项羽
演绎得丝丝入扣，风生水起。上马，奋力拼杀，血染铠甲。



钜鹿破秦之时，“诸侯膝行，莫敢仰视”；下马，弹剑饮酒，
对月长歌，观美人起舞。好一个西楚霸王，好一个天之骄子！
古往今来，有几人能似项羽一般，纵横沙场，当着无敌？项
羽一生，可谓快哉！这不得不让我想起历史上的另一员猛
将——汉朝的骠骑将军霍去病。霍去病曾在一次出征前，向
汉武帝索要一班技艺精湛的厨子随行。被问及原因时，他昂
首答曰：“为将者，最重要的是取胜，可以不必与士兵同甘
共苦！”字字铿锵，掷地有声。项、霍二人，何其相似。同
样的血气方刚，同样的勇猛无双；同样的雷厉风行，亦同样
的快意人生！或许有人看不惯此二人之所作所为，但谁也无
法否认，这样的人生，痛快！

项羽的一生，活得着实是问心无愧。作为一名将军，他坐拥
千里宝马，虎狼之师，“西楚霸王”的名号令多少人闻风丧
胆；作为一个男人，他有虞姬倾心相爱，千里追随，同生共
死；作为一名历史人物，乌江江畔悲壮的身影更是不知令多
少人为之黯然，为之神伤！更重要的是，他从未曾放弃过自
己做人的原则。不管是将最为富庶的领地分给最大的潜在敌
人——刘邦，还是鸿门宴上执意放走刘邦，个人认为，最大
的原因，不是自负，更不是所谓的目光短浅、胸无远虑，而
是他对取胜，乃至为人原则的恪守、坚持。论聪明才智，项
羽未必在韩信、张良之下，亦绝不会输于刘邦。所谓的四面
楚歌，其真正效果究竟如何，局外人其实不得而知（八千对
八百，四面环围，实力之悬殊几何人皆洞若观火。多此一举的
“四面楚歌”反倒衬出了项军的勇猛）。反倒是破釜沉舟的
作用更为直观。更何况范增也非等闲之辈，经他一番苦口婆
心的细细阐述，凡常人都能明白刘邦这人留不得，项羽又岂
会听不懂？一个聪明人对着另一个聪明人会“讲不通”一个
浅显的道理，原因就只有一个，项羽不、想这么做。项羽所
追求的，永远是堂堂正正、光明正大的胜利。

同样的道理，他也不能够忍受自己拼命取得的胜利果实为他
人所窃取，不能容许自己打下的秦国就这样被刘邦悄无声息
地盘踞。于是，他毁约，赶走刘邦，杀掉秦太子，焚毁阿房



宫，以此宣泄自己的愤怒。或许正是这一点注定了他只能是
一个霸王，而无法成为一代帝王。然而，也正是他对原则的
这种坚持，令他活得坦坦荡荡，酣畅淋漓；令他能够在生死
关头畅然“愿为诸君快战”，独帅二十八骑突走千人重围而
毫无惧色；令他能够拒绝苟活，直面死亡，朗声长啸：“此
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乌江亭畔，风凝云噎。自刎赠首，
告慰江东父老……“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项羽一生，
活得潇洒，死得豪壮！

反观刘邦，他的确是楚汉之争的赢家。然而他又何尝真正快
乐过？称王称帝，无法掩盖他的泼皮无赖，不能抹去他曾抛
弃妻子、四处鼠窜的事实，更不能让韩信、樊哙之死云淡风
轻。他当然可以自夸“忍辱负重”，可他又如何逃得过妻子
犀利的目光，世人心底的鄙夷！就连他一生中自认为最为豪
迈的诗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又如何堪拟项羽石破天惊的
一句“力拔山兮气盖世”？项羽的万丈豪情，刘邦永远难望
其项背。或许刘邦在史册上可占一席之位，可在世人心中，
项羽永远是刘邦难以企及逾越的峰巅！

历史的车轮从没有停止过前行，几千年光阴恍惚间逝去。可
项羽乌江亭畔快意决绝的身影却穿越重重雾霭，越来越清晰
地定格在人们心中，傲然挺立。

猪的故事读后感篇六

李白拒绝平庸，是因为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而是想淡泊
安然做学问；班超拒绝平邮是因为他不愿只做些抄抄写写的
小事来浪费自己的生命，而是选择投笔从戎；海燕拒绝平庸
是因为它不愿安详温暖的巢穴而是在暴风雨中展翅翱翔；腊
梅拒绝平庸，是因为它不祈求阳光的呵护，而是在寒冷的冬
天傲雪凌霜。公羊歪梨拒绝平庸，是因为它不望窝窝囊囊地
生活，而是决定在颤颤巍巍的索桥创造辉煌。

当我读完《贱羊之死》后，才明白，公羊歪梨是这群山羊中



地位最低贱的山羊。一生下来，脖子就向右歪了三十度。三
岁龄了。个头还像一岁龄的羊那般大。活像长僵了的一只歪
梨。所以我们称它为“歪梨”。它的毛稀稀疏疏，羊角又短
又圆，严重缺乏雄性风采。它的日子十分难过，只配拥有更
少更粗糙的食物和被其它羊的蹄搅浑了的泥浆水。最不幸的
是，没有一只羊看得上它，当然也就没有哪头羊看得起它，
跟它结伴扎堆，所以它显得十分孤独。

春天来了，山羊都进入了发情求偶期，其他羊成双成对的嬉
闹跳跃，它只能用羡慕和嫉妒的眼光望着那些犄角威武身强
力壮的公羊，不敢与任何一只母羊亲近。

当它壮着胆去接近一头叫灰额头的母羊时，没等靠近就被她
嫌弃了，好像踩着臭狗屎似的跳开了。歪梨满脸沮丧，身体
缩得更瘦小。

我想，歪梨在那风雨交加之时不顾一切，甚至舍得用生命来
冒这么一次险。或许，是它不愿再平平庸庸，碌碌无为，窝
窝囊囊地生活下去了，它宁可死，也要让那些曾经在它面前
不屑一顾的公羊、母羊面前最后辉煌一次！

是啊，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中，又有多少人与“灰额头的母
羊”和“公羊歪梨”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呢？在现实生活中，
又有多少人能在爱情与亲情面前表现得不和“灰额头母羊”
那样不屑一顾地对待爱自己的人；又有多少人能像“公羊歪
梨”一样去证明自己的不平凡！

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奔跑在梦想的路上，他们可能皓
首穷经终未得志，但奔跑的过程就是一种伟大的洗礼，让处
于青少年的我们拒绝平庸，努力学习，不追逐时尚，学好作
为青少年应具备的品质与修养。迎接更好的未来！



猪的故事读后感篇七

项羽是一个当仁不让的硬汉，但他最后有没有夺得天下呢？
没有。在古代，打天下当然需要高强的武艺，但也需要谋略，
也需要民心。纵使你军队再强大，军队的来源还不是老百姓
吗？如果你不能老百姓拥护支持你的话，纵使你像秦国那样
取得了天下，过不了几十年或十几年也会丢掉天下的。

项羽，字羽，名籍，生于现在的宿迁，生来力大无比，神勇
无敌，在秦末因秦朝的暴政揭竿而起，火烧秦朝皇宫，大破
秦军，后自封西楚霸王，与刘邦进行楚汉之争，最后在乌江
自刎。引用司马迁的原话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意
思是说只注重武力，运用自己的智慧而否认群体的智慧，不
懂得学习古人。这句评价是中肯的，项羽的一生，明明大多
数时候军事实力比刘邦强，但他却没有夺得天下，反而是让
阴险狡诈的刘邦夺得了天下，难道与他的性格无关吗？答案
肯定不是的。他就算到了自刎的地步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
误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他在许多事情上独断专行，
注重人们所说的气节，但他忘了一件事，那就是历史是有胜
利者书写的，你若没有胜利，哪怕你们的结局都是一抔黄土，
但别人最少也辉煌过。

但我们翻开历史的时候，我们会惊奇的发现，历史总是惊人
的相似，大多数王朝的创始人都是经过了社会的磨练，把他
们打造的无坚不摧的时候他们的霸业也就水到渠成了，没有
哪一个王朝的创始人不是真正的政治家。但项羽显然不是一
个成熟的政治家，他的一些举动更像是一个帅气的英雄，他
有英雄的一切品质，但就像王立群老师的评价一样他是一个
可用之人，却坐在了用人之人的位置上。当将领不一定要会
冲锋，但一定要会决策，但项羽恰恰相反，历史给了他舞台，
可他却没能坚持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