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万历十五年读后感(通用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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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
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
家有所帮助。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一

还没看这本书之前，我对万历皇帝的印象就是明朝的荒唐皇
帝，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
不批、不讲。可看了这本书之后，我才知道万历皇帝并不是
我想象中的那样。由于嘉靖皇帝的荒唐事，万历皇帝的母亲
和首辅张居正在他小时候用儒家的道理来教导他，要求十分
严格。例如万历皇帝很喜欢写大字，而且年幼时就能写很好。
可正是由于这样，首辅张居正并没有表扬他，反而剥夺了他
写大字的时间，认为是浪费时间，改学四书五经。在我看来，
一个孩子能把大字写得很好，是值得称赞的。可万历皇帝并
没有得到应有的表扬，反而被剥夺了写大字的爱好。可以说
万历皇帝的童年是很艰苦的，没有一点乐趣可言。欲带皇冠，
必承其重。也许在大多数人眼里，这是身为人君所应该承担
的责任，但万历皇帝也是一个人，他也有作为一个人的需求，
他也渴望玩耍、表扬。万历皇帝执政后期的荒唐与童年长期
的压抑也有一定的关系。因此，现代教育比较注重鼓励孩子，
关注孩子的身心发展。

而万历皇帝登基后，在位初十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政务，
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
也有所提高。亲政后，励精图治、生活节俭，有勤勉明君之
风范，开创了“万历中兴”局面。期间主持了著名的“万历
三大征”，巩固了汉家疆土。这些都是万历皇帝的功绩，但
现在我们大多数人印象中的万历皇帝都只是一个荒唐皇帝而



已。因为万历皇帝执政后期，常常沉迷酒色，荒于政事，致
使大明王朝逐渐走向衰亡。而为什么万历皇帝会突然变得如
此荒唐呢？这又不得不提他的太傅张居正了。张居正生前的
名声很好，万历皇帝也很信任他。由于改革，张居正得罪了
很多人，在他死后，他的政敌开始攻击他。起初，万历皇帝
还是很信任自己的老师，维护张居正。但张居正本人在改革
期间，由于过于自信和心急，有些手段不太光明磊落，并不
符合他臣子的身份。而且张居正并不是清廉的人，他经常收
受手下的“孝敬”。也许在张居正看来，自己位高权重，一
心一意辅助皇帝，底下官员的“孝敬”是应当的，并没有什
么不妥之处。

在张居正逝世后，他的这些过错就被他的政敌利用。当他的
这些行为被曝光后，万历皇帝觉得自己被骗了，在他心中太
傅是忠诚的、清廉的，可事实却狠狠打了他一记耳光。这与
他一直受到的儒家教育并不一样。至此，万历皇帝终于了解
到儒家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本质了。万历皇帝的信仰崩塌了，
他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所以万历皇帝后期变得如此
荒唐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赵婉羽）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二

《万历十五年》虽然以此为题，但实际上万历十五年但是是
个引子，黄仁宇只是借在这一年发生的一些不大不小的事情
展开文章，把万历十五年作为叙述的线索和落脚点，全面地
展示了明代后期万历年间从皇帝到官员国家暗藏的症结，显
示了在落后的制度里无论怎样的个人，身处在何等位置，做
出怎样的发奋，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他所想改变和摆脱的社
会环境，都被沉重的制度牢牢禁锢着，让个人成为了这制度
的牺牲品。既然个人凭一己之力已无法做出任何改变，这制
度让明王朝离开了世界的中心，甚至无法跟上白山黑水边上
一个小部落的节奏，明王朝已经到了沉没的边缘，落日沉沉，
败落已经是无可奈何的事了。



看起来黄仁宇只是选取了几个独立的人物作为章节来撰写，
而实际上他选取的这些人颇具代表性，作者总是把他们放在
一个更大的社会制度与背景中来叙述，他们看起来是个人，
他们认识到了自己时代前进与滞后的碰撞中所出现的问题，
也付出自己的发奋，他们都是作者认为那个时代中的佼佼者，
但无论是坚持道德的力量维持复古亦或是某种程度追求自由
和变革，结果对于个人命运或者个人的社会追求来说都是失
败的。正因单凭一己之力无法对抗制度，每个人都是制度链
条中的一分子，当他想改变这链条时，他无疑会被链条上的
其他人所残酷打压，维持守旧平衡的群众力量是强大的，而
想阻挡时代的前进也是个人办不到的。因此即使某个人意识
到了现实与社会制度的格格不入，他也无法把自己的想法付
诸实际，只能感受着社会的暗流涌动而束手无策。

第一章从小事切入万历的宫廷生活和处处被安排好的成长环
境，他最终清算了自己坚持原则的老师和首辅张居正，想获
得自主的权力，最后发现皇帝只但是是制度的执行者而已，
并不具备自主权。而第二章里继任的首辅申时行则发奋在皇
帝与文官集团之间折中共济，留意谨慎地维持文官集团内部
的平衡，使国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但这种处世态度并不为
文官集团理解。第三章皇帝为立储一事与群臣对抗，认清了
自己所处的环境无法实现自己的个人意志，最终对百官采取
疏远、消极应付的态度，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百官失去了效
忠的好处，也采取消极敷衍的做事态度。第四章进一步借内
外政的大事证明了皇帝不能以个人意志做出决定而实际决定
于群臣，活着的皇帝个人和他已死去的祖宗没什么区别。第
五章清官海瑞期望恢复洪武皇帝时的制度和风气，然而这样
做无疑与社会时代相悖离，虽然道德值得敬佩但无法真正施
行。第六章从一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角度叙述了明朝武官处
于被文官压制的境地，而无法有所作为。第六章社会名人李
贽的思想与社会的冲突，其实是儒家内部思想派生出的心学
与传统朱熹理学的对立，然而李贽的思想虽然批判时弊，但
并不能建立新的思想体系，故而本质上无法改变社会反而显
得自相矛盾。



总而言之，作者的观点是认为明代当时的制度已然极为落后，
财政与组织上极为松散，导致国家实力名不副实，而微薄的
薪水也导致文官阳为道德，阴为私利，实际主导国家的文官
集团都处在此种阴阳冲突之中不能自拔，而任何企图的改变
都遭到了强烈的攻击和反对。皇帝、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
海瑞、武官戚继光、思想家李贽从个人的角度应对混乱的现
状期望有所突破和改变或者凭借道德的力量恢复平衡，但种
种发奋在对抗现实的庞大群体时都显得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
正因他们既然无法改变制度，就无法避免的遭到来安于此制
度的文官的攻击，因此即使是小的改良也无法推行，留意谨
慎地持续平衡也不可能，国家此时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唯一
的问题只是时刻而已。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三

最近我把《万历十五年》重看了一遍，当然还没看完。我就
看了三章，可是这三章让我明白许多，也让我明白了黄仁宇
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极力想说的观点。

1、道德与法律的位置，也就是儒与法的位置。自从秦朝因重
法而灭亡后，自西汉以来，各朝都开始任用儒生。但是治国
不能光靠儒家的道德观念，还是需要法家的，于是明儒暗法
这一治国之道诞生了。但是一直以来儒都是高于法的，也就
是说道德是高于法律的。这一点到了明朝最为显著。明朝的
官员遇到法律所不能包括的案件时，是在用道德观念来判定
对错，而明朝的道德观念是被朱熹的四书概括的。海瑞的斟
酌标准里就非常强有力地表现出这一点：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
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
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
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这样就算有一些事依靠道德观得以解决，可是法律上的漏洞



一味去用道德观填补，没准有一些没有道德观的官员回去钻
法律漏洞，以图私利。但是如果让法律高于一切，就会造成
像秦朝的短亡。更何况，无论制定法律的人想得多么面面俱
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法律肯定会有漏洞，这个时候又没
有道德观，社会将会更加腐败。只有让法律与道德齐头并进，
社会才会与谐。可是自秦朝以来，各朝统治者怕蹈秦之覆辙，
所以致使儒生目空一切。

2、文官集团的弊端。由于天下所有的事情不可能都让皇帝过
目，所以各朝统治者创建了文官集团，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可是久而久之，统治者们发现问题本身就是文官集团。但是
这个时候要改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文官集团这个制度已被天
下有学之士所接纳，如果彻底改变，天下人都会说统治者无
道，局部改变又无济于事。文官集团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
科举制度。

如果想入朝为官、名扬天下，这缺不了祖父的生财致富、父
母的辛苦养育、妻子的贤淑达惠、老师的辛勤培养、朋友的
鼓励加油、考官的欣赏录取、上级的提拔教导等等等等，所
以说一个人当官之后都要回报这些人，可是明朝官员的俸禄
仅够温饱，与实际脱节，就算俸禄可以维持小康，但是不够
回报帮助他的人。所以要收常例，有良心的人就收一点，没
良心的就会造成苛政。这全看当政的人的品行。所以张居正
想改革，最后措施全部作废；申时行与稀泥，最后虽然使明
帝国苟且残喘，可还是阻止不了帝国的衰亡。

如果真的想改变这一状况，还是需要林达所提出的“平衡与
制约”。

当然，《万历十五年》里对封建社会制度的看法远不止这两
条，还有许多的侧面描写与一笔带过的东西，如：重文轻武
的利与弊，愤青的不顾全局等等等等。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如果想全面了解，就去看一下《万历十五年》吧。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四

《万历十五年》：个人认为这不算是一本历史书籍，因为我
用了四年时间，每看必有新的收获。总体来说，讲述了万历
皇帝长达几十年不上朝的一个心理描写，并根据这个铺展开
来，讲述了有明一代，封建官僚暨知识分子在面对孔孟之道、
朱熹之理和纷繁复杂的现实时，是如何抉择的。而这其中，
海瑞选择了道德的高尚，一生清贫，却屡遭排挤；首辅申时
行选择了中庸之道，极力缓和，调节各方面的矛盾，晚年却
被弹劾回老家；一代名臣张居正选择了改变，却在死后遭遇
了抄家和鞭尸。孤独的名将戚继光面对腐朽的明朝军事财政
制度，选择了依靠张居正来完成自己毕生梦想，最终张死后
被弃而不用；而李贽，选择了面对选择了坦白，读书就是为
了做官，就是为了荣华富贵，就是为了封妻荫子，哪有那些
道德君子所讲的，匡扶天下，救济黎民百姓。他们所有人都
是悲剧，无一例外没有我们现在人意义上的成功。在他们实
现各自政治理想的一生中，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也许不同的
人会读出不同的感悟。黄提出“大历史观”，就是站在整个
中国历史上去思考历史事件，而万历十五年貌似写的是1587
年，其实是从这个长久以来的封建统治制度来书写这一年，
而60年后明朝即亡。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五

今天《万历十五年》进入了第三章——世间已无张居正，张
居正可谓是大明王朝最后一根顶梁柱了，这根顶梁柱一倒，
明帝国顿时失去重心，一步步滑入深渊。申时行虽然老成持
重，但他所苦心经营的，终究只是表面的平和，是一抹夕阳
红，是无法把脱轨的帝国拉回来的。而这样的一个表现，就
是万历皇帝向他的臣民做消极怠工，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
的，我一看到我也有种摸不到头脑的感觉。

说到底我认为这还是那些臣子的人性的弱点，科举取士可以
帮助他们飞黄腾达，可一旦他们踏入仕途，改变了自己的身



份，就又开始满口礼制，也就是前文所说的“双重性格”，
实在是可笑至极。

言归正传，万历经过了这么多事情，已经是一个“老油条”
了，他不反驳，不屈服，只是这样冷处理，倒也扛了一段时
间。不过众口铄金，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万历还是没能撑
住，立了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这下好了，皇帝彻底死心，
不仅是废长立幼的心已死，连工作的心也一并[]化为灰烬，
就这样，大明王朝在这样的“无人驾驶”状态下驶过了二十
年。御宇48年后，万历驾崩。不过人虽然不在了，事情还未
了结，文官内部早已没有了反对万历废长立幼时的同心协力，
而是分裂成了诸多派别，经过了万历一朝，文官内部的裂痕
已无法弥合。

至此，这个王朝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就像一辆车已经失
去了动力，只是凭借惯性在向前挪动。这个恶果的种子，要
在几十年前就已经种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