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明朝那些事高中生读后感 大学生
明朝那些事儿读书心得(大全18篇)

民族团结是加强民族认同和归属感的重要途径。每个公民都
要自觉维护和践行民族团结，倡导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
风气。下面是关于民族团结的一些案例和经验分享，希望能
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借鉴。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明朝那些事高中生读后感篇一

我从小喜欢历史，所以，我也比较喜欢看有关历史的书籍。
我原先是三国迷，《三国志》、《三国演义》我都看过了，
所以我一直觉得三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丰富多彩的阶段。
一直听闻《明朝那些事儿》是一部很好的书，语言幽默，但
又不乏鲜艳的笔墨;以小说的笔法来写，但又以历史为基础。
所以，在这个寒假，我充分利用了我的空余时间看《明朝那
些事儿》。虽然并没有看完，但是我已经感慨万分。

《明朝那些事儿》一共有七本，主要讲述的是从1344年
到1644年这三百余年发生在明朝的事情。这期间，发生了许
多事，让我对皇帝对大臣们都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所以，
我的心一直被震撼着。

说到明朝，我们大家脑海里第一个浮现出来的人物，应该就
是朱元璋了。朱元璋，本是布衣，生活艰苦，没有读过书，
然而，他从一个卑微的贫民走向成功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让我深感佩服。“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人也一样，在经
历痛苦和艰难的磨炼之后，方才会成功。朱元璋告诉我们，
获得胜利的关键在于隐忍的耐心和准确的判断，而这也体现
出朱元璋一生的信条：要么不做，要么做绝。朱元璋，他是
明朝皇帝的典范，他的勇猛，他的坚强果断，他的信念，都
值得我们学习。虽然，有的人说朱元璋刚愎自用，疑心太重，
杀人太多杀人从不手软，心狠手辣，但是，这是他为了维护



巩固自己的政权而已，他也无非是想让天下不要那么黑暗。
毕竟人无完人，他依旧是一个很成功的皇帝。

历史总是令人感慨，朱元璋是英雄，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坚
强的意志和勇敢的决心可以帮助我们去战胜一切困难，执着
的信念和无畏的心灵是我们强大的武器，但是他阴险狠毒，
逐渐铲除开国以来的功臣元勋，自古名将如美人，不许人间
问白头，我也不禁为那些逝去的功臣元勋感到叹息。

有人说，做皇帝也未必要那么心狠手辣啊，做个好人不也可
以吗?朱允炆就是个例子，他性格温和，不会冷酷，重亲情，
宅心仁厚，而这些，也是他的致命弱点，这些弱点，导致他
最后的失败。所以书里写着“朱允炆是个好人，却不是个好
皇帝，因为好人是做不了皇帝的”，所以，朱元璋是真正的
明朝皇帝的典范。

历史是丰富多彩的，每一个朝代都有其不同的特点。《明朝
那些事儿》，让我从中学到了很多，学会了为人处世，也学
会了历史。当年明月的语言幽默，形象生动，让我知道历史
也可以如此的有趣。皇帝们有着超人的自信和霸气，各有千
秋，他们有毅力，有决心，能做成常人所无法做到的事。所
以，我们要学习他们的优良品质，我们也能成功。

明朝那些事高中生读后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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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那些事高中生读后感篇三

这个假期，我和小伙伴到洪水镇解放村的农家书屋读中国友
谊出版社当年明月所写的《明朝那些事之洪武大帝》，读完
这书后我感想多多。

这书主要讲述的是从1344年到1644的这三百年间关于明朝的
一些事，以史料为基础，并加入小说的笔法，对明朝十七帝
和其他王公权贵和小人物命运进行全面展示，尤其对官场政
治、战争、帝王心术着墨最多，并加入对当时政治制度、人
伦道德的演义。是迄今为止我认为写得最好的关于历史的书。
其中郭桓特大贪污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385年3月有人
告发户部侍郎郭桓串通官员贪污公粮，总计贪污数达两千四
百多万石粮食。一个小小侍郎官何来包天大胆如此妄为，贪
污的数量居然赶得上明朝一年的收入，朱元璋要解决这个问
题，首先要抓住郭桓的同党。经过朱元璋追查，他的同党共
计三万余人，涉及六部官员。朱元璋把他们全都杀光，可有
的该杀，有的是冤杀，此案过后，很多官员都提心吊胆，每
天都当最后一天过。

读到这里，我联想起当今的中国，像郭桓这类人被称为“大
老虎”。例如_、徐才厚、周永康等，但他们终究逃不过法律
的审判。除了这些“大老虎”还有一种贪官，他们才是百姓
最大的“威胁”。他们时刻骚扰着百姓，并吸着百姓
的“血”，他们就是“苍蝇”。按照_的指示，我们即要
打“老虎”，也要拍“苍蝇”。但必须以事实为依据，法律
为准绳，不像朱元璋一样滥杀无辜。否则将会造成天下大乱。

读了这本书，如果我成为了国家领导人要解决腐败问题，首
先要深入了解官员腐败的原因，从根源上整治腐败，加大对
贪官的惩治力度，这样既对官员起到震慑作用。又让每个官
员都不敢腐败，不能腐败，不想腐败。一但腐败必将严惩。
因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另外也应
提高官员待遇，高薪养廉，高薪养志。



读了这本书，回到现实生活中，我的这个想法虽然还有些幼
稚，但只要我努力，我的梦想就一定会成为现实。真正实现
国家富强，民族振新，人民幸福。

感谢农家书屋给我提供这样一个阅读的平台。有利于我把读
书与实践相结合，圆我的中国梦。

明朝那些事高中生读后感篇四

《明朝那些事儿》用白话文娓娓道来明朝历史的点点滴滴，
语言诙谐幽默，通俗易懂，细细读来，卷卷有收益。作者能
把晦涩难懂的正史写得这么生动有趣，不得不让人佩服他的
文采、毅力和恒心。

第一卷的主人公就是朱元璋，从他身上可以学习和借鉴的东
西是：每个人最脆弱的地方就是心，但殊不知，每个人最最
坚强的地方也是心，重要的是看我们是否有能力让我们的心
智走向成熟，让我们心的力量变得强大。长期的困难生活最
能磨练一个人的意志，有很多人在遇到困难后，只能怨天尤
人，得过且过，而另外一些人虽然也不得不在困难面前低头，
但他们的心从未屈服，他们不断的努力，相信一定能够取得
最后的胜利。朱元璋正是在自己最痛苦的时候，没有被痛苦
失败击倒，而是化悲痛为力量，成功的将自己最脆弱的地方
变成了最强大的力量的来源。而陈友谅失败的很大原因就是
他没有认识到什么样的武器是最强大的，不是军队的人数，
不是先进的武器，不是强大的舰队，而是，人心。

看完这本书让我受益匪浅，我们应把生命中的磨难视作宝贵
的财富，正是它们磨练了我们的意志，坚强了我们的'心灵。
坚强的意志和决心可以战胜一切困难，执着的信念和无畏的
心灵才是最强大的武器。面对困难和失败，我们要勇于调整
心态，让自己的内心更坚强，永不言弃，一路走来，你会发
现收获很多。



让课堂更精彩!

明朝那些事高中生读后感篇五

带着对明朝历史的好奇，翻开了这部本书。七本书，七段故
事，凝聚了明朝十七帝和其他王公权贵和小人物的命运。书
一页页向我娓娓道出明朝三百多年的历史故事、人物。其中
原本在历史中陌生、模糊的历史人物在书中一个个变得鲜活
起来。

犹记得于谦被押往崇文门外，就在这座他曾拼死保卫的城池
前，得到了他最后的结局–斩决。我的心疼，和讽刺。犹记
得读杨涟赴死的时疼哭，被东林党人最后的骨气震撼到。犹
记得对于明朝最后皇帝的气愤与无奈。犹记得对于明英宗–
朱祁钰与他皇后爱情的感动。

当时明月真的很厉害，他用他那幽默的笔风，从客观的角度，
剖析人物的心理，带着我去品明朝。我特别喜欢她那幽默的
笔风，犀利的笔格。她的文笔总能让我意犹未尽。

一个王朝的兴起，在于前一个王朝的腐败，一个王朝的灭亡，
在于这个王朝的无能。每一个王朝都是一个阶段，在这个阶
段里，人们打打杀杀，从大人物被打倒，到小人物赶上去。
一个王朝灭亡，另一个王朝诞生，这像是在轮回，但其实是
在进步。这样的轮回，这样的想法让我感叹。

这部书让我懂了很多道理，如当读到“能改的，叫做缺点，
不能改的，叫做弱点”这句话的感叹，当读到“成功只有一
个——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去度过人生。”的惊叹很感谢
当时明月让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历史，让我可以试着用不
同的方式看世界。



明朝那些事高中生读后感篇六

今天，妈妈带了一套书回家，我一看是一套历史书，还是厚
厚的七本，它们的书名叫《明朝那些事儿》。我心想：又是
一些枯燥的历史书，还这么多，又这么厚，什么时候才看的
完啊？妈妈还强力推荐：“看过这套书的人都说写的很好看，
你一定要慢慢看、细细读！”我只好应着妈妈的要求，心不
甘情不愿的捧起了书。

翻开《明朝那些事儿》的第一页，我就随着作者来到了1344
年。朱元璋从一个吃不饱饭的和尚，通过自己卓越的军事才
能_了元朝的统治，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朝代——明朝。明朝从
创建到灭亡经过了三百年。这本书对明朝17帝，和其他王功
权贵和小人物的命运进行了全景展示。尤其对战争、_政治、
当时的经济政治制度等用美国戏剧演员的幽默进行了细细的
描述。

在书中描绘了一系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英雄人物。
如“不世出之英雄”李如松，临危受命敢当大任的名将李舜
臣，是死不退、以身殉国的老将邓子龙等，其中令我印象最
深的是被人家称为“海青天”的海瑞，百姓们为了能见“海
青天”一面，可以千里迢迢从外地赶来，磨破了十几双鞋，
徒步赶到京城。海瑞两袖清风，廉洁公正，想到的事就义无
返顾的去做。最后他因为直言犯上，被罢官。抄家时家里只
有几件补满补丁的破衣服。在百姓的心中：海瑞就是一位能
为百姓着想，不屈服于的好官。

这套书作者写得也非常有特色，不像以前看过的历史书，都
枯燥、看不懂的。它简单、易懂、语言幽默，情节生动。作
者还时不时的调侃几句。原来历史书也可以这么好玩、好看，
真可谓是轻轻松松读历史，舒舒服服品古人！



明朝那些事高中生读后感篇七

《明朝那些事儿》是三十年来最畅销之史学读本，位列全国
十大畅销书之一。

《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是当年明月。

当年明月，原名石悦，1979年出生于普通干部家庭。2009年
写完《明朝那些事儿》。

《明朝那些事儿》主要讲的是从1344年到1644年这三百年间
关于明朝的事情。每一章节以充足的历史资料为基础，以年
代和主要人物为主线，对明朝十七个皇帝和其他王公官丞进
行叙述，尤其对政治、战争、帝王心术着墨最多，反映出封
建社会的氛围。

第一部就是主要写了洪武年间大明太祖皇帝朱元璋的故事。

朱元璋原名朱重八，家境贫穷，三代农民，为地主放牛。父
母早亡，朱重八出家入皇觉寺当和尚。元朝腐败，25岁的朱
重八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元朝，改名朱元璋，最后
经历一番苦战，当上皇帝。后来不断地排除异己，稳固皇位。

这本书很全面地写出的朱元璋，有他的好处：骁勇善战、深
谋远滤，还有他的坏处：为排除异已诛杀忠心耿耿的忠臣。
让人们能够更清楚地看清朱元璋，看清和朱元璋有关的每一
个人。

这本书叙述了明朝最艰苦卓绝的开国过程，把明朝的历史展
现了出来。

明朝那些事儿的读书心得600字4



明朝那些事高中生读后感篇八

这学期，许老师向我推荐了一套书——《明朝那些事儿》。
这套书是迄今为止唯一全本白话文正说明朝大历史的书，共
有七本。作者讲述了一个朝代300年间发生的事情，从1344年
建立，经历兴旺、衰败，直至1644年灭亡。书中有着大大小
小成千上百的人物。这些人物深深地吸引了我。

让我们从第一个主人公说起。

朱元璋，原名朱重八。他因为对封建社会和元朝掌权者的仇
恨而造反。在一代名将加上他天生的军事才能的帮助下，推
翻了元的统治，改国号为明。他一生中杀了不少的人，但也
拯救了不少的人。他是一个很“霸道”的人，正如他的座右
铭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他发挥雄才大略，带
领军队南征北战，收复失地，建立了大明江山。

但是，明朝稳定后，他就把那些统统杀掉了。朱元璋同志之
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怕那些有能力的人去跟他争夺皇位。
喔，还有几位没被杀掉，其中最具实力的是汤和。因为他已
经得了重病，对重八同志构不成威胁了。据说朱元璋在世时，
就给他的子孙后代都安排好了爵位和俸禄，真是考虑周全啊!

总而言之，历史给他的评价只有一句话：他不是一个好人，
但绝对是一个好皇帝!

明朝那些事儿的读书心得600字5

明朝那些事高中生读后感篇九

在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中，各个朝代分别经历着建、兴、亡。
想想五朝的勇将明君，想想宫中的风起云涌，再想想塞外的



战火连城，我不由得爱上了历史，捧起了据人们说似小说般
的历史宝典《明朝那些事儿》。

一翻开《明朝那些事儿》,我便被开头的朱元璋档案吸引了，
如：朱元璋，又名朱八八、朱重八,人生历程：农民、乞讨、
撞钟、造反（这个猛）、皇帝。仅几句话，幽默无比，把我
逗得哈哈大笑。而且这套书不像其它历史学家写的书，故作
高深，其实什么也不懂。而这套书的作者就不一样了，用大
家的话来写历史,完全打破了看历史书犯困的现象。该幽默的
地方会让你笑得停不下来，该严肃的地方会让你屏住呼吸。
这也是这套书的奇妙之处。

读完这套书，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历史原来也是十分有趣的。
洪武年间的功绩,永乐大帝的神武,王守仁的智慧，魏忠贤的
奸诈，朱厚照的昏庸，朱瞻基的开明……这些人物性格特点
深刻在我心中，成为了对兴亡的明朝永久的回忆！

认识了这么多人物，我最敬佩的人就是王守仁了。在他头上，
连“圣贤”都不合适了。我敬佩他的决心，十五岁就立志消
灭敌兵；我敬佩他的才能，饱读诗书而百步穿杨；我敬佩他
的胆量，拿少量人马跟敌方上万军队血拼……他的人生十分
伟大，但他对世间的贡献汇成一句话：“存天理，去人欲！
天理即人欲也！”他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榜样！

明朝那些事儿的读书心得600字篇2

明朝那些事高中生读后感篇十

这学期，许老师向我推荐了一套书——《明朝那些事儿》。
这套书是迄今为止唯一全本白话文正说明朝大历史的书，共
有七本。作者讲述了一个朝代300年间发生的事情，从1344年



建立，经历兴旺、衰败，直至1644年灭亡。书中有着大大小
小成千上百的人物。这些人物深深地吸引了我。

让我们从第一个主人公说起。

朱元璋，原名朱重八。他因为对封建社会和元朝掌权者的仇
恨而造反。在一代名将加上他天生的军事才能的帮助下，推
翻了元的统治，改国号为明。他一生中杀了不少的人，但也
拯救了不少的人。他是一个很“霸道”的人，正如他的座右
铭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他发挥雄才大略，带
领军队南征北战，收复失地，建立了大明江山。

但是，明朝稳定后，他就把那些统统杀掉了。朱元璋同志之
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怕那些有能力的人去跟他争夺皇位。
喔，还有几位没被杀掉，其中最具实力的是汤和。因为他已
经得了重病，对重八同志构不成威胁了。据说朱元璋在世时，
就给他的子孙后代都安排好了爵位和俸禄，真是考虑周全啊!

总而言之，历史给他的评价只有一句话：他不是一个好人，
但绝对是一个好皇帝!

在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中，各个朝代分别经历着建、兴、亡。
想想五朝的勇将明君，想想宫中的风起云涌，再想想塞外的
战火连城，我不由得爱上了历史，捧起了据人们说似小说般
的历史宝典《明朝那些事儿》。

一翻开《明朝那些事儿》，我便被开头的朱元璋档案吸引了，
如：朱元璋，又名朱八八、朱重八，人生历程：农民、乞讨、
撞钟、造反(这个猛)、皇帝。仅几句话，幽默无比，把我逗
得哈哈大笑。而且这套书不像其它历史学家写的书，故作高
深，其实什么也不懂。而这套书的作者就不一样了，用大家
的话来写历史，完全打破了看历史书犯困的现象。该幽默的
地方会让你笑得停不下来，该严肃的地方会让你屏住呼吸。
这也是这套书的奇妙之处。



读完这套书，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历史原来也是十分有趣的。
洪武年间的功绩，永乐大帝的神武，王守仁的智慧，魏忠贤
的奸诈，朱厚照的昏庸，朱瞻基的开明……这些人物性格特
点深刻在我心中，成为了对兴亡的明朝永久的回忆!

认识了这么多人物，我最敬佩的人就是王守仁了。在他头上，
连“圣贤”都不合适了。我敬佩他的决心，十五岁就立志消
灭敌兵;我敬佩他的才能，饱读诗书而百步穿杨;我敬佩他的
胆量，拿少量人马跟敌方上万军队血拼……他的人生十分伟
大，但他对世间的贡献汇成一句话：“存天理，去人欲!天理
即人欲也!”他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榜样!

明朝那些事高中生读后感篇十一

在暑假里，我读了不少书，最令我影响深刻、收获最大的就是
《明朝那些事》。这本书既让我知道了许多道理，又让我认
识到自己还有许多不足。

《明朝那些事》讲述了一个深刻的故事：朱元璋是个很穷的
人，他为了能活下去当了和尚，因此，和尚们经常欺负他，
在和尚们喝酒玩乐的时候，朱元璋只能在旁边擦地板。而且
和尚们逼迫他去要饭，要回的饭却一点都不给他。后来，因
为他干的很努力，所以，老和尚就让他当敲钟和尚，生活才
好了一点。

过了不久，朱元璋的一个朋友前来找他，骗他参军反抗，于
是他就跟着去了。因为他很会打仗，得到了不少强兵强将。
但好日子没到头，脾气暴躁的将军开始厌恶他了，因为他不
想让别人比他强，于是就把他赶了出去。

朱元璋被赶出来以后，却又遇到了两个敌手，他正在为难，



不过他非常的幸运，懂天文的刘基来了，朱元璋和他一起，
通过聪明才智连打了许多胜仗，得到了许多人才。由于他善
于学习，心胸宽广，所以被选当了皇帝。

读完这本书以后，我想：“只有意识坚定，善于学习的人才
能干大事”。我们学习也一样，只有努力，勤勤恳恳，善于
学习才能学好。像那些偷鸡摸狗、整天想偷懒的人只会被别
人嘲笑、看不起的！

明朝那些事高中生读后感篇十二

“明朝起起伏伏三百多年，多少不老传说谱写成章？”这个
由汉人建立的最后一个政权，明朝，在作者‘当年明月’的
笔下，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明朝那些事儿》当中，使人读了
不仅感叹历史的沧海桑田，乱世之徒的阴险狡猾，更赞叹作
者的妙笔生花。

这是迄今为止唯一全本白话文讲述明朝真实历史的大型史学
读本，记叙了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生并通过不懈努力建
立明朝，至崇祯皇帝殉国的三百年精彩传奇历史，描述了那
时期朝廷里、军事上、平民百姓生活中的故事。

所以从这本书中，我饱览明朝的传奇与精彩，去细品作者想
传达的那句话“学会在乱世中不忘初心，成为一个正直无私
的人”。

明朝那些事高中生读后感篇十三

每个朝代的覆灭都是因为最后一位皇帝的昏庸无能，然而明
朝却没有随历史的轨迹走下去，因为他的最后一位皇帝是崇
祯。



几百年来，关于崇祯是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还是一位奋发图
强的明君，一直是众说纷纭。然而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伟
人，一代枭雄。他足智多谋，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也许你会
问，既然有这样的一位皇帝，那么明朝为什么会灭亡?原因很
简单，没钱。没钱当军费，更没钱安抚百姓。可以打个比方，
一堵城墙，经过长期的日晒雨淋渐渐腐烂，这时候你无论用
多么优质的油漆来粉刷，最终也逃不脱塌陷的命运。准确的
说，明朝就是那堵墙，而崇祯就是漆。崇祯上任时，明朝已
经是千疮百孔，气数已尽，无论崇祯多么努力地挽回局面，
最终只能是大局已定。

在当时，天启皇帝在阉党魏忠贤等人的压迫下，已经抛弃了
所有的治国理念，换句话说，他就是魏忠贤的傀儡，瓜分大
明江山的工具!东林党与阉党相互对峙，自相残杀。朝廷中的
官员为了活下去尔虞我诈，无心治政。就连贪污都是小菜一
碟，没有谁没干过!所以说谈不上什么犯法。当崇祯上台后，
对阉党赶尽杀绝，可谓一个不留。由此可见崇祯的聪明机智。
但仔细想想，又何必呢!大家都是被逼的走投无路，只是为了
混口饭吃，杀阉党头目就可以了，又何必一连解决几百人。
人都被你弄走了，谁来干事。这是要你假慈悲饶了他们，他
们会感激不尽，然后死心塌地的为你做事。再说阉党虽不是
好人，但东林党也不是善类。尤其是言官，比阉党更厉害，
一天不找几个人干一下就难受，所以当时朝廷没几个在干正
事，大家都在相互告状，非拼个你死我活，就算崇祯是神那
都是没办法的事呀!

那老百姓的税收都到哪儿去了?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呀，天
灾人祸都来了，打从崇祯即位那天，就一直灾荒，不然人家
皇太极同志也不至于父汗刚死就来打仗，你想想，关内都搞
饥荒，关外不更惨。没办法，只能操家伙来抢。农民被抢了
没粮，朝廷又不赈灾，只能发动农民起义了，由此李自成的
时代开始了。

最后，崇祯无法，为了尊严，为了不当俘虏，他只能踏上煤



山，自尽……

我想如果在太平盛世，他一定是个好皇帝，明朝也一定会在
崇祯的手里变得更强大。可惜的是，有太多的巧合同时上演，
偶然的灾荒让皇太极打中，偶然的裁掉驿站创造了李自成
的“辉煌”，偶然的地点让明朝走向灭亡。如果没有这三
个“偶然”同时发生的话，也许就不会有最后的灭亡。可是
崇祯都遇上了，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啊!即便知道自己无论做
什么也不能挽回，但还是做了，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每天
听群臣们唇枪舌战，他孜孜不倦，勤勤恳恳，可是他的一生
不像电视里的主角一样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有了一个美满的结
局。

因为他是真实的，而真实的东西，往往都很残酷!

明朝那些事高中生读后感篇十四

最近，我阅读了《明朝那些事儿》这本书，作者风趣幽默的
话语令我十分喜爱这部书。作者对人物的刻画入木三分，对
斗争的描述淋漓尽致，对情节的把握炉火纯青，真的很令我
钦佩。在书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朱元璋了，一个出身
于农民世家的人，竟然能成功当上皇帝。

朱元璋小时候深受元朝的腐败统治之苦，家中十分贫苦，在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中，大概是唯一的一无所有的贫农，是经
过造反才拥有了天下。放牛、做乞丐、做和尚、造反、做皇
帝，一份十分简单的简历。没受过教育，却能直接带领千军
万马争夺王位，是个军事天才，也是个人事管理天才。对于
这种情景，我有自我的看法：平静的湖面，练不出不畏风浪
的水手；安逸的环境，造不出时代的伟人；宁静的世界，找
不出真正的英雄，朱元璋就是在如此恶劣的情景下，成为一
个伟大的霸主。正是青少年时期的艰苦经历磨炼了朱元璋，
使他变得老成而有心计。



朱元璋最令我佩服的是他的各种本领：果断、让朱元璋能在
危险的情景下做出最正确的确定；坚持、能让他在僵持时打
破僵局；冷静、能让他有准确的策略。这三样宝物、合起来，
能让你在战场上完美地指挥出应敌的方法，假如任何事中，
都具备果断、冷静和坚持会让你在困境中发现机会。在这三
个本领前，相信无论怎样的困难都回迎刃而解，最终将登上
成功的彼岸。

朱元璋还教会了我自信，他以往说过“我相信我是对的”。
在通往胜利之门的路上，你会捡到很多钥匙，这些钥匙有的
古色古香，有的金光闪闪，但仅有一把才能打开那扇胜利之
门。当你引领大军作战，当百万生灵的一切掌握在你的手中，
当你仅有一次尝试的机会，没有多少人能不紧张，而在战争
中，仅有一个时机是最适合的，如果失败了，你将失去一切。
但朱元璋却在关键时刻毫不紧张，他相信了自我的决定，是
自信，使他一步一步地走向皇位。

读一本好书就像和一个高尚的人说话，我读了《明朝那些事
儿》后，朱元璋成为了我生活中的教师，他教会了我果断、
冷静、坚持、自信等等必会的本领，他仿佛和我说：乱世之
中本身是没有天才，但只要有了各种本领，你就是必须会成
功，本领能助你登上成功的高峰。

明朝那些事高中生读后感篇十五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万国来
朝》，主要叙述永乐大帝-朱棣使明朝走上了巅峰，后来他病
逝，明朝开始进入动荡时期。大宦官王振把持朝政胡作非为，
明朝差点被灭，幸亏著名忠臣于谦在“土木堡之变”中力挽
狂澜，挽救了明帝国。

这本书，我觉得并没有所谓的主次人物之分，但有几个人物
使我印象特别深刻，正如我这次的主题一样，历史中的人物



有的被后人所唾弃，有的却值得我们铭记。第一个值得我们
铭记的就是代表明朝七下西洋的郑和。其实他的一生是十分
坎坷的，但他并没有自甘堕落，而是更加的努力，成为了一
名成功的外交家。得到朱棣的赏识，统帅当时的舰队，出使
西洋。很多人怀疑他们当时是出去找茬打仗的，但舰队所到
之处没有累累白骨和硝烟，只有和平和友善。正如文中所说：
强而不欺，威而不霸，这才是一个伟大国家和民族的气度与
底蕴所在，我觉得我们在生活中亦应如此，无论你是哪方面
强于他人，都不应该骄傲自大，欺凌他人，而是用自己的才
能和气度赢得他人的尊重，这样的人，更让历史铭记！

被后人唾弃的是大宦官王振。这个王振仗着自己服侍皇帝，
勾结内外官僚，擅作威福，逐杀正直官员。为了个人私利，
他惹怒了当时雄踞北方的瓦剌族，而且还怂恿明英宗御驾亲
征，导致英宗被俘，朝廷一时群龙无首，如一盘散沙，二十
万大军也全军覆没，王振成为历史罪人，他真是一个让人唾
弃的小人。幸好，在瓦剌族兵临城下的最危急关头，忠臣于
谦挺身而出，义正词严地呵斥了建议南迁的大臣，沉着冷静
地指挥战斗，在主力被歼，上皇被俘，兵力不足，士气全无
的劣势下，他硬是让北京城变得固若金汤，使瓦剌族被迫退
兵！

于谦让明军转败为胜，让奄奄一息的明朝转死为生，力挽狂
澜，挽救了明帝国！从这位英雄身上我懂得了：在面对困难
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感到畏惧，但是懂得畏惧的可怕，还能
超越它，征服它的人，就是英雄。关键只在于那畏惧的一刻，
你是选择战，还是退。于谦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战胜畏惧，他
的一生就如同他的这首《石灰吟》一样，“千锤万凿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坦
坦荡荡，堪与日月同辉！

这本书不仅让我们了解历史，而且能得到启示。希望同学们
能去阅读它，相信你也一定会有所收获的。读书可以经历一
千种人生,不读书的人只能活一次，多读书吧，让我们的人生



更丰富多彩！

明朝那些事高中生读后感篇十六

《明朝那些事儿》是三十年来最畅销之史学读本，位列全国
十大畅销书之一。

《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是当年明月。

当年明月，原名石悦，1979年出生于普通干部家庭。2009年
写完《明朝那些事儿》。

《明朝那些事儿》主要讲的是从1344年到1644年这三百年间
关于明朝的事情。每一章节以充足的历史资料为基础，以年
代和主要人物为主线，对明朝十七个皇帝和其他王公官丞进
行叙述，尤其对政治、战争、帝王心术着墨最多，反映出封
建社会的氛围。

第一部就是主要写了洪武年间大明太祖皇帝朱元璋的故事。

朱元璋原名朱重八，家境贫穷，三代农民，为地主放牛。父
母早亡，朱重八出家入皇觉寺当和尚。元朝腐败，25岁的朱
重八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元朝，改名朱元璋，最后
经历一番苦战，当上皇帝。后来不断地排除异己，稳固皇位。

这本书很全面地写出的朱元璋，有他的好处：骁勇善战、深
谋远滤，还有他的坏处：为排除异已诛杀忠心耿耿的忠臣。
让人们能够更清楚地看清朱元璋，看清和朱元璋有关的每一
个人。

这本书叙述了明朝最艰苦卓绝的开国过程，把明朝的历史展
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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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那些事高中生读后感篇十七

不知不觉中，我结识了一个叫《明朝那些事儿》的朋友。于
是，我就成为了当年明月，也就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的
又一个“粉丝”。这本书，从朱元璋起义开始讲起，用幽默
的语气，讲述了大明王朝近三百年的历史，直到明末朱由检
自杀为止。事实上，这本书就是我了解明朝的唯一途径。我
知道这不太好，但我还是相信当年明朝的实力的。每看完一部
《明朝那些事儿》后，我都会迫切地期待着下一部“出炉”。
我很欣赏当年明月这种写作风格。我认为这本书不仅仅只讲
述了明朝的整个历史，还告诉了我们许多的道理。

首先，做皇帝就像开公司，经营不善就会破产。

但人家破产可以重来，一个王朝“破产”，估计“老板”生
存的可能性为零。就像大结局中的结束语:走上了这条路，就
不能回头。因为如此，我也不想当皇上。万一哪天国家出了
事，自己能力又不怎样，岂不完蛋?还是共产主义好啊，有得
选举，能力不好不用你当，当个老百姓活得实实在在才好。

其次，就是“祸从口出”的问题。

想唐伯虎当年由于口出狂言，在科举交卷后当着大家的面说
自己必中会元，使大家猜疑他作弊而他则被逐出考场。俗话
说得好，“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哪天随便说出来的话可
能就会毁了你。所以当心啊!

最后，就是对待人生的态度问题。

当年明月在书中写道:我要告诉你，所谓千秋霸业，万古流芳，
以及一切的一切，只是粪土。先变成粪，再变成土。没错，



正是这样。当你匆匆地过完了一生，赢得了许多荣誉和名利。
然而当你在临危时再想这些东西，会觉得有意义吗?有，但不
是指这个。死而无憾，这才是人生的意义。或者，也是《明
朝那些事儿》的最后一章的结束语:成功只有一个，按照自己
的方式，去度过人生。

明朝那些事高中生读后感篇十八

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算把《明朝那些事儿》从头到尾读完
了。它的内涵在深深吸引着我。

在这本书里，我明白了道理，懂得了真情，更看到了若干世
间罕有的高贵品质，并深深为其折服。在这本书里，我看到
了一个个嘴脸丑恶的小人，一个个心狠手辣的宦官，一个个
见利忘义的奸臣，当然，更看到了舍生取义的勇士，坚守信
念的强者，更有独守正道的孤胆英雄。隐藏其后的，还有那
复杂又难以捉摸的人性。读完了，看到了好多的改变，人的
改变，物的改变，环境的改变……由于利益二字，兄弟反目，
父子成仇，将好好的一代王朝搅和的乌烟瘴气。但确有一样
东西始终未变，这个东西，叫做天道。借用仙四结局紫英的
一句话来说，就是：惟有天道恒在，往复循环，不曾更
改……千年的历史，我们不能轻易评说，我们只能从看到的
人与事中来自己分析判断，冥冥之中，确有这样一种力量，
在左右着历史的轨迹。

举世皆浊我独清，世人醉最我独醒。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
于将倾。这是我对于谦的评价。这样的一位民族英雄，千百
年来，有几位能出其右者？我们理应牢记这个名字，记得百
年前他的那句高呼“言南迁者，可斩也！”挽救了大明危亡，
以一介书生之力，披甲上阵，力挫来犯之敌。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戌轮台。这是我看到的袁崇焕，
尽管这是一个争议性人物，但在我心里他就只是一个英雄。
我记得的袁崇焕，是一个坚守孤城，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敌军，



没有后援，没有补给，依然奋力坚守，顽强御敌的坚韧的人。
他的行为只因两个字，信念。在他的一生我能始终看到的，
就是坚持。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任由多么强大的敌人在它
面前，也只能铩羽而归。

明朝向来不缺少爱国志士。尽管明朝是一个奸臣小人四起的
年代，什么王振，什么魏忠贤，什么严嵩、温体仁，祸害无
数黎民百姓；但同样也是一个英雄豪杰展翅翱翔的年代，徐
达，常遇春，于谦，袁崇焕，孙承恩，张居正，王守仁……
数不胜数，正是有了他们，才使得明朝的历史，变得更为绚
烂多姿。

也许，我们凭借一己之力永远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但我们
可以改变我们自己。在这部书的末尾，我读到了一句话：什
么是成功？成功只有一个——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人生。

历史就像一个巨大的舞台，岁月在期间上演了一幕幕成功与
失败、欢乐与哀愁的闹剧。等到风消云淡的时候，蓦然回首，
才发现人们终究无法改变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