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初三 明朝那些
事儿读后感(通用10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当
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
起来看看吧。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初三篇一

我在班上换书的时候，换到了一本有趣的书，《明朝那些事
儿》，我立马翻开了这本书，开始津津有味地看着。

这本书塑造了几个人物形象，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严嵩和徐阶
还有聂豹。严嵩是一个喜爱拍马屁的家伙，而且奸诈无比。
徐阶和聂豹则是勤奋好学。

这本书讲了在内阁里发生的许多战斗，战斗不是指别的，而
是指为了利益和地位而发生的内阁内战。

严嵩原本不是一个贪官，但是在原则还是利益面前，他毫不
犹豫的选择了后者，并获得了一个光荣的称号“明代第一奸
臣”。但是，这场战斗最终还是严嵩输了，他最后是被一个
熟悉的老乡—徐阶给剥夺了全部财产，被赶回老家，靠沿街
乞讨维持生计，受尽了大家的白眼，最终，他在一片荒野中
就这样悲惨的死去了。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知道，无论在明朝还是现在，都不能当
一个贪官，不要为了利益而放弃尊严，否则，你就会沦落到
明代第一奸臣—严嵩一样的下场。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初三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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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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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况，我有自己的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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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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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的情况下做出最正确的判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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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将登上
成功的彼岸。

朱元璋还教会了我自信，他曾经说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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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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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只有一次尝试的机会，没有多少人能不紧张，而在战争
中，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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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信了自己的决定，是



自信，使他一步一步地走向皇位。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初三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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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廉变成腐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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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初三篇四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
用近四个月时间看完了《明朝那些事儿》，很幽默。勾心斗
角，权力的斗争，极其细微的小事，足以致命，甚至满门。
每一次文官的对决都是一场精彩的演出，成败只在一瞬之间，
细微的动作足以扭转整个战局。反观武将对垒似乎略为逊色，
没有腥风血雨之感，仅限于拳头的较量，却那无力，心灵的
对决才是真正强者对垒。每朝每代正与恶两方此起彼伏，没
有永远的胜利，而胜败就在一瞬之间，一言一行充满杀机，
为了权力的争夺，诛杀良臣，排除异己，抄其满门仿佛一切
就在一言一行当中，为了权利诛杀功臣，一切都是假的。战
争就好一点，胜生败死，战略战术系于一人之手，即使兵力
在强大，明三大营全军覆没就是在好的例子。皇帝移位便是
一场战争，对心灵认知的改变。
文章中的史实改变了我对常规历史的看法，一切看似平淡无
奇，却暗藏杀机，动与不动皆处死地。到头来杀与被杀只是
别人的棋子，死的那样不明不白，无缘无故，有的到头来只
是一撮黄土。顾全大局，从别人思想出发，按其套路出牌，
揣摩对手后招与意图，出奇制胜，自己的想法必让被别人所
猜。不论辽东铁骑、戚家军还是后来的关宁铁骑，尽管有万
夫不当之勇，但终究灭亡，明朝就此完了。在没有成功之前
尽量装孙子，一朝成功，斩草除根，成就霸业。
文章最后徐霞客思想与我　不谋而合，一个成功的人就是按
照自己的方法去度过一生，他不为名不为利，只为自己心中
信仰。别人看法没有改变他，他对朝代没有贡献，仅一本游
记，却被作者用于结语，在我看来他的出现加强了自己的看
法，自己过好就行，在乎别人干嘛，我将按照自己方式方法



来，这就是读罢此书最大的收获，不谋而合之心无意语言表。
朝始朝末，二佰七拾年，完了，就这样，这就是历史，很简
单，它就在那，谁看都可以。以史为鉴。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初三篇五

今天感觉怅怅然，很失落，一时之间还沉浸在一种历史的感
觉中，因为我终于合上了《明朝那些事儿》这本书。一个月
来，我一脚跌落进明朝里，再也出不来了。随着当时明月那
独有的、千年不遇的.文笔，或悲或喜，或惊或叹。不知多少
次，我会摇着头自言自语，“原来张居正是这样的
人”、“原来袁崇焕是如些的性格”、“崇祯真是生于末世
运偏消啊”，不知多少次，我会为作者那幽默的文笔而莞而，
“他无法逃脱，因为他的面前有一条大河，波浪宽。”；也
一次次为他的独到的见识所折服，“历史是精彩的，但无一
例外是悲剧，正常人读历史，只能是看故事，却很难以之为
鉴，比如岳飞，比如袁崇焕，千年后，他们依然会死去。”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篇文章，纯粹原创，绝无抄袭，在书
写属于自己的这段文字的同时，我们眼见得它高楼起，高楼
塌；眼见得他牛了，又怂了；眼见得他兴了，又废了。正所
谓人无百日好，花无百日红，想起了曹雪芹的话，“当年笏
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
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
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如何做好自己
这篇文章，如何写好自己这点事儿，还真是个事儿，也不算
个什么事儿。不过，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对未来抱一分善
念，一分坚持，一分希望，一分浪漫，相信这篇文章也不至
于糟到哪里去。

谢谢当时明月，谢谢您写出这么一本千古奇文。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初三篇六

《明朝那些事儿》，终于看完了。一共7部，96万多字，从九
月份开始看的吧，前前后后断断续续也看了一个多月。从一
个朝代的兴盛到一个朝代的衰败，从一开始的兴奋、有趣、
激动，到后来的悲伤、无奈、难受，最后就剩下了没意思。
对，没意思。

无论是朝代的更迭，还是铁打的内阁流水的首辅，二百多年
的历史里充斥着各种斗争。为了权利、为了欲望，可能还有
为了生存，孜孜不倦的战斗着。每次看到这些文字描述，脑
海里总是充满了各种朝堂上谩骂、答辩的场景，以及战场上
打斗、厮杀的画面，烦躁、吵闹，好像耳朵边有两个放着摇
滚乐的音响，一刻不得安宁。

终究，自朱重八开始，奋战了二百七十多年的明朝在悲壮的
音乐中落幕了。那些我难得还记得的名字：王守仁、张居正、
严嵩、徐阶、戚继光、孙承宗、袁崇焕、魏忠贤、杨涟、顾
宪成、李成梁……无论是名垂青史还是遗臭万年，在我看来
他们都是可怜人，在那个朝代，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也不
会更好了；同时，他们也都是成功的，起码，他们按照了自
己的意愿努力活了一世，无悔。

不知是看历史的原因，还是先前被人影响的原因，我在很长
一段时间内都觉得自己很悲观，盲目乐观的我不知道何时被
悲观侵蚀了，或许是对世界了解的越来越多吧。小孩子总是
很乐观的，因为未知不仅产生恐惧，也带来希望和光明。而
成人世界，我们看到的越多，了解的越多，对结果自然也预
知的更多，悲观自然产生。

之前不太懂历史悲观主义是什么意思，现在渐渐有些理解了。
历史看多了，就发现人类社会的本质没有改变，无论是明朝、
清朝、民国还是现在，人类社会的内核没有变，依然是为了
权利，为了欲望，为了生存在斗争，而所有内核还和千百年



前如出一辙，变来变去的只是外壳。就好像每次看漫威大片
一样，英雄在变，技术在变，武器在变，但是战争双方群战
的时候，看那阵势和武器本质，跟几千年前打仗的样式几乎
没有什么变化。

二百多年的明朝，怎么到崇祯那里就亡啦？答：气数已尽。
看书的时候我经常想到《三体》里的场景，现在看来，那也
是对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社会气数已尽之后的描述，一切皆有
可能。

历史揭开了太多血淋淋的真相，很残忍，很没意思，很悲观。
不过反过来一想，结局也就那样了，按自己的意愿好好活吧。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初三篇七

朱元璋的童年是艰苦的，他靠放牛生活；朱元璋青春是悲惨
的，他的家中幸存的只有两个人；朱元璋的成年是轰轰烈烈
的，他与陈友谅、张士诚、王保保等人打得不可开交......
这让我们知道，成功者必须历经许多磨难，才能最终实现梦
想，威震天下！这就好比我们现在只有刻苦学习，才能成
为“圣手书生”，“连中三元”！

读了朱元璋从开始造反到建国统一的`轶事，我明白朱元璋成
功离不开这几方面：信念、智慧、人才。没有信念，朱元璋
只能像父母一样饿死或被杀死；没有智慧，朱元璋就不能在
关键时刻作出决断，一鼓作气在许多决死战中取得胜利；没
有像徐达、常遇春、刘基、李善长这样的人才，朱元璋早已
被冲锋的猛将张定边杀死，被北元军队击溃了。而我们正要
学习朱元璋的信念，相信自己；学习朱元璋的智慧，在为人
处事上作出正确的判断。

《明朝那些事儿．朱元璋卷》让我受益匪浅，学到了许多道
理，我期待当年明月写出更多明朝轶事！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初三篇八

喜欢读历史，因为历史真实。也害怕读历史，因为历史不可
更改。

从1368年到1344年，从朱重八建立大明王朝，郑和下西洋，
安南朝鲜日本朝贡，于谦北京保卫战，王阳明山西剿匪，胡
宗宪戚继光东南抗倭，徐阶智斗严嵩父子，张居正改革，抗
倭援朝，崇祯扳倒魏忠贤，再到孙承宗袁崇焕杨嗣昌等等猛
人抗清，西北年年灾荒，高迎祥李自成等起兵造反，清兵入
关，崇祯自尽。一步步看着大明从天朝上国，万国来朝，到
内忧外患，气数尽了，虽心痛遗憾，却也无能为力。

历史已经过去，历史中的'人物和他们的故事将会代代相传，
永垂不朽。了不起的大明王朝。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初三篇九

今天放学回家，我把作业做好了，看时间还早，便随手拿起
《明朝那些事儿(陆)》读起来，虽然讲的是历史，但真是太
有趣了。

这册主要讲了“三大案”引发的党争，魏忠贤兴起及袁崇焕
之奋战。自张居正去世后，便无人敢管明神宗万历。为争国
本，万历与大臣们展开拉据战，三十年不上朝。东林党随即
兴起，与齐、楚、浙三党明争暗斗，借国本之争扶持明光宗
二帝即位，成功掌握朝政，可见团结是十分重要的。

记得有一次打乒乓球，我和曹安东搭配，对战其他双人组合。
对手很强大，每次都朝我们的弱点打，不过每次我们都赢了，
这主要是我们配合得好，团结一心力量大!我们的秘诀是，短
球我来挑，长球他来拉，扣球我来抽，搓球他来接，我们都
让对方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出来，这样就战无不胜了!



这册中，我最喜欢袁崇焕。他考上了蔗吉士，并拜朝师孙承
宗，训练出一支所向披靡的大军。在锦州，努尔哈赤以绝对
的优势攻城，袁崇焕率领军队奋勇杀敌，并用炮火、火筒攻
击，将士们团结一致，齐心杀敌，致使对方伤亡惨重。最后，
努尔哈赤发动所有兵力拼死一搏，袁崇焕则讲究策略，摆
出“三环阵”抵挡，诱敌深入，努尔哈赤中了连环计，全军
覆没，自己也中箭身亡。

这就如同打乒乓球，要讲究战术和策略，除了要了解对方的
弱点，还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压着对方打，牵着对方的鼻子
走，让对方不能发挥，这样自己就会越打越顺手，直至胜利!

学习也是一样，也要讲究方法，对自己不好的`功课要多花时
间看，多练习多巩固，成绩总会有提高的。另外要劳逸结合，
保持精力，学习的效率才会高!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初三篇十

在看《明朝那些事儿》的时候，我是怀着冲动的心情看的。
朱元璋从一个普通农民的身份，没有后路，渐渐地，一步一
步地往上爬，唯一的精神支柱就是“为了让农民可以咸鱼翻
身”。我觉得他是一个坚强，而且不是一般坚强的人，他忍
受了失去父母的痛苦，将痛苦转化成“反元朝”的勇气。

一直看到第十二章：鄱阳湖！决死战！我还没看内容，就知
道了陈友谅此次必输。虽然是打“水仗”但朱元璋在这个方
面，论计谋，论计量，他并不高于陈友谅，那么为什么会赢
呢？读到后面才发现，朱元璋靠的是一点点运气，加上他敏
锐的军事天赋和军事感觉，这相当与为他添了双翼，从而助
他走上了梦寐以求的皇位。我佩服“当年明月”的才华，用
朴实的`文字写出了古时候，登位的残酷，每一个皇帝都是踩
着别人走上去的，用通俗点的话，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可见当时皇室中“竞选皇帝”的可怕之处。我看完这本《洪
武大帝·第一部》后觉得历史也能写得很好看，其实我是不



爱看历史书的，但不知怎么了，就迷上了《明朝那些事儿》，
这真是一部好书。

我并不是很喜欢读有关历史的书籍，总觉得书中讲述的那些
事情离我很远，很枯燥，还有虚假伪造的嫌疑，——直到我
读了当年明月所写的《明朝那些事儿》。

作者用通俗易懂、戏谑幽默甚至是带有尖刻的笔调，将大明
王朝两百多年的历史演变成一个个曲折生动地故事，通过一
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他们或善或恶、或忠或奸、或喜或
悲、或尊或卑，告诉了我明朝的那些事儿。

合上书，闭上眼，书中的人物还在我的脑海里游走，书中的
故事还在让我回味，我有了恍然大悟的感觉：原来在我们历
史教科书中只有薄薄几页纸短短几行话的明朝历史，竟是这
样的既波澜壮阔又沉重压抑；原来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历史
人物——朱元璋、于谦、海瑞、张居正……他们的一生竟然
是这样的跌宕起伏、多姿多彩；原来一个王朝、一个民族的
命运竟是这样的充满了偶然性和必然性。原来历史竟然是这
样的，我不禁为之欢呼叹息，为之喜悦愤怒。

如今我情感的狂澜渐渐退去，脑海中的所有人物也纷纷退场，
只有一位睿智的老人没有离去，他就是王明，一位有着神奇
身世和非凡事业的圣贤。“一生俯首王明”，他的事迹给了
我深化的启迪，已经成为我人生的导师。他告诉我“要想实
现崇高伟大的志向，必须有符合实际、脚踏实地的方法”，
他告诉我“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
子，皆可为圣贤”。他告诉我“知行合一”不是深奥神秘的
哲学命题，要我经常反省自己是否做到努力求知、认真理论。
这位了不起的老先生鼓励我战胜自己的惰性和缺点，每天都
对大喝：“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