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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经历一段特殊的时刻，或者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时，
我们会通过反思和总结来获取心得体会。我们应该重视心得
体会，将其作为一种宝贵的财富，不断积累和分享。以下我
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体会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
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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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提起这首词，人们
都会想到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全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明代文学家
罗贯中编著而成的。由题目可知，这部小说是依据《三国志》
写的，但是不向正史那样庄重，而是古代的白话文小说。与
《三国志》相比，《三国演义》变得艺术性更强了。下面，
我就从几个方面来点评一下这部66万字的名著。

一、真实与虚构

演义与正史的最大区别就是，演义不是全部真实的，演义是
小说。人人都说《三国演义》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确
是这样。但是虚构，使用艺术的手法进行虚构，而不是随便
那段史实就可以拿来虚构的。比如，关公温酒斩华雄，史书
上并没有写这件事。又如，关于单刀赴会见鲁肃，史书上写
的是鲁肃单刀赴会见关羽。类似的例子当然是数不胜数。读
过之后，稍做分析，可知这些虚构的情节，大部分是为小说
描述的一个个人物作铺垫的。因为，如果仅仅是象正史中所
说的塑造真实的人物，有些人物就和作者的政治思想观相违
背了。而且，作者在虚构的同时，还注意到了情节的合理性、
连贯性，而不是生硬的去虚构，这也就是为什么读过之后，



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总之，作者在这方面的写作是相当成
功的，而且这些情节也表现了作者的一部分主观愿望。

二、神化与丑化

《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并不完全是真实人物，而是正史经
过加工后的人物，这其中就有被神化的人物和被丑化的人物。

被神化的人物的典型代表就是诸葛亮和关羽了。诸葛亮被神
化的地方是“未卜先知”，关羽被神化的地方则
是“忠”“义”。下面，我想简单比较一下作者为什么着重
的神化这两个人。

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认为三国之中蜀汉是正统。而朱熹
以前的观点，从陈寿开始大部分都是以曹魏为正统。自朱熹
之后，君王、大臣、百姓也开始接受朱熹的观点，原因就是
这种观点是符合儒家思想，并能被统治阶级所接受的。罗贯
中也是同意朱熹的观点的。所以他神化的人物大多是忠
于“汉室”的。这其中，作者又把诸葛亮写成了“智”的化
身，把关羽写成了“忠”“义”的化身。这也就是为什么受
《三国演义》的影响，道光年间的统治者曾给关羽长达三十
余字的谥号了。

至于丑化，基本是对神化而言的。比如周瑜，历史上是英雄
早逝，《三国演义》却把他描述成了一个忌贤妒能的人。丑
化大部分都是为神化作映衬的。

三、人物与线索

《三国演义》的一大成功便是成功地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
人物，比如：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义胆忠肝的关羽、粗中有
细的张飞、忠厚老实的刘备、勇谋兼备的赵云、狡诈多疑的
曹操、忌贤妒能的周瑜、恃才狂傲的祢衡等等。而作者正是
用对细节的刻画，来体现人物鲜明的特点。如，写张飞，第



七十回中，作者对张飞使了一个小心眼智败张郃的战例进行
了细致入微的刻画与描写，与此同时又加入了一段诸葛亮与
刘备的对话，更显出了诸葛亮的智谋高超。

《三国演义》能够把繁多的人物以及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处
理的恰到好处，就是因为作者在用笔上不仅有实写、虚写、
详写、略写、插叙、倒叙，还有作者采用了沿线索来记叙的
文学手法。《三国演义》的主线索就是蜀汉政权的建立以及
灭亡直至三分归晋的过程，其中有穿插有支线索。如，赤壁
之战时期，作者是从刘备、孙权、曹操三条线索来展开叙述
的。而这三条线索有互有联系，不会在一个章节之中只叙述
一条或两条线索，这样交织进行，就会让读者感到很连贯，
而不是只读一条线索的冗长与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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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是一本好书，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人物众多，
故事泛多，场景也很多，还有许多我说也说不出的意思。

先讲人物众多吧!有刘备、关羽、张飞三兄弟。有上知天文下
知地理的诸葛亮、有文物双全的常山赵子龙、有王平、马良
典韦、孙权、孙策等等英雄豪杰。

再来说说故事泛多吧!有桃园三结义、火烧赤壁、西征东吴、
七擒孟获、水淹下邳、马良归降、街亭失守等等。

我喜欢这本书中重情重义的刘备，只要有一技之长，刘备都
对他们委以重任。还记得三顾茅庐吗?去请诸葛亮时，诸葛亮
两次都不在家，可第三次去的时候诸葛亮却在午睡，刘备却
并无愤怒，静静在门口等候，还劝关羽和张飞别大哄大叫，
免得惊醒诸葛亮，打扰别人午睡，诸葛亮起来后，听书童告
诉诸葛亮这几个人在门口等候了几个时辰，而且前几天也来
过两次，并说是要请诸葛亮出山跟他们一起打天下，诸葛亮
听后顿时被打动了，于是答应跟随刘备去闯天下。



在这本书里面，诸葛亮是最令我敬佩的，虽说他没关羽之猛，
赵云之勇，刘备之仁，可他的足智多谋就可以号令天下，我
还记得诸葛亮智退司马懿，诸葛亮在城楼上上演的一番空城
计，真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这里不但体现了诸葛孔明的智
慧，更让人知道“卧龙”不是浪得虚名的。

书中的周瑜虽然和诸葛亮一样聪明过人，足智多谋，但是我
并不喜欢他，因为他心胸狭窄，处处为难诸葛亮，想尽办法
加害于他。竟然让诸葛亮在三天之内造十万枝箭，还要他立
下军令状，完不成任务就按军法处置。而诸葛亮却以国家大
事为重，顾全大局，巧用天时——借东风，在三天内完成了
这项任务，使周瑜始料不及。《三国演义》这本书刻画人物
各个富有特色，具有鲜明的人物个性，如果你也想了解其中
的奥妙，就请你赶快拿起这本书好好地读读看吧!我相信肯定
会让你手不释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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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
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鱼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
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一段波澜壮
阔的历史，一群慷慨豪迈的英雄，一曲铿锵悦耳的赞歌。说
不完的金戈铁马，道不尽的文韬武略，唱不绝的血泪硝烟。
是罗贯中，为我们展示了这幅五彩斑斓的历史画卷。

《三国演义》是经典的章回体小说，故事情节复杂多变，跌
宕起伏。其中不少精彩片段在民间深入人心，广为流传。如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定全书忠义之基调;关云长温酒斩华
雄，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刮骨疗毒，尽显豪杰本色;曹孟
德青梅煮酒论英雄，长江岸横槊赋诗，一派奸雄风范;诸葛亮
舌战群儒，草船借箭，三气周瑜，七擒孟获，空城计吓退司
马懿，智慧谋略出神入化等等，不胜枚举。

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塑造，是《三国演义》最突出的成就。



一般的历史演义，或拘泥于排比史实，或热衷于博采传闻，
大多忽略对人物性格的刻画，艺术性比较差。《三国演义》
则不然，它写了上百个人物，其中主要人物曹操、诸葛亮、
关羽等尤为出色，可以说一直活在世代人民的脑海中。

作为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依附历史史实展开，但通过艺
术家的合理想象与虚构，诸多细微史事都演绎成了脍炙人口
的精彩故事。如第四十一回赵云长坂坡单骑救阿斗便是鲜明
一例。《三国志·赵云传》记载这段史事云：“及先主为曹
公所追于当阳长坂，弃妻子南走，云身抱弱子，即后主也，
保护甘夫人，即后主母也，皆得免难。”四十一个字简单交
待，读者无法得知赵云有何惊人之处。而罗贯中创设了一连
串的情节，虚构渲染，层层铺垫。小说先从刘备被曹军追剿
入笔，交待赵云承担“保护老小”之重任;第二层描绘曹军威
势和玄德兵败人散的惨状：两千人马“止有百余骑”，百姓、
家小及赵云等“皆不知下落”;第三层次，由糜芳传言：“赵
子龙反投曹操去了也”，素有知人之明的刘备根本不信，而
脾气暴躁的张飞却未免轻信，当下便要去找赵云，宣
称：“若撞见时，一枪刺死!”两种对立的看法，使小说文势
一转，让读者把注意力集中到赵云身上。原来，混战中赵
云“寻不见玄德，又失了玄德老小”，左右只有“三四十骑
相随”，但强烈的责任感使他抱定一个念头，“我上天入地，
好歹寻主母与小主人来!”于是，转回战场，一枪刺落淳于导，
救出糜竺、甘夫人，护救二人回到长坂坡。复又杀回敌阵，
一枪刺死为曹操背剑之将夏侯恩，当他在枯井旁寻得刘阿斗
时，已是孤身一人。他突围而出，“砍倒大旗两面，夺槊三
条;前后剑砍，杀死曹营名将五十余员”，威不可当。

史家记载此事仅寥寥数语，在小说中则被敷演成几千字的战
斗描写。写赵云神威不无传奇色彩，却又给人真实的印象。
由此窥一斑而可知全貌，罗贯中正是运用了现实主义同浪漫
主义结合的手法，将真实细节与渲染夸张统一起来，融历史
性与艺术性为一体，而使《三国演义》成为演义小说的顶峰
之作。



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
凭吊空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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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彻底地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
中国进入了一个群雄争霸的时代，《三国演义》艺术地再现
了这一段历史画卷。作家罗贯中用他那如橼的大笔，描绘了
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战争，塑造了众多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足智多谋的诸葛亮，骁勇善战的关羽、张飞，一身是胆的赵
子龙，还有曹操、周瑜、刘备等人。

其中，数种人物的虚怀纳谏，集思广益，令我印象最为深刻。

是啊，纵观历史，“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
诸侯尽西来……”遥想秦国当年，不过西南偏远小国，只因
秦王欣然接受商鞅变法的建议，改革旧制，整顿军队，最终
逐鹿中原，一统天下。

历史的长河悠悠流过大唐盛世，雄浑的大唐，是世界瞩目的
焦点，从唐高祖到唐太宗，从武则天到唐玄宗，房玄龄、魏
征、骆宾王……朝朝名主，代代贤臣，虚怀纳谏，集思广益，
果真是“以人为谏，可以知得失”啊!

由此可见，“虚怀纳谏”对于一个国家的统治是多么重要，
对于一个国家的兴盛又是关键。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而

那显赫一时的西楚霸王不恰恰是历史的牺牲品吗?鸿门宴上不听
“亚夫”劝说，刚愎自用，夜郎自大，最后落得一败涂地，
血溅乌江岸。由此可见，“虚怀纳谏”的重要性。不是吗?历
史上，项羽不听范增的建议在鸿门宴上放走刘邦，坐失了大
好江山;刘备置诸葛亮的两册不顾，一心伐关却落了病死异乡



白帝托孤的下场。先人的警戒历历在目，“虚怀纳谏”对于
人的一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读了《三国演义》，我想：我们自己做事的时候也要听取别
人的正确建议，有了他人的孜孜教导、循循善诱，我们的个
性便能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听着父母的教导，老师的良言，
脚下的道路便会更加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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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我一直认为曹操是个坏蛋，因为许多影视作品都把他
刻画成臣。爸爸告诉我，按照正统思想，汉朝的皇帝姓刘，
而曹操占领北方大片地域，挟天子以令诸侯，相当于篡位夺
权。他有悖于正统，所以在书中作者要贬低他，而抬高同样
姓刘的汉室宗亲刘备。

其实曹操是个了不起的人。在兵荒马乱的岁月，他率领军队，
征战杀伐。在官渡，曹操以少抵多，以弱胜强，一举击败了
强敌袁绍，奠定了功业。连年战争，他终于统一了北方。历
史就是这样，谁造成了统一，谁就推动了历史进程，谁就是
英雄;谁就倒退了历史车轮，谁就是千古罪人。

《三国演义》里曹操的表现就没那么高大了，多疑是他性格
的主要特征。他因为怀疑华佗想要谋杀他，一气之下，将华
佗下狱处死。一代名医就此身死，如果不死，不知道他又能
救活多少苍生百姓，他的医术也能给后人，造福后代。他因
为多疑残杀了吕伯奢一家，逃亡路上将错就错，连吕伯奢也
一起除掉，留下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
句子。

其实，这种乱世，对一个大人物来讲，多长几个心眼也没有
错。不然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人家干掉了。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曹操，一个功绩远远盖过缺点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