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史记高祖本纪阅读理解 史记卷周本
纪读后感(实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史记高祖本纪阅读理解篇一

读史记能够振奋我们的精神，让我们学到很多东西，启发我
们的人生。经过短暂的读书活动，不妨来写一篇史记读后感
记录下自己的感悟。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史记卷5周本纪
读后感”，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我最爱的就是《史记》。静静地，如同静静的流淌的河，流
过我的心底。

也许是因为历史书本的空缺，也许是遗落了太多太多，许久
许久的共鸣，我便爱上了《史记》。

没有太多的伏笔，没有太多的伤愁。它留给我的，只是书上
没有写的，然是在读后，一种百感交集的情绪充斥着身心，
一种莫名的回首，忘却自我。在你读它时，它便慢慢在浸渍
着你，控制着你的思想，直到心底，它便深深地留下了烙印，
怎样也挥之不去。

我喜欢吕后的狠毒，喜欢她对戚夫人的所做。那才是真正的
的女人。正如《史记》所说，“那总比虚伪的为丈夫找小老
婆，却又背后耍心计得要来的强。”我喜欢楚霸王在生命的
最终，用尽自我的最终一点余力来拼搏。然后在乌江，回忆，
惜别。“力拔山兮，气盖兮……虞兮虞兮奈何兮。”楚歌的



凄凉回荡。我喜欢亡国之帝——溥仪，在皇太后颤抖的将玉
玺交出时，他正在爬树、嬉笑。然后尽自我所能，普天下众
生。直到他没有了故宫一角，颠沛流离。

或许我曾梦见历史，却没有亲生经历。可是我明白自我喜欢
什么人物，因为《史记》。以前我总是在历史的小黑屋，没
有阳光，没有雨露，可此刻，我懂了。

司马迁的《史记》，贯通祖国三千余年的辉煌历史，是中国
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是一部经
典之作。

该书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记载了上自上古传
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三千年璀璨的礼
貌，生动的描述了三千年大大小小的一些史事。读过这本书，
让我深深得感受到了祖国文化的伟大，令我心存敬意。史记
的生动描述一向鼓励我们的写作，以及我们祖国的发展，史
记一出来，可谓是洛阳纸贵啊。

一部伟大的作品，总会有辉煌的成就。《史记》这一部伟大
的作品，是祖国文化史上的一颗明珠。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个
个栩栩如生，有着鲜明的个性。生动的语言，优美的文字让
读者读起来仿佛置身于一个个优美的意境中。随着情节的起
伏，我的心境也在为之而改变。喜着主人公的喜，忧着主人
公的忧，感受着主人公的感受。简便幽默的语言，紧张刺激
的情节，仿佛把我带到了那个遥远的时代。各个时代的背景
特色；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史
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绘声绘色。

《史记》，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是一本令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当细细阅读的经典！是一本既
生动趣味又能增长知识的值得一看的好书！

《史记》是爸爸送给我的生日礼物，爸爸送我的版本是白话



文版。我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读完了这本书。

“尊师重道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是我阅读《史记》
这本书的收获。

在《史记》里，我读到了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尊师重道的事迹。

公元前521年，孔子的学生宫敬叔要去周朝京都洛阳朝拜天子，
孔子明白老子在洛阳居住，为了能向老子请教古代的“礼
制”，便和宫敬叔一同前往洛阳。来到洛阳的第二天，孔子
便迫不及待地徒步前往守藏史府去拜望老子。老子当时正在
著书立说，听闻誉满天下的孔子前来拜访，立即放下手中的
刀笔，迎接孔子。孔子进入大厅，恭恭敬敬地向老子行了弟
子礼后，才向老子请教古代的“礼制”。因为孔子态度很诚
恳，老子就很详细地跟他讲解古代的“礼制”。孔子学到了
很多关于古代“礼制”的知识。

闭卷沉思，我想到了我的教师。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因为刚上小学，没有定性，上课忍不住
玩小玩意儿，被教师发现了。教师第一次提醒了我，我就停
了下来，可是过了一会儿，我忍不住了，又把小玩意拿出来
玩，教师那双火眼金睛又发现了，就叫我站起来。本以为这
样我就能够好好听课，谁明白，我再次玩起了小玩意。于是
教师板着脸说：“站起来也能玩，要好好听课才是。把手上
的东西拿上来，没收！”我看着教师严厉的脸，便明白我在
课堂上玩小玩意是不尊重教师，不尊重同学，不尊重知识，
我羞愧地红着脸低着头，乖乖地把手上的小玩意交到讲台前。
当我转过背，发现全班同学都在看着我，当时我恨不得找一
个地缝钻进去，并暗暗发誓以后再也不要这样了。课后，教
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教师批评你，让
你在课堂上站起来，是因为你影响到了课堂秩序，教师期望
你好好学习，将来以优异的成绩来回报社会。要记住：尊重
别人是在庄严自我！”



孔子是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
为了学到更多的知识，把自我当成学生，千里迢迢地去向老
子求学。给我们树立了尊师重道的榜样。

相较于孔子，我在学识上是一张白纸，思想、道德、文化修
养各方面都要不断地加强学习，而尊师重道是我人生中永不
停止的课程。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创始之作。全书共有五十余万
字，作者是西汉的司马迁。他用简洁生动的语言刻画了一个
个栩栩如生的人物，揭示了历史变化的规律。

在本书中。我有一个最喜欢的人物，那就是蔺相如。他的机
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深明大义令我折服。

战国时期，和氏璧流落赵国，并归赵王所有。不久，秦王在
给赵王的信中表示，愿用十五座城池换取和氏璧。这下，赵
王可犯了难：换吧，怕这秦国耍赖不给城池；要是不换吧，
怕也不成。如果秦国以此事作为把柄与赵国交手，那后者定
不是强秦的对手。于是，赵王就召集文武百官商议此事。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缪贤推荐了他的门客蔺相如。蔺
相如到达秦国后，秦王在章台接见了他，可秦王一得到和氏
璧嘴就咧到了耳根，却一点都不记得他的许诺。蔺相如看到
此情此景，计上心来。他谎称玉有瑕疵，于是就拿回了和氏
璧假装要指给秦王看。

谁知，蔺相如一拿回和氏璧就说：“大王根本没有交换的诚
意，所以我要收回这块玉，如过您要硬抢，那我的头和玉就
先撞碎在柱子上！”

秦王担心玉，便把地图上的十五座城池指给蔺相如看。蔺相
如又道：“我们赵王为了表示对玉的诚意，特意斋戒了五日，
那么您也该表示诚意斋戒五日。”秦王答应后，蔺相如就命



人秘密地把玉送走了。

五天后，蔺相如说明玉已回赵国，并对秦王说：“请您派人
向赵王要回和氏璧，赵王定是依您。那您先将城池交出来
吧！”秦国当然不依，只好就罢。

为了表彰蔺相如不辱使命，完璧归赵，赵王封他为上大夫。
为此，大将军廉颇很不服气，他想：“老夫在战场上出生入
死，才博得此名号。他蔺相如就是个鼠辈，仅凭他那三寸不
烂之舌，能赢得了我吗”这件事传进了蔺相如耳里，不知为
何，他听后总是避着廉颇。廉颇得意极了。可之后，他又得
知蔺相如不是怕他，而是因为他们不能互相矛盾。秦国对赵
国之所以有所顾忌，是因为有他们两个在。他们两个要是互
相矛盾，那么秦国就能趁虚而入，赵国也就不保了。廉颇为
了向蔺相如请罪，于是就赤着上身，绑着荆条向蔺相如请罪。
谁知，蔺相如不但没有怪罪他，反而和他成为了知心朋友。

“完璧归赵”、“负荆请罪”都是关于蔺相的故事，在《史
记》中还有很多与他一样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和故事。古人
云：“以人为鉴，能够明得失；以古为鉴，能够知兴替。”
我喜欢这本《史记》，更喜欢学习书里面的故事。

《史记》是中国史学上第一本记传体通史，并且是司马迁走
遍大江南北，经受了各种打击，呕心沥血在公元前91年完成
的旷世巨作。这本书中，最吸引我的是撰些时代中各领域英
雄豪杰和记载国内外少数民族的“列传”，是它让我感受到
了历代英雄人物的气概与豪迈。

比如说列传中的“刺客列传”里的聂政、荆轲等人。以前，
我认为刺客可是就是那些品行不正，只明白搞偷袭的人，但
史记上的叙述，让我明白，有些刺客是不仅仅仗义疏财、劫
富济贫，并且对君子赤胆忠心，像有些为了自我的国家去行
刺君王，是冒着生命危险的，随时都有可能被处死，真可谓
是有去无归。虽然如此，但他们依然一心为君，就像荆轲临



走时在易水河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的悲壮，更有那之后身中八剑却仍一心想着太子丹，这就是
他们的赤胆忠心的最好表现。

在《史记》里，我认识智勇双全的蔺相如，立木取信的商鞅，
巧言退兵的陈轸，少年有为的孟尝君，错失良才的魏惠王，
贪利失地的楚怀王……其中最吸引我的是不从浊流的屈原。

屈原是楚国著名的大诗人，他知识十分渊博，口才也很好，
无论是对外交际，还是管理内政，他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
楚怀王很赏识他。可是，屈原的才华受到了上官大夫的嫉妒，
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在楚怀王面前造谣生事，楚怀王听得多了，
也就信以为真，渐渐地疏远了屈原。德才兼备又清高孤傲的
屈原，怀着悲愤的心境，写下了长诗《离骚》，多年来屈原
报国的愿望未能实现，最终跳进汨罗江自尽了。

史记高祖本纪阅读理解篇二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叙述了中国古代三千年左右的
历史。读书活动很容易让人产生诸多感想，你知道如何写一
篇史记读后感？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史记的项羽本纪读
后感”，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看完《史记》就仿佛看了一步宏伟的历史巨片，深深的被其
中的人物所吸引了，也在不知不觉中也增长了必要的历史知
识，丰富了头脑，不愧是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
韵之离骚”。

《史记》是爸爸送给我的生日礼物，爸爸送我的版本是白话
文版。我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读完了这本书。

“尊师重道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是我阅读《史记》
这本书的收获。



在《史记》里，我读到了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尊师重道的事迹。

公元前521年，孔子的学生宫敬叔要去周朝京都洛阳朝拜天子，
孔子明白老子在洛阳居住，为了能向老子请教古代的“礼
制”，便和宫敬叔一同前往洛阳。来到洛阳的第二天，孔子
便迫不及待地徒步前往守藏史府去拜望老子。老子当时正在
著书立说，听闻誉满天下的孔子前来拜访，立即放下手中的
刀笔，迎接孔子。孔子进入大厅，恭恭敬敬地向老子行了弟
子礼后，才向老子请教古代的“礼制”。因为孔子态度很诚
恳，老子就很详细地跟他讲解古代的“礼制”。孔子学到了
很多关于古代“礼制”的知识。

闭卷沉思，我想到了我的教师。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因为刚上小学，没有定性，上课忍不住
玩小玩意儿，被教师发现了。教师第一次提醒了我，我就停
了下来，可是过了一会儿，我忍不住了，又把小玩意拿出来
玩，教师那双火眼金睛又发现了，就叫我站起来。本以为这
样我就能够好好听课，谁明白，我再次玩起了小玩意。于是
教师板着脸说：“站起来也能玩，要好好听课才是。把手上
的东西拿上来，没收！”我看着教师严厉的脸，便明白我在
课堂上玩小玩意是不尊重教师，不尊重同学，不尊重知识，
我羞愧地红着脸低着头，乖乖地把手上的小玩意交到讲台前。
当我转过背，发现全班同学都在看着我，当时我恨不得找一
个地缝钻进去，并暗暗发誓以后再也不要这样了。课后，教
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教师批评你，让
你在课堂上站起来，是因为你影响到了课堂秩序，教师期望
你好好学习，将来以优异的成绩来回报社会。要记住：尊重
别人是在庄严自我！”

孔子是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
为了学到更多的知识，把自我当成学生，千里迢迢地去向老
子求学。给我们树立了尊师重道的榜样。



相较于孔子，我在学识上是一张白纸，思想、道德、文化修
养各方面都要不断地加强学习，而尊师重道是我人生中永不
停止的课程。

读者，其用心专也，韵者，其美极而触魂也！——题记“究
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翻阅沉甸甸的历史，
蓦然看见，那一抹鲜艳，带着成熟稳重，披荆斩棘，正向我
走来。那是历经磨难才重生的凤凰；那是千锤百炼的坚强；
那是灵魂冲击才有的不朽篇章；那是鲁迅称为“史家之绝
唱”的史书，一部永垂不朽的史记。初读《史记》，读出一
个顶天立地坚强的男子汉，或许一开始他就不该站出来，顶
撞君王，是大罪。他是被深深地激怒了，但他没有停止在愤
怒上，而是还在此基础上对他所要加以叙述和研究的到他所
生活的那个时代为止的一部中国通史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和思
考，并得出了自我的一些结论，这是司马迁之所以不仅仅成
功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并且成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家的原因
所在。鲁迅有一句名言：“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
的。”

司马迁不正是在“痛定之后”，以史记这部大作长歌当哭吗？
很难想像，如果司马迁在巨大的悲痛之后不继之以理智的思
考，而会成文学家兼历史家。晚清的刘鄂在《老残游记。自
叙》中指出：“《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
之哭泣，《史记》为史公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
泣，李后主以词哭泣，八大山人以画哭泣，王实甫寄哭泣于
《西厢》，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于是，在报任安书
中，我看到一个无奈而又理智的司马迁，一个身心俱残而又
顶天立地的司马迁。司马迁一腔抑郁，发之《史记》，将悲
痛而屈辱的灵魂投入到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

于是，绝代文章横空而出。我似乎看到了太史令坚强的身躯，
化作天边耀眼的彩虹，霎得，红遍了整个天空。再次捧起那
泛黄的《史记》，读出一个报国无门贤能者的忧伤。司马迁
是忧伤的，他的心痛汉武帝不听谏的小肚鸡肠，所以，他是



懂得屈原的，要不然，他不会将屈子愁闷的心境写得如此淋
漓尽致，他又怎样会有抒一肚子的愤懑牢骚之气，满纸俱是
怨辞。当屈原“举世浑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时候，
我仿佛看到一个忧伤的灵魂与另一个无助的灵魂悄无声息的
碰撞，不禁发问，那仅仅是一部述史的史书吗？无法控制不
安的思绪，带着灵魂的触动与颤抖，再次品味他的《史记》，
这一次，我读出了一个中华民族的魂魄，千百年来不变的精
神。无论是太史令，还是屈平，还是项王与信陵，我都看到
他们人性的善良，一诺千金的男儿形象。

是司马迁完美的追求，还是他本来已经完美的文字，千年的
民族之魂，在他笔下，闪闪发亮，是《史记》，让我看到一
种人性的韵味，人性的光辉，那么完美，那么灿烂！我不禁
怦然震动《史记》之韵味，非桂花树凋零的悲哀，也非纳兰
性词的凄凉，它的韵味，是甜香赛芝兰之悠长，踏雪寻梅的
不变的情怀。读《史记》之韵，读出司马迁的韵味，那是任
何一个时代都光芒绽放的灵魂，带着一丝不羁，带着万般男
儿忍辱负重的尊严，书写了一个属于他自我的春秋，反复咀
嚼，齿留余香。

对《史记》的感动，不仅仅在于它灵动的文字与丰富的情节
故事，更重要的是他所蕴含的人格魅力与精神的升华。正是
因为这种力量对《史记》的认识，也进入了一个精神的境界。
司马迁作《史记》，是用灵魂与命运作斗争，用自我的精神
作出一部千古流传的史记。读《史记》之韵，是上古文化与
艺术的完美结合！读《史记》之韵，是人格与灵魂的震动！读
《史记》之韵，是美丽与感动的撞击。品读史记，其韵无穷
细细聆听《史记》叮咚的琴韵，内心却经历了跌宕起伏的感
动。

史记高祖本纪阅读理解篇三

在酷热的暑假里，我读了老师推荐的书目，其中，令我记忆
最深刻的是《少年读史记》这套书。



《少年读史记》是以司马迁的《史记》加以改编，以人物为
中心，介绍了三皇五帝到汉武帝时期2000多年的历史过程。

我被书中精彩的故事，鲜活的人物而深深吸引，爱不释手。
品读于书间，仿佛穿越时空。我看到战国时期，平民田单出
奇制胜，助齐愍王复国;英勇睿智的蔺相如巧夺和氏璧;张良
隐忍得到天下奇书，他足智多谋辅佐刘邦决胜千里;魏公子信
陵君有情有义盗兵符帮助赵国，大文豪司马相如在写《子虚
赋》、《上林赋》……“有心人，天不负，卧薪藏胆，三千
越甲终吞吴”;韩信忍受胯下之辱……从书中我读到了古人的
才华与智慧;看到了古人的隐忍与坚持,他们激励着一代代后
人为理想而奋斗。

大禹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
不复还”侠肝义胆的荆轲刺秦;卫青霍去病与匈奴决战，扬大
汉雄风……他们谱写了一幕幕波澜壮观的爱国史诗，那精神
的钟鸣绵延至今，在历史长河中回荡，声声震撼。岳飞、文
天祥、林则徐、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一代代的中华
儿女继续谱写着爱国之歌。 以前我认为汉武帝是一位文韬武
略、欣赏人才的圣贤之君，读了《少年读史记》才明白，汉
武帝并非完美之人。汉武帝好大喜功，贪图奢华。求壮观，
像秦始皇看齐，修茂林，建林苑，几十万人被迫背井离乡开
垦荒地，他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求文治，盐、
铁、酒全成政府收入，对商人高额抽税;求武功，不惜一切代
价大打匈奴，劳民伤财;汉武帝求美色、求宝马、求长生……
到了晚年，汉武帝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颁布了“罪己
诏”。 这本书让我更加全面、完整地认识了一代天子汉武帝，
知道汉武帝有功也有过错。汉武帝在晚年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并敢于认错，这点值得肯定，但亡羊补牢为时已晚，他对百
姓、对亲人造成的伤害是无法挽回的。这本书使我懂得对人、
对事应多角度的观察了解，这样才能做出全面、客观的评价。
历史是国家和民族珍贵的财富，《少年读史记》给予我许多
新知识，我经常翻开看一看细细地回味历史的精华，慢慢地
品读古人的人生智慧，让历史的光辉照耀我的未来之路。



史记高祖本纪阅读理解篇四

翻阅《史记》，满满的都是对司马迁的敬佩。他用真实的历
史材料很成功的塑造出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他写活了他笔
下的每一个人物，也让我们清楚地了解了历史，认识了每一
个时代中的英雄，看到英雄背后的故事。是我印象最为深刻
的是项羽。

司马迁为项羽写了《项羽本纪》，而《项羽本纪》让我在恍
仿若穿越时空界限，隐隐约约看到了那个在乱世中血染战衣
却依然挥戈兵器于千军万马中的我眼中的英雄，那个本该成
为英雄却无法成为真正英雄的项羽。项羽一位推翻秦王朝的
关键人物，同时也是楚、汉战争中最主要的人物之一。在他
短暂的一生中：前期，他顺应历史潮流，以无与伦比的勇气
和过人的才气，一步步走向事业巅峰，灭秦称霸；后期，则
恃一己之勇，企图以武力征服天下，最后走向灭亡。

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选取项羽的一些重大事件，如：巨
鹿之战、鸿门宴等，运用多种艺术表现手法，生动的展现了
项羽的悲壮人生和复杂性格。司马迁将项羽列入本纪，肯定
了他的灭秦之功，确认了他在秦、楚之际的实际统治地位。

在巨鹿，面对秦军他率领江东子弟以少胜多，震慑诸侯，不
知是司马迁传神的文字功底亦或是那场面之震慑，让我在看
书时有前所未有的真实感。巨鹿，是项羽的一个起点，自那
时开始，他注定是楚人的骄傲，"楚虽三户，灭秦必楚。"的
誓言在项羽的振臂见得到应验。

在《项羽本纪》中我最喜欢的一幕是"鸿门宴".说的是刘邦和
张良到鸿门拜见项羽，项羽在这儿款待了他们。范增几次向
项羽使眼色，可项羽并没有理睬。没办法，范增只好让项庄
进去舞剑，乘机吧刘邦给杀了。张良看后，知道情况有变，
马上叫驭手告诉项羽，( )刘邦假装上厕所趁机逃走。正是这
一次的放行，项羽注定与这江山失之交臂。项羽的桀骜不驯



让其孤注一掷，让其呈匹夫之勇，让其兵败垓下。我不知道
那些因其在鸿门宴中释放了刘邦而唾你为妇人之仁的人们，
可是知道在狼烟四起的秦王朝中，他一声巨吼扛起了天下苍
生凄楚目光的胆量。在这长城内外，他挥臂奋杀，在刀光剑
影中划出一道血色风光。在我眼中他就是英雄，坦坦荡荡，
败为贼寇胜为王。

四年的楚汉相争在垓下之围预言着传奇的陨灭，但项羽却在
这终点又舞出了别样的光华，只是这终点注定成为楚人的遗
憾。乌江自刎，项羽抛开属于他的一切——天下、美人、骏
马，战神一般的人便永远的躺在乌江岸边，他的血流入乌江，
流入这家乡的水中，这水的一旁便是他曾经守护的地方，是
他宏图开始的地方。他的鲜血让着江水拥有了灵魂，江水的
咆哮，掀起的白涛，冲去了夕阳下的最后的残戈，而他也将
在这萦绕千年……而这也使后世的我们就如李清照所说："至
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看了《项羽本纪》不禁为他叹息，不禁责问历史为何选择了
刘邦，但我只是站在历史的边缘，无论历史曾是有多么汹涌、
多么灿烂，我都只是这茫茫千年历史旁的看客，无法涉足去
改变命运的轨迹。这乱世的光华似乎就在瞬间消逝，而乌江
的流水也滔滔而涌去，舍生取义是他离开那乱世的方法。自
负毁了一切，这也是项羽给大家留下的警示。他的死是历史
的遗憾，他没有完美的结局，而这毕竟不是故事，无法有美
好的结局让人如愿。一切已过，历史不将会再现。项羽也有
这乌江水归处，也许这也是一种属于他的荣耀吧！

史记高祖本纪阅读理解篇五

在《史记》五十多万字的长河中，令我记忆最深的便是司马
迁那令人悲愤而又令人同情的故事。司马迁是朝廷的史官，
他写《史记》秉笔直书，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
不隐瞒坏事。他敢于批评朝廷，把汉武帝的荒谬行为一一写
在史记中，从而惹恼了汉武帝。当时，李陵攻打匈奴，因寡



不敌众，不得不败下阵来，当了战俘。汉武帝为此大发雷霆，
众大臣一个都不敢上前为李陵辩解。唯有司马迁上前为李陵
讲话，他例出了几个方面：第一，李陵攻打匈奴，援军迟迟
不到，才导致战败;第二，李陵投降匈奴，是为了储存实力，
将来更好地报效祖国。可汉武帝怎么听得进去，一气之下，
想讲司马迁处以死刑。众大臣纷纷向汉武帝为司马迁求情，
汉武帝才免了司马迁的死刑，但还是将司马迁改判为宫刑。

我看了《史记》后，对司马迁的遭遇深感同情。他虽然受到
了如此大的侮辱，但坚持把《史记》写完。我会学习司马迁
那种坚持不懈的精神，做好每一件事情。

《史记》是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呕心沥血、
倾一生心血创作的我国古代第一部通史。它记载了上起三皇
五帝，下至汉武帝时期中国三千年的历史，包括政治、军事、
文化等多方面。

司马迁遭受了如此奇耻大辱，真想一死了之。但他马上清醒
过来：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就这样死了，不
是轻于鸿毛吗?于是，他发奋图强，忍受着精神和躯体上所承
受的痛苦，日夜不停地着作着《史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