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朝那些事儿第三部读后感 明朝那些事
儿读后感(优秀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
义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
可以喜欢。

明朝那些事儿第三部读后感篇一

我喜欢历史，这次我读的是《明朝那些事儿》第一部，讲的
是朱元璋的一生。

朱元璋的一生很伟大，他从一个穷苦的放牛娃造反至一个皇
帝的故事，让我简单介绍一下朱元璋：别名朱重八，家庭出
生为贫农，出生为公元1328年，逝于公元1398年，他的出生
历程：

公元1328年，朱元璋出生于贫民家庭，主要工作就是为刘德
这个大地主放牛。自此他就为刘德放了12年的牛，后来天下
大饥荒，朱元璋的亲人几乎全部饿死了，他只能去寺里当和
尚。

公元1344年，17岁的朱元璋去了寺里干杂活，不到50多天，
寺里也渐渐缺了粮食，所以只好去化缘，说的好听叫化缘，
其实就是讨饭。在讨饭的途中，他受尽了侮辱和白眼。

公元1347年，在外漂泊，讨饭了三年的朱元璋，回到了故乡
的皇觉寺里，继续开始了他的和尚生涯。在寺中打水、做饭，
擦佛祖的金身，而且还要伺候以前的老和尚。当时的和尚能
喝酒吃肉，而且还能娶老婆，整天佛不拜，游手好闲。这些
脏活累活当然由新来的朱元璋干。



公元1352年，从这一年开始，朱元璋就进入这一生中最光耀
的时刻，也就是造反。朱元璋先投奔了驻守在濠州，但是他
觉得在郭子兴这种肚量小的人混下去，肯定不能征服天下。
于是自己带了24个人出去打天下，后来他的势力越来越强，
打败了他争取皇位的最强敌人——陈友谅。

公元1368年，朱元璋当上了皇帝，帝号为洪武大帝，但是朱
元璋却开始杀戮功臣。原因是因为怕他们造反，只留下了几
个只会守，但不会进攻的武将。公元1398年，70岁的朱元璋
逝世。

明朝那些事儿第三部读后感篇二

有人说中国古代的历史是乏味与无聊的，仅是朝代的兴盛到
衰败，再到被其他朝代所取代。我原先也抱有同感。

可是，当一本叫做《明朝那些事儿》的书出现在我的书架上
后，我对这些看法改变了。

的确，这本书很生动，很幽默。但这并不是重点。这本书告
诉我，历史是有情感的，时间是公正的。书中每一个人物都
有他自己的情感，比如写朱元璋：当史料中告诉我们，每个
开国皇帝是多么英明伟大时，《明朝那些事儿》告诉我：其
实他们很普通。

朱元璋，仅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出生时其实啥事都没有，
童年也很苦，按作者的说法，叫“在一间冬凉夏暖，四面通
风，采光良好的破茅草屋里度过”的，那么，这样一个人怎
么就当了大明帝国的开国皇帝?就是凭借着信念。这就是历史，
有趣的，但又严肃的历史。如果有人只把《明朝那些事儿》
当成小说看，那可能就错了，因为我们应去看历史的本质。

元末的统治是极其腐败的，元朝的统治阶级，任何时候都可
以找理由向人民要钱----尽管人民也没钱。元末了，黄河泛



滥，淮河旱灾，元朝腐败的f眼中的人民百姓，像牲口一样，
被使来唤去，无数人的父亲、母亲、哥哥、姐姐被饿死、累
死，朱元璋就是这样一个可怜的人，一无所有，连做和尚都
被欺负，但他活下来了，而且名垂千古----他有信念。

他亲眼见到了亲人被饿死，灾害的发生，他一无所有，只剩
信念。他不再是牲口一样的人民，他是能面对一切困难的勇
敢者，一个坚持不懈的斗士。长期困难、痛苦的生活可以改
变一个人，朱元璋就被改变了，成功地被改变了，他经历过
无数常人无法想象的磨难，灾难给予其信念。用三个词来形
容一无所有的朱元璋：可怜、可悲、可叹。

这样一个可怜的人，用他充满悲哀的前半生，换来了无数的
赞叹----他已经把那颗脆弱的心，变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力
量的来源。书中有一名话也可形容那时的朱元璋：不要以为
弱小的人，就没有力量，不要以为卑微的人，就没有尊严，
弱者与强者的唯一区别，就是信念的坚定与否。我想，这就
是历史想让我们学到的吧。于是，明朝出现了，让一个雄心
壮志的农家孩子一手支起。

书中只写了这个吗?只告诉我们朱元璋的伟大经历吗?不，还
有许多，明朝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无数伟大在这里诞生、
在这里展现信念。世界上首个巨型远洋船队，郑和的船队名
扬世界，展现了强盛的东方帝国那无法掩盖的光辉，一艘艘
般的宝船，“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的无敌舰队，七下
西洋，没有战争、流血、掠夺，而是四个字：以德服人。

是的，中华民族那闪烁着光芒的品格就照向了西洋，书中说，
为和平的使命，我说，为和平的信念，为了没有欺压，没有
痛苦。大家都是兄弟，朋友，彼此互相尊重。我们不宣扬自
己是多么高尚伟大的民族，不乱教说自己为和平而来，明朝
人实在，直接带给弱国小国丰富的商品，援助品，尽着大国
的风范，大国强盛再去帮助弱小，用和平架起桥梁。



这样才会有美好的世界与未来。我想，这就应是全世界、全
人类的伟大信念。这样伟大的精神，再与那些后来的帝国主
义国家相比，先进了多少?几百年吗?几千年吗?我看连现在的
某些国家，可能都无法拥有这些精神。一句话说的好，暴力
不解决问题。这就是历史，伟大的历史，让你去看，去想，
去赞叹，也去对比。

读《明朝那些事儿》，让我看到了世界的残酷，人性的贪婪，
但还让我看到了信念，忠诚，仁德，坚持。书的最后，有写
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大明孤
臣黄道周”的黄圣人，也有为了兑现承诺“故虽死，无
憾！”的徐霞客，这些都是历史，也只表达同一个历史的主
题：信念决定成功，信念成就未来。就让我们以历史为鉴，
让信念带领我们去爱，去感动，去创造奇迹！

明朝那些事儿第三部读后感篇三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一本好书，是能让人受益终生
的，特别是一本好的历史小说，更为难得，正如培根所说，
读史使人明智。多年前读《明朝那些事儿》时就甚是喜欢，
而今重新翻开依然是爱不释手。这不仅仅是因为作者独特的
写史风格引人入胜，更打动我的还是他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
品评，也许这些品评未必都是“正确的”和“客观的”，但
是透过这些观点，你可以体会到作者对人性的深刻剖析和感
悟，并由此窥见并体悟到生命的普世价值与永恒意义。在作
者入木三分的描写下，我看到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他们
像话剧演员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以点带面地连缀起大明王
朝历史长廊里承前启后的历史事件。对于他们，作者有褒扬、
有贬斥，不过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理解。

无论何时读这套书，心里总有一种独特的直观乐趣，在作者
的笔下，历史不再是一篇篇支离破碎、晦涩难懂的文言文，
它也开始变得通俗化，走出了高高在上的学者书橱，变身成
为了普罗大众的精神食粮，也许正如前人所云，历史本不在



帝王将相的家谱中，而在坊间巷里乃至荒冢野地。每每读起，
颇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之感，个中人物
仿佛呼之欲出，自己与他们的距离感也渐渐消弭。有时仿佛
会觉得自己是长着第三只眼睛的二郎神，用第三只眼去窥视
着里面这些人物的命运沉浮，让自己的喜怒哀乐伴随着他们
的命运而波动，于是一时笑，一时流泪，一时激动地像个愤
青，一时你又沉静下来思考。

然而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情节，都是关于勇气、气节、理
想和信念以及人的真情实感，因为它们都充满了人性的光辉！
在不同的人身上，理想和信念有不同的演绎方式。“此心光
明，亦复何言”，这是王守仁知行合一的信念；“拔剑舞中
庭，浩歌振林峦。丈夫意如此，不学腐儒酸。”，这是于谦
挺身而出的信念；“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
留作忠魂补。”，这是杨继盛视死如归的信念；“涟即身无
完骨，尸供蛆蚁，原所甘心。但愿国家强固，圣德刚明，海
内长享太平之福。此痴愚念头，至死不改。”，这是杨涟舍
生取义的信念。

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明
代两位姓杨的人物对理想与信念的坚守最让我震撼！杨涟终
生致力于争“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案以正
宫闱，凭着自己对正义的坚守，勇敢地和阉党魏忠贤作斗争，
杨继盛位低官卑，却勇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上书弹劾奸
臣严嵩，两人都在狱中受到了严刑摧残，最终杨涟用他的死
向全天下揭露了魏忠贤的真面目，而杨继盛则用他的死向全
天下揭示了严嵩的真面目。拷打、折磨、毫无人性的酷刑，
制服了他们的身体，却没有制服他们的意志和理想，他们从
未放弃过对光明的追求，在惨无人道的时代里义无反顾地维
护着正义！他们用生命诠释了信念，他们到死依然在坚持，
一个到死都不放弃的人，该是用怎么样的信念支撑着！也只
有这样的信念，才能在历史的洪流里闪闪发光。

拨乱反正的一代名臣徐阶也是我敬仰万分的人物。他身居高



位却善于隐忍如司马懿，目标实现却又懂得功成身退如张良，
为官则鞠躬尽瘁，兢兢业业，为师则海纳百川，独具慧眼。
当年，在严嵩父子的奸计之下，夏言倒下了，沈炼、杨继盛
也都相继倒下了，然而徐阶挺住了，卧薪尝胆，忍辱负重，
只为了一个目的：铲除奸臣严嵩！在严嵩父子不断的挤压中，
徐阶终于找到了严世藩的致命弱点并给于致命一击，使得明
朝最大的奸臣严嵩父子踏上黄泉路。而徐阶的爱才之心同样
也是值得我们尊敬，正是他如欧阳修的慧眼识英才，才有了
张居正的成长，才使得大明王朝的最后辉煌——万历新政的
出现！纵观徐阶一生，年轻时的他正直张扬、一腔热血，随
着阅历的加深，他变得老练深沉，但是唯一没有变过的
是——他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是的，变的只是处事方式，不
变的是他为国为民的理想和抱负。这也是支持他一生的信念！
徐阶，我心中的英雄。

世间已无张居正。数百年来，每每忆起张居正，后人总为他
的离世带给大明王朝的遗憾而唏嘘不已。在我眼里，他更是
一个将自己为国为民的理想和信念诠释到极致的人物。他从
一介布衣奋斗至首辅帝师，卓然是个奇迹，然而当他登上权
力顶峰后并没有志得意满，而是为了那个虚无缥缈的“国
家”这个概念和与其并无很大关系的百姓而向整个官僚体系
发起挑战，改革弊制，严惩腐败。为了改革，为了挽救岌岌
可危的国家，他呕心沥血做了很多事，得罪了很多人，也不
被很多人理解，以至于一旦他略有不慎，就可能被人打倒在
地，永不翻身，而那时他的下场将比之前的所有人更悲惨。
可是在历经无数腥风血雨、宦海沉浮之后，他依然保存着他
的理想。因为他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无论贵贱，
都有生存的权利。这就是他的理想，几十年来，这个信念支
持着他一天也不曾放弃！就这样，他几乎以一人之力使得已
经病入膏肓的帝国再次焕发了青春，朱明王朝才能再延续70
年。可是他尸骨未寒，他的子孙后代就惨遭抄家之祸，他自
己也差点被鞭尸，每每念及此，都不得不为万历皇帝的翻脸
而心寒，同时更为张居正的善于谋国、拙于谋身而感动不已！
张居正用他的人生告诉我们，良知和理想是不会消失的，不



因富贵而逝去，不因权势而凋亡！

面对着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杨继盛和杨涟是用一种
知识分子的方式，徐阶和张居正则是用一种政治家的方式。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理念人，为信念而生活，讲究“不可为而
为之”；政治家作为一个务实者，运筹帷幄顺应时势，仰望
星空而更关注现实，在恰当的时间做恰当的事。然而不管怎
么做，本质都是一样的，同样的都是为了心中那份崇高的理
想和信念，千回百转，千锤百炼，矢志不改，如此而已。他
们，都是有良心的人。

理想和信念的力量是伟大的。今天，这些却好像在失传。当
人们在谈及方孝孺、史可法时，语调里有时却充满着嘲弄和
不屑，甚至以“迂腐”二字扣当时民族的主流文化。可以说，
当人们越来越只关注自己的利益得失和计算行为的有效性时，
必然会渐渐忽视对精神的培养和道德的实践，导致精神追求
遭遇物化的冲击，理想信念不免会被扭曲，这个民族的将来
会是多么的可悲！做人，应该有自己的理想，并要以之作为
一种信念支持着自己不断奋斗下去，不管所有的嘲笑和冷落。
其实理想并非都是那些国家大义、民族气节这样令人敬畏的
字眼，有很多都可以转化为日常生活中平凡而温润的品格，
它们散发着人性的光辉，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时刻
牢记脚踏实地的同时不忘仰望星空。对于我们从事检察工作
的人来说，就是不管在何时，都要牢牢谨记公平正义的法治
理念！

感谢当年明月的这套书，它用史实和智慧指引着世人，唤醒
国人之灵魂，重现中华之文明！还记得作者在书中讲了这样
一段话：你还很年轻，将来你会遇到很多人，经历很多事，
得到很多，也会失去很多，但无论如何，有两样东西，你绝
不能丢弃，一个叫良心，一个叫理想。是的，人生真是如此，
成功只有一个，就是秉持着做人的本性，按照自己的方式，
去度过自己的人生！



明朝那些事儿第三部读后感篇四

一本书是作者精神的底蕴；一本书是作者思维深处的体现；
一本书是作者世界观的表达。

我很喜欢读一本书，书名叫做《明朝那些事儿》，作者是当
年明月。

《明朝那些事儿》共七册，主要讲述的是从1344年到1644年
这三百年间关于明朝的一些事情，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
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对明朝十七帝和其
它王公权贵和小人物的命运进行全景展示，尤其对官场政治，
战争，帝王心术着墨最多，并加入对当时政治经济制度，人
了伦道德的演绎。

当我的父亲把全套的《明朝那些事儿》买回来，我第一次接触
《明朝那些事儿》的时候，我就被它彻彻底底地迷住了。很
久都没有读到这样的历史好书了，以往我读过的历史书几乎
都是流水帐，而《明朝那些事儿》则不同，除了历史还有心
理。在轻松幽默时，它让我捧腹大笑：在严肃庄重时，它也
同样能够震撼每一位读者的心，这就是《明朝那些事儿》，
一本好看的历史。

我对这本书能算是爱不释手了，只要眼睛没有重要任务，就
得看此书。坐在车上认真看：晒太阳时仔细看：卷在被窝里
偷偷看。那段看“明朝那些事儿”那段时间，我的眼睛就得
一天忙到晚，做梦时也得看这本书，除了做作业，看马路，
我的眼睛就得别无选择——看《明朝那些事儿》。

而我们更应该注重的也许并非是《明朝那些事儿》这本书，
而是它的作者——当年明月。当年明月喜欢历史，并为自己
的爱好付出了努力，在网络上开始编写这本书并坚持不懈，
而且将自己的理解与思想加入，这是其它历史书不具备的，
因为有兴趣，有兴趣而且还能深入大量历史资料，能在纷乱



的历史资料里加入自己的理性分析且能将自己的理解渗入书
中，《明朝那些事儿》就有了自己的独特性，我想然后才有
数百万计的读者捧场，编为书籍，销量超过五百万册，成为
三十年来最畅销的史学读本。

我们也去试试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们为自己的兴趣努力，不
要让兴趣浮于表面，深入的沉浸到兴趣中，其中必然有寂寞
和一般人认为的痛苦，但只要能做到他人做不到的，能做到
那个在我们眼中遥不可及的梦想。

明朝那些事儿第三部读后感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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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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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牙舞爪的人，往往是脆弱的，因为真正强大的人，是自
信的，自信就会温和，温和就会坚定。】在书中看到的一句
话，鉴于我最近脾气有点大，这话算是直戳内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