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国演义读书笔记每回 三国演义读书笔记
(实用6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吧。

三国演义读书笔记每回篇一

中国四大名著的名气可是不小啊！尤其是《三国演义》，从
小到大，我看过好几遍。有《三国演义》连环画，有动画片
的，还有电视剧的和广播里的。可是，他们说的都只是大致
相同，有些地方很不一样呢。于是我就好奇啦——这么有名
的三国到底是什么样的。于是，我找到书，细细的看了起来。

书里不仅创造了许许多多的英雄豪杰，还有非常精彩的斗智
斗勇的动人故事。像三英战，火烧赤壁、三顾茅庐等都是大
家熟知的经典故事。书里呈现的一段段意味深长的故事，一
幅幅精彩绝伦的画面，使我深深地陷进了那个年代。

书里最聪明的人物应该是诸葛亮了，他有勇有谋，忠心护主，
空城计中的着冷静，草船借箭中的精彩表现，各场战役中的
精妙谋略，巧布八阵图，智退司马懿，七擒孟获，神秘莫测，
是叫人拍手叫绝。

再来说说关羽。关羽，一位绝对善于作战，武功了得的大英
雄。单刀赴会足以体现出他的英勇与威猛，也足以看出他那
藐视困难的精神，之后狭持鲁肃保全自己更能充分的看出关
羽的胆与谋。过五关斩六将中的拼死护主之家眷，说明关羽
的忠心。放归曹操，又体现出了他的仁义之气。是一位有勇
有忠有仁的英雄。



最令人感动的是第一次北伐失败，诸葛亮在汉中前线向北征
军团公布的檄文，公开表示希望今后请将士能勤于攻击诸葛
亮的缺点，才算忠于国家的人。他曾听从杨洪的建议，急速
派兵驰援在汉中和曹操陷人苦战的刘备，以稳定北方防务；
征求邓芝和孙权的策略；遵从马稷攻心为上战略，以为南征
蛮夷的主要精神指导。或许这些也是他个人心中早作的决定，
但他绝不居功，让优秀的部属不要被自己的光芒所掩盖，使
每个人才都能乐于发挥自己的智慧，用心于公事。三国鼎立
中，蜀汉力量最小，但人才最多，所以才有力量屡次向曹魏
攻击。这些优异的人才，的确都是因诸葛亮不居功、不情才；
虚心纳谏．的作风．才能获得。北宋大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在
《诸葛亮诗》中便写道：区区庸蜀文吴魏，不是虚心岂得贤
广。明代大儒方孝孺也评论道：诸葛孔明之为相，敏然虚己，
以求问己之示，秦汉以下为相者皆不及也。诸葛亮不仅在培
养人才上有一套，在驭用人方面也是值得我们共同学习的。
如用魏延。其时三足鼎立，蜀国力量较为弱小，诸葛亮苦撑
危局，自然注重网罗人才。蜀中名将除关张赵马黄外，还有
一位就是魏延。诸葛亮在对其的使用上可谓煞费苦心。魏延
也算能够骁勇善战，屡建功勋。但此人头后有反骨，不够忠
诚，诸葛亮料定他日后定会谋反，但国家正值用人之际，此
人不可不用，尤其在关张赵马黄等人凋零之后。况且你如不
用，就有可能为敌所用。诸葛亮一边用他，一边又防范着他。
待到诸葛亮操劳过度，病危之际，密令魏延断后。当夜魏延
忽作一梦，梦见头上长出二角，得知乃大吉之兆，遂起兵谋
反，果应孔明之言。还是诸葛亮早有安排，并留下锦囊妙计，
才有马岱砍下魏延首级之举。知道其有谋反之心，还要用之，
如走钢丝一般，诸葛亮成竹在胸，自己在世其有惧怕之心还
不敢公然造反，不用可惜。在其造反之前杀之，又让将士们
寒心。只有在其身边埋下伏兵，待其反时一举杀之，一般而
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在特定形势下，如何变通的取
得最佳之效，实乃大智慧也。鲁迅在评价诸葛亮时认为他太
神而近乎于妖。对前人的评价，我不能深入领会。在我看来，
即为妖，那意味着贬义。



我以为不然，尽管诸葛亮的才智近乎神话，但称其为妖不免
过于尖酸刻薄，他只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重
情义的人。街亭之战中，马谡争先，一再狂言不休，没有引
起他的注意，这是他的失察。派王平，岂知马谡怎肯听王平
之言，这是再度失察。结果失去战机，失去所的之地，失去
了将得的胜利，失去了锐气，失去了灭魏兴汉的大业，失去
了政治家、军事家所应有的明智，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此
乃孔明人生的一大败笔。这当中固然有孔明失察之过，却也
不尽其然。看，马谡请兵时，孔明虽有疑虑，但因素对其有
好感，抹不开面子，故委以重任，究其根源，乃一情字。事
后孔明挥泪曰吾与汝义如兄弟，汝之子即吾之子也，不必多
嘱。这一哭，一挥手之间，深深的自责，贻误战机，用人不
当，也害了马谡，累及其全家，可见其情之深。对马谡家属
的安置照顾，又可见其义之重。孔明二哭，当参军蒋琬求情
时，孔明流涕而答曰：惜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
也。今四方分争，兵戈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耶？合当
斩之。这一哭，又交织着多少情感。马谡将斩，虽心中不忍，
奈执法严明，为不得不斩而哭，恨自己知人不能善用而哭。
街亭失守，战局不能扭转，兴汉渺茫，于是悲从中来，怎不
流涕？马谡斩毕，孔明又大哭不已，蒋琬问曰今幼常得罪，
既正军法，丞相何故哭耶？孔明曰：吾非为马谡而哭，吾想
先帝在白帝城临危之时，曾嘱吾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
大用。’今果应其言，乃深恨己之不明，追思先帝之言，因
此痛哭耳！大小将士，无不流涕。这一哭，多少悲愤涌上心
头，眼前曾经的茅林溪水；沙场点秋兵；与先帝纵马与广袤
的田天地之间，谈古论今往事历历在目。思旧恩，悔自己不
听先帝之言，枉费先帝一片苦心。深恨己之不明，失去了兴
汉大业，对不起先帝的知遇之恩，一片深情，又是一个情字。
说孔明不明，我认为只有一点。先帝白帝城托孤之时曾说：
幼主刘禅昏庸无能，贪图享乐，万不得已之时，丞相可取而
代之，兴我汉室。然尽管先帝如此之说，孔明决不违情犯上，
依旧忠心耿耿，一生为蜀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怎可情
义二字所能尽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
白发生！对于历史人物，由于立场的不同，后代的评价带有



高有低、有好有坏、有正有邪，但数千年来，人们对诸葛亮
的评价却都是正面的，或许有程度的高低，但基本立场则是
清一色的赞扬、钦敬及仟念

三国演义读书笔记每回篇二

《三国演义》是一部老少皆爱的古典名著。作者罗贯中呕心
沥血地描绘出了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

我觉得其中写刘备外貌的句子特别好：那人不甚好读书；性
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
杰；生的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
耳，面如冠玉，唇若涂脂；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
玄孙，姓刘，名备，字玄德。读了这几句话，我感悟到了写
人作文的方法：要写好这类作文，要抓住人的特点来着重描
写，如作者写的，双耳垂肩等特点，登时使刘备这个人
物“活”了起来。

当我读到桃园三结义时，我为他们的“不求同年同日生，但
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深厚情谊感到钦佩不已。

当我读到“三英战吕布”时，我看到了一系列的动作描
写：“当时恼了虎将关云长，瞪起丹凤眼，竖起卧蚕眉。手
提八十二斤青龙偃月刀，催马上前，夹击吕布”。当读到这
句话时，我仿佛看到一员虎将（关羽）正对吕布怒目而视，
随后提起青龙偃月刀，上阵与吕布一阵拼杀。又当我读
到“关张奋力，三将酣战五十回合，犹然战不倒吕布。”时，
我不禁想，关羽张飞合力都打不败他，吕布不愧是一代枭雄
啊......

我为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足智多谋而叹服，也为刘禅那扶不
起的阿斗的乐不思蜀而悲叹......

读《三国演义》时，我百感交集，时而愤怒，时而惋惜，时



而欣慰......

三国演义读书笔记每回篇三

这个暑假，我读了《三国演义》，它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部
重要的文学名著。

其中有庸主献帝刘禅，气量狭隘的周瑜，忠厚的鲁肃，勇猛
的张飞，重义的关羽，纳贤的刘备等等，无不个极其态。这
些人物给了我很深的教育。虽有这些人物，但最令我有所感
受的是这本书当中所描述的几个英雄人物。

先说关羽。他降汉不降曹、秉烛达旦、千里走单骑、过五关
斩六将、古城斩蔡阳，后来又在华容道义释曹操。他忠于故
主，因战败降敌，但一得知故主消息，便不知千里万里往投。
我认为虽降了敌，但最后还是回来了，不但仍算忠，而且还
要算一种难得可贵的忠。

《三国演义》表现关羽的方法也极简单：“丹凤眼，卧蚕眉，
面如重枣，青龙偃月刀”，后来加上“赤兔马”，刮骨疗毒
不怕疼，斩颜良，诛文丑，几乎变得天下无敌。

国家的统治需要忠臣，需要一个能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
忠臣，这就是诸葛亮。他也是我最喜欢的人物。诸葛亮熟知
天文地理，能文能武，足智多谋，而且一生谨慎，鞠躬尽瘁。

他火烧新野，借东风，草船借箭，三气周瑜，智料华容道，
巧摆八阵图，骂死王朗，七擒七放孟获，空城计，七星灯，
以木偶退司马懿，锦囊杀魏延，这些是常人所想不到的。

我本以为这种人应该相貌非凡，可书中描绘的却十分简单：
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他有独特的人格，择梧而
栖，择主而事，他尽忠于刘备，尽忠于蜀汉，最后中献身于
统一的大业中。“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随着



蜀汉的衰亡悲剧，他也成了悲剧人物!

再说曹操。曹操在《三国演义》中被称为奸雄。他说刘备与
他是并世英雄，说得刘备都不敢听，但是他没有杀刘备，虽
刘备正是他的瓮中之鳖。

这使我感到了曹操的大度，也是周瑜做梦也梦不到的。周瑜
眼中只有诸葛亮，与其誓不两立，只要把诸葛亮杀了，东吴
的天下就太平了。

后来又发现刘备也不是一般人物，便想杀刘备，至少把他留
在东吴，东吴的天下也太平了。目光短浅，气量狭小，非英
雄也。这也与曹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还有赵子龙长坂坡单骑救主，巧用苦肉计黄盖受罚等等。

在《三国演义》里还可以看到，各政治集团为了自己的切身
利益，今天势不两立，明天却又杯酒言欢。而且这种斗争渗
透到生活的许多方面，连家庭、朋友、婚姻等，都毫无例外
地被卷入了斗争的漩涡，甚至成为斗争的工具。

他们为了满足自己权利，财产的欲望，为了使自己在激烈的
争夺战中不被消灭，总是玩弄各种手段，演出了一幕幕勾心
斗角，尔虞我诈的活剧。

这样的心机，在如今又和偿没有。商家绞尽心机，赚消费者
的钱;骗子费尽心思，骗取他人财物。人们可以看见：贪欲和
权势欲如何主宰了社会中兄弟、夫妇、朋友等关系。人们甚
至为了钱财，千方百计的想办法偷取，杀害。

总之，《三国演义》除了给人以阅读的愉悦与历史的启迪以
外，它更是给有志王天下者听的英雄史诗。正因为如此，
《三国演义》在雄浑悲壮的格调中弥漫与渗透着的是一种深
沉的历史感悟和富有力度的反思。



我想：刘备的志向是远大的，他的行动也是迅速的。他只要
找到了目标，就全身心的投入了，不怕任何艰难险阻，都要
达到目的。

我联想到了中国的“体操王子”李宁，说起李宁人们总说他
是个不平凡的人，但李宁自己很清楚，自己只是一个认定方
向后决不动摇的普通人。他相信，凭着顽强和汗水，心态和
适应能力，无论做什么都能取得成功!

退役后，李宁转向了新得事业：组建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有人问李宁：“经商和体育，哪个更轻松，更愉快?”李宁说：
“要做好，哪个都不轻松，不过我总是很愉快。”不错，无
论在那里，李宁始终保持愉快的心情。

在《三国演义》中，关羽的英勇善战，我应该学习;诸葛亮的
机智，我应该学习;刘备的定了目标不放弃，我更应该学习!

三国演义读书笔记每回篇四

《三国演义》让人觉经典绝妙是在于它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的
独树一帜。

诸葛孔明雄才大略，神机妙算，精忠而耿直，谦虚而谨慎，
认真而尽职。他未出茅庐，便知天下三分。即使在魏将司马
懿的十五万大军面前，也表现得镇定自若、处变不惊。面对
曹操南下的百万雄兵，他并没有慌张，更没有绝望，而是主
张联合东吴，凭借自己的过人才智，在青史上写下了火烧赤
壁的著名篇章。七擒孟获的千古绝唱，更将他的过人胆识表
现得淋漓尽致。

在逆境中，他也从不放弃自己的理想。不管遇到了多少风雨，
不管前路有多少坎坷，他心中希望的火苗从未熄灭，他逐梦
的脚步也从未放慢。他一步一步征服着世界，凭借着一颗造
福众生、矢志不移的心，经历了多少失败，多少风雨，他终



至目标，促造了三国鼎立的格局，在中国青史上留下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在世纪路上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但他的重
任却依旧没有完成——北伐。一次次的出征，却注定是一次
次的失败。但他依旧没有气馁，总是怀着那份试图力挽狂澜
的希望，那份一统山河的决心，不骄不躁、坚韧不拔地向着
理想的终点出征。

“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被称奸绝的曹
操——雄才大略，残暴且奸诈；他既是一个政治野心家阴谋
家，也是一个生性多疑的疑虑家；他是一个“疑人不用，用
人不疑”的明主，却又是一个凶残杀戮的暴君；他讨董卓，
剿黄巾，诛袁术，灭吕布，平袁绍，定刘表，而确定中原的
霸主地位。最后他也因他多疑而烟消玉陨。

“降汉不降曹”，讲述了一代名将，被誉义绝的关羽——威
猛刚毅，义重如山；他既是一个军事战术家谋略家，也是一
个骄横跋扈的骄横家；他被尊“五虎将”之首，却又是一个
蛮横无理的统领；他温酒斩华雄，斩颜良，诛文丑，挂印封
金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水淹七军而威震华夏。最后
他也因骄横跋扈失荆州，败走麦城，壮死于江东。

还有许多人物。譬如“成也刘关张，败也刘关张”的刘
备，“粗中有细”的张飞等。

每当我沉浸在《三国演义》这本书时脑海就犹如展开了一幅
巨大的历史画卷。在这画卷里，讲述了“三分虚，七分实”
的历史故事。这种宏大而一气呵成的气势，使人读完有种无
可名状的快感，深深地感受到经典之作无法抗拒的魅力；这
画不仅描绘出了无烟寂静的斗争，也显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这里既有七侠五义，同样也有儿女情长。引人入注的细节让
人忘却了这是在述说名著，而分明是在清晰地描述一个个美
丽而动听的故事，我想这大概就是经典之作与众不同之处吧。



三国演义读书笔记每回篇五

1、为人者，有大度成大器矣！

2、父精母血，不可弃也。

3、大丈夫愿临阵斗死，岂可入墙而望活乎。

4、吾弟张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头，如探囊取物耳。

5、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6、吾手中宝刀却不老！

7、良禽择木而牺，贤臣择主而事。

8、古者择贤者而让之。

9、我乃燕人张翼德也！谁敢与我决一死战。

10、强中自有强中手，用诈还逢识诈人。

11、为人者，有大度成大器矣！

12、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13、吾观颜良，如插标卖首耳。

14、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15、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

16、鸡肋，食之无肉，弃之有味。

17、生子当如孙仲谋！若刘景升父子，豚犬耳。



18、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9、宁教我负天下人，莫教天下人负我。

20、汝视我之剑不利否？汝剑利，吾剑未尝不利。

21、鹪鹩尚存一枝，狡兔犹藏三窟。

三国演义读书笔记每回篇六

暑假里拜读《三国演义》一书，使我受益匪浅。

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部重
要的文学 名著。《三国演义》刻画了近 200 个人物形象。
它讲述了从东汉末年时期到晋朝统一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其中有庸 主献帝刘禅，气量狭隘的周瑜，忠厚的鲁肃，勇猛
的张飞，重义的关羽， 曹操的诡诈，刘备的谦逊，孔明的谨
慎，周瑜的心胸 狭窄，每一个人物都具有不同的性格等等，
无不个个极尽其态。这些人物给了我很深的教育。虽有这些
人物，但最令我有所 感受的是这本书当中所描述的几个英雄
人物 。。

在三国中，我最佩服的人是关羽，他不但武功好，而且人也
好。在跟曹操打仗时，他因带着二嫂，所以才假装投降。

其实他还是一心想找到刘备，保护好二嫂的。等到他得到一匹
“赤兔马”时，便立即骑着这匹“赤兔马”又去找刘备了。

”这句话不无道理。周 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
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 书中还有上百个人物、 无数
的军事谋略， 加上作者本身借着历史人物， 来阐述忠、教、
仁、义、爱的道理，更是深中人心。它写的庸主献帝、 刘禅，
无能之辈吕布、袁术、袁绍、刘表、刘璋，气量狭隘的周瑜，
长厚的鲁肃， 勇者张飞、 许楮、 典韦， 下至因行间而贻



笑千古的蒋干， 无不个极其态。

其中最令我有所感受的是这本书当中所描述的几个英 雄人物。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与司马懿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两位
人物， 他们分别为两国的重臣， 且皆深谙韬略， 通权知变，
可谓当世之奇才， 而诸葛亮更是智慧的化身。在与司马懿交
手之前，他运筹帷幄中，决 胜千里外，帮助刘备建立蜀汉基
业，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论才干，论智慧，诸葛亮较司马懿略胜一筹，可二人功业却
相反。

司马懿作为诸葛亮的第一对手出现，正是因为他的坚忍不拔、
锲 而不舍，最终使诸葛亮的北伐大业惨遭失败，死于五丈原，
死在跟司 马懿的对抗当中。

对这么一个非常顽强的对手，别人恨他还来不及，但诸葛亮
却很 欣赏司马懿，对他另眼相看。在司马懿还没有正式出场，
大显身手的 时候， 诸葛亮就称赞：

司马懿 “乃世之英雄” 曹操评价刘备是英雄， 。

是慧眼识英雄;诸葛亮评价司马懿是英雄，也是慧眼识英雄。

诸葛亮以“千古第一贤相”的美誉流芳百世，他一生不怕曹
操， 不怕孙权， 当然更不怕周瑜、 夏侯惇之流， 这些人
他全不放在的眼里， 唯独将司马懿视作他的真正对手。

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这么看重司马懿？ 因为司马懿在性格上
没有巨大缺陷，他不像曹操、周瑜，这些人 都有突出的性格
优势，同时也有明显的性格隐患，像曹操性格多疑， 周瑜气
量狭小。这些性格缺陷，易于被人把握，在真正的战争中，
容 易受到致命的攻击。虽然司马懿没有太大的优势，但是也



没有太大的 缺点，所以谁碰上这种人都会觉得非常难以对付。

诸葛亮“六出祁山” ，表面上看似乎算无遗策，攻无不克，
战无不 胜，但最后他也没有消灭司马懿率领的曹魏军队。

我们看到，诸葛亮一直打胜仗，甚至让司马懿在上方谷险些
丧命。

但最终司马懿还是保存着实力，还是没有被打败。诸葛亮好
像胜了， 但从来没有大胜，没有彻底地胜;司马懿好像败了，
他却也没有被彻 底打败，因为他始终是有实力的。

在魏蜀两国长期对峙中，正是司马懿的`坚忍不拔才一次一次
地阻 挠了诸葛亮的北伐大业，从而成为诸葛亮战略上和战术
上的真正对 手。

作为对手，最让诸葛亮头疼的就是司马懿的那股软磨硬抗的
劲 儿。司马懿采取的战略决策是：战略上防守，战役中固守。
他坚信自 己最后会赢，所以从不担心在战争中一次又一次地
输。司马懿对付诸 葛亮的战术就是：你来硬的我就来软的，
你进攻我就守，你撤退我就 追，反正我粘着你。所以，
“六出祁山”形成一种僵持的局面。在这 个僵持阶段里，由
于诸葛亮神机妙算，司马懿屡战屡败，但又屡败屡 战。司马
懿总是不会败到一败涂地，总是能够保存自己的实力，继续
跟诸葛亮抗争，打持久战。

当然，这种战术跟司马懿的性格大有关系。司马懿的性格虽
然没 有什么可挑剔的， 但至少有一点很明显， 就是他的多
疑， 特别地多疑， 在这点上他很像曹操。正因为他多疑猜
忌，所以办事非常谨慎。尤其 是碰上诸葛亮这样的对手的时
候，他更是极其小心谨慎，极其多疑多 虑。

其实，多疑并不一定就是缺点，有时它可以成为一个优点，
前提 条件是多疑要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



但是从司马懿的具体表现来 看，他的多疑有时并没有真正建
立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有时小心谨 慎到了过分的地步，这
样就不免贻误战机。

最典型的就是“空城计”一战。古人说：

“料事者先料人。

”要预 料一件事情，首先要预料一个人，要充分吃透一个人。
诸葛亮是个聪 明人，他的对手司马懿也是个聪明人，所以诸
葛亮才能神机妙算，算 定司马懿不敢贸然破城。所以，
“空城计”的故事，不仅表现出诸葛 亮的智高和胆大，也不
仅表现出司马懿的多疑与谨慎，同时也表现出 司马懿的过人
智慧。更重要的是， “空城计”故事还表现出司马懿的 战
略决策，他决不轻举妄动，不轻易涉险，一门心思为了保存
实力以 便跟诸葛亮软磨硬抗到底。

诸葛亮两大军事战役南征取得成功、北伐受阻于司马懿。

诸葛亮北伐出兵六次，多次无功而返。虽然诸葛亮在北伐中
算无 遗策，多次打败了司马懿，但却没有彻底打败他。诸葛
亮北伐最大的 难题是粮食。

蜀军的粮食要通过千里栈道运输到战争前线实在非常困 难。
所以，时间利于魏不利于蜀。虽然诸葛亮认识到这一形势，
但却 没有从战略方针的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然而司马懿认
识这一形势， 采取了软磨硬抗的战略决策，最终活活拖累死
诸葛亮。所以说：诸葛 亮是战术高手，司马懿是战略高手。
诸葛亮赢得一场战役，却输掉整 个战争。

所以军事上司马懿略胜一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