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黑仔星读后感 杨修之死读后感(大
全6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
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黑仔星读后感篇一

读完，《杨修之死》后，细细体会才逐渐发现杨修之死的主
要原因是杨修本人恃才放旷，聪明反被聪明误造成的。

按道理杨修的才能并不是没有优势，只是没用到合适的地方。
曹操作为一名君主为了江山社稷必定需要一位聪明才智的人
为其出谋划策，随便杀他不免有不忍之心。只是杨修太过自
信，在生活上杨修耍耍小聪明也就罢了，还把自己卷进了一
场政权争斗之中，只坚信曹植会成为王位继承人，谁知世事
难料，在曹丕已经得势的情况下，他必定会成为这场战斗的
牺牲品。不仅是曹操为身后的接班人的安危考虑要杀掉他，
曹丕也会为巩固自己的地位而谋害他。总之，杨修已为自己
埋下了祸根。

令人费解的是，杨修对曹操的心思总会一一猜透，但却未能
知道曹操对他的嫉恨程度之深。否则为何不加以防范，谦虚
谨慎些呢？在曹丕藏吴质事件中，曹操明显偏向曹丕，不分
是非妄下结论故意让杨修难堪，只是此罪不足以杀掉杨修。
遗憾的'是，杨修却没有丝毫怀疑，继续毫无顾忌，不分场合
的卖弄聪明，置军纪于不顾，一闻“鸡肋”就自动收拾行装，
并煽动其他人也做归计，虽然，最终他的猜测是正确的，但
这并非小事，一定要与曹操商量，擅自做主，让曹操颜面何
存？也正好让曹操找到杀修的借口——惑乱军心。所以，杨
修真是小事聪明，大事糊涂。



综上所述，不得不说杨修的死有点咎由自取了。当然曹操也
并非无过，他的心胸狭窄，阴险狡诈，自私自利使他产生了
杀修之心。但这是次要的，假如杨修收敛点，对自己的才智
不要太过张扬，争取立下一些汗马功劳，以他的智慧无论如
何也不会落下这样一个悲剧。

古人云：凡有聪明而好露者，皆足以杀其身也。在此，只有
为杨修感到深深的惋惜了。聪明本是好事，用不到点子上，
也会变成坏事。

黑仔星读后感篇二

杨修，好一个奇才！

杨修该不该死，不去辩论。他的才能，绝对在常人之上--能
轻易掀开曹操心思的外纱，可谓奇才。可是，他的智慧甚至
不比常人--恃才放旷的杨修，带着些傲气，不明白尊重别人，
他得罪曹操不知几次，让曹操恨再爱上；应当说，他不识时
务。

从人情看，对他我是不爱也不恶，可我似乎应当感激他。

杨修不识时务，最终决定了他的被斩。在这个人的社会中，
其实有很多累人的地方。杨秀让自我不被一些事所累，他没
有刻意压制自我本领的表现，而是随自我的心思。但他的这
一点让他不适合在这样的社会中生存，他应当生活在一个纯
真的社会中。虽然这样一来，他的一些才能便展现不出来，
但他能够完全地活出杨修的所有。

完全地活出真正的自我，无拘无束，我也期望，可是--

这个我正应对的社会，体现给我并让我在其中生活的社会，
让我不得不累了自我，有时失去了真实--除非脱离社会。可
是，社会是这个社会的，我是我自我的，我的梦想是我自我



的。虽然完全实现自我的梦想很艰难，但不失去精神上的自
我。有时需要伪装，必须伪装，那不要紧，因为那只是外套，
因为那样做是为了自我的梦想，真正的梦想。当有一个梦想
成真，便将外套换得更薄。

有两种人最不被外事所累，一种是大智的人，他们看透了一
切，看开了一切，变得无拘无束；另一类是大于的人，他们
不琢磨一切，不在意一切，变得无拘无束。这两种人获得真
实，充实，无论成为那种，都很不错。如果被注定活在他们
中间的部分，就蔑视一切的黑暗，先往所有的光明。

杨修属于夹心的部分，他分不清黑暗和光明，似乎只期望那
个和了自我的胃口，不看干净。

杨修，好一个奇才！

杨修，好一个奇才。

黑仔星读后感篇三

这个世上本就没有绝对的对错。当你一味地嘲笑杨修的恃才
放旷时，又何曾想过，假若不是在那样混乱的历史中，假若
曹操没有掌握生杀大权，假若当这样的事发生在如今的社会，
我们也不过是一笑了之罢了。

的确，杨修的才华可遇不可求，如若不是他为人居傲自负，
以曹操的野心绝不会屈就他仅是当一个小小的汉主簿，这一
点我们不可否认。但是他却不懂掩盖自身的光芒，甚至置曹
操的威严于不顾。如此，在我们看来是坦率到可爱。但在曹
操眼中，杨修俨然已成为一颗毒瘤，欲除之而后快。因为杨
修的存在让曹操产生了危机感。身为臣下，能为主子排忧解
难固然是好事。但是事事比主子占尽先机，那就未必是明智
之举了。



还记得那个说出“宁我负尽天下人，也不叫天下人负我”的
曹操，身为上位者，这近乎偏执的思想真的好吗？我们从文
中也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多疑的人，所以他最后秉着“宁可
错杀一百，也不放过一个”的原则，处死了杨修。这看似已
了结的事情，长此以往，比酿成大祸。他的多疑究竟会让他
失去多少良才大将？既然为人君，就应宽容大度，这样与之
背道而驰，终会吃苦果。

凡看过《杨修之死》这篇文章的人，都会为才子杨修“恃才
放旷”而死在“奸雄”曹操手中而感到惋惜。对曹操那
种“嫉才妒能，不能容人”的行为感到憎恶。但是我认为曹
操那么做是无可奈何的。

曹操的无奈，其实是对杨修这种性格的无奈。在《三国演义》
中，杨修恃才放旷且锋芒毕露而不懂得收敛，稍有机会，不
管什么场合什么对象，便开始卖弄才华，以显示自己才高八
斗，学富五车。其中诸如“一盒酥”和“猜字谜”等事件，
便是极好的佐证。然而对于这些，老谋深算的曹操并不欣赏，
每次都“虽喜笑，然而心恶之”。写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认
为这是曹操嫉妒杨修才华，其实这只是一种十分肤浅的表面
现象。因为对于大政治家曹操来说，他在臣僚们面前的每一
个举动，都有其潜在的政治目的。就拿“一盒酥”“猜字
谜”事件来说吧，在我看来，表面上是曹操和臣僚们的游戏
之作，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些游戏都具有很强的政治试
探性。老谋深算的曹操，想从中看看出臣僚们对自己的心思
了解多少，明白多少，这对于曹操来说非常重要，如果一个
人的所思所想全部被别人看破，那么这个人就失去了其价值，
而杨修想靠才华领取政治资本，却犯了曹操的大忌，所以他
为自己的惨局，埋下了祸根。

但我认为杨修最后身首异处的主要原因并非上面这些小事，
而是杨修参与了曹氏集团的权力之争。试问哪一朝最高统治
者喜欢别人来管自己的“家事”呢？从这个角度说，杨修的
死是必然的。



处死杨修，是曹操无奈的选择，而曹操因处死杨修而落了
个“嫉贤妒能”的千古骂名。杨修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才是
真正的凶手。

黑仔星读后感篇四

《杨修之死》是小说《三国演义》的第七十二回，讲述杨修
被曹操杀死的前因后果。在这篇文章中，杨修与曹操的个性
被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杨修为什
么会死呢？让我们来剖析一下吧。

文中道：“杨修为人恃才放旷。”揭示杨修性格——狂。杨
修是一个极聪明的人，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被曹操赏识，当
上主簿。他必然是知道曹操气量小的，可他却毫不顾及主公
曹操的感受，屡犯曹操之忌，足见他的恃才放旷。在曹操建
花园的事件中，杨修道出曹操在门上写“活”字的用意，曹
操心忌之；之后又指出“一合酥”的含义，曹操心恶之；再
后来他又识破曹操梦中杀人的骗局，曹操闻愈恶之。除此之
外，杨修又几次使曹操不悦，直至后来的鸡肋事件，他被曹
操以乱军心的罪名给杀。

杨修因才而被曹操赏识，却又因才被曹操所杀，都是狂妄惹
的祸。杨修之死也非都是杨修的过，杀人者曹操的责任更是
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国演义》中曹操可谓是奸诈至极，同时又气量不大。他
在花园门上写一“活”字，意是想扩大花园门，同时也可以
表现一下自己的智慧，不料却被杨修轻易看出，这对曹操是
一种羞辱。后来“一合酥”事件又一次让曹操不高兴，再后
来杨修识破他梦中杀人的骗局，更是让曹操对杨修极为厌恶。
直到后来“鸡肋事件”，曹操忍无可忍，便把杨修杀。

事实上，杨修除激怒曹操，还让曹操产生危机感。杨修是曹



操第三子曹植的拥护者和老师，在曹植与哥哥曹丕“世子之
争”的过程中，杨修极力帮助曹植，甚至为曹植拟好答案，
使曹植面对曹操的问题对答如流。本出于好意的杨修后来被
人陷害，背上诬陷曹丕的黑锅，使得曹操觉得杨修对自己的
接班人不利，甚至觉得自己的江山快要改姓“杨”，看来杨
修是不杀不行。

杨修是有才，但也终究斗不过曹操。他本恃才放旷，又遇上
妒贤阴险的曹操，还数范曹操之忌，多种原因共同促成杨修
之死，这实在是值得我们深思啊！

黑仔星读后感篇五

仔细想想，这是杨秀芝的错。所谓的智慧被智慧弄错了。

他还参与了曹氏之子的斗争，这是当部长的最大禁忌。即使
曹操现在不杀他，曹丕以后也不能放他走。

曹操问贾明参赞时，贾明什么也没说。仅从这个角度来看，
贾明比杨秀聪明得多。

杨秀真是知识渊博，才华横溢。他能读懂曹操的心思，但他
是否意识到曹操想要杀死他？我不这么认为。他在小事上很
聪明，在大事上很糊涂！

我认为杨秀的死不应归咎于任何其他人。他只是在炫耀自己
的天赋，炫耀自己的优势，依靠自己的天赋，思想开放，不
知道如何表现。

因此，聪明和知识渊博对一个人来说是好事，但他在与他人
相处时应该谦虚谨慎，否则他一定会制造麻烦！



黑仔星读后感篇六

项羽距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毕竟太遥远了。他的一切，我们仅
能从为数不多的史料中窥得一二。然而，就是这寥寥的“一
二”，在我的心中浓墨重彩地晕染开来，一个豪放洒脱、气
干云霄、快意生死的英雄跃然纸上。

世人对项羽的评说历来褒贬不一。或谓其优柔寡断却又刚愎
自用，目光短浅却又野心勃勃，败之必然；或怜他一世英雄，
八面威风，最终逃不过被围垓下，自刎乌江，败在一介无赖
手中。然而，我对项羽，是欣赏，是敬重，是一种由衷的倾
慕。因为他做到了多少人梦寐以求却又无能为力的事请——
快意生死。也正因如此，项羽的形象从“胜者王侯败者寇”
的铁律下超然而出，击碎了世俗的卑微。

“人生得意须尽欢”，多少不得志者的自嘲诗句，却被项羽
演绎得丝丝入扣，风生水起。上马，奋力拼杀，血染铠甲。
钜鹿破秦之时，“诸侯膝行，莫敢仰视”；下马，弹剑饮酒，
对月长歌，观美人起舞。好一个西楚霸王，好一个天之骄子！
古往今来，有几人能似项羽一般，纵横沙场，当着无敌？项
羽一生，可谓快哉！这不得不让我想起历史上的另一员猛
将——汉朝的骠骑将军霍去病。霍去病曾在一次出征前，向
汉武帝索要一班技艺精湛的厨子随行。被问及原因时，他昂
首答曰：“为将者，最重要的是取胜，可以不必与士兵同甘
共苦！”字字铿锵，掷地有声。项、霍二人，何其相似。同
样的血气方刚，同样的勇猛无双；同样的雷厉风行，亦同样
的快意人生！或许有人看不惯此二人之所作所为，但谁也无
法否认，这样的人生，痛快！

项羽的一生，活得着实是问心无愧。作为一名将军，他坐拥
千里宝马，虎狼之师，“西楚霸王”的名号令多少人闻风丧
胆；作为一个男人，他有虞姬倾心相爱，千里追随，同生共
死；作为一名历史人物，乌江江畔悲壮的身影更是不知令多
少人为之黯然，为之神伤！更重要的是，他从未曾放弃过自



己做人的原则。不管是将最为富庶的领地分给最大的潜在敌
人——刘邦，还是鸿门宴上执意放走刘邦，个人认为，最大
的原因，不是自负，更不是所谓的目光短浅、胸无远虑，而
是他对取胜，乃至为人原则的恪守、坚持。论聪明才智，项
羽未必在韩信、张良之下，亦绝不会输于刘邦。所谓的四面
楚歌，其真正效果究竟如何，局外人其实不得而知（八千对
八百，四面环围，实力之悬殊几何人皆洞若观火。多此一举的
“四面楚歌”反倒衬出了项军的勇猛）。反倒是破釜沉舟的
作用更为直观。更何况范增也非等闲之辈，经他一番苦口婆
心的细细阐述，凡常人都能明白刘邦这人留不得，项羽又岂
会听不懂？一个聪明人对着另一个聪明人会“讲不通”一个
浅显的道理，原因就只有一个，项羽不、想这么做。项羽所
追求的，永远是堂堂正正、光明正大的胜利。

同样的道理，他也不能够忍受自己拼命取得的胜利果实为他
人所窃取，不能容许自己打下的秦国就这样被刘邦悄无声息
地盘踞。于是，他毁约，赶走刘邦，杀掉秦太子，焚毁阿房
宫，以此宣泄自己的愤怒。或许正是这一点注定了他只能是
一个霸王，而无法成为一代帝王。然而，也正是他对原则的
这种坚持，令他活得坦坦荡荡，酣畅淋漓；令他能够在生死
关头畅然“愿为诸君快战”，独帅二十八骑突走千人重围而
毫无惧色；令他能够拒绝苟活，直面死亡，朗声长啸：“此
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乌江亭畔，风凝云噎。自刎赠首，
告慰江东父老……“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项羽一生，
活得潇洒，死得豪壮！

反观刘邦，他的确是楚汉之争的赢家。然而他又何尝真正快
乐过？称王称帝，无法掩盖他的泼皮无赖，不能抹去他曾抛
弃妻子、四处鼠窜的事实，更不能让韩信、樊哙之死云淡风
轻。他当然可以自夸“忍辱负重”，可他又如何逃得过妻子
犀利的目光，世人心底的鄙夷！就连他一生中自认为最为豪
迈的诗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又如何堪拟项羽石破天惊的
一句“力拔山兮气盖世”？项羽的万丈豪情，刘邦永远难望
其项背。或许刘邦在史册上可占一席之位，可在世人心中，



项羽永远是刘邦难以企及逾越的峰巅！

历史的车轮从没有停止过前行，几千年光阴恍惚间逝去。可
项羽乌江亭畔快意决绝的身影却穿越重重雾霭，越来越清晰
地定格在人们心中，傲然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