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斯读后感(大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如何才
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
一下吧。

李斯读后感篇一

李斯生于战国末年，是楚国上蔡人。年轻的时候做过掌管文
书的小吏，有一次，看到办公处附近厕所里的老鼠在吃脏东
西，每逢有人或狗走来时，就受惊逃蹿。后来李斯又走进粮
仓，看到粮仓中的老鼠，吃的是屯积的粟米，住在大屋子之
下，更不用担心人或狗惊扰。于是李斯感慨说：“人之贤不
肖譬如鼠矣，在所处耳。”同为鼠类但境遇不同，由此认识
到人也同老鼠一样，有出息与没出息，是由所处的环境决定
的，爬上高位的自然有出息，沦落下层的自然没本领，他认
为人无所谓能干不能干，聪明才智本来就差不多，富贵与贫
贱，全看自己是否能抓住机会和选择环境。的确，在战国时
期人人争名逐利的情况下，李斯也是不甘寂寞，想干出一番
事业来。为了达到飞黄腾达的目的，李斯辞去小吏，到齐国
求学，拜荀卿为师，学习帝王之术，然而待其学有所成，不
惜背弃了自己的祖国，选择了最有统一资本的国家——秦国。
经过吕不韦引荐，李斯得到始皇赏识，李斯谏逐客书，如粮
仓之鼠有了施展自己理想抱负的平台，由上蔡之小吏一变而
成天下之宰辅，而后“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
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
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
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
精卒陈利兵而谁何。”李斯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实
践着法家思想，他以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远见，辅助秦王完成
了统一六国的大业，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他在巩固秦朝



政权，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等方面做出了
卓越的贡献，李斯对历史的影响是重大的，他的功绩毋庸置
疑，不可否认，李斯是秦代的风云人物,他的荣辱进退与秦王
朝盛衰兴亡有着紧密的联系，李斯是一个有理想和抱负的人，
他的才华不可估量，他从老鼠哲学中受到启发，并为自己的
理想和抱负付诸行动，辞官投学，努力提升自我的能力，最
终在秦国统一中国这个历史舞台上，上演了一出精彩的人生
好戏，从布衣到丞相他谱写了辉煌的人生奋斗生涯，他璀璨
的人生取决于自己高瞻远瞩的前卫卓识，取决于他心存伟大
抱负并努力为其付诸行动的决心，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李
斯将他一生追求、顶礼膜拜的绝对权力发挥到了极致，他也
登上了事业的顶峰。可是正如司马迁所述，他明明知道儒家
《六经》的要旨，却不致力于政治清明，用以弥补皇帝的过
失，而是凭借他显贵的地位，阿谀奉承，随意附合，迎合暴
政，阴鸷峭刻，推行严酷的刑法治理百姓，之后妒杀韩非，
又听信赵高的邪说，废掉嫡子扶苏而立庶子胡亥，与赵高同
谋害死扶苏与蒙恬，他的罪孽不可谓不大。功名禄位的诱惑
实在太大了，在它的面前，人性中一切自私、丑恶都将被无
所保留地激发出来，他将自己变成了绝对权力的奴仆、傀儡。
在这里只有更阴险，没有最阴险；只有更无耻，没有最无耻。
“鼠在所居，人固择地。斯效智力，功立名遂。置酒咸阳，
人臣极位。一夫诳惑，变易神器。国丧身诛，本同末异。”
李斯虽然看到了两种老鼠的区别，虽然做出了惊天动地且改
天换地的大事，但他自己却永远没有从他的“老鼠哲学”中
走出来，没能使自己强大起来。他好像永远都是那个上蔡小
吏，永远摆脱不了那种小人物小人格的心态。他患得患失、
首鼠两端，永远蜕不出那种委琐细屑。他既没有孔子的宽厚
仁德，也没有孟子的浩然正气，还没有商鞅的一意孤行，更
没有后来王安石的坦坦荡荡忘怀得失。他绝顶聪明但这一切
只是为自己的“老鼠哲学”服务，只是为了一己私利，这便
注定了他只能是一个小人。所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当
李斯选择向赵高和胡亥妥协时，一方面把国家与人民推向了
水深火热之中，另一方面也为自己的悲剧人生埋下了伏
笔。“上蔡东门狡兔肥，李斯何事忘南归？功成不解谋身退，



直待咸阳血染衣。”李斯在追逐权力的路上滑得太远，抽身
已是不及，他过分地追求荣华俸禄，以致最终身陷泥淖而导
致灭亡。他的悲剧,在于他贪恋富贵,在于他的道德品质的缺
失。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李斯是一个不能遗忘的人物，他的
一生富有传奇色彩，他曾经辉煌、曾经成功，然而他终究没
有成为后人所仰视的圣人，虽是千古一相，可功绩终究掩饰
不了在他萎缩的人格的驱使下的卑鄙的行为，在中国封建社
会,为了取得一官半职而殚精竭虑、奋斗不止的读书人如过江
之鲫,数不胜数，李斯就是其中的一个。纵观古今中外,人有
才无德可以得势一时,但不会得势永久,这是历史的铁律，因
此人性道义面前，他永远都只能算作是“大历史中的小人
物”。

李斯读后感篇二

文章叙事突出重点，多细节描写，是《史记》中的传记名篇。
下面是《李将军列传》的读后感，欢迎阅读。李将军列传读
后感一

今我读了《史记》李将军列传，感受颇深。

古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也就是说桃子和李子都不会
说自己有多么好吃，但人们却都来采摘食用，在树下踩出一
条路来。此言虽小，却可以谕大也。

李广，世代为将，其祖先李信是秦时追获燕国太子丹的大将。
李家世代授受弓法，精于射箭。李广更是善于骑马射箭，在
战场上以力战闻名，被匈奴称为“飞将军”。只要他出现在
敌人军阵前，敌人便闻风丧胆、抱头鼠窜。汉文帝感叹地说：
“可惜啊，你没有遇上时机，如果你赶上高皇帝的时代，封
为万户候，那还用说吗?”他带兵打仗，对待士兵宽厚温和而
不刻，与士兵共患难、同享乐。李广死后，全国上下老百姓
都为他流泪。



太史公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
就是说：本身行为端正，不下命令人们也会遵守奉行;本身行
为不端正，虽然下了命令人们也不会遵守奉行。李广就是此
言所说的前者，他为人忠实诚信，打仗沉着勇敢。他虽然诚
恳质朴像个乡下人，又不善言辞，但士兵们都愿意随他行军
打仗，乐于听他的指挥。李广“其身正，不令而行”。

西楚霸王项羽他脾气暴躁，不纳忠言，后来他在阴陵迷了路，
向一耕田老者问路，大声喊着：“老头，路往哪走?”老者见
他没礼貌，骗他说，往左走。项羽便率领残余的骑兵向左骑
去，后陷入了沼泽地，被汉王派来的大军团团包围，项羽终
因寡不敌众，兵败自杀。此乃“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

我们学习历史，要像嚼泡泡糖似的，读懂《史记》，要像李
广那样做一个“其身正，不令而行”的人。谚语日：能行之
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即：能实际去做的人未必
能高谈阔论，能高谈阔论的人未必能实际去做。此言非虚言
也，人要有真才实料，不要枉有虚言。

李将军列传读后感二

《李将军列传》是司马迁的一篇力作，体现了他刻画人物的
高超才能。在本文中，他抓住李广一些最突出的特征，通过
一些生动、简短的故事和细节，是人物形象极为鲜明。

文章开门见山般在一开始就向世人展示了李广将军的魅力：
典属国公孙昆邪在李广戍守边疆期间竟哭着请皇上将其召回，
唯恐李广阵亡，大汉失去一员良将。这也吸引着读者迫不及
待的去一睹这位良将的风采。果然，他没令人失望。

面对匈奴数千骑兵，他仅有百人，竟平安逃脱。这体现了他
的智慧，这智慧是生活在塞外，身经百战的积淀，从生活中
总结教训，是我们应学习的。



这篇文章读完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李广将军对部下的真挚。
抗击匈奴时，他不纸上谈兵，而是冲向最前方去战斗;他在水
丰草茂的地方驻营，简化各种文书簿册，处处体现他对将士
的体恤;遇上断水缺粮的困境，他绝不会比士兵多喝一口水，
多吃一口饭。他可是大将军啊!幸而，他的好并不为世人忽略。
他因刚强的性格而拔刀自刎，竟如同国丧!举国哀痛却也无法
慰籍那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大丈夫因壮志烈血未能挥洒而伤
痕累累的心。这名良将终于陨于自己的刚强，高傲。

人无完人，李广也不例外。他曾在家闲居多年，期间常外出
打猎。一次，外出饮酒，归时经霸陵亭，霸陵尉刚巧喝醉，
对这位爆脾气的前任将军出言不逊，在李广心中埋下了一颗
仇恨的种子。

他死了，死于自己的高傲，他或许有错，但不至深重，可他
的孙子李陵却使曾为李氏门下宾客的人以此为耻，使李氏衰
微没落，或许是上天仍在祭奠那八百具魂灵。或许这世界，
本不许人犯错。

李将军列传读后感三
有一种感情叫爱国，有一种巍峨叫坚守，有一种坚毅叫不屈，
有一种永恒叫勇敢。当一个人迷茫，当一群人迷途，当一个
民族迷失，来探求将军李广，来找寻丢失的民族脊梁，补充
坚强的钙质。

李广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在司马迁的《李将军列传》
中有些对李广近乎神化的描述：“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
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行十余里，广佯死，
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
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复得其余军，因引而入塞。匈奴捕
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等
等。先不管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官是否真正地按照史学家谨严
负责的态度去记录李将军的事迹，这些事都反映了司马迁乃
至全部民众对李广英勇善战的崇敬。盛唐诗人王昌龄有诗提



到李广：“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也间接反
映了飞将军李广的勇猛。

还好，我们有林则徐，有魏源，有吉鸿昌，有孙中山，有这
些人还肩负着重大使命——重新唤起人们心中的希望，勇敢
起来，斗争起来，中华民族复兴起来!

现在，中国仍面临着国内国际各种严峻形势的挑战：疆域独
立分子肆无忌惮地打砸和抢烧，南海争端形势错综复杂。中
国人，不能再一味的低头忍让了，要团结一心，为了国家发
展，为了生活安康，为了仍有尊严地活着，要重拾民族勇敢
的脊梁。

勇敢，是民族脊梁坚强的钙质。

李斯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读了《史记》当中《李斯列传》这一部分，我对李斯
的人生经历深有感悟，李斯列传读后感。

李斯是楚国人，当时只是一个地方小官。有一次，李斯发现
厕所里的老鼠，生存环境非常差；而粮仓里的老鼠，生活环
境特别好，有着吃不完的粮食，于是李斯感慨说：“人之贤
不肖譬如鼠矣，在所处耳。”意思是说，一个人是不是有才
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处的平台。

于是，李斯就把官辞了，投奔了当时齐国一位大师，这位大
师就是大名鼎鼎的荀子，李斯跟荀子学习帝王之术，也就是
如何治理一个国家的道理，读后感《李斯列传读后感》。过
了一段时间，李斯觉得自己已经学有所成，应该找一个平台
来施展自己的才华。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去当时最强大的
秦国。



李斯到了秦国之后，投奔到当时秦国最有权势的吕不韦门下，
吕不韦很快就发现李斯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就把他引荐给
秦始皇，于是，李斯终于有了施展自己理想抱负的平台，在
秦国消灭诸侯六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我觉得李斯是一个有理想和抱负的人，他从老鼠哲学中受到
启发，并为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付诸行动，辞官投学，努力提
升自我的能力，最终在秦国统一中国这个历史舞台上，上演
了一出精彩的人生好戏。

我感悟到：一个人首先有心存远大志向，然后付诸行动，通
过努力，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最终才能找到实现自己理想
的道路；相反，如果一味好吃懒做，只能让理想变成梦想和
空想。

李斯读后感篇四

李斯是我国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也是读过《史记》后，
我最感兴趣的人物之一。

李斯从一个平民直到成为中国第一个皇朝的丞相，自有他过
人之处。他有的他的人生哲学。他说：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
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
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
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他觉得一个人地位低又贫穷，是很
悲哀的事。很多人视富贵如浮云，不是他真看不上富贵，而
是他能力达不到而已。这话说得尖锐，也有部分道理。然而
把人生目标仅设定在荣华富贵上，也是他最终结局凄惨的原
因。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他年轻的时候。他曾在郡里当小吏，
看到办公处附近厕所里的老鼠在吃脏东西，每逢有人或狗走
来时，就受惊逃跑。后来李斯又走进粮仓，看到粮仓中的老
鼠，吃的是屯积的粟米，住在大屋子之下，更不用担心人或



狗惊扰。于是李斯就慨然叹息道：“一个人有作为还是没作
为，就如同老鼠一样，是由自己所处的环境决定的。”李斯
由此受到启发，来到秦国。没错，对于李斯来说，秦国的确
是展示自我的一个超级平台，他努力提高自身阶级等级也不
失为有志之举。不过正是他的老鼠哲学根本影响了他的人生。

首先，我认为他的部分思想是正确的，要想有所作为，必须
使自己处在有利位置和环境，用现在的话说要有一个能发挥、
能展现的平台。孙子兵法里有这样一句：“激水之疾，至于
漂石者，势也”；意思是湍急的水，飞快地奔流，以至能冲
走石头，这就叫“势”。假如水在一处小坑里，那就是死水，
是掀不起波浪来的。我们都应该受到启发，在干一番事业前，
也要为自己造一个“势”；要想有吃有喝，你就要到粮仓去，
而不是到厕所去。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穷山僻
壤的农村孩子，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刻苦学习，高中榜首，
一举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样的例子我们身边已经发生和正
在发生着。

然而在他的思想中，也有着过激的一面，那就是为了功名利
禄而不择手段。害死韩非子，接受赵高的提议，帮助秦二世
篡位。以至于后来受到赵高的陷害，被秦二世处死，腰斩并
被夷三族，死得相当惨烈，这里固然有李斯本人的责任，后
人为此有点鄙视李斯，说李斯是“以鼠为志”难免没好下场
也是情理之中。这和当代的主流思想不谋而合。其实在浮躁
的社会，大家的焦点都集中于富贵的光环上，很少关注为赢
得富贵而付出的代价。如果一个人为了富贵丧失自己的人格
和道德，那么他最终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孔子说：不义而
富且贵，富贵于我如浮云。重点在不义二字。如果不信，看
看史书，繁花落寞之后，多少人求为普通人而不可得就知道
了。

尽管他此前协助秦始皇平定六国，建立秦帝国，为统一中国、
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距等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
作用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在继续着,但是他却一直都没



弄明白人生真正的价值所在，意义所在。在他看来，他做的
这些只是他追求权贵的一种方式，这一点从他后来阿谀奉承
秦二世的时候不难看出。

李斯读后感篇五

太史公会遭受腐刑，是因为为李陵说了不平之语，而《史
记·李将军列传》中的李广便是李陵的爷爷。像李陵一样，
他也是一位功绩卓越的大将军。而司马迁也将自己所有的感
情都倾注在了这个人物上，这才有了《李将军列传》中的那
个鲜活的李广。

李广是个骁勇善战、精于骑射、处变不惊、胆识过人，具备
天下无双的军事才能；且轻财爱士、诚信寡言；终生不遇、
白首为封却依然转战疆场，尽忠报国。这是一个极富个性、
栩栩如生的“飞将军李广”。

杀霸陵尉，表现他负能使气的性格；与望气者王朔的对话，
又体现其对自身命运偃蹇的愤郁不平。他一生经历的大小七
十多次战役，其中上郡遭遇战、雁门出击战、右北平之战、
从卫青击匈奴，司马迁给以详尽描述，又穿插其他经历和遭
遇，从而在突出重点的同时，较完整地展示了人物性格的不
同侧面，主次分明，详略得当，使人物饱满生动，个性鲜明。

在文章的记叙中作者倾注了对一代名将出众的军事才华与高
尚人格的衷心仰慕及对其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同时也寄予
了对自己身世的感慨；对汉统治者嫉贤妒能、任人唯亲、赏
罚不公的黑暗世道则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与愤慨。

不管历史上各个史学家对李广有什么评价，在本文中的李广
是一个临危不乱、胆识过人、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的人，他
治军简易，号令不乱的独特人格魅力是我不禁为之倾倒。但
是，和其他人相比，李广他功高赏薄、终生不遇、白首未封，
实在是可怜，最终还落得个自杀身亡的悲惨下场。在司马迁



的这些叙述，是充满了沉重感和沉痛感的。怀才不遇是封建
社会里的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而李广则是其中很有典型意
义的一个，难怪司马迁会对他倾注这么多的同情之泪了，帝
王家的刻薄寡恩司马迁也感同身受。

李广出身寒微，完全靠善射和英勇征战而升为将军的；卫青、
霍去病则都是外戚，靠裙带关系而青云直上，虽说他们也建
立了不小的功劳，但是他们的升迁是那么的频繁和快速，甚
至卫青的孩子还在襁褓之中就被封了侯，这不能不说是因为
是外戚的缘故。李广仁爱士卒，出征打仗时，碰到缺食少水，
“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对士
卒可谓关怀备至，体贴入微，而霍去病则不然。李广出征时，
所率领的兵马往往很少，装备也非常差，出征的路线也不好，
战斗常常打得十分艰苦，回来以后不是无功就是功罪相当，
有些时候还罪大于功，只好以钱赎罪，或被免为庶人，最后
不仅封不了侯，还落得个自刎身亡的悲惨下场。

实在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