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明猩电影 大明王朝全集读后
感(汇总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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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猩电影篇一

作为一个半吊子历史爱好者，印象中，春秋战国，群雄并起
百家争鸣，及至秦统六合，封建王朝由始兴。汉元两朝，想
起似闻金戈之声，疆域辽阔。唐代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更兼
帝王家绮丽爱情故事，国力强盛。南北二宋，虽有战祸，但
在经济和文学艺术方面达到的高度也很高。只有明代，印象
中最深的便是宦官当道，厂卫横行，主观感受实在没有什么
好印象，但是这本书却给了我不一样的感觉。

从时间和事件上，倒严前后，大致可以分为两块。前半看得
心潮澎湃，为大义舍身忘家；后半更多政治，上意天威云云。

嘉靖四十年一直到嘉靖薨逝，大明朝虽已千疮百孔，但也不
乏贤人能臣，况其后紧跟而来的改革和大明中兴，虽然小说
并不代表史实，但突然对这段历史更感兴趣了呢！

大明猩电影篇二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最爱看的还是历史书，最最爱的
还是明史。像当年看到《明朝那些事儿》那样激动，一口气
看完。喜欢当年明月和马亲王这种阅读很多历史材料之后归
纳总结，只是当年明月是编年体，讲的王侯将相高居庙堂的
故事，马亲王的这本《显微镜下的大明》则是纪传体，讲的
是基层小老百姓的故事。



徽州丝绢案，婺源龙脉保卫战，杨干院律政风云，黄册库的
前世今生，大篇幅主要讲述了这四个故事，后面两个故事比
较短，没有那么精彩。前三个都是地方上的故事，是基层群
众和基层官员与高层领导与法律制度硬碰硬的死磕，然后所
有人都在权衡自己的利益的，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也正
是这种权衡，不断能窥见明朝这座大厦一点点在崩塌。一将
功成万骨枯，每一个大人物决策的改变，影响的是数以万计
人物的命运，也庆幸数以万计的人当中有人选择记录下这些
故事，让后世的我们看到。

最爱的是黄册库那章，实在是太绝了，横穿了整个大明史。
明朝的黄册，类似与现在人口普查手册和土地房产证资料，
每10年更新一次，记录了每一个生活在明代的人的身死由来，
每一块土地的归属变迁，黄册的质量也反映了每个朝代的兴
衰荣辱，朱元璋朱棣时期的黄册材料要求较高管理严厉放了
几百年依旧清晰可见能翻阅，但是到嘉靖万历年间的材料偷
工减料管理松懈放了几十年就已经失踪或者不能翻阅。在这
些黄册上，能感觉到生活气息，也感受到历史温度，近300年
的历史都藏在玄武湖（后湖）的中央，当时搜集黄册的过程
中各个部门插手谋求利益又各种和稀泥，但是又随着南明的
灭亡很多都被当作柴火当作火把毁灭。

“这是一幕极具象征意味的画面。曾令大明江山永固的黄册，
在风雨飘摇中被一一扯碎。漫天的纸屑飞舞于后湖之上，万
亿大明子民的户籍华为甲胄和火器，以毁灭自己的方式，试
图成为挽救这个王朝的最后希望。”以前觉得开国皇帝，开
疆扩土武将最为重要，看完这章发现文臣更为重要，打完仗
后的`土地和人口，都是一盘散沙一团乱，人口统计经济统计
耕地统计，每一样都是由基层人员一个个一点点实地去做，
需要一套强大的系统来管理，上行下效。历史书上就简简单
单一句几几年，某某朝建立，立年号某某，但是实际上还要
好几年整合才能成为真正成为一个朝代。还有，中国实在是
一个力量过于庞大的机器，终于能够理解，为什么说从宋朝
的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就再也没有能够有整体配套体制的



改革了。

都说以史为鉴，呵呵，这本书里面详细描述的官场的姿态，
跟400—500多年后的今天还真是有些异曲同工之妙。

大明猩电影篇三

当代作家林斤澜老先生，经常活跃在故乡的江南和工作的北
京两地之间，对江南春风和北国的春风有着不一样的情怀、
感受和认识，在这篇文章里他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通过对
比烘托，把自己对北国春风别样的体会和哲思，抒写的淋漓
尽致。为我们描绘了北国春风的粗犷豪迈、猛烈迅疾、强劲
有力的特点，歌颂了它的勃勃生机，竭力扫尽残冬，催生万
物的可贵品质，表达了对驱散严寒，带来春天的北国春风的
无限怀念和深深敬意。在写法上另鸣新声，不拘一格。

二、对比烘托，突出春风的可爱本文两处对比非常强烈，一
是作者起初无限怀念江南春风，觉得它抚摸大地，像柳丝的
吹拂，体贴万物，像细雨的滋润。可后来多次下乡在京西的
大山上，“看到积雪不管立春、春分，只管冷森森没有开化
的意思”，坚冰顽固地驻守着北方的原野，没有想过要退出
舞台。面对这样的坚冰，“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的南方的
春风是无可奈何、无济于事的。而北国的春风却以摧枯拉朽
的力量、不可遏制的气势，横扫整个北国，吹开了冰冻，吹
醒了生命，催生了万物。通过这一对比，北国春风的形象显
得尤其可爱。二是作者回想江南的春天与春风，有的只
是“乍暖还寒、最难将息”，有的只是“淡淡的阳
光”，“蒙蒙的细雨”。更不用说发霉的墙角散发出的“死
耗子味儿”与“能不怀念北国的春风！”形成鲜明对比，让
北国的春风显得更加可爱，对北国春风的敬意也油然而生。

三、语言粗犷，透出春风的阳刚之美《春风》一文语言“粗
犷豪放、贮满哲思”。全文散句中夹杂着许多急促的短句，
运用一系列动宾短语，巧妙构成了排比与反问，使语言显得



变化多姿，错落有致，读来抑扬顿挫，富有节奏感。
如：“一夜之间，春风来了，忽然从塞外的苍苍草原，莽莽
沙漠，滚滚而来，从关外扑过山头，漫过山梁，插山沟，灌
山口，呜呜吹号，哄哄呼啸，飞沙走石，扑在窗户上，撒拉
撒拉，扑在人脸上，如无数的针扎。”这句用铺排的手法，
辅之以拟人的写法，象声词的烘托，突出了北国春风不可遏
制的气势。语言形象生动，真切感人。再如：“要不，请想
想，柳丝飘拂般的抚摸，细雨滋润般的体贴，又怎么过草原、
走沙漠、扑山梁？又怎么踢打得开千里冰封和遍地赖着不走
的霜雪？”这两句反问，将北国山民喜欢春风这种感情表达
得充分透彻、淋漓尽致。此外，文中还运用了比喻、拟人、
夸张、反复等修辞手法，写景状物极富表现力。读来语言质
朴自然，音调铿锵，感情真切，气势宏魄，显示出了一种阳
刚之美。

大明猩电影篇四

开年到目前为止读过最好的历史题材新书，书中挑选了史料
中有详细记载的六桩大明时期地方诉讼案件的官方文献进行
解读，这些留存至今的历史文物准确详实的记录了一桩桩明
代诉讼案的每次审案经过与结果，再经由马亲王的重新整理
和编撰，一个由无数底层百姓和基层官吏为细胞组成的“市
井大明”跃然于纸上生动鲜活的展示在读者面前，也给了已
经习惯从上帝视角看待历史的我们一个从百姓生活细枝末节
的案件中自下而上观察和分析明朝官员更迭社会演变的机会。

简介书中那几则发生在明朝的真实有趣的故事：

“学霸必须死“的《徽州丝绢案》，缘起明代南直隶徽州府
歙县一位叫帅嘉谟的学霸，在用税赋粮册练习演算习题的过
程中发现因税赋统计漏洞导致原本需徽州府辖下六县均摊的
丝绢税竟独由歙县一家背负长达2之久，案件一石激起千层浪，
审理过程中又因牵连周边其余五县利益，演变为六县官民大
乱斗的混乱局面…。



于是在万历三年的徽州，可以看到一番神魔小说般的盛况：
六个县的官员腾空而起，纷纷祭出法宝与神通，呈文如雪片
一般交相挥洒，肆意互喷，口沫四溅。六县的乡宦们也在暗
暗输送内力，支持知县们拼个你死我活。

而在《婺源龙脉保卫战》中大明贡院中的秀才举子们也不甘
寂寞的跳出来，演绎了一场利用封建迷信保护家乡绿水青山
的运动，一场牵扯到百姓们烧山奔小康和士族学子们护林祈
求功名之间的利益官司。

流传至今的《保龙全书》一共有五册。我们看到的这段经历，
仅仅是第一册涵盖的内容。此外还有《续保龙全书》，记述
了康熙年间先后两次保龙运动的始末；第三册单独记录了一
个叫施大任的人在乾隆年间的保龙诉讼经历；第四册记录了
乾隆年间的保龙运动；第五册则讲光绪十六年（1890年）到
十七年（1891年）之间的`龙脉烧灰大战。

个人认为最有趣的当属《杨干院律政风云》一篇，案件由晚
唐时期的罗式祖坟和南宋时代迁移到此的杨干院寺院引起，
横跨几百年间的房地产纠纷，最后一直闹到了嘉靖年间，甚
至惊动了当朝天子。当中描写的明代僧俗关系以及朝廷对宗
族祠堂的管理政策非常详尽，案件中关于各级涉案人员在案
件审理中如何买通证人也都记载的一清二楚。

明王朝十分注意限制僧尼的数量，规定每三年发放一次度牒。
并且，男子不到四十岁、女子不到五十岁，不得出家。《大
明律》中对没有度牒、“私自剃度者”亦有十分严厉的处罚。

“冤死而民不思”意思是老百姓知道你是冤枉的，可是一点
都不同情。王文能得到这样的评价，可实在是太讽刺了。

除了这些历史案件，书中自然不乏马亲王独有的经典幽默语
录，时常让人被拽着着穿越来穿越去，捧腹间就理解了那些
原本干涩难懂的词藻与制度体系，比单纯历史小说更人性化



的阅读体验。推荐给所有喜欢历史，热衷于了解明朝历史的
书友，更多有趣的史料内容就等待你自己在书中发掘了。在
看了那么多皇帝视角的大明历史后，这一次，我们来用显微
镜看大明。

大明猩电影篇五

这几天，我读了一篇文章叫《大明湖之春》。这篇文章写了
大明湖春天的景象。其中有两段仿佛让我身临其境，我们一
起来欣赏吧！

湖中现在已不是一片清水，而是用坝划开的多少块地。地外
留着几条沟，游艇沿沟而行，即是逛湖。水田不需要多么深
的水，所以水黑不清；也不要急流，所以水定而无波。东一
块莲，西一块莲，土坝挡住了水，浦苇又遮住了莲，一望无
景，只见高高低低的庄稼。艇行沟内，如穿高粱地然，热气
腾腾，碰巧了还臭气哄哄。夏天总数还好，假若水不太臭，
多少总能闻到一些荷香，而且必能看到些绿叶儿。春天，则
下有黑汤，旁有破烂的土坝，风又那么野，绿柳新蒲东倒西
歪，恰似挣命。它既不大，又不明，也不湖。

湖之不大与不明，都因为湖已不湖。假若能把地都收回，拆
开土坝，挖深了湖身，它当然可以马上既大且明起来：湖面
原本不小，而济南又有的是清凉的泉水呀。这个，也许一时
做不到。不过，即使做不到这一步，就现状而言，它应当算
作名胜。北方的城市，要找有这么一片水的，真是好不容易
了。千佛山满可以不算数儿，配作个名胜与否简直没多大关
系。因为山在北方不是什么难找的东西呀。水，可太难找了。
济南城内据说有七十二泉，城外有河，可是还非有个湖不可。
泉，池，河，湖，四者具备，这才显出济南的特色与可贵。
它是北方唯一的水城，这个湖是少不得的。

看，这两段不错吧，这篇文章是老舍先生的作品，文章体现
了作者文笔幽默，语言通俗流畅的风格。大明湖本来就素有



泉城明珠美誉，是济南的三大名胜之一，再经老舍这样一写，
大明湖就更加令神往了。老舍写出了济南春天的短暂和乏味，
把它的实际情况都写出来了，没有胡编乱造。而我们写作文
也要是真实的，那样才能有真情实感，才能写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