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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人物故事读后感篇一

齐白石，著名国画家，1864年生，湖南湘潭县人，在中国美
术史上有卓越的贡献，原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曾获德国艺
术科学院院士荣誉奖和1955年国际和平奖金。

齐白石毕生为钻研国画竭心尽力，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他融合并继承传统写意画和民意绘画的表现手法，形成了独
特不群的艺术风格。他擅长作花鸟虫鱼画，笔墨纵横雄健，
造型简练质朴，色彩鲜明热烈。他善于把阔笔写意花卉与微
毫毕现的草虫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他还画山水、人物，亦能
诗文和篆刻。他在诗文篆刻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齐白石是中国人民杰出的艺术家，在中国美术史上有卓越的
贡献。他继承了中国绘画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发挥了形神兼
备的特色。由于他出生在劳动者家庭，他的作品多取材于人
民日常生活相接近的自然风物，具有健康、朴素的色彩。他
主张绘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
他的篆刻初学浙派，后多取法汉代凿印。布局奇肆补茂，单
刀直下，劲辣有力。

齐白石的父亲是一个老实人，平日安分守己，不走一步歪路，
不说一句怪话，见了人规规矩矩，做起事来实实在在。齐白
石的母亲既勤劳又贤慧，既会操持家务，又很孝顺父母。公
公婆婆常常夸奖儿媳妇心灵手巧。这样的家风很利于齐白石
的成长。

齐白石幼年非常聪明，4岁时，就学会了数百字。那是祖父用
炭画在地上教给他的。六七岁时，齐白石在外祖父的坐馆里



读了半年书。这以后，他就失学在家，帮助家中挑水、打柴、
浇菜等，干着不少杂活。劳动的余暇，齐白石抓得很紧，出
去放牛打柴，总是带上书本，抽空自学。有一次，他读书着
了迷，把砍柴之事忘了。天黑到家，怜爱孙子的祖母一顿责
备：“你好学，可惜来时走错了人家。”从此，齐白石上山
就先砍柴，捡足粪，再取出书来看，遇到不懂的地方，就趁
牛吃草的时机，跑到邻村的外祖父家去请教。虽然没有良好
的学习条件，但困难从来没有难住勤奋上进的齐白石。除去
读书、写字，他最大的兴趣就是画画。山清水秀的乡村景色，
妙趣横生的小说插图，都是齐白石绘画的题材。画画用的纸
是从旧账簿上撕的，笔墨是家里以前剩的。

父亲看见齐白石身体单薄，做不成扶犁掌耙的好手，就想让
他学习养家糊口的手艺。经过多方说情，托人荐举，齐白石
开始在一个老木匠门下学艺。起初，他干些杂活，后来专学
雕花的工匠活计。这自然用得上画画的技艺。他与师傅一起
钻研，改进刀法，创新了不少花样。苦学两年，具有独立工
作能力的青年木匠出师了。一出师，作为长子，便责无旁贷
地挑起供养家庭生活的重担。他每次外出做工，都把有限的
工资全部交给母亲，而每过一处，都留下手艺高强的声誉。

中国古代人物故事读后感篇二

传说，毛笔是两千多年以前的战国时期由蒙恬发明的。

公元前223年，蒙恬领兵与楚国交战。为了让秦王及时了解战
场上的情况，蒙恬定期写战况递给秦王。

在蒙恬那个时候，纸还没有发明，笔也没有完全成形。人们
用竹签蘸了墨将字写在丝做的绢布上，这种“笔”称
作“聿”。“聿”硬硬的很不方便。蒙恬以前就萌生过改
造“聿”的念头，现在，这个愿望就越来越强烈了。

战斗的间隙中，蒙恬喜欢到野外去打猎。有一天，他打了几



只野兔子回营，由于打的兔子多，拎在手里沉沉的，一只兔
子的尾巴拖在地上，血水在地上拖出了弯弯扭扭的痕迹。蒙
恬见了，心中不由一动：“如果用兔尾代替聿写字，不是更
好吗？”

回到营房后，他立刻剪下一条兔尾巴，把它插在一根竹管上，
试着用它来写字。可是，兔毛油光光的，不吸墨水，在绢布
上写出来的字断断续续，不像样子。蒙恬又试了几次，还是
不行，好端端的一块绢也浪费了。他一气之下，把那支“兔
毛聿”扔进了门前的一个山石坑里。

这一天，他走出营房，想透透新鲜空气。无意之中，他发现
了山石坑里那支被自己扔掉的“兔毛聿”。蒙恬将它捡了起
来，用手指捏了捏，发现兔毛湿漉漉的，毛色变得更白了。
他心中一动，马上跑回营房，将它往墨汁里一蘸，兔尾这时
竟变得非常“听话”，吸足了墨汁，写起定来非常流畅，字
体也显得圆润起来。原来，山石坑里的水含有石灰质，经碱
性水的浸泡，兔毛变得柔顺起来。

由于这支聿是由竹管和兔毛做成的，蒙恬就在“聿”字上加
了个“竹”字头，把它叫做“笔”。

想一想：发明来源于创意和灵感，只要你不断的观察思考和
想像，你就会有所收获的。只要你坚持着这个好习惯，什么
都有可能。

中国古代人物故事读后感篇三

司马迁（前145年-不可考），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
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
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
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着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
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
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
令，继承父业，着述历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
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
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
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
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
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文史

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史记》全书完成。全书130篇，
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
传、十表、八书，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
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列
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

思想

司马迁借老子之口说出了被他改造过和发展了的至治理想。
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内核，有意识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会“小
国寡人”和奴隶社会“使民”如何的思想，体现了深得道家
精髓的“与时迁移”思想。其核心是天道自然，要旨是人民
的足欲。

中国古代人物故事读后感篇四

王羲之（303年—361年，一作321年—379年），字逸少，汉
族，东晋时期着名书法家，有“书圣”之称。琅琊（今属山
东临沂）人，后迁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晚年隐居剡县
金庭。历任秘书郞、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后为会稽内史，
领右将军。其书法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
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
自成一家，影响深远。风格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



健秀。代表作《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在书法
史上，他与其子王献之合称为“二王”。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为历代书法家所敬仰，被誉作“天下
第一行书”。王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
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
自成一家，影响深远。其书法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
美健秀，世人常用曹植的《洛神赋》中：“翩若惊鸿，婉若
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
若流风之回雪。”一句来赞美王羲之的书法之美。传说王羲
之小的时候苦练书法，日久，用于清洗毛笔的池塘水都变成
墨色。后人评曰：“飘若游云，矫若惊龙”、“龙跳天门，
虎卧凰阁”、“天质自然，丰神盖代”。有关于他的成语有
入木三分、东床快婿等，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
结构多变。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唐代的欧阳询、虞世
南、诸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的杨凝式，宋
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
这些历代书法名家对王羲之心悦诚服，因而他享有“书圣”
美誉。

中国古代人物故事读后感篇五

张仲景（约公元150～154年——约公元215～219年），名机，
字仲景，东汉南阳涅阳县（今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张寨村）
人。东汉末年着名医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医圣。张仲景广泛
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着《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
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

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
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辨证的
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
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着，是中国医学史上影



响最大的着作之一，是后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着作，广
泛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

张仲景为人谦虚谨慎，提倡终身坚持学习。他在序文中
说：“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
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张仲景引用孔子语录，在
于说明自己不是天才，只能靠刻苦努力学习来获得知识。他
特别表明自己从青少年时期就热爱医学，请允许他扎扎实实
地按照孔子的话去做，因为医学没有止境，必须终身坚持学
习，活到老，学到老。

张仲景还为后人树立了淳朴无华、勤恳踏实的学风。《伤寒
杂病论》着述风格朴实简练，毫无浮辞空论，对后世中医着
作影响甚大。他诊病和学习时遇到一丝一毫的疑问，即“考
校以求验”，绝不放过，一定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张仲景的医学理论对中国古代医学的发展和老百姓健康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张仲景医学理论对现代医学研究有重大
贡献。而且对东南亚各国的影响也很大。后人研究他的医理，
敬仰他的医术和医德，称他为“医圣”。在河南省南阳市还
为他修建了“医圣祠”。解放后，翻修了“医圣祠”，并修
建了“张仲景纪念馆”，以纪念这位奠定中国中医治疗学基
础的医学家。

中国古代人物故事读后感篇六

读了这本书后，我被这位世界航海的奠基人、世界文明交流
的先行者的丰功伟绩所震撼。同时也深深体会到了郑和的聪
明勇敢，机智与镇静。在危险面前他永远是最勇敢，最镇静。
在困难面前他它永远是最聪明，最机智。而在海上他又永远
是威风凛凛，这是多么令人敬佩啊！

我几乎一口气读完了这本记载郑和所有航海经历的书，我不
禁对他肃然起敬。如果不是他，我想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印



度洋沿岸国家，非洲国家的友谊也不会如此的深。在海上，
郑和也有着一系列的.功绩。当时，郑和前往旧港时遇到了海
盗的袭击，但英明的郑和不仅没让自己的船员受伤，还消灭
了海盗五千多人，烧毁贼船十多艘，连海盗的窝也被官兵捣
毁，使“丝瓷之路”的安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之后，三下
西洋时郑和又将锡兰山凶暴贪婪的国王亚烈苦奈儿智擒，使
锡兰山问题和平解决，使海上“丝瓷之路”完全畅通。

不过，谈起幼年时代的郑和，我也不得不为他叹息。记的，
那是洪武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发动了统一云南的战争，在
这残酷的战争中，郑和一家遭受了灭顶之灾。三十九岁的父
亲在战乱中死去，而小郑和则被明朝军队俘获，惨遭阉刑，
小郑和那年才十一岁啊！生龙活虎的小郑和一下失去了生活
的方向。但是他并没有气馁，反之把握住了自己人生的道路，
成为了燕王身边智勇双全的一个内侍。

多么伟大的人啊！因为他我们成了海洋强国！真的，正如书
中所说：“海强则国强，海静则国宁，让一个和平、强大、
宽容大度的礼仪之帮、崛起的中国从海洋中走来。”也正是
在郑和不屈不挠的开拓进取精神指引下，有越来越多的人投
入到了航海事业中，他的事迹将不断激励着我们，增添我们
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和决心。

中国古代人物故事读后感篇七

提起他的名字，想到的永远是镌刻在背上的四个大字“精忠
报国”。他一心想重振大宋收复失地，怎想得皇帝昏庸，大
臣奸诈，弄得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冤死在**亭下。他就是宋末
少有的忠义将军——岳飞。

绍兴六年，岳飞率大军从襄阳北上，锐不可当，大军所到之
处尽为所收，大有一举收复中原、直捣金国老巢黄龙府之势。
怎奈何高宗一心议和，十二道金牌召回了他。他当时挥毫写
下气壮山河的《满江红》，词中表现了他满腔爱国之情，收



复失地、洗靖康之耻的决心，然而其中又夹杂他的深深的无
耐。皇帝之旨意，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他只得返回南宋首都
临安。

这时的他十分失落地带着军队往回走，他要快马加鞭，想尽
快问问高宗为什么要有这样安排？谁曾想这竟会是他最后一
次出征。

回到都城，高宗并没给他举行庆功大会，反倒将他以“莫须
有”的罪名关进了大牢。原来是奴臣秦桧作怪，向高宗进献
馋言，/昏庸的高宗将不明实情的将岳飞投入了大牢。秦桧来
让他“招供”。谁都知道他哪里有半点罪名，更不用提什么
招供不招供的。最后秦桧急了眼给他动了极刑。因为，秦桧
早已与金国串通好，等灭了宋就会有高官厚禄等着他呢！为
了这个，秦桧给岳飞动了那我们难以想象的刑罚，希望能从
岳飞口中套出些他想要的东西。这样他就可以装成一个好人
似的，向世人说：“看我没有冤枉他吧！”

可岳飞呢？虽深受极刑却豪气仍在，宁死不屈！他唯一的不
舍就是他的家人和大宋江山！可生不逢时，他再也无法完成那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梦想了。这一年他仅38
岁，死于**亭。

中国古代人物故事读后感篇八

陶渊明，一个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乡里
小儿，做了80多天彭泽令就弃乡归隐，躬耕田园的伟大人物。

他喜爱恬淡自然的田园生活，他厌弃官场政治的腐败、门阀
制度深严而对现实极端不满，毅然辞官归隐。他归隐田园后
家乡遭焚，生活陷入困境，但他安贫乐道，不与世俗同流合
污，与世隔绝。

骀荡的江风，吹得他衣袂漂浮，如仙人一般笼中的鸟儿此时



重返自然了。他的快乐又有谁能体会呢？人生的美好难以企
及时，便在于心灵的自然与悠然；人生的永恒瞬间，也常常
缘起于那片刻的安闲：只不过是轻轻飘过的一缕云烟，便有
了难言的满足；只不过是闲叙几句家常，便有了一整日的温
暖。在那个并不富足的田园里，他欣然开怀，洒脱自在一如
那朵无心出岫的白云。其实，田园处处可寻，千载难逢的是
那般快乐而满足的心。

陶渊明的喜欢听那汩汩流淌的泉水，喜欢看那民风朴素的乡
野村民，告别了昨日的喧嚣，这一刻，这美妙的幽静，只属
于他陶渊明。

南山之下，独坐着他，田园生活，怡然自得。告别昨日的浮
华，更喜那桃源的幽雅。

他散落天涯，像一个流浪的侠士，而笔则成了他手中的利剑，
揣着它，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啊，走啊！

锄头不如笔拿来顺手，自然庄稼也有点儿不争气，可是没关
系，让可贵的倔强把功名利禄丢了吧！

杂草在他的田里蔓延滋长，他不介意，用辛勤的汗水换取生
存的底线，用美妙的文字虚拟土壤，给心灵安一个家。他不
后悔自己的一切，他如今，只喜欢这田园诗情了。

看着美丽的朝霞，映红了那美丽的天宫，他坐着，他的心潮
澎湃，那美丽的色彩，是那天国的盛装，风吹来了稻子的清
香，令人眷念的黄昏过渡到了夜深人静的晚上，美丽的夜呀，
这一刻，是如此皎洁，这一瞬，是如此辉煌，这一刹那，我
明白了：唯有放弃，才有我今宵的获得！这一生，我为我吟
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