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资治通鉴阅读心得 资治通鉴读书
心得体会(优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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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资治通鉴阅读心得篇一

不知是什么时候，我开始对历史有点感兴趣了。爱民如子的
孝文帝，残暴天下的商纣王，喜好美色的唐玄宗，昏庸无比
的唐德宗，信鬼神的唐宪宗与唐穆宗……一个个，令人深有
感触。《资治通鉴》，一本记载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历史的
史书，司马光整整用了十年时间才编成。宋神宗以“鉴于往
事，有资于治道”，命名为《资治通鉴》。

我在里面了解到：毛泽东把这本《资治通鉴》整整读了十七
遍，而我还只看了四遍。十七遍，一本书三百三十八页，总
共看了五千七百四十六页。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仅仅一
本书就看了五千七百四十六页，令人敬佩呀!

年老的唐玄宗，老眼昏花，不明事理，让杨贵妃出家修行。
后来又娶进杨太真(即杨贵妃，太真是老道士给她的道号)，
但我觉得杨太真似乎也不怎么好。杨太真喜欢吃荔枝，唐玄
宗命他们三天三夜摘荔枝，比现在火车慢不了多少，一路上
却死了很多人。唐玄宗为了杨太真的一笑，竟然牺牲了数十
人到上百人的性命，可见唐玄宗的昏庸。

汉哀帝偏宠侍从董贤，所以有着“断袖之癖”的典故。有一
次，汉哀帝与董贤同塌睡觉，董贤翻身，不小心压住了汉哀
帝的袖子，汉哀帝不忍惊醒董贤，就把自己的袖子割断了。



后来，汉哀帝命董贤为大司马，结果弄死了许多人才，最后，
太后把董贤赶出了宫，另择王莽。可见汉哀帝的同性恋性格，
使他抛弃了国家，抛弃了许多人才。多么可惜呀!同时也反应
出了汉哀帝的昏庸，只要有人在精神或事情作为上有一点点
反对董贤，汉哀帝就暗杀或把他斩之，可悲呀!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无人能比，他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
道德精神，司马光的坚持不懈。但是由于有些人的讽刺，致
使司马光想马上完书，导致唐朝与五代十国的时候写得比较
多。但司马光的功劳永远是伟大的!

那是一片广漠的土地，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星辰。我
漫无目的地行走在古老的中国，遍野都是狼烟，我眼前尽是
模糊，推不开，也挥不断。只听得远远近近，人的悲号和兵
刃撞击缠绕在一起，偶尔还夹杂着野兽的嚎叫，迷蒙的烟雾
中，显现出几个巨大的名字：尧、纣、汉高祖、唐太宗……
烟雾渐渐散去，这些名字不见了，代之以遍地征人的鲜血，
倾倒的旗帜，焚烧着的画作、诗稿，以及倒塌的宫殿与茅草
房……一束束竹简从天而降，一片一片，跌落在数千年积聚
的尘埃里，每一片都有同样的红光在闪烁，那是鲜血写就的
两个字——历史。

是的，历史。硝烟、鲜血和民众的苦难，这是历史在我脑中
留下的最深刻的烙印，如果说，在捧起那些厚厚的史书之前，
我对于历史的了解，还毫无例外地局限于历史课本上的四大
发明、三皇五帝，文学艺术这些引人自豪而堂皇的东西的话，
那么解读真正的历史，无疑是对一个有良知的人一种残酷的
精神上的折磨。厚厚的史书那蝇头小字里，几乎每一页都有
战争、都有阴谋、都有杀戮，都有着民众苦难的呼喊与挣扎。
文学、艺术，一切真善美的东西，要么为乱世所毁灭，要么
在暂时的平静里苟延残喘。后世的人看到了它们得以保留下
来的那一部分，欢呼、雀跃，为文明谱写赞歌，很少有人翻
开沉重的故纸堆，去看一眼历史的真实。



五千年的文明史啊!这五千年的文明，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文
明”呢?

历史，字字行行都是残酷。残酷的统治，残酷的文化，残酷
的道德。一个犯了大罪，不仅他的家人、他的邻舍、他的朋
友要与他同罪，就连妻子、祖母、母亲的宗族以及许多八杆
子打不着的亲戚都要受到诛连。一案既发，成百上千的人无
辜被杀，有的甚至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已经祸从天降。
而这种诛连九族的手法，在整个封建社会的漫长的历史中源
源不断地重演。就是这些封建帝王死后，仍不放弃鱼肉人民
的机会，他往往将建造陵墓的上千的工匠们，和他生前的嫔
妃婢仆，一齐或杀死或活埋在陵墓里，美其名曰“守陵”。
《资治通鉴》里就曾描述过这样一个场景：武士们用刀枪将
帝王的陴妾们逼进陵墓，然后用石头沙土填堵了出口。附近
的居民一开始还能在静夜听到隐隐的哭喊，三五天之后就声
息全无。

这样悲剧几乎充斥了每个朝代。我们熟悉的隋文帝、唐太宗、
康熙皇帝还有成吉思汗都做过类似的决定。不同的是太宗的
遗命因为一个武则天而改为出家感业寺，总算保全了一群女
人的性命。而这样的行径，在那个时代很少遭到人们的质询。
不公正的事情经历了年年月月，人们的感觉也仿佛麻木了起
来，因此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辟如缠足、辟如文字狱，
辟如女性的极端低下的地位，以及君臣之道三从四德的封建
道德，不但为老百姓所默认和遵循，连那些所谓有知识有见
解的士大夫阶层也深以为然。于是，无以计数的人们，不是
死于战乱流离，就是受害于那个黑暗的社会，难怪鲁迅先生
笔下的那个“狂人”，频频翻动历史，却从头到尾只看见两
个字——“吃人”。

面对历史我感到惊愕，我从不曾知晓那些灿烂辉煌的背后有
着如此苦难深重的隐情。我们赞美着五帝三皇的非凡业绩。
却看不到盖世功勋背后的遍野枯骨;我们欣赏着古往今来的佳
诗妙句，却体会不到这些诗句中隐含的悲惨现实;我们炫耀着



四大发明的成就，却无视它们被应用于杀戮和掠夺的不光彩
历史，我们的眼睛只看到了表面的光辉与灿烂，却忽视了作
为任何一个社会之主体的老百姓的痛苦与悲哀。

解读历史，才渐渐明白，“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
客”，任何在对历史的无知基础上的自豪与崇拜都只能受到
那些长眠于地下的先人们的潮讽。只有以一颗虔诚的心去走
进历史。你才会发现，历史留给我们最珍贵的东西，不是文
学，不是艺术，也不是伟人，而是和平与秩序的宝贵性，只
有在和平的年代，只有在有秩序的生活中，文学、艺术以及
其它一切的一切才能够展其所长，社会生活才繁荣稳定，才
有了真正令我们自豪的历史。

所以，如果不曾解读历史，让我们对所谓“华夏五千年文
明”保持慎重的缄默;如果不曾解读历史，让我们至少不对那
些英雄伟人们作一知半解、津津乐道的评说;如果不能从历史
中看到过去的苦难，未来的希望，那就看看现在吧:

打开电视机，听一听伊拉克的枪声，看一看非洲难民的眼泪，
望一望世界动荡的股市，你就知道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无
论你读与不读，它都永远存在，而且，只要贪欲与战争存在
于这个世界一天，真善美的东西便没有生存和发展的余地，
人类的悲剧也将源源不断地重演。

历史永远不仅仅是历史。

资治通鉴阅读心得篇二

从20xx年开始到现在，历时近三年，终于将《资治通鉴》看
完。最初看此书仅是想读点历史作为调剂，但在看的过程中
逐渐发现，此书的意义远胜过单纯的了解历史。开始时并没
有看完的打算，只是用的一个电子词典看。但是有很多复杂
的字电字词典显示不出来，遂换为手机阅读，不太正式，只
是抱着消遣的心态。但后来体会此书的意义后，用手机看也



还习惯了。前两年比较忙，就这样有空时断断续续在手机上
翻翻，一直看到了宋纪，接近一半的篇幅。去年下半年开始
有了大把时间，终于买了岳麓书社的版本，一直看到最后。
三年间发生了许多事，此时回首，初读此书时的情景已不太
清晰。最早还记得信陵君的命运，平原君善辩的门客公孙龙。
而到现在的太祖皇帝横空出世，读者隔了三年，历史却已过
去千年光阴。最后温公的进书表上写到：臣今赅骨癯瘁，目
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
精力，尽于此书。编这部书花费了他十九年，其感慨确然更
胜我等阅者。

《资治通鉴》是当之无愧的鸿篇巨制。以前所看的任何一部
书，都没能够跨度时间长达如此之久。将千年中各种人物的
命运浓缩在一部书中，其所带来的振憾，远非一般讲一两个
主角命运的书籍可比。一千三百年，无数的风流人物贯穿其
中。伟大的人物的确推动并书写着历史，普通的人也在其中
扮演了自己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在这漫长的一千三百年中，
任何的伟大风流，又能够延续多久?任何一个英雄，从他诞生
到建功立业，到最后的逝去，最多不过几卷的篇幅。在他之
后，又有新的人物不断诞生，不断殒落。在历史的长河中，
每个人的光辉都是如此短暂。纵使能略有所成，进而荫及子
孙，又算得了什么?开国的帝王混壹四海，号令天下，但真又
能保江山几何?子子孙孙，也终有为阶下囚的一天。刘邦规定
非刘氏不得王，但也止不住汉献帝的悲剧。李世民英武盖世，
又怎料得到子孙为无赖出生的朱温诛杀。大燕开国，雄据东
北，一时风头无两。但数百年后的女真契丹，又有谁还会念
及当年慕容氏的荣光?蜀地天险，历公孙述、刘备、李特、王
建、孟知详，最终谁能长保一姓王朝?江南世家，门阀大姓，
屡经岁月涤荡，风流最终也被雨打风吹去。读通鉴的历程，
正如《桃花扇》里唱的：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
看他楼塌了!所有的人和事在历史的长河中都微如星火，转瞬
即逝，太渺小，太渺小。看透这一切，人真的应该更豁达。
就如六尺巷的启示一样：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资治通鉴》所载，多为政治史，更是一部斗争史，将中国
人的政治传统淋漓尽致地展现。因为这一政治传统直到今天
也未改变多少，所以《资治通鉴》经世致用的意义仍然巨大。
本朝太祖与蒋先生都曾是本书的读者，对他们而言确实起到
了资治的作用。而普通的读者，从中看透中国式政治的核心，
无论在哪一领域，都会更理解中国人社会的游戏规则，行事
方式。中国人的特点是，对不是最正大光明的东西都不愿意
宣讲，所以很流行潜规则，也就是很多东西不会讲出来的，
要你自己来感悟。即使是教材上节选《资治通鉴》，也是一
篇很励志，很积极，很正面的《孙权劝学》，而不是暴露政
治角力艰险的段落，而后者恰恰才是通鉴真正的意义所在对
历史的真相毫不隐讳，对人性的丑恶毫不回避，用一千三百
年不间断的历史揭露了人类社会的残酷本质。

我们总喜欢认为，天下本来应该是安定的，每个人都恪守自
己的职责，贤者见用，庸者见疏，罪者见诛。而且人间自有
正义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苍天有眼。但事实却是，在
这一千三百年中，正义失衡，奸臣当道，杀戮四起才是经常
的事，而真正朝纲正直，天下生平的年代只有短短几次，就
跟抽彩票一样，几乎指望不了。这个社会，就好像是一个破
罐子一直在破摔一样，其实从来都没好过，但只要不没摔碎，
它就可以一直摔下去。所以哪怕中州丧乱，民存者仅百之二
三，但只要这一小部分存活下去了，他们又还可以继续建立
政权，重复那些悲喜剧。儒家喜欢歌讼远古完美的三代，而
普通人也总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然而三代在哪里?人人修
德化的古又在哪里?通鉴的记载足以让这些童话破灭，世道几
乎一直都是不好的，生灵几乎总在涂炭，而那些稀有的、短
暂的治世也仅是差强人意而已。现实就是这样残酷，通鉴让
人敢于面对现实，接受现实，而不是沉浸在对那些未曾有过
的理想社会的歌颂中。诚然我们希望社会可以变得更理想，
我们也应该为此努力。但如果现在的社会还不够理想，那也
是正常的，也许应该更心平气和，而不是一味抱怨。

据说温公当编成此书后，写作班子之外只有一个人借去完整



地看了一遍，令他对非常失望。两年后温公去世，对于此书
的巨大影响再也无法得悉。《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
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
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
不胜枚举、数不胜数。如果温公去世后不久的徽宗之世，君
臣皆能通晓此书，何至于朝纲紊乱，最终国破南渡，君臣为
虏?而千年后在华夏掀起大风浪的毛先生，却正是因为读此书
十七遍，最终混壹四海，君临天下。在当今信息化社会，需
要吸取如此多知识的时候，《资治通鉴》这样的古书仍然是
为很多人推崇的必读之书，足以证明其价值经久不衰。青史
留名不过略为后人所知，温公作青史而流传，胜之远矣。而
且只要中国人的精神核心不变，通鉴的价值还会继续保持下
去。它并不是什么普及读物，不会像《三国》《水浒》一样
拥有大量的通俗读者，因为它精深的政治智慧一点也不通俗。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读通鉴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多。再过一千
年，两千年，其风采仍会有无数的后来人评说。

资治通鉴阅读心得篇三

有人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有人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还有人
说：“读史可以明鉴，知古可以鉴今。”种种这些，让我坚
定的`认为爱上历史，是多么正确的决定。

之前的我，虽然喜欢读书，但对历史没有一点兴趣;之前的我，
觉得历史很遥远，所以避而远之;之前的我，一直专心学习语
文课本，却忘了了解我们华夏五千年来的历史。

不过，庆幸的是，我改变了学习观，开始认识历史。这个寒
假开始，我们班展开了历史研学活动，通过音频学习历史，
记笔记，在研学群里交流、探讨。老师也会适当指导。

历史学习内容是由“熊大叔”来讲解著名的《资治通
鉴》，“熊大叔”那幽默风趣的口吻和《资治通鉴》那生动



的情节、鲜活的历史人物着实勾起了我对历史的兴趣，也第
一次让我觉得历史也没那么枯燥，反而挺有趣的。

日复一日，我对历史从感兴趣逐渐变成喜爱，又从喜爱渐渐
变成热爱，我的笔记也变得更加实际性，现代化。

学习历史，让我更加清楚地看透人世间的人情世态;学习历史，
让我知道了一个个成语、典故的由来;学习历史时，我们不免
会有惋惜、痛恨、失望等多种情绪，我们虽然不能篡改历史，
但我们能借鉴前人的方式方法，尽量不让一些悲惨历史重演，
这些这些，足以看出，学习历史的好处不胜枚举。

回望历史，我们直视着无数有才华的人。

功绩显著的君主：统一天下的秦始皇、推行胡服骑射的赵武
灵王、建立汉朝的汉高祖……

廉洁奉公的忠臣：清廉的诸葛亮、铁面无私的包拯、德才兼
备的王安石……

文武双全的将军：孙膑、岳飞、吴起、辛弃疾……

才高八斗的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魔白居易……

他们书写了历史，历史也将他们记载，如此之多的伟人，难
道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吗?

纵观悠悠历史，历史上的失败数不胜数，但是我们中华民族
不怕失败，越王勾践不怕，他卧薪尝胆，最终打败吴国;孙中
山不怕，他愈挫愈奋，最终推翻腐败的清王朝;我学习历史最
大的收获就是明白了：“失败并不可怕，每一次挫折都是新
的起点，只要坚持不懈，加倍努力，终将到达胜利的彼岸”

朋友，一起来学习历史吧!为了让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更



强大，更繁茂，更和平。争取让中国成为一个文明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