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记读书心得(精选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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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
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
吧。

史记读书心得篇一

史记是中国古代历史著作之一，它是司马迁编写的一部纪传
体通史。这部巨著以中国历史的整体面貌为主线，全面、详
尽地记录了从上古时期至西汉末年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主要
内容包括帝王实录、列传和世家等多个部分。阅读史记给我
留下深刻的印象，让我对中国古代历史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史记的第一部分是帝王实录，它记载了历代君主的政治措施、
外交政策和军事征战等，是史记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我在阅
读这一部分时，深深感受到了中国古代王朝的兴衰史。各个
朝代的皇帝们面对的困难和挑战各不相同，但他们无一例外
地都遭遇过斗争和压力。在王朝的兴盛时期，君臣团结一心，
勇往直前，国力强盛。而在王朝的衰败时期，政治腐败、军
事失利等问题不断出现，导致王朝逐渐走向灭亡。通过阅读
帝王实录，我深刻地认识到，一个王朝的基业要想长久，就
必须具备良好的统治能力和善于制定正确政策的才能。

史记的第二部分是列传，它以人物为主线，记录了各个历史
时期的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在这部分中，我对中国古代历
史上的许多英雄人物有了更深的了解。我看到了许多杰出的
政治家、统帅和文化名人的故事，他们的睿智、胆识和才华
让我深感敬佩。这些人物中的许多都是历史悲剧中的主角，
他们以自己的力量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但最终却无法逃脱命
运的残酷。通过阅读列传，我对历史人物的命运有了更深刻



的认识，并且从中汲取了许多宝贵的人生智慧。

史记的第三部分是世家，它主要记录了历代王室贵族家族的
事迹。通过阅读世家，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古代的封建社
会中家族的地位和影响力。这些家族有着庞大的财富和强大
的势力，他们能够左右政治局势，甚至推翻朝代的更替。然
而，随着家族成员的逐渐腐朽和道德败坏，许多家族最终走
向了衰败和灭亡。通过阅读世家，我对封建社会的内部运作
和家族命运的变迁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史记的最后一部分是表，它是一部详细的时间表，记录了历
代君主、重要事件和文化变迁的时间线。通过阅读表，我对
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过程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也对历史的连
续性和周期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表中记录的大量的经历和
时间顺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对中国五千年的文明
有了更加生动的感受。

总的来说，阅读史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对中国古
代历史有了更全面的认识。通过帝王实录，我了解到一个王
朝的命运与君王的智慧和统治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列
传，我认识到许多历史人物的英勇和贡献，更明白了人生的
意义和价值；通过世家，我深入了解了封建社会中家族的地
位和命运；通过表，我直观地看到了历史的发展与变迁。史
记是一部开阔眼界、增长知识的著作，我相信这部伟大的史
书将会继续给后人带来更多的启示和感悟。

史记读书心得篇二

读书心得体会《史记》是一本伟大的历史著作，作者司马迁
在这部历史巨著中，通过对中国历史的辑录和记载，展示了
自己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思考。这本书既是一部翔实的历史
记录，也是一部思想文化的瑰宝。在阅读《史记》的过程中，
我深刻体会到历史的重要性、人性的复杂性以及思考历史的
智慧。以下是我对《史记》的读书心得体会。



首先，读《史记》让我领悟到历史的重要性。历史是人类经
验和智慧的结晶，了解历史能够让我们更好地把握当下和未
来。《史记》以其详实的历史记载、独特的史论和深刻的思
考，让我更加明白历史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通过对
中国历史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朝代的兴衰更替、社
会制度的变迁，以及人们对于权力、荣辱、忠诚等价值观的
思考。这使我深刻认识到，历史是一个永恒的课堂，只有通
过对历史的学习和思考，我们才能汲取智慧、找到对问题和
挑战的应对之道。

其次，读《史记》让我体味到人性的复杂性。《史记》中所
描述的历史人物充满个性和特点，他们的行为和决策往往受
到自身欲望、追求利益、历史背景等因素的影响。比如秦始
皇，他集权力于一身的行为并不仅仅基于对统一和治理的渴
望，更多的是出于恐惧和个人野心。这种人性的复杂性让我
更能理解和包容人类的行为，同时也提醒我在面对决策时要
理性思考，避免被个人的欲望和狭隘的利益所驱使。

第三，读《史记》让我认识到历史的变迁和进步，以及由此
带来的思考。司马迁在《史记》中多次提及中国历史上的分
封制度、中央集权等重大改革，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推动
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通过对历史的分析，我开始思考如何
在改革和发展中结合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寻找最适合社会进
步的路径。历史的变迁和进步教会我们珍惜现在的成果和机
遇，也告诫我们要不断思考和积极进取，才能不断实现个人
和社会的发展。

第四，读《史记》让我意识到历史和现实的联系。历史是现
实的基础，也是现实的延伸。通过对历史的学习和思考，我
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当下的社会和现象。例如，《史记》中对
于人性、政治和制度的解读，使我在观察和理解当前社会和
政治现象时有了更多的思考角度。历史给予我们洞察现实的
眼睛和思考现实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更好地面对挑战和解决
问题。



最后，读《史记》让我体会到思考历史的智慧。历史并非只
为了回忆和记忆，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历史的思考和总结，得
出一些规律和结论，用以指导当下和未来的行动。司马迁在
《史记》中对历史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评价，这使我深切体
会到了思考历史的重要性。历史不仅是我们过去所赖以生存
的土壤，也是我们现在和未来思考的基础。我们应该通过对
历史的学习和思考，寻求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智慧。

总而言之，读《史记》让我深刻领悟到历史的重要性、人性
的复杂性、历史变迁的进步、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以及思考历
史的智慧。这本书是一部笔记，也是一座思想的宝库，更是
一个启迪我们思考的窗口。它让我们不断反思自我，充实智
慧，使我们能够更好地面对挑战、做出明智的决策。读《史
记》是一次意义深远的历史之旅，让我从中汲取了很多思考
和启迪，受益良多。

史记读书心得篇三

以前没有阅读过《史记》时，也曾听老师说起过，每次提起
这本书，老师们就大赞特赞，说这本书是史学界宝典，鲁迅
先生不是也说过《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读中国历史不能不读《史记》。在进入大学学习历史专业后，
读史记也成为我们首要并且必须的任务。读了《史记》，能
领悟到司马迁那深厚的语言文字功底，作为史学家的严谨和
丰富的想象力，我深深的喜欢上了《史记》，如果没有它，
那么秦汉以前的历史研究会是多么苍白无力!感谢司马迁，为
后人留下一笔宝贵财富。

《史记》还是一本文学巨著，不同于《离骚》，有华丽的辞
藻和浪漫的想象，史记以其朴实的文字和适当的联想，将一
个个历史故事向我们娓娓道来，描绘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
物，从史记中我深深的被项羽打动，我们也可看出司马迁个
人的信仰，那就是：所有中华儿女都是炎黄子孙，来自同一
个祖先，者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可找出原因，司马迁所处时



代是汉朝大一统，继续通过思想统一巩固政治统一，思想统
一是巩固统一的法宝。由此可知，任何时代独具有阶级性，
而所有的文学史学都市社会状况的反应，《史记》是汉王朝
的一面镜子，从中可看出汉朝的历史。

毫无提问，《史记》也有缺陷，尽管是一部大作，具有相当
大的文学价值，但也有一些缺陷。首先是在记录上的局限，
有一些记载有问题，以致后人怀疑《史记》的真实性，但是
我想说“任何作品都是应时代的要求产生的，都有依据，实
际尽管有缺陷，不能全盘否定，只能是仁者，见人智者见者。

希望大家都看看，多长见识!

史记读书心得篇四

读史记，感到项羽为刘邦所败，原因多多，但最重要的在于
项羽性格缺陷。项羽浪漫、简单粗暴、刚愎自用，优柔寡断;
刘邦实际、胸有城府、善于用人、办事果断。项羽重情，忠x
不辨为情所困;刘邦喻利，流氓之徒皆为用之。

所以，楚汉相争，项羽由强到弱，冰消雪融，最后破灭;刘邦
一次次化险为夷，最终胜利，实属必然。

项羽为刘邦所败，甚至早就注定，早在奉楚怀王招分兵伐秦
约定：先入关者王。看似是公平，实则早有倾向。

当时，楚怀王看到项羽残暴，于之不满，而刘邦宽厚，心里
爱之，就有意让项羽北进指向秦军主力章邯，而让刘邦径直
西进，阻力较小，容易先入关。

而项羽一则没有看出这一招，还有一层因素，在于其叔父项
梁被章邯所杀，急于报仇，以致利令智昏。结果，尽管破釜
沉舟，大败章邯，歼灭了秦军主力，但毕竟还是比刘邦晚入



咸阳，虽军力远远强于刘邦，道义上却输刘邦一筹，埋下失
败的伏笔。

由此可见，勿为性格为小事。

史记读书心得篇五

史记是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史书之一，也是我最喜欢的一
本历史著作。读完史记，我不仅对中国古代的历史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也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通过阅读史记，我体会深刻，受益匪浅。

首先，史记让我意识到历史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历史是
一个民族的记忆，是一座文化的丰碑。通过史记，我了解到
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政治发展以及文化底蕴。历史的宏观
视角让我看到了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辉煌与沧桑，激发了我
对本土文化的自豪感。同时，历史也给了我对未来的思考，
让我明白只有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和总结，才能够更好地面对
挑战。

其次，史记让我深入了解了中国古代历史人物的风采。史记
以其深刻的人物刻画而闻名于世。无论是伟大的帝王还是卓
越的文人，他们的思想、行为和决策都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
财富。通过阅读史记，我见识到了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生动
描绘，透过他的笔触，我仿佛看到了曹操的机智和谋略、刘
备的仁义和胆识，以及李白的豪情壮志。这些历史人物的英
勇和智慧激励着我努力奋斗，追求更大的目标。

此外，史记对我理解历史发展规律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史
记不仅仅描述了一部部古代事件的发生，更揭示了历史的普
遍规律。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观察和研究，我发现历史的发展
往往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例如，历史上的一些兴亡和衰落往
往是由于社会制度的失衡和道德风气的败坏。通过学习史记，
我认识到人类的社会发展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正确的道



德观念，否则就会陷入混乱和衰落。

最后，史记给我启发了对人性的思考。读史使人明智，史记
让我看到了人性的一面，人性的善与恶，人性的奋斗和迷茫。
历史人物的励志故事和悲剧都给我很大的触动。其中，最让
我印象深刻的是李白的《将进酒》和陈胜吴广起义。李白的
豪情壮志和为酒痴狂的人生态度让我领略到了自由和激情的
力量；而陈胜吴广的革命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让我懂
得了奋斗的重要性。这些人物的形象使我对人性有了更加全
面的理解，也让我知道了作为一个人，自律和追求是多么重
要。

通过阅读史记，我深刻体会到了历史的重要性，了解到了中
国古代历史人物的风采，认识到了历史的发展规律，思考了
人性的诸多问题。这些都让我在个人修养和人生观方面受益
匪浅。我相信，通过对史记的深入学习和思考，我能够更好
地面对人生的挑战，追求真理和意义。

史记读书心得篇六

《史记》是中国汗青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
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种形式。列传的一种，
重要记诸侯之事。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史记》约成
书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原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
完结这部巨作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十分
佩服，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
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仅仅评释谁的作品罢了。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
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
书”、“太史公传”。《史记》开端没有结实书名，相同一
般称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
公”。“史记”原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端，“史
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近人梁启超讴歌
这部巨作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粹术脑筋变迁之形



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华
文学史纲》)

司马迁的爸爸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希望没有完结，
临终要司马迁完结其夙愿。厥后，司马迁继任爸爸太史令之
职，开端写《史记》，十多年后，总算完结。司马迁著《史
记》，其史学观点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
之言”。司马迁根究的天人之际，并非认可天的隐秘气力反
而器重天人之间关连的演变，然后相识“古今之变”的要害，
根究出汗青动态成长变革的层面，终极完结“一家之言”。
而他的撰述动机，重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承继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结撰述
《史记》的宏愿。司马氏世代为史官，司马谈同心专注承继
祖先久绝的世业—太史令，重现孔子撰述《年纪》的精力，
收拾和叙述上代汗青。《隋书?经文志》说：“谈乃据《左氏
年纪》、《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年纪》，
接厥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成心承继编订《年纪》
往后的史事。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举办封禅大典，司马谈
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毕生之憾，忧愤而
逝世。他逝世前将遗志吩咐儿子司马迁说：“本日子接千岁
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逝世，汝必为太
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答复道：“小子不敏，
请悉论祖先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爸爸的遗志完结
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
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承继《年纪》精力。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
说：：“祖先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
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年纪》、本
《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
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表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
使命。《年纪》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往后的史事就
没有齐备的史乘纪录。司马迁是绍继《年纪》，并以汉武帝



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始元年改历下限，编撰史记。但是，
司马迁承继《年纪》，不但是要形式上秉承周公以来的道统，
并且是器重《年纪》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
《年纪》，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置疑，明是非，
定夷由，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
废，王道之大者也……《年纪》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
莫近于《年纪》。”可见司马迁对“年纪之义”和“年纪笔
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年纪》驳斥
精力，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担负史家责任。据《后汉书百官志》载，“太
史令”仅仅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责任仅在于图籍，掌管星象
地舆，最多也仅仅记载上代及当代事变，并无著作的责任。
但是，司马谈和司马迁明显不满意于“拾遗补蓺”。司马谈
早有收拾上代汗青的谋划，怅惘却“发奋而卒”，临终前吩
咐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
统，明主、贤君、忠臣、逝世义之士”甚多，身为太史令，
有完结论载上代汗青的使命。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
身世为太史的责任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大德不载，
灭功臣、世家、贤医师之不述，隳祖先之言，罪莫大焉。”
因而，司马迁同心专注秉承祖先间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
的责任感，决议撰述《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亦吐露著作
《史记》的方针，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结太史令的责
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责任。

《史记》是一部贯串古今的通史，此公告事始于传说中的黄
帝时期，不断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中国古代三千年
摆布的汗青。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
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本
纪”是全书提要，按时代记叙帝王的言行政绩。“表”用表
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叙准则成长，触及
礼乐准则、地舆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舆等诸方面内
容。“世家”记叙后代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列传”是重



要人物列传。此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