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明虎贲在线收听 大明王朝全集
读后感(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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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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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虎贲在线收听篇一

这本书可以说也是一部皇皇巨著，除去之前读过的明朝那些
事儿外，已是耗时最费的作品。作为历史文学，考虑到构造
情节的必要，与史实确有偏差，但主要历史人物的性格刻画
仍使人印象深刻。

全书以嘉靖后期国库亏空，严党企图在浙江推行改稻为桑充
实国库开篇，历毁堤淹田，构陷海瑞情事，及至海瑞反击，
胡宗宪清剿倭寇，使严嵩失去了嘉靖的信任和倚杖，把持朝
政二十余年之久的严党溃于一旦。然而严党虽倒，国家的财
政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在平民死于饥寒，百官无不欠俸的
危机之下，嘉靖却大举兴建宫观，引起朝野震愤，从而催生
了海瑞的天下第一疏，引发了君臣之间的巨大矛盾。而此时，
嘉靖由于久服丹药，积重难返，不久便龙驭上宾，随即裕王
即位，大赦天下，以海瑞为代表的一批谏臣脱身大狱，加入
到了明朝中后期的隆万大改革中间。

故事到此完结，但我们对于嘉靖和海瑞的评判没有结束，嘉
靖年少时从旁支入主大宗，在权谋老到的群臣间站稳脚跟，
足以证明其本身的聪慧天才，然其沉迷修道，大兴土木，重
用严党，使国家一度风雨飘摇，几成误国之君。而海瑞虽出
身卑微，心性却至阳至刚，不避权贵，忧怀百姓，大直大忠，
无愧青史留名，万古流芳。



这本书在一些细节似乎还需雕琢，不过总体尚可，以上。

文档为doc格式

大明虎贲在线收听篇二

《显微镜下的大明》这本书是明代纪实文体，主要讲了一些
平民百姓关于赋税劳役方面几个难缠的官司。说是难缠不是
因为官司复杂，而是中间纠缠了各层级官员的利益而使得事
情变得难办。从这些故事中能深刻感受到明代百姓生活的水
深火热，艰难困苦，明代的基层机构对百姓的掌控与盘剥，
真是“皇帝不下县”。

这本书在讲故事之间，插入了大量的注释，一口气读起来不
是那么顺畅，甚至有些费力，慢慢读就还好。《古董局中局》
相对是比较简单的，《长安十二时辰》情节更紧凑更有趣，
叙述时开始夹入一些解释，有些影响阅读，结尾也有些仓促。
这本《显微镜下的大明》很明显故事相对简单，大量的注释
非常影响故事的阅读，但是不读又不完整。

我觉得这本书更像是一本笔记，一本亲王在搜集、调查、了
解这些故事的过程中写下的笔记，开心的是亲王大方的分享
给所有人，让读者都能更深刻的了解明代背景，缺点是影响
了故事的趣味性、阅读的流畅性。而且这本同样的也是前两
个丝绢案、龙脉案精彩，中间的档案馆冗长略枯燥，结尾的
简单急促。

大明虎贲在线收听篇三

读此书是因为前几天偶然看到了同名连续剧中陈宝国的表演
片段，内容是故事开篇嘉靖听政府财政报告那一段，老戏骨
演得是真好，一下子就把我看这本书的胃口吊起来了。

这本书是小说，不是《万历十五年》那样的历史研究，这正



中我的下怀。罗伯特·麦基在《故事》中说过，人类对于故
事的渴求是是不可餍足的，而我正是其中中毒最深的那部分
人。

故事有明显的主线和层次，从太监打死钦天监官员开始，抽
丝剥茧，一步步引出几方势力你死我活的朝堂争斗。其中有
严嵩的严党，有太监锦衣卫，也有高拱张居正这样的清流；
有一心为民的海瑞，有抗倭名将戚继光，还有想要革除弊政
的裕王；有高高在上的帝王嘉靖，有工于心计的商人沈一石。

这些人都由一条主线牵起，就是改稻田为桑田的国策。君王
一念间，朝堂震荡，民间已是惊涛骇浪。本来一个目的是充
盈国库的举措，各方势力从中博弈，都想捞得最大的好处。
最后搞得民不聊生，国库却依然空空如也。

看到故事几近结尾处，嘉靖还在为天下臣民是否尊敬和畏惧
自己而龙颜震怒，却忘记了自己身为君父对天下苍生的责任，
真是让人气结。看到海瑞直言死谏，妻子老母死于归乡途中
自己却因为说了让皇帝不高兴的话在蹲大狱，几让人泫然涕
下。

人生就是由一个个选择组成的，读书时就会把自己代入故事，
会想，若我是嘉靖，我会像他一样和群臣天下人赌气吗，若
我是海瑞，我敢弃家人和自己的安危不顾仗义执言吗，若我
也只是一个小小的杨金水，我是否也有他装疯的隐忍呢。

故事有了选择，读故事的人就有了思考。然后就会通过故事
反观自身。有些事就能想得更明白一些，有些事也能看得更
开一些，有些气馁也能让人放下手了。

大明虎贲在线收听篇四

本书是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的原著小说，这部剧是国产
剧中罕见的神作，是我最喜欢的国产剧，没有之一，怎么爆



吹都不过分。小说利用明代中期真实的历史背景虚构了一个
名为“改稻为桑”的国策，并以它的推行为线索，叙述了从
上到嘉靖皇帝、裕王，以及严嵩徐阶等大臣，下到地方官员
及普通百姓以及商人等一系列的矛盾冲突。虽然最后把持朝
政近二十年的严党终于倒台，徐阶等清流派全面执掌朝廷，
但依然不能改变大明朝国事日非、百姓困苦的艰难局面。最
后，海瑞冒死给嘉靖上了一封后来名垂青史的《治安疏》，
矛头直指嘉靖本人，批判嘉靖在位期间实行的种种恶政，明
确指出因为“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才造成了大明朝当前
的困境，嘉靖虽然特别愤怒，但后来也有所悔悟，最终没有
处决海瑞，而是留下海瑞给裕王登基后要改制时任用。

整个故事里面，无论严党还是清流，无论是严党的改稻为桑
还是后来清流派推行的生产松江棉布的政策，毫无疑问，都
只能先让嘉靖皇帝满意之后才能实行。无论严党如何嚣张，
清流如何想清除积弊，都不得不先讨皇帝的欢心，去迎合皇
帝的过分要求，才能办事。嘉靖皇帝迷信道教，名为清静修
玄，实则大兴土木，修建各种道教宫观，并搜集天下宝物，
供应浩繁，使得财政不堪重负，国库空虚。作为内阁大臣，
无论严嵩严世藩，还是徐阶高拱张居正，没有一人敢出来劝
阻，反而只有先满足嘉靖皇帝的个人需求，才能把余下财物
用于国事。严嵩之所以能长期把持朝政，就是因为他既满足
皇帝的挥霍，又能照顾手下官员，同时兼顾国事，就算百姓
困苦，只要不出现农民起义等严重事态，就能高枕无忧。嘉
靖皇帝表面宅在玉熙宫的精舍里修道，实际一直牢牢掌控大
权，特别是财权。整个故事的开始，就是因为严嵩一党为了
弥补国库亏空，才提出改稻为桑，又因为实行的不顺利，才
有了后来的毁堤淹田、通倭大案等情节的出现。

但既然是实行国策，那为何要祸害百姓呢？难道国策的目的
就是祸害老百姓?非也，严嵩说的很明白，桑田比稻田收益更
高，改稻为桑上利国家，下利百姓，也就是说国策对老百姓
是有利的。无奈的是，即使改种桑田获利更多，老百姓也不
愿意改，所以严世藩认为老百姓太刁钻，让先把那九个县给



淹了，到时候你们种不成地，也没有粮食，看你们还要不要
改。这种逻辑很常见，我这是为了你好，也为国家好，如果
你非不听，那就只好强迫你。后来胡宗宪为了赈济受灾百姓，
去应天找赵贞吉借粮，赵贞吉却不愿意借，因为无论严世藩
还是徐阶，都不愿意让借粮给胡宗宪。这和上面推行国策是
一种逻辑。严世藩是想尽快逼迫百姓实行改稻为桑，如果百
姓有了粮食就更不愿意改种桑田了，所以所以不让借。而对
于徐阶来说，浙江官场都是严党的人，胡宗宪也好，郑泌昌
何茂才也好，都是严嵩父子的人，那就不如不借粮食给浙江
赈灾，索性就让浙江乱下去，然后就有理由参奏严嵩一党，
借此机会把严党彻底铲除。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浙江百姓暂
时会受很多苦，但这是为了铲除奸党，为了匡扶朝政，为了
以后能对百姓更好，所以是正当的。也就是说，他们都认为，
只要目的正当，就可以不择手段。

那么，他们的想法到底对不对呢？我们能不能用不正义的手
段去实现正义呢？我认为是不能的，因为正义不仅包括结果
的正义，也包括手段的正义，而且只有过程是正义的，才能
确保最后的结果正义。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手段和目的可
以分离吗?至少在当代哲学家陈嘉映看来，是不可以的。在
《何为良好生活》一书中，陈嘉映阐述了伦理学中的目的与
手段的关系，并写道:“实践活动的目的本身受到实践方式的
调整，没有‘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一说”。以行医为例，
医生主要的工作是治病救人，但是医生好不好，绝不仅仅是
看他能不能治疗疾病，医患关系的紧张，也不只因为庸医误
人，更是因为医患之间沟通不畅。除了治疗效果，医生还要
考虑很多，比如治疗癌症，尽量保证患癌的器官不被切除，
算不算是治疗效果的一部分？是该冒着致死的风险去做手术，
还是采取“保守疗法”听任病人被病痛折磨一辈子?此外还得
考虑病人的年龄和家庭情况，消耗大量的医疗资源，花光家
里所有积蓄，把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折腾掉半条命，就为了
除掉病根，这样值得吗？显而易见，单纯考虑疗效，强调目
的的正当性而不择手段，并不能达到好的效果。医生是要治
病救人，但是让患者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利用自己的专业



知识让患者以更加合理的方式对待疾病，这也是医生的责任，
行医并不能以医疗效果作为唯一的追求，更不能为了追求医
疗效果而不择手段，手段本身就在塑造结果，如果手段不合
理，即使医疗效果再好，也不会是我们想要的结果。事实上，
人类生活中的大多数事情都不能只追求目的，目的总是跟意
义相连的。所以不能用不正义的手段去实行正义。

几乎都在宣称自己是天命所归，民心所向，皇帝是为了结束
战争，拯救斯民于水火，为万民做主，这才统一天下。但是
之后呢？王朝越来越专制，越来越腐败，皇帝越来越不择手
段地为自己谋利，完全脱离了当初要为民做主的初心。这样，
即便皇帝再怎么宣称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再怎么委过于大臣，
再怎么强调自己是万民之主，也无法让人信服，因为他剥削
和镇压百姓的手段事实上已经重塑了这个政权的目标，这是
赤裸裸的事实，即使他不愿意承认。

很明显，大明朝的“病根”在嘉靖皇帝身上，所以海瑞上书
要求嘉靖放弃君主独裁，实行“君臣共治”。在那个时代，
这是最好的办法了。孔子要求君主好好对待人民，他说“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君要像君”，“臣才能像臣”，
父慈子孝的关键也是在于“父慈”。孟子进一步提出“民贵
君轻”，后来，秦汉设立丞相，由其率领百官与皇帝共同处
理朝政，唐朝实行三省六部制，宰相对皇权也有一定制约，
就是在宋代，皇帝也是在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但是到了明代，
朱元璋却废除了丞相制度，从根本上消除了相权对皇权的威
胁，也使得“君臣共治”不再成为可能，真正实现了君主独
裁。海瑞在《治安疏》里开篇说要“正君道，明臣职”，君
道如何不正呢？他说的就是不应该君主独裁。但是他没有明
说也不敢明说的一点是，真要实现君臣共治，至少得恢复丞
相制度，但是因为朱元璋早就废除了丞相，并规定以后不许
再设，有臣子提议再设的要处以极刑，所以他说来说去只能
泛泛地说要君臣共治，只能苦口婆心地劝嘉靖以江山社稷和
黎民百姓为重，只能寄希望于嘉靖皇帝自己的“觉醒”，并
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好在嘉靖后来似乎也明白了他的用心，



所以没有处死海瑞。而裕王也就是后来的隆庆皇帝显然没有
嘉靖这种操控朝廷的手段，因而君臣共治的条件已经具备，
虽然丞相制度不能恢复，但若君主能给予大臣足够的信任，
能够不以自己的私利来压制内阁，君臣共治在一定程度上也
能实现。

综上，本书最终的主题是借海瑞之口来揭露君主专制之恶，
用黄宗羲的话来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
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
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
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
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不过，无论孔子孟子也好，海
瑞黄宗羲也罢，他们由于时代的局限只能提出“民本”思想，
即以民为本，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但是在这里，
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地位还是不平等的，百姓只是根本，根
本之上是皇帝、皇亲国戚以及各级官员。而在现代社会里，
只有民本思想无疑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民主、平
等、自由”等价值观念的实现，我们需要保护私有财产，保
障言论自由，限制政府权力，对政府实行民主监督，并以民
主的形式参政议政。

不正义的手段带不来正义的结果，实现不了正义的目的。我
们永远不能期望独裁专制的政权会带来好的治理效果，能给
人带来幸福。

大明虎贲在线收听篇五

前一阵子，看刘哲老师微信转发的马伯庸新书《显微镜下的
大明》的有关介绍，觉得挺有意思，就在京东上买了一本。
最近读了该书的第一个故事《徽州丝绢案始末》，和大家分
享一下感触。

故事发生地在南直隶下辖的徽州府，该府管理着六个县，分
别是歙、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一天，歙县一名叫



帅嘉谟的学霸，闲来无事算起了徽州府历年的税粮账册。就
这么一算，发现了问题，他认为本应该有六个县分摊的“人
丁丝绢”税目，却只有歙县独自承担，这怎么行，不公平嘛，
于是乎，正义感强的帅学霸决心要为歙县老百姓讨个说法，
就这样一场前后持续近十年的“丝绢案”开始了，在马伯庸
的妙笔下，各地百姓、乡绅、县官、州府、户部、首辅等诸
多利益集团各怀心思、算计妥协的博弈之局跃然纸上，十分
有趣。

长久以来，历史在我们脑海中的印象，多是规模宏大的历史
叙事，多是王侯将相的荡气回肠。而那些贩夫走卒、市井无
赖，真正构成社会一血一肉的普通老百姓，他们的喜怒与哀
乐，他们的心思与想法，往往会被史书忽略。这些人，在史
书中的记录不过寥寥数笔，在历史上或许毫无地位可言，可
他们生命中的喜与乐、悲与欢、离与合对于普通人的意义不
亚于时代大势。

在《徽州丝绢案始末》中可以看到，小人物也可以创造大历
史。当故事的主人公帅学霸在呈文上写下第一个字的瞬间，
这一切就像齿轮上的链条，在各方利益的驱动下，不管初心
如何，裹着所有人向前走，不管前面是一马平川还是万丈深
渊，都已由不得自己。许多事情，一旦开始，可能再也无法
回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