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黑仔星读后感(模板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
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
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黑仔星读后感篇一

杨修，好一个奇才！

杨修该不该死，不去辩论。他的才能，绝对在常人之上——
能轻易掀开曹操心思的外纱，可谓奇才。可是，他的智慧甚
至不比常人——恃才放旷的杨修，带着些傲气，不知道尊重
别人，他得罪曹操不知几次，让曹操恨再爱上；应该说，他
不识时务。

从人情看，对他我是不爱也不恶，可我似乎应该感激他。

杨修不识时务，最后决定了他的被斩。在这个人的社会中，
其实有很多累人的地方。杨秀让自己不被一些事所累，他没
有刻意压制自己本领的表现，而是随自己的心思。但他的这
一点让他不适合在这样的社会中生存，他应该生活在一个纯
真的社会中。虽然这样一来，他的一些才能便展现不出来，
但他可以完全地活出杨修的所有。

完全地活出真正的自己，无拘无束，我也希望，可是——

这个我正面对的社会，体现给我并让我在其中生活的社会，
让我不得不累了自己，有时失去了真实——除非脱离社会。
不过，社会是这个社会的，我是我自己的，我的梦想是我自
己的。虽然完全实现自己的梦想很艰难，但不失去精神上的
自己。有时需要伪装，必须伪装，那不要紧，因为那只是外
套，因为那样做是为了自己的梦想，真正的梦想。当有一个



梦想成真，便将外套换得更薄。

有两种人最不被外事所累，一种是大智的人，他们看透了一
切，看开了一切，变得无拘无束；另一类是大于的人，他们
不琢磨一切，不在意一切，变得无拘无束。这两种人获得真
实，充实，无论成为那种，都很不错。如果被注定活在他们
中间的部分，就蔑视一切的黑暗，先往所有的光明。

杨修属于夹心的部分，他分不清黑暗和光明，似乎只希望那
个和了自己的胃口，不看干净。

杨修，好一个奇才！

杨修，好一个奇才。

黑仔星读后感篇二

项羽，楚国下相人，军事家，中国军事思想“兵形势”的代
表人物，也是以个人武力出众而闻名的武将。他一生好
战，“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
天下”。巨鹿之战中以少胜多打败秦军，但是在公元202年，
项羽兵败垓下，突围至乌江边自刎而死。

项羽破釜沉舟，尽灭秦军精锐，用兵如神，是一个武力超群
的壮士，一呼百应的将领。他胆气过人，勇武过人。他乌江
边自刎，讲究名誉与气节，宁死不屈。他重情重义，非常爱
自己亲人和战马。但是他非常自负自满，他从不听取别人意
见。他也十分暴烈，有人触怒他，他遍杀死别人。

对于项王之死，许多人有不同的看法。杜牧在题乌江亭中，
一句“包羞忍耻是男儿”，认为，男儿应该，能屈能伸，包
羞忍辱，而项羽却无法做到。而李清照在《咏项羽》中，认
为做人必须有尊严，节气，生做人杰，死为鬼雄。而他是非
常欣赏项羽的。



我认为，项羽自刎，是值得的。保住了自己的名气，名节。
并被后人赞扬他的勇气，胆量。而假如他渡江走了，没死，
就算他东山再去，也没有了以前的威严。也许还会苟且偷生
的活着，与其这样，还不如壮烈的死去。

但是，项羽，不会做个好皇帝，他只能做英雄。他拒绝逃命
的快船。拒绝同情与宽容，拒绝拥有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等
世俗中的权谋与机变，在死神面，他不屑刘邦的。违背信义，
面对昔日部下和惊恐的追杀者，他从容淡定。而他不听取别
人的意见，导致他不能做好的君王。

项羽，有优点也有缺点，既赞扬他的勇气，又批判他的自负。
他是历史中的英雄，当年的败者赢得了人们心中的敬畏，而
当年的赢家却随风湮没在时间的流逝中！

黑仔星读后感篇三

杨修是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他的“鸡肋事件”更是妇孺皆知，
他的死因连小孩子都耳熟能详。而我认为，杨修之死有一个
最主要的原因————他太张狂了。

杨修的张狂是一步步发展下去的，最后一发不可收拾。因此，
首先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杨修的毁灭之路。

最初，是最典型、最家喻户晓的例子。话所有一天，塞北送
来一盒酥，曹操随意题“一合酥”三字置于案头，随即离开
了，回来时却发现杨修已与众人分食了酥饼。杨修不经请示
就动领导的东西，这不是当面给领导掴耳光吗？虽然曹操题
字的确是“一人一口酥”的意思，但在嫉贤妒能的曹操手下，
杨修竟然锋芒毕露，这不是目无领导，过于张狂吗？曹操他
必然生气了。

这还是生活小事，可接下来杨修却张狂地掺手政治斗争了。
从政人士都一定深谙一点：从政如螳螂捕蝉，续稳、准、狠。



而“稳”正是一切的前提与基础。然而，杨修却贸然加入曹
植与曹丕的王位斗争中，甚至在曹操眼皮底下教曹植作弊，
这种张狂，目无法纪的作为令曹操颇为愤怒，还连累了曹植。

最后就是杨修之死的直接导火索————“鸡肋事件”。曹
操出师斜谷界口，却被蜀军逼得进退维谷，无奈吟出“鸡
肋”二字。夏侯淳却把他当做军令传下去，结果杨修便令军
士收拾行装。结果他被曹操抓住把柄，以惑乱军心之罪将杨
修斩首。假如杨修只作心知肚明，不将“鸡肋”隐意宣传开
来的话，他或许还有救。只可惜他过于张狂，一心想表现自
己，不经请示随意命令军队，才惹祸上身，留下千古恨。

经过了杨修之死的警醒，那我们是否便应不“张”不“放”，
只求内敛呢？答案非常明确，是否定的。由此我们需要在张
狂与内敛间求得一个平均值，掌握一个“度”，那便是张扬
了。

毛遂自荐便是个典型的例子。毛遂是赵平原君门下一个名声
戋戋、身份卑微的门客。他平日毫无锋芒，人们都认为他很
平庸。有一次，秦国入侵，包围了赵首都邯郸，赵王心急火
燎，急忙派平原君去楚求救。平原君想挑出二十个精英门客
作为随员，经过精挑细选，却只有十九个满意。正愁之时，
只见毛遂主动推荐自己，经过一番讨论，他成功被编入队伍。
到达楚国后，平原君与楚王谈判结盟的事，半天未果。毛遂
又及时地站出来，以刀剑胁迫加上激烈言辞的劝诫说服了他，
并歃血结盟，最终救下了邯郸，毛遂也成了平原君门下的贵
客。

这个故事深刻地告诉我们，平日里需要冷静、潜伏，而不是
张狂，直到契机出现，我们就可以抓住它，张扬地展示自己，
才能获得最好的结果。

对于我们这些渴望独立，渴望展示自我的特点，我们更需要
张扬的个性，y用张扬来展示自我。如果人的美是花粉，张扬



就是传播花粉的蝴蝶；如果人的美是千里马，张扬就是千里
马的嘶鸣；如果人的美是月亮，张扬就是发射在月球上的日
光。但张扬需要有度，否则便会如杨修般的祸从口出，遗恨
终身。因此，张扬不张狂，自信不自负，才是我们应掌握的
个性。

黑仔星读后感篇四

杨修是三国里的一个聪明人，下面小编整理了杨修之死读后
感600字，欢迎阅读!

凡看过《杨修之死》这篇文章的人，都会为才子杨修“恃才
放旷”而死在“奸雄”曹操手中而感到惋惜。对曹操那
种“嫉才妒能，不能容人”的行为感到憎恶。但是我认为曹
操那么做是无可奈何的。

曹操的无奈，其实是对杨修这种性格的无奈。在《三国演义》
中，杨修恃才放旷且锋芒毕露而不懂得收敛，稍有机会，不
管什么场合什么对象，便开始卖弄才华，以显示自己才高八
斗，学富五车。其中诸如“一盒酥”和“猜字谜”等事件，
便是极好的佐证。然而对于这些，老谋深算的曹操并不欣赏，
每次都“虽喜笑，然而心恶之”。写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认
为这是曹操嫉妒杨修才华，其实这只是一种十分肤浅的表面
现象。因为对于大政治家曹操来说，他在臣僚们面前的每一
个举动，都有其潜在的政治目的。

就拿“一盒酥”“猜字谜”事件来说吧，在我看来，表面上
是曹操和臣僚们的游戏之作，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些游
戏都具有很强的政治试探性。老谋深算的曹操，想从中看看
出臣僚们对自己的心思了解多少，明白多少，这对于曹操来
说非常重要，如果一个人的所思所想全部被别人看破，那么
这个人就失去了其价值，而杨修想靠才华领取政治资本，却
犯了曹操的大忌，所以他为自己的惨局，埋下了祸根。



但我认为杨修最后身首异处的主要原因并非上面这些小事，
而是杨修参与了曹氏集团的权力之争。试问哪一朝最高统治
者喜欢别人来管自己的“家事”呢?从这个角度说，杨修的死
是必然的。

处死杨修，是曹操无奈的选择，而曹操因处死杨修而落了
个“嫉贤妒能”的千古骂名。杨修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才是
真正的凶手。

杨修的死因，应该是由于他太能够摸透曹操的心思。曹操既
嫉妒他的才能，又考虑到留他在身边终不免造成祸患，总想
找一个堂堂正正的罪名把他杀掉。加上杨修为显示自己的聪
明才智，置军纪于不顾，一闻“鸡肋”就自动收拾行装，并
煽动其他人也作归计，因此，他的被杀是咎由自取。明代李
贽点评《三国演义》时对这件事曾写道：“凡有聪明而好露
者，皆足以杀其身也。”即有此意。

小说《三国演义》中，杨修在汉中被曹操所杀，究其原因全
在于杨修自己。

书中明确写道“杨修为人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说明
他的死是由于“恃才放旷。”这直接说明了“杨修之死”事
件罪归杨修。

杨修猜出了曹操的谜语，曹操并没有因此而喜欢杨修。从整
篇小说来看，曹操出谜语并不是要让别人答出来，而是展示
自己多么有学问，结果杨修一语道破，还四处张扬，似乎是
在大喊：“曹操这点儿水平，考不住我!”曹操自然会“恶
之”，不过他以国事为重，就容忍了他的放旷。

在“梦中杀人”的故事中，曹操忍痛杀近侍、装作梦中杀人、
假装痛哭，又费力厚葬近侍，只为达到一个目的：防止被人
暗算。但曹操没有想到的是，杨修故意戳穿了他，使这样一
场戏白演了，曹操只能再去另想办法，以防被别人刺杀，自



然会“愈恶之”。杨修故意让曹操达不到目的，但曹操不为
此与他计较，只是忍了。

杨修向曹操报告：曹丕与人密谋。这实际上是一个外人向一
个父亲告其儿子的状。这不免使我们想到了西汉的江充为谋
害太子而制造“巫蛊事件”,让皇帝除掉太子，得到其中利益。
两者行为相似，那意图难道会不同吗?况且曹操后来又确认了
曹丕没有与人密谋，那么杨修在曹操眼里就是要暗中谮害自
己的儿子的人了。曹操没有因此而除掉杨修，又忍了。

杨修作为行军主簿，不仅没为曹操出过一计一策，还惹了这
么多祸!杨修对曹操，甚至魏国，有害无益，留着他，还不知
他会闯出多少祸呢。

唉，又是一个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人!

黑仔星读后感篇五

读完《项羽之死》，我感到对手对于一个人非常重要。项羽
一生最强大的对手并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可他却没有意
识到，认为他的败是："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对于激
励我们成长，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留一个对手给自己。一
个有对手的人应该是幸福的，因为你的对手，会伴随你一路
成长下去，直到你登上最高的山峰。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英雄往往是成双成对出现。虽然
他们看起来是对手，但是他们却都成就了对方，同时也成就
了自己。

始皇一扫天下，我相信他们所得到的不是唯我独尊的喜悦，
而是无人能敌，无战可战的寂寞与苍凉，他失去了奋斗的目
标，同时与迷失了自己，最终秦朝二世而亡。刘邦虽然喜钱
财，好美姬，但是项羽的存在，却使他由一个街头混混，成



长为一代帝王。我相信刘邦将死之年，最怀念的不会是别人，
而必定是他一生的对手——项羽。

幸福使人麻木，而痛苦却让人成长。往往带给你幸福的人，
你记得不是甚清晰，但是给予你巨大的伤痛的人，你却刻骨
铭心。没有对手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人生。在《康熙王朝》上
看康熙在千叟宴上敬酒，都让人热泪盈眶。康熙敬了三碗酒，
第一碗是敬孝庄皇太后，第二碗敬各位臣工，而第三碗酒，
他说："这第三碗酒，朕要敬给朕的死敌们。鳌拜、吴三桂、
郑经、葛尔丹，还有那个朱三太子，他们造就了朕，他们逼
着朕立下了这丰功伟绩。朕恨他们，也敬他们。哎，可惜呀，
他们都死了，朕寂寞呀！朕不祝他们死得安宁，祝他们来世
再与朕为敌吧！"

这是何等地豪迈，何等地不屈啊！

请留给自己一个对手吧！留给自己一个奋斗目标，让自己永
远充满活力。

让祝福自己的对手吧！正是因为他们，你才能够获得今日的
辉煌。

请珍惜自己的对手吧！因为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他们在你心
中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我们不做独孤求败，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汉子，我们会敬重
我们的对手们，让我们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请留给自己一个对手，祝福那些使你成长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