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羽列传读后感(精选10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
优秀的读后感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
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项羽列传读后感篇一

《鸿门宴》选自《史记》项羽本纪》，其叙述的主要是在鸿
门宴会上，刘邦赴宴，而项羽没把握住机会而导致刘邦逃脱
的故事。自此，楚汉相争便开始了，最终也是以项羽的失败
为结局，而项羽也在江边以死谢罪。

那么为什么堂堂西楚霸王竟一败涂地呢？项羽自杀前
说：“天之亡我，非吾用兵之罪也。”也就是说项羽认为他
的失败是命运不济：也有人说，项羽的失败是应为他的性格
缺陷和他对待手下的态度。对于这两种观点，我更同意后者。

的确，不得不肯定的是项羽是破秦的中坚力量，很大作用于
推翻秦王朝，但是提刚愎自用，妄自尊大的性格也似乎在冥
冥之中注定了他的失败。

项羽一生之中最严重的失误毫无疑问就是在鸿门宴上没用听
从谋士范增之言，导致刘邦最终逃走，这无异于放虎归山。
宴会之前，项羽通过曹无伤了解到刘邦欲称王的消息，便勃
然大怒，这种喜怒形于色而不会隐藏的性格让她容易被人透
析，怒罢，便集结兵力欲取刘，而此时的得知即将要面临强
敌的刘邦并没有选择也项羽正面硬刚，而是以柔克刚，笼络
项伯，以他来转达自己对项羽的敬意，讴歌项羽，以致在鸿
门宴上，项羽数次将范增的数目置之不理，而导致刘邦逃脱。

项羽对待手下唯一的谋士范增可以说是不以为意，与刘邦对



于张良的重用形成巨大反差，可谓是天壤之别，这两种对待
贤士的态度也为其兵败自刎埋下伏笔，刘邦的善问，善用对
于项羽的刚愎自用，有勇无谋是巨大的优势，帮主一句话就
将其手下的卧底忠臣曹无伤置于死地，而对于樊哙的理论，
他就无言以对。

无论是相遇的失败抑或是刘邦的成功，一切皆取决于性格和
态度。

项羽列传读后感篇二

提到项羽，我比较先想到的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勇猛和
所向无敌。读完这篇《项羽之死》，我才真正的认识了他，
发现了他既有优点，又不免有弱点。

项羽的军队垓下被围，听到四面楚歌，他乃大惊，自为诗曰：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
兮虞兮奈若何！”在濒临危险的时刻，项羽不仅为自己担忧，
还为自己的军队，为自己的美人和宝马担忧。将自己的铁骨
柔情展现的，的确不失为一个重情义的人，不失为一个英雄。

我记得《明朝那些事儿》里有这么一句话：“所有懂得畏惧，
并比较后战胜畏惧的人都是英雄。”我认为项羽就是这样的
英雄。东城之战中以八百骑士对战汉军千人，虽然知道胜利
的希望十分渺茫，可还是不顾一切，勇往直前，杀出一条血
路来。比较后知道自己完全不可能成功击退汉军，已经必死
无疑了，也要“必三胜之”。他认输，但坚决不服输。

他拼到比较后，身边的原来的江东八千子弟没剩下几个。本
来有机会能够渡过乌江称王，但是他却笑着说：“且籍与江
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
我何面目见之？”他心胸坦荡，重情重义，他的弟兄去世了，
他怎么会独活在这世上？他宁愿站着死也不愿跪着生。在苟
且偷生和保全气节中，他选择了保全自己的气节，潇潇洒洒



的了结自己的生命。这样高尚的人生价值观是被后世所崇拜
的。故诗人李清照评价他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
雄。”

虽然他被司马迁写入史记的只有帝王才能入的本纪中，可他
这一生却并没有真正当过帝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欲
以力征经营天下”、“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在东城之战中，
项羽“所杀汉军数百人”。别的将军在打仗的时候都坐在大
营中出谋划策，只有项羽冲在队伍的比较前面，奋力杀敌，
冲锋陷阵。根本不会知人善任，难怪田间的农夫都对他不满，
在他迷路的时候故意给他指条错误的路。

他还有一个弱点就是心太软，有妇人之仁。虽然在这篇文章
中并没有体现出来，但是在《鸿门宴》中却现了端倪。就是
因为他的一时心软，才错过了杀死刘邦的比较好时机，从而
导致了他比较终的悲惨的结局。

不管是武功盖世，铁骨柔情的项羽，还是犹豫不决，自矜功
伐的项羽，他都是那个霸气侧漏的西楚霸王。就像司马迁说
的那样——“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项羽列传读后感篇三

读《史记》项羽本纪篇，钜鹿之战、四面楚歌、垓下之围等，
都可看出项羽是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猛将，但是有勇无
谋、刚愎自负，最终导致了英雄末路，自刎乌江。

项羽求学无耐心，“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
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
学万人敌。”於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
不肯竟学。”

虽不肯学，钜鹿之战却能以破釜沉舟的勇气，大破秦军；战
场英勇无比，无惧无畏；但鸿门宴上却又优柔寡断，没能狠



下心杀刘邦。

有勇无谋、用人不当、偏听偏信，失去将士谋臣之心；性格
残暴又让其失去民心。

性格上的严重缺陷，即使连续多场大胜，却因一场大败，而
无力回天，感叹“时不利兮骓不逝”！甚至没有卧薪尝胆、
东山再起之心。

读史读古人，除了向古人学习，更重要的是自己从自身上反
思。

说项羽身上有性格缺陷，那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呢？

我们身上没有项羽的勇就罢了，但我们都有各自不同的缺陷。

比如，项羽求学无恒心，浅尝辄止，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呢？
读书不够深入，甚至坚持也没能坚持多久。五十步笑一百步
而已。

不管求学，还是工作，或者精通一项技能，莫不是在孤独中
孜孜以求、试错、反馈、练习、继续尝试，周而复始，经年
累月才能有所成，却又往往急功近利、毫无耐心。

比如，听不得别人的忠言逆耳，虽没有项羽的愤而杀人，却
也常常听不进良言。

至于谋略、策略，不管学习，还是成长，都可以慢慢学习、
成长，关键是即使遇到挫折，也坚持，培养自己坚毅的性格。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以此敬大英雄！



项羽列传读后感篇四

司马迁把项羽写得如此强悍，历来有两个说法，一说是将汉
高祖死敌写进本纪，是发泄对汉武帝的不满，二说是司马迁
由于身遭大不幸，强悍如项羽这样的猛男，自然而然激起了
太史公的崇拜。

要知道一个人的实力，就要看他对手的实力。所以把项羽写
强一点，不会影响汉高祖的光辉形象，反而通过这一点，更
显得高祖实力非凡，成为九五之尊也是众望所归。

楚汉相争，应该是中国历史舞台上第一次纯智力与纯武力争
夺天下。最后的结局，也证明了大脑远胜于拳脚。

项羽用过的计，似乎只有一个“破釜沉舟”，但照我看来，
与其说这是一条计，还不如说是项羽的率性而为。韩信
的“背水一战”，那才是计谋。只知屠城坑降卒的项羽，其
谋略智慧，也许远远不及外黄城那个十三岁的孩子，更不要
说深谙帝王之术的刘邦了。

刘邦和项羽，这两个人，从道德角度很难说哪一个更好一点。
一个是为了天下可以置老子于不顾的流氓，一个是杀杀杀杀
杀杀杀的西楚霸王。一个诈，一个暴，这两个人，你会喜欢
哪一个？更多人包括易安居士李清照却对楚霸王更加青
睐。“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
东！”一位婉约女子能写出如此掷地有声的诗句，不能不说
楚霸王感染力之强。

项羽感染后人的，是他的悲剧美。征战八年，一生经历七十
余战的武将，仅仅遭受了第一次失败，却彻底失去了一切。
但这一败，项羽败得很潇洒。当身边仅余二十八骑时，刚过
而立之年的项羽似乎已经知了天命，“天亡我，非战之罪”，
这最后一战，更要战得漂亮，战得从容。



于是，战到乌江……

“天下苦秦久矣。”当项羽和刘邦们都不再以农民起义领袖
的身份厮杀时，他们是不是还记得这句曾经流传以久的牢骚
话。这句牢骚，陈涉吴广说过，我想，项羽刘邦们一定也说
过。当项羽在故人吕马童面前自刎时，当刘邦登上帝位创下
四百年汉家江山时，他们也许会感慨，天下终究不是天下人
的天下。

项羽列传读后感篇五

中华民族的汗青源远流长,翻开司马迁著述的《史记》,它颤
动着我的心灵。项羽是中国古往今来第一将。他并不是智勇
双全,光看巨鹿大战,彭城大战,足以显示这位霸王的韬略。力
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若何怎样,虞兮
虞兮奈若何!这首诗就是项羽的绝句了。

他的一生真的是充满了传奇色彩。只不外他走上了驭人之路,
而他应该是被驾驭的人。他的失败就是过于幼稚。而他的精
神值得我们学习。反观刘邦,此人甚为阴险,能忍人所不克不
及之忍。从一个无赖到一代帝王。这一路上他基本用的满是
假面目。到打败项羽后,方见此人真面目。

狡兔死,走狗烹。韩信就是这个倒霉鬼,他笑项羽妇人之仁,可
他又何尝不是呢。死在妇人之手。如果韩信当年独立,可能三
国就不是曹刘孙来主演了。我各人还是比力喜欢项羽的'。力
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若何怎样,虞兮
虞兮奈若何!

此中《项羽本纪》更令我对项羽有了很深的感触。

项羽,字子羽,出生在一个世代将门的贵族家庭,他不愿念书,
不学习击剑,更不愿学识字,只学能指挥千军万马的兵书,这为
他能成为统帅,完成他灭秦的夙愿成了坚固的基础。年仅二十



四岁,拥有如此的雄心壮志,如此远大的抱负,岂非不值得我们
学习吗?没有理想没有抱负的人往往不克不及乐成。这不得不
引起我们的共鸣。

他的叱咤风云又重情重义,既神勇无比又敦睦士兵。笨狼旅行
记读后感

秦二世二年,一个眼色,立刻拔剑杀死了殷通。混战中,以一杀
百。他的坚定,他的骁勇不得不使我震惊。“梁乃召故所知豪
吏,谕以为所为起大事”他出色的体如今司马迁眼中也失掉了
充实的肯定。这位灼烁磊落的千古义士令我颤动。

项羽列传读后感篇六

回望涛涛历史长河，多少风流人物，他们都曾拥有过一段属
于自己的传奇：嬴政统一六国、成就霸业；刘备家境贫寒却
能建立蜀国、三分天下；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以弱克强，战
胜了强大的吴国……可我笑过嬴政焚书坑儒、荒淫无道，笑
过刘备优柔寡断、缺乏霸气，也笑过勾践为了卷土而来不惜
低三下四得了江山，失了尊严的平庸。但，有一个人，伫立
在乌江边，用死换来了最后的尊严。他就是你——项羽。

你少有大志，望着那不可一世的秦始皇的车队，你没有畏怯
于车队中成百上千的士兵，而是仰天长笑：“吾可取而代
之”。时间的指针转动了几年，你起兵抗秦，在这几年你遇
见了你宿命中的对手——刘邦。他视你为眼中钉，小心防备
你的一举一动，而你却不以为然。当谋士范增设好鸿门宴想
除掉刘邦时，你反而在宴会上举杯痛饮，一再没有下达那本
来可以使你夺得天下的指令，最终刘邦跑了。你为此被刘邦
的计谋弄得越发疲倦，望着手下一个个离去的背影，你深知
你的`宿命即将来临。

那天，乌江前，天边残阳似血，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你望
着你的士兵，多半战死在沙场上血流成河、骨堆如山，面对



吴江亭长，你的尊严让你无法渡江。你展示出内心深处的柔
软慈悲，你不愿让马雅落入敌军之手，你更不愿杀他，你将
马雅送予亭长，带着仅剩的二十八人，持短刀迎向五十汉军。
这是何等从容的气度！你在敌军所向披靡，身中数箭，但仍
无人敢上前与你对峙，战火中你望向了曾经离你而去的故友
吕马童，你大笑曰：“刘邦用千两黄金来悬赏我项上人头，
今天我送你个人情。”你拿起了随你身经百战的剑，笑着自
刎了。

乌江水洗过千年的尘埃，也传咏着那不屈的英魂。“生当作
人杰，死亦为鬼雄”项羽，我想告诉你，你永远是历史长河
中仅存的真金！

项羽列传读后感篇七

项羽，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

项羽，他从不掩饰自己，他敢于在秦王朝最强大时宣
称：“彼将取而代也。”如此的气魄！如此的风流！

项羽，他是一血性男儿。他剑杀殷通，夺了军权！他矫杀宋
义，夺了领导权！他刺杀怀王，夺了君权！

项羽有勇但少谋。他在政治上太幼稚，只不过是一个初出茅
庐的青年。他有的是青年人的朝气，却缺乏一个政客的圆熟。
他平生战胜了无数英雄，最后却败给了刘邦！

在这个乱世中，除了他，没人会被这样铭记。

和其他本纪不同，项羽本纪第七记录的是一个"在权不在位"
的人，可见太史公也是给了这位乱世枭雄很大面子的，没把
他降到世家当中去。

一个寻常的开头，记载的是他的出身，战国旧贵族。然后是



他不学无术的少年时代。但是金麟岂是池中物啊，项羽见到
了那个比他早几十年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并不屑地说："彼可
取而代也。"不过，当西楚霸王火烧咸阳城的时候，嬴政已经
成为历史。

他的勇武是他最大的特点，以一人之力收伏了一个县，这是
难以想象的而他破釜沉舟的那一战，更是名垂青史的以少胜
多战役。

但他的杀伐之气太重了，疑心也太重了，让他身边的人都感
到了那种威压。就连他的亚父范增都被他所猜忌，乃有兵败
垓下之事。是因为他的盟友都不在了。

而且他优柔寡断，在鸿门宴上没有下定决心，全然不是那个
以必死之心在巨鹿，彭城威震三军的果断指挥官。这无疑是
一个人性的悖论。

帐中，与虞姬相对而饮，处在极度烦恼而又极度兴奋的状态
中，学书“足以记姓名”的他竟吟出了“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样
的豪迈诗句。虞姬则和唱说：“汉兵以略地，四方楚歌声。
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虞姬，她留恋人生，留恋与项羽相处的日日夜夜，她不愿离
开他，她要和他冲出去。但是，汉军重重包围，项羽身边只
有八百人，她如跟随，岂不是累赘吗？那样，不但自己逃不
出去，很可能会连累项羽，全军覆没。为了项羽能够死里逃
生，为了项羽将来东山再起，她只有一死。

英雄也是人，英雄也有着爱与恨，更何况项羽是一个至情至
性之人，当虞姬拔剑倒地时，不流泪的盖世英雄，万感交汇，
抱住他心爱的虞，放声痛哭。

太史公说，项羽的失败，是因为他只是霸王，而非帝王。他



以为自己的武力可以纵横天下，却不知道打败他的不是天意，
而是人心。

我对这个悲剧人物更多的却是反思。他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家，
也是反暴秦的第一领袖，但是他却走上了这样的道路。他的
对手刘邦只是个有些无赖的人，他们的差距在哪里呢我在字
里行间寻找答案，最后，我在他们对同一件事的反应上找到
了。

刘邦少年时也曾经看到秦始皇的车驾，但是他却说："嗟乎！
大丈夫应如此也！"

也许这就是他们的不同吧。项羽的锋芒让他自负，找不到正
确的路。刘邦的理想却指引他汇聚四方谋臣武士，建立了那
个延续四百年的汉王朝。

项羽列传读后感篇八

我认为项羽之所以没有打败刘邦就是因为他在政治上太幼稚
单纯没有经验没有学会君王应有的———忍从本纪看出司马
迁对项羽有很多惋惜之情~~项羽支持无降论灭掉20万降兵各
有各的看法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读完后的感觉本人还是喜欢项
羽的喜欢他的霸气~~乌江的水滔滔流着，他身负重伤，接他
的船就在江边等着他。剑鞘不知去了何方，他倚着剑，仰天
长啸“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然后，拔剑自刎。

遥想项羽当年，“力拔山兮气盖世”，驰骋中原，纵横大河
上下，函谷关内外，以破釜沉舟的胆略，消灭秦军主力。所
向无敌，叱咤则风云色变。“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
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姓名而已。剑一
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可见其少时志向之远大。巨
鹿之围，“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
持三日粮”。他以其过人的卓识和非凡的胆略，以他视死如
归的英雄气魄，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巨鹿之战。使得



“百二秦关终属楚。”如此一位指挥千军万马，驰骋沙场，令
“诸侯将莫敢仰视”的将军，是何等的威风凛凛，豪气冲天！
鸿门宴上，亚父的暗示他不是熟视无睹，项庄舞剑时，只要
他阻止项伯“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只要他一个手
势，或者一个眼神，项庄就可刺刘邦于座。但是他没有，不
是他不知道纵虎归山，后患无穷，而是他“愿与汉王挑战决
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他不是小人，而是君子，
是男儿，是大丈夫，他不行小人之计，这不是妇人之仁，而
是君子之度。

世间无常胜将军。垓下之战，项羽平生第一次陷入了重重包
围之中：兵无粮，马无秣，外无援军。在这四面是一片大平
原，无险可守的垓下，是不能打持久的坚守战的。他是军事
天才，深知这一仗的败局以定，唯一的出路只有突围求生。
打成这样的结局，他心中异常难过。然而，胜败乃兵家常事，
这也是无可奈何的。

夜已深，他无法入睡，他此刻的心情只有他和他的虞才能够
明白。他坐在帐中，与虞相对而饮，由于他此时正处在极度
烦恼而又极度兴奋的状态中，学书“足以记姓名”的他竟吟
出了“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的豪迈诗句。虞姬则和唱说：“汉兵以
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英雄也是人，英雄也有爱有恨，更何况项羽是一个至情至性
之人，当虞姬拔剑倒地时，不流泪地盖世英雄，万感交汇，
抱住他心爱的虞，放声痛哭。谁说刘邦是英雄，为了自己能
够活命，不顾老父生死，将与自己同车而坐的儿女双双推下
车，这样的人能是英雄吗？大家请看，英雄怀抱爱姬，以剑
掘土，然后，将虞的首级埋了下去。最后，泪流满面的项羽
霸王别姬。如此重情重义之人，英雄，他当之无愧！乌江边
上，他笑着选择了死亡“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
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
我何面目见之？”试问天下能出此言者几人？他宁死也不肯



过江东，“不成功便成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项羽是失败了，然而他败的豪壮，他败亦为英雄！不像刘邦，
虽然他赢得了汉室四百多年的基业，但是中国人自古以来不
以成败论英雄，他终究没有赢得这个美名！项羽，我心目中
的英雄！你无愧与“西楚霸王”的美称。

项羽列传读后感篇九

项羽，真的是让我又爱又恨。

我爱他大杀四方的英勇，爱他威风凛凛的气魄;我爱他不知天
高地厚的桀骜;我爱他扛鼎之力过人的才气;我爱他从一而终
的少年模样。

可是我又恨他，

我恨他杀人如麻的残忍;我恨他目中无人的高傲;我恨他不分
青红皂白的易怒;我恨他的不识良驹，错信小人。

“提及少年一词，当与乎庸相斥”我是那样爱他的自负，又
那样恨他的自负。

可他若不自负，他不会放出“学万人敌”的豪言;不会在江边
打了“彼可取而代之”的诳语;他不会在鸿门宴上错过击杀刘
邦的绝好机会，更不会放走前来投奔的韩信。

是的，他可以走，他可以东山再起，他可以再争夺这天下直
到得到的那天。可他若是真的选择踏上了那条船，他就不再
是那个项羽了。他会卷土重来，会一雪前耻，听着那一声声
陛下，接受着百官的朝拜，看着被端端正正摆在案前的和氏
璧，说“你看，叔父，我做到了。”

然后呢?



他并不擅长笼络人心，也不怎么懂政事，可能一场蝗灾，一
次干旱就会使他束手无策。他看到朝堂渐渐变得乌烟瘴气，
听着各地的怨声载道，他却无能为力，然后再有人如他当年
一般揭竿而起，推翻他的'大楚。

他并不是一个好的君主。

我并不想看到这样的历史，这比想到他自刎更揪心。

我宁愿他永远高傲，永远自负，哪怕最后这自负害得他功败
垂成，只要他永远是少年的模样。

至少会有后人称他“人杰鬼雄”，会有人尊他为“西楚霸
王”。

他是那个在烈日灼灼下扬言自己“学万人敌”的张狂少年。

他是那个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大将军。

他的死是壮烈而不是惨烈。

我爱他的少年模样。

项羽列传读后感篇十

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在乌江自刎而死，结束了一个悲剧。

后人猜想“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但即便是
过了江东，即便是登上皇位，也不会长久，最终还是要失去
天下，这是性格使然。

悲剧的开始是从鸿门宴开始的。项羽听从范增的建议，设宴
杀刘邦，就在前一晚，项伯为刘邦求情，“沛公不先破关中，
公岂敢入乎？今人又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



之。”项羽一听“不义”，大丈夫“义”字当头，当初灭刘
邦的决心轻而易举的被挫败，分不清轻重缓急，舍天下而
取“义”，优柔寡断的他在范增示意后默然不应，眼睁睁地
看着时机错过。在樊哙豪爽地啖肉饮酒后，项羽又一次错失
杀刘邦的机会，被樊哙的义和理打动，忘记了摆宴的目的，
让刘邦侥幸逃脱。项羽的刚愎自用、优柔寡断还有他那浓重
的重义情结成了他的一大缺陷。

从垓下被围到东城快战，项羽又为我们展示了一个骁勇善战
的英雄形象，然而，这背后又隐藏了巨大的悲观、消
极。“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悲凉，人心更悲凉，勇猛无比的身躯
之下是萎缩的灵魂，已经无法支撑。

乌江在眼前，“天亡我，我何渡为！”项羽把自己的一切交
与天，丝毫不抗争了，在项羽看来，这是命，是命啊！风萧
萧，水滚滚，江边寒光闪过，残阳如血，画上了令人回味的
句号。

性格决定命运。项羽只能是霸王，而非天下之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