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资治通鉴的读后感(大全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
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
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资治通鉴的读后感篇一

亚里斯提卜曾说过：“能够摄取必要营养的人比吃的很多的
人更健康，同样的，真正的学者往往不是读了很多书的人，
而是读了有用的书的人。”可见一本好书的重要性。今天我
要向大家推荐一本好书：《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为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带领他的助
手历时十九年编写的一部空前巨著，也是已知第一部编年体
通史。它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26年的历史，宋神宗认为
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取名“资治通鉴”。

阅读此书，我们能穿越时空，来到古人生活的世界，零距离
感受战场上的肃杀，帝王们的奢侈，百姓中的疾苦。

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地广人多，本是可以通过励精图治而
一统天下，结果皇族子弟们却不为成就霸业而打算，却为争
夺王位而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于是乘此机会士大夫们开始
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时皇族子弟们才猛然醒悟，而此时已无
法再管制士大夫们，最终落得了“三家分晋”的结局。导致
这种结局的原因有两点：

1、他们太注重眼前的利益而不做长远打算，只看见眼前的王
位而看不见未来的发展；

2、他们人心不齐，犹如一盘散沙，不能齐心协力共同谋发展，
最终让士大夫们有了可乘之机。



他在我国古代帝王中是明君的代表。玄武门之变后，他登上
了皇帝宝座，并重用贤臣，减轻百姓负担，对周边少数民族
恩威并重，使国家繁荣富强，深受人民爱戴。由于他在位的
这段时间政治比较清明，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史称“贞观之
治”。

同样是帝王，为什么所统治的国家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别呢？
最关键的就是你是否能深得民心。可见“水能载舟，亦能覆
舟”。

资治通鉴的读后感篇二

汉安帝元初三年（公元116年）至汉献帝建安十年（公元205
年），跨度89年。

此时，汉王朝传到汉献帝手里，国运已走了400年时间。熟悉
三国的人都知道，来到汉献帝这里，就已经离汉王朝的完全
灭亡不远。而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三国乱世不是什么英雄豪
情指点江山，而是人间地狱般的灾难要到来了。

但汉王朝最后的灭亡又其前任王朝不一样，并非是因为帝王
的暴虐。要说像，倒是和前前任王朝——周朝更像一点。所
以即便是在最后几任执政者之下，还是出了很多名士隐士，
且也得到了善终。

东汉末年的隐士：公元137年的冬天，汉顺帝巡视长安，有个
叫田弱的人向顺帝举荐法真这个人，称法真精通儒家学说，
但隐居乡里，不肯出来做官，应该认命他为三公。于是顺帝
非常虚心地邀请他，前后四次征召，但法真始终不愿意出来。

公元159年，尚书令陈藩向汉桓帝上书，推荐五位隐居不肯出
来做官的士人：徐稚，姜肱，袁闳，韦著以及李昙。汉桓帝
对这些人都用非常周全的礼仪去征聘他们，但他们最后无一
肯去应聘。



这里说说其中一人姜肱。

此人在乡里以孝敬父母、慈爱兄弟而著称。一次，姜和他的
弟弟在夜晚碰到一伙强盗抢了东西准备杀了他们。姜就说，
请你杀了我，保全我弟弟，他还小，没有定亲娶妻。弟弟却
说，请杀了我，我哥哥品德比我高，是国家的英才，我愿代
哥哥一死。强盗听后受到感动，最后只抢了东西而放了他们。
等他们回到来，别人都看到这两兄弟什么都被抢光衣服都没
有时觉得很奇怪，姜肱则用其他原因推脱不说，不肯指控有
强盗。强盗听闻后，感到非常惭愧和后悔，立刻到姜的家拜
访他，叩头谢罪，并归还了所有物品。姜不肯接受，还用酒
照顾他们。汉桓帝听说姜肱的事迹，就派画工去画出姜的画像
（可能是想用来宣传正能量典型？）。但姜听说后就待在房
子里不出来，用被子蒙着脸，说自己有病不能吹风，于是最
后画工还是没能见到他的面目。

后来，汉桓帝又征召一个叫魏桓的隐士。魏桓家长的人都劝
他去应聘。魏桓却这么说：

“接受朝廷的俸禄，追求高官，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
如今宫女数以千计，能缩小数目吗？御用的好马数以万匹，
能减少吗？皇帝左右的权贵豪门，能排除掉吗？”

大家都回到说：“不能。”

魏桓慨然长叹说道：“让我活着前去应聘，死后再送回，对
你们有什么好处呢？”于是，他就继续隐居不出。

试想如果是现在，直接送公务员或者编制工作给各位，会有
人不要吗？



资治通鉴的读后感篇三

有一书，君王宋神宗称其“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有一
书，史学家王鸣盛赞其“此天地间必不可无此书，亦学者不
可不读之书”;有一书，与司马迁所著《史记》并称“史家两
司马”。此书名曰《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为北宋司马光主持编纂，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
通史。然而，真正吸引我的，不是它至上的史学地位，也不
是它历来为人们所称颂的名声，而是它其中纷呈，精彩，曲
折的故事，如同一幅活灵活现的历史画卷在我面前徐徐展开。

每看完书中的一篇章，心中都会有感待发。其实我认为，
《资治通鉴》本身就是一篇观后感，以史实为材料，以朝代
为提纲，纵观古今，在叙述故事的同时加入了对历史的看法
评判，这也是《资治通鉴》吸引我的原因之一。

春秋末期，晋国被称为中原霸主，大权旁落于智、韩、赵、
魏四家，其中智家势力最大。然而智家继任族长智瑶却是一
个心胸狭隘，狂妄自大的人。他公然戏弄韩康子和魏桓子，
甚至无故索取三家土地，最终三家分晋，晋国自此灭亡。智
家原为四家中实力最强悍的，但在智瑶昏庸的领导下灭亡，
令人叹惋。而智瑶昏庸的源头，便是由于他目中无人，不能
宽容待人，听不进劝谏，又得罪了其他三家，以致他们联手
攻打智家。一个骄傲自大的人，终会在他的自大中自取灭亡。
不能因为眼前的一时得意而忘乎所以，肆意妄为，应该时刻
懂得谦虚，谨慎。与此同时，也应当多与有才干，有品德的
人结交，不嫉贤妒能，还要虚心接受他人正确的意见。这样，
才能真正受人爱戴。

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书中的长孙皇后、马太后。长孙皇后
的贤良淑德被后世传颂。她虽贵为皇后，衣食住用行均不求
奢华。她从不徇私，凡事秉公处理;她还常劝唐太宗亲近贤臣，
减轻百姓徭役。长孙皇后将贤德诠释到了极致;马太后与长孙



皇后相似，崇尚节俭，甚至穿粗布衣裳，直接带动了当时清
明的良好风气。当年汉章帝的继位离不开马家几位舅舅的扶
持，因此，继位之后，他准备封赏自己的舅舅。原本，这只
是按惯例办事，但遭到马太后的严词拒绝。马太后认为，马
家并无德才出众之人，没有被封赏的理由，也以免将来外戚
专权。历史上因外戚专权导致王朝覆灭的例子比比皆是，马
太后能看清根本，不为家族谋取私利，以国家为重，此等气
魄让我惊叹之余敬佩不已。当然，我们当前很难做到长孙皇
后那般端庄贤惠，也无须刻意如马太后那般布衣草席。学会
大公无私，懂得知书达礼，对她们心存敬意，足矣。

《资治通鉴》中还有很多类似以上的史实，作为之后中国古
代君主的必修书目，它教人勤俭节约，教人治国之道;教人如
何得民心，如何用贤臣，如何除奸佞。

如果用一句话说明《资治通鉴》，那必然是：有鉴于往事，
以资于治道。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资治通鉴》，那将会是：博古通今。

如果用一个字概括《资治通鉴》，我觉得，应该是：镜。

资治通鉴的读后感篇四

赵武灵王占领了中山之地、房子（不是现在的“房子”）、
代、无穷（不是现在的“无穷”），往西到了黄河，登上黄
华山。胡服骑射。又占领了宁葭、胡地、榆中，林胡王献马。
然后让楼缓到秦国，仇液到韩国，王贲到楚国，富丁到魏国，
赵爵到齐国。于是楚王与齐、韩合纵。由此可见，赵武灵王
派人到其它国家去是要告诉那些国家自己很强大，让那些国
家害怕，不敢来打赵国。

但是，赵武灵王用错了方法——楚王与齐、韩合纵就是为了
抵抗赵国，谁都知道三个国家联合起来赵国可能打不过。



如果我是赵武灵王，我也会告诉其它国家我的状况，但我告
诉那些国家的事情和现实相反。就是说，告诉别的国家：我
很弱！这样以来，别的国家就会来打我，而我事实上很强大，
我便可以在这时占领更多的土地，那些国家还不能说我有错：
谁叫你来打我？这样对自己会有很大的好处。

这就像《孙子兵法》计篇中所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
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
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
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
胜，不可先傳也。”的大意。

永远不要告诉敌人自己真实的状况。

资治通鉴的读后感篇五

赵简子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伯鲁幼子叫无恤。赵简子想立
继承人，但不知立谁好。由于就把他日常训诫的言词写在两
块竹简上，分别交给他的两个儿子。并且叮嘱说：”你们要
好好记住这些。”过了三年，赵简子再问他的两个儿子训诫
上的内容。大儿子伯鲁完全记不起，问他竹简在哪里，已经
丢了。再问小儿子无恤，盛熟练记起竹简上的内容，并且随
身拿出那块竹简。于是赵简子认为无恤贤能，立无恤为继承
人。

1. 关于选择，让时间来验证抉择。

当我们无法做出选择的时候，请不要做选择。而是通过一定
的方法让时间来校验。时间她总会洗尽铅华，去伪留真。

2. 态度决定一切，时间拉大差距。

小儿子无恤记住了父亲的话，时时留心，总是随身携带竹简
来学习。三年时间，竹简上的内容早已铭记于心。而大儿子



伯鲁早已忘记了父亲的话，竹简都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当我们用心去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相信你已经成功了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