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朱元璋读书笔记摘抄(精选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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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读书笔记摘抄篇一

我从来都以为皇帝都是继承父业的，直到我看了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里的朱元璋聪明、可爱、坚强勇敢、坚忍不拔。

这篇文章生动的.描写了朱元璋的悲惨童年。当他很小的时候，
就在地主家放牛，地主不但不给吃的，还抽鞭子。在1344年，
朱元璋的家乡濠州（今安徽风阳）遇上了百年大旱，叫天天
不灵，叫地地不应。几天过去后，一滴雨没见到，却迎来了
一群铺天盖地的蝗虫，，一会功夫，庄稼被吃了，人被饿死
了，还流行着可怕地瘟疫。朱元璋的爸爸、妈妈、大哥、大
哥的大儿子被夺去了生命。仅仅只用了半个月，一家九口人
就去了四人，只剩下朱元璋和他的二哥、大嫂王氏及她的一
双儿女五口人还活着。最后两兄弟决定分头外出逃荒、，自
谋生活。可是，他的二哥放心不下朱元璋，最后，两兄弟之
后挥泪分别了。吉人自有天相，朱元璋终于找到了吃的东西，
总算饱餐了一顿。

几年的漂泊时间，铸就了朱元璋坚强勇敢，坚韧不拔的精神，
也练久了他强健的体魄。1352年闰三月初一，朱元璋来到濠
州城下，义军见一人到城下，以为朱元璋是元军派来的奸细，
准备问斩。幸好郭子兴听到报告后，赶到了城下，见朱元璋
五花大绑着，却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一副轻松、从容地样
子，他身材高大，浑身散发着大无畏的精神，“老婆，我也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希望是，不是我也没有办法了。可
能是天样子特别威武”，郭子兴一见就非常喜欢他，最后才



知道他来做义军，郭元帅大喜，收他做了一位步兵，从此，
朱元璋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原来帝王也有这样悲惨的童年，我和不好好珍惜现在的美好
生活呢？

朱元璋读书笔记摘抄篇二

朱元璋观后感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一个出生于贫苦大地的农村娃，
父母双双死于饥饿灾荒中，一个没有任何家庭背景，从小没
有念几句书的娃娃，在那个诸侯争霸，战火纷飞，温饱不能
自足的年代，这个农村娃娃靠着自己一腔热血，超凡眼光，
建立雄功伟业，为后世所瞻仰，“自古乱世出英雄”他是是
谁呢？他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

这部电视剧是在朋友推荐下看的，边看这部电视剧时，我一
直在思考朱元璋这个人，不得不为其折服，从他身上也学会
到很多东西。

如何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王朝，

1、描述光明远景。首先作为团队领导人一定要给他们描述一
个可以看得到的美好未来，让他们跟着这个未来走，而不是
跟着自己走。

2、学会收心。通过生活中点滴事，使别人感动，让别人看到
自己诚意，让别人死心踏地归顺自己，当然跟着自己的兄弟，
也不要亏待别人，同享福，然后一起做大团队，扩张疆土市
场。

3、选对靠山。刚开始起步时，你并不强大，你的人脉圈并不
广，所以你刚开始起步时，你需要归顺到差不多势力下，借
助他的圈子扩展自己势力，同时也扩大自己圈子。



4、绝对忠诚。对自己的顶头老大，要表现出绝对忠诚，你可
以表现出你对外面的野心，()但是你的野心绝对不能让他感
觉到你要替取他而代之，否则其实你再有能力，他也不会把
机密告诉你，甚至打压你，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把自己控制
不了的.人纳入自己团队。

5、博大胸怀，展示你无比大的心胸，即使竞争对手，也争取
把他纳入你的旗下，平时多给与点别人尊重，自己大方点，
牺牲点，展示你那“海纳百川”的胸怀。

6、恩威并施。对自己兄弟要绝对对他好，对自己对手，要么
不斗，要么斗就斗到他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7、长幼有序。在私下场合，谁是老大哥，谁就应该收到最高
尊敬，不管职位了。

8、自古家庭和事业两难全，尽可能学会平衡他们，家和万事
兴，学会隐忍，坏境能影响很多东西。

9、学会成长。成功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没有人能够一步登
天，一夜暴富，这样的事业不长久，爬的高，摔得也惨，比
喻胡惟庸。

朱元璋读书笔记摘抄篇三

前两日看完了胡军版的46集电视连续剧《朱元璋》，觉得该
剧非常经典。

该剧是10多年前的老剧了，过去怎么就没引起我的注意，只
到前两天才发现它，并夜以继日看完了它。

看完该剧，又查了查《明史》。作为一部正剧，其实该剧的
故事情节与史书记载相去甚远。说该剧经典，我觉得它主要
经典在对众多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下来，我们就分别的聊聊。



一、朱元璋

看过陈道民演的康熙，看过唐国强演的雍正，看过陈宝国演
的嘉靖，都很经典，但我没想到胡军演的朱元璋更是经典，
他真的把朱元璋演活了。朱元璋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所以
在剧中，他亦庄亦谐，他的的表情，他的笑总是带着农民似
的憨厚与农民似的狡诘。朱元璋从小就是孩子王，就被别人
尊为大哥，所以在他身上也充满了江湖气，充满了匪气。这
些在他刚入义军，以一个马夫的身份给汤和、徐达送马时，
争坐上位，就有淋漓尽致的体现。朱元璋刚愎雄猜，他通过
自己的杀伐决断将帝王权术玩弄到了极致。他摔死陈怀义的
残暴，他控制刘伯温的手段，看的人真是有些喘不过气来。
以致于，我都有些搞不清楚该剧所宣扬的价值观。只到最后，
我才明白，他的权术，他的.杀伐决断主要针对的是权贵，主
要针对的是骄兵悍将，其目的也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郭子兴

没有郭子兴就没有朱元璋，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
有”，郭子兴真是一个好伯乐。郭子兴不但是一个好伯乐，
他还有着博大的胸怀和高尚的人格。他不但识才、爱才，而
且为了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发展，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
他竟然能放弃自己的亲身儿子，而选择朱元璋。所以说，郭
子兴对义军对明教真是有莫大的贡献。

三、马皇后

马皇后真是知书达理、智慧超群。看惯了宫斗剧中那么多温
顺的奴才、答应，那么多毒辣的皇后、嫔妃，都无不匍匐在
皇权之下争宠撒娇，而唯有《朱元璋》中的马皇后能以其智
慧和刚烈抗衡皇权，给朱元璋以襄助，给臣工百姓以温暖，
令人肃然起敬。

四、李善长



李善长一出场，便是一个高人的形象，便是一个帝王师的身
份，他有汉萧何的总理国政之才。他深谙人情事故，能与淮
西勋贵打成一片。他小心翼翼，从不冒犯朱元璋的天威。所
以，终其一生，他都身居要职，处于朱元璋集团的核心。他
在提协、栽培胡惟庸时，能够省时度势，以一贯之，也更见
其胸襟才华。虽然，他比郭子兴的眼力似乎要差一点。虽然，
他比刘伯温的才华似乎要差一点。虽然，他最终也被朱元璋
砍了头。但他的莹屏形象，的确是非常的丰满。

五、刘伯温

真没想到，刘伯温原来还是元庭的官吏，在元庭气数已尽的
时候，他还在愚忠元庭，绞杀义军。印象中的刘伯温，可是
先知先觉的神仙般的人物。剧中的刘伯温故做高深、超脱。
他时尔言语惊世骇俗，时尔又浅薄的满嘴乱跑舌头。他消极
避世，一生游曳于权力与宗派之外。他一心想着归养青田，
却不能够，最终只能在清贫、落寞与孤愤中悄然离世。相反，
李善长却过的那么滋润。网上有人说，《朱元璋》唯一的败
笔就是没有刻画出刘伯温的智慧才能，这也正是我的感受。

六、杨宪

杨宪起初是一个干才，他有着灵活的头脑和艰苦奋斗的精神。
所以，在他主政扬州的第二天清晨，便让人们在这片废墟上
听到了鸡叫。“雄鸡一唱天下白”！这一声鸡叫，看似平常，
却振奋人心，让人们看到了希望，其意义何其重大。接下来，
他又以身做责，带领属员、百姓垦荒种地，恢复生产。其决
心之大，其法令之严，其效率之高，致使一片废墟的扬州在
短短的一两年内便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当我们正要为杨
宪喝彩时，我们却通过胡惟庸与杨宪的争斗，看到了扬州人
满为患的大牢。这时，我们才知道杨宪既是一个干才，还是
一个酷吏，他为了能取得骄人的政绩而不择手段。但仅凭这
一点，胡惟庸还是无法将杨宪搬倒，杨宪毕竟还是干出了成
绩的。杨宪最后还是倒下了，因为他背离了初心，他的政绩



不再靠干，而是靠弄虚做假，甚至欺君妄上。

七、胡惟庸

胡惟庸真是有才，而且是经国济世的大才。从他筹备战船的
方法和监管砖瓦质量所采取的制度上，都可以看出他很有创
新精神。而这种制度上的创新，管理上的创新，正是非经国
济世的大才所不能为。胡惟庸治国理政之才，比李善长有过
之而无不及，但他在做人上却还是没有李善长老道。他既急
于表现，又喜欢做淮西帮的大哥，再遇上刚愎雄猜的朱元璋，
自然就好景不长了。

八、蓝玉

《朱元璋》的确很经典，我很快的就看完了。但是，只到最
后也没看到大家耳熟能详的“火烧庆功楼”等故事情节。查
了查《明史》，也毫无记载。网上搜了搜，原来只是一些民
间小说和故事，其目的是为了玷污和妖魔化朱元璋。

朱元璋读书笔记摘抄篇四

朱元璋(1328.10.21—1398.6.24)，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
北)人，幼名重八，参加农民起义军后改名元璋，字国瑞，元
末农民起义军首领，明朝开国皇帝(1368—13在位)，史称明
太祖，卓越的军事家、战略家、统帅。

元天历元年九月十八(1328年10月21日)，朱元璋生于贫苦农
民家庭。至正四年(1344)，逢大饥疫，父兄相继去世，遂入
皇觉寺为僧。后游食庐州(今合肥)、光州(今河南潢川)、汝
州、颍州(今安徽阜阳)等地，历三年复返寺。十一年，元末
农民起义爆发。次年，参加农民起义军郭子兴部，初为亲兵，
后升九夫长。英勇善战，才能出众，被郭招为婿。十三年，
升为镇抚，旋与徐达、汤和等南攻定远(今属安徽)，计降驴
牌寨地方武装3000人。夜袭元将张知院于横涧山，收精壮2万，



严加治理。后率兵克滁州，拥众3万余，号令严明，军容整肃，
甚得民心。十五年春，率部克和州(今和县)，奉命总领诸将。
时元军10万来攻，朱元璋守城三月，屡用计败之。郭子兴卒
后，统其军，被小明王韩林儿授为左副元帅，奉宋龙凤年号，
以令军中。接纳巢湖反元武装首领廖永安、俞通海所率战船
千艘归附，遂建立水师，于六月率军渡长江，克太平(今当
涂)，俘元万户纳哈出。设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自掌元帅事。
十六年三月，挥军进克集庆(今南京)，迫元水军元帅康茂才
等降。改集庆路为应天府，以此为中心建立基地，命将士四
出，徐达东取镇江(今属江苏)，邓愈南克广德(今属安徽)。
设江南行中书省，自总省事，被拥为吴国公。随后，乘北方
红巾军与元军主力激战之机，采取固守东、西战线，出击东
南元朝统治地区的方略，逐次消灭孤立无援的江南元军。十
七年，亲至宁国(今属安徽)督战，俘元兵十余万，遂取南陵、
泾县、徽州(今歙县)、长兴(今属浙江)等要地，阻止江浙周
政权首领张士诚向西扩张。次年，命邓愈率军取建德，俘元
兵3万。于应天设立管领民兵万户府，寓兵于农，令农时则耕，
闲则习武，有事则战。主张兵不贵多而贵精。又采纳儒士朱升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明史·朱升传》)的建策，
加强基地建设，逐步壮大实力。率将士10万克婺州(今金华)，
俘元将帖木烈思等，设浙东行省，以巩固新占地区。十九年，
分兵攻取池州(今安徽贵池)、诸暨(今属浙江)、处州(今丽
水)等地，遂西与长江中游汉政权首领陈友谅辖区相邻。

二十年，招纳刘基、宋濂等人为谋臣。采纳刘基建议，确定
先灭陈、后攻张、统一江南、再北上灭元的方略，置主力于
西线。乘陈友谅率舟师10万自江州(今江西九江)东下占太平、
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直逼应天，朱元璋采取诱敌深入、
伏兵围歼之策，大败陈友谅军于龙湾(今南京下关一带)，
俘7000余人，获巨舰百余艘，乘胜复太平，克元安庆(今属安
徽)、信州(今江西上饶)等地。次年，亲率舟师西克江州，迫
陈友谅遁武昌。又分兵克南康(今星子)、蕲州(今属湖北蕲春
西南)、黄州，迫陈友谅所辖之龙兴(今南昌)、吉安等地守将
降，遂控制江西大部州县及今湖北东北部。二十三年三月，



闻小明王和刘福通在安丰(今安徽寿县)遭张士诚军围攻，率
军救小明王和刘福通至滁州。四月，陈友谅乘虚进围朱元璋
辖地洪都(今南昌)，守将朱文正率部奋力苦守85日。七月，
率舟师20万往援，陈友谅撤围，东出鄱阳湖迎战。在与陈军
决战中，先用火攻挫其锐气，继扼湖口，水陆伏击，歼灭陈
军号60万，并击杀陈友谅，创造中国水战史上以少胜多的著
名范例。次年正月，在应天即吴王位，置百官。不久，率军
西征武昌，迫汉帝陈理(陈友谅子)降。继分兵克庐州、衡
州(今湖南衡阳市)、襄阳(今属湖北襄樊)等地，至二十五年
夏，占领长江中游广大地区。

此后，按预定方略转兵东向。同年十月，针对张士诚辖区南
北狭长、中隔长江、兵力分散等弱点，采取先取淮东，再占
浙西，剪除两翼，后攻平江(今江苏苏州)之策，命徐达、常
遇春率师出征。交战近两年，大量歼灭张军主力。二十七年
九月攻克平江，俘张士诚。不久，迫降割据浙东的方国珍。
至此，朱元璋统一江南。

洪武元年(1368)正月，即皇帝位，立国号大明，建都应天。
设大都督府(1380年改为五军都督府)，为全国最高军事机关，
由皇帝亲掌兵权。实行卫所制，自京师至郡县要地设卫置所。
从是时起，朱元璋运筹帷幄，以攻抚兼施之策，进行了长
达22年的明初统一战争。五月，亲至汴梁(今河南开封)督战。
八月，明军克大都(今北京)，推翻元朝。旋挥师西向，逐步
平定西北。又遣师南下，相继平定福建、两广。继而八次发
兵征漠北。四年，遣军入川，灭夏国。十五年，发兵取云南。
二十年，平辽东。至二十二年，基本统一全国。在此期间，
颁行军律，整顿屯田，筑城备倭，并在全国建立都司、卫所
制度。三十一年闰五月初十(1398年6月24日)病卒，终年71岁。

朱元璋胸怀韬略，深谋远虑，善于驾驭战争，掌握主动权。
在群雄对峙中，巧择战机，各个击破。每战持重用兵，力避
两面受敌，并适时集中兵力歼灭敌人。注重招贤纳士，广采
众议，严格治军，完善军制，练兵育将，强调将领要识、谋、



仁、勇兼备。主张寓兵于农，且耕且战，保持一支强大的武
装力量。其军事思想对后世有较大影响。

朱元璋读书笔记摘抄篇五

明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至八月，在明统一战争中，明朝消
灭四川明升夏政权的战争。

当时明朝已基本统一全国，惟北方尚有塞外元残余势力，南
方有四川夏政权和云南故元梁王政权。洪武三年，明军北征
沙漠，稳定了北方的形势，出兵消灭四川夏政权的时机已经
成熟。关于灭夏的战略部署和进军路线，明太祖朱元璋认为：
“蜀人闻吾西伐，必悉其精锐东守瞿塘，北阻金牛(全称金牛
峡，亦称五丁峡，在今陕西宁强境内)以拒我师。彼谓地险，
吾兵难至，若出其意外，直捣阶、文，门户既隳，腹心自溃。
”遂于洪武四年正月，指挥南北两路大军进军四川。南路以
中山侯汤和为征西将军，江夏侯周德兴、德庆侯廖永忠为左
右副将军，并命营阳侯杨璟、都督佥事叶升等率京卫、荆、
湘舟师由瞿塘趋重庆；北路以颍川侯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
顾时为左副将军，并由何文辉等率河南、陕西步骑由秦、陇
趋成都。同时，命卫国公邓愈往襄阳训练军马，运送粮饷，
以保障征蜀部队的后勤供应。夏政权君臣面对强敌压境，战
降不定。最后明升接受太尉吴友仁的主战意见，一面对明遣
使修好，以争取备战时间；一面派平章莫仁寿、邹兴、丞相
戴寿以及吴友仁以铁索横断瞿塘峡口，重兵扼守。闰三月，
南路军抵达夔州(今四川奉节)大溪口，强攻瞿塘，均被夏军
扼阻，遂退还归州(今湖北秭归)，顿兵3月，不得前进。四月，
北路军连克阶州(今甘肃武都)、文州(今甘肃文县)，渡过青川
(今嘉陵江支流，在四川平武、青川境内)迅速向蜀中推进，
相继攻下江油(今属四川)、彰明、绵州(今四川绵阳)。接著
渡汉江向汉州(今四川广汉)挺进。北路军为激励南路军并瓦
解夏军斗志，用木牌数千个，标明攻克阶州、文州、绵州的
日期，投汉江顺流而下，以告知汤和。夏军闻讯，戴寿、吴
友仁即率兵自瞿塘回援，皆被明军击败，相对减轻了南路军



的压力。六月初一日，北路军攻克汉州，兵临成都。初五日，
朱元璋获悉前线战报，下诏切责汤和，严令迅速进军以配合
北路军，并命永嘉侯朱亮祖为右副将军，率师增援南路军。
南路军得此命令并获北路军捷报，遂举兵挺进。初十日，廖
永忠率兵攻克夔州，突破瞿塘天险。次日，汤和兵至，决定
由汤和率步骑，廖永忠率舟师，分道并进，进趋重庆。廖永
忠所率舟师，势如破竹，沿江州县官吏望风归附，十八日，
师抵铜锣峡。二十二日，汤和至重庆，明升开城投降，蜀夏
政权灭亡。北路军攻下汉州以后，于六月十五日进军成都。
七月初十日进逼城下，夏守将戴寿力战不支，且闻明升已降，
遂开城归降。汤和、傅友德两路明军又相继攻克其它州县。
八月二十日，傅友德率师攻破保宁(今四川阆中)，擒获吴友
仁。

点评:此次战争的胜利，仅从军事指挥的角度来看，朱元璋对
作战双方军事形势的清醒认识和战略部署得当，是一个至为
重要的原因。以南路军为正，以北路军为奇，奇正并用，水
路分进合击，密切配合，使夏军腹背受敌，疲于奔命，最终
被明军各个击破。这是又一个战略计划和战争经过基本吻合
的典型战例。蜀地悉平，为朱元璋彻底平定西南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