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通史》读后感 

《中国通史》读后感（精选 30 篇） 

当看完一本著作后，你有什么体会呢？不妨坐下来好好写写读后

感吧。想必许多人都在为如何写好读后感而烦恼吧，以下是小编收集

整理的《中国通史》读后感（精选 30 篇），欢迎阅读与收藏。 

《中国通史》读后感 篇 1 

这个寒假，妈妈给我买了一套《中国通史》，这本书说的是我们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 

其中，我最喜欢的人是秦始皇、刘备和曹操。我喜欢秦始皇的原

因是：他不但统一了中国，而且还修了长城、统一了货币、长度、重

量和文字。还有他修好了长城之后，他派了大部分的兵马去守长城，

免得被匈奴侵略。我喜欢刘备的原因是：他是一个爱民如子、除暴安

良的好君主。他身边有智勇双全的关云长和赵子龙；有出谋划策的孔

明；还有英勇善战的张翼德和黄汉升。很可惜，最终蜀国还是灭亡了。

我喜欢曹操的原因是：他智力超群，在动荡不安、群雄割据的汉朝末

年，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在他的努力之下，占据了中国长江以

北的广袤地域。 

我最不喜欢的人是秦始皇和曹操。因为秦始皇修长城时暴力对付

民众，搞得生灵涂炭，修完之后留下了无数的骨骸，让人触目惊心啊！ 

曹操是一个重军事，轻政治的人，搞得民间乱七八糟，民不聊生。其

实，政治和军事同样重要。 

《中国通史》让我懂得了许多中国的历史知识，给我带来了无穷

的乐趣。让我初步知道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我们一定要珍惜

时间，不要整天无所事事，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将来为祖国的繁

荣安定做出一份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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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里，我读一套书名字叫《中国通史》，深深吸引着我，感受

很深！下面让我给大家讲讲吧！ 

这是一套以绘画为主按照中国历史朝代变迁的顺序，以图画佩带



文字讲述几千年的历史，按时代先后的顺序有图画表示出来，让我每

天倒要读上三个小时爱不释手。我知道了人类的起源，有母系氏族的

形成及繁荣，父系氏族的形成，知道了早期人类使用石器从打磨石器

到磨制石器一步发展，这样的时期叫做“石器时代”。知道了夏代是

奴隶社会的开始还有大禹治水三次路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奴隶制度

是一种残酷的剥削制度。知道商代的建立发展西周的兴盛与衰落文化，

社会生活， 

知道春秋战国认识屈原墨子。庄子。孟子道学派。知道了秦汉的

建立，秦始皇统一六国统一文字。度量衡还有残忍的焚书坑儒，还有

中国的骄傲：万里长城，秦始皇兵马俑。还有魏晋南北朝等等好多的

历史故事让我受益匪浅。 

要多读好书，知道历史故事让我们受益很大让我知道自己的国家

是多么伟大，我们的民族多么自豪，我会继续读下去继续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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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读了一本书，题目叫《中国通史》。 

一打开《中国通史》这本书，就见到这么一段话：在中华民族历

尽风霜的苍茫大地上，燃烧着五千年来传承不息的文明之火。它点燃

了千千万万个炎黄子孙的奋斗之梦，照亮了中国历史的前进之路。泱

泱中华，滚滚逝水……当我看到这句话时，心灵有了极大的震撼，心想：

在古时候，多少文人墨客留下脍炙人口的鸿篇巨著，都等着我们后人

去一一品读，把这文明传承下来，俗话说的好：长江后浪推前浪，一

浪更比一浪强！我们现在一定要好好学习，千万不可以把中华民族的

千年文明在我们这一代的手中断了代呀！ 

《中国通史》这本书主要讲了从华夏起源文明开始——夏商西周

——春秋战国——秦汉统一——三国乱争——隋唐五代——宋辽金

元——明清两朝的大概的历史过程。 我认为《中国通史》这本书很好，

它帮助我们在先贤哲人的睿智和哲思中汲取智慧精华；它可以帮助我

们探求无尽的知识宝藏；它可以让我们看到从盘古开天辟地——明清

两朝这段距离的整个历史过程；它还可以帮助我们…… 

总之一句话《中国通史》这本书是一个历史的汇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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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世界五大文明古国之一，它拥有五千年源远流长的历史，

读了<< 中国通史>> ，我深深感受到我美丽的祖国———中国历史的

悠久文化的深远与美丽，它让我感到了无比骄傲和自豪。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历史传承，强大的凝聚力和生生

不息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历劫不衰，是必将复兴的肯定，并造就了每

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生命底蕴。 

从传说中的“人文始祖”黄帝、尧、舜、禹的传说到最后的帝国，

经历了何等漫长的年代！还记得小学四年级时学过的那首朝代歌：唐

尧虞夏商周，春秋战国乱悠悠，秦汉三国晋统一，南朝北朝是对头…… 

《中国通史》的前言一开始就说到：悠悠岁月，源远流长：华夏

文明，万古相传。古今风云，变化莫测：荤荤学子。仅此几字，却意

味深长，细细品味，这正是悠悠华夏文明的浪漫历程，这正是泱泱中

华历史的写照，不是吗？ 

由古至今，有多少文人墨客写过史书，有多少人用笔墨咱们历史！

历史的每一瞬间都那么的激动人心，让人震撼！历史让我们明白了许

多的故事…… 

来吧！让我们一起阅读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一起阅读古人

的智慧。大家一起来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喝彩吧！炎黄子孙们！华夏儿

女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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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一脉相承。在寒假中，我读了一本书，名字

叫做《中国通史》。 

在漫长的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儿女创造了无数的辉煌

与成就，也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与挫折。《中国通史》这本书追溯历史

发展轨迹，触摸五千年文明的脉搏，讲述了我国五千年来的巨大变化。 

在这本书中，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帝王们的治国之道。 

我发现有一些帝王深得所有人尊重与爱戴，而有一些帝王则遭到

了人民的唾弃。这是为什么？我继续细读，便也明白了。前者为人民

服务，以身作则，勤俭节约，能够谦虚听取别人的建议，这样的帝王，



自然深得民心；后者只知一味的向人民索取，骄奢淫逸，使民不聊生，

人民必将反抗、起义。 

我们生活中又何尝不是呢？以最简单的来讲。一个领导如果兢兢

业业、爱国爱民，努力为人民服务，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那他一

定就会受到人民的爱戴；相反，他如果压榨人民来换取自己的“好日

子”，那他一定会被人民所唾弃，总有一天他会得到应得的下场。 

“民无信不立”，国家的根本在于人民，而不在于帝王。我们也

要多读经史，可以吸取更多的知识与营养，当我们踏上历史旅程，也

许会发现更多不一样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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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我一直在读《中国通史》这本书，里面的故事大多是关

于古代著名人物的事迹，和著名的一些战役及我们中国从以前到现在

的发展与变化。现在，就让我来给大家简略的介绍一下吧！ 

在这本书里，讲了三国时期、唐朝、晋代，其中我最喜欢三国时

期的故事，里面有诸葛亮把司马懿险些烧死、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孔

明借东风的故事。其中我最喜欢孔明借东风，一次，曹操来犯东吴，

大都督周瑜准备好了火船，想火烧曹军，可老天爷就像是在和周瑜作

对，使周瑜的计划落空了，因为这个，周瑜生病了，他的下士鲁肃向

诸葛亮求救，诸葛亮来到了周瑜的床旁边，答应可以向老天爷借三天

东南风，周瑜听后大喜，病一下子全好了，过了几天后，果然刮起了

东南风，周瑜大败曹操。 

读完这个故事后，我心里面感慨万分，想说一些话：《中国通史》

这本书，写得非常好。里面的故事就像一座船，载着我们在知识的大

海里畅游。这本书还是一座楼梯，可以让我们更快的走向成功。这本

书更是一架崭新而又漂亮的飞机，载着我们在知识的蓝天中飞行。这

些用处极大的知识，这不正是我们这新一代的青少年所需要的吗？ 

听了我的讲述，大家是不是心动了呢？那就快买来去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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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世界五大文明古国之一。它拥有五千年源远流长的历史。

读了《中国通史》，我深深感受到我美丽的祖国――中国历史的悠久文



化的深远与美丽，它让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身为炎黄子孙、华

夏儿女的你们，是否也为自己美丽的祖国的深远的历史感到骄傲与自

豪呢？ 

从传说中的“人文始祖”――黄帝、尧、舜、禹的传说到最后的帝

国，经历了何等漫长的年代！还记得小学五年级时学过的那首朝代歌：

“唐尧虞舜夏商周，春秋战国乱悠悠秦汉三国晋统一，南朝北朝是对

头。隋唐五代又十国，宋元明清帝王休。”没错！这件简单单的四十

二个字就说了我们伟大的祖国经历的源远流长的历史年代。 

《中国通史》的前言一开始就说到：“悠悠岁月，渊源流长；华

夏文明，万古相传。古今风云，变化莫测；荤荤学子，笔耕不辍。风

雨历程，惊涛骇浪；思接千载，浪里淘沙。茫茫史海，以古鉴今；昭

示未来，留芳百世。”仅此六十四字，却意味深长，细细品味，这正

是悠悠华夏文明的漫漫历程，这正是泱泱中华历史的这是写照，不是

吗？ 

由古至今，有多少文人墨客写过史书，有多少人用笔墨来赞美历

史！历史的每一瞬间都那么的激动人心，让人震撼！历史将会让我们

明白许多。 

难道身为炎黄子孙、华夏儿女的我们不应该将历史牢记在心，放

眼未来吗？身为青少年的我们，身为祖国花朵的我们不更应这样吗？ 

来吧！大家一起来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喝彩吧！炎黄子孙们！华夏

儿女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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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通史》的世界里游历了一番后，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

文化独特的魅力。感受到了在长江与黄河的孕育下，这种博大精深的

文化是怎样诞生的。 

中国文化的魅力是随处可见的，比如你吃饭用的筷子，过年长辈

给你的红包、压岁钱，你在课本上见到的汉字……它们背后都有一个精

彩的故事，它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变成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

离不开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也离不开我们的传承，它丰富多彩而又高

深莫测。 



在《官制》一章，吕思勉先生提到：“人的见解，总是较时代落

后一些的，时代只有新的，而人之所知，却限于旧。“我感触颇深，

也十分赞同这个观点。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越来越兴旺发达，很多

老人却还认为：女人就应该好好待在家里。可是女人不是一样能够在

事业上闯出一片天地吗？这只是有的人不能与时俱进罢了。 

我觉得《语文》一章十分有趣：“中文构字，旧有六书之说，为

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又说：“转注是增加字的

一种方法，假借是减少字的一种方法。”我有些不明白，去百度上查

了一下，才知道“转注”是有相同意义的几个字，“假借”是有多个

意思的一个字，我恍然大悟，原来语文有着如此大的学问。 

诸如此类…… 

吕思勉先生用自己毕生的学问，写出这本《中国通史》，把中国

文化展示给了每一位读者，他让我对中国文化充满了敬佩之情。让我

在不同朝代看到了祖国大地的风光，让我在战场上看到了战士的勇敢

与坚强，让我在京城看到了儒生们穿着长袍，下棋、评茶、奏琴，聊

着更多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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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共有十本，是从史前一直到清代的一些故事和文物。 

第一本先概括了中国古人类化石，又说了想盘古开天地、女娲补

天、神农尝百草和尧舜禅让等史前神话故事。接下来是夏、商和西周

中的一些事，我感触最深的是残暴的商纣王和烽火戏诸侯。商纣王为

了一个爱妃不理国家大事，还心胸狭窄，连别人为自己叹口气都要坐

牢。还有烽火戏诸侯，周幽王为了让褒姒（爱妃）笑一笑，就戏弄各

个诸侯，让诸侯不相信他，最后还是百姓遭殃。 

第二本和第一本很相似，讲了春秋、战国和秦国。春秋时期的宋

襄公自称是个仁义之师，根本就不知道兵不厌诈，还屡次丢掉胜利的

机会，说自己不能用卑鄙的手段取胜。在春秋时期还出了不少名作，

比如孙武的《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老子的《道德经》。春秋

后是战国，秦魏楚燕赵齐韩七国展开了一场和长达 254 年的大战，其

中也有不少有趣的小故事。商鞅变法讲了商鞅在南门竖一根三长高的



木头，说谁能把它抬到南门，就赏金 10 两，过了一会儿，又改成了赏

金 50 两，有个汉子抬到了，真的得到了五十两，后来人们都相信官府，

秦国就变强了。 

第三本也差不多，不过是汉代很三国。汉高祖刘邦能大败西楚霸

王项羽，正如他所说的一样：要比运筹帷幄，我不如张良；要比治理

国家我不如萧何；要比领兵打仗，我不如韩信。而我只是善用这些人。

刘邦宽容守信，可他的妻子吕雉却卑鄙狡诈，在刘邦死后擅自纂权，

杀了刘邦的四个儿子，还立最无能的刘盈为太子。还有三国时代的董

卓专制、曹操起兵、桃园结义、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等。 

后面还有七本，讲的分别是隋、南北、晋、唐、宋、五代、辽、

金、西夏、元、明和清的故事、我就不一一给大家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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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开国皇帝是李世民，他不但善于打仗，而且善于用人。他

勇猛杀敌，武艺高强，有一次他带着 500 骑兵在阵地上巡视，被王世

充带的一万多步兵骑兵突围上来，李世民杀了王世充的大将，和自己

的一位将领又带着骑兵，转过身在敌人阵地来回冲杀，吓得敌人不敢

阻挡。李世民通过玄武之变，夺得帝位，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 

在唐代建国之初，全国民户少之又少，在几千里的土地上，人烟

稀少，满目荒凉。再加上灾荒不断，社会经济十分萧条。李世民既亲

身经历了打江山的残酷斗争，深知创业之难，又从隋朝时期悟出了守

业更难的道理，这使他时刻保持清醒。唐太宗充满了干劲，充满了力

量，这种力量使他兢兢业业的治理朝政，居安思危，励精图治。唐朝

鼎盛时期，非常的繁华，在世界是最繁华的国家。中国的贸易也渐渐

的发展起来，许多商品流入中国。外国人也纷纷来到中国，有的是来

经商，有的则是来观赏中国这片神奇土地的风采。在国外，也有部门

专门为中国人设立一条街道——唐人街。 

伟大的诗人李白，就生活在盛唐时期。李白写过许多诗，他游经

各地，李白通过自己的诗句，记录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他的那些诗句

千古流传，成为了不朽佳句的一部分。 

看到这些，我心里不禁的感到骄傲与自豪。头脑里联想到了当时



那街道上的繁华景象，联想到了当时洛阳城楼屋一幢接一幢，一片连

一片的情景，一切又是那样的美好。 

中华民族那五千年的历史博大精深，既有王道霸业和文治武功的

荣华记录，又有血雨腥风、悲凉杀戮的残酷烙印，其间的强盛辉煌令

人骄傲振奋，其间的败落同样使人汗颜痛惜。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建立

在历史的基础上的，兴衰起落只有通过历史的比较才能有正确的认识。 

《中国通史》读后感 篇 11 

今年小女已上中学，中学已开设历史课程，小女很是喜欢，常在

家中与我讨教历史问题，为了不至于尴尬，我又从新从书橱中翻出

《中国通史》，粗略看了一遍。 

《中国通史》上至唐尧，下至明清、民国，历经三千余年，这其

中的朝代更迭，风云人物的兴衰，个中滋味谁能评说。泱泱大国，五

千年文明历史，演绎着一部中华民族生存、繁衍、发展的恢宏诗篇。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 

两千多年前的先哲孔子是如此的感叹着时光易逝，如流水一般，

一切都会成为过去；而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又一位哲人兼伟人也发出

了同样的感慨，不过不是感慨着过去，而是想象着未来。 

从过去到未来，流淌着历史的长河。一个人的一生，在这历史的

长河中，至多像流水的一次涌动，当然也有的泛起一两朵浪花，甚而

推起一片波澜，但随即与流水同去。可能是这个缘故吧，人们常常对

着历史，抚今追昔，发出这样那样的感叹，这正是：人生不满百，常

怀千岁忧。不过，历史的长河毕竟是向前流淌的，永远不可能倒流。

人们读历史，凭吊历史，感慨之余，总会深化着对今天，对明天的思

考，这也是我读《中国通史》最深的体会。 

过去的历史是今天的镜子，但历史这面镜子，并不是一览无遗地

折射历史之光的，这是由于，往事如烟，越远越不真切，再加之写史

之人的个人观念，几千几百年后，就不免镜面如雾了。对此，现代大

文豪，爱国主义战士鲁讯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

灵魂，指示着未来的命运，只是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故很不易

察出些底细来。”这就是说，历史是面好镜子，只是使用时，需擦去



镜面上的雾气。 

中国的历史，悠远漫长，有五千年之久。中国的历史看上去风云

变幻，其实它总是在昭示着一种必然性，那就是社会在不断进步，从

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至现在社会主义社会，文明是在

不断进步发展，刀耕火种，驾辕铁犁，火箭卫星等等，这是历史发展

的一种必然趋势。 

中国的历史，到现在廿一世纪，这其中的荣辱心衰，又有谁能诉

说的尽。中国历史的发展常常是流血来推动，来验证的，特别是近现

代，我们仍记忆犹新。历史的血迹，展示着历史发展的残酷性，我们

能从中领悟到什么呢？只有吸取血的教训，在前人的基础上，加倍的

建设我们的国家，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这样才能无愧于我们的祖先，

无愧于我们的后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现在读历史，就是要记住历史的教训，

让我们变得更聪明。要知道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我们的经济现在是

上去了，可在某些国际问题争端上，还显得太软弱，像现在的南海争

端，与我们的大国身份不相符。经济上去了，我们可不能就只顾享乐，

要知道这样下去，是要挨打的，会给后人留下骂名的。 

因此，我们只有以史为鉴，努力自省，发扬中华民族的韧性精神

和进取精神，加快国家的建设，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世界民族的强者。 

历史的脚步，尽管有些沉重，但终究是向前的。唐代诗人刘禹锡

说得好“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我们应当记住历史，

面向未来。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中国通史》读后感 篇 12 

闲暇之余，读了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此书是历史爱好者

的良好入门读物，从婚姻到军事，从政治到科技，涵盖社会的各个方

面，读来受益匪浅，引人深思。自己本身对历史感兴趣，但仅存的那

点历史知识荒废多年，《中国通史》使我又重燃了历史兴趣，趁着假

期，游历了书中提到的一些地方，感触颇多。 

中秋节，去看了人祖庙，国庆节期间又游览了太昊陵，跟随伏羲



胜大河的泛滥，融合不同的族群，迈着艰难的脚步，才发展成我们现

在的国家。 

从关西到豫东，从关中平原到华北平原，祖先在这片土地留下太

多的脚印。工作地和家乡分处陕西和河南，一个美曰多的脚印。工作地和家乡分处陕西和河南，一个美曰 中华民族的父亲中华民族的父亲

一个美曰一个美曰 中华民族的母亲中华民族的母亲 每年都要沿着连霍高速在每年都要沿着连霍高速在 父亲父亲 和和 母亲母亲

之间走上几趟，不曾留意过沿途的风光，总觉得太过乏味，审美疲劳

的黄土，普通甚至略显破败的村庄，跟那些雄奇的雪山、美妙的瑞士

风光相差太远。然而，仔细品味，这一路，并非这么简单。沿途四个

古都，西安（咸阳）、洛阳、开封、郑州，短短五百多公里，中国八

大古都有其四，再加上宝鸡的周秦故地，中国宋之前的王朝都城几乎

全部囊括其中，这是一条了不起的路线。再往前追溯，天水的大地湾

遗址、西安的半坡遗址、渑池的仰韶、偃师的二里头、郑州商城遗址，

一连串的大遗址，在史学界都曾引起轰动。这是祖先走过的路，在这

条线路中我们会清楚地知道我们从哪里来。 

这段路程是丝绸之路的东线延伸，正是有了从长安向东的这条路，

才使得向西的丝路走的更远。这是文化交融之路，佛教东传与中国文

明西渐均是由此路流转。天水麦积山、洛阳龙门，中国四大石窟，这

段路程有其二。沿着这段路再向东，便是孔孟之乡，姜尚、管子、老

子、庄子均是在这条线路上进行生长和活动，中华文明的奠基者多半

都分布在这条线路上下，知道血脉从哪里来才会明白灵魂向哪里去。 

伏羲生于天水葬于淮阳，连起了东西文化的土壤，夏从西向东统

一散乱的部落，商从东方崛起取代西方的夏，周盛于西岐，从西方伐

商，取而代之，又被从东方迁徙至关外的秦取代，起于东方的刘邦又

攻破西方的秦，随后历经几百年混战，一直到西方的关陇集团崛起建

立隋唐，东方的赵氏又在混乱中建立宋朝，至此，东西方文化、政治

的更替告一段落。近一千年历史基本演变为南北方的抗衡，北方的元

被南方的明所破，生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清人入关又打破南方建立的大

明，然后南方的革命志士又将最后一个王朝葬送，最终，中国共产党

带领人民开启新的篇章。 



力的兴起，一曰全国皆兵制的恢复。力的兴起，一曰全国皆兵制的恢复。 作历史的人，一定要认此为划时

代的大转变，是毫无可疑的代的大转变，是毫无可疑的 在中国，受世界交通影响最早的是南部，

和旧文化关系最浅的是南部，所以改革的源动力，全出于南方；南方

始终代表着一个开明的势力始终代表着一个开明的势力 这种判断，从近当代中国史的发展可以得

到印证。然而，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解放思想。

如若北方能够解放思想，打破藩篱，则照样可以引领发展，在中国历

史中独领风骚。  

民族是论文化的，不是论血统的民族是论文化的，不是论血统的 吕思勉先生在《通史》中这样

认识民族，实是高论。中国历史，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战争与和平之间

交流融合，最终都接受了汉文化，当然，汉文化也不断对少数民族文

化兼收并蓄，才形成了我们独特的中国文明，中国文明才有了永不断

流的活水，成为了世界上未有间断的原生大国文明。 

在中国近现代史中，中国文明与西方的交融从陆路转入海上，逐

步发展至天上、网上，文明的冲突也伴随着交流途径的转变，由内而

外全面转移，一直持续到当今。 

如何在新的环境中强大自我，沿着祖先的脚步战胜困难，是一个

新的命题。如何继承并发扬、丰富我们的文化，是每个中华子孙都应

该思考的疑问。仔细想来，我们当下面临的困难，与我们祖先经历的

生死存亡相比，并不足为惧，只要上下一心，我们依旧会像祖先一样

披荆斩棘，浩浩前行。 

在历史长河中，虽然我们个体如沧海一粟、如一叶扁舟，但正是

我们每个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才构成了我们以前的历史，也将构

成以后的历史。不管有意无意，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我们

都在书写历史，我们能做的就是尽职工作，多思古今，多虑国家，安

心而行。 

 篇 13 

至此启书拜读，两月已。 

此书其宏，非其书本厚，而以其精要之内容和索要之功能。虽历

八十余载，亦可为知真史之参，鲜受偏思之影响。 



法；其二，也文化思想分析之继续主线，整书无不透露着文化之主线，

南北朝、五代十国，辽金元清四朝及最后东西洋之分析皆是思想之引

导；其三也，鲜有迎合与私情，尊重事实，不过多的强植观点，摆事

实而启发思考。 

然末，吕先生以民国之社会为优达，一为身处民国无法预知未来

之事，其书付梓于 34 年（母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成立之初）；二为其

历经清末之无能与各不平等条约之患难、拳乱、军阀之乱，得以安定

实为不易，必是幸福的。 

思先生历新中国成立八年而仙去，其心是否欣然，可为一念也。 

读此书，决非一遍便可知其精要，只为粗略，须反复读； 

读此类书，非一本书便可知史之深广，须联系读。 

如是，可知史之一二，以助了解已往，可知我民族何来，又何如

此；以助解释现状，知向前迈进。 

读此书，静虞开始是甚痛苦的，一是史记暗示以枯燥（然此书非

也），二是书中夹杂简繁与古今话，读之是有拗口，时有识字不清而

断续（可辅之以字典），三是时间断续，刚入境时，奈何事务却可不

断打断，接续费时，甚是痛心。 

此书已毕，思之续之以何？手边现存组织行为学、传播学各一册，

均为极厚的，但却都是可以接续通史的，传播学教人何以有效传播文

化、增强影响力，组织行为学教人何以有效掌握组织过程中的方法技

巧、提高工作效率，都是我们需向西洋人学习的，当然必需结合民族

之“道、和、易”的思维，后可迈步向前。 

 篇 14 

我喜欢历史，书成了的了解历史的方法。《中国通史》是我很喜

欢看的一本书，它讲述了从史前文明到武昌起义*清朝，从仓颉造出了

最原始的字到詹天佑开发了第一条铁路，从夏朝以前的禅让制到后来

的世袭制…… 

在中国历，大的有两个时期：汉朝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贞观之治。 

在汉文帝时期，那时国家富裕，人民安乐，没有贪污、腐败现象。



了我们这个强大的国家了，统统俯首称臣，而且还每年都送一些他们

的特产进贡给我们的皇帝。在汉朝时候的中国，可是已经达到了封建

社会很发达的一个阶段，那时的外国还都是落后的奴隶社会呢！ 

我非常喜欢《中国通史》这本书，它记载了中国千年的文化历史

发展，自古至今的智慧结晶，还把历史长河中一件件不起眼但奇妙的

事也告诉了我，让我不能不去喜欢。 

 篇 15 

如果我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后人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远眺，人类才得以进步。 

历史的定义与价值—-摘自《中国通史》 

一切可以说明社会变迁的事都取他；一切事，都要把他来说明社

会的变迁。社会的变迁，就是进化。所以：“历史者，所以说明社会

进化的过程者也。”历史的定义既明，历史的价值，亦即在此。 

历史是求明白社会的真相的。什么是社会的真相呢？原来不论什

么事情，都各有其所以然。我，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一个我？这绝非偶

然的事。我生在怎样的家庭中？受过什么教育？共些什么朋友？做些

什么事情？这都与我有关系。合这各方面的总和，才陶铸成这样的一

个我。个人如此，国家社会亦然。各地方有各地方的风俗；各种人有

各种人的气质；中国人的性质，既不同于欧洲；欧洲人的性质，又不

同于日本；凡此都绝非偶然的事。所以要明白一件事情，须追溯到既

往；现在是绝不能解释现在的。而所谓既往，就是历史。 

总的来说，历史就是既定的事实，就是帮助人们寻求事物发展的

客观规律的学科。 

个人感悟 

全书概括讲述了中国从上古到现代几千年的历史变迁，分为上古

史、中古史、近代史以及现代史。上古史是秦朝以前的历史，中古史

是秦朝至明清的历史，近代史则是鸦片战争以来到晚清，现代史则是

自辛亥革命而始的。我最喜欢看的还是从上古史到中古史的魏晋南北

朝时期，这段时间是人类发展稚嫩，纯朴又智慧的时期。人性并非自



史的悲凉了，总是像一部有着精彩过程却悲惨结局的电视剧，烂尾是

每个朝代逃不了的结局。人生是否也会如此呢？一种能使人持之以恒

地追求的目标和责任，大概才会使人更坚定的活，否则只是像一只一

直在被压稻草的骆驼，迟早会瘫倒的。每个人都值得关心，每个人都

应该有价值追求。 

读通史仿佛在看心电图，跌宕变化是一个健康正常的状态。此前

我偏狭的反感明清末期的闭关锁国，不思进取，以至丧权辱国，割地

赔款，从而书写了中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笔。然而现在，却觉得不该

如此猛烈的指摘这段历史。作为国人，固然深爱脚下的土地，不过也

包容自己的同胞。华夏文明仍能存活至今，世界都允许了它个别的困

顿和暂时性的衰退，这已经证明它具有最独特和顽强的生命力。社会

复杂性发展必然产生负面现象，只要一个朝代的人民会反思，会进取，

历史还是会前进，文化还会被源源不断的创造。 

我们现在的每一刻也是历史。我们现行的各种制度，各种政策，

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源头。治理疆域广大的中国，从古至今并非易事，

当下西北，西南，台湾，香港出现的等等问题，外交上的争端，我们

都可以翻阅历史，寻找蓝本。这些问题的答案当然不可能一概而论，

然而总的方向是一定的，那就是不能在任何时刻掉以轻心。看似和平

安定的年代，可能潜伏危机；看似享乐安逸的生活，可能将要与人差

之千里。 

《中国通史》这本书看一遍并不够，记不住，也未必都看得懂，

还是要当作教科书多查找、捧读，一点点的融会贯通到日常的教学工

作中去。 

 篇 16 

中国的兴衰成败,五千年沧桑流变.自中华文明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

勃兴,仡今已有五千年.我们有过沉默，也有过辉煌；当然，也有过上百

年的屈辱，沉默使我们奋进，辉煌使我们自信,屈辱使我们清醒。 

在我们古中国，有着无数的英雄。 

说到秦始皇,无人不说他是一个暴君，但谁又能否认他不是一位英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17805105712

5007004

https://d.book118.com/178051057125007004
https://d.book118.com/178051057125007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