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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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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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最早要追溯到什么时候呢?是从结绳记事，还是从石头上刻

字的时代呢?

　　人类的文明发展到了今天，经历了好多年的发展，每次变更都

让时代发生着很大的变革。

　　文字让人们有了记录并且传承的前人的观点以及发生的历史事

件。

　　楔形文字，象形文字，这些都是依照着人们对于外在世界认知

所造出来的字。

　　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里，是仓颉造字，中国的文字看起来好似

那个字本身就能看出它代表的意思，而无需你去读出它们。

　　很多古代的传说里都有着关于这个世界美好的想象，盘古开天

辟地，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夸父逐日。

　　但是说起中国的历史，却丝毫不逊色于这些神话故事。中国有

着 5000多年的历史，从小每每看电视纪录片的节目，就会听到旁白

解说这样讲，从遥远的远古，到有了朝代记载的夏商周，夏朝的农

民起义，商朝末年的武王伐纣，隋唐时期的历史，明朝的农民起义，

这些都曾经被搬上了戏剧舞台，以及被后世的文人加以修饰和夸张



的写成了小说，演艺。



　　但是不能不说这些历史本身有着让人发掘的地方。

　　《中国通史》是一部按照朝代记录的历史书籍。为什么我们要

读历史呢?上学的时候，可能会说，因为有这门学科啊。那么对于既

不需要考试，平时工作中也几乎不接触历史相关的我们，读历史又

是为什么呢?

　　个人认为，首先前人的价值观念以及他们身上发生的历史事件，

一定程度上印象着后人的处事观点、对待事情的看法，孔子的儒家

思想，至今影响着不止中国的人们，也影响着其他国家的人。恐怕

孔子自己也想象不到后人会对他的思想这样的推崇。经过千年历史

之后，仍然有着人们值得学习之处;读历史可以从前人的经验中吸取

一些知识，用于自己所专长的行业。

　　说起前人的经验，如果不是孔融理解了应该谦让的道理，那么

不会有孔融让梨的故事，同样，后世的我们也不会知道这个关于谦

让美德的故事。

　　通读中国的历史是一个需要很长时间的事情，从夏朝到当代历

史的更替是一个长且历史渊源深厚的时间段。三位作者合著了这部

书，相信也有一部分这方面的原因吧。

　　我们之前学校中所学的那部分历史，有中国各个朝代，以及世

界史，却不是连贯性的，相对于考试来说，课本上的粗略的做些理

解和记忆是足够的。

　　三位作者简明，生动的描写，客观公正的阐述了中国历史的进

程。如果作为对历史的读物，则不说值得关注，也不可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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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历史文明没有中断的古国，拥有着五

千多年悠久的历史。我为了进一步探求、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便

翻开了《中国通史》这本书，使我受益匪浅，感慨万千。

　　这本书详细记录了中国五千年历程的风风雨雨，上迄三皇五帝

的荒古时期，下至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历史皆有史，一

以贯之，详细的展现在了我们面前，让读者明白，中华民族这五千

多年，是如何走过来的。这本书与我国另外一本伟大的史书——

《二十五史》不同的是，《二十五史》是以宗史着旧式的观念、晦

涩的文字以及浩繁的卷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道与历史隔绝的鸿

沟。说句实在的，要想全看懂就要边看文字注解，边看《二十五

史》。

　　而《中国通史》则突破了古典模式，叙述内容的重点已由王朝

转向国家，在书中讲述的不仅仅是政治、制度，而且扩展至文化、

经济、社会、宗教、美术。《中国通史》叙述内容不再是单纯的褒

贬人物、列举事状，而是逐级分编、分章、分节，有利于叙述内容

自由剪裁、有机编织的灵活优势，较之传统分卷更容易表述作者的

意向和内容叙述的内在逻辑联系。



　　在它的故事里我想起了那首朝代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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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中国的历史，才能使我们无愧为中国人，

正所谓读史明智，其义同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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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呢!是他，统一了我们中国，是他修筑

了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雄伟的万里长城，是他，建筑了呀是世界八

大奇之一的兵马俑，也是他建筑了规模宏大的阿房宫。但部分史书

却未见其功，全间其过。这些对他的评价正对应了明朝三大才子之

一杨慎的那首词《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中国通史》我感悟了：锐气藏于胸，和气浮于脸，才气见

于事，义气见于人。才是明智的选择。低调做人，你会一次比一次

稳健;高调做事，你会一次比一次优秀。则是不变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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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中国历史，许多人自然而然地会想到中华上下五千年，可

很少有人知道这上千五千年是怎么组成的。对于此，有一本书在其

开头就给出了答案，它引用了《汉书律历志》、《史记五帝本纪》

来向读者详细地说明这一由来，它就是《中国通史》。

　　中国通史着实是一本耐读的书，毕竟其作者阵容也是三位史学

大家。

　　比如书中讲到孝文帝的改革，介绍了历史大背景与个体人物事

件交织的逻辑。讲了从拓跋鲜卑的改革努力，到首次尝试失败，到



最后的孝文帝与冯太后的亲民之举，带出春耕传统、大同附近保存

至今的黄糕习俗，投身其中，仿佛置身于当年之景，极大勾起人的

求知欲。



　　其上部书，从“文明之初”讲述到了“楚汉之战”，下部书则

从明清讲到了中国现代经济、社会、教育和学术的发展，这本书描

述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学和学术领域的发展不同类

别。

　　《中国通史》在秉承史书严谨的基础上也带有几分趣味。

　　首先，这本书到处到处都是新知，看了这本书你才知道，陪伴

了我们大半个童年的还珠格格竟在这本书中找不到一点蛛丝马迹，

并且司马懿不是一个法师，李白也不擅长打野，才知道“既生瑜何

生亮”只是一个笑话。

　　其次，这本书采用夹叙夹议的手法，对社会分析极有自己的观

点，可谓“成一家之言”。书中给出的几个观点颠覆了教科书所带

给我们。

　　以汉武帝为例，教科书中的他是无比光辉。而作者在书中的观

点大致是：汉武帝并没有大的谋略。汉武帝只是不喜欢多作为而已，

不像那个始皇帝，横征暴敛，做的很多，给人民的负担加的很重。

其实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人人都要谋生，你只要不去扰累他，他

自然会休养生息，日臻富厚。而在接下来一章里，他又说：“武帝

生平溺于女色，他大约是个多血质的人，一生行事，全凭一时感情

冲动，安能有深谋远虑？”

　　读到此，汉武帝在你心目中的形象是否被颠覆了呢?

　　再者，读《中国通史》着实需要强大的历史功底，书中引用了

大量史书原文，繁多的古代地名，制度，不了解历史背景看起来只



能是一脸大写的迷茫。



　　比如在十一章《实业》中，讲到农业的时候，一段话里面就引

用了《汉书艺文志》《管子》《齐民要术》《周官》《农桑辑要》

《农书》《农政全书》这七本书的内容！为了读这一本书，我在百

度中徘徊再徘徊，还是诸多不解。

　　老话说：读史使人明智。书中介绍了很多经验教训。

　　其中财产一章中，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叙述，着重说明了

中国历代社会改革思超的主流。

　　西汉末年王莽结合儒、法两家思想进行改革却完全失败，根本

原因是国家是阶级时代的产物，统治者总是要剥削人民，因而引出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完成有利于人民的社会改革。

　　读过《中国通史》后，再纵身于历史长河中，展现在我们面前

的不是那平静的溪流，而是新的波涛汹涌的壮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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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历史漫长而悠远，期间发生的事件，出现的历史人物错

综复杂，头绪繁多，我很难找到入门之经。针对这种情况，有学者

创建了“通史”这种题例，即在一定的历史观的指导下，通过通俗

精练的文字对中国历史进行现代的诠释，是我在较短的时间里理解

中国历史的理想书本。这本书力求在真实性、趣味性的启发下等方

面而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并通过科学的体例与创新的方式，全方

位、新视角、多层面的阐释历史。



　　全书共分华夏源头、中原争霸、九洲二统、离析与交融、乾坤

与变幻、王朝与更迭、民主与新生七个章篇，同事辅以近两百幅精

美图片和多个知识版块，精彩扼要的勾勒出中国历史演进的基本脉

络和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精炼简洁的文字，多元的视觉元素，全

新的视角，科学的体例和创新的版式设计有机结合，帮助我从一个

全新的角度和一个崭新层面考察历史，感受历史，思考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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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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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羲氏的脚步从天水追到周口。祖先不畏艰难险阻，为了生存和繁衍，

战胜大河的泛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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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美曰中华民族的

父亲,一个美曰中华民族的母亲,每年都要沿着连霍高速在父亲和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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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思勉在《通史》指出近代中国有两种潮流潜伏着，一曰南方

势力的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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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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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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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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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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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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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暑假，我带着对中华历史的敬意，阅读了《中国通史》一

书，令我感触颇深，受益匪浅。



　　世界著名文学家塞万提斯说过：“历史孕育了真理;它能和时间

抗衡，把遗闻旧事保存下来;它是往古的迹象，当代的鉴戒，后世的

教训。”

　　《中国通史》是一本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史书。它从华夏源

头，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到战火纷飞、诸侯争霸的春秋战国;

九州一统的秦汉;分分合合、离析和交融的三国两晋;乾坤变幻的隋

唐;宋元明清的王朝更迭……完整的勾勒出中华历史演进的发展历程，

向我们描绘出一幅雄伟壮观、璀璨精彩的历史画面，使我们从中睿

见卓识。

　　细细品味《中国通史》，让我感觉它，犹如德高望重的老人，

坐在它的膝下，聆听它那意味深长的话语，王朝更迭，历史动乱，

盛世统一……其中，让我终生难忘的还是离析与交融的时代——三

国、两晋、南北朝。

　　古话说得好：“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个强盛

的朝代，也会迎来毁灭的一天。那时，正值朝代末年，皇帝昏庸无

能，朝廷宦官当权，国家四处战乱……不少地方官员、乡绅恶霸拥

兵自立;许多外敌趁机侵略我们，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掠夺;土匪横

行，四处战火纷飞，民不聊生。

　　多少的无辜百姓因为这时代的动乱而家破人亡;多少的将士为了

保卫祖国而丧失性命;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庄稼颗粒无收，贫民

四处逃亡、哀鸿遍野、流离失所……但是它又涌现出无数英雄豪杰，

他们为中华统一，民族团结做出伟大贡献——祖逖中流击楫、恒温



北伐、谢安东山再起……



　　今天，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衣食无忧，安居乐业，没有战火

的纷飞;没有硝烟的弥漫;没有时代的动乱，一切都能够得到保障。

这都是当年的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他们和祖逖、恒温、谢安一样，为了中国的统一而无私奉献，付出

代价，却没有一声抱怨。

　　看完《中国通史》这本书，让我深深体会到了历史长河的奥秘。

作为祖国的花朵，民族的未来，我们更应该像他们一样，闻鸡起舞、

头悬梁锥刺股，从小事做起，努力学习，发奋图强，长大后报效祖

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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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通史》这本书，它记述了中国五千年来的发展，反映了

中国古代人民的生活状况，描绘了中国古代各国家的兴起、发展与

衰落，记载了各种军事谋略，赞颂了古代各国的英雄好汉，咏唱了

自古至今的那些非凡诗人用自己的灵魂所书写的诗歌，向我们讲述

了一个又一个或喜或悲的故事…这本书，无愧称为“人类历史比读

经典”。它把中华上下五千年，写的淋漓尽致。当然，读完这本书

后，我不止是对中国历史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我还发现了，了解

中国的历史，对于语文来说，是多么重要的。先来说平时应用最广

泛的成语吧。



　　中国文学里基本上每一个成语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而这些故

事，都是来自于古代的一些事情。没有这些事情，也就没有现代丰

富多彩的中文词汇。我们要想充分了解一个成语的含义和用法，就

必须知道它背后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去哪里找呢?不用看别处，就在

这本书里。之后，再来谈谈对于背书的作用。看完了这本书，了解

了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就能够把那些平时背起来能烦死人的

“作家作品”像糖葫芦一样串起来。其实背作家作品，从某一方面

来说，就像吃糖葫芦一样。零零散散的诗歌作品，就像裹着糖的山

楂。而历史事件发生的顺序，就像中间的那个棍。单独吃糖裹山楂，

的确挺好，但用棍子串起来，吃着就更方便了。看完这本书，把糖

葫芦串起来后，了解了作者写诗写文章的背景，就能够更深刻地体

会到他的感情，以及诗歌想表达的思想。有些诗歌，写的是在那个

时代能体会到，而现在我们无法体会到的一些感情，比如说对官场

斗争的痛恨，战争中士兵报国的忠心，和家人与外出者相互的思念。

　　不知道为什么写诗，诗理解起来就会困难许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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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熟悉，无人不说他是一个暴君，但谁又能

否认他不是一位英雄呢!是他，统一了我们中国，是他修筑了世界八

大奇迹之一的雄伟的万里长城，是他，建筑了世界八大奇之一的兵



马俑，也是他建筑了规模宏大的阿房宫。

　　这些事，在当时的百姓眼里，是一个苦不堪言的结果，都认为

他是暴君，而在我们 21世纪人的眼里，则是一个伟大的英雄。



　　远古虽然已经逝去已久，但他们所创造的奇迹却留了下来，他

们的事迹都记在了人们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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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她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古国，从古至今，中国发

生过许多惊天动地的事，虽然旧中国已过，但那些震撼中国的历史，

让我们这些炎黄子孙们，无法忘记。

　　——题记

　　《中国通史》这一本书，生动描写了旧中国的兴衰，以及新中

国的成立。我们就来说说清朝，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

大清这 200多年的统治中，也发生过许多大事。

　　旧中国过去了，新中国到来了，但是这新中国的一切，还是和

历史有着大关系。

　　在一次散步中，我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

　　周末，我吃完晚饭，就去公园散步了。

　　在公园里，我边走边想：为什么会有新中国，为什么抗日会胜

利?而清朝为什么会覆灭?我走着走着，在一棵树旁停了下来，并自

言自语道：“为什么会有新中国?那是因为抗日战争胜利了;为什么

抗日会胜利?那是因为我国有许多有气节、宁死不屈的人;而清朝又

为什么会覆灭?那都是因为中国的黑历史，实在黑得可怕!”

　　那晚后，我有了深深的感悟：改变以前的历史是不可能的，但

是我们可以创造历史。



　　《中国通史》虽然只讲到了 1949年，但在一百年后的《中国通

史》中，我们一定能发现会有更多的人来创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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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我看了《中国通史》，这本连环画版讲了中国整整五千

年的历史，向我们介绍了大禹治水、周王伐纣、武丁求贤，及春秋

五霸、战国七雄等等生动有趣的故事。

　　读了这些故事，我懂得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道理。统

一的朝代过了不久还是要分裂，分裂的地区不久也要被统一起来。

例如，这就好比秦国统一了七国，过了十五年又分成了楚汉相争，

不久又被刘邦统一，建立了汉朝。

　　我还在这本书里学习了不少知识，比如鸡鸣狗盗这个典故。秦

昭王想杀掉孟尝君。孟尝君向秦昭王的宠妃求救，宠妃却说想要天

下无双的白狐狸皮衣。孟尝君的一个门客，最善于装狗偷东西，便

帮他偷来了白狐狸皮衣，献给宠妃，孟尝君得救了。可是，怎么才

能在鸡叫之前让城门打开得以逃走呢?有个门客会装鸡鸣，鸡鸣声响

后，守城的士兵以为日出了，便开了城门，孟尝君于是成功逃走了。

　　不过，我也发现这本《中国通史》里面有些错别字哦!

　　这本书很好看，你们要去看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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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了中国通史，给我六下印象最深的 3个朝代已说了 2个，

最后一个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朝代就是秦朝了。



　　清朝之所以给我留下的印象深，是因为秦朝是第一个统一全中

国的朝代，秦始皇的脑子聪明的难以想象，竟然能统一全中国，可

见他的头脑有多聪明。可是，秦始皇也有有个很大的缺点，那就是

过于使用民力，做什么事情都要大量使用自己的人民，所以，秦朝

还是没有度过被灭亡的厄运，可是，虽然秦朝灭亡了，但秦始皇陵

是非常宏伟的，并且，秦朝还有世界上非常著名的秦兵马俑，可见

当时秦朝的发达与鼎盛。秦朝急政暴虐，从而导致了迅速的灭亡，

着也让人感到有积分可惜。不过，秦始皇统一中国着一汗马功劳是

不可磨灭的，如过我门没有统一，现在的我们就回是一盘散沙，俗

话说的好，团结就是力量，只有我门在一起，才可一抵挡住外面的

攻击。

　　着就是我读过中国通史的读后感，建议大家看完上下五千年后

来看看中国通史，你就会对没个朝代更加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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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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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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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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