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国读后感(精选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民国读后感篇一

很久没有碰到一本让我这么激动的书了，天天揣着，边角都
让我磨的不整洁了，只好去下了一本电子书。可是屏幕的感
觉怎么能跟白纸黑字的感觉相比呢。

从没有给一本书照过这么多的相片，呵呵，以前都是抄书的，
现在果然是懒了，或者是时间变得宝贵了吧，有点悲哀。

“那批学人生活在一个很不一样的时代：新旧交替、中西碰
撞、风云际会，因而形成一种与今天的学人迥然不同的风度、
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他们的个性或迂或狷或痴或狂，
可谓千人千面，但里内全不失风骨、风趣或风雅，底子上都
有一个‘士’字守着。”

“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那样地
想着，那样地活着。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
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距甚远。读着
他们，我们感到恍然隔世;抚摸历史，我们常常浩叹不已。”

“我们这些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不会感应那些老先生的。”

反观自身，单薄如秋天的落叶，好凄凉啊

民国读后感篇二

本书的毛病主要有两点，一是水，二是偏。



说他水，全篇看下来，每篇文章的套路不过三五八卦配三五
图片。八卦也多是从《文史资料选辑》之类的回忆资料里摘
出来的。此外，绝少个人见解。不同人物之间的描写也颇不
均衡，大概是有的人资料好找，有的人资料难查吧。这种文
章，写着费翻书的时间，但应该不怎么耗费脑仁儿。当然，
资料的汇编也不是全无意义，要在两三页纸介绍清楚人物经
历、风骨面貌，确实也不是容易的事，但本书的“水”字总
是逃不了的了。

说他偏，则是与选人有关，民国历史色彩纷呈，但无论如何
绕不过共产主义及其同路人。而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处理简
单又粗暴，把相关人等一概剔除。谈徐伯昕而不谈邹韬奋，
就是个再显然不过的例子。或许作者要狡辩说邹韬奋、瞿秋
白之类的人物以往多有介绍，无需赘言。但说实在的，现在
的一般读者有几个能知道邹韬奋的事迹风骨呢?剔除此类学人，
最终呈现在读者，绝说不上是完整的民国风度，顶多是去共
产化的民国风度。这么做当然可以迎合当前对党失望、对国
怀念的情绪，但展现的民国风度真不真实、全不全面就很难
说了。

民国读后感篇三

辛亥革命百年，民众各种庆祝方式，有的提笔书胸臆，有的
泼墨展风采，有的欢歌唱豪情。在我看来，踏实的坐下来，
点亮台灯，捧起一本讲述民国那些年发生的故事，也不失为
一种庆贺的模式，一种缅怀的方法。

《民国风度》，79个民国时期的历史人物，79篇民国时代的
经典传奇，来自《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金牌专栏“钩沉”，
“史与诗、学与识、才与情、新与旧的融会贯通”很好的总
结了这本精华集的特点，栏目的定位本来为记录故去的学人
点滴，却在编辑的笔下，慢慢延展，成为对一个时代的缅怀。
“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那样地
想着，那样地活着。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



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距甚远。读着
他们，我们感到恍然隔世;抚摸历史，我们常常浩叹不已。”

书中所涉及之人物，无论是蔡公时、蒋百里这样的民族豪杰，
梅贻琦、傅斯年这样的一校之长，还是胡政之、邵飘萍这样
的铁胆文人，罗念生、施蛰存这样的风流名士，亦或是张申
府、、吴兴华这样的英雄义士，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风骨”，名士的风骨是其核心，一种风骨没
了，“风趣会降调。风雅会流俗”。昨日和友人吃饭，还在
谈论为何当今值得称颂敬仰的文人名士越来越少，而颇多所谓
“专家”的言论被世人不屑，我想在那个风骨犹存的时代，
学术大家们追求的是真，而现如今追求的是名。“学术腐
败”这个词，几年前成为热门词汇，各大高校都打出旗号，
严格遏制学术腐败，还一片纯净学术天空，可到底是什么构
成学术腐败的温床呢?我觉得无论是政府、学术机构，都有需
要检讨的地方。

话题有些扯远了，回归到这本书上。本书是畅销书《民国那
些人》的修订版(典藏本)，在序言部分增加了著名的人文学
者钱理群在北大的演讲《谈谈“民国那些人”》，我觉得这
个序言值得仔细阅读，“民国那些人”的承担、独立、自由
和创造的精神，而这也应该是新一代大学生所追寻的大学精
神。

民国读后感篇四

初初接触到这本书，以为这本书只是人物群像而已，细细的
读才发现，这本书是有着时代意义的。

书中提到的各个教授，学者，他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就是
有着士的精神在守着。这种士的精神被徐百柯用比较沉重的
文笔写出来了，表达的是作者对当今士之精神缺乏的一种叹
息以及对过去老一辈人的风骨的追忆。里面的各个人物有血
有肉，有着各自的性格，或狂或绢，或憨或沉，但他们身上



就是有种风骨，一种为时代而担当的精神，一种自风流的精
神。

书的附录后面的几篇文章都非常发人深省，发着与当今时代
截然不同的论调。我觉得当今时代就是太浮躁了，太过表面
化了以致于我们忽略遗忘了一些宝贵的精神。我觉得要想对
抗这种断裂，遮蔽与遗忘，一方面社会精神要大力弘扬与宣
传，而且要用有趣新引人的方法，另一方面要改革制度，特
别是教育制度，大学制度等。

有人或许认为，这帮人是民国时代的人，现在他们的精神品
质已经不适用了。其实不然，假如能振作当年的精神，我相
信从学术界到社会界一定会焕发出不一样的生机出来。

民国读后感篇五

很久以前，对于历史，我一向比较喜欢古代史，尤其喜欢汉
朝前期和隋唐年间的那段历史，后来，受一个三国迷的朋友
影响，对三国年间的那段历史产生了兴趣，之后由于电视剧
的影响，又开始喜欢清朝年间的历史，但是至始至终，对于
民国时期的那段历史却始终无法深入。

可是在渐渐接触到民国的那些历史书籍之后，心中的那个柔
软的角落里开始有了它的一席之地。民国，一个在中国近代
史上动荡不安的年代，这个年代，军阀混战，人们流离失所，
各种思想的火花不断地碰撞着，属于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
有人将这个年代称之为能与先秦“百家争鸣”相媲美的年代，
只因这是一个充满不安定因素和迅速变化的时代。

我对于民国的前后时间段是比较模糊的，只是觉得也许从国
人们纷纷开始剪去辫子，学习西洋文化开始，或许就已步入
民国时代。在这个新旧思想交替的时代，海外归来的学子，
沉浸于中国千年文化的学者，各种思想的辩论或是融合，形
成了一种全新的局面，再加上各种军阀混战，军人的思想不



同于文人的思想，于是，形成了历史上的民国辉煌。

《民国的风度》，所写的是那些在民国时代具有影响的一部
分人，对于这些人的描述，不仅仅是通过他们的光明一面，
而更侧重于客观地描述，每个人物的人生经历中总有那么一
段时光是辉煌的，也有那么一段时光是晦暗的，这些在民国
时代能领一方风骚的人物虽然早已消逝在时间的洪流中，可
是历史却真实地记录下了他们生平的种种事迹。作者对于这
些人的把握恰到好处，不是长篇大论般地深入描写，而是每
个人千字的精简描述，旨在表现这个年代这些人物的各种风
骨，独属于这民国时期的人文风貌。

历史，在时间的潮流中弥散着浓郁的香味，其实无论是那一
段历史，都有这独特的人文风貌，有着独属于那个时代的深
刻故事，只是，当我们沉湎于那些宏大的历史故事之中时，
是否还有余力来发现其余历史背后的真实故事。民国时期，
对于国人来说是一个国难当头的痛苦时期，可正因为那样一
个混乱的时光，才造就了那些独具魅力的思想火花，潜心下
来，读一读这份民国档案，品一品那段峥嵘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