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南京南京读后感 南京大屠杀读后感
(汇总8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
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
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南京南京读后感篇一

小的时候在尚不懂事时受到很多报刊电视的影响，没来由的
痛恨日本人，可能是因为听说过日本人在几十年前侵略中国，
给中国人带来亡国灭种的危机。后来长大了，发现新闻上总
是在说中日友好，一衣带水之类，也在媒体上和大人口中常
看到听到对日本的很多正面报道和述说，包括日本文化，日
本人的素质，日本人性格的严谨，甚至是日本街巷间匪夷所
思的干净卫生。

不断地正面宣传，弄得我一度觉得日本是个“文明国度”，
甚至一度向往。可事物都要两面看，日本的文化绝大部分是
继承中国文化而衍生出来的，日本人的素质:弯腰点头为例，
也无疑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曾经看到一段清末的影像，那时
候梳着辫子头的中国人互相见面还要躬身作揖行礼，可后来
因为某些原因使中国不再行此类“繁文缛节”、“封建糟
粕”了。

说到日本人严谨，我觉得也可理解为偏执到执拗的精神，这
种严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战国的武士道以及近代军国主义的
达到变态程度的“效忠”幕府将军和天皇的精神的演化。据
我了解得知日本的卫生情况确实非常好，但也绝达不到所有
旮旯胡同都能做到一尘不染，相反也有很多公共场所垃圾遍



地。

我不是想要表达对日本的仇视，但我是真的希望媒体们不要
如此过度美化日本，导致现在日本的各种文化在中华大地泛
滥，尤以“二次元”为甚。中国的少年甚至青年一代似乎好
多被这种文化输入洗脑，可悲可叹！在哈日之前，我愿你们
不要忘记国仇家恨。

说回本书。这本书使我第一次真切的、直观的感受到当年日
军侵华时所犯累累罪行，作者平铺直叙的叙述却有着异常强
大的能量，撕扯着我作为中国人（甚至作为一个人类)的心。
读了本书我发现，原来在侵华战争面前作家丝毫不需运用写
作手法，仅仅罗列事实就能直击读者心扉。

他们在曾经的恐怖记忆里过着贫苦的日子，日本没有提供任
何经济赔偿，甚至一句道歉都没有。

说到作者张纯如，一位揭露真相，叙写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作
者，在时隔67年的21世纪，被逼自杀，日本人的罪行是多么
可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还有人因为南京大屠杀而死！日
本一日不道歉，军国主义就一日不死，军国主义不死，亡我
中华之心难诛！因为睦邻友好的政策，我们可以不追究历史，
但我们不能忘记！忘记过去，等于背叛。

南京南京读后感篇二

周日的上午，天空阴沉沉的。我们来到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据说，日本人公然违背国际条约，在这里杀害了30万手无寸
铁的老百姓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走进展览馆，首先看到
的是破损的明代城墙。这都是被日本人的炮弹炸烂的，再往
里面走，是一面刻满名字的墙，这是那些被杀害的人的名字。
往里面走，墙上挨挨挤挤的版块一一列举了日本人的罪行，
旁边的玻璃展柜里放满了日本人的生活用品。



出了展览馆，在门口我看到了一把巨大的“军刀”，刀刃上
还有血，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把断了的“军刀”，不远处有
一颗巨大的人头，导游说：“当时人本人用军刀杀人，砍头，
杀的人多了军刀都断了。”

继续往前走，我们来到青铜路上，路上印了一个又一个脚印，
这些都是当时经历过南京大屠杀并且幸存下来的人，留下的
脚印，年龄，名字。接着我们看到了遍地的鹅卵石，鹅卵石
代表这白骨，意味着当时南京大屠杀死了很多人，在远处有
几颗光秃秃的小树，小树旁边有一个雕像，这个雕像叫做母
亲的呼唤。

今天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之行令我难以忘怀。

南京南京读后感篇三

同学们，相信你们读过〈南京大屠杀〉把？这本书真实的讲
述了日本人在我国土地上屠杀我国同胞的情景。

南京大屠杀的这一天，是一个刀光血影，血河成的日子。凶
残的日本士兵将我国南京诚里的30多万同胞杀死，并在中国
的土地上烧，杀，抢掠。实行了杀光，烧光，枪光的三光政
策。这样凶残的野醒行为使多少幸存者痛失了亲人，痛失了
美好的家园呀！这样铁的罪证不知有多少个。下面我来讲一
个记者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看到的真实情景吧！

在日军攻打南京城时，人们惊慌失措的向火车站走去，企图
坐上火车走。人们正在登车上时，突然，前方出现了5架日军
的飞机“隆隆”的朝这边飞过来。只听见几声爆炸声后，眼
前出现的情景让人掺不赌，房屋都倒塌了，有的人被炸得满
天飞，街道上血留流河。许多人都已经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在血泊中有一个幸存的三岁小孩，刚学会说话，就失去了亲
人，他坐在有血泊中，声音嘶哑的喊“妈妈，爸爸”。



在这样的一天里，有多少人失去了他们的亲人。有多少人失
去了他们的家庭。

少年朋友们，让我永远记住12月13日这一天，让我们永远记
住日本人对我们中国人无法偿还的`血债吧！我们新一代要热
爱和平，让世界和谐美好。

南京南京读后感篇四

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世界
大战的结束终止了先前强大的军事用品需求，日本的军工厂
纷纷倒闭，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1929年，美国股市崩
溃，“大萧条”随之而来，美国奢侈品消费锐减，日本的出
口贸易陷入瘫痪。企业纷纷倒闭，失业人数剧增，贫困的农
民和渔民被迫卖女为妓。

通货膨胀、关东大地震使日本凄惨的社会形势进一步恶化。
一部分人主张运用日本学习到的最新技术建立一个更美好的
社会，另一部分人则期冀利用本国军事优势对外扩张和征服
邻邦，右翼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狂热支持扩张主义的意识形态，
他们要求建立军事独裁政府，限制个人财产，将产权收归国
有，并控制亚洲。

这些主张激发了下层军官的野心，他们出身农村，年轻气盛，
自然不信任东京的政客，并迫不及待地渴望飞黄腾达，现代
日本军队自诞生之日起就潜藏着极大的施暴隐患，原因有二：
一是日本军队对其官兵施加的独断专行和残酷虐待；二是日
本社会的等级特性，这种等级制度中的社会地位是由与天皇
的亲疏远近决定的。在侵占南京之前，日本军队就已令自己
的士兵蒙受了无尽的羞辱。

日本士兵被迫给军官洗内裤，或是顺从地站着任由上级打自



己耳光，直到被打得鲜血直流。在等级制度中，那些权力最
小的人一旦掌握了更低阶层的生杀大权，往往极具虐待狂倾
向，而日本士兵到达海外后，他们在严酷的等级制度中积聚
的愤怒突然找到了发泄口。在国外或殖民地，日军作为天皇
的代表，对该地民众享有极大的权力。

在中国，即使地位最低的日本士兵也比当地最有权势和名望
的中国人地位高，由此不难看出，多年来一直压抑的对权威
的愤怒、仇恨和恐惧终于在南京爆发为无法控制的暴虐行为。

南京南京读后感篇五

去南京，还要带一本书去？我好奇极了！打开此书，略微翻
了一翻，其中一幅幅精美的图画深深地吸引了我，这就是我
再也熟悉不过的城市？我迫不及待地仔仔细细地读起了里面
的文字内容。啊！优美的词句让我多么舒畅，完整的介绍让
我多么欣赏。

作者笔下的南京是座有“味道”的城市—岁月的沧桑、历史
的悠久、文化的深厚；帝王与墨客、文人与名者、美人与英
雄；纯朴的民俗民风、传统的美食小吃；现代的繁华热闹、
人民的悠闲生活；如今的山青和水秀、美景和胜境……这一
切都在书中一一呈现了出来。让人穿越时空，让人身临其境，
让人感受到了六朝古都南京过去的伤感和现在的安逸，让人
品尝和回味。

这本书打开我的视野，我看到了读到了感受到了南京的古老
和美丽，这就是真正的南京，一座令人向往的城市，如果你
喜欢，就和我一起带上这本图文并茂的`好书去游遍南京吧！

南京南京读后感篇六

记得一位哲学家曾说过：“惟有死者方可看到战争结束。”
生于和平年代的我，对于这句话有很多的不解，并反对这种



观点。但世界此时的形势却不容乐观。现在世界范围内仍时
时燃起战争的硝烟；处处存在着血与火的战争，使我不得不
深思“战争，到底结束了吗？世界到底和平了吗？”

作为广袤世界中平凡的一员，我抬头仰望着闪烁的星辰，在
晚风阵阵吹拂下，想问，却只言片字也说不出。“往事依稀
浑如梦，都随云水到心头。”九一八的炮声，“七七卢沟
桥”的枪声和南京大屠杀中30万同胞的呼救声，不时回响在
我耳畔。我惊异了！人类为什么要兴起战争？不，战争是为
了和平，它含着人们对未来和平的美好希冀，对于世界铸剑
为犁的美好愿望。更重要的是不能忘记历史所发生的惨痛事
实，我们现在所感受的历史感，不仅是仇恨、愤怒，更多的
是悲哀、记忆和警告。

我想伸出手翻开历史辉煌的一页，却揭露了人类面具下的一
片狰狞。

埃及的未解之谜金字塔，承受着撒哈拉大沙漠灼热的屈强气
息，神秘令人向往但却不可接近。可是杀掠并没有漏掉任何
一个地方，战争并没有疏忽每一个区域。四季轮换，金字塔
孤傲的凝视着曾经辉煌灿烂的古文明之地，为现在荒凉的它
流下泪。

1931年9月18日，是中华人们历史上的耻辱。九月十八日，有
多少人民背井离乡，有多少人民陷入火海，又有多少人民遭
受磨难？原本他们曾在自己富饶的土地上平平安安的生活。
战争，这一可怕的恶魔吞噬了人们的梦，毁灭了人们的平静
生活。

夕阳残照下的印度，人口迅速生长着，能够生存下去已经是
一个负担。居然还要公开宣布“研制核武器”。把毫不相干
的宗教对峙升了级。更令人觉得可笑的是，印度首次核实验
成功的暗语居然是“佛祖笑了”。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最向
往和平却最先从发源地失去地位的佛祖它应该向谁微笑，向



谁微笑。

在那一阶段的黑暗时光里，人门所遭受战争带来的灾难太多
了。我已无法用天方夜谭的那份美丽来想像弹痕累累的世界。
衰草瓦砾，断壁残恒，早已承载下从古到今的灾难。在战争
的铁蹄下，人类所换来的血的教训，难道还不能使我们警醒
吗？这种种的悲剧，芑是这今天和平安定的生活所能寄托的。

战争的硝烟还在弥漫，利比亚多少无辜的平民还在备受战火
的摧残的同时，叙利亚的枪声又悄然响起，渴望和平的人民
脸上写满了惊慌、恐惧、无奈。战争的罪行永远铭记在所有
责任心的人的身上。激励人民努力奋斗，呼吁人门热爱和平。
在经历了诸多风雨的世界已显憔悴，渴望着人类给它增添，
几丝光彩。和平年代已到来，为了世界的万物不再受战争—
这个恶魔的摧残，人类请停止那所谓的正义之战，来共同建
立一个真正和平安定的世界吧！

南京南京读后感篇七

我向来对法国这个国家比较感兴趣。印象里，法国是个浪漫
的国家。我想这也是大多数人对法国的印象。老爸非常赞赏
的戴高乐将军，也作为一个有主张有远见的人物加到了我的
记忆库里。然而真实的法国到底是怎样的？所以最近在读一
本书的时候，我发现《带一本书去巴黎》是一本很不错、很
有意思的书，我就开始了快速阅读，而且一读就容易入迷，
我简直可以说是用废寝忘食的说法来读这一本书了。

延续了《近距离看美国》系列的总体风格一样，但多了几分
散文的优美生动；象游记，又比游记多人文关怀的味道和思
想的厚重；做为游巴黎的记录，照片占了很大篇幅——有作
者拍摄的名家油画原作、雕塑、城堡、广场、教堂、各种文物
（如断头台、刑具）甚至巴黎老地图的照片，还有一些作者
的手绘油画。书的信息量很大，排版很精心，照片丰富多彩，
位置恰到好处，是一本开眼界、长见识，又很好看的书。



印象最深的几点体会：

“那凝重的灰色调，那个体略显单调，聚集在一起却有浑厚
雕塑感的城市整体；那些纪念性建筑、林阴大道、小广场小
花园形成的浪漫的文化氛围，都有一种特殊的巴黎味
道。”“巴黎圣母院无疑是西岱岛最具有魅力的地方。我们
每天不论去哪里，最后总会不由自主地转回西岱，转到圣母
院前的咖啡馆外。一人交出10个法郎，以一杯长久的黑咖啡，
结束这一天的出游。„„我们要上一杯，只限于为了合法地在
圣母院前面占领一个最佳的观赏位置。我们坐着，直到夕阳
西下，直到晚霞在圣母院白色的石墙上涂抹黄昏。„..我们坐
在这里，没法不看到吉卜赛姑娘埃丝米拉达，在圣母院的台
阶前飘然而过，身后紧紧跟着那头智慧的山羊；我们没法不
听到卡西莫多在钟楼敲响的钟声，钟声撞击着所有人的心灵，
在夜色中震荡；我们没法不感觉到，月光下，神父那阴郁的
身影，在圣母院的顶层，裹挟着黑暗，一步步向前逼
近；„„”

“巴黎几步路就是一个教堂。„„教堂都是石块砌成。石匠比
木匠确实要难得多，但是，他们显然是成功了。你站在那里，
想像当时的情景，真会在一瞬间怀疑过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
的奇迹。„„巴黎的教堂还在夜晚举行演奏古典乐曲的音乐会。
再小的教堂，门口也会有一张小小的招贴，通知音乐会的时
间和曲目。巴赫、肖邦，他们都不是远去的身影，而是教堂
里轻轻托起一个个孤独灵魂的天使的手臂。”

怪不得巴黎人是骄傲的，他们比我们更尊重历史和文化——
他们会在50法郎纸币上印上“小王子”和它的作者——他们
有骄傲的资本。

2、巴黎的古迹有生命

“和巴黎几乎所有的其它中世纪教堂一样，它（巴黎圣母院）
今天依然在正常使用。„..它们的钟声每天定时敲响，弥撒定



时举行。白天的任何时候，任何人，都可以走进去，把自己
隔绝在教堂里，把世俗世界暂时抛开。”

为基础的现代法庭。尽管这些法庭有着很大差异，但是在功
能上，司法宫和巴黎圣母院一样，始终没有停止过属于它的
活的生命。因此，应付着繁忙司法事务的司法宫，今天是不
对游客开放的。”

哇！活的古迹啊！想想吧，每天在一座存在了500年的大楼里
上班，该是一种什么心情呢？每天抚摸着上下行走的楼梯扶
手——那是500年前的楼梯啊——这是怎样一种现实的历史感？
凡生活在古都的人，气质中总带有一种别样的沉静、淡定和
从容，那象巴黎人这样，每天浸润在历史厚重的文化氛围中，
气质应该格外深邃优雅吧？怪不得巴黎二十岁的年轻的思辩
家比比皆是。

3、对民主与自由的思考

这次从宗教争执写起。

第一个人物是传播基督教的圣徒圣丹尼。公元261年（相当于
中国三国时代末期，魏结束于265年，蜀结束于263年）圣丹
尼和他的两个同伴，因为在法国巴黎传播基督教，被当时统
治巴黎的罗马人砍了头。历史上留下了大量关于这场宗教迫
害的记载，法国于是有了圣丹尼镇和圣丹尼教堂。

下一场宗教之间的争端，发生在1560年。新教徒“胡格诺”
派一直被主流教派天主教派追杀，这一年新教徒“胡格诺”
派谋反失败，1200具“胡格诺”教徒的尸体被用铁钩挂在城
堡的立面上。在这之前不久的1553年，新教徒“胡格诺”派
的创使人加尔文，在他自己成为主流教派的瑞士，把来自西
班牙的神学家塞尔维特，以异教徒的罪名烧死在火刑架上。
法国有着漫长的政教合的一历史，所以由宗教迫害讲到政治
体制，重点讲了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所有推动这场革



命的人，无论是皇帝、贵族还是哲学家艺术家，本意都是好
的，都是想把不公平的制度变得更公平一些，但法国大革命
就象一把原本是为点燃取暖的炉火，却意想不到地燃成了火
灾，不仅烧掉了房子，连点燃炉火的人也无一例外，全部葬
身火海。

法国大革命前的历史就象中国任何一个朝代的兴衰史：国王
路易十四象康熙，能力强，手腕狠，他用72年的专制强权强
化了旧制度；路易十五从曾祖父手里接下这一份成功家业后，
顺理成章地无所作为并且挥霍无度；到了路易十六，虽然有
了励精图治的决心，却因积重难返，不得已被革命群众推上
了断头台，为革命献了身。

作者通篇都在反思人性在革命中爆发出来的血腥残暴：法国
大革命中，除了革命先驱被越来越激进的后来者“革了
命”——如拉法耶特被囚禁致死，如吉伦特议员被雅各宾俱
乐部送上断头台，作者还记录了大量平民被卷入革命的不幸
遭遇：在1792年的“九月大屠杀”中，30名教士被毒打后杀
死；43名17-19岁的精神病患者被私刑处死；监狱的230名囚
徒中，女囚徒被强奸、肢解，所有犯人在5个小时内被全部杀
光，监狱内有“齐膝的血污”。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就这样在
血腥中诞生了。

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对“革命”的通用注释。林
达的书却总是关注个体，他这样写：“„„无法知道，他们
（修士）被关在这里的时候，大难将临，是什么样的心情。
一切都消失了，那些对亲人的诀别，那些痛苦和战栗，那些
默默的坚强，那些软弱的泪水，那些向着屠刀的苦苦哀求，
都消失了”；法国人执着地记录死难者名单，“记录，只是
出于一种极为单纯的人类感情：这是我的父老兄弟，他们应
该和我一样，在这里呼吸自由的空气。他们无辜地被暴力终
止了生命。我记得他们，记得他们一个个面容，记得他们的
一个个梦想，我不愿意这些面容和梦想，被暴力彻底抹去。
我希望他们的生命继续在我的记录中，因为他们和我一样，



也有活的权利。”

当暴政发生时，这样一个软弱无助的个体，既有可能是你，
也有可能是我。

总之《带一本书去巴黎》这本书是一本很不错的书，我读的
不仅仅是书里的内容，我想到的是书中联系的内容。我由书
中的很多例子和实景感受到了，我曾经不曾想到的东西。我
会继续研究这本书的。

南京南京读后感篇八

北京、重庆、杭州、西安、南京……它们饱含着沧桑的历史。
这些历史，被人们无数次论起，飘在人们的脑海里。可看完
《带一本书去南京》,南京这个有灵魂的城市的历史，流在了
我的血液里。

南京，一座别具风韵的城市。

一说起南京，最先让人想起的是“大萝卜”。对，南京城的
男人就是“大萝卜”，他们既不是大男人，也不是小男人。
他们做起事来大大咧咧、满不在乎。跟这座城市一样，笨拙
中显露出豪迈，永远只是喜欢轻松，喜欢大男子主义。南京
男人，总之就是粗中有细。

再次感悟南京，心中便留下了南京白话。南京话总被人叫
成“南普话”，这当然不是普通话，这只是半严肃、半幽默
的意思，外地人到南京游玩，总会认为南京话“蛮”。可南
京人改不了。家中谈话说，以表亲切；与店家讨价还价用，
以表友好。想当年20世纪之时，南京话与北京话的竞争最热
烈，要不是一时出错，今天的北京调就要改姓南了。南京话，
蛮中透出点亲切。

南京的历史长河悠久而又精彩。



“千里莺啼二月红，水郭山村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南京总是被人称之为六朝古都，实际上有十次定都。仿佛当
这片土地诞生时，就饱含了龙气。小国的虾兵蟹将想移除这
片王气，却无能为力，唯独那眼中不容沙子的秦始皇，靠着
人多，下令凿通长垄，以消去南京王气，凿后流水贯金陵，
始称“秦淮河”。

是啊，这让南京失去了“王气”，让后来在南京建都的皇帝
几乎都活不长。

1.8亿万亩良田：改旧换新，制度改头换面，变成了三司，国
家安定，统一得到了进一步的统治。

怀旧是人的本性，这种本性使人用现在的时光献给了走去的
历史，这种本性也让我回眸过去，去看这本书中的一城烟雨
一城风。

到南京去！去阅尽南京历史的沧桑，去感受南京民间的文化，
去品尝南京胡同里的美味，去欣赏南京市井的繁华……是啊，
是要“带一本书去南京”。

陈昊然

初一7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