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色起点第二季 红色的起点读后心得感悟
(大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红色起点第二季篇一

记得三毛的一句话，很喜欢："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
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眼云烟，不
复记忆，其实他们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
襟的无涯中，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里。"一年的大学
生活使我渐渐养成了喜欢看书的习惯，而这次借着参加"青马
工程"的机会，让我更加了解到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红色的起点》这本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叶永烈先生
笔下的文字把我静静带回了那段刻骨铭心的烽火年代，时光
如流水，在历史的长河中，追寻昔日闪光的浪涛，那些人，
那些事，历历在目，仿佛他们重来没有离开过。在这本书中，
作者对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过程的风云人物一一描述，在
他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作者以客观的笔调，忠于史实，写
出这本《红色的起点》，以三十多万言篇幅真实展现这一重
大历史事件。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大钊，毛泽东，陈独秀等共产党人的谦
和务实和强烈的救国爱国情怀。作者以真实的笔调，尊重史
实，毫不避讳地描写了建党之初的另外一些真实细节：从孕
育、诞生到摇篮期，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种种艰难困苦和危
险磨难，共产党人有坚定、也有动摇;有高洁、也有污浊;有
忠贞、也有背叛，但这些并没有阻挡共产党人的救国梦，并
且最终使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改变并引领中国历史的执政党。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
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
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
队伍了。"

记得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曾经这样说过："大学生不梦，中
国何以梦。"类似的，的确，"少年弱则国弱，少年强则国强"，
作为一名大学生就应坚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
远大理想，这样国家才会富强。在这本书中，从《新青年》
的"一枝独秀"，到蔡元培的"三顾茅庐"群贤毕至北京大学，
令五四的呐喊，让世界听见了来自中国的声音。《共产党》
月刊，《中国共产党宣言》等不断涌现，张国焘，罗章龙，
刘仁静等许多我以前从未听过的名字一次次的印入眼帘，使
我倍受震惊。

如今，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和平与幸福中，不需要担心战争，
不需要担心未来。但是，我细细想想，这些，都是在各个时
期的革命者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他们不怕困难，不怕受
伤，不怕牺牲，克服重重困难，战胜各种敌人，哪怕牺牲，
也要为了解放事业奋斗到最后。现在的我们，作为大学生，
当然不需要去革命，去斗争，我们在安逸的环境中学习，生
活。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认真学习?从现在起，就应该认真起
来，学好自己的知识，再走上社会之后，用自己的知识来贡
献这个社会，这个社会是那些革命烈士们换来的，这点我们
应该铭记。

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应该时刻、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校努
力学习知识，用知识武装头脑，全面的提高自己，树立远大
理想，做好为人民服务的准备。

红色起点第二季篇二

《红色的起点》的可贵之处在于，叶永烈在书中别出心裁地，
让建党时期的各种思潮影响下的诸色人物，纵横地在读者面



前一一亮相走过，由此而为读者理清了党的创建史的复杂的
脉络，形象地再现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作为中共“一大”
的“大机密”，本来写到南湖会议结束，全书就可以结束了。
作者却在写完1921年前后的历史横断面之后，加了《锤炼》
一章，写中共“一大”代表的最终结局，给人以历史的纵深
感。将建党初期生气勃勃的热血的各色青年的历史作了完整
的交代。

这部纪实作品的可读性，还在于领袖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与
通常的“党史读物”不同，作者在书中，十分注意观察、揣
摩中共“一大”代表的性格。作者自谓：

“我发觉，没有着意‘塑造’，他们本身的性格便是十分鲜
明的，一人一貌，彼此不同。”

“我在动手写作时，在注重史料的准确性的同时，注重作品
的可读性、生动性和形象性，以便使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
愿意把这一‘报告’读下去”。

例如，写到陈独秀时，其洒脱不羁才气横溢好争辩的形象写
得跃然纸上;而当时仅28岁的毛泽东则性格稳重，一副含而不
露的样子。书中，作者引入了陈独秀的挚友汪孟邹之侄汪原
放的一段回忆，维妙维肖地勾画出陈独秀和胡适这对“老伙
计”之间无可挽回的分裂。

作者注意到了像这类材料的细节的真实性，做到了“尽可能
少地漏掉能显示出平凡中的伟大的行为和事件，把思想导向
内心深处的秘密，展示日常生活中的微小细节。”使得领袖
人物的“身外的一切附加物都被摒弃，人们互相超越仅仅依
靠自身的聪明才智和美德。”读完掩卷，当年活跃在这历史
舞台上的历史人物仍清晰在目，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红色起点第二季篇三

拿起《红起点》这本书是一个巧合，也是一个惊喜，夏天的
一个晚上，在图书馆陪们在图书馆里穿梭在一排排的书架上。
突然，我的视线停留在这本书上。看了几页序列后，朗朗的
阅读声伴随着红色宣言在耳边回响，低头看着手中的书卷，
历史画面在我脑海中慢慢展开……
过去，我只知道一些简单的党史知识，通过历史教科书和一
些电影碎片化。我只知道党的一大会址在嘉兴南湖船上。我
一直认为一大的召开时间是1921年7月1日，也就是我们现在
所谓的党的建设节。通过阅读这本书，我逐渐了解到，一大
具体会议的主要阶段是上海望志路106号和108号(李汉军大
厦)，然后转到嘉兴南湖船，一大时间从1921年7月23日至31
日结束……叶永烈先生写的把我带回了那个难忘的烽火时代。
时间就像流水。在漫长的历史河流中，我追求过去闪耀的波
涛。那些人和事历历在目，仿佛他们从未离开过。
在这本书中，作者逐一描述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
的风云人物。他作品中的人物栩栩如生。作者以客观的语气
忠于历史事实。这本书给我的最大感受不是它的纪录片，而
是作者对这些领导人物形象的塑造。与普通的党史书不同，
作者在书中非常注重观察和猜测中国共产党一大所代表的性
格。正如作者所说：我发现，如果他们不注意‘塑造’，他
们自己的性格是非常独特的。他们一个人看起来不一样。例
如，当他写陈独秀时，他洒脱、不羁、有才华、有争议的形
象被写在纸上;当时，28岁的毛泽东性格稳重，看起来一副含
而不露的样子。作者注意到了这类材料细节的真实性，并做
到了尽可能少地漏掉平凡中的伟大行为和事件，将思想引向
内心深处的秘密，展示日常生活中的微小细节。当时，领导
人物仍然活跃在舞台上，当时，他们觉得只依靠自己的智慧
和美德慧和美德，他们仍然清晰地阅读这本书，
其人如闻其声。
这本书也是近几年来，我阅读兴致最为浓厚的一本书，几天
下来，让我慢慢的熟知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
华、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时期中，我们国家所面临的严峻的内



忧外患，以及所涌现的一批批新青年对新道路和新思想的不
断探寻。“一大”使中国改变了方向，并且是中国历史
上“红色的起点”，是15个赤手空拳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彻底
改变了现在中国人的命运，所经历了种种艰难困苦和危险磨
难，有坚定，也有动摇;有高洁，也有污浊;有忠贞，也有背
叛，但依然成为引领中国历史的执政党。初创，一大批共产
主义早期探索者的响应，到大批马克思主意者聚首，最后到
共产党的艰辛成立。“一大”是党的诞生地，也是这本书的
开篇，“一大”会址的找寻是充满波折与困难的，起初为了
寻找会址，他们每天奔波于大街小巷，找到后，又多次确定
和排查，上级还专门派当时中共一大会议的见证者李达、董
必武前来确定，最终经董必武确认，确定一大会址在李维汉
家中一楼进行的，从而这才有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一大”
会址。跟随着阅读，从中我感受到他们对党的热爱，做事的
细心和有序性，也修正并丰富了自己在过去从书中或道听途
说中所得来的那些凤毛麟角般的党史知识。
党的“一大”召开时间，自己一直认为是1921年7月1日。读
了此书方知是在1921年7月23日至31日。而为什么我们后来把
七月一日定为建党节呢?原来这是毛**于1938年5月提出来的，
是由两位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毛泽东和董必武商定后所
定，“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
这是中央领导同志第一次明确提出“七一”是党的诞生纪念
日。再如，对当年参加党的“一大”的十五名代表的人生之
旅，本书都在不同的章节中一一有所叙述。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虽然不是正式的党章，但包含
了党章的内容，规定了党的名称、性质、任务、纲领、组织
和纪律，实际上起到了党章的作用，但在一大召开时，由于
党处于秘密状态，一大纲领的原件没能保存下来。寻找“一
大”文献这章节是最为神秘，也是最吸引我的部分，在书中
仿佛给你一种历史的戏剧感——我们“一大”文献最初是在
美国发现，这实在是让我匪夷所思，随着这层神秘面纱慢慢
的被揭开，原来是陈公博当年潜逃美国时把“一大”带了过
去，并翻译成了英文版，随后又在苏联找到了俄文版中
共“一大”文献，更奇怪的是在美国发现的和在苏联发现的



文献内容中在第10条和第12条之间都共同的少了一条，是起
草者把第11条误编为第12条?还是手写稿中漏写了第11条?又
或者是第11条引起很大的争议，付诸大会表决时被删去?尚还
有很多谜团尚未被揭开，我想，这个历史之谜，要待有朝一
日发现中共“一大”文件中文原稿时，才能判定。
在本书中，毛泽东的出现也极大的吸引了我，就在《新青年》
杂志推出一篇又一篇彪炳显赫的雄文之际，在1917年4月号，
登出了一篇《体育之研究》，此文作者的名字是“二十八画
生”，而这位“二十八画生”正是后来中国共产党的领
袖——毛泽东，名字的笔画，正好28画!《体育之研究》是迄
今发现的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最早的文章，也就是说，毛泽东的
“处女作”是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少年的毛泽东便
显示的与众不同，先在湖南一师求学，后在恩师杨昌济的极
力推荐下来到了北大，并跟随李大钊在图书馆当了个图书管
理员，在北大短暂的时光却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北大的新思想，新文化给他很大的影响，陈独秀，李大钊等
一大批马克思主义探索者对毛泽东的思想根本性转变起来决
定性作用。
回首这97年，我们的党走过的是一条艰苦奋斗的道路，如今，
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和平与幸福中，不需要担心战争，不需要
担心未来。但是，现在细细想想，这些都是在各个时期的革
命者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他们不怕困难，不怕受伤，不
怕牺牲，克服重重困难，战胜各种敌人，浴血奋斗所换来的，
这点是我们应该永远铭记的。历史的尘烟，掩盖不住世纪的
风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先驱者已将希望的种子撒向人间，
绽开了一片烂漫的红色。

红色起点第二季篇四

这已是第二次读叶永烈所著的《红色的起点》，这是他著
作“红色三部曲”之一。此书以纪实文学文体所写，让我理
清了党的创建史的复杂的脉络，形象地再现了历史的本来面
目，系统的叙述了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初期的前奏，酝酿，响
应，聚首，成立到锤炼的全过程，一个从“恒昌福面坊”走



出并壮大的政党，从只有50多名党员经过90多年的风雨历程，
现已有近8000万名，中国平均每20个人就有一位党员。

以前只是简单的知道一些党史知识，只知道党的“一大”会
址在嘉兴南湖船上，现在具体的知道了会议的主要阶段是在
上海望志路106号、108号（李汉俊公馆）。对“一大”召开
的时间一直认为是1921年7月1日，读此书才知道会议是
从1921年7月23日开始到31日结束，7月1日建党节是两位中国
共产党“一大”代表毛泽东和董必武商定后所定。“一大”
使中国改变了方向，并且是中国历史上“红色的起点”，
是15个赤手空拳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彻底改变了现在中国人的
命运，所经历了种种艰难困苦和危险磨难，有坚定，也有动
摇；有高洁，也有污浊；有忠贞，也有背叛，但依然成为引
领中国历史的执政党。有的人中途退伍，有的人落荒，有的
人颓唐，有的人叛变，这只队伍经过磨练和洗礼，最终成为
占世界总共产党员一半以上的队伍。

历史是由人写的，它的面目是真实而严肃的，容不得虚拟和
假设，必须经得起拷问和解读。同样一个企业也是如此，企
业要持续良好的发展，也必须不断审视曾经走过的路程，对
以往要不断地进行总结，查找经验和不足，错的地方要及时
加以整改。

现如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真的能
做到教育实践活动中要求的呢样吗？我们要想到党从星星之
火到燎原全中国，靠的的是什么？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的一腔热血，坚定信念，无私奉献得来的，在他们心中装着
是人们群众的一切利益，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群众
利益永远放到第一位。企业要想良好的发展，靠的是什么？
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发挥党员模范先锋作用，
企业上下全体员工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块使，向着美好的目
标奋进。



红色起点第二季篇五

读叶永烈所着的《红色的起点》，这是他着作“红色三部
曲”之一。此书以纪实文学文体所写，让我理清了党的创建
史的复杂的脉络，形象地再现了历史的本来面目，系统的叙
述了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初期的前奏，酝酿，响应，聚首，成
立到锤炼的全过程，一个从“恒昌福面坊”走出并壮大的政
党，从只有50多名党员经过90多年的风雨历程，现已有
近8000万名，中国平均每20个人就有一位党员。

以前只是简单的知道一些党史知识，只知道党的“一大”会
址在嘉兴南湖船上，现在具体的知道了会议的主要阶段是在
上海望志路106号、108号(李汉俊公馆)。对“一大”召开的
时间一直认为是1921年7月1日，读此书才知道会议是从1921
年7月23日开始到31日结束，7月1日建党节是两位中国共产
党“一大”代表毛泽东和董必武商定后所定。

“一大”使中国改变了方向，并且是中国历史上“红色的起
点”，是15个赤手空拳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彻底改变了现在中
国人的命运，所经历了种种艰难困苦和危险磨难，有坚定，
也有动摇;有高洁，也有污浊;有忠贞，也有背叛，但依然成
为引领中国历史的执政党。有的人中途退伍，有的人落荒，
有的人颓唐，有的人叛变，这只队伍经过磨练和洗礼，最终
成为占世界总共产党员一半以上的队伍。

历史是由人写的，它的面目是真实而严肃的，容不得虚拟和
假设，必须经得起拷问和解读。同样一个企业也是如此，企
业要持续良好的发展，也必须不断审视曾经走过的路程，对
以往要不断地进行总结，查找经验和不足，错的地方要及时
加以整改。

现如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真的能
做到教育实践活动中要求的呢样吗?我们要想到党从星星之火
到燎原全中国，靠的的是什么?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



腔热血，坚定信念，无私奉献得来的，在他们心中装着是人
们群众的一切利益，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群众利益
永远放到第一位。企业要想良好的发展，靠的是什么?在发展
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发挥党员模范先锋作用，企业
上下全体员工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块使，向着美好的目标奋
进。

知史明理，夏天过去，秋天就到来，让我们穿透岁月的迷雾，
去探寻人生的起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