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国读后感 太平天国读后感笃信的力
量(优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
写好一篇读后感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
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天国读后感篇一

"太平天国"在短短几年内就席卷大江南北，定都"天京"，强
烈震撼了大清王朝，几乎将其推翻。但如此浩大轰烈的运动，
最终仍然失败，当然原因多多，但最根本的还是其自身迅速、
严重的腐败。

洪秀全虽然贵为万岁，但只是皇上帝次子，而杨秀清却是皇
上帝的代言人，在神权上杨秀清的地位反高于洪秀全。因此，
杨秀清常以"天父下凡"的.名义斥责洪秀全，洪秀全虽知这是
骗局，但也无可奈何，只能假戏真作。

定都天京之后，洪秀全闭在深宫，耽于享乐，荒于政事，杨
秀清更是不可一世，屡为无谓小事斥责、羞辱洪秀全，借以
树立自己的权威。

1853年12月杨秀清曾以洪秀全虐待宫内女官为由，赶到天王
府当众怒斥洪秀全："尔有过错，尔知么？"洪秀全立即下跪
回答："小子知错，求天父开恩赦免。"杨继续怒喝："既然知
道错，那就要杖责四十。"众人一再替洪求情，杨仍下令杖责，
直到洪秀全俯伏在地表示愿意受杖才算罢了。

有一天深夜，杨秀清并无要事却突然造访天王府，因朝门有
好几道，又都已经关闭了，洪秀全出来迎候稍微迟了些，杨
秀清就以天父之名要怒杖洪秀全，洪只得跪求："求天父恩赦



小子迟延之罪！"对天王尚且如此，杨秀清对其他诸王大小官
员更是任意打杀。久而久之，形成许多重大战略和政策都由
杨秀清决定、一些典章制度也由他改定、大权由杨总揽的局
面。

1856年8月，天京外围敌人威胁解除不久，实权在握的东王杨
秀清又假托天父下凡，将天王洪秀全召到东王府，逼洪秀全
封他为"万岁"，洪只得答应："东王打江山，亦当万岁。"杨
又逼问："东世子岂止是千岁？"洪又回答说："东王既然是万
岁，世子自然也是万岁，而且世代万岁。"

面对杨的步步紧逼，洪秀全急忙密诏正在江西作战的北王韦
昌辉、在丹阳作战的顶天侯秦日纲立即率部回京诛杀杨秀清。
九月一日深夜，韦昌辉率精兵三千赶回天京包围东王府，冲
入卧室，将熟睡中的杨秀清杀死。而后血洗东王府，将府中
其他官员、卫兵、杨的亲属、仆役等无论男女老幼，全部杀
尽。杀戒一开便难封刀，韦、秦之部又滥杀无辜，仅九月四
日就屠杀已放下武器的杨秀清余部五千人，一个多月下来共
杀两万余人，甚至婴幼儿童也未能幸免，天京城内一片恐怖。

正在湖北战场的冀王石达开听说天京内讧急忙赶回，想要制
止韦、秦滥杀。但此时韦昌辉已杀红了眼，不但不听规劝，
反而要杀石达开。石达开闻讯慌忙逃出天京，结果，韦昌辉
将石达开留在天京的家属满门抄斩。逃出天京后，石达开从
湖北调回所部四万精兵攻入天京，斩杀韦昌辉、秦日纲。

经过天京事变，石达开成为众望所归、辅佐朝政的理想人物。
但经过这场惊心动魄的事变之后，洪秀全对人更加猜忌，只
重用洪氏兄弟，处处防备、排挤、打击、限制石达开。石达
开忍无可忍，最后率大批精锐部队出走，六年后终在大渡河
被清军围歼。



天国读后感篇二

北川悦吏子和金美助的书，李亨民的电影。很早前就看了书，
后来才看的电影。《天国的邮递员》保持着韩国一贯的风格，
画面清新唯美。书里干净和自然的气息在这些唯美的场景里
一一铺展开来，洗尽了一切不纯粹的感情。比起细腻的文笔
描写，电影的节奏似乎更快，友情、爱情的展现也更为直接，
虽然故事在梦境和现实中穿插，但却也不突兀，好像这一切
似乎都是那么真实。所以，这部电影里的人们不是活在梦境
里，也不是活在现实，而是徘徊在两者之间。

男主人公在俊因为一场车祸意外变成了植物人，上帝用再给
他两周的寿命作为条件让在俊来担任天国的邮递员。于是在
俊就这样往返于天国和人间送信，给失爱人的人们带来生存
的希望。一句话总结，这个故事讲述了在生死边缘，彼此生
活在不同世界上两个男女的爱情故事。然而在我看来，除却
爱情，它也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到了要让现实中的人能够对逝
者释怀的心情，那不是忘记，而是放在心底永久的铭记。梦
境里的故事，好像不那么真实，电影中妈妈给死女儿的信，
姐姐给死弟弟的信，包括在电影里用浓厚笔墨勾画的老人给
死妻子的`信，中年父亲给在空难中死的儿子寄的信虽然都是
编剧的想象，但是任何一个小故事所传达到感情拿回到现实
却是真实的。

亲情的实与虚

电影中的爷爷在老伴世后收拾遗物时发现了一封信和照片，
于是他心里就留下了一个结——那英俊的儿子真的是自己的
儿子吗？已经死的奶奶似乎爱着别人。荷娜和在俊联手制作
了假的dna验证书寄给爷爷，在面对着验证书上99.99%的字样
面前，爷爷终于舒展开了笑容。而影片最后，那是在俊在回
到人间的路上，他看到正往天国的人们。镜头里有一位老妇
人坐在长椅上，等待来到天国的老伴，那不是别人，是之前
在俊和荷娜帮助过的那个爷爷，在俊看着他们相拥，携手走



向散发着光的地方。电影中的那一幕幕导演想展现的不是对
死亡的恐惧，而是对死亡的淡然，我觉得看到这里我们有理
由相信那些离开我们的人们不是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而是到
了另一个充满爱的地方继续生活着。

在电影里故事是真，而寄到天国的信是假，所谓的邮递员好
像是假，但所有的感情却是真。在后来的故事里，荷娜和在
俊在邮筒中发现了一位父亲给自己死孩子寄的信。因为工作
而疏忽了家人并最终导致妻子病逝，从此父亲与儿子形同陌
路。大叔时时刻刻都在对儿子进行忏悔，内心也一直受到煎
熬，可是还没等到一句原谅，儿子也因为飞机失事而亡。他
拿起了相机开始继续儿子的事业，每天用胶片来记录天空，
他认为这样就能和儿子进行沟通并得到原谅。可是一起工作
的过程中也逃不了摩擦。荷娜觉得，即使是谎言也好，只要
让活在世上的人感到宽慰，他们正在做的事就是有意思的。
可是在俊认为，有些谎言是永远不能编造的，荷娜的想法只
有软弱的人才会有，活在谎言的世界里，得到的并不是真正
轻松地生活，只有真正的放下，才能开始新生活。造假了遗
言的荷娜被在俊揭穿，两人争执不下，却最终让大叔舒心。
在这里，儿子的遗言是假，那种想被原谅的心情是真，而在
俊和荷娜他们两个人目前那样的生活于在俊而言是梦境，但
于荷娜而言，是现实。

爱情的真实与幻境

在电影中有一个场景，女主角荷娜在咖啡店选着饮品，目光
穿过排队的人群看向窗边的座位，原本坐在那里望向窗外的
男主角在俊突然消失。嘈杂的背景音乐随之消失，取而代之
的是沉闷悲伤地音乐。荷娜在那一瞬间仿佛意识到“只有对
死的人的思念强的人才能看见我”不是空话，“对逝者的思
念淡薄了的话，就开始一点点看不见我了。”荷娜对在俊产
生了感情所以以前的恋人就这么成为了过式，在她逐渐的从
以前的悲痛中缓过来时，在俊也逐渐的在她生命中扎根，但
是现在看起来似乎也不是那么好，因为在俊偶尔开始消失了，



像是变成透明人一样，荷娜看不见了。荷娜开始慢慢思考，
在俊口中的幽灵和邮递员这份工作的真假，即使不愿意相信，
但荷娜也一定知道，在俊的所有话都是真的，她爱上他也是
真的，可能在这里唯一是幻境的东西，就是他们的相遇，好
像是一场永远醒不过来的梦，真实的可怕。

“你的任务完成了，回吧。”

“那我的记忆呢？”

“记忆？都会消失的。”

“荷娜呢？”

“就像是梦里遇到的人一样。”

“太残忍了吧？”

“我如果残忍的话你还能回得吗？”

……

在邮局和在俊的再次相遇荷娜几乎是不敢相信的。这一段影
片被拍的很唯美，也很温暖。按照在俊说的，他们的相遇算
是一场梦。只是那并不是荷娜的梦，而是荷娜进入到了在俊
的梦。梦虽然是虚幻的，但是在俊却真实地活着。所以，在
梦里他们所共同拥有过的时光，绝不会如同梦境一般飘渺无
垠又很快烟消云散。于是镜头不断地在两人之间切换，他们
曾一起走过的地方就这么从彼此口中说出，简单而动人。影
片结尾的画外音荷娜说“如果有人问起，我们是不是在哪里
见过，不要只当做那是搭讪，也许他就是你命里的那个
人。”不管是现实还是梦境，总有那么一个人在该出现时就
会出现的。



回到电影本身来说，它以通往天堂信件的方式让活在世上的
人找到了一个与逝亲人倾诉内心世界的连结点，一如尼采所
说：死的人是在亲人的记忆里而继续活着的。活在现实世界
里的我们总是在谋求一种不可能的方式来记住已逝的人，但
现实总是会在某种适当的场合给人以当头棒喝。《天国的邮
递员》就是如此，给予生者希望，但却在希望边缘透露着一
丝绝望，然后把人从虚无的梦境里回到现实。电影中女主角
荷娜和男孩在俊的爱情也就像是这样，不知道是偶然还是必
然的相遇，两人相识。当荷娜没有爱上在俊的时候，他总是
如常的出现在她的世界里，当荷娜爱上在俊时，却又不得不
面对他将消失而的悲情。就这样，在俊偶尔消失的身影让荷
娜一瞬间回到现实，不知道是梦还是现实，她很困顿，但是
爱的真实感却一直存在。

天国读后感篇三

“人相信什么，就会成为什么样。”这是在书中第六章的开
头，也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说来真的很可笑，一个离奇的梦竟然是这场浩大运动的“始
作俑者”。没有人能够解释这个梦的真正含义，也没有人能
够证明这个梦是否真的存在。也许这正是由于这样离奇和怪
异，才给事情蒙上了一层更加神秘的面纱。人们总是倾向于
将神秘的事想的更加神秘，把离奇的事讲的更加离奇。愈是
难以解释愈是容易让人相信，或者更确切的说应该是“迷
信”。一方面，人们对于永远不能得知的事情永远会保持一
种好奇心，但是又不敢轻易去揭开面纱一探究竟，愈是好奇，
愈是敬畏。另一方面，人对未知事物的恐惧容易给人带来崇
拜感。也许正是这两方面奠定了宗教心理的基础，可能这也
是是导致人逐步养成信仰的重要原因。

于是，人们都纷纷慕名而来。若说他们都在一瞬间顿悟，感
应到了上帝的感召，谁都不会相信。也许是因为没有信仰，
或者是原来的信仰已坍塌，人们不安的心灵无处安放，所以



盲目的奔向了一个未知的方向。黑暗中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
只要看见一丝光亮，便会毅然决然地顺着光亮走去。因为没
有别的选择，那一丝光亮是唯一的出路。殊不知，那可能是
通向地狱之路。

拜上帝教的信徒们笃信的东西缘起于一场梦，梦本身就是一
种虚幻的东西，而如何证明梦的存在就人就更加不得而知了。

无论1837年的那场梦，是真有其事，还是刻意附会，甚至子
虚乌有，都已经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大多数起义参与
者“深信不疑”的.心理，并且将之作为信念闯荡出了一大片
历史的天地。也许历史上所有的革命或者起义都是因为这种
笃信的力量的支撑。

我不能完全否定洪秀全是上帝的信徒，但我相信拜上帝教对
于洪秀全来说，从一开始的懵懂后来渐渐发展成一种专制的
工具。

洪秀全逐渐发现，正是人们的崇拜和畏惧在赋予他愈来愈多
的权力。当一个人的权力欲被无限激发和满足时，他的欲望
只会愈加膨胀。为了证明他的权力有多大，他会不断挑战权
力的极限，而挑战的方式必然是用权力压制赋予他权力的人。
很多人都在批判洪秀全的变态军规和管理方法。也许当时太
平军所处的处境的确需要通过控制人口的增加，但是撇开这
一点，我想说一下权力对人的主宰。就像电影《死亡实验》
里所说的，“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可以手握权力而不丧失人
性”？人在拥有无限权力的同时，人性必然被权力绑架。当
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时，每个人都会享受那权力带来的快
感。为了满足自己愈来愈膨胀的权力欲，不会察觉自己做出
了多么没人性的事。

天国读后感篇四

这本书讲述了太平天国发展的全过程，从崛起到灭亡。他记



录了洪秀全怎样带领教徒创造太平天国，到清兵攻入南京的
全过程，十分的详细。

洪秀全做了一场梦，梦见自己是上帝的次子，便召集基督教
徒，开始发展自己的.势力，虽然有人被捕，但这并不影响新
的人加入基督教，成为基督教徒。他们的势力扩大到连朝廷
都是他们为眼中钉、肉中刺。派人来讨伐，结果，官兵们吃
了一个大败仗，太平天国就开始了四处征战，寻找据点了。

征战期间，洪秀全几乎次次败仗。但是，他并不服输，越败
越战，这种坚持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好不容易，有了一块
落脚点可是，南王和西王都阵亡在战场之上。官兵们仍旧不
依不饶，包围了武昌，迫不得已，洪秀全只好离开了武昌，
南王、西王的阵亡，连续的战败，并没有给洪秀全带来什么。
洪秀全又经过一番打拼，总算攻下了南京。洪秀全整顿军纪，
继续。军中条例明确，很值得大家去学习，学习这种一丝不
苟的精神。

但是，他们也有不足之处：他们并不团结。在外边的防线已
经被攻破了。只是东王羞辱了北王几句。他们就准备报复，
把这个洪秀全身边的军师级的人物杀掉了，不仅杀了东王，
还把他的侍女、侍卫全宫的人都杀光了，以至于以往翼王无
力回天，南京被攻破，太平天国就此灭亡了。

天国读后感篇五

从太平天国被俘众将领的供词上可以看出，城破后，真正护
卫幼主的忠臣只有两个：一个是李秀成，另一个是洪仁玕。

李是太平军中少有的能文能武一一上马能带兵打仗，下马能
经世治国的将领。天国中后期，朝廷基本上是李秀成一人苦
苦支撑。但洪秀全任人唯亲、敏感猜忌、不纳忠谏、排除异
己、装神弄鬼的行为让当初跟着他打江山的两广老兄弟心积
怨愤，已无心再追随。侍王李世贤等劝李秀成占据苏福省自



立为王。但李秀成这个人幼年读过几年私塾，儒家的忠义思
想对他影响极深，而且李虽指挥千军万马杀戮无数，但他其
实是个内心柔软的人。这份柔软和忠义令他始终对沉迷于迷
信的洪秀全更确切说是对摇摇欲坠的太平天国不离不弃、生
死与共。虽然李在解安庆之围时因为想保存个人实力和为掣
肘洪仁玕而消极拖延，间接导致安庆失守、天京门户大开的
无法挽回的局面。但他在天京被围困时毅然进京护驾和天国
共存亡，并且在城破后护卫幼主逃出天京，在逃亡中回击追
兵掩护幼主直至被俘。李秀成被俘后，曾国藩怜惜他是个人
杰却误入歧途，劝他降清。天国已亡，第一代领袖都已故去，
李秀成已无国无君令他忠义，作为叛军的他此时想归附当时
的正统朝廷以保老母幼子活命是人之常情。他是知道洪天贵
福去向的，但他遭受严刑也没有交待，这说明他没有叛变。
他在生死未卜的情况下以每天七千字的超高速撰写自述，他
要把他包括当初和他一路拼杀出来的'两广老兄弟创建太平天
国的过程和其间发生的事情都写出来，曾经的辉煌不能因没
有记述而无声无息地被历史的长河淹没。清廷曾有旨一一太
平军中后被裹挟的人若降可赦，唯两广出来的人断无赦免之
由。石达开是兵败降清的，活剐。陈玉成、林凤翔、洪仁玕、
洪仁达、洪天贵福、李开芳都是被俘后凌迟，唯有李秀成是
曾国藩在朝廷旨意到达前两天斩首，免受了折磨和屈辱，曾
国藩命人棺材殓其尸身而葬。如果李秀成被押解进京，其结
果只有一个一一活剐。

干王洪仁玕是个悲剧式的人物。他是太平众将领中唯一一个
睁眼看世界的人，可是他加入时太短，无军功而身居要职，
引起了包括李秀成在内的一路经过血与火洗礼的两广老兄弟
的嫉妒，并在政策实施时掣肘。而洪仁玕实质上只是个思想
家，他有思想，但缺乏组织和贯彻执行的能力。著名的巜资
政新篇》从未实施过，只是一纸空文。城破后他护卫幼主，
在众将领对幼主已无忠心护卫的情况下，一路委屈求全，甚
至要下跪乞求将领们杀退追兵保幼主逃出包围。洪仁玕被俘
后怀着满腔的遗憾写下多首绝命诗，表达了他空有一腔报负
无法实现的痛苦与无奈，他自矢鞠躬尽瘁，尽孝尽忠，以文



天祥自况。后在南昌被凌迟处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