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追问的读后感(模板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
能够喜欢!

追问的读后感篇一

拿起书，我望着它，读后感：生命的追问。扉页上印着烁大
的五个字“生命的追问”。我对书中这样两句话仍记忆犹新：
“假如我能站起来吻你，世界该有多美啊！”“即使翅膀断
了，心也要飞翔。”

这是一个勇敢坚强地面对挫折、面对命运的人。她是山东济
南人，5岁时因血管瘤造成高位截瘫，却凭着惊人的毅力，自
学了小学、中学的全部课程，自学了英语、日语、德语和世
界语，翻译和出版了大量外文资料和著作。她还自学了医学
知识和针灸技术，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她就
是这本书的作者，也是主人公——张海迪。在书中，我真真
切切地感受到了残疾人的痛苦和作为一个作家发自内心的激
情。整本书中，字里行间透露着一个残疾人对爱的向往，对
大自然的追求，对生命的渴望，对美好事物的憧憬，以及对
命运的挑战。

作者总是以乐观的心态来对待事物，因此文章中很少出现苦
痛、酸楚、伤心等类字眼。作者更多描写的是当年随父亲一
起流放的那个小山村，村里一群热情的姑娘和一些淳朴的乡
民。当这群乡村少女围在作者轮椅旁亲昵地叫着“玲玲姐”，
推着她去十八里铺的公社看电影，听她唱着苏联民歌《红莓
花儿开》时，那是一幅何等质朴的画卷，充溢着浓浓的乡土
气息，令人陶醉呵！这不仅深深地打动着作者，也深深地感
染了我，她们的纯洁善良，她们的热情开朗，在作者笔下一



次次展现在我的眼前。她们是一群快乐天使，带走无穷的忧
愁和病痛，与她们共享欢乐与青春，不仅给作者以无穷的生
命力量，也传递给我们健康的珍贵和生活的乐观。我感叹于
作者的坚韧，更感叹于她的博爱和惊人的毅力。

我从她的脸上，分明看出了病痛留给她的印记：我从她呈献
给我们的这本厚重的书本中，分明看见了她用激情热流融化
了自己心灵的痛苦后，以文字的永恒魅力所展示出来的她的
心灵美丽；我从她那没有知觉的躯体中，分明看到了那钢铁
般的“保尔·柯察金”；我从她那坚强不屈的性格中，分明
看见了生命的追问在大放异彩。

追问的读后感篇二

《无尽的追问》是中国大科学家王淦昌写给我们少儿看的书。

王爷爷未满四岁就失去了父亲，小学五年级时母亲逝世，但
他自觉努力，从来不吃零食，坚持晨练，成绩一直优秀，18
岁就考进了清华，23岁留学德国，29岁担任浙大教授，48岁
当选院士，一直在科研战线上奋斗到死。

如果不是他从小打下全面发展的好基础，他不可能取得那么
多的成绩，他也不可能活到了90岁的高龄，他也不可能有工
作到老的精力。

在德国，有人劝王爷爷：“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很落后，
没有你需要的研究条件，何必回国呢？”可是王爷爷说科学
家是有祖国的，祖国困难，我更要回国服务。

正当王爷爷取得了一个个的科研成果，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的时候，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中国也能造出、氢弹来，他
隐姓化名，默默地在内地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工作了17年。

我记得小时候爷爷问我：你长大了当解放军吗？我说当解放



军有危险、苦，我不当。爷爷说我没有爱国心，那时想不通，
现在书看多了，才明白：从小就要爱国家，爱人民，长大才
能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因为我们是祖国的孩子！

能源危机将关系到人类的存亡，80多岁的王爷爷还提出激光
引发氘核的思想，用海水里取之不尽的氘和氢为燃料，想得
多深，想得多远啊！

我喜欢读名人传记，更喜欢读本人的传记，因为他更真实感
人！

追问的读后感篇三

《追问》一书是对贪腐份子直击心灵的叩问，深入挖掘书中
人物内心世界的发展历程，还原其精神裂变的路径，追问我
们每位党员干部的内心薄弱点、阴暗面。书中的人物大都是
能力卓越、业绩斐然的领导干部，他们身处领导位置，手中
掌握着一定的权力，任由人性中的负面因子野蛮生长，被吹
捧声、利益蒙蔽了双眼，放松了警惕，害人害己，最终等来
了冰冷的铁窗泪。

究其根本，是政治信念不够坚定，眼界局限于个人名利得失，
没有真正和广大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如《四海之内》中的
交通厅副厅长，居功自傲、腐化堕落，整天天上飞来飞去、
地上球杆挥来挥去、“朋友”间眉来眼去，没扶正就不履行
公职，故意与厅长对着干，有钱收就精神大振“勤政”办事。
如果他如愿当上了厅长，“朋友”的事还办不办，好处费还
收不收，职务的“正副”是否就直接导致了人生的“正负”？
贪似火，无制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必滔天。贪欲割断了权
力之上悬挂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人生结局只能一切归零。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他们的人生际遇提醒着我，初心不
会自然保持新鲜，稍不注意就容易蒙尘腐烂。党员干部要慎
小防微，常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初心才能臻



于至真至纯。诚如书中的一些警世之言，“千万不要做丢西
瓜捡芝麻的蠢事”“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怎么能变通
呢？”“利益一来，人头攒动；利益一去，曲尽人散；以利
结盟，四面楚歌；平平淡淡，天长地久。”值得我以及我们
深刻铭记于心。

追问的读后感篇四

5月7日上午，由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共同主办的“丁捷反腐纪实文学《追问》研讨会”在南京
举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副社长崔宪涛，省文联主席、党
组书记章剑华，省社科联原书记、常务副主席张颢瀚，省作
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省评协主席汪政等领导
出席会议。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的专家王君、蔡锐华、
刘大先、丛治辰，以及省内专家学者鲁敏、王振羽、李静、
姜建、丁晓原等受邀参加研讨。

省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刘旭东主持了研讨会

与会领导专家结合当前实际从不同的角度对《追问》进行了
各自的评价和解读。章剑华认为该部作品在处理纪实与虚构、
自述与追问、暴露与哲思三组关系方面有突破，通过非虚构
情节深刻地反映复杂的人性蜕变。张颢瀚高度评价《追问》，
认为《追问》是对转型社会的深刻“追问”，是将负能量转
变成正能量。刘大先、丛治辰、鲁敏、王振羽、丁晓原、姜
建、李静、张红军、程建平、汪政等专家从不同的领域对作
品进行了各自的诠释。

本次研讨会是一次高规格、高水准，畅所欲言的学术理论探
讨。与会领导专家一致认为《追问》不仅仅是一部反腐纪实
文学作品，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其文学性也非常突
出，是“非虚构文学”中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追问》的作者丁捷是江苏南通人，现为江苏省省属某文化



集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主要著有长篇小说《亢奋》《依
偎》以及大散文《约定》、纪实文学《追问》等19部作品。
作品曾获亚洲青春文学奖、中国图书奖(合作)、中国当代小
说奖、紫金山文学奖、金陵文学奖、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等多个国际国内奖项。

《追问》是丁捷的新作，得到了著名作家二月河的推荐，有
关领导专家给予了高度评价。该作自今年4月初出版以来，受
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零售已突破50万册，跻身全
国图书界多个权威畅销榜前10强，有千家媒体进行了宣传与
报道，目前的在线阅读量超过了234万人。

追问的读后感篇五

党的十八大以来，雷厉风行推进反腐败工作，一批大大小小
的贪腐官员纷纷落马，老百姓拍手称快。那些倒下的官员自
然早已风光不再，可以说，这些人已被时代所抛弃，更为这
个时代所不耻。十八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再次重申要以壮
士断腕的决心持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标志着反腐的力度不
减，反腐败工作永远在路上。因此，真实记录曾经"在其位而
谋己私"官员们的贪腐经过和心路历程，深入剖析这些人的贪
腐原因，不仅是一部良好的警示性教材，更是通过反面案例
全面构建制度性反腐，从而达到标本兼治的有效手段。这或
许正是所谓的"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
失"。

作家丁捷以此为契机，深入高墙大院了解掌握第一手反腐资
料，整理形成反腐纪实文学作品《追问》一书。通观《追问》
全书，虽然以纪实文学为名，但很多文字采用第一人称，以
官员的自述为主，现场感与严谨性极浓，极具口述历史文学
作品特征，原汁原味地将落马的官员的贪腐经历直面地呈现
在读者面前。从内心深处上讲，书中官员们自述的贪腐经过
之细，让整部作品给读者一种"偷窥"的感觉。虽然各不相同，
但读完每个贪腐官员的经历自述，特征大同小异，最突出的



莫过于每个落马的官员都过着"两面人生"。

人前，他们是一身正气、公正无私、两袖清风、勤政务实的
人民公仆。《追问》中的贪腐官员，有的自称自小"穷怕了"，
比如《危情记》的副市长；有的从小衣食无忧，比如《最后
的华尔兹》中附庸风雅的行长。但是，他们都曾洁身自好，
犹如莲之高雅；也曾谨言慎行，坚决不触碰道德和法律的底
线；更曾一心为公，将人民赋予的权力分毫不差的用在人民
身上，主政一方政绩赫赫。可以说，他们曾经都是一名合格
的甚至是优秀的共产党员。

人后，他们是以权谋私、失职渎职、贪婪成性、懒政怠政的
人民公敌。诱惑就像伊甸园的禁果，特别对于久居高位、政
绩突出的高级干部来说，一旦出现轻微的精神空虚和道德信
仰缺失，居功自傲和恃才自矜便随之而来，贪腐便如崩溃的
堤坝，迅速从"有底线到毫无底线，从被迫接受到四处伸手"。
同时，面对着围绕在自己身边"纸醉金迷"的环境，生活腐化
成为了贪腐官员们的"标配"，《追问》中的官员几乎全部与
女性有纠葛，家外之"家"成为了贪腐官员们进一步走向深渊、
更加肆无忌惮的重要导火索。

看完《追问》，原本"深得民心"的官员最后沦为阶下囚，我
们不禁会"追问"：为什么坚持当一名好官如此之难？为什么"
由好变坏"如此之简单？其实，原因很简单，当一个官员政治
信仰丧失以后，精神信仰也随之坍塌，道德底线亦不复存在，
贪腐就成了"顺其自然"，于是在短暂的危机感过后，便是"无
所谓惧"地在贪腐路上越走越远，甚至趋于荒唐。比如，《追
问》中提到一位"大师"给某位官员开的药方是在小卧室悬挂
群女裸像，并让官员广纳情人，以抑过盛的阳气，荒谬的不
在于大师的"良方"，而在于官员置共产党人的使命和理想信
念于不顾，虔诚地相信和践行"大师"之言。

当这些身处高墙的官员们卸下伪装的外衣之后，心平气和地
去回味和剖析自己的从政经历和贪腐历程，这些都是见刃不



见血的教训。他们在与作者接触之后，都有无限唏嘘感慨甚
至遗憾悔恨，只是他们再也回不去了。倘若有一天，当下的
国家干部们能够被党和国家委以重任，真诚期望所有的干部
都能记住《追问》中的8个典型，拒绝"两面人生"，主动选择
成为这样的官员：展一身本领，利一方百姓，受人尊重，群
而不党，朋友真心，妻贤子孝。如此，则夫复何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