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想北平心得体会 北平无战事读后感
(大全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经历一些事情后所得到的一种感悟和领悟。
心得体会是我们对于所经历的事件、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和反
思。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大全，供大家参
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想北平心得体会篇一

“世人皆苦，无人不冤”——这微信读书的一位书友对《大
明王朝1566》书评的一句话。看完了《北平无战事》，我又
想到这句话。这句话就是对这部剧最好的总结。所以我把它
拿过来，作为我这个书评兼影评的开头。

同为刘和平的作品，《大明王朝1566》和《北平无战事》两
部作品时隔7年。老实说，这部剧在整体上可能比不上大明王
朝，毕竟那是一部在中国电视剧历史上占有相当地位的一部
作品，也是反腐剧的巅峰之作。然而这部剧最大的特点是既
熟悉又陌生。说它熟悉是因为这段历史离我们并不远，半个
多世纪前的事情;说它陌生是因为这段历史纠葛着党派之争、
时代巨变、意识形态的障碍，故大部分人并不了解这段历史
的脉络，甚至比不上对于明清、对于唐宋的了解——毕竟这
是关于前朝的历史。

然而这段历史又是对我们很重要的，从封建帝制到共和国，
这是怎样的历史巨变;是什么让一个以“三民主义”为立党立
国理念的政权走向末路，是什么让历史最终选择的共产党，
这是需要回答的问题。我们习惯以“本朝”视角看待这段历
史，这部剧难能可贵的换了一个角度，站在国民党的角度，
甚至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去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横看成岭侧成
峰，角度不同，结论不同。换了更独立的角度，让我们得以
更客观去回顾这段历史。



有人说这部剧最大贡献是，尊重了观众的智商，让我们知道
了共产党员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们也会犯错误，也会挨批评，
也有臭毛病;国民党也不全是坏蛋，也有有理想的人，也有忠
诚的人，也有为国为民的人;国共之间，也不是敌人支持就是
我反对的，也有合作，也有智斗;也不是为了革命牺牲就是对
的;共产党和国民党也是能选择的。这样的选择，这样的讲述
才是可信的，才能获得观众真正的认同。

在这部剧中，党派、主义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民生、
是民意!这就一种务实精神，这就是胡适先生所说的“多研究
些问题，少谈点主义”的思想内涵。剧中方孟敖、方步亭、
何其沧以及后期的梁经伦，都对党派、对主义非常的漠然，
他们关注是具体的人，是具体的问题。最后梁经伦回答是自
己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时候，他说他是燕大教授!这不是诡
辩，这不是双重间谍的掩饰，他是真诚的。是国民党还是共
产党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务实，是要解决民生问题，是要救
万民于水火!这才是所有党派、思想、主义的终极奥义。在此
之外，所有都是形式问题，都是利益/权力问题。

这让我想到了很多。主义、党派、信仰、宗教的根源都是一
种思想，其本源没有一种是生来邪恶的。但最终走势和结局
却大相径庭，最后这些都会变得面目全非。比如当初的佛教，
古代的禅宗，现代的佛教，估计让释迦摩尼自己认都认不出
来。同样的后面的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列主义的走势跟马克思
自己的初衷也是大相径庭的。就说三民主义吧，当初提出三
民主义的孙中山先生，解决的也是民生、民权、民主问题，
可最后的实践却是“不到百分之十的人占据着百分之九十的
土地，三亿农民没有饭吃。城市的资产掌握在不到百分之一
的人手里”。这就是理想和现实巨大的反差，最后得以实现
分田到户的却是国民党的对手——共产党。也就是这个改变，
让共产党拥有一亿三千万的拥护者和上百万之巨的军事力量，
让战争的天平瞬间发生逆转，并最终在那个空前绝后的历史
抉择取得最终的胜利。然而胜利者后共产党，选择的却是苏
式计划经济，选择是集体公社，把土地收为国有;人民再次失



去了土地的主导权，土地再次成为政府所有。从分田到户到
集体公社，到土地承包走过了二十世纪后半叶;促成最终改变
的却是那场空前绝后的民族浩劫，那场浩劫彻底捣碎了苏式
计划经济，造成了社会经济的总崩溃，才不得已让管制经济
最终走向消亡。让市场决定经济，让自由经济获得出路，让
民众真正获得土地和自主权。打破了旧格局，才让中国拥有
了繁荣的今天!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脱离党派、脱
离主义的过程。从这个意义讲，党派真的没有那么重要。那
场历史抉择在历史洪流当中，也不过是一个浪花而已!

历史无新鲜，作为执政党，前朝殷鉴不远。“秦人不暇自哀,
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历
史不能这么循环下去。眼看前朝的灭亡，对于今天有着别样
的意义。为什么作为执政党，手握各种资源，占据更大城市，
具有强大智库，拥有巨大的财力却走向消亡?为何一个以三民
主义立党的政权，被另一个党派还施彼身，这个星宿大法是
如何实现的?前文所说，国共之争争得就是民意和民生。建丰
同志和恩来先生都明白，他们都在努力。为什么建丰同志输
了?因为有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所掣肘，因为这个不是王朝的
王朝、不是帝国的帝国已经病入膏肓!一个腐败到底的官僚体
系，一个被既得利益和官僚资本侵入中枢神经的政权焉能不
败?这部剧让我们看到权贵们是多么的放肆、多么猖狂，多么
的无法无天!他们可以不管人民死活，不管盟国的外交压力，
不管上层威权和政治对手的反扑，利令智昏到不管不顾的吃
掉最后一点肉!他们可以在战争期间搞走私，可以在暴乱期间
克扣民食，可以顶着盟国外交压力下贪污盟国的援助!没有什
么是不敢干、不能干，没有什么钱是不能挣的，为什么?因为
他们的触角伸到帝国的首脑，伸到领袖的家庭!这就是权贵经
济终极表现!这样的政党岂能不败、这样政权的岂能不亡!

只是可惜那么多的英雄才俊，可惜了那么多的学者，可惜那
么多忠于国家、忠于领袖的仁人志士，可惜那么多理想主义
者，可惜那么多可怜的民众，可惜那么多可爱的人!他们是有
着领袖气概，能够运筹帷幄的建丰同志;忠实于三民主义，忠



实于自己理想，为了理想可以牺牲自己，可以奉献一切的崔
中石先生、梁经伦先生;忠诚于建峰的曾可达将军。这些都是
英雄才俊，都是孤胆英雄!他们都是堂吉诃德，都在和命运抗
争，都在和理想抗争!尽管最后结局不同，但都是勇士!

历史是人书写的，但很多人不会被写入历史!这是个忧伤的事
情。个体在历史抉择面前都是渺小的。而渺小的个体所做的
抗争却是伟大的。这是部理想主义的挽歌!很多观众都说为什
么看这部剧，演员都那么严肃，都那么面无表情，我的回答
还是开始那句话“世人皆苦，无人不冤”

想北平心得体会篇二

都说这部电视剧精彩，于是不舍昼夜把53集看完了。实话说，
看连续剧太伤身体，有三个晚上我看到凌晨5点，第二天啥也
不能做，到了晚上又欲罢不能。看完后发誓，再也不看连续
剧了。

首先的看点是集中了当今的大腕，刘烨、陈宝国、焦晃、倪
大红、王庆祥、程煜、廖凡、董勇、沈佳妮、祖峰等等，应
该说，个个不同凡响，如果没有出彩，也是受到剧本的限制，
比如陈宝国饰演的警察局长，戏份不算最多。

最喜欢的演员，当属祖峰。在《潜伏》里演李涯，给人印象
深刻。这一次不负众望，将中央银行北平分行金库副主任崔
中石演活了，一个沉稳，神秘，忍辱负重的中共地下党员形
象，被他演绎得栩栩如生。遗憾的是崔中石很早就被编剧编
得牺牲了，即使这样，给我的印象还是最深，挥之不去。说
些题外的话，女人最欣赏这种男人，不张狂，不高调，有内
涵。剧中的崔中石夫人也演得好，看到他的两个可爱的孩子，
想起为了革命事业，没有爱情的家庭生活，让人感叹不已。

其次精彩的应该是程煜饰演的马汉山，北平民食调配委员会



副主任，也是北平市民政局长。程煜演过不少电视剧，先前
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悬崖》，在《北平无战事》这部剧里，
他的表演太精彩了!一招一式都是戏，是当之无愧的实力派演
员。看着剧情，总觉得有影射文强的感觉。

廖凡饰演的梁经纶，是一个学者的身份，同时又是国民党地
下工作者。剧中并没有把他脸谱化，而是将他的无私，他的
情感，他的矛盾，都一览无余地展示给观众，形象可信可叹。

倪大红饰演的谢培东，不知是剧中人物的命运打动了我，还
是演员的演技让我感动，也许参半有之。他那种不动声色的
表演，和祖峰有异曲同工之处。完全同意对他黄金配角的评
价。

还有几个配角演员，演得很不错，比如孙之鸿饰演的孙朝忠，
王劲松饰演的王蒲忱，陈丽娜饰演的程小云，王凯饰演的方
孟韦，都有独到的演绎，将剧情衬托到一定的高度。我相信
日后这些演员一定会有更多熠熠闪光的时机。(陈丽娜演过
《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女儿)

比较差强人意的，一是主角刘烨，演技没有突破，和过去的
角色相重叠，令人遗憾。还有两个女性人物，沈佳妮饰演的
何孝钰，姜瑞佳饰演的谢木兰，一是编剧的不足，给的戏份
牵强，剧情简单粗糙，演员的演技也让人摇头，不然就是表
情单板，不然就是故作天真，真不如剪掉。

《北平无战事》昊昊然拍了53集，集集揪住人心，每一场戏
都让观众在高潮中找到快感，却没有落入男欢女爱的窠臼，
这也是编剧难能可贵之处。剧情是主线是反腐，对今天仍有
现实意义。那些人性的堕落，扭曲和肮脏，从古说到今，意
味深长。



想北平心得体会篇三

老舍去过巴黎，住过伦敦，可痴痴念叨着的，还是北京。说
人家的城市笨拙，自家的城市庄重；说人家的城市喧闹，自
家的城市有人情味。读者看着看着便要笑了：“好个明显的
地域情结嘛！”

可谁不知道，老人这份固执的喜爱，不留情面的批评，全是
因为他深爱着他从小生长的地方——京城啊。

长着红酸枣的老城墙，可以面向着快乐的坐上一整天的积水
潭，温和的香片茶，胡同里各房子的院子和树，牵牛靠山竹
草茉莉青菜果子等，老人都深深的爱着。

也许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份深深的、浓浓扯不断的情感牵系，
因着这种牵系，便含着笑含着泪纵容了自己那份偏执的喜爱。

老人如是。“言语是不够表达我的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
落泪才足以把内心揭露在外面一些来，”以至于“我的每一
思念中有个北平，这只有说不出而已”。

我们所熟悉的地方，山不巍峨却是绵绵的，水不秀丽却是悠
悠的，花不红草不绿却是芬芳葱郁的。即便不深爱却也割舍
不了热爱的情怀。

校园里幽幽的花香，课间同学传来的字条，作业本上老师批
改的痕迹，还有毕业册上祝福的话语；母亲熬的粥，小妹妹
扎起的辫子，拴在门口的西洋狗，还有村子里的那条水
沟……这一切我们享之坦然并心存感激，即便将来远去，在
他乡也能满心骄傲的怀念。一种叫乡愁的心情在回忆中也就
可以淋淋洒洒地凄凉、惦怀一阵了。

许多的美好，并不是我们看不见并不是我们不想赞美，只因
它们藏在内心最深处未激荡起涟漪，也就不会澎湃过分眷恋



的情绪了。

老舍可以打开窗户扯起嗓子，说“我真爱北平”。

我就不行了。

我是一时之间被老舍的情感同化了。我没有文学大师那样的
笔功把爱雀跃白纸黑字之上，我没有背井离乡得可以随时乡
愁一把，所以也只能在梦里试着走出现在生活着的圈子，然
后在另个角落点燃思乡之情。

想北平心得体会篇四

老舍去过巴黎，住过伦敦，可痴痴念叨着的，还是北京。说
人家的城市笨拙，自家的城市庄重；说人家的城市喧闹，自
家的城市有人情味。读者看着看着便要笑了：“好个明显的
地域情结嘛！”

可谁不知道，老人这份固执的喜爱，不留情面的批评，全是
因为他深爱着他从小生长的地方——京城啊。

长着红酸枣的老城墙，可以面向着快乐的坐上一整天的积水
潭，温和的香片茶，胡同里各房子的院子和树，牵牛靠山竹
草茉莉青菜果子等，老人都深深的爱着。

也许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份深深的、浓浓扯不断的情感牵系，
因着这种牵系，便含着笑含着泪纵容了自己那份偏执的喜爱。

老人如是。“言语是不够表达我的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
落泪才足以把内心揭露在外面一些来，”以至于“我的每一
思念中有个北平，这只有说不出而已”。

我们所熟悉的地方，山不巍峨却是绵绵的，水不秀丽却是悠
悠的，花不红草不绿却是芬芳葱郁的。即便不深爱却也割舍



不了热爱的情怀。

校园里幽幽的花香，课间同学传来的字条，作业本上老师批
改的痕迹，还有毕业册上祝福的话语；母亲熬的粥，小妹妹
扎起的辫子，拴在门口的西洋狗，还有村子里的那条水
沟……这一切我们享之坦然并心存感激，即便将来远去，在
他乡也能满心骄傲的怀念。一种叫乡愁的心情在回忆中也就
可以淋淋洒洒地凄凉、惦怀一阵了。

许多的美好，并不是我们看不见并不是我们不想赞美，只因
它们藏在内心最深处未激荡起涟漪，也就不会澎湃过分眷恋
的情绪了。

老舍可以打开窗户扯起嗓子，说“我真爱北平”。

我就不行了。

我是一时之间被老舍的情感同化了。我没有文学大师那样的
笔功把爱雀跃白纸黑字之上，我没有背井离乡得可以随时乡
愁一把，所以也只能在梦里试着走出现在生活着的圈子，然
后在另个角落点燃思乡之情。

其实我是渴望外面的世界的，纵然不会如三毛一样跑到撒哈
拉大沙漠去，却也实在想过离开此地远走他乡。我也诚然不
知，若真离开了，想念之情会不会更甚。

忽然就忘了该写些什么，思想停滞了。老舍的乡愁也被我烟
消云散掉了。

想北平心得体会篇五

断断续续读了两周，终于读完了《北平无战事》这部小说。
之所以没有一口气读完，不是因为小说不够精彩、不够引人
入胜，恰恰相反，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值得深思的文学作



品。每每读到精妙之处，总是让我掩卷沉思。

小说取材于1948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国民党内贪腐横行，
北平经济崩溃、民生凋敝。小说的主要人物隶属于三个阵营。
它的魅力在于真实，读来“民国风”扑面而来，人物立体丰
满，读其言行而知其风骨。这部作品带给我的东西太多太多，
无论是他的故事张力，还是文化底蕴，抑或是人物的塑造。
在这里，我想谈谈几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人物。

方孟敖是小说的男主人公，出场于军事法庭的审判现场，甫
一出场便显示出他性格中自由不羁的一面——向国民党法庭
上审判的共产党地下党员敬礼致敬。这是一个充满侠气的英
雄，他无视国民党的命令，为保护百姓下令不轰炸开封;他查
贪腐、开仓放粮，解北平学生一时之危;他抽雪茄、喝洋酒，
桀骜不驯，快意恩仇。这个人物是赤子般的，被卷入时代的
斗争中，为自己的追求而奉献，甚至最终随国民党飞往台湾，
看不到自己理想中的新中国。但他又是个有大智慧的人。故
事的最后，方孟敖向何孝钰背诵了梁经纶标注在《唐吉坷德》
里的话：“我的丰功伟绩，值得浇铸于青铜器上，铭刻于大
理石上，镌于木板上，永世长存。等我的这些事迹在世上流
传之时，幸福之年代和幸福之世纪即将到来。”

梁经纶是小说里另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背负着双重间谍身
份的他，表面上是满腹经纶、才华横溢的燕大经济学教授，
实则是国民党铁血救国会安排在北平地下党的间谍。他的信
仰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蒋经国，他是个军人，却有着浓浓的
文人气质，其革命路程充满着孤独与随时献身的悲壮。面对
知己何孝钰，他说“古老的夜晚和远方的音乐是永恒的，但
那不属于我。”从他接受了蒋经国的帮助与安排后，就下定
决心以一切回报他，哪怕得不到任何人的理解，在孤独的黑
暗里龃龉前行。而当徐铁英在他面前残忍杀害了崇拜他的谢
木兰、杀害了其他共产党地下党员时，他牺牲自我的救国之
梦碎了。这个曾经在日出时分为心爱的女人描述新中国的样
子的文人战士，远赴美国做学问是他最好的归宿。“新的中



国该是个什么样子?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
头了的一致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
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
个婴儿。”

在我看来，曾可达是国民党官员中一个正直又迂腐的人。他读
《曾文正公集》，以曾国藩自比，行事处处模仿着自己心中
的贤者。与学生一起骑自行车出行，吃穿用度十分简朴，坚
信着非黑即白的观念。蒋经国是他的神明、是他全心全意的
信仰，但他只是蒋经国的一颗棋子。因此，当币制改革失败，
被蒋经国放弃时，只有死亡才是他的归宿。这是个生不逢时
的愚忠者。

读罢《北平》，我不禁被北平地下党员可歌可泣的精神所感
动，被北平学生在发粮现场集体背诵朱自清的《荷塘月色》
所感动，被舍身为国的英雄所感动，也为在乱世中拼命想保
全自己家人的英雄所感动。它带给我的，除了活在当下，珍
惜当下的感悟之外，更多的，则是对自身价值的思考和追求。
希望我不负这三年的光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