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官场现形记读后感(实用5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什
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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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场现形记读后感篇一

每一本书都有其独特的灵魂，都会带给读者不同的感受。当
我读了《官场现形记》之后，书中栩栩如生的人物，戏剧性
的故事，带给我的感受是复杂的。

《官场现形记》是晚清谴责小说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该小
说由30多个相对独立的官场故事连缀起来，讲述了官职大小
不一的官吏们贪赃枉法，鱼肉百姓，崇洋媚外，奴性十足的
丑态，他们的贪婪罪行被暴露得无以复加。比如胡统领，明
明是去剿匪，自己却做成了“匪”，可恶的是，他这般的行
为居然还被加官进爵。又比如冒得官，为了保官职，不惜卖
女求荣，令人可耻可恨。全书30多个故事，写的并不是个别
贪官污吏，而是整个政治体制的腐朽，表现的是各色官僚们
丑陋的嘴脸。真让看的人咬牙切齿，怒火中烧。

李伯元写的这部小说，有如一幅封建社会末期官场的百草图，
尖锐地抨击了当时社会的极端腐朽和黑暗的官僚制度。对当
时的官僚政治进行全面剖析，上自军机大臣，下至佐杂胥吏，
官吏不管大小，一律贪污堕落。小说在当时就引起了极大轰
动，以致于慈禧太后也曾索阅，按照这本小说去抓人。而对
于作者李伯元来说，恐吓信和砒霜等警告物不断出现在他面
前，他甚至被人刺杀。无论这部小说的真实性如何，当时官
员腐败是千真万确的，这部小说真的牵连到贪官们的利益，
把当时腐朽黑暗的官场暴露出来，致使贪官们狗急跳墙。



《官场现形记》讽刺的人或事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但今天
仍然值得借鉴。

《官场现形记》开创了中国近代小说批判现实的风气。其中
语言诙谐，经常借助谐音改易名字，如蒋大化（讲大话），
魏翩仁（为骗人），贾世文（假斯文）等。读完全书后，细
细品位，既感觉有趣，又觉得讽刺至极，倍增兴味。而小说
中写的人物，多是当时生活中的人物，有名姓可考的居多。
所以，本书的纪实性是一大特点。而小说中的一个个故事，
作为点，连成线，再到面。形象地绘描绘出了晚清官场形形
色色的贪官形象，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作者简单的几笔
便使笔下的人物生动传神，闹剧般地写下了大小官吏的可笑
姿态，让读者爱不释手。

在今天的新时代，我们经常关注的话题有脱贫攻坚、环境保
护、改革开放、教反腐等。其中，反腐败斗争仍然是一大热
门话题。比如《人民的名义》这部关于反腐的电视剧，一经
放映，便引起了轩然大波，热议不断。

《官场现形记》流存至今，一直带给人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我们要以古为鉴，政通人和，开创更加美好的新时代。

官场现形记读后感篇二

《官场现形记》出自我国清末小说家李宝嘉之手，被鲁迅评
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首。这部长篇小说反映了晚清统治的
黑暗和腐朽，揭露了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更深深地表达了
作者对当时朝廷上下的痛恶和嘲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在《官场现形记》中，有很多故事让我读后感到愤慨，特别是
“制台见洋人”一节。

这一节写的这个文制台是两江总督，却欺软怕硬，老奸巨猾。
洋人在中国的地盘上做了亏理的事，淮安知府向他禀告，他



却推三阻四，对洋人百般维护;最后在两个中国留洋学生的据
理力争之下，洋人理屈词穷，答应赔款平息**。而这文制台
仍心有余悸，唯恐洋人记恨报复，嘱咐淮安知府好好安抚洋
人，万不可再生出什么事端来。读到这里我既对制台的言行
无比气愤，也为清朝廷有这样的对下属骄横跋扈，对洋人百
般维护，吃里爬外的官员深感耻辱;却特别敬佩那两个仗义执
言中国留学生。

从《官场现形记》我又联想到了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也有
类似这样的官，这样的人，比如河北第一贪李真，又比如原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等等。

官场现形记读后感篇三

近日，我闲暇之余拜读了李宝嘉先生著的《官场现形记》。

这部小说分上下两册，先是从赵温中举写起，写了官场中形
形色色的官场事。既妙趣横生，让人忍俊不住，又发人深醒，
引以为戒。

读罢掩卷，不觉身心疲惫。想想大清最初侵入我国赶跑占据
北京的李自成，有覆灭南明小朝廷。其士气锐不可挡，其民
族堪称彪悍强大。不过仅仅支撑300多年，在康乾盛世后就逐
渐走向衰败。闭关自守的政策加速了它的灭亡，自外国列强
入侵，与英国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国成为了被外国列强争
夺的肥肉，主权丧失，国土割让，国家已经遍体鳞伤。自此，
官场愈加腐败。

这时，国家国库空虚，为了赈灾，为了治理黄河，为了一些
具体的国事，中央财政竟然拿不出钱来，于是乎，民间捐钱
成为实效的方法，捐钱买官的行为随之盛行。捐官后，贪污
公款弥补之前捐官时的窟窿成为必然。上行下效，清朝大多
数大大小小的官吏，在为国家做事时顺手“牵”一些国家的
钱财也就不足为怪。捐官后，不见得能马上上任，能不能去



做官那的看皇上，更多是军机大臣，甚至是一省巡抚的作用。
因此，多数捐官后，都还得拿大量银子去“孝敬”上级，这
样才在上级那里挂上号，才有可能在以后得到提拔重用。至
于有不少人捐官后，再也没有银子在拉关系以至于一辈子都
不能做官，仅仅是徒有虚名，书上说是“候补”。

至于官员失职或犯罪，都能用钱一一化解。只要你肯出钱，
就是皇帝派钦差大臣来查你的罪行，你也能用钱堵住他们的
嘴，以至于大事化了，仅仅在无职无权的小官吏中找几个替
死鬼而已。书中写了这样的例子不下三四个，可见金钱的力
量。

官员腐败，政事颓废。有不少官吏和当地的绅士地皮勾结，
鱼民百姓，愚弄乡里。这清朝的官吏不怕老百姓造反，他们
会重病弹压。他们却怕洋人。仅仅是一个洋教徒也会让他们
胆战心惊，生怕惹出事非，至于外国驻华使节领事，他们更
是不敢招惹，以至于很多洋人知道了清朝大臣的奴才心理，
洋人在中国作威作福，洋人犯罪，就是杀人中国政府也无权
处理，通过一些时间让中国一而再三的赔款。

清朝的官吏，大多存在自我心理。得过且过，整日价混日子，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最好和洋人不要发生冲突，这是多数清
朝官吏的真是内心写照。欺内怕外，欺下瞒上。

悲哉!一部《官场现形记》生动形象的描绘出清朝后期官吏的
种.种官场丑闻，让人叹为观止。有此陋习，有此污吏，清朝
焉能不毁。

这部小说，应该引起当今政坛重视，整治贪污，惩处腐败，
是国家中兴之大举。

官场现形记



官场现形记读后感篇四

《官场现形记》作者李宝嘉，李宝嘉出身封建官僚家庭，少
年时聪慧，曾以第一名考取秀才，后来屡试不第，失意之中，
对清末社会日益不满。该书是近代最着名、最有代表性的一
部以暴露封建官僚为题材的小说。这本书主要是描述当时形
形色色的封建官僚衙役。无论军机大臣，还是州县杂役，都
是爱财如命的贪官污利。官场如商场，官吏如同市侩。在他
们的统治之下，从朝廷到地方，一片都是乌烟瘴气。清末的
社会以及官场贿赂成风的情景，在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揭
露。为了钱他们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残害人民、出卖国家、
甚至出卖自己的灵魂。小说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封建官僚形象。
上自军机大臣，下至州县杂佐，虽然职位不同，但都是一些
贪污腐化、徇赃枉法、残害人民、寡廉鲜耻、屈膝媚外、出
卖灵魂的无恶不作，无所不为的恶棍。他们的信条是：千里
做官只为财。官场成了商场，官吏成了市侩。朝廷公开卖官
鬻爵，外省大肆买卖差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他们出卖
矿产，私吞赈款，克扣军饷，贩卖人口，甚至借过生日，办
喜事来捞一把，达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此外，小说还揭露
了清末统治集团对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罪行。

为了官，一些人甚至不顾亲情，抛弃了尊严，甚至把自己的
儿女送给别人，只为了得到一官半职。冒得官原来是江苏泰
兴县的一个长随，知道当地的羊统领贪图女色，便吃鸦片装
死，逼自己的亲生女儿嫁给了羊统领做小老婆。还有一个侯
补知府叫瞿耐庵，为了巴结总督，居然让自己的年过半百的
老婆拜一个小姑娘宝珠做干娘，为此他也得到了兴国州知府
的职位。在瞿耐庵向马老爷请教做官法门的时候，马老爷的
做官法则更是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我们做官人有七个
字秘决。那七个字呢?叫做‘一紧，二慢，三罢休’。各式事
情到手，先给人家一个老虎势，一来叫人家害怕，二来叫上
司瞧着我们办事还认真：这便叫做‘一紧’。等到人家怕了
我们，自然会生出后文无数文章。上司见我们紧在前头，决
不至再疑心我们有什么;然后把这事缓了下来，好等人家来打



点：这叫做‘二慢’。‘千里为官只为财’，只要这个到手;
无论原告怎么来催，我们只是给他一个不理，百姓见我们不
理，他们自然不来告状：这就叫做‘三罢休’。”由此可见
当时当官的心理是怎么样的了，这样的官如何能统治整个国
家，人民的生活何来的保证。

对国民杨威作福，对洋人则卑躬屈节，一副奴才相，这是书
中的另一个腐败情景。洋人求见文制台，刚好文制台正在吃
饭，巡捕不敢进去向文制台禀报，在门外徘徊着。文制台见
到后便问他什么事，巡捕刚收完有客人求见便遭到了文制台
的一个耳刮子，说吃饭的时候不见客。但当巡捕说这个客人
是个洋人时，文制台顿时气焰矮了一大截，愣在那里半天，
然后又抬手刮了巡捕一个耳刮子，说：“说洋人来了，为什
么不早点禀报?”更令人气愤的是当文制台听说有洋人被打死
了，居然说出了这样的话：“中国人死了一百个也不要紧;如
今打死了外国人，这个处分说能担待得起。”作者通过描述
文制台的的前后表情动作，充分地揭露了当时官员对外国人
卑躬屈节的丑态。

《官场现形记》虽然全部只有六十多回，但却完完整整的描
述了清末时期官场中形形色色的官场事，令人深醒，引以为
戒。想想大清最初侵入我国赶跑占据北京的李自成，有覆灭
南明小朝廷。其士气锐不可挡，其民族堪称彪悍强大。不过
仅仅支撑300多年，在康乾盛世后就逐渐走向衰败。闭关自守
的政策加速了它的灭亡，自外国列强入侵，与英国签订中英
南京条约，中国成为了被外国列强争夺的肥肉，主权丧失，
国土割让，国家已经遍体鳞伤。自此，官场愈加腐败。

这部书描述的事情已经变成历史，但是其中的教训我们是永
远不能忘记的。闭关自守只会使国家落后于世界的潮流，一
个国家要发展，必须进行对外开放。

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做得非常好，完全符合时代的要求，
所以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先进的党，是符合中国未来发展的



政党。此外，腐败也是一个国家的败落了的重要原因，为官
就要为民服务，为民做主。正所谓：“当官不为民做主，宁
可回家中番薯”。人有七情六欲，当官的人，也一样。但你
既然是个掌权的，就要学会控制自己。成易骄，败易馁。喜
时易轻诺，轻诺必寡信。一个国家只有制度正确，官员清廉，
才能国家兴旺，民族强大，人民富强。

官场现形记读后感篇五

峰回路转，演绎出几多“不在其位，不https:///谋其政”事来，
不谋其政，而谋其位，这是做官之前的主要奋斗目标。待谋
到其位，又有百事待举，一要邀宠固位，二要防别人来谋位，
三要进一步谋更高的位，哪里还有功夫谋其政？精力都用在
拳打脚踢、闪转腾挪的“功夫”上了。政绩云何？官绩历历
在目，那是由某官调任某官，升任某官，偶又降谪，终得恢
复，一步一个脚印，身心交瘁，死而后已。

事实上，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之，讲究牧民。代表皇帝来放牧黎民百姓者，就是那些各级
政府、各种机构的大小官员。官吏是皇帝的爪牙，官本位思
想是封建统治的基础。权力和随权力而来的实际利益和与日
俱增的欲望，构成旧时官员物质和精神的支柱。于是，当官，
便治人；不当官，便治于人。换言之，要想不被别人像牛羊
一样放牧，唯一的办法即是做官。所以，要做官，想做官，
不择一切手段地往上爬，甚至踩着他人脑袋、骸骨，用别人
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是一种生存竞争。追逐官职，谋
取官位的时尚，成了封建社会中的人们的一种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