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东方读后感 东方快车谋杀案读后
感精彩(精选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
后感文章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
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东方读后感篇一

印象中柯南里面有一集漆黑的特快列车讲述的内容大致相同，
作案手法不同。（侧重点是在组织企图杀死灰原）

所以情节上能猜到一些，其实最开始的巧合——车厢满员就
暗示了很多信息，到后来各种证词难以串起来解释，又想起
东野圭吾《放学后》的作案手法，也容易让人想到团伙作案。
（尤其是点开下划线总会被剧透，建议推理小说不予讨论）

本书最大的特色也是个人觉得的唯一亮点，就是团伙作案、
相互包庇、捏造事实。真相出乎意料也是必然——不然没有
卖点。

情节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传统得不能再传统，凶案发生——
搜取证据——分析推理——找出凶手。个人认为，除了真相
毫无看点。看东野圭吾的小说，推理破案的任务很自然，无
形之中推动情节的发展，小说的故事性很完整，情节狠抓人，
内容很深刻，令人思考得有深度，整体文学性艺术性兼具；
而本书任务驱动得很生硬，结局很草率，完全没有戏剧性的
张力。

或许这便是东西方作家的写作风格差异，但这也是推理小说



的发展方向，就像东野圭吾的小说是叩底人性的拷问，而非
单纯的推理。

东方读后感篇二

最初是在书名的吸引下翻开这本书的，之前就听说过这本书
是同名奥斯卡获奖电影的原型，现在才知道了它的作者是和
柯南。道尔一样大名鼎鼎的推理小说作家克里斯蒂。

以前看过《福尔摩斯探案》，对柯南。道尔自然相当景仰，
而这本《东方快车谋杀案》则是我认识克里斯蒂的开始。

故事发生在从土耳其开往欧洲大陆的一列名叫东方快车的火
车上，讲的是一个绑架并杀害许多小孩的恶棍被一群发誓为
死去的孩子报仇的人杀死在列车上，随后神探波洛破案并揭
开了令人震撼的真相…小说具备了侦探推理小说基本的特点，
情节迭宕起伏，处处悬念丛生，让读者时刻都在紧张的思考
中，读了第一页便不能罢手，只想一口气读完。而小说在结
尾才公布的迷底足以让读者大吃一惊，因为这个结局肯定是
所有人都不会想到的，令人不得不叹服作者的想象力。

个人认为，这部小说的另一个成功之处在于作者恰到好处地
表达了惩恶扬善的思想，最终恶棍罪有应得，而伸张正义的
人们得到了谅解，可谓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大团圆结局，这
一点让人想到了动画片《名侦探柯南》，总之这本书的确是
推理小说中的一部经典。

东方读后感篇三

在辛普朗东方快车上，一个名叫雷切特的美国富翁被杀害了。
同节车厢的其他十几位乘客和乘务人员都成了怀疑对象，但
所有人都有不在场证明，排除外来人员作案的可能后，侦破
工作陷入了僵局。



雷切特原名卡塞蒂，是位臭名昭著的绑匪头子，他绑架并杀
害了很多儿童，小黛西·阿姆斯特朗便是其中之一。尽管小
黛西的父母支付了巨额赎金，但小黛西还是被撕票了。这让
身怀六甲的阿姆斯特朗夫人悲痛欲绝，在产下一个死婴后撒
手人寰。阿姆斯特朗先生因无法承受妻女相继惨死的打击，
不久之后也自杀身亡。但是被警方擒获的卡塞蒂却依靠绑票
得来的巨额财富，以及手中掌握的很多人的秘密，钻了法律
的漏洞逃脱了制裁。随后，他改名换姓离开美国，成了一位
悠闲的绅士，靠着利息在国外旅行。

但阿姆斯特朗一家的仆人、朋友、亲人，从来没有忘记过他
们。若干年后，他们成功策划了东方快车谋杀案。卡塞蒂得
到了应有的惩罚！说到这里，读者就明白了，这节车厢上的
其他乘客，除了波洛、医生和布克之外，全都无一例外的参
与了谋杀。因为对故事梗概很熟悉，搞清楚他们是如何谋划
的才是我读下去的动力。

通过《尼罗河上的惨案》和本书，我对阿加莎·克里斯蒂的
写作风格有了粗浅的了解。开篇通常是对各色人物的介绍、
前情铺陈，随后发生命案，再后来便是波洛对所有嫌疑人、
证人的反复问讯。真相就在反复问讯中一点点水落石出。听
着是不是有点枯燥，但实际上读起来非常引人入胜，让人欲
罢不能。下一步我打算找来这两部电影看看，尤其是《尼罗
河上的惨案》，埃及壮丽的风光太令人向往了！

东方读后感篇四

案件本身并没有很吸引我，比较有意思的是波洛与快车内十
二人的对话，这十二个人来自不同的国家和阶级，身份地位
不同，性格特征各异，在看似一种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搭乘
上同一辆东方快车，一场谋杀案将所有人联系在一起，背后
实则是一场严丝合缝的群体作案。

这件谋杀案有一个特点，死者是震惊美国的一件绑架案中的'



主谋，却逃离法网，逍遥在外。于是这里引发了一个关于法
制问题的思考，对于那些犯有罪行却没有获得法律制裁的人，
采取私人性报复的做法是否正义？或许有时候越过法律处理
问题能够弥补法律的一些漏洞，但是另一方面也会带来秩序
的混乱，如果人人都以暴制暴，那么这个世界上肯定会存在
无数的流血杀人事件，于是不断地重蹈覆辙，最终没有人愿
意相信法律，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实行报复，法律也就丧失
了它的效力，而没有法治的社会无疑是可怕的。

小说中有提到：“在这个案子中，我认为，正义——严格的
正义——已经得到了伸张。”真相揭露后，波洛的对结果的
处理也相当于默认了这一点，在这一案件中，实施伦理上的
正义或许是合适的。

东方读后感篇五

谁说西方就不会徇私枉法呢，这《东方快车谋杀案》就是因
为这样，让人猜不到凶手是谁吧，呵呵。

看侦探小说的习惯，猜凶手是必然会做的了，但是这部小说
简直让你绝望，12个凶手。你无法想象的自己可以一早就断
定一车人都同谋，通常都是猜测某人或者某几个合伙的嘛，
所以，阿加莎又赢了。

这应该是很早之前的小说，听说n年前就已经有电影了。可惜
的是我这人对侦探小说的兴趣来的比较迟，没有欣赏过该电
影，据说颇为经典。如果看书的话，一日就可以看完了，篇
幅不是十分长。只是我不太喜欢这个系列的翻译方式，比较
拗口，读起来没有畅快淋漓之感。这应该是和书里面大部分
都是欧洲贵族身份有一定关系，最大关系还是作者的写作方
式，不是很对我胃口，虽然，大名鼎鼎的侦探小说家，希望
这只是翻译的问题。

波洛侦探的我只看了两本，印象比较空白，可能侦探就应该



像福尔摩斯那样，叼着个烟斗。波洛破案的方式是推理，然
后层层过滤，在脑子里面完成破案。和我一般理解的福尔摩
斯式现场侦查调查，深入虎穴甚至犯罪现场，案情重组等等，
有点距离。我偏向现场感重的写法。

从《尼罗河上的惨-案》到《东方快车谋杀案》，波洛破案有
点共性，例如，都是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前者是船，后者是
火车的车厢，而且仅限于1节；都是人员复杂，千头万绪，谁
都好像有关系，谁都好像没关系。这跟现在的流行写法不一
样，我觉得当今的潮流似乎是，人物少，场景多，然后高智
能犯罪，等等。

《东方快车谋杀案》也建立在一个真实事件的基础上，那就
是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林德伯格绑架案。著名美国飞行员林
德伯格是第一个飞越大西洋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