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狄仁杰读后感(模板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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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狄仁杰读后感篇一

公元24年，刘秀攻打颍阳一带，祭遵去投奔他，被刘秀收为
门下吏。后随军转战河北，当了军中的执法官，负责军营的
法令。任职中，他执法严明，不循私情，为大家所称道。

有一次，刘秀身边的一个小侍从犯了罪，祭遵查明真情后，
依法把这小侍从处以死刑。刘秀知道后，十分生气，想祭遵
竟敢处罚他身边的人，欲降罪于祭遵。但马上有人来劝谏刘
秀说：“严明军令，本来就是大王的要求。如今祭遵坚守法
令，上下一致做得很对。只有像他这样言行一致，号令三军
才有威信啊。”

刘秀听了觉得有理。后来，非但没有治罪于祭遵，还封他为
征虏将军，颍阳侯。

祭遵为人廉洁，为官清正，处事谨慎，克己奉公，常受到刘
秀的赏赐，但他将这些赏赐都拿出来分给手下的人。他生活
十分俭朴，家中也没有多少私人财产，即使在安排后事时，
他仍嘱咐手下的人，不许铺张浪费，只要用牛车装载自己的
尸体和棺木，拉到洛阳草草下葬就可以了。

祭遵死后多年，汉光武帝刘秀仍对他的克己奉公精神十分怀
念。



狄仁杰读后感篇二

“你们自己都那样老了，我又怎么可以相信，你们有防老之
法术呢?这分明是骗人!”说完，叫守门人把他们撵走。

八个老汉互相望了一眼，哈哈笑道：“淮南王嫌我们年老吗?
好吧!那么，再让他仔细地看看我们吧!”

说着，八个老翁一眨眼工夫，忽然全变成儿童了。已经年老
的人，一下子回复到了儿童时期，这是全然不可能的，所以
这仅仅是传说故事而已。《云笈七签》这部道教书籍中提到的
“返老还童”，也仅仅是炼丹、法术的有关传说罢了。

狄仁杰读后感篇三

东汉初年，有一位非常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此人名叫班
超。年轻的时候，班超家里很穷，靠帮官府抄写公文勉强过
日子。

抄写工作十分辛苦，而且抄写的东西还非常多，经常要工作
到半夜才能睡觉。官府对于抄写的要求也非常严格，抄错一
个字，就要责骂，还要扣工钱，甚至开除。因此，班超工作
时特别小心翼翼，每天都累得腰酸背痛，眼睛直冒金星。除
了累以外，抄写工作还特别枯燥。一份同样的公文常常要抄
好几遍，有时甚至多达几十遍，这使得班超非常烦躁。

有一天，他正在抄写公文的时候，写着写着，突然间站起来，
狠狠地将笔扔到地上，非常愤怒地说：“大丈夫应该像傅介
子、张骞那样，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怎么可以在这种抄抄写
写的小事中白白地消耗一生呢!”傅介子和张骞两个人，生在
西汉，曾经出使西域，替西汉立下无数功劳。因此，班超决
定学习傅介子、张骞，为国家的外交事业做出伟大的贡献。

从那以后，班超就扔掉了手中的笔参了军。



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奉车都尉窦固出兵攻打匈奴，班超
随从北征，在军中任假司马(代理司马)之职。假司马官很小，
但它是班超文墨生涯转向军旅生活的第一步。班超一到军旅
之中，就显示了与众不同的才能。他率兵进击伊吾(今新疆哈
密西四堡)，战于蒲类海(今新疆巴里昆湖)，小试牛刀，斩俘
很多敌人。窦固很赏识他的军事才干。

由于他作战非常勇敢，立下许多战功，很快就被封了官。

后来，他建议和西域各国来往，以便共同对付匈奴。朝廷采
取他的建议，就派他带着数十人出使西域。在西域的三十多
年中，他靠着智慧和胆量，度过各式各样的危机。

班超一生总共到过五十多个国家，和这些国家保持和平，也
同时宣扬了汉朝的国威，后被封为定远侯。后来，人们把班
超投笔于地、参军作战的故事叫做“投笔从戎”，用来比喻
弃文从武，有志报国。

狄仁杰读后感篇四

战国后期，赵国出了一位着名的思想家，名叫荀况，人们把
他的着作称为《荀子》。

《荀子》这部着作共有三十二篇，其中一篇叫《正论》，是
专门议论政治的。文中提出一个看法：国君要在百姓面前作
出好的榜样。残暴的国君被推翻，如夏桀被商汤打倒，商纣
被周武王消灭等，这些都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荀况主张刑罚要严明，犯罪的应根据罪行的大小，给予相应
的处罚。如果杀人的不偿命，伤人的不判刑，那就会纵容犯
罪，扰乱社会。有人说：“古代没有肉刑，只是象征性地用
刑。比如，不使用黥(qing)刑而用墨画脸来替代;不使用劓(yi)
刑，而用戴上草作的帽子来替代，这种办法在昏乱的现代是
行不通的。如果继续这样做，犯罪的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犯罪行为将越来越多。

在阐述了上面这些情况后，荀况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一个人地
位要和品德相称，官职要和才能相称，赏赐要和功劳相称。
如果不是这样，弄得地位和品德不相称，官职和才能不相称，
赏赐和功劳不相称，处罚和罪行不相称，那就会带来极大的
不幸和严重的后果。

狄仁杰读后感篇五

有一天，晏子从他们身旁经过时，小步快走以示敬意，但这
三个人却不起来，对晏子非常失礼。对此，晏子极为生气，
便去进见景公，说：“我听说，贤能的君王蓄养的勇士，对
内可以禁止**，对外可以威慑敌人，上面赞扬他们的功劳，
下面佩服他们的勇气，所以使他们有尊贵的地位，优厚的奉
禄。而现在君王所蓄养的勇士，对上没有君臣之礼，对下也
不讲究长幼之伦，对内不能禁止**，对外不能威慑敌人，这
些是祸国殃民之人，不如赶快除掉他们。”景公说：“这三
个人力气大，与他们硬拼，恐怕拼不过他们，暗中刺杀，恐
怕又刺不中。”晏子说：“这些人虽然力大好斗，不惧强敌，
但不讲究长幼之礼。”于是便乘机请景公派人赏赐他们两个
桃子，对他们说道：“你们三个人就按功劳大小去分吃这两
个桃子吧!”

公孙接仰天长叹说：“晏子果真是位聪明人。他让景公叫我
们按功劳大小分配桃子。我们不接受桃子，就是不勇敢;可接
受桃子，却又人多桃少，这就只有按功劳大小来分吃桃子。
我第一次打败了野猪，第二次又打败了母老虎。像我这样功
劳，可以吃桃子，而不用和别人共吃一个。”于是，他拿起
了一个桃子站起来了。田开疆说：“我手拿兵器，接连两次
击退敌军。像我这样的功劳，也可以自已单吃一个桃子，用
不着与别人共吃一个。”于是，他也拿起一个桃子站起来了。
古冶子说：“我曾经跟随国君横渡黄河，大鳖咬住车左边的
马，拖到了河的中间，那时，我不能在水面游，只有潜到水



里，顶住逆流，潜行百步，又顺着水流，潜行了九里，才抓
住那大鳖，将它杀死了。我左手握着马的尾巴，右手提着大
鳖的头，像仙鹤一样跃出水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