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观看正道沧桑心得体会(优质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对自己、他人、人生和世界的思考和感悟。
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总结和反思，
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找到自己的定位
和方向。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供大
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观看正道沧桑心得体会篇一

近期单位组织全体党员及职工观看了反腐《人间正道》这部
影片，我看过了这部反腐影片后不禁感慨万千，起到了警钟
长鸣的效果。

《人间正道》是一部反腐倡廉的好影片。影片讲述了1942年
的秋天，国民党军队加强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和经济封锁，
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并同时加强税收工作，来粉
碎敌人的封锁。毛泽东主席选派老红军肖怀忠担任延安贸易
税务局局长，在战场上，肖怀忠战功卓著、满身伤疤，甚至
曾因掩护毛泽东主席而被炸弹弹片炸伤;然而在征税过程中，
肖怀忠禁不住金钱和女色的诱惑，由一名清正廉洁、工作成
绩突出的优秀共产党员及税务干部，沦为了罪大恶极的贪污
犯，最终被判死刑的下场。这充分展示了以毛泽东主席为首
的党中央反腐倡廉的决心。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顿时感觉到自身的胆子又重了，时刻提
醒自己，要做一名值得大家称赞的好职工。

班后的学习、生活、为人、处事等诸多方面都具有潜移默化
的熏陶作用，会直接地影响到身边人的身心发展。只有自身
廉洁，才具备道德上的感召力，才能深刻影响到身边人的道
德情感和精神世界，使我们在敬仰毛主席的伟大决策中，默
默地产生着思想和行为的自我激励、自我修养和自我改造。



相反，如果自身言行不检点，做事粗糙，责任心不强，则会
对身边人产生较大的负面作用，这样的事情一定不能发生，
警钟长鸣。

再次，要做一个有爱心的职工。牢记自己职工敬业的职
责，“关心爱护自己的家人是本能，而关心帮助他人是神圣
的!”因为共产党员的付出“在性质上是一种只讲付出不记回
报的、无私的、广泛的且没有血缘关系的乐于助人的精神，
在原则上是一种严慈相济的爱。这种爱是神圣的。因此，党
员道德素质比党员文化素质更为重要。反腐倡廉工作是一项
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不断创新，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
际行动上，都需要每个人认真去执行有关的法律法规。加强
反腐倡廉需要完善廉正建设制度，将责任、压力、措施进一
步到位，只要每个人都从思想上树立反对腐败，提倡廉洁的
思想，以进步的思想来指导自身的行动，这项工作一定会取
得胜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以此为警钟，牢记“勿以善小
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思想。观看反腐影片《人间正
道》后，我们这些党员都为影片里毛泽东主席的反腐败的决
心和力度所感动。相信这部影片会触动大家的心灵，都会努
力争做一名廉洁自律的好职工。

文档为doc格式

观看正道沧桑心得体会篇二

中央电视台热播的50集大型历史连续剧《人间正道是沧
桑》(以下简称《正道》)，甫上映即轰动了海内外，刚刚以
高收视率落幕。《正道》是继《走向共和》后又一部颇值得
一看的大型历史连续剧，剧名取自毛泽东的著名诗句，由著
名演员孙红雷等主演、著名导演张黎执导。《正道》第一次
以大型历史连续剧的形式，从一个家庭、三兄妹、三代人的
经历着眼，全景式地展现、细致地描绘了自1920年大革命
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近四分之一的世纪内，中国现代史上一
对最大的政治弄潮儿--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既合作又斗争的



历史，那是现代中国最波澜壮阔、最翻天覆地、最错综复杂
的一段历史。《正道》以在两岸都具有典范好处和人气的黄
埔军校作为叙述故事的主轴，故能在海峡对岸引起共鸣、得
到认同。如果你不熟悉国共的那段合作、斗争史，当你看过
《正道》后，四分之一世纪的中国现代史已了然于胸。

《正道》的编剧、导演颇善于透过一个个镜头讲大故事。他
们把一段复杂恢宏的历史表现得举重若轻、挥洒自如，却丝
毫不受沉重的历史压迫，更不被敏感的历史事件束缚。由这
段大历史写就的大故事，虽历经沧海桑田，虽早已时过境迁，
仍留给后人感慨万千。看《正道》，能够让观众时而击节叹
赏唏嘘，时而替英雄泪洒满襟。今人能够“一杯浊酒论英
雄”，但作为炎黄子孙，对在这段沧桑悲凉的历史中所发生
的一切，却远远做不到“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而是
千钧沉重放不下，万千头绪，无语复加，惟有片名的点题最
能道尽我等胸中的块垒：人间正道，遍是沧桑!

观看正道沧桑心得体会篇三

作为一名黄埔后代，我一直相信自己的血液有黄埔的颜色，
因为祖父在成都中央军校学习时，黄埔精神就已融入了他的
血脉。8年前的春天，跟同学到汉中圣水寺游玩，一些破旧的
土房子使我久不能忘，斯人已去，空余怀想。后来知道那儿
曾是黄埔军校一分校的旧址，那些老房子里曾经培养了千百
抗日志士。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再去圣水寺，我还要到成都北
校场去、到广州黄埔岛去，因为黄埔精神对一个黄埔后代的
感召是巨大的，我要到生长出这种精神的土地去朝圣。

正是怀着朝圣地心情，我看完了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
电视剧中所表现的爱国心、师生情是对黄埔精神的最好诠释。
瞿恩、杨立青、杨立仁、范希亮……这些黄埔人，他们都是
值得我们尊重的，因为他们是万千黄埔人的缩影，是一个时
代精英群体的缩影，他们用青春和热血写就了中华民族走向
独立、自由的历史。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大同社会是我们
民族几千年的梦想。无论是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是
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在此基础上上构建起来的黄埔精
神，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色彩，因为这种独特的文化作用，
黄埔军校创造了一个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简陋的教学
设施、简短的学制，学员却名将辈出、战功显赫、扬威中外，
黄埔军校成为与美国西点军校、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
以及俄罗斯的伏龙芝军事学院齐名的世界四大著名军校。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和平的民族，汉字“武”很好地诠释了
我们的战争观，中华民族不好战，但是也不惧怕战争。在那
个战乱不断的年代，我们不得不选择用战争来结束战乱。孙
中山先生认识到，革命要有自己的武装，黄埔军校应运而生。
“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发财
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中山先生号召着优秀
的中华儿女云集黄埔，不必说周恩来、叶剑英，也不必说徐
向前、林彪，看看《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主人公吧!这些人
物虽是虚构的，但他们每个人都是真实感人的，他们有血肉、
有理想、有追求、有勇气，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万千黄
埔人身影、眼神、思绪、微笑……黄埔岛上曾有一群如此可
爱的人、武昌两湖书院曾有一群如此可爱的人、成都北校场
曾有一群如此可爱的人，我相信海峡对岸的台湾凤山军校也
有一群可爱的人，他们和我们一样都爱着华夏民族、九州大
地，他们都愿意为了中华的伟大复兴流血牺牲。

条条大路通罗马，最终这些可爱的人因为信仰的不同，在历
史的路口选择的不同的道路，他们都坚信前途是光明的。于
是，我们看到他们分道扬镳、同室操戈，历史的道路就是这
样的曲折，正如李大钊先生所说，这是一段崎岖险阻的道路，
没有雄健的精神是不能走过去的，共产党员有这样的精神、
国民党员也有这样的精神，他们终于第二次携手，以中华民
族的英勇无畏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这是一段无法忘却的历史，
多少黄埔儿女血洒疆场、多少黄埔儿女坚强不屈，记住他们
的名字吧——左权、赵一曼、戴安澜，当然还有薛岳、张灵



甫、关麟征、杜聿明……《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杨立青、
杨立仁、范希亮就是英雄们的缩影，为民族付出的先辈，我
们不应忘记、我们也不会忘记。

观看正道沧桑心得体会篇四

最近以来，断断续续地看完了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
这部精心编造的作品起码告诉我这样一个观点：历史是英雄
创造的。

一个姓杨的和姓瞿的两个富人家族成就了一部国共内战史，
穷人们被忽悠成了只配两个端着枪对射的团队。这两个团队
的组成在开始时，一方面是由农家子弟组成的国民革命军、
另一方面是"武装起来"的工人；后来，一方面还是由农家子
弟组成的国民革命军、另一方面是"武装起来"的农民；再后
来，一方面仍然是由工农子弟组成的国民革命军、另一方面
也是由工农子弟组成的人民解放军。()这些士兵们的血肉在
炮火的锤炼下锻造成了将军们肩章上耀眼的星，而炮灰们也
并没有达到他们想像的那样：全国解救以后，上学不要钱、
火车随便开、农民有地种、工人有工做，没有压迫、没有剥
削……上层社会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他们在舍弃了一部分
家产和人口后，最终当上了总统、总经理等。

如果他们当初不领导穷人胡闹，尽管他们努力奋斗几辈子，
无论如何也是达不到今天这样的社会地位的。而"喜儿"们呢？
只不过是将原来的"上吊"自杀改成了"上塔吊"、上珠海大桥
自杀罢了。这部电视剧意在告诉穷人：不要以为我闹革命就
是全心全意为你们服务的，不要以为我们的子孙做了官你们
就不服气，我们一年才强取了6k多万你们就很惊讶，其实我
们祖先本来就很阔！天下本来就是我们的，不服气不好使！

胡南和平解放的的结果变成了这一家子英雄们了却恩怨的收
场戏。想起了元代一位哲人的散曲：峰峦如聚，波涛如怒，
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



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正是这部作品生动的诠释啊。

观看正道沧桑心得体会篇五

剧中人杨立仁说得很精辟：“本世纪初以来，中国人屡屡(遭
遇了)内乱、革命，各种各样的思潮，熏陶着一个个传统的中
国家庭。于是，传统瓦解了、破裂了，生出了(彼此)视如洪
水的家庭成员”。杨廷鹤的三个子女，尤其是立仁、立青俩
亲兄弟，虽为一母所生、血浓于水，但因信仰不一样、政见
分歧，始终格格不入、貌合神离;兄弟俩曾在洗手间大打出手，
数度剑拔弩张。1949年后，兄弟俩分隔海峡两岸，终生没有
再见面。

杨氏三兄妹所走的人生道路--参加国民党的“右派”杨立仁、
参加共产党的“左派”杨立青、虽参加国民党但始终对共产
党人抱有同情和好感的“中间派”杨立华，代表了那个时代
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三种不一样的人生选取。看《正道》
的一个深刻体会是：所谓的“好人”、“好汉”都不是与生
俱来的，也不能以党派、信仰为标准来轻率定位，这大大颠
覆了中国以前的各类文学作品和影视剧对我们的长期灌输。
在1925年“大革命”那样的大时代，人的信仰、立场很难一
下子确定。杨立仁还在湖南醴陵教书时，是个极左派，那时
他看的是《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论述“科学共产主义”的
重要纲领性文件)这种红得发紫的书;而当时的杨立青只是当
地的一个小混混，热衷于偷看戏子的裙下风光，对杨立仁看
的那些“红色书籍”更是不屑一顾。可杨立仁一到广州，遇
到世交、时任蒋介石机要秘书的楚材(历史原型为陈立夫)后，
迅速改变了政治观点，先成为黄埔军校的参谋教官，后成为
中统上海站主任，大肆捕杀共产党人。而顽劣但为人正直的
杨立青却在共产党最低潮、最倒楣时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共产
党。杨立华最初也是左派，受共产党人瞿恩的影响很深。她
之后虽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但因没有政治企图心和同情



共产党，行为每每与“党国”的利益貌合神离，更在自己的
火车包厢内“窝藏”共产党要犯。

看完《正道》我感触最深的是对“信仰”的认识。正因信仰、
政见的不一样，剧中人等执着地走自己的路。这期间的情与
爱，痛与恨也在战争的血与火中理解了时刻的洗练和荡涤。
看完《正道》我不由得深深地感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
间悲喜?家不和则人不幸，党不和则国不兴。身处在同一个中
华民族大家庭，同是炎黄子孙的国共两党经历了那么多的恩
恩怨怨，此刻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该排除万难实现
和平统一了。

看《正道》：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领悟

《正道》的编剧和导演对自己想要表述的那段历史有着深刻
的明白。他们反复向观众阐述了一个观点：那段历史中其实
没有绝对的反派和反派人物，只有特殊环境和情境下催生出
的一幕幕人间悲情。他们试图从更高的历史观、用更客观的
人文主义角度，去解构他们的镜头所揭示的历史。例如编导
以浓墨重彩展现了特定历史环境下杨家兄弟相残的遗憾和杯
具，但并没有明白地告诉观众这都是国民党、杨立仁的错。
看完《正道》，笔者觉得：编剧和导演想在这部电视剧中带
给观众的东西，往往超越一部普通电视剧通常带给观众的印
象与期盼。因此，这部电视剧的看点不在热闹喜庆，而在思
索，一种对过往历史的正面思索。

看完《正道》，你说剧中的诸多人等年少轻狂也好、热血激
情也罢，但他们继承了“先烈之血、主义之花”的黄埔精神，
坚持着“升官发财请走他路，贪生怕死莫入斯门”的黄埔信
条，同窗却信仰不一样，最后发展到在战场上兵戎相见。虽
兵戎相见却又感情不变、爱国不减、中国人的根不变、黄埔
的精神和凝聚力不变。充满浩然正气的一部《正道》，写尽
了中国人的阳刚之美，以及好男儿为能够顶天立地而付出的
悲壮代价。(boxun)



《正道》虽然仍是一部歌颂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夺取全国政
权的电视剧，但它不是纯“歌德派”的作品。《正道》以全
新的视角审视革命战争史，大讲国共之间的兄弟骨肉之情，
重新诠释国共两党兄弟携手与兄弟反目的爱恨恩仇。离刀光
剑影、血流成河的历史越久远，越能跳出当事人的爱恨情仇，
以更宽广的视野去重新审视历史风云。我坚信这天的观众看完
《正道》后，大多会有“度尽波劫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
仇”的感慨。对《正道》编导们的这一番苦心，不知海峡对
岸的小马哥有没有心领神会。

《正道》在艺术上、人物塑造上的成功

《正道》的故事很好看，是它能吸引观众眼球的首要条件。
整部《正道》，故事编得很圆满，剧情跌宕起伏、演绎得合
情合理，破绽不多。《正道》中的男性主角都很有个人魅力。
许多对军事题材的电视剧从不感兴趣的女性观众在看完《正
道》后，话题多集中在杨立仁、董建昌、范希亮这三位男配
角身上。这三人的人气甚至超过了“正面人物”杨立青、瞿
恩，成为女性观众最想嫁的人。(boxun)

杨立仁这个主角，塑造得最为丰满真实。饰演者黄志忠对这
个主角的明白、扮演时的分寸拿捏得极好。从神情到形体，
从静态到动态，黄志忠让杨立仁这个人物彻底地活了。难怪
网上有人说起初是想到《正道》看孙红雷的，结果不由自主地
“爱”上了黄志忠。杨立仁也是个充满了矛盾的人物。他有
着强烈的救国情怀，早年也曾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杨立
仁对感情追求弥久，但始终不得良缘，正因他先后爱过的瞿
霞、林娥都是坚贞的女共产党员。杨立仁亲自监斩，由范希
亮亲手枪杀了杨在黄埔的旧同事、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瞿恩，
但他支持妹妹杨立华收养了瞿的独子并取名费明。杨立仁很
喜爱费明并要费明叫自己“大舅”，这在中国那些描述国共
斗争的文学与影视作品中是一个难得的突破，正因反面人物
尤其是中统大特务向来是绝不可能有什么“人性”的。在远
离了“阶级斗争”时代的这天看来，“人性”与党派、信仰



是不一样的概念。“人性”是人的共性，而党派、信仰则因
人而异，是人的个性而不是共性。个性与共性没有可比性。

杨瞿两家千丝万缕剪不断的爱恨情仇，构成了《正道》中温
馨柔情的一面。正如剧中杨立华所说：“这就是我们杨家与
瞿家，爱恨情仇、主义政治，全搅到一块了”。杨家三个子
女各自走不一样的道路，瞿家红色家庭的坚定信仰，导致情
感与家庭，无不沾上视同仇蔻的党派间的信仰之争、生死之
争。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也许感情始终无法突破因信仰
不一样带来的隔阂，但是亲情仍然能够超越一切。杨家对瞿
恩唯一的后代费明的养育之恩，交错于上一辈的恩怨纠葛之
中，是《正道》的又一大看点。杨瞿两家共同的后代费明像
一剂最好的粘合剂，把两个支离破碎的家庭用情感情义重新
粘聚到一齐。政治上的分道扬镳并不等于情义上的恩断义绝，
这是该剧的一大突破。《正道》中展现的这些浪漫与唯美，
弥补了沧桑的历史中情感的缺憾。这些情感情义的脉络给了
《正道》一份阳刚之气下的阴柔之美。

《正道》的前半部分用浓墨重彩表现了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追
求个人理想与奋斗的历程。抛却特定年代的特定历史条件，
他们孜孜不倦的追求与探索精神是现代年轻人励志的典范。
时隔近一个世纪后，现代人在生存的挣扎中渐渐被消磨掉的
激情，也许能够从《正道》中得到一点久违的共鸣。虽说大
时代出大英雄，英雄有时势造就的客观因素，但是追寻那个
年代追求远大理想的热血年轻人的足迹，对信仰、理想双缺
失的现代年轻人有更多的启迪与激励。最后务必指出的是：
《正道》中突出了不论国共的一代年轻人对国家民族的忧患
意识与职责感，这点直到这天都不会过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