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安十二时辰读后感(通用7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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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安十二时辰读后感篇一

“十二时辰长安秀”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大唐西市博物馆举行。
众多嘉宾在发布会上宣布，活动于8月25日中国传统节日“七
夕节”当天举行。届时将借助网剧《长安十二时辰》ip原型，以
“十二时辰”为贯穿，结合电商直播与城市发展，形成一
次“地方特色浓郁”“有温度”“长共鸣”的24小时大型文
化秀。

届时，在本次活动中，打造“十二时辰长安秀”，以文化赋
能商业。用“直播”新笔杆，助力经济新发展。可以说，此
次活动是利用融媒体技术，在全国范围内对西安特色文化、
旅游资源、特色产品进行推介，以开放的姿态欢迎国内外游
客来这座千年古都游览做客，以国际视角和大众视野，带领
全国观众感受“老西安”的生活氛围，领略新西安的城市形
象。

据悉，“十二时辰长安秀”活动采用“文化+电商+城市”的
整体概念，还将首次运用全息直播间，策划5g户外音乐会、
开放博物馆夜游等多种主题，让屏幕前的观众领略不一样的
精彩，提振消费、重振经济引擎。

长安十二时辰读后感篇二

《十二时辰长安秀》活动首次采用“文化+电商+城市”的整
体概念，以“十二时辰”的时间维度、“长安”的空间维度、



一场“秀”的展示维度呈现文化赋能消费的新模式，并首次
运用全息直播间，策划5g户外音乐会、开放博物馆夜游、夜
探古墓等多种主题，让屏幕前的观众领略不一样的精彩。

《十二时辰长安秀》要以网络直播新形式提升对外宣传效果，
以打造网红城市推动文旅产业复苏，以直播带货促进优质产
品销售，以文化之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对陕西发展寄托美好祝愿，希望能够借助此次活动，“秀”
出城市大魅力，“售”出经济提振力，谋全局、谋长远，用好
“直播”新笔杆，讲好时代新故事，助力经济新发展。

此次活动是利用融媒体技术，在全国范围内对西安特色文化、
旅游资源、特色产品进行推介，以开放的姿态欢迎国内外游
客来这座千年古都游览做客，以国际视角和大众视野，带领
全国观众感受“老西安”的生活氛围，领略新西安的城市形
象。

长安十二时辰读后感篇三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五千年来沉淀的深厚文化底蕴是推动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升动力。陕西作为文化重地，面向世界
打造中华文化代表城市，进一步弘扬中华文化，成为其亟待
承担的历史重任。

为促进后疫情时代区域经济平稳运行与增长，打造消费复苏
新样本，共同打造十二时辰·长安秀直播盛典。项目将借助
网剧《长安十二时辰》ip原型，基于陕西文化特色和全国市场
消费需求，开展一场全国首创的24小时不间断大型城市直播
盛典活动。

以“ip衍生、文化赋能、商业变现”为立足点，《十二时
辰·长安秀直播盛典》是全国首创的24小时不间断大型城市
直播活动，借助网剧《长安十二时辰》ip原型，基于陕西地方



文化特色和市场消费需求，以直播电商的形式，将文化与商
业深度融合的文化消费大秀。活动由古代长安(梦回大唐)、
今天长安(乐享西安)、未来长安(力量长安)三部分组成，彰
显中华文明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文化自信。

活动亮点

(3)充分发挥媒体融合优势，多元化跨平台全方位联动，打造
全网超强流量场。

看完后我觉得：

3、深耕城市网红文化，以城市网红效应催生网红人物、带动
网红经济，打造世界级网红城市名片。

长安十二时辰读后感篇四

对于不怎么爱看电视剧的我来说，看过《长安十二时辰》后，
着实感觉不错，下面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分享也是一种乐
趣。

这部剧现在很火，想必很多亲最近都有听闻，不过好像前期
的宣发没做太多，靠的是上映后的口碑发酵。

这年头，真的是一个“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年代，因为好喝
的酒太少，粗制滥造的太多，找到一个不容易，大家肯定帮
忙打广告。

这是一部以唐代为背景的电视剧，有李白，有花萼相辉楼，
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原著。如果想看《长安十二时辰》电视
剧，建议先不要看原著，因为这部剧最吸引人的地方，除了
精彩的情节故事，还有场景布置和服装道具。

如今靠流量小生主演的电视剧，要么是五毛特效、要么是假



笑的龙套，看过之后让人“尬”的不行。这部剧不一样，服
装上，各路小兵穿的盔甲，都很大程度地还原了历史风味，
道具组是用了心的，虽说里面有城防军野战军等盔甲制式的
使用混淆，但这只是小瑕疵，瑕不掩瑜。

在细节上的雕琢也体现在了服饰，外景，等等方面，而这种
精致的细节，才是影视作品的真正优势，观看这部电视剧时，
你可以很容易地代入到那个年代的氛围感中去。

再来说说演员，主演是雷佳音，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雷佳
音就是“前夫哥”，参加过《极限挑战》、参演过《绣春
刀2》，而在这部剧里，他的演技发挥依旧很赞，一个演员，
演的角色，能让人觉得有味道，就已经算是很成功了。

而三小只里的易烊千玺在里面饰演李必，可以说在流量小生
里面易烊千玺的演技是可圈可点的，虽然还有雕琢之处，但
是，对于年轻演员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剧情上，其实到中间会有一点点的疲软，但这只是小问题，
这部网剧的质量，真的已经很高很高了，确实是一部带着诚
意的作品。

当然作品里面还有编剧安排的一些影射和讽刺，只可意会不
可言传，等真正看懂了这部剧你就知道了。

最后说一下具体的背景，故事时间点位于安禄山造反前，大
唐王朝距离由盛转衰没多久了，长安城陷入危局，长安死囚
张小敬临危受命，与李必携手在十二时辰内拯救长安。

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观后感范文感2

这部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服、化、道都十分精美而用心，
大部分符合历史事实。从建筑、摆件、人物的装束、铠甲、
携带的器物都有出处，其形象与盛唐时期历史记载、壁画、



绘画的形象一致，从主角到路人小女孩大都是长安城的流行
装扮，令人眼前一亮，感叹其用心。一开始的长安气象，很
好地展现出唐都长安的日常生活，给人以真实可触的感觉。

有一些名字的改动，如第一秒就出现的天宝改为天保(北齐年
号)，李泌改为李必，贺知章改成了何执正，李林甫改成了林
九郎，太子李亨改成了李玙(李亨的曾用名)，杨太真改成了
严太真，岑参改成了程参，王忠嗣改成了王宗汜，高力士改
成了郭利仕，许合子改称许鹤子，开元都称为旧历，似乎是
为了规避史实。但是我想如果使用原名令人们能够让人们将
其和历史人物联系起来，相信会有更多的感触。

剧中一些细节处理得很好，如每集开头的日晷指针阴影指向
的时刻正是本集的时间，第一集是巳时，第二集是午时，颜
色也略有不同，如此来看则二十世纪电视剧刚好演完，最后
一集再总结一下。李必的道士装，发簪为前后向，而不是一
般人的左右向。又，其中第一集开始就存在的对自然光线的
运用，更能凸显靖安司内的环境，也实在地告诉观众这是实
景拍摄。

正如网上有人提到的，这部电视剧确实有电影的质感，建议
大家闲暇时间可以看一下。

长安十二时辰读后感篇五

自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设西安府开始，西安和长安就是
长期共存，肝胆相照的关系!民国之前，西安为府，长安为
县;建国后，西安为市，长安先为县，后为区，两者是不同的
行政级别。所以，自始至终，都没有长安改为西安这一说法!

这里再说一下”府“和”县“的关系。明清两代，一个府管
辖数个县，府城会落在其中的某一个县，这个县就是“府县
同城”，又叫附郭县。截止大清被推翻了之前，西安府下
辖15县1散州1散厅：长安县、咸宁县、临潼县、高陵县、蓝



田县、鄠县、盩厔县、咸阳县、兴平县、泾阳县、三原县、
富平县、礼泉县、渭南县、同官县、耀州、孝义厅、宁陕厅。

西安是府，长安是县。西安府管辖数个县，西安府的衙门驻
地在长安县县城，当然长安县的驻地也在长安县县城，所以
两个级别的行政机关都挤在一座城里(当然，陕西省的驻地也
在长安县县城)。那么，久而久之，人们既可以用长安县来指
代那做城池，也可以用西安府来指代那做城池。

这里不得不提及另一个概念“市”。

首先，设立“市”的初衷，当然不是为了让“府”换个马甲
继续存在(当然，如今确实成了“府”的2.0版)，而是为把那
先发达的、先进的地方单独画出来便于管理。“西安府”没
了之后，“长安县”依旧存在。但是呢，因为长安县的县城
是千朝百代的古都、陕西省省会、西北地区中心城市，集聚
了大量人财物，所以，为了便于城市发展，便把县城从长安
县的管辖范围内单独划出来，成立“西安市”，西安市终于
诞生了。

而长安县呢，当然不只有县城那一块儿地方，还有广大的乡
镇。所以，长安县就把县政府迁到一个新的地方，老县城南
边，建立新的县城。这样，民国之后，我们再一次看到
了“西安”和“长安”同现：

中央——省——市(民国——陕西省——西安市)

中央——省——县(民国——陕西省——长安县)

此时，西安市和长安县是两个互不相关的行政单位，在地域
上没有重合，也不存在谁管辖谁的问题，长期并存。

但是，问题又来了!你想想啊，西安市就是从长安县县城那划
出来的屁大点儿的地方，完了还积聚大量的人财物，没有广



袤的农田、河流、矿山，城里那么多人吃什么、喝什么、工
厂哪儿来的矿产?所以，建国之后，为了优先保证大城市的发
展，比如供应粮食蔬菜食品水源矿产等，逐渐实行了“市管
县”体制，也就开始了“市”管(ya)理(zha)周边“县”的历
史。这样，包括长安县、户县、周至县等等一批县又划回到
西安市的下面，接受县西安市的领导。至此，终于形成了你
所理解的“市管县”的行政体制。

再后来啊，就简单很多了。西安市越发展越壮大，底盘不够
用，就把下辖的长安县撤县改区，使得长安成为西安的下辖
区。所以，你去了西安市，发现有长安区这么古雅的地名，
不要惊讶哦!

长安十二时辰读后感篇六

最近有一部赢得网友口碑赞誉的网剧《长安十二时辰》，占
据了暑期档影视剧“c位”。该剧讲述的是李必、张小敬等人
携手在十二时辰(24小时)之内拯救长安城的故事。剧中李必、
张小敬等人坚守保家卫国初心使命，始终义无反顾、勇于担
当的为民为国情怀让人深受感动。作为一名党员，观看之余，
不禁联想，当下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指明了中国共产党员的历史担当,发出了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永远奋斗的誓言，似乎与剧中人物的初心使命有共通
契合之处。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员的初心使命。《长安十二时辰》的
故事设定是突厥狼卫在长安城谋划的公共危机事件，李必、
张小敬为代表的靖安司与狼卫展开一场大唐版本的反恐行动。
靖安司在几次追捕狼卫行动的布置中，都秉承着人民安危至
上的原则，对士兵提出要求，不打扰平民、不造成**，确保
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身为一名党员，我从剧中受到启发，
心中有人民，才能获得民心。党的发展历程始终坚持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历代中国共产党员用实际行动践行着“随时
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初心和誓言。皮之不存，毛将



焉附。党的根基在人民，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和归属。
只有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守住为民
服务的“初心”，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才能成为人民心中的“靖安司”。

舍己忘我无私无畏是党员的初心使命。剧中张小敬是一名孤
狼作战式的英雄人物，在明知无法获免刑罚的情况下，刨洋
葱式拨开充满重重危机的各个谜团，期间险象环生，他忘却
了个人安全，却越加坚定为长安城解除危机的使命担当，在
不断与狼卫斗争中，敢于向黑恶势力宣战，不让阴谋奸计得
逞，以实际行动维护长安稳定、人民安全。我将无我，不负
人民。剧中的英雄张小敬的行动给我带来启发，作为一名党
员要常怀“忘我”之心，把个人的追求和奋斗同党的事业、
国家命运、民族未来联系在一起，对人民动真情，在岗位上
尽职敬业，不夹带任何私心杂念，始终把人民安危冷暖放在
心里，方能诠释新时代共产党员为党为人民矢志奋斗的纯粹
之心，赢得人民的崇敬和爱戴。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党员的初心使命。在剧中，原本对张小
敬芥蒂的崔器、姚汝能被张小敬的忘我奉献精神所感染，纷
纷加入十二时辰拯救长安行动。李必、何执正等人为了此次
行动一直在幕后出谋献策、从中斡旋，最终促使行动得以成
功。剧中的程参虽然是意外卷入行动，却能积极参与，一语
点醒张小敬，识破了狼卫计划。正是许许多多“个体”的默
默付出，充当“歼-20”式靖安司的每一枚“螺丝钉”，才让
长安转危为安。从剧中众人参与拯救长安的做法，我联想到
身边也有许许多多为国家为人民默默奉献的共产党员。有60
年深藏功与名的战斗英雄张富清，有扎根基层反哺家乡的扶
贫第一书记黄文秀，还有许许多多共产党员在各个岗位上坚
守初心、牢记人民，无私奉献热血青春，正是这一朵朵共产
党员的“奉献之花”盛开在神州大地每处角落，才换来今日
中国的和平和安定，才让人民生活在来之不易的和平时代。

“国之命，在人心。”新时代的共产党员务必始终胸怀为民



之心，不计个人得失，如同《长安十二时辰》中靖安司的英
雄人物们，把自己永远置身于人民群众的同一立场，始终做到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人民群众做
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才能以青春和奋斗之名，书写9000
万共产党员之一的无悔人生，争做新时代不忘初心、至诚报
国的追梦人。

长安十二时辰读后感篇七

因快节奏和内容密集，一些观众吐槽剧集“看不懂”。

观众“看懂”，除了剧集本身通俗易懂外，主要还出于两方
面原因。一方面是绝大多数国产剧都是“套路剧”，翻来覆
去都是那些老梗，就比如看到男女主角吵架一点不用担心，
反正都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小误会，而且后面肯定会和好。另
一方面是因为很多国产剧不仅是“套路剧”，还是“烂剧”。
比如注水，一个误会可以演个三五集，错过了也就错过了;再
比如架空，明明是一部历史剧，但从服化道、台词到人物的
思维方式，完全是现代人的范式，观众理解门槛是降低了，
但这样的历史剧却已违背了历史。

虽然每次有烂剧播出，网络上都会吐槽声一片，口碑也很惨
淡，但网络播放量却节节升高。很多观众一边骂烂剧，一边又
“甘之如饴”地看着烂剧。这正是烂剧的一种潜在危害：它
在不知不觉间就让你“习惯”了，并拉低了你的审美水平。
可以把这形容为审美上的“劫持”或审美“奴役”，用电影
《肖申克的救赎》中的一句台词来形容就是，“一开始你恨
它，接着你会慢慢地习惯它、熟悉它，最后你会离不开
它。”

就比如很多观众已经习惯了二倍速看剧，结果真来一部零注
水的好剧，观众习惯性地开二倍速，就发现看不懂了;或者当
观众已经习惯把历史剧当做古装背景的现代剧，你真来一部
有着严密历史考据、台词半文半白的历史剧时，他们可能就



会觉得晦涩难懂……当观众习惯了低审美水平的剧集，审美
水准较高的口碑剧对他们而言就是一种“门槛”。

撇开烂剧对观众的审美“劫持”外，“看不懂”可能也跟剧
集不够接地气有关。值得强调的是，并不是说“看得懂”的
作品都是糟糕的，“看不懂”的作品才是高级的，能否看得
懂与作品质量从来就没有必然联系。只是，电视剧终究是属
于大众娱乐，所以笔者倡导的是：在保证不拉低作品审美质
感的同时，尽量做到通俗易懂、老少兼宜。

另外，观众也千万不要轻易地因为“不好懂”“看不懂”就
放弃一部剧集。“看不懂”虽然挑战了我们的审美习惯，但
它可能也能拓宽我们的审美视域，提升我们的审美水准。就
像戴锦华教授曾说的，“今天所谓看得懂、看不懂本身好像
很单纯，其实不然。当你理直气壮地说看不懂的时候，你表
达的是对一种单一审美趣味的洋洋自得，是对所有差异
性——且不说批判性——的拒绝，你需要的是那种熟悉感，
它能带给你安全，让你最小付出最大获得。

《长安十二时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