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星照耀中国读书笔记第二章(精选6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红星照耀中国读书笔记第二章篇一

斯诺在1936年6月至10月对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考
察,并以考察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为基础，完成本书的写作。
作为一名西方记者,斯诺所站的是一个公正客观的角度去描述
当时人民百姓的生活和心理状态。除此之外，还表现出了红
军及其领袖们的精神状态和思想状况。这本书可以说是让人
们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当时十分神秘的中国的红色革命。并
且，他把自己在红色区域的所见所闻都一点一滴的记录下来。
后来汇编为《红星照耀中国》。整本书的内容丰富而且生动。

1936年，中国革命与战争最凶猛、最危险的时期，斯诺孤身
一人冒险穿越南京国民党军队的新闻封锁，长途跋涉来到西
贝苏维埃地区，寻找红色中国。故事都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

在苏维埃社会一节中，有两段文字引起了我的注意，一
是“共产党在西北所以受到群众拥护，其当前的基础显然不
是各尽其能，各取所需，而是有点象孙逸仙博士的主张：耕
者有其田。”;二是“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
有基础的，那就是在所有老苏区里，警卫工作几乎全部由农
民自己组织起来担任的。”

如“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总结的那
样，正是由于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农民才会主动组织起
来保卫自己的红色政权;也正是由于秉承了这样的理念，共产
党才能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始终得到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



的支持，不断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

在我的认知范围中，当时的人民一定都受到了思想的禁锢并
且十分保守，甚至可能有些木讷。但是事实却是截然不同的。
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会进行批评和抱怨，这无疑就是他们言语
自由开放最直接的证据。大部分农民团结一致，并且看
好“苏维埃”和“红军”，以此证明他们思想觉悟是很高的，
有共同的追求，有目标，并且坚定不移的支持着自己的信念。
对比当今，我们貌似更缺乏精神信念这一块儿，这是我们所
欠缺的地方。

这本书中所描绘的红色中国，与我们教科书上所学到的是有
许多出入的。相比之而言，这本书所讲述的内容更加真实、
可靠。

说道红军，就不得不提军队。在斯诺看来，他感受到了红军
高度的政治觉悟，认为红军是中国唯一的一支从政治上来说
是铁打的军队。在真正的红军一节中，作者这样描写
到：“他们向来都同士兵并肩作战，团长以下都是这样。一
位外国武官这样说，单单是一件事情就可以说明红军拥有极
大优势的敌人的作战能力。这就是红军的军官们习惯说
的：“弟兄们，跟我来!”而不是“弟兄们，向前冲!”。同
样是六个字，差别却是很大的。第一种是把自己与士兵放在
了同一个位置，与士兵们心连心。

提到红军，另一个比提的就是长征了。电视里所演的长征真
的是惊心动魄、惊险万分。红军通过各种巧妙的战术突破敌
人的重重围堵，摆脱危险困境。无论是四度赤水河、勇夺泸
定桥、飞度金沙江等等都显示了红军的有勇有谋。当时，当
他们面对一些少数民族的人民时，当当地人民对他们闻所未
闻，他们仍旧是勇往直前，他们的功绩、作为都帮助他们赢
得了少数民族的友谊，甚至是吸引了一部分人来参军。这足
以证明了中国红军在人民中的威望和感召力。红军的二万五
千里长征是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是一次武装巡回



宣传，是一个奇迹。它体现了共产党强大的精神世界，非凡
的心里素质，而这些也仅仅占了全书的一小部分。也可以说，
红军的长征也仅仅占了中国革命的一小部分。

红星照耀中国读书笔记第二章篇二

《红星照耀中国》记录了和蒋介石对抗之时，这本书的作者
也就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专门来到我们国家，来寻找
那个能统治国家，爱护人民的人。

他先去采访了国民党，觉得他们只是为了争权夺利。而蒋介
石更是荒唐，他是先除掉自己的同胞，而不是合作一起打败
日本人。后来斯诺经过重重阻拦来到红色苏区，采访了，朱
德，周恩来等人。他采访完，看见在路上碰到农民，就跟他
聊上了几句，探讨探讨种地的问题，问农民今年有没有收成，
埃德加斯诺就想，南京政府悬赏二十五万来要的人头，而却
不以为然的聊着天。

在红区里有一所红军大学，这个大学的校长是一个二十八岁
的指挥员，据说他从未打过败仗。在一班老练的战士们组成
的学生里，平均年龄二十九岁，没人有平均八年的.作战经验，
以及平均三及处的伤疤。这个大学大约就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
“高等学府”。

红星照耀中国读书笔记第二章篇三

《红星照耀中国》书中最值得讨论就是中国发生红色革命的
原因。认真阅读之后，努力总结，认为原因有二：

第一，人民的愿景。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普通老百姓或
受军阀混战之累，或受富人压迫之苦，使得他们希望有人可
以带他们站起来、将他们武装起来。斯诺了解到，中国工农
不是懦弱的——他们需要被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有纪律的整
体——而这个整体是有能力，也是有实力的！在斯诺看来，



那些可怜的、困苦的老百姓认为“无论来了什么政权都比上
一个好”。不仅如此，斯诺还发现：人们愿意将自己的儿子
送去当红军——送去为革命事业的发展献出一分力量！原来，
人民的愿望其实很小也很少。不过是求不交重税吃上足够的
粮食、好好活着。有时奢望读书写字。然而，不论是希望还
是奢望，红军都为他们实现了。

于是，投身革命的人愈发多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形成了“哪里有社会底层人民，哪里
就有红色革命”的形式。红色革命的种子撒遍全中国。

第二，宣传。这一点和上文的关系密不可分。在读《彭德怀
形象》该篇时，我和母亲就彭1930年积聚兄弟成立军队与后
文彭的自述展开讨论。很快，我们谈到了他研究共产主义的
原因。母亲说“兴趣”是非常重要的。而我认为，他的经历
使他产生了某种愿景和信仰——令他关注。同时，或许还存
在宣传的成分。就比如布哈林的《共产主义入门》，从一定
意义上来讲是一种现实的、“学术的”宣传。包括书中“用
一种政治学说来激励他部下的士气”，亦可以被称为一种宣
传。

除此之外，还有红军战士对不了解他们的农民的宣传，还有
红军对俘虏的宣传，还有红军剧团以及红军所制作的招贴画
关于帝国主义的危害对大众的宣传……甚至红军政治课上的
讨论也或多或少有宣传的`成分。

这其实和独木不成林的道理一样，——革命不是个人的——
革命是在社会各层人民的联合中展开的！同时，它也不是静
止的——它是运动的！

当红色革命的宗旨在广大群众的愿景和宣传中深深地扎了根
时，中国的红色革命就发生了。



红星照耀中国读书笔记第二章篇四

《红星照耀中国》记录了和蒋介石对抗之时，这本书的作者
也就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专门来到我们国家，来寻找
那个能统治国家，爱护人民的人。

他先去采访了国民党，觉得他们只是为了争权夺利。而蒋介
石更是荒唐，他是先除掉自己的同胞，而不是合作一起打败
日本人。后来斯诺经过重重阻拦来到红色苏区，采访了，朱
德，周恩来等人。他采访完，看见在路上碰到农民，就跟他
聊上了几句，探讨探讨种地的问题，问农民今年有没有收成，
埃德加斯诺就想，南京政府悬赏二十五万来要的人头，而却
不以为然的聊着天。

在红区里有一所红军大学，这个大学的校长是一个二十八岁
的指挥员，据说他从未打过败仗。在一班老练的战士们组成
的学生里，平均年龄二十九岁，没人有平均八年的作战经验，
以及平均三及处的伤疤。这个大学大约就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
“高等学府”。

红星照耀中国读书笔记第二章篇五

如果中国没有解放，在一个个充满枪声、炮声的日子里，百
姓是多么痛苦啊!我想你们都在繁华的城市生活，在吃喝玩乐
的时候，谁又想过这些都是怎么来的呢?这些都是谁得来的
呢?这都是工农红军得来的。

这几天我怀着好奇地心情读完了《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
这本书用讲故事的形式，详细介绍了工农红军如何用智慧和
斗志战胜蒋介石。勇猛战斗，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毅力，战
胜敌人，在失败中不灰心，不气馁，在途中帮助过许多百姓，
深受百姓的爱戴。这本书其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官帽山上
的300多名红军被敌军重重围困。红军团长许光达突然看见有
一条长长的藤罗，马上带领300多名红军战士用藤罗顺利下官



帽山。红军战士用智慧和勇敢突围了。还有一个故事：夏明
翰在1921年成为共产党员，1928年，由于叛徒的出卖，夏明
翰不幸被捕。夏明翰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起义诗：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从这两个故事中让我
知道了红军战士们以他们的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曲胜利
的凯歌，为中国人民事业立下了不朽功绩。

红军的精神，是一笔精神财富，激励着中国后来人。红军将
士们为了崇高理想而百析不挠，奋勇拼搏的___精神。从这里
给我的启示是：我们不能辜负战士们对我们的期望，要勤奋
学习，做一个祖国的栋梁，为祖国做更多的贡献。

红星照耀中国读书笔记第二章篇六

2. 背弃古代中国的基本哲学，中庸和面子哲学；无可比拟的
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
屈不挠的精神——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这个红军的故事和参
加创建红军的一个人的故事中。

3. 因此，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
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宣传九年来污
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
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4. 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
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

5. 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
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讲英语有点迟缓。他对我说已有
五年不讲英语了，这使我感到惊讶。

6. 这是一个美丽的夜晚，晴朗的夜空闪耀着北方的繁星，在
我下面的一个小瀑布流水淙淙，使人感到和平与宁静。



7. 区旗飘飘红星闪耀，香港回归祖国怀抱，一国两制政策特
好，驱走列强取得荣耀，国家昌盛国人自豪，香港回归纪念
日到，祝愿国家繁荣富强，祝好友你生活更好。

8. 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
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书生出生的造反者。

9. 几百年来，中国的文人一直要努力凌驾于人民至上，跻身
于高高在上统治人民大众的一小批官僚阶级之列——所凭借
的手段就是把象形文字和仅有的一些文化据为己有，以此来
作为控制乡村的愚昧的武器，而不是用来启蒙。但是新的孕
育却产生了一种现象——这个婴儿不但要同“愚昧的大众”
共享文化，而且甚至要把大众理想化。

10. 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有声有色的一次政变。

11. 长征精神之所以历久弥新，就在于它不是静止的、它承
接着井冈山精神，又不断形成了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
更为它注入了新的时代血液，增加了新的丰富内涵。

12. 背弃古代中国的基本哲学，中庸和面子哲学；无可比拟
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
不屈不挠精神——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这个红军的故事和参
加创建红军的一个人的故事中。

13. 随着阳光的转移，这些山丘的角落陡峭的阴影和颜色起
着奇特的变化，到黄昏时分，紫色的山巅连成一片壮丽的海
洋，深色的天鹅绒般的褶层从上而下，好像满族的百褶裙，
一直到看去似乎深不见底的沟壑中。

14. 我的职位地位，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
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名字，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
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



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
我对他们极有兴趣。

15. 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
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16. 与此相比，汉尼拔经过阿尔卑斯山的行军看上去像一场
假日远足。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比较是拿破仑从莫斯科的
溃败，但当时他的大军已经完全溃不成军，军心涣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