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法医秦明读后感(通用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法医秦明读后感篇一

本作是我看的第6本法医秦明系列了。真的是从第一本的青涩
一步步看到现在的成熟作品。

在过去的几年里个人陆续看过不下30多本关于法医、或者主
角是法医系列的作品，风格十分多样。其中既有最早开创女
法医系列的康威尔，有我个人认为情节剧情最为丰富的凯
西·莱克斯的系列，有偶尔玩票性质的横山秀夫的《临场》，
有日本专业法医专家上野正彦的科普《非正常死亡事件簿》
系列，有英国法医卡拉·瓦伦丁的半专业半自传形式的《尸
检报告》，有曾入围爱伦坡非小说类奖的专业作品“法医、
尸体、解剖室”系列。在这其中，法医秦明系列一直都不算
是最佳的，主要输在了情节和人设上。

以上是我之前对各家法医作品的一些简单看法。秦明系列的
一贯优点在于简洁、专业、易懂。每个故事差不多就20-30页，
短篇的篇幅。基本上我个人差不多15-20分钟看一篇，基本上
每本都是利用间歇时间陆陆续续看完。哪怕隔几天看也不影
响。此外从专业性上来说，系列已经写了差不多近百个案例
故事，每个案例故事都对应一些知识。从全世界作品来说，
整个秦明系列的专业性都算是最强的了。更为关键的是，采
用接近真实的案例和知识相结合，可以让读者更容易理解。
这些都是秦明系列最大的优点，基本上在同类作品中无人能
敌。



但是法医秦明系列毕竟是作为小说存在，而不是专业的科普
作品。小说要想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可，情节和人物、细想是
必不可少的。这点一直是最初秦明系列的弱点。所以印象中
从第3本开始，秦明系列在每本12章节中融入了主线剧情。将
破案的过程、线索的采集分散到了每章中，形成了一条作品
的龙骨。但最初的几本，这条主线却仅仅是是将线索和物证
分散的取得，偶尔会加一点案情的进展。说白了本质上只是
在12篇基础上隐藏了一个短篇故事而已。

从我之前看完的《清道夫》到本作，当中有3本没看。虽然不
影响剧情的阅读，但不知道这三本中秦明系列的变化。但本
作是能看到比起《清道夫》之前的进步。起码主线故事出现
了主题和核心。比如主线故事一开始就是一起“自产自销”
案件。而之后的10个短篇里，涉及疑似“自产自销”、意外
身亡、自杀的案件超过一半。从专业性上来说，作品提出了
法医对细节的重视与否直接影响了案件的走势。比如1、4、5、
8、9、10这几个案子，从明面上看完全容易得出想反的结论。
作为主线案子也是如此，如果一开始就完全以自产自销的结
论封档，就没法牵扯出后来的大案。这也是日本、英国一些
作品中作者一直呼吁增加法医人手，不然很多命案就这么被
混过去了。从这点看，国内在命案调查方面真的进步很多。
我想这也是近年来命案的破案率直线上升，已经位列世界前
列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在秦明、大宝、韩亮、小羽毛等人的对话中，也各种分析了
市面上女德班盛行的深层次问题，同时也很客观的评述了一
些女权和平权的看法。我个人比较赞同作品中的主流看法，
对极端反女权的行为如家暴、性暴力、女德应该要组织社会
力量严打，对于弱势群体要主动伸出援助之手，而不是旁观、
放纵。但对于同样极端的田园女权也要堤防，毕竟平权并不
是要追求绝对的平等和绝对的权力，更不要被打着女权的借
口利用女性去获利甚至作恶。女权的短期目标应该是能保证
所有女性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力。



最后我感觉，秦明系列除了案件分析外，很多知识点对现实
生活中的实用帮助也很大。自从看了上一本《逝者之书》后
就明显感觉，作品越来越贴近生活。比如第1案就涉及鱼刺卡
喉致死，并明确解释了醋和吞咽米饭没用。第5案也写了重压
下容易导致脑血管破裂出血致死。第8案提醒了很多家长不要
以为婴儿带着救生圈就没事了，新闻上同类致死案真不少。
第9案则揭露了吸毒除了上瘾问题外，还容易致幻杀人。第10
案解释了雷击未必致死，高空抛物才真的是危险。

总之，在本作中，很欣喜的看到了一部有血有肉的作品。剧
中的几位主人公也越发形象，仿佛就如身边的人物那样，而
不是以前的那种道具形象。希望秦明系列能越写越好。

法医秦明读后感篇二

宋慈(1186-1249)，字惠父，汉族，建阳(今属福建南平)人，
生于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年)，南宋著名法医学家，中
外法医界普遍认为是宋慈于公元1235年开创了“法医鉴定
学”，因此宋慈被尊称为世界法医学鼻祖，其创作的《洗冤
集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专著。

尊重生命自然轮回，清清白白的来与去，想要做到并不容易。
在国内，法医职业非常冷门，凭借个人意愿修习法医专业的
人实在太少，与此相对的，法医的工作量日渐加大，并且复
杂，这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极不均衡的现状。法医工作非常重
要，这不仅仅是为那些非正常死亡的人们呐喊，对于正常生
老病死的人们也有着社会公平的认定，这是对所有逝去的人
一个体面的生存终结的报告。

看完《法医秦明：遗忘者》，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愤懑，这
本书中包含11个事件，件件触目惊心，令人心惊胆战。如果
人与人之间能多一点宽容、关怀，少一点冷漠、无情，也许
很多事件将不会发生，但现实的残酷往往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很多事件的发生凸显人性的黑暗，犯案手段毫无底线，更为



讽刺的是，有些案件的犯案动机和理由却显得苍白无力、可
笑至极。

法医的主要工作是死亡尸检，当然，临床尸检和法医尸检具
有天差地别的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确定死者的死亡原
因，在甄别自然死亡、意外死亡、被害死亡的鉴别点上具有
至关重要的作用。

死亡原因的判定，需要很多因素来协助判断，但在这方面并
没有公式化的统一标准，虽然有一些《法医学》的著作，但
随着时代的发展并没有随之更新，借鉴性并不强。法医在协
助警方办案的同时，某些个人积累的经验具有相对的局限性，
而人体本身就是一种超脱自然的存在，人体构造的奇妙相对
产生了很多的自然变化现象，这给现场尸检和司法解剖带来
了很大的不确定性，而案件现场的天气、温度、综合环境加
剧了这种复杂因素，所以法医工作的准确性有了很大的跨度，
这在实际案件侦破中一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课题。

法医秦明和他的同仁们一刻不停的奔跑在各个现场，不存在
的客人、裙摆之下、白蛆温泉、水缸婴儿等几个案子都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一己私利、为了满足扭曲的内心，
犯案者们不停的刷新着人性的下限，随着社会飞速发展，社
会矛盾越来越突出，造成整个社会氛围的躁动不安，人间的
恶意已经随着社会的风气逐渐加剧，有时候，真的是因为一
个毫无意义的理由激情犯案，而又有时候，却是在深思熟虑
下故意行凶，但无论如何，这都是犯罪，岂能姑息？都应该
得到法律严厉的制裁。

在国内，因为各种原因遭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们，在整个社
会巨大的压力下，很多人铤而走险，为了生存和其他不可告
人的原因造成了心灵的强烈扭曲，转而走上了不可理解的道
路，这些人的思维已经完全不可理喻了。

犯罪案件的增加警示着社会秩序的失控，也使原本神秘的法



医工作从神秘的幕后走到了前台，但遍观世界，这方面积累
的经验和素材还是非常的稀少，人才的培养受到巨大的限制，
但这又凸显法医工作的重要性，当然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希
望看到一群忙碌的法医，毕竟，我们都希望生活的这个世界
多一些美好和温馨。

法医秦明读后感篇三

它是世界的伟大奇迹，深受各国人民的仰慕和赞叹。站在长
城上，不论是春花秋月、夏云冬雪，还是看长城内外苍茫的
还山、连天的衰草，都有一股浓重的思古幽情油然而生。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修建长城超过5000公里的有三个朝代：
一是秦始皇时修筑的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二是
汉朝修筑的西起今新疆，东止辽东的内外长城和烽燧亭障，
全长1万三千多公里；三是明朝修筑的西起嘉峪关，东到鸭绿
江畔的长城，全长8000多公里。由于时代久远，早期各个时
代的长城大多残毁不全，现在保存比较完整的是明代修建的
长城。所以一般人谈的长城，主要指的是明长城。

法医秦明读后感篇四

《法医秦明：第十一根手指》是法医秦明系列万象卷典藏版
第三季。同时也是18亿热播网剧《法医秦明》原著小说。法
医秦明永远也不会想到，他竟然会成为一桩连环杀人案的嫌
疑人。

那是在出租屋里被发现的一具女尸，当警方进入现场时，他
们首先闻到的是一股强烈的血腥味。

女人死去应该没有多久，赤裸的胸部被切去了一半，让人触
目惊心。另一半胸部上，似乎有某种痕迹的残留。

这痕迹，居然是秦明留下的。



地沟油中的谜样“鸡爪”、监控录像里举止诡异的女孩、五
官几乎消失的男人……14个发生在你我身边的凶案，每一案，
都让人无法入睡。

碎尸块中发现第十一根手指，拼出人性最阴暗的欲念。

法医小组究竟要如何从细微处发现线索，才能力挽狂澜，找
出真相？

法医秦明读后感篇五

对于很多人来说，法医这个工作既神秘又可怕，因为他们是
离死亡最近的人。如果只是面对正常死亡的人们，这个工作
或许并没有那么恐怖，可是“法医”这个职业决定了他们要
面对的更多的是那些非正常死亡的人们。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可以害怕，可以退缩，但是“法医”
们不能后退也不能害怕，因为只有他们的前行才能够让死者
的冤屈得到昭雪，因为他们是维护生命尊严的最后一道防线。

喜欢《法医秦明》系列的作品，不是因为阅读时会有紧张刺
激的体验，不是为了痛快的叫一声好，不是为了打发无聊的
时间，而是因为在秦明的笔下，我们能了解法医这个职业，
也能了解最真实的世态炎凉。

《遗忘者》是《法医秦明》系列的第二季中的第二本了，加
上第一季的六本也已经出了8本了，这一系列最大的优势是将
法医知识和探案故事结合的比较好。

这本《遗忘者》从故事性来说，可以说是跌宕起伏，让人欲
罢不能。它以一起灭门惨案为起点，在其他相关案件的侦破
工作中，逐渐同十七年前的旧案有了牵连，引出了一个个让
人不忍去看的故事，和一个个令人或是同情、或是扼腕、或
是愤怒、或是遗憾的故事。



从知识性来说，这本书可以作为对“法医”和“刑侦”想要
有初步了解的读物，相关的知识虽然很专业，但是讲解的也
比较细致和清晰，不会让人觉得一头雾水。但是由于篇幅和
自身的故事属性的原因，不够全面和具体，如果想要对法医
知识有进一步的了解，可以看一下秦明的另一本科普书《逝
者之书》。

犯罪就是犯罪。而面对文中的凶手，我在感慨和无奈的同时，
又想起了近期的一个报道，那是一个9岁的孩子追凶近二十年
为父亲报仇的故事，尽管他心中有愤怒，有委屈，有不甘，
但他在找到凶手后没有动用私刑和私自报复，而是选择了用
法律的手段为父亲报仇。对他，我极敬佩！祝愿他在未来的
人生之路上能一切顺利。

秦明说：面对黑暗之时，究竟该用自己心中的阳光来照亮身
边的黑暗，还是闭上眼睛去适应黑暗，每个人的选择不同。

尽管这众生皆有面具，或许一念之间，人即是兽，但是人与
兽最大的区别就是在这一念之间守住人性的善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