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政治人读后感 哲学与政治读后
感(优质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
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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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人读后感篇一

近来，我读了《代政治哲学名著导论》的第二章关于无政府、
国家与乌托邦。现在就个人权力的优先性来谈谈我的感想。

针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平等”与“自由”的矛盾，
诺齐克提出他的个人权力思想，个人权利思想贯穿于他的
《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也是他理论的出发点。文章就
其理论中最弱意义上的'国家，道德边际约束，资格理论和个
人天赋等方面探讨了诺齐克的这一思想。

在诺齐克的整个论述中，关键的概念就是“最弱意义的国
家”，这也就是诺齐克所提倡和赞成的国家。诺齐克首先用
这种国家来反对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种最弱意
义的国家处在他们的攻击之外——即处在国家侵犯个人的权
利的攻击之外。该书对个人要说的是，你有权尊重你公民的
权力是国家的天然义务。对个人的权力是保护，还是侵犯，
是衡量国家及其行为正当与否的最高道德标准，同时也对国
家及其行为构成道德约束。当然这种约束是消极意义上的约
束，诺齐克称之为道德的“边际约束”，及权利保护不是国
家的母的，但却是在一旁永远对国家起监督作用的道德标准。
在诺齐克这样的个人主义者看来，个人的权利优先于国家的
权力。国家只能作用于属于个人权利之外的活动空间，而不



是个人享受国家权力之外的活动空间;是个人的权力决定国家
的性质，合法权及其职能，而不是国家的性质。合法性和职
能决定个人享受多少权利。按照这一标准，任何侵犯个人权
利的国家行为都是不正当，非正义的。

在诺齐克的政治哲学中，在国家的作用与个人的权力之间，
个人权利居于更为优先，更为根本的地位。是个人的权力的
权利和自由决定国家的性质和职能，而不是国家自身的需要，
决定公民个人享受与否或享受多少权利和自由。既然国家是
由人格上平等的个人构成的。国家在所有的个人之间就必须
保持中立，不能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去强行剥夺另一部分人，
哪怕其动机是善意的也不行。任何利益和福利的转让只能基
于自愿的原则，否则最善意的动机将导致最卑鄙的恶行。所
以，个人权利和自由是诺齐克的政治哲学全部出发点，也是
其国家学说的核心。

然而有关善、理想、目标、生活意义问题，是诺齐克在乌托
邦编中讨论的。

他认为，人们追求的美好社会的诸条件，放在一起是经常矛
盾的。不可能同时地、也不可能连续地实现所有社会和政治
的善，这正是人类状况中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既然不可能
有一个符合所有人愿望的最完善、最圆满的世界，那就不妨
设想所有可能世界中的最好世界。这样，我们就将达到一个
稳定世界的一般条件——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得到他的
边际贡献。

读完这一章，不仅了解了关于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三者的
性质、区别，更看到了诺齐克的一些观点，尤其是个人主义
与个人权利，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在我看来，这种过分重视
个人权力，以致疏忽集体合作，弱化国家权力与职能的观点
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过于偏激。我认为应该使国家权力和个人
权利在一定范围内共存发展，达到和谐，毕竟个人是国家的
一部分。



政治人读后感篇二

这本书向我们展示了八位思想家精彩绝伦的辨析论述，他们
都对政治哲学影响巨大，而这些影响是如何产生又具体作用
在哪些方面。

我们可以说，这本书在试图揭开我们和社会共同的疑惑，那
就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而这样的社会又是如何建立
的”，追随这样的问题，我们造访了柏拉图的哲人王理念的
城邦、观看了亚里士多德共同善的理念的影像、又见识了马
基雅维利主权者理念的高塔，甚至还在卢梭自然状态理念的
村落里散步。

这些景象引人入胜，可能会让人对“自由”、“公民”等概
念陷入深思，然后产生新的疑问，诸如“人性本来的面目是
什么样的？我们应该如何调节德性和服从之间的关系？”针
对这些问题，不同思想家也有不同的答案，他们的回答会在
某些方面对问题的'思考有启发性。不过，这些问题的答案都
不是唯一的，我认为，学习这些也只是在完善我们看待事物
的方法，使我们拥有更好的看待问题的态度和方式。

摘录我个人印象极深的几段话：

2.在《精神现象学》里，黑格尔将历史描述成一场为了承认
而展开的生死斗争，一切个人和阶级都为了权力和声望而争
个你死我活。为承认而斗争，就是著名的世界历史辩证法的
关键所在。黑格尔和之后的马克思都认为唯有创造出一个能
为所有公民提供同等程度的尊重和承认的社会，这场斗争才
能被克服。黑格尔坚信，这样的社会在他那个时代是可能的，
当时德国的政制有点像是君主立宪制。然而，马克思把黑格
尔的主题变得更加激进，认为只有一个无阶级的大同社会，
才能满足这种黑格尔式的对承认的要求。



政治人读后感篇三

《政治学》一书中，亚氏以城邦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
究所谓“至善”的城邦。书中，首先是对于理想城邦的探讨。
大家读了之后会有那些感受呢?下面就跟本站小编来看看《政
治学》读后感吧!

《政治学》是亚里士多德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也是西方世
界第一部系统探讨政治原理及其实践问题的著作，在西方政
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地位。

该书另一个重要主题是教育，教育作为连接私人领域与公共
领域的纽带，被认为是培养公民、实现和保障善治的基本途
径。亚里士多德通过对教育与政制、公民职业和伦理关系的
探讨，从而与柏拉图等一起将教育放置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
置，这一认识也成为西方重视教育这一观念的重要来源之一。
由此可见，在古希腊时期，政治、教育和道德伦理被作为一
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考虑，它们共同构成整体城邦乃至共同
生活方式的基础，并一同致力于追寻理想社会与人的发展。

《政治学》共有八卷。第一卷和第二卷从家庭、国家的形成
和前人关于理想城邦的论述入手，形成一个思想“爬高”的
缓坡。第三卷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作为政治基础的公民的自然
本性，从而确立其政治哲学的基础，到达第一个思想顶点。
随后，论述具体政体的第四至第六卷成为第一个思想顶点之
后的“高原区”。第七卷一开始即进入第二个思想顶点，论
述作为个体的生活方式和道德伦理问题即个人幸福，并将其
与理想城邦即城邦幸福紧紧关联在一起。第七卷后半部分至
第八卷则是第二个思想顶点之后的又一个“高原区”，探讨
实现个人和城邦共同目的的途径，也即公民灵魂教育和政治
德性的培养问题。在探讨体育和音乐教育之后，该书的论述
戛然而止，但其论述的内在逻辑则引向伦理学主题，进而引
导到《尼各马科伦理学》一书，而《尼各马科伦理学》在结



尾也将对德性的讨论引向政体和立法，从而与《政治学》形
成一个首尾相连的结构。这也是一种整体视野的体现。“这
意味着，没有关于灵魂与德性问题的研究的‘政治学问’只
是一种残缺不全的学问，同样的道理，对于公民灵魂德性之
塑造无动于衷的政治体制可能只是一种残缺不全的政治体制。
政治技艺的本职就是教养灵魂。”

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时代，昔日辉煌的希腊城邦由于相互的征
伐、内部的党争以及执政者的本身的腐败堕落走到了了历史
的尽头，再加上北方的马其顿的军事入侵希腊城邦时代上了
一个句号，作为形体的和表现物的城虽然没有了，但是其作
为人类史上的光辉时代的精神确是后人的思想源泉和制度蓝
本，而作为这种精神的载体和人类理性的成果的代表之一，
就是亚氏在希腊末期所著的《政治学》，其对后世的影响无
需多述，因为今天的大都政治主流价值就是源自它。

种的“善”的实现只有城邦能做到，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
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或者说是“人是政治的动
物”而这个人类共同体的城邦就是为了达到“至善”的目
的“ 城邦是最崇高，最有权威，并包含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
同体所以，城邦追求的是至善。”其形成的过程首先，世间
有着必须存在的结合体，他们一旦分离便不可能存在。即男
人与女人，是为着繁衍、类的延续而必须结合在一起。而天
生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也是为了保存而建立了联合体。这样
两种结合体在一起，首先必然形成家庭。由此得出家庭是为
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接着，一个家庭
通过繁衍，就形成村落最古老最自然的形式。这也解释了为
什么最早的城邦由国王治理。多个村落为了美好生活联合形
成大到足以自足或近乎自足时，城邦就形成了“如果早期的
共同体形式是自然的，那么城邦也是自然的，因为这就是它
们的目的。”

作者对政体的定义是：“一个城邦的职能组织，由此确定最
高统治机构和政权的安排，同时订立城邦即全体个分子所祈



求的目的。”划分也是按照不同的标准，一种政体是只顾及
统治者目的还是全城公民的目的：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另
一种是按照掌握最高权力的统治者人数的多寡：一人统治 少
数人统治 多数人统治。还有以上两个标准综合起来划分：君
主制政体 政体 共和政体这三个。把城邦的公共利益作为执
政的目标的正宗政体，另外寡头政体 平民政体 和僭主政体
这三个把执政者的利益作为执政的主要的变态政体。尽管作
者讨论和论述各种政体，但是他自己没有认为哪个一定是最
好的，反而倒是觉得都是有问题的。最主要是怎么坚持“中
庸”原则。

作者批判了柏拉图的《理想国》，认为不仅是不可取的，也
是不可能的。同时对于柏拉图的”整体幸福”提出不同的认
识，认为幸福应该是全体人或大多数的幸福而不应该排斥一
些人。理想城邦的建设还离不开教育，他认为，教育的目的
不仅是为国家培养有教养的公民和治国人才，而且要发展个
人的天性，使年轻一代得到发展，为将来的美好生活作准备。
为了实现这个教育目的，他主张顺应灵魂的三个部分，对人
进行体育、德育、智育三个方面的教育。

关于体育，他认为体育的目的是使儿童身体健康、具有勇敢
精神和坚强意志。在三个方面的教育中，体育应放在首先的
位置，因为健康的身体是城邦公民参加政治活动、参加战争
和过美好生活的基本条件。关于德育，亚里士多德认为，道
德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人的美德。当人的各种天赋职能都得
到满足，并能在理性的支配和领导下得到和谐而充分的发展
时，人就是一个有美德的人。或者说，当一个人的感情、欲
望为理性所控制时，人就产生美德。他还认为，美德的特性
就是“中庸之道”。所谓“中庸之道”，就是“在适当的时
候，对适当的事物，对适当的人，由适当的动机和适当的方
式来感受这些感觉，既是中间的，又是最好的，而这乃是美
德所具有的”。关于智育，亚里士多德认为，智育的目的是
为了培养“理性灵魂”。他主张年轻一代要学习广泛的知识。
他认为，学习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有用不仅是为了把工作做好，



而且是为了使人善于利用闲暇。为此，他提出了“自由教
育”的理论;他认为，如果单纯追求有用，就不能形成高尚自
由的心灵。这个与西方的科学与技术发展历史颇像，就是一
种不为功力，实用的原则的自然发展状态的追求。

个两千多年前的人类思想观念的一个习惯，就被一个智者不
仅发现，注意到了，而且其可能产生影响都给准备的把握到
了。看到这些我们不得不从内心佩服、更是从心里尊重古人
的智慧。

罗德·拉斯韦尔。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家，也够得上是一位社
会学家、心理学家和传播学者。传记作家形容他为“犹如行
为科学的达尔文”。 他是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创始人之一，
在西方被称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哲学家”，美国人称
其为研究领域的达芬奇。拉斯韦尔1920xx年2月13日出生于
美国伊利诺斯洲唐尼尔逊的一个牧师家庭。家境优裕，藏书
甚丰。他曾去柏林大学学习心理分析学说， 最先向美国学界
引介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拉斯韦尔一生勤勉耕耘，著
术甚丰，共发表了600万字以上的学术著作，内容涉及政治学、
社会学、宣传学和传播学等许多领域。由于拉斯韦尔研究范
围的广泛，所以他和以往的政治学者不同，他的著作中综合
了很多不同学科的不同观点，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人
类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并将这些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
政治学，进而将政治学研究真正地转向到“人”的研究。

《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创作于1936年，
是行为主义学派的开篇著作。就如此书的题目，本书主要围
绕着在政治洪流中，谁得到什么?何时、如何得到?来进行论
述的。整本书读下来，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逻辑结构很清楚，
让我可以清楚地知道他要说什么，又是怎么说的，内容环环
相扣。作者的分析自成体系，严密紧凑且客观。就像他开篇
说的：“政治研究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政治学的任
务在于阐明情况，而政治哲学则要为政治选择提供辩诉。本
书仅限于进行政治分析，阐明情况，而不提出任何选择意见。



” 本书分四篇共十章：第一篇：精英;第二篇：方法;第三篇：
结果;第四篇：概论。也就是对who，what，when，how，即政
治学的研究客体、行为、时间以及如何行为进行了探寻。

第一章“精英”，阐明了拉斯韦尔所主张的新的研究方法，
可以理解为全书的导言。所谓权势人物，“就是在可以取得
的价值中获得最多的那些人”。拉斯韦尔将他们称之为“精
英”。所谓价值，他把尊重、安全、收入等作为有代表性的
但不是唯一的价值标准。他认为，没有一个简单的指标可以
作为衡量权势和权势人物的有用尺度，譬如获得尊重愈多的
人往往愈少安全。他充分地注意到政治学的最新发展动向是
采用传统研究中没有包括的一些研究方法，主张政治学家应
该不仅指望的助于历史学家、法学家和哲学家得到帮助，而
应该与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统计学家等有
更密切的接触。拉斯韦尔还主张，政治学的任务在于进行政
治分析，阐明情况，而不是为政治选择提供辩护。他相
信，“权势和权势人物”能够作为政治学进行分析的一个统
一的参照系统。

第2至5章构成第二篇“方法”，在这四章里，拉斯韦尔紧密
结合历史和现实，分别具体分析了精英是如何使用象征、暴
力、物资和实际措施等方法获取和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的。
拉斯韦尔认为，这些方法是精英为达到自己的特定目标所使
用的主要手段，无论处于支配地位的精英还是反对派精英，
都要运用象征、暴力、物资和实际措施这些方法，而精英集
团的支配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运用这些方法成功地操纵
环境。

第6至9章第三篇“结果”，各用一章分析了各种精英人物在
技能、阶级、人格和态度等方面的不同特点，在这些方面具
有不同特点的精英之间价值(尊重、安全、收入等)如何分配，
并根据这些特点对精英人物进行了分类，并分析了社会变化
的重大政治意义，就在于直接影响各种价值在不同类型的精
英之间分配的结果。作者承认，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



本主义国家都进行着意识形态的教育和灌输，对社会成员的
精神控制不仅体现在一般的教育活动中，还体现在人们的日
常生活中。

篇说道的各方面对权势人物的影响和对政治的影响外，作为
一般的民众(群众)也是政治的重要参与者，也是整个政治环
境运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本书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作者在第三篇中描写的“人格”
这一章，其中着重探讨以林肯为典型代表的“部分受到抑制
的狂怒类型”人格。作者在在对林肯的分析中，他充分地运
用了s.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首先他肯定了林肯人格中的优
势特征，“林肯在他的公开声明和官方行动中态度坚定，同
时也显露出能够调整他的战术使其与不断变化着的现实情况
相适应的一种机动灵活的能力。他一直保持着对局势的强有
力的然而又不是盛气凌人的控制。”也分析了其性格中的弱
点，“林肯经受着失眠症、自卑感、负担过重、悲观情绪等
各种折磨。有时候总统曾想要自杀。”也强调了林肯性格中
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我“抑制”，这导致两个结果，一是
“与林肯的公开形象分不开的是他的文雅温和的性格。在一
切地方和在他的同事们中间，他的仁慈宽厚是尽人皆知
的。”另外又导致了“他在管教自己的孩子方面怎样毫无办
法，他对他的苛刻的妻子怎样过分放任。对这种温和性格的
真正量度在于即使碰到挑衅他还是继续如此。林肯听任自己
大发雷霆的情况是极其少见的。”但是“有一次一个想要强
迫总统同意他的要求的军官用轻蔑的态度说:‘我看你已经打
定主意不公平对待我了!’林肯的面部在痛苦中抽搐起来，据
说他当时就抓住这个军官的领口并毫不客气地把这个人撵出
房间。”最后作者把林肯归入部分受到抑制的狂怒类型。作
者把林肯的人格归因于他早年的人生经历，特别是他的人生
经历中的坎坷。的确，我们都知道，林肯的人生是坎坷的：
他出生贫寒，9岁时母亲去世，15岁才开始读书;24岁时他与
人合伙做生意，却经营不善而倒闭，并因此负了20xx年的
债;25岁时他的初恋安妮因病去世，这使他悲痛万分，此后经



常出现情绪抑郁;32岁时他与玛丽.托德小姐结婚，婚后时因
妻子脾气暴躁而经常有家不归;35他时开始竞选公职，几乎输
掉了每次的重大竞选;52岁时他当选美国总统，结果南北战争
很快爆发，北军在人员、军备上都优于南军，却在战场中一
再失手，本来计划打两年的内战整整打了四年。这些都令林
肯饱受煎熬。在人格的形成中，首先作者认为，“林肯对广
大公众的赞赏是抱有强烈渴望的”。 作者又说“林肯人格的
大部分是为了反对过分要求广大公众赞赏的热望而构筑起来
的一道防线。”这便是我们所说的抑制部分。作者认为这种
人格部分的形成在童年甚至婴儿时期的事件就已经能够产生
非常重大的影响。他用举例说，“林肯就是因为他的谨小慎
微和忠厚老实而出名的。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破坏倾向很少
爆发出来成为外在的表现，我们只知道林肯对希尔兹的极端
施虐狂式的攻击”这就构成了林肯的部分受到抑制的狂怒类
型人格。

从作者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书中所说的“人格”，是
指一个个实在的政治家的个人的人格。拉斯韦尔主张，政治
学的任务就是对影响人格类型之成功与失败的各种因素进行
研究，并以林肯为例，分析了人格形成的条件和环境。他认
为，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形势下，不同类型的人格的成功
和失败的机会是不相同的，并具体地分析了一些不同类型的
人格。

何得到?》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同时我也意识到政治学并不神
秘但也不随意不简单。政治中的种种现象、问题不是表面谈
谈就能明白的，也不是几句概括的话就能说清楚的。政治学
是需要深入思考的科学。读了这本书后，我从另一个角度了
解了政治学，这些都让我受益匪浅。

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是政治学的开山鼻祖。
他第一次将政治学从其他学科中分离出来，并形成了自己独
立的研究领域。他确定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使
政治学真正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体系。



《政治学》一书中，亚氏以城邦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
究所谓“至善”的城邦。书中，首先是对于理想城邦的探讨。
全书分为八卷。第一卷应该是一个序言。政治学应当从何处
开始。什么是城邦：一种追求至善的包含其他一切的共同体
就是城邦。亚里士多德从一开始就批评了一种谬论即认为治
城邦如治家，家长、主人、政治 家和君主实际上是一个意思，
区别仅在于治理人数的不同而已。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
治国与治家是不一样的，家务管理者与政治家也是不一样的。

城邦的基本要素是公民。公民的本质决定城邦的本质，所以
要研究城邦，首先要研究公民。在第三卷的开始，亚氏开始
讨论公民的定义。“凡有资格参与城邦议事和审判事务的
人”就是该城邦的公民。这就是说，只有享受平等政治权利
的人才是公民，只有由这样的公民组成的政治团体才是公民。
紧接着，开始讨论善良之人的德性与良好公民的德行是否相
同。结论是：“即使不具有一个善良之人应具有的德行，也
可能成为一个良好的公民。”

在此之后，讨论来到了全书的重点部分—政体的分类。亚氏
将政体分为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两类。正宗政体：君主政体、
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变态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
政体。亚氏对各种政体进行了比较。特别是对于寡头政体和
平民政体的比较。寡头政体崇尚财富，认为由富人当政，政
治权利的不平等分配看做正义;平民政体追求自由，认为一切
都应当平等，使政治权利的平均分配为正义。接下来，亚里
士多德论述了城邦的权力归属问题。他认为，由多数人掌权
是合乎公道的。

接着自然地转为各种政体的问题。当城邦中德性较高的人越
来越多后，君主制开始逐渐被共和制和寡头制取代。但是平
民政体，是众人德性堕落的结果。民众决断一切是永远和野
心家的煽动与僭主的谋权分不开的。在亚氏看来，共和政体
和贵族政体，都是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某种混合，区别在
于前者倾向平民而后者倾向寡头。最优良的城邦，在亚氏看



来，是中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政体，因为中产阶级人数最多，
从整体上占有着巨大的财富，个人而言，既不富有，也不贫
穷，所以能够保持整体上的稳定。而且 中产阶级讲求平等，
注重德性，能够更容易做到“中庸”的美德。

在第五卷，亚氏开始讨论各种政体覆灭更替的原因，以及保
存政体的最佳方法是什么。首先是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冲
突。根本原因是二者的正义观不同：自由和财富的对立。其
次，平民和寡头的冲突引起僭政，因为僭主欺骗双方，使他
们认为只有在僭主的统治下才能使双方得到安宁，可实质确
是，挑拨双方的互相斗争才是僭主维持自己权力的法宝。僭
主因不正当的权力产生恐惧，并因为这种恐惧而运用种种僭
术来对付人民。但是，明智的僭主会变得谦卑恭顺，使自己
的行为符合法律，从而使僭政得以长久维持。这也是僭主制
的保全方法。

在最后的七八两卷，亚氏从新回到了对于理想城邦的讨论。
最优秀的政体就要有最值得选取的生活。对于幸福的人，幸
福的城邦的讨论。以及对于土地分配，共餐制，子女的抚养
和教育问题，音乐、文学等等具有柏拉图式理想观的讨论。
这也说明亚氏的思想终究在某些方面被其师柏拉图深深的影
响。

总之，亚里士多德是政治学的创始者，是古希腊政治理论的
集大成者。《政治学》也是经典中的经典。其中有关城邦，
政体，法制等政治思想深深的影响了此后的政治家和学者。

政治人读后感篇四

李嘉诚的巨大成功，要归结与他的人视野，人胸怀，人境界，
而在这一切的背后，是一套“富与贵”的哲学?“贵为天子，
未必是贵，但是，贱如匹夫，不为贱也。”正如李嘉诚所说：
“财富不是单单用金钱来比拟的。衡量财富就是我所讲的，



内心的富贵才是财富。如果让我讲一句，‘富贵’两个字，
它们不是连在一起的，这句话可能得罪了人，但是，其实有
不少人，‘富’而不‘贵’。真正的‘富贵’，是作为社会的
‘分子，能用你的会钱，让这个社会更好、更进步、更多的
人受到关怀。”物质财富是有限的，文化附加值却是无限的。
李嘉诚的“富与贵的哲学”将启迪人们快乐地创造财富，快
乐地生活。

当你在工作上有特别表现而受到肯定时，千万要记住李嘉诚
给我们的忠告——别独享荣耀，否则这份荣耀会给你的人际
关系带来障碍。当你获得荣耀时，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 与人分享。即使是口头上的感谢也是一种分享，而且你
也可以扩大这种“分享”的对象，反正“礼多人不怪”。当
然别人倒并不是非得要分你一杯羹，但你主动与人分享，这
让旁人有受尊重的感觉，如果你的荣耀事实上是众人协力完
成，那你更不应该忘记这一点。

2、 感谢他人。要感谢同仁的协助，不要认为这都是自己的
功劳。尤其要感谢上司，感谢他的提拔、指导、授权。如果
实情也是如此，那么你更应该如此感谢;如果同仁的协助有限，
上司也不值得恭维，你的感谢也有必要，虽然显得有点虚伪，
但却可以使你避免成为他人的箭靶。为什么很多人上台领奖
时，他们首先要说的话就是：“我很高兴。但我要感
谢……”道理就是如此。这种“口惠而实不至”的感谢虽然
缺乏“实质”意义，但听到的人心里都很愉快，也就不会妒
忌你了。

3、为人谦卑。有些人一旦获得荣耀，就容易忘了自己是谁，
开始自我膨胀。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旁人就遭殃了，
他们要忍受你的傲慢，又不敢出声，因为你正在风头上。可
是慢慢的，他们会在工作上有意无意地抵制你，让你碰钉子。
因此有了荣耀时，要更加谦卑。不卑不亢不容易，但“卑”
绝对胜过“亢”，就算“卑”得过分，别人看到你如此谦卑，



当然不会找你麻烦，和你作对了。谦卑地做人并不会让人看
不起，反而会为你赢得尊重。就连被尊为“超人”的李嘉诚
都能够做到谦卑，更何况奋斗在商界的凡人呢?感悟和别人分
享成功，你所拥有的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多。不要独享荣耀，
否则这份荣耀会给你的人际关系带来障碍。一个有志成功的
人，需要懂得感谢、分享和谦卑。

我的理想是经商，而且我一直在为理想储备着知识和经验，
通过阅读此书我有很大感想，我要向李嘉诚学习，把人格修
养运用到经商之到，所以我要时刻培养自己的个人修养，以
便以后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政治人读后感篇五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之性;能尽人之
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
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是一场曲折的挑战，成功与否要看你的
思想和行为，所谓知行合一。

稻盛和夫先生的《京瓷哲学》讲述了很多的哲理其中囊括了
博爱精神、精益求精、完美主义、热爱工作等，全方位的阐
述了在企业中、工作中的各种从前、现在和将来都会切实面
对的问题，零零总总非常详细。而让我感触最深的还是先生
在书本中隐隐透露的对于正在前进的我们的鞭策和关爱。

作为一名业务员来说，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一整套体系即所
谓业务方式，这就如同我们给自己定位的角色一样。其实每
个人的角色都是有自己独特的优点自然也存在相应的缺点，
在业务中我们很多时候会固执的坚持"我认为"这个观点。不
管是博爱、精益、完美必须要掌握尺度，不能以激进的方式
去处理业务开展工作。宽容过度是懦弱，自信过度是骄傲。
这两种情绪的极致发挥都会影响到业务员的正常工作，以点



盖面，以篇盖全从而遮蔽了双目。

其实业务的本质就是订单，产品从签订到结束就像孕育一个
新的生命，每一个环节都要小心翼翼的呵护用心培养，才能
达到最终成功的结果。前期准备工作要做足即所谓提前准备
计划，中期关注产品生产便是精益求精，后期车辆提取上牌
妥善处理就能达到完美。这种良性循环的开始便是你在市场
中不断赢得口碑的积累，那么订单便会接踵而至。

以上做阐述的观点看起来有些空虚，那么我们来说点实在的。

首先是勤奋，业务订单就是赛跑，和同行竞争和同事也存在
竞争。所以真实的有效的方法就是"动起来"，这一点上没有
捷径。

其次是规划，合理的规划市场和日常处理的琐事是必须要做
的。有一段时间规划的混乱让我深受其害，每天都感觉很忙
忙到没有时间吃饭疲于奔命。然而月底的时候面对着电脑写
工作总结的时候确没有几样能拿得出手的事情供领导检查，
所以在规划工作上实在是一件不得小觑的大事。

最后是变通，或许这和规划有些矛盾，事实上的确是有的。
原本计划好要做的事情突然被某一件或者某几件事情打断，
有得时候的确让我不知所措，再次陷入了计划紊乱的状态，
直到领导对我说了四个字"轻重缓急"我才茅塞顿开。倘若突
发事件紧急重要的超过了规划项目，可以适当的调节相对不
是很急的事情。若是突发事件没有超过规划项目的重要性可
以依然按照规划走下去。

市场是一个熔炉，我们要时刻追求做到更多，更好、更强。
争取主导并影响市场，不能扑在自己的奖杯上洋洋自得，也
不能因为一时的低谷自暴自弃，正确树立好自己的态度。发
挥狼性的优势避开短板，就一定能成为市场的主角，塑造一
个完美的哈姆雷特。最后我突然想到一句小品中非常胡扯而



又不太胡扯的话勉励一下自己。

角色不重要，关键是得会抢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