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浩荡两千年读后感 浩荡两千年读书笔
记(优质8篇)

在这个充满期待的时刻，我希望通过我的讲话能够为大家带
来些许启发。想要写一篇令人印象深刻的开场白？下面的一
些建议或许能够给你一些帮助。这些范文是作者经过反复修
改和润色的结果，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浩荡两千年读后感篇一

我一直以为远古的中国是个完全的农业社会，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是千万人民生活的主旋律。最让人心动的是文化的灿
烂，诸子百家、唐诗宋词。但不曾想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
商业经济曾经几度发展，并对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
动作用。在商业经济的起伏中，一些具有战略眼光的商人一
次次站在历史的舞台，长袖善舞，虽然其中不少人最终成了
政治的殉葬品。但商业在很多时候只是政治的附庸，商人的
命运自然被政客玩弄与股掌之间。商人逐利的本性必然要需
求政治的庇护，政客必然也需要商人的支持，于是二者或明
或暗捆绑一起，拆不开打不烂，这种暧昧关系竟然延绵至今
日，依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春秋战国时期，政治自由、文化自由，商业也很自由，商
人也比较潇洒。齐桓公在春秋时代率先称霸，在他霸业的后
面，起到支撑作用的是商人出身的管仲。从政后却把商人的
思维发挥的淋漓尽致，尤其是在经济上的改革，主要有四民
分业、贸易兴国和盐铁专营。从而让齐国走上经济强国、政
治强国之路。在中国以后的发展中，经济一直是政治发展、
文化繁荣的强心剂。

古代最潇洒的商人叫范蠡。他协助勾践开创春秋后的最后一
个霸业。在越国称霸后，他却辞官经商。在商海他如鱼得水，
成了那个年代的超级富豪，而每当财富积累的'一定数量的时



候，他又散尽千金从头再来。无论他从事什么，总是能把握
住经济规律的脉搏，游刃有余。巨大的商业成功，被后人尊
称为“商父”。

秦始皇大一统后，中国进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皇权社会。
中华文明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获得了快速发展。在政
治强人轮番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背后总少不了商人智慧的
大力支持。秦始皇的背后是吕不韦，一个具有经济头脑和政
治眼光的商人。通过一系列精心运作，竟然把秦始皇的爸爸
扶持为秦国国君。他应该是中国历代最成功的商人了，但功
成名就后的吕不韦后来也逃不脱政治的诅咒，被秦始皇赐死。
汉武帝登基后，内政外交均采取了强硬政策。而这些强硬政
策的背后，自然需要经济的强力支持。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
应时出现——桑弘羊。桑弘羊的命运可想而知，75岁的时候
被以谋反的罪名灭族。

在随后的历史演变中，乱世也罢，盛世也罢，士农工商的排
列顺序非但未变，反而愈演愈烈。在任意一个朝代的兴盛过
程中，必然会带动商业的发展。而随着王朝的没落，商业发
展往往也会深受其害。

浩荡两千年读后感篇二

作者站在历史的高点俯视这一切，但是多少还是带了一些现
代经济学者的态度。

从14世纪开始朱元璋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完成了绝对
的中央集权制度，也完成了社会的平铺化，将所有的经济改
革的条件都束之高阁。郑成功7次下南洋的所有文献资料航海
记录都被付之一炬片板不许下海。彼时正是欧洲大航海时代，
中国错失了时代。同时完成了中国南边的封闭，北方明长城
又重新修建万里，构建起了北方相对的封闭。西北方向的天
然屏障自不必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仅仅是在中央集权的前提
下为了这个核心目的所做的努力，并且完成的相当好，很多



政策延续至今。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大概的规律，从建国初期的相对轻徭役薄
税收相对开放民间商业，用30―70年达到国家经济军事的顶
峰，但是中央集权制度必然会导致以家族血缘关系建立起来
的官商不分，让一小部分人掌握了大部分的国家资产，国贫
的时候桑弘羊类的政策上马加上执政人的能力不足直接导致
大面积的民间破产，民怨四起。

这个时候无外乎两方面天灾人祸导致民反推翻旧的国家，第
二就是外敌来袭势如破竹。

我一直以为远古的中国是个完全的农业社会，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是千万人民生活的主旋律。最让人心动的.是文化的灿
烂，诸子百家、唐诗宋词。但不曾想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
商业经济曾经几度发展，并对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
动作用。在商业经济的起伏中，一些具有战略眼光的商人一
次次站在历史的舞台，长袖善舞，虽然其中不少人最终成了
政治的殉葬品。但商业在很多时候只是政治的附庸，商人的
命运自然被政客玩弄与股掌之间。商人逐利的本性必然要需
求政治的庇护，政客必然也需要商人的支持，于是二者或明
或暗捆绑一起，拆不开打不烂，这种暧昧关系竟然延绵至今
日，依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浩荡两千年读后感篇三

余秋雨的《千年一叹》就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他的重重叹息。

这是一本日记，记录了作者随香港凤凰卫视亲身越野数万公
里考察人类各大礼貌遗迹的经历。十个国家一一走过来，他
的震惊伤感表露无遗：“人类礼貌的巨构崩坍得如此凄
凉!”“衰草瓦砾，承载着一个从古到今的灾难，一切摧残都
是具体的，一切委屈都是难以表述的!”在抚摸礼貌遗迹累累
的伤痕后，作者回头苦思：作为我们的生命基座，中华礼貌



也伤痕累累，却如何避免了整体性的崩坍?这种避免付出了多
大的代价?哪些代价是正面的，哪些代价是负面的?过去的避
免能否担保今后?更重要的是，此刻世界上生龙活虎的年轻礼
貌，过多少时间，会不会重复多数古代礼貌的兴亡宿命?作者
忧心叩问，是啊，“思亘古如斯又倏忽闪现，谁的惊愕能深
究它?”。

埃及，尼罗河、法老、金字塔、太阳神庙……埃及礼貌是疑
问最多的礼貌，是最难以解读的礼貌，因为难以解读，所以
便难以传承。埃及人对能追溯他们历史的许多古碑、古籍依
然没有其文字的解读潜力，因而，礼貌的神秘便无处不在了。
所以，作者说“当法老们把自己的遗体做成木乃伊的时候，
埃及的历史也成了木乃伊”，庆幸，中国有个秦始皇，他让
中国的历史活了下来。

以色列――怨气聚集的国家。以前辉煌的所罗门王朝丝毫没
能让坚强的犹太民族得以安逸地喘息，命运对其尤为不公，
那么多的灾难接二连三地降落在他们头上，驱逐、杀戮、奴
役，怎样也摆脱不了，但这个民族最让人佩服的地方就
是：“为了民族的解放不惜一次次大迁移。而只要落脚，就
能迅速创造出一个优于别人的生态。如果这种生态中有被奴
役的成分，那么他们宁肯放下，选取流浪”。是啊，多舛的
命运已造就了他们坚强的的生存文化，但无论多么坚强，集
合了三大宗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精神重心的耶路撒冷永
远都是他们内心的痛，一面哭墙见证了他们多难的历史。

巴勒斯坦，有一座世界上最古老的的城市――杰里科古城遗
址，一万年前的骄傲此刻只剩下破败和不安全，唯有几丛遗
落的花，悄悄鲜艳了一万年。

约旦，美丽神奇的佩特拉山谷中，玫瑰红宫殿和罗马竞技场
还完好无损地存在着，却只能与清风明月为伴，因为缺少文
字所以其寂寞的辉煌显现的是隐性的礼貌形态，对它的了解
只能靠猜测与想象。



伊拉克――敏感的国家，因为有了全人类礼貌的母亲河――
底格里斯河而令人向往，虽然铁丝网重重。原想由此探寻巴
比伦礼貌的痕迹，比如早熟的《汉谟拉比》法典，比如残暴
的统治，比如奇异的建筑，比如，天文学、数学、医药
学……然而，在巴格达博物馆里，作者只看见了一屋的空缺，
一屋的悲怆，一屋的遗忘，连巴比伦遗迹也被糟践成一个低
劣的现代模型。

伊朗，历史上的伊朗被征服的次数很多，所以历史的遗迹在
征服的过程中被破坏得很彻底，米底王国(伊朗人建立的第一
个王国)的首都和居鲁士成为作者了解伊朗史的开端。伊朗因
萨珊王朝而奠定了现代伊朗文化的基础，此后，伊朗不断地
遭遇到侵略，但是，最后居然在重重的灾难中成了伊斯兰文
化的一个重镇，以独特而缓慢的步伐，走进了现代。此刻的
伊朗呈此刻作者面前的是一种淡然漠然，有点苍凉，有点神
秘，有点世俗。

巴基斯坦，没有石柱的断残、城堡的倒塌、古都的湮灭，但是
“赤脚密如森林”，这个国家呈此刻作者面前的是不可掩饰
的惊人的整体性贫困。这是另一个好处上的礼貌沦落。欣慰
的是作者在其首都伊斯兰堡的塔克西拉寻找到了犍陀罗艺术，
在那儿，法显和玄奘以前的足迹让他激动万分，他思考了僧
人远行进行礼貌之间深层沟通的好处。

印度，向往以久的“恒河晨浴”让作者彻底明白了那与美丽
无关，却是一场人类的杯具。极端的贫困、极端的混乱、极
端的肮脏让作者早早告别阿育王与菩提树，逃离了。

尼泊尔，绿色的尼泊尔让作者的感觉瞬时苏醒。在这儿，作
者得以静静地反思万里历程，为此番的文化考察画下一个大
大的感叹号。

远征和失序，迷昧与保守是作者思考得来得礼貌衰落原因。



千年走一回，山高水又长。车轮滚滚尘飞扬，祖先托我来拜
访。我是昆仑的云，我是黄河的浪，我是涅的凤凰再飞翔。

千年走一回，山高水又长。东方有人长相忆，祖先托我来拜
访。我是屈原的梦，我是李白的唱，我是涅的凤凰再飞翔!

浩荡两千年读后感篇四

她在梦里，与他达成了一个三年之约：每天晚自习后等他半
小时，等他来见她。

他，是两千年前蜀国的丞相，忠义与智慧的化身。

而她，是两千年后，一个十二岁的都市女孩，是三国迷、诸
葛粉。

晚自习的放学铃响起，同学们鱼贯而出，逃出了笼牢。只有
她，还留在教室里。“滴答、滴答”，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时间到了，他还没来，但她也不着急，因为，毕竟这才是第
一天。

一个星期后，她的舍友发现了她总是很晚回宿舍，问她为什
么,一开始她还支支吾吾，不愿意说,但在舍长的轮番轰z..h.a
下，终于顶不住，对她们说出了她和他的三年之约。她们先
是愣了一会儿，之后，舍友们都嘲笑她，说她傻，毕竟，这
只是一场梦。她笑了一下，只是说了一句话：“人生本是一
场梦”。朋友们都摇头，嘲笑她的傻、她的纯、她的真，没
再劝她，也没办法再劝她了。

春，校园里花团锦簇，百花争艳，四处弥漫着花香。她嗅着
从远处飘来的花香，手捧着《诸葛亮兵法》细细研究、品味。

夏，呜蝉欢快地唱着小调，哼着小曲。她端坐在椅子上，静
静地倾听着呜蝉的和唱，闻着小草的.独特的清香，慢慢等待



他的到来。

秋，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校园里没有果树，只有萧条的枯
叶，一阵秋风袭来，大片大片的叶子脱离了母亲的怀抱。她
听着窗外“刷刷啦啦”的响声，不由得叹道：“身未升腾思
退步，功成应忆去时言。只因先主丁宁后，星落秋风五丈原。
”

冬，外面寒风冽冽，北风呼啸而过。她搓了搓手，看着三国
详图，在心中慢慢分析他六出祁山最终以失败告终的原因，
而她，也有了一丝指点河山的感觉。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三年时光弹指之间便已消逝。她也快
要毕业了。三年来，她一直在等他，一直满怀希望等他，但
收获的却是一次次的失望。

这是三年来最后一次晚自习了，她心想。她约定等他的时间
又来了，这次她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想，就只是看着挂在
教室墙上的钟的分针和秒针慢慢地走着。半小时很快便过去
了。

两行清泪顺着她的脸颊流了下来，她不知道，为什么他给她
那么多希望，但又给她那么多怅罔，她等了他三年，她守时、
守信；他失诺、失礼。

她不明白，她真的很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

两千年，这难道是两千年的路太长了，太远了吗？他就算是
披星戴月也不能按时赶到吗？或许吧。

两千年，大概就是那么的漫漫和遥远了吧。

呵呵。



梦里已逝两千年。她苦、她叹、她恨，但这又能怎么样呢？
到头来只能叹到“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
时。”

罢了。

浩荡两千年读后感篇五

我一拖再拖实在不知道这书评怎么写好。一来他梳理的是历
史，从商人的角度;二来跨度太长，不知从何说起。从管仲、
商鞅、桑弘羊、王莽、李隆基、刘晏、赵匡胤、王安石、朱
元璋到清朝落寞，一一数来，沿着历史的印记，跌宕起伏。
商人一直被“鄙视”，直到王阳明、顾宪成始为其正名，商
人开始有了独立意识。

但终究逃不脱依附国家的依赖性。现在回过头来看，明明那
样做完全不会有今天的问题，可是放回历史，身在其中的人
是看不清未来的。统治者思考如何长治久安，如何平衡各集
团的势力，在放放收收中走出了独步天下的制度模型。

致使今后的每一步局限都很大。其实可能是有希望改变这一
切的，答案在《跌荡一百年》里。我无法给你一个高度概括，
不如去看，真的。

浩荡两千年读后感篇六

作者站在历史的高点俯视这一切，但是多少还是带了一些现
代经济学者的态度。

从14世纪开始朱元璋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完成了绝对
的中央集权制度，也完成了社会的平铺化，将所有的经济改
革的条件都束之高阁。郑成功7次下南洋的所有文献资料航海
记录都被付之一炬片板不许下海。彼时正是欧洲大航海时代，
中国错失了时代。同时完成了中国南边的封闭，北方明长城



又重新修建万里，构建起了北方相对的封闭。西北方向的天
然屏障自不必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仅仅是在中央集权的前提
下为了这个核心目的所做的努力，并且完成的相当好，很多
政策延续至今。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大概的规律，从建国初期的相对轻徭役薄
税收相对开放民间商业，用30—70年达到国家经济军事的顶
峰，但是中央集权制度必然会导致以家族血缘关系建立起来
的官商不分，让一小部分人掌握了大部分的国家资产，国贫
的时候桑弘羊类的政策上马加上执政人的能力不足直接导致
大面积的民间破产，民怨四起。

这个时候无外乎两方面天灾人祸导致民反推翻旧的国家，第
二就是外敌来袭势如破竹。

浩荡两千年读后感篇七

吴晓波是著名的财经类作家，代表作有《激荡三十年》、
《跌荡一百年》等，本书是他的企业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该书结构分为三部，第一部为集权帝国的奠基期(公元前7世
纪到公园588年)，第二部为“世界第一”的黄金期(公园589
年到1367年)，第三部为超稳定的夕阳期(公园1368年到1869
年)，按年代表介绍了中国两千年的企业发展史(其实俺觉得
应该说是工商业发展史，企业史有点微观经济学啊)，正文如
看历史小说，顺带考察古代工商业，真知灼见的精华其实都
荟萃在12页前言中，透露了作者借古喻今的见解意图。其观
点试总结如下：

中心思想：中国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观点1：一个政府同另一个政府的最大不同，在于市场取代政
府或政府取代市场的程度，所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是政
治学又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观点2：想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四方面完成制度建设，包
括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模式(郡县制度)，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
(尊儒制度)，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科举制度)，以及与之相
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国有专营制度)。

观点3：中国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与“唯我独尊”的大一统中
央集权政体相适应的，能够维持长久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
(历次“变法”)。

观点4、政府为了政权稳定，全面控制了重要的生产资料之后，
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经济组织，它必然有自己的利益需求，
用后市的话讲就是“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必然会制
度性地压抑民间工商业。

观点5、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楚河汉界”，前者垄断上游的
资源型产业，后者则控制中下游的消费生产领域。

观点6、商人和银行家不能在受法律保护和受国家鼓励的公共
事业中进行投资……政治等级能够压倒其他一切等级。

观点7、政府与民间没有形成对等的契约关系，民间资本的积
累缺乏制度性保障。政权对人民财产的剥夺带有不容置疑的
正当性。

观点8、投资资本横行，寻租现象历代不绝，财富向权力、资
源和土地猛烈地聚集。

观点9、在国有资本和权贵资本的双重重压之下，民间商人危
如累卵，惶惶不可终日，出现强烈的恐惧心理和财富幻灭感，
产业资本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经济成长从而失去创新动
力。

观点10、政府的权利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
真正的安全。



观点11、一旦中央统治的正当性和控制力出现下降之后，会
迅速地往往以出乎人们预料的速度——蔓延出一股强大的无
政府主义浪潮，而对之的控制，需要经历一次大的社会动荡，
最终以有一次的威权专制来终结。

观点12、一开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内乱，一
内乱就闭关，一闭关就落后，一落后再开放，朝代更迭，轴
心不变，循环往复，无休无止。

吴晓波的观点以震撼和犀利著称，此书虽不如前两部著作时
代感强烈，但从两千年历史繁杂碎片中能准确把握中国工商
业特点、掌握了历史发展的脉络，实属不易。

掩卷深思，中国从来重农轻商，从来中央集权，在这种体制
下，古代能有多少“纯粹”而非“红顶”的企业家?能有多少
自主经营而非“官商”的知名企业?至于财富被公权力觊觎、
侵犯、剥夺，“富不过三代”的传统也就是寻常事了。

和现代的凯恩斯主义政府增加投资干预经济不同，古代集权
统治没有致力于改善需求，而是从打击商业活动、垄断官营
和不保障财产权等方面，抑制工商业的发展。读到明清后期
章节，每每扼腕叹息，向资本主义进阶的萌芽每每被扼杀在
权贵经济中，中国发展机遇延迟了多少个百年啊。

这本书读后，觉得其最大意义在于对今天的启示。当今社会，
国民文化传承有其潜在惯性。政府如何端正立场摆正角色，
工商业者如何与政府平等和谐相处，仍是要反复实践探索的
议题。读《浩荡两千年》，主要的目的在于前世之鉴、后事
之师吧。

浩荡两千年读后感篇八

两千年过去了……我现在一直在一个离地球非常遥远的巨型
的神秘的大行星，那里被称为“第二个地球”那里的矿产十



分得多。十分大的植物包围着整个星球，一切都显的生机勃
勃。

我决定再次回地球，看看地球如何了。我乘坐太空飞机以每
秒100000000000000000000公里飞回地球3天后，我的终点站
到了――地球。我首先回到了我的国家――中国，母亲的怀
抱。我看了看周围，和以前大不相同，现在的地球美丽极了，
以前的地面全是垃圾，现在的地面干净极了，和以前比简直
就是一个天一个地，没办法比较。在看到路上，汽车换成了
类似磁悬浮的“飞行物体”速度极快，但极安全，有自动安
全系统。绝不会撞到人。空中，不再有飞机，地底，有一种
高速列车，接近光速。比飞机快，但比飞机环保，他们是没
有排放的'，总之，现在的地球比以前的要干净要环保，我越
来越想不回去了，地球上已没有病菌，地球人永远不会生病，
永远也不用担心会死亡，因为那是世界已没有时间，谁都不
会死亡，没有妻离子散，人们都是安静的，平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