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本论读后感(优质8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读后感
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
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资本论读后感篇一

我今天下午看了《资本论》，感触也是比较多的，他主要的
特点是汇集了各家之所长，再加上他理解的东西，通过学习，
给我的理解带来了帮助。一、劳动价值论(1)价值：它是商品
的社会属性，它是不同商品进行交换的比例的基础，它反映
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的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劳动量决定的。作者从商品入手，阐述了价
值，他认为商品一方面满足了自己的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做
为交换商品的筹码，等价交换其他所需要的东西。他还分析
了价值的形式和货币，认为从他的交换形式是从个别的偶然
现象到一般的价值形式，而它的最高形式就是货币，货币可
以使商品流通更加便捷，更加直接，它表明社会生产的不同
阶段。(2)剩余价值随着技术、劳动力和工具的发展人们制造
商品已经满足自己的生活，还有剩余的商品可以换成货币，
货币积蓄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就形成了资本。资本是从劳动力、
合作分工、工具的革新等等来的，他说增加剩余价值可以有
两种方法，就是延长工作时间和缩短必要的劳动时间，但是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延长工作时间的方法已经不适合了，现
在国家的劳动时间已经规范化，但是我们资本家可以提高劳
动者的效率，来榨取他们的剩余价值，还可以用工具革新，
新的生产方式、管理组织形式、提高劳动者的素质等等来提
高工人们的劳动效率。(3)资本的积累资本积累就是把一部分
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它不是满足资本家自己的嗜欲，他是
为了投入资本来赚更多的钱，投入新的生产，剩余价值可以



分为生产资料和可变资本，不是像《国富论》把剩余价值都
可以转化为可变的资本。资本的积累造成阶级两极分化的社
会现象，一方造成生产过剩，另一方则造成生存的'压力，他
说：“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
在最下流，最卑鄙和最疯狂的贪欲的趋势下完成的。”可见
他对资本家深恶痛绝，但是我们为这本书是为资本家写的，
对资本家怎样剥削工人有指导作用。二、社会总资本的再生
产学说他主要对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进行分析，将社会生产
分为：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和消费品的生产，他认为全部商品
的价值总量是同价格总量相符的，然后价值(社会的)可以变
为价格(个别的)，这要经过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三、关于
地租由于土地资源有限，大多数土地由少部分人占有，所以
土地资源面对工业化浪潮也是十分重要的一项，现在农民把
一部分工资交给资产阶级，自己却当一个田户，这是小块土
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谷物价格低于市场价格所造成
的，在资产阶级社会制度下，小块土地所有制，不断的衰退，
它排斥了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社会的
积聚和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等等。他的著作指导
着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也为我们公民指导着我们自我
价值实现的目的。马克思《资本论》是一篇不朽的名著《资
本论》是马克思耗尽毕生心血的结晶。《资本论》把高度的
科学性和革命性统一在一起，是一部系统的、逻辑严密的经
济学著作。它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
成分，深刻地论证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必然
性，肯定了它的历史地位，揭示了它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及
其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客观规律。它不仅是一部经济学
巨著，而且是一部哲学巨著、一部科学社会主义巨著，是马
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关于《资本
论》的研究对象和目的，马克思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关于《资本论》的内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开篇时
指出；“在第一卷，我们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作
为直接生产过程考察时呈现的各种现象，而撇开了这个过程



以外的各种情况引起的一切次要影响。但是，这个直接的生
产过程并没有结束资本的生活过程。在现实世界里，它还要
由流通过程来补充，而流通过程则是第二卷的研究对象。在
第二卷中，特别是把流通过程作为再生产过程的媒介来考察
的第三篇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整体来看，是生产过
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至于这个第三卷的内容，它不能是对
这个统一的一般的考察。相反地，这一卷要揭示和说明资本
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资本在自
己的现实运动中就是以这些具体形式互相对立的，对这些具
体形式来说，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采取的形态和在流通过
程中采取的形态，只是表现为特殊的要素。因此，我们在本
卷中将要阐明的资本的各种形式，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
各种资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竟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
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
这是马克思对《资本论》前三卷研究对象、内容和理论结构
的概括和说明。《资本论》的体系是“一个艺术的整体”，
它的结构是“科学的辉煌成就”。《资本论》以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作为研究的基础，以资本作为研究的主体，以剩余价
值作为研究的中心，以资本内在矛盾发展作为研究的主线，
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规律作为研究的目的。在抽象范畴
上升到具体范畴的科学叙述方法的指导下，整个理论体系通
过矛盾形态演化、范畴演进和规律转化，揭示出资本主义经
济关系特殊的社会历史性质及其发展的历史趋势。《资本论》
问世后，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
成为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必读书目。而且得到资产阶级学
者的承认。英国《经济学家》周刊2002年12月21日发表的文章
《共产主义后的马克思》，文章中承认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
影响力。文章中一些论断还是客观的，给人启发的。文章讲
到了1999年，bbc评选“千年伟人”，卡尔・马克思名列榜首，
而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则分列二、三、四名，表明“马
克思主义作为一位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和革命者
所取得的成果在今天仍然得到学术界的尊重。”文章明确指
出：“马克思在许多方面都是正确的：比如资本主义的许多
问题、全球化和国际市场、经济周期和经济决定思想的方式



等。马克思很有先见之明。”“马克思遭到了误解。东欧和
前苏联实行的共产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扭曲。”“请
你务必丢弃前苏联和东欧实施的共产主义，但千万不要丢弃
马克思。”“这位伟人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都是正确的，他
应该得到更多的承认。”文章说：“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力远
远不止于人数日益减少的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许多假
设、分析的特点和思维习惯在西方思想界甚至更大的领域都
广为流传。”由此，看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与伟大。

文档为doc格式

资本论读后感篇二

从资本的总公式看，剩余价值不可能发生在货币本身上，因
为货币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只是实现商品的价格。它
如果还是采取货币形式，价值量也就不能增大。剩余价值也
不可能发生在商品的出卖上，因为这个行为只是价值的商品
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因此，剩余价值只可能发生在第一个
行为g―w中所购买的商品上。不是发生在所购商品的价值上，
而是发生在所购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因为互相交换的是等价
物，不可能因交换而发生价值变化，只能从所购商品的使用
上发生。“要从商品的使用上取得价值，我们的货币所有者
就必须幸运地在流通领域内即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
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因此，它
的实际使用本身就是劳动的物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货币
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种特殊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
动力。”

“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
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
总和。”这句话指出了三点：

(1)劳动力是在“活的人体中存在的”，它既不能离开人体，
又不等于人体。



(2)劳动力是“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它只能在运
用时，即在劳动时才表现出来。

资本论读后感篇三

“圈地运动”是我仅能想到的原因，这是高中教育留给我的。
阅读到在第一卷二十四章才发现自己的思考和学识有多狭隘。
马克思说道:“但是，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而剩余价
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
握有较超多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因此，这一整个运动好
像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要脱出这个循环，就只有假
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亚当斯密称
为“预先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
而是它的出发点。”从那里来理解，所谓“原始”积累是在
资本及与其适合的生产方式产生之前的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
分离的历史过程。当“原始”积累到达必须力量和潜力的时
候，它就辩证地转化资本，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给源源不
断的动力。

以前，在高中的课堂上，老师向我们解读“资本就是从头到
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本以为这仅是马克
思个人仇资的心理表示，毕竟在当时，我只认为马克思是站
在资本主义对立面的人。读罢《资本论》，才发现这正是恰
如其当的评述，甚至如果还有更贬损的话语，我不介意用它
来描述资本积累的原始过程。历史是被建构出来的，以文字
形式表现出来的历史，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的印记，但
其前提是存在有那么一段历史，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虚
构的历史，迟早会被淹没在时间的长河中。“事实上，原始
积累的方法绝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

如果说，资本积累不外是不断地进行着对雇佣工人的剥夺，
对他们的无偿劳动的占有，而这种剥夺又是隐敝的，被掩盖
在物的关系下面，是按照商品流通规律发生的，那么原始积
累就是对生产者生产资料的剥夺，其目的是在于把他们变为



雇佣工人，这种剥夺并不为物的关系所掩盖，它在商品流通
规律之外进行，是超经济的因素。下面我将具体阐述原始积
累是如何使大多数人变成无产者而少数人成为资本家的。

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是从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开始演出
的。同王室和议会顽强对抗的大封建主，把农民从土地上赶
走，夺去他们的公有地，强行拆除农民的住房和公认的小屋，
把耕地变成了牧羊场，超多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被投向劳
动市场。同时，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和伴随而来的对教会地产
的大规模侵吞，对修道院等的压迫，把住在里面的人无情地
抛进无产者行列。把人从地产上清扫出去，对“神圣的所有
权”进行最无耻的凌辱，对人身施加最残暴的暴力，在那个
时代，所有这些被视为理所当然，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
种“田园诗式”的方法。无怪乎托马斯莫尔在自己的《乌托
邦》一书中就宣称:“羊在吃人”。所有这些为资本主义农业
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结合，为城市工业造成了超多不
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

最低限度。“支付高于法定工资的人要被监禁，但理解高工
资的人要比支付高工资的人受到更严厉的处罚。例如，伊丽
莎白的学徒法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规定，支付高工资的人，
监禁十天，而理解的人，则监禁二十一天”。有关雇主和雇
佣工人之间的契约以及解约期限等条款规定，对违约的雇主
只提出民事诉讼，而对违约的工人则提出刑事诉讼。工人的
状况极端恶化，货币工资提高了，但其提高的程度不及货币
贬值和物价上升的程度。正如亚斯密所说:“每当立法机关企
图调解雇主及其工人之间的纠纷时，它的顾问总是雇主。”
所有这些在这天看来，都是那么不可思议，那些法律变成了
可笑的反常的东西，但是它确确实实的存在过，并在极大程
度上推动了原始积累，造就了大资本家。

“资本是天使资本是魔鬼资本能让我们一步登天，也能让我
们落入万丈深渊。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资本的模样，你心中的
资本模样如何”透过《资本论》，我了解到原始积累的残酷



性以及后续资本的积累，一方面使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
数资本家手中，另一方面则是相对过剩人口超多存在，从而
扩大品贫富差距。而越来越多相对过剩人口对在业人员造成
极大的压力，迫使在业人员不得但是度劳动和忍受资本家的
摆布。发达的生产力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
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以个人劳动为基础
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在
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会公有制比较起
来，社会公有制自然是一个长久的多，艰苦的多，困难的多
的过程。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而社
会公有制则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共产党宣言》最
后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并不只是出于阶级斗争的
思考，更是提高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的必然要求。

资本论读后感篇四

《资本论》是马克思耗尽毕生心血的结晶。《资本论》把高
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统一在一起，是一部系统的、逻辑严密
的经济学著作。它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
科学成分，深刻地论证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
必然性，肯定了它的历史地位，揭示了它内部不可克服的矛
盾及其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客观规律。它不但是一部经
济学巨著，而且是一部哲学巨著、一部科学社会主义巨著，
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是“工人阶级的圣经”。

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目的，马克思指出：“我要在
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
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
济运动规律。”

关于《资本论》的内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开篇时
指出：

在第一卷，我们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作为直接生



产过程考察时呈现的各种现象，而撇开了这个过程以外的各
种情况引起的一切次要影响。但，这个直接的生产过程并没
有结束资本的生活过程。在现实世界里，它还要由流通过程
来补充，而流通过程则是第二卷的研究对象。

在第二卷中，特别是把流通过程作为再生产过程的媒介来考
察的。

第三篇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整体来看，是生产过程和
流通过程的统一。至于这个第三卷的内容，它不能是对这个
统一的一般的考察。相反地，这一卷要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
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资本在自身的
现实运动中就是以这些具体形式互相对立的，对这些具体形
式来说，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采取的形态和在流通过程中
采取的形态，只是表现为特殊的要素。因此，我们在本卷中
将要阐明的资本的各种形式，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
资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竟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身的通
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

资本论读后感篇五

证，它宣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末日，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
正确的方向，迎来了无产阶级的新的斗争历程，因此具有划
时代的重要意义。

是人类历史上经验和智慧的结是对国际工人运动斗争经验的
总结。是他献给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部最重要的科学文献。
它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成为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强大
思想武器。

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在自身范围内的进一步发展。闭理论。
他同时还是第一个将经济和历史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学家，而
《资本论》就是他这种创举的体现。同时《资本论》也没有
简单地把精神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般过程归结为



它们的共同基础——物质生产过程，而是从物质生活的生产
和再生产中引出了全部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内容和形式。

资本论读后感篇六

最近读了资本论缩译版的第一卷。资本论在中国的地位不言
而喻。老师布置作业就是《资本论》的读后感，而且听别人
说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读过《资本论》，而且资本论最好
是看德文版的，因为从德文到英文再到中文，在这个过程中
有大量精髓流失，并且翻译学家或多或少都加入了自己的见
解。但是我能力与精力有限，所以就选择了一本中文缩译版。
《资本论》全称《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其作者是西
方哲学大体系缔造者中的最后一人——卡尔·马克思。并且
《资本论》也是他经济学说中最主要的著作，同时也是马克
思主义的重要的百科全书，更是对抗资本主义社会的有力思
想武器和理论根据。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在德
国汉堡正式出版。这一巨著的问世，不仅实现了政治经济学
的伟大革命，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诞生，而且对马克
思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最为全面的科学论证。

但是说实话读了一遍《资本论》的第一卷，感觉内容很多也
挺难懂的，不是一时半会就可以深刻理解的。所以对第一卷
总体内容的概括也只能停留在表面而且内容有点多我只是对
自己感觉深刻的内容进行了一下概括可能也不是特别全面。

以下是《资本论》第一卷的概论：

《资本论》第一卷主要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也就是资本的
直接生产过程，是在统一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中抽象出来
的生产过程。马克思在文中提出：“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
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
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并且在资
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的积累，它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也在书中提出：“在第一卷中，



我们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作为直接生产过程考察
时呈现的各种现象，而撇开了这个过程以外的各种情况引起
的一切次要影响。”资本的生产过程实质就是资本家剥削雇
佣工人的剩余价值，所以资本的生产过程的核心是剩余价值
生产。发达的生产力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
会化与资本土地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的生产过程是以
个人劳动为基础将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资
本主义私有制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而社会公有制则
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

对于第一卷中的主要内容与观点原理有以下四点出发：

资本的原始积累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前的历史阶
段中，通过暴力使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由此使货
币财富迅速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历史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确立，即要使货币和商品转化为资本，必须具备两个基
本的经济条件：一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
他们要购买别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二
是自由劳动者，即劳动的出卖者。

商品市场的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即
以暴力方式剥夺劳动者而实现的资本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的确立提供了最初的和必要的前提。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
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
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这句话可以理解为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发达的，普遍的.商品生产，商品是资本
主义经济关系的细胞形式，所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要从
商品开始。

1、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它是两种属性的统一体。使用
价值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而价值则是其社会属性。



2、商品中也包含着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作为
相同的，无差异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形成了商品的价值，
作为具体的有用的劳动，生产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

3、特殊商品：货币。货币的本质是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
特殊商品，它是商品交换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商品经济
内在的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体现的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关
系。

可见，随着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就在同一程度上转化
为货币。并且在商品的流通过程中，商品交换是在两个互相
对立、互为补充的形态变化中完成的：从商品转化为货币，
又从货币转化为商品，即商品的交换过程是在下列的形式变
换中完成的：商品—货币—商品。

剩余价值理论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我们研究的是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作为直接生产过程考察时呈现的各种
现象，而撇开了这个过程以外的各种情况引起的一切次要影
响”。而资本的生产过程实质是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剩余
价值，所以资本的生产过程的核心是剩余价值生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了获得相对剩余价值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的发展过程依次经历了“协作”、“分工和工厂手工业”
和“机器和大工业”三个主要阶段。

劳动力的价值或者价格的转化形式就是工资，但只要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存在，工资就表现为劳动价值或价格，它就是要
掩盖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实质，让劳动者误认为工资就是他
们劳动所得的全部报酬。

第四：资本积累理论

资本积累就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即剩余价值的资本化。
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二者都成了货币额，并且以完全相同的



方式重新转化为资本。资本家把从雇佣劳动那里剥削来的剩
余价值的一部分用于个人消费，一部分转化为资本，用于购
买扩大生产规模所需追加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所以剩余价
值是资本积累的源泉，资本积累则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
前提条件。资本积累的实质是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中，资
本家利用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不断扩大资本的规模和扩大
对雇佣劳动的剥削，继续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

影响资本积累的因素有：

1、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

2、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

3、所用资本与所费资本之间的差额，

4、预付资本的数额。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是：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
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
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产业后
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

结合对《资本论》第一卷所学的主要内容与观点原理我有了
一定的感悟。老师在课上讲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根据唯
物主义原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从
来不存在没有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也不存在没有生产关系的
生产力，所以研究生产关系必须联系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
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常常
可以看到马克思关于技术、自然科学等问题的深湛见解，但
它是把生产力当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决定者和推动力来研
究的，这让我感到不太理解。

而且我对文中一段话感触很深：“工作日有一个最高极限。



这个最高极限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是生理界限：工人每天
必须有一部分时间用来休息、睡觉、吃饭、盥洗、穿衣等，
以满足身体的其他需要；第二是道德界限，既社会界限。工
人必须有一定的学习文化、照顾家庭以及参加社会活动的时
间，以满足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但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
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机器本来是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利
手段，但在此时，却成了延长工人劳动时间的最可靠手
段。”感觉作为劳动者在被无极限的剥夺，导致贫富差距加
大，使贫富两极分化更为严重。与资本者相比深感作为劳动
者的无助和悲哀。

结合实际，让我想到，以后我们进入工作，是作为被剥夺者
呢？还是作为剥夺者呢？一般我们将来会作为劳动者，而现
在一般劳动者的工作极限是否超出了生理界限或是道德界限
呢？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究竟为何？
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的，那社会主义社会又是怎样的？我会
带着这些疑问走进社会，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找到属于自己的
答案。

没有读过《资本论》就不会不懂得社会主义。看来对于《资
本论》后两卷还是要看一看，读一读啊！虽然不知道自己能
不能读懂，但是我会尽力去理解的。因为读完《资本论》的
第一卷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了不同的认识，真的感觉自
己原本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理解太肤浅太表面了。看来
我要学的还有好多呢！

资本论读后感篇七

资本论中诠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关
系的本质是什么？以及产生这样关系的深刻历史原因。放在
当下的社会现实，资本的生长繁荣也同样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纪录片《华尔街》中有一句话提到资本的力量：人类需要休
息放松，然而金钱永不眠。资本自身所蕴含的无尽能量，让
一代代的淘金客们费尽心机想要驾驭这种令人沉迷的魔力。



显而易见，大多数人终究被金钱所反噬，唯有极少数的幸存
者找到了资本的密码。

如何实现货币到商品再到货币（g—w—g）为卖而买的飞越？
而不是日复一日的走商品货币再到商品（w—g—w）为买而卖
的低层次被动的行为模式。出卖劳动时间赚取劳动报酬，进
而再次消费得到满足的恶性循环，始终要投入自己的时间去
换取有限的几乎是一刀切的报酬，并且会遭受剩余价值的剥
削。两种循环切换唯一不同的在于w的性质，看其属于消费品
或是投资品，某种意义上w的属性决定了g的长远价值。

减少不必要的消费性商品的购买，提升货币g的未来现金流，
如此才可实现货币滚雪球般增长。投资就是一个g—g‘的货币
增长模式，也是效率最高门槛最低却成功率极低的商业行为。

跟从事任何行业一样，站在金字塔顶尖的人物需要的不仅仅
是全力以赴那么简单，还需要机遇与运气的不可控成分。然
而能否登顶这样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能否
做到超脱物外，不计成本和时间潇洒的沉浸在其中。

如同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一般，在他生命中40年的光阴里
纵然穷困潦倒，艰难度日，但为了揭秘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
和劳动的关系，他站在人类社会全局的角度透过表面现象看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运行机制及其现有生产力主导下的
赤裸裸的生产关系。带着这样伟大使命，马克思终于写出了
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著名著作《资本论》。

社会便是如此残酷，狂热沉迷之徒终将会被沉静强大的个体
碾压。试着想象一下亚马逊森林里潜伏数天的巨蟒吞食猎物
的耐心与不留余地，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社会遵循着这
样的规律。



资本论读后感篇八

年初一次偶然机会提前读到《资本论》，作者是藏在茑屋书
店背后的大boss增田宗昭。这本小书是我今年到目前为止看
过最喜欢的一本书，字数不多，却耐人寻味。

虽然像增田宗昭这类boss亲自写的东西，很难符合编辑的要
求，在我看来实物书也的确是靠排版硬撑起来的。不过，书
的价值不在于字数，而在于纸张所承载的内涵、思想、精神。

增田先生恰好也提到一个词：提案力——对顾客而言，有价
值的不是作为物体的书，而是包含在书中的提案。乔布斯要
卖给人们的也不是iphone这一硬件，而是通过iphone来进行
生活方式提案。

从本质上说，商品本身具有地域性和选择性，所以才会有市
场营销。要确定目标人群，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通过这种
方法制订销售计划。然而一旦越出单纯的物的概念，包含某
种哲学，换句话说，包含了生活方式提案，那么商品就会获
得超越国境、人种、年龄、性别的翅膀。

增田先生认为，书店的问题就在于它在卖书。

在日本，每年都有374家书店面临倒闭。而茑屋书店不仅活下
来，还拥有1400多家店铺，是日本最大的连锁书店。取得这
样的成绩，增田先生的提案并不神秘。

最早的“茑屋书店枚方店”成立于1983年，它开创了录像带、
唱片、书籍三位一体的全新模式。在此之前，这种书店运营
模式还被视为异端。因为这些商品的流通渠道各不相同，供
货的批发商也不同。

但流通的麻烦并未将增田先生阻挠，他依然将顾客价值放在
第一位，爱读钱德勒小说的人，可能也想听听主人公爱听的



冷爵士。而有了茑屋之后，这些都可以在同一家店找到。

书是提案的载体，所有生活相关的都围绕着一个核心提案。
这里的“提案”可以等同于“策划”，也可以等同于“设
计”，就是既要紧跟时代，又要看清本质。

互联网、人工智能、各类新科技不断地变革我们的生活，难
道变革就是为了让人们无时无刻不在盯着手机看吗?不，创新
者知道，变革才刚刚开始，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值得拥有更好
的生活。精神需求是高级的、巨大的需求，茑屋书店不仅是
一家书店，它本身正是为了满足顾客价值的生活方式提案，
是一个颠覆的文化空间!

《资本论》带给我很多启发，一个人的核心竞争力是智力，
一个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亦然。这里的智力更应该指知识维度
的拓展、独立思考的延伸。随大流的人越多，知的资本(智力
资本)就越宝贵，而我们要舒服地随大流，还是勇敢地拥抱自
由?相信这是值得所有人思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