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顶商人胡雪岩 红顶商人胡雪岩读后
感(模板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
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红顶商人胡雪岩篇一

《红顶商人》讲的是清朝末年一位“官商人”他叫做胡雪岩。
胡雪岩在之后曾拥有富可敌国的财产，有后人对其“古有陶
朱公，今有胡雪岩”的俗语美称，而他也成为了当之无愧的
官与商中的模范与代表。

胡雪岩出生在安徽绩溪胡里村，那是一个朴实而贫穷的村子。
胡雪岩在8岁时曾独自一人将掉到山崖下的小伙伴救了上
来。12岁时的他失去了父亲后在母亲金太夫人的教导下长大。
在一次给别人放牛的时候捡到一个可以供自己与母亲花一辈
子的钱，而他却坐在原地等失主，也就是从那次起他的命运
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他的机智、聪明、勤劳使他在20岁时
得到了钱庄老板的钱庄，而他也帮助王有龄成为了一个受人
尊重的好官，后因太平军围困杭州城，王有龄为国捐躯而他
在之后找到了左宗棠，帮助左宗棠打败了太平军，收复了新
疆得到了慈禧太后的嘉奖成为了“红顶商人”。他奉母命创
建了胡庆馀堂，胡庆馀堂也是胡雪岩一生众多产业中唯一遗
留至今的，胡庆馀堂也秉承着一百多年来的规矩——在腊八
时向人们舍粥，在八月十五时向人们舍香袋。胡庆馀堂中迎
面一块儿匾上写着“真无二价”，而在向堂内的方向写
着“戒欺”这是给店员们看的，要时刻记着店里的规矩，
不“欺”任何一位客人。



红顶商人胡雪岩篇二

高阳先生的《胡雪岩》一书细致而又生动的描写了清末的众
生百态，特别是江南的漕运，海运，帮派争斗以及由此引出
的官场之中的权利争夺，腐败贪墨等情形。主人公胡雪岩穿
插其中，是经历者，更是见证者。其凭借过人的经商天赋，
在权利场与生意场之间穿梭，且能游刃有余。其智运高明，
随机应变，圆滑变通，读起来仍是津津有味（虽已有《大明
王朝》的珠玉在前），且受益匪浅。人言：做官要读《曾国
藩》，经商要看《胡雪岩》，果然不假。胡最大的本事也是
最厉害的手段便是用人，且能使所用之人倾心为之效力。此
类小说，作者秉持的态度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既然如此，
我们在阅读是的重点就不应该放在一些枝叶的问题上，而应
该抓住主干。所谓的重点就是学习，感悟，从中领会做人处
事的道理，甚至是方法。本书中作者直接介入的评价与议论
并不多，权谋，手段，智慧全在任务言语交锋之中，因而读
起来更需细心，当然，仔细领会之后的收获也越大。全书共
七册，我只看了前三册，感觉微有些不足之处是在对一些小
事，小人物的描写上花费了太多的笔墨。诚然，于细节处方
可见真章，但大篇幅的叙述琐事定会降低文章整体的逻辑性
和感染力。也许是铺陈在前，还未到高潮阶段吧。

红顶商人胡雪岩篇三

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符号和标准，我想应该会让后人铭记！而
我，当然也只是一个感性而多愁善感的凡俗之人，我无法控
制我的心，我只记得在《胡雪岩全传》陪伴的这段时间，自
己的心随着故事情节而不断地起伏，伴着这些人物笑，哭，
愤怒，悲伤，胡雪岩全传读后感。胡雪岩，王有龄，古应春，
七姑奶奶，还有他生命中那些女人。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
彷似就在眼前，这些人就像一面面镜子，无不折射和激荡着
我的心灵。我突然有一种冲动，好想写一个读后感，尽管我
觉得评价一个人物，并且是一个历史人物，离不开其所处的
历史环境，而我对历史也是一知半解，但是，就是忍不住想



写一个读后感，这个意愿竟是那么强而且我一定要很认真地
去写。于是，马上动笔！

置身于胡雪岩传奇一生的世界中，没有声音，没有画面，没
有记忆，当中的人物形象却很清晰和那么地靠近我，彷佛近
在咫尺，我甚至都可以看得到的这些人物的表情一般，让我
跟着他们一同笑与哭，一同悲与怒，一同畅快与纠结，一同
释怀与遗憾。这里面有生如鸿毛的，有死如泰山的，有情义，
有背叛，有爱情，有交易，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甜蜜或有情人
各分东西的哀伤，有朋友肝胆义气赴汤蹈火的豪壮和墙倒众
人推的无情，那时，那情，那景，甚至故事中一条船，一条
胡同，一个吃饭的馆子的画面都那么地清晰可见，让我有一
种强烈的愿望：真想去杭州感受一下黄梅天气，乘坐一下杭
州的船，泡上一碗上品龙井新茶品尝一番，听着杭州女子呖
呖莺声和听听雨声掉在船篷上滴滴答答的美妙声音；也想感
受一下胡雪岩坐在爽气扑人的船窗边，品尝蘸着桂花酱和玫
瑰卤香味浓郁和鲜艳夺目的用冰糖煮的新鲜莲子时眼望着平
畴绿野，开阔轻松的心境。这神奇的感受让我对《胡雪岩全
传》的作者高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很想知道是一个什么
样的人能够用一支笔让读者跟着他品尝喜怒哀乐的情绪，
《胡雪岩全传》他是在什么年龄，什么样的心境下完成的。
带着一系列的好奇和神秘感我对作者也了解了一下，据说高
阳作者来自台湾，学富才高，著书百种，嗜酒如命。曾自嘲：
酒子书妻，即以酒为子，以书为妻。独钟清史。写人情，高
阳写出了怨而不怒、冷静客观的气质；写斗争，高阳切中了
权利欲望对人性的腐蚀；写风格，高阳更为读者勾勒出一幅
绚丽壮阔、气质非凡的景象，堪称一部民俗变迁史，读后感
《胡雪岩全传读后感》。这样一个以书为妻的人难怪会塑造
出这样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描绘出如此跌宕起伏的故事情
节。

如此冗长和感性的语言，还是尽快结束吧。接下来还是想从
分析胡雪岩以及其身边的人的性格特征的角度来进行阐述！



1．细细咀嚼这个人物，从始至终，胡雪岩都没有失去过乐观
和包容的本性。不论是窘迫时的悠然自得和困境中的苦中作
乐。我记得当王有龄困在杭州城内都绝了希望的时候，胡雪
岩虽然眼圈也红了，自己又刚刚捡了一条命回来，都告诫自
己不能不从无希望中去寻找希望，哪怕只是一个飘渺的希望
也不愿放弃，不管是为了王有龄的情谊，还是对杭州百姓的
责任，一度不惜以身相殉的坚决态度感动和吓退洋兵来接济
王有龄，无不让我震撼。又如即便是胡雪岩败落钱庄倒闭，
财产被封，面对家贼的背叛恨不得一口唾沫当面吐在他脸上，
但是那念头也是一起即消，在这种四面楚歌之时，依然告诫
自己不怨天尤人，最好能够忘掉他是钱庄的东家，只当自己
是自己的“总管”，来解决所有的难题，这种胸襟和气魄怎
不让人敬佩！

2．胡雪岩不是一个有太大贪念的人：胡雪岩曾经说过好多
次“身外之物”的道理。也正是有这个道理，他才能在各种
危机来临的时候坦然处之。即便是钱庄倒闭事业濒临败落之
际，胡雪岩也从未看重过钱财，相反也只是尽力将得失心抛
开。我脑海里清楚地记得胡雪岩说的那几句颇具气概的`
话“我是一双空手起来的，到头来仍旧是一双空手，不输啥，
不但不输，吃过，用过，阔过，都是赚头。只要我不死，你
看我照样一双空手翻起来”无不叫人拍手叫好！

3．善于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是胡雪岩成功很大的性格因素：
胡雪岩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前半夜想想人家，后半夜想想
自己”，正是这种态度才使得他在商场中交友无数，平步青
云，朋友还是生意的伙伴都愿意与他合作，就是他时时刻刻
替他人着想的态度。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胡雪岩得知钱庄
即将倒闭，一回到杭州不放心老母亲决定先回家看娘之时，
他瞬间抛开自己闪现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不能先回家。假
设自己是存户，血汗钱托付给钱庄，如今有不保之势，而钱
庄的老板却只光顾自己家里，不顾别人死活，是否能咽的下
这口气。凭借着一份大人物的大责任心和设身处地为别人着
想的态度塑造着一个做人的金字招牌，我想只有这样敢作敢



当的胸襟才会有自己的信念和在困境中不断支撑自己的能量
吧！

4．当然，作为一个女性读者，我很想说一说胡雪岩的情感。
胡雪岩一生女人无数，光书中记载的妾就有12个之多。我甚
至很想知道胡雪岩到底最爱谁？这个答案恐怕只有他自己知
道。但是，在《胡雪岩全传》里讲述的这几段感情当中，最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和阿珠，阿巧姐，螺瑡太太之间的3段情
感吧！不一样的爱情会有不一样的人生，这3个女人最终的命
运都不一样。

胡雪岩对阿珠的情感，那是非常真挚单纯但同样也现实的爱
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可以说胡雪岩从事丝的生意目的很单
纯，一半都是为了阿珠，谁曾想到为了取悦一个女子而涉入
的丝行业也是胡雪岩成为当时巨贾的支撑行业之一呢，但是
胡雪岩需要什么样的女人是有他的标准的，也正是这个标准
决定了他和阿珠的分道扬镳是必然的，阿珠也是相当聪明的
女子，她很清楚自己要的幸福是什么，所以，我想阿珠最后
的选择一定是幸福的。

阿巧姐和胡雪岩的情感就显得一些凄美，也许我是一个偏执
的人，纵然我认为胡雪岩是有情义的人，但是我却不太相信
他重视儿女情长，可是他对阿巧姐的情感，却让我感动了一
番。不论是送阿巧姐上岸，胡雪岩一只手插在兜里，摸着阿
巧姐送给他的表链子上系着的那只“小金羊”，心潮起伏几
乎要喊出来“阿巧不要走”；还是胡雪岩重病期间和阿巧姐6
年分离后的再度相见后，患难与共结下的情谊，下定决心宁
愿众叛亲离也要来维系阿巧姐这个外室的时候，阿巧姐的悄
然消失令胡雪岩心中泛起的难以宣言的酸苦抑郁竟而站在客
堂中久久无语之痛，也着实让人揪心。于是我便感慨：可能
就那么半柱香的时光，一切都变了，我在想，如果阿巧姐再
等一等，哪怕就一会儿，就会等到胡雪岩的一句承诺和誓言
呢；胡雪岩的脚步再快一些，就不会等到阿巧姐绝望的离开。
人世间就是没有那么多如果呀，所以，幸福是一瞬间得到的



还是一瞬间失去的呢，谁能说得清楚？有的只是活生生的结
果。且不去讨论阿巧姐和胡雪岩真的在一起之后是不是会幸
福，可是天意弄人，缘分在弹指间流失是否让人感伤呢！好
在阿巧姐也是一个大智慧的人，我相信她和张医生也会是幸
福的呢！

说起螺瑡太太，我想这个女人在胡雪岩生命中所占的地位不
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我形容螺瑡太太是一个精明，果断，
识大体的刚烈之人，女中豪杰也许就是她这样的人。螺瑡太
太和胡雪岩的感情基础的深厚的，且不说是青梅竹马，现实
中无论是享受荣华富贵还是患难与共，两人的夫唱妇随更加
让这对夫妻的心紧紧地连接在起来，尤其是胡雪岩上海钱庄
不能维持的危机关头，身边没有一位得力助手身心极度颓废
之时的温情对话“胡雪岩一把抱住她，将头埋在她肩项之间，
“罗四姐，怕是害你受苦了，你肯不肯同我共患难？”“怎
么不肯？我同你共过富贵，当然要与你共患难，”说着螺瑡
太太眼泪掉了下来，落在胡雪岩手背上。全书共7册都很少见
到胡雪岩有如此温情的场面，让人忍不住感伤。

红顶商人胡雪岩篇四

胡雪岩利用商人的智慧跟官府做生意，很圆润圆滑，大家觉
得，他的生存之道到今天还能用得到，这就是读商业史的意
义。然后又看了一些其他人写的'关于胡雪岩的事情，总体的
感觉就是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商人，而且有很多值得我们现代
商人学习的东西。我想从自己的亲身体会来说一下自己对于
胡雪岩的评价。

首先，我们大家都知道胡雪岩商训，
是“天”、“地”、“人”，内容即为：天为先天之智，经
商之本;地为后天修为，靠诚信立身;人为仁义，懂取舍，讲究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当今是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尤其
是在这么一个多元化的空间当中我们还是应该好好研究至少
你应该知道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一个商人最起码的道德。



你看。胡的商训我最为欣赏的则是“诚信立身”。虽然说现
代社会人所接触的事物要比古人多得多，但是无论什么时间
我们都不呢个丢弃他。我的一个亲戚是做玉器生意的，夫妻
俩人都是那种实在的人，有时候赶到中午吃饭肯定要留那些
顾客。抑或是当客人提货的钱不够都可以打个欠条。刚开始
别人都说这两个人是“大傻帽”，尤其是他们的同行更是把
他们说得傻到家了。但是即使这样他们依然坚持自己的做法，
而且他们也从不会在顾客面前诋毁其他的同行。有句话是群
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事实证明他们在那个地方是生意最好的。
而且他们两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相信只要我们是实在
的，我相信其他人也一样，因为作为一个商人诚信是根本。
我们做生意首先是交朋友，然后才是赚钱。”所以，无论社
会怎样发展，在我们的心中依然要点亮一盏“诚信的灯”，
这不仅是在国内发展的一个最起码的标志，还是我们的产品
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步骤。

最后，我们正处在经济危机的境况之下，很长时间在报纸上
都会看到：中国的经济现在已经计入冰点期，而且是很冰冷。
很多的大小型企业倒闭，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而我们敬
爱的温总理也在两会期间说过：要让他们有尊严。可是如果
我们大学生一味的靠政府，靠国家给我们想办法我们是不是
会感到脸上无光啊?可能有人会说：就业是个大问题，是一个
国家的大事情要是政府都不给我们想出路的话那我们怎么办?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找不到工作?自己那一个方面
不足?现在国家和政府都很支持大学生创业，而且我们现在的
创业的环境要比胡好很多很多，虽然当时的官员也支持胡的
生意，那是因为它可以为他们提供军饷。但是我们呢?政府给
我们提供一定的资金，学校也是大力支持学生自主创业。并
且我们的社会环境要比胡当时好上一百倍也不至，虽然目前
我们处在经济危机下，但是社会的一个大趋势则是鼓励我们
去创业，去大胆的干下去。虽然过程会很难可是当我们和胡
对比下，我们应该感到满意，你也许会说他有这方面的天分，
确实如此，一个人不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靠写天分，但是更
多的是努力和坚持不懈。因为我们实在不可能一开始就只带



自己的潜力，但是我们可以从小商小贩干起，来了解一下自
己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潜能。我由一个同学在郑州大学，现在
已经和同学办起了自己的公司并且已经注册。刚开始也是很
难基本上是处处碰壁，可是他始终坚持的一句话，或者说他
们的团队最坚持的一句话就是：没有万一，我们只有自己加
油才可能成功。而胡雪岩也.说过“人生在世，不为利，就为
名。做生意也是一样，冒险值得不值得，就看你两佯当中能
不能占一样?”当然，我们创业一方面是锻炼自己另方面则是
自己可以生活的更好。

在胡雪岩身上我们所能感受的不仅是他的经商之道而且还有
那种为人处世的方法，他离用他能接触到的一切力量来帮助
自己的发展，他不是经常说嘛：.眼光要放远些，在目前留些
交情，将来才有见面的余地。而且他也抓住了自己可以抓住
的一切机会，去学习，去思考，去观察。而他留给我们的是
值得我们去认真的探究，虽然他最后失败正如高杨先生所说
得：那是因为时局不稳定，因为政府的腐败，但是我相信当
我们在生活或者真的不如商业的区域静下心想一下胡雪岩的
经商成功之道对我们的事业还是很有帮助的，我想以自己最
喜欢的一句话来结束这篇文章：海到尽头天是岸，山登绝顶
我为峰。

红顶商人胡雪岩篇五

一、认同的观点

胡雪岩是中国晚清时期的一位传奇人物，他白手起家，凭借
其超凡的能力在中国商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笔。，该书所讲
述的胡雪岩，并不是把他当作一个历史人物来研究。而是从
胡雪岩一生的经历上，来总结成败得失的原因，获得启示，
并联系到今天社会的种种现象，进行分析，以鉴后人：

(一)德行定终生



胡雪岩的出身很平凡，并非出生在一个大富大贵之家，但是
他的家庭教育却决定了他个人方的基本修养。胡雪岩小的时
候，他的妈妈对他的管教很严，尤其是对于他品德方面的塑
造，言传身教。其母亲行为，深刻影响了胡雪岩的人生态度，
使他受用无穷，所以胡雪岩一生非常感谢他恶的母亲，换句
话说胡雪岩的成功母亲功不可没，因为“三岁看大，六岁看
老”，小时候根植于心的东西，最能影响人的一生。良好的
成长环境和家庭教育，再加上自己的领悟和实践，为胡雪岩
以后的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珍惜所有机会

在胡雪岩的一生中，他漂亮的抓住了以下机会，一步一步把
他送上了成功：13岁时，给人放牛，拾到巨额钱财而不昧，
带其回自己的杂粮行做事；15岁时，到金华火腿行工作；到
了金华后，胡小心翼翼，谨慎处事，多加学习。后到钱庄工
作。胡雪岩恰如其分的把握住了人生的机遇，改变了自己的
命运。当然一个人除了把握机会，还要自己创造机会，让对
方了解你有什么本事，这个更加重要。我们看到，胡雪岩没
有开口要求，他只是尽量去表现，表现到让别人看中他，机
会自然就来了。一个人确定了方向以后，不要先考虑眼前有
没有机会，而要先做好自己能做的准备，等到一切准备充足
了，机会自然水到渠成。在机会没有降临之时，唯有积蓄，
做好准备，就像《奋斗》中的台词“千万别给我机会，一给
我机会我就...”。当机会来临时，抉择出有利的时机，然后
把握之，踏实发展。

（三）德业传百年

胡雪岩是以“仁”、“义”二字作为经商的核心。和许多的
中国人一样，有了钱后他也在想给后人或子孙留些什么。所
以有了现在的'豪园“芝园”，还有“胡庆余堂”，到了“胡
庆余堂”大家会看见“真不二价”的牌子现在还高高的挂着，
那是因为人们记得胡雪岩开这个药店是为了救人性命。这种



为民造福的功业，后人是永远会记得他的。这也是胡雪岩死
后虽被抄家，很多资料都被毁，但胡雪岩的事迹却一直却留
下很多，因为他被人们记在了心中。

同时他经商不忘忧国，协助左宗棠西征，维护了祖国领土的
完整;在救亡图强的洋务运动中，他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正所谓：来自于社会最后都要回归于社
会。我想比尔盖兹是早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早早回归于
社会了。而陶朱公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他挣了钱他就
散钱。

二、联系实际

通过对《胡雪岩启示录》的研读，我越觉得它是一本好书。
它不仅是经商绝学，同样是做人做事的一面镜子。能让你通
晓事理，少走弯路。胡雪岩从一个放牛娃，到成为富可敌国
的红顶商人，最后万贯家财烟消云散。他用了三十多年来积
累财富，但短短三年就倾家荡产。其中一定有值得后人探寻
和思考的地方。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