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画家的画读后感 黑客与画家读后感
(实用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
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画家的画读后感篇一

这本书是美国人保罗格雷厄姆所著。准确讲作者应该是一个
成功的企业家，viaweb的创始人，是成功的企业家。尽管在这
之前，他写过小说、大学主修哲学，研究生就读于哈弗计算
机系，主攻人工智能，博士时又去艺术系旁听，拿到博士学
位后，有开始绘画课程，梦想成为画家。在追求艺术家梦想
时，不得不替别人编程户口，最终自己创业成功，创办
的viaweb全世界第一个互联网程序,也是全世界第一个网上商
城，后被雅虎收购，成为现在的雅虎商城的前身。作者丰富
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令人咂舌不已。

但就这本书而言，今天是第二天阅读，但决定以读后感方式
结束阅读，也算是对自己一个交代。书名黑客与画家，可能
也是读者的一个写照，成功的黑客与不成功的画家的完美注
脚。另外，也含有黑客也与画家一样，都是需要天赋和灵感
的人才可胜任的，因为二者本质上都是艺术创作，只是方向
想去太原。整本书的章节设计，极具跳跃性，前后基本没有
关联性，这本书实际是一个杂集，记录了作者对于创业、对
于财富、对于黑客精神、对于设计、对于编程的一些理解和
看法，有很多看法和观点确有其独到之处。但就其作为一本
书籍来说，没有体系，可读性不强。另外，作者的观点，只
是站在一个创业成功的.角度去考虑和思考，其实对于一般的
创业者而言，没有太多可以复制学习之处，毕竟很多时候做



成一件事，是需要运气的。另外，作者创业的时代和现在的
环境相比，完全没有可比性，在1995年左右，互联网方兴未
艾之际，际遇和环境，现在看来，真是令人艳羡不已的。

这算是第一本弃读的书了，以后读书的选择确实要更谨慎些。

画家的画读后感篇二

通过创造有价值的东西在市场上得到回报，除了这种创造财
富方式，还有很多其他方式，诸如：赌博、投机、婚姻、继
承、偷窃、诈骗、垄断等等方式。创造有价值的东西这种方
式的优势，不光是它在道德和法律层面都是合情合理的，更
重要的是它比其他方式简单，你无须出生就在罗马，也不需
要上帝亲吻过你的脸，只要你努力做出别人需要的东西就可
以了。

画家的画读后感篇三

财富通常被看作是一块大小不变的大饼或蛋糕，财富分配就
是大家来分这个大饼。而且在分配的过程中，很多人会有一
种惯性想法：富人拿走了大多数的饼，穷人因此越来越贫穷。
作者小时候对这个观点就是深信不疑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来
源于人类早期的固有观念，在原始社会，人类就和其他动物
差不多，需要争夺有限的地盘来获取更多的自然资源，以保
证个人或种族的繁衍延续。而现代文明社会，人类对自然资
源的依赖要少很多，人造财富占了大部分。

人造财富，就是作者重点要说的部分，他认为不能被这种言
论误导：x%的人口占有了社会y%的财富。因为在你创造有价
值的东西时，财富大饼也是在不断变大的。比如：一根木材，
在它被用来制作成桌子之后，它的财富价值就是之前的好几
倍，而这个过程并没有从其他地方掠夺财富，所以是整个社
会的财富增加了。



回头看看，我们的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不少倍，其实就是社
会财富增加了很多倍，就算普通人分配到的比例不高，不过
拥有的财富还是比之前多很多的。不过贫富差距的拉大也是
个巨大的社会问题，因为它导致了生产资料的占有极不均衡。

画家的画读后感篇四

这本书成文于2000年前后，可以说，他预见了21世纪互联网
公司的造富神话。创造财富确实是我们大多数人每天在竭力
思虑和付出的事情，咱们中国也有古语：天下熙熙，皆为利
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做个有钱人，肯定是大多数人的梦想之一，不过金钱和财富
的关系可能大多数人是分不清的。

金钱不等于财富，金钱和财富不是同义词，也不是同时出现
的。近代历史上，就有很多政府搞不清楚它们的区别，亚
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提到，有许多国家政府为了保
住“财富”，禁止出口白银和黄金。其实，白银和黄金这里
的角色是货币，是交换媒介，并非财富本身。

财富是我们需要的最基本的东西，衣食住行等都是财富，即
使你没有钱，你也可以拥有财富。假如你有机器猫的口袋，
随时能变出你需要的东西，那你也就不需要钱了。当然，我
们是不可能有机器猫口袋的。我们需要的东西自己无法制造
出来时，就需要去和能制造出这种东西的人去交换，这是交
易的原始原因。而金钱的出现，是为了让交易能顺利进行，
因为你可能有一只猪，想要交换到一只羊，但是拥有一只羊
的人他可能只想用一只羊换一口锅。

金钱的优点很明显，让交易可以持续下去，每个人都能很容
易交换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不过它同时有个很隐蔽的缺点：
金钱模糊了交易的本质，让人们觉得做生意的本质就是为了
挣钱。



通过创造有价值的东西在市场上得到回报，除了这种创造财
富方式，还有很多其他方式，诸如：赌博、投机、婚姻、继
承、偷窃、诈骗、垄断等等方式。创造有价值的东西这种方
式的.优势，不光是它在道德和法律层面都是合情合理的，更
重要的是它比其他方式简单，你无须出生就在罗马，也不需
要上帝亲吻过你的脸，只要你努力做出别人需要的东西就可
以了。

财富通常被看作是一块大小不变的大饼或蛋糕，财富分配就
是大家来分这个大饼。而且在分配的过程中，很多人会有一
种惯性想法：富人拿走了大多数的饼，穷人因此越来越贫穷。
作者小时候对这个观点就是深信不疑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来
源于人类早期的固有观念，在原始社会，人类就和其他动物
差不多，需要争夺有限的地盘来获取更多的自然资源，以保
证个人或种族的繁衍延续。而现代文明社会，人类对自然资
源的依赖要少很多，人造财富占了大部分。

人造财富，就是作者重点要说的部分，他认为不能被这种言
论误导：x%的人口占有了社会y%的财富。因为在你创造有价
值的东西时，财富大饼也是在不断变大的。比如：一根木材，
在它被用来制作成桌子之后，它的财富价值就是之前的好几
倍，而这个过程并没有从其他地方掠夺财富，所以是整个社
会的财富增加了。

回头看看，我们的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不少倍，其实就是社
会财富增加了很多倍，就算普通人分配到的比例不高，不过
拥有的财富还是比之前多很多的。不过贫富差距的拉大也是
个巨大的社会问题，因为它导致了生产资料的占有极不均衡。

画家的画读后感篇五

做个有钱人，肯定是大多数人的梦想之一，不过金钱和财富
的关系可能大多数人是分不清的。



金钱不等于财富，金钱和财富不是同义词，也不是同时出现
的。近代历史上，就有很多政府搞不清楚它们的区别，亚当・
斯密的《国富论》中提到，有许多国家政府为了保住“财
富”，禁止出口白银和黄金。其实，白银和黄金这里的角色
是货币，是交换媒介，并非财富本身。

财富是我们需要的最基本的东西，衣食住行等都是财富，即
使你没有钱，你也可以拥有财富。假如你有机器猫的口袋，
随时能变出你需要的东西，那你也就不需要钱了。当然，我
们是不可能有机器猫口袋的。我们需要的东西自己无法制造
出来时，就需要去和能制造出这种东西的人去交换，这是交
易的原始原因。而金钱的出现，是为了让交易能顺利进行，
因为你可能有一只猪，想要交换到一只羊，但是拥有一只羊
的人他可能只想用一只羊换一口锅。

金钱的优点很明显，让交易可以持续下去，每个人都能很容
易交换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不过它同时有个很隐蔽的缺点：
金钱模糊了交易的本质，让人们觉得做生意的本质就是为了
挣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