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胡雪岩读后感(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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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
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
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胡雪岩读后感篇一

胡雪岩读后感

胡雪岩从小就在信和钱庄当伙计，很机灵、勤奋，有先天下
之忧而之忧之怀，待人很真诚，处事极其圆滑、老练。我想
这与他的工作、阅历有关吧。茶楼里，王、胡雪岩相识胡雪
岩帮王解困，他的处事技巧得到充分展现。凭着胡雪岩敏锐
的眼光，他明白王有龄为人正直，讲求诚信，今后做事情需
要有官场人士协助，有人做靠山，于是500百两就这样资助给
王有龄了。胡雪岩在生活中，尽量善待他人。周围的人、朋
友都非常认可胡雪岩的为人。从他厚葬许疯子一事就可见他
待人以宽；茶楼里对他很是关心的朋友也有所体现；漂亮的
罗四姑娘对他的好也正是被他日常中举手投足中真、善、美
所打动。总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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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利用他能接触到的
一切力量来协助自己的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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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商要学胡雪岩”。“古有先秦陶朱公，近有晚清胡雪
岩”。两句流传明间百年的经典谚语，深刻道出了一个深谙
中国传统智慧权谋的传奇商人――胡雪岩在人们心目中的地



位。

他出身贫寒，白手起家，却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迅速发迹，
成为当时中国最有钱的巨商富贾；胡雪岩替清朝政府向外国
的银行贷款，帮助左宗棠筹集军饷，收复新疆，慈禧太后赐
他黄袍马褂，因此，他也被人们称为“红顶商人”。凭借其
超凡的能力在中国商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笔。胡雪岩讲“仁、
义、忠、勇。”综观胡雪岩一生，于这四个字无一不合。，
广行善事怀着一颗仁厚之心，他奉母命建起一座胡庆余堂，
以图济世救人，真不二价童叟无欺，瘟疫流行时还向百姓舍
药舍粥，被人们称为胡大善人，当可称之仁；力助王有龄于
危难之时，是为朋友之义，他怀着一颗爱国之心，协助左宗
棠兴办洋务，以图强国，与洋商斗法，救蚕农于危境是为民
族之义；王有龄被困杭州，孤身闯出敌营买粮，之后更在闯
绝域，明知左宗棠在京城呆不长，而甘冒险为他借洋债是为
忠勇兼备。对当今的商人仍有借鉴意义。由于不谙政界之道，
终于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最终钱财散尽，黯然离世。()
胡雪岩他是先经商，然后才介入官常可是他没有功成身退，
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倾家荡产，刚刚62岁就郁郁而终，所以他
最后是一败涂地。

他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与他所处的时代不无关系。但归根结
底，还是在于他拥有绝学，让他在常人之中脱颖而出，成为
那个时代的开风气之先的一代领军人物。这些绝学，既表达
了他对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的独特应用，又体现了他对变幻
莫测的人生现实的深刻感悟，不但指出一个人为人处世应该
遵循的原则，也指出了一个人达到商业圣者的道路。这些绝
学，自然掺杂某些糟粕。但去其糟粕，对于今天那些想成大
事的人来说，是值得参考和借鉴的。

这些绝学是他在经历了商场官场磨难之后精心提炼出来的，
是他对人生成败得失的一种深刻总结。这些绝学，既表达了
他对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的独特应用，又体现了他对变化莫
测的人生现实的深刻感悟，不但指出一个人为人处世应该遵



循的原则，也指出了一个人达到商业圣者的道路。

胡雪岩读后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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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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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凡人，不可能人人都做巨贾，但是我认为，在做事上我
们应当学习胡雪岩，善于营造自己地生存发展空间，认真做
事，善于利用和发掘自己身边潜在地机遇和人力资源，在自
己成功舒心地同时让大家都成功舒心。相比之下，曾国藩地



处世之道应用来指导我们地做人方向，而胡雪岩的做事方法
却更适合我们身体力行。

胡雪岩读后感篇三

学习了《胡雪岩的启示》这本书，细细品味书中的故事，学
到了不少有用的道理。

?胡雪岩的启示》一书中，曾仕强教授讲述了胡雪岩短短62年
的人生，从当初的贫困潦倒然后到发迹后风光无限，成为清
末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最后再到倾家荡产的人生经历。讲
述时，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从个人性格、为人处世、家世
背景等多方面因素阐述胡雪岩成功的经验和最后失败的教训。
从中我们可以学到当今社会仍然适用的生活经验和为人处世
的原则。

1、诚信

2、做好准备等待机遇

胡雪岩对其伙计说：做生意要看势，你如果能看到一个省的
势，你就能做一个省的生意，如果你能看到全国，你的生意
就可以做到全国去。势对于我们做生意重要，对于我们做其
它事情也非常的重要，把握好势就能把好全局。如何把握呢，
我想到水，水利万物而不争，趋利避害，积小流而成大流，
汇集成江海。一个人如果不是每一个阶段都很扎实的话，突
然委以重任或有了更大的机会，就会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
去做。人最要紧的是时时刻刻充实自己，常常问问自己准备
好了没有。自己准备好了，没有机会无所谓，那不是个人能
控制的；有了机会又有充足的准备，这样才会干出一番事业
来。联系我们日常现实的工作生活，凡事都要想到前面去，
做到前面去，落实到前面去。机会是给那些有准备有远见的
人的准备的。做事是为自己做的，在任何一个集体都要尽心
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且要努力做好上司给予或是同



事委托的工作，把它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做，只有做好了工作，
赢得别人的信任，又讲究信用，机会才会垂青。

3、欲望太多，终将自作自受

曾仕强教授说任何事情都是自作自受。任何事情都是有前因
后果的，切记自己淡薄名利，甘为人梯，严谨笃学，不可贪
欲过多。一个人做事失败是自作自受，一个人做事成功也是
自作自受。这句话告诉我们怎么去看待工作和生活的成功和
失败。做人眼光要看得远看得宽，世界会给那些有远见的人
让路，在我们的工作环境里面，有很多人总是以小的角度去
看人看事，胸怀很是狭小，想法也都局促，所以容易误会，
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单方面看
人看事，只会让自己陷入死角，这样做是不利于自己的，不
但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而且会不利于情绪会长时间困
扰自己。

4、要懂得变通：借人、借物、借势

在我们的工作生活当中也要借一切可用资源，如国家的政策
和促进政策发展的措施，。我想引用《劝学》的段：吾尝终
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
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
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
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人尽其才、财尽其用。这句话在胡雪岩那里可说是运用到了
极致。用王有龄、用罗四一家、用竞争对手等，这些人为什
么能让他们用，用四个字就可以说明利益驱动。而市场经济
的规则是什么呢？就是利益驱动。胡雪岩撑握了各个人或各
个团体得益点，所以能左右逢缘，唯他所用，然后把事做得
圆满。善假于物也！



胡雪岩读后感篇四

在上一期读完曾仕强教授的《中国式管理》后，想到下一本
书应该读什么，这个时候我把曾仕强教授的所有著作列出，
并在老婆的推荐下，选择了《胡雪岩的启示》。

因为她此前研究过胡雪岩，加之又告知我，曾仕强教授在百
家讲坛中讲过胡雪岩，这样我既可以通过视频加书本的方式
了解胡雪岩，又可以跟老婆共同探讨胡雪岩。

虽然时过境迁，别人的成功不可复制，但我相信，优秀者的
品质及做事的思维是相通的，总能让人得到启示。

说到胡雪岩，他是晚清时期一位传奇人物，一位富商，同时
也是一位红顶商人，在他的帮助下，左宗棠才能够收复新疆。
胡雪岩留给后人的资料很少，但是他的事迹却在民间口口相
传，并留下了百年药店胡庆余堂，在悠久的历史中，胡庆余
堂沉淀的丰富独特的文化，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商业文化之精
华。

胡雪岩生长在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
去世了，由他母亲一手抚养长大，为了补贴家用，胡雪岩很
小就去给别的农家放牛，有一天，在放牛的过程中捡到一个
包裹，包裹里面有大量的金银珠宝，胡雪岩没有被金钱所吸
引，而是藏起包袱，在原地等待失主（以免别人冒领），后
失主为了感激胡雪岩主动提出带他到城市中发展，这个时候
胡雪岩也没有为之所动而是回答要征求母亲的意见，在征得
母亲同意后才跟那位失主到城市中发展，为胡雪岩后期的发
展奠定了基础，古语有云“3岁看大，7岁看老”，是看人的
品德，不是看人的才干，一个人品德基础良好，一生都会很
稳固。

晚清时期，清朝政府一直与太平天国进行斗争，需要大量的
资金去买洋枪洋炮，在这个时候左宗棠通过胡雪岩与洋人贷



款，胡雪岩终究是个商人，商人为了就是为了牟利，于是胡
雪岩利用借贷款实付利息与应付利息之间的差额，吃了“回
扣”。

从贷款的利息中中赚了清政府的钱，虽然当时胡雪岩觉得我
为清政府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吃点利息回扣没有什么，正因
为当时胡雪岩走在人生的高峰，一帆风顺蒙蔽了他的双眼，
这也成了他留下的一个致命把柄。

正所谓人在顺境中一定要看到逆境，要更加的小心，在顺境
中看到的往往都是利好的事情，往往利好的事情在后期就会
成为绊脚石。

终究，无论在哪个地方都会有竞争，在晚清时期，竞争会更
大，左宗棠与李鸿章的斗争最终导致了胡雪岩的惨败，李鸿
章知道要斗倒左宗棠就要先把胡雪岩消灭，于是李鸿章把胡
雪岩吃回扣的事情上报给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大怒，于是
下旨抄胡雪岩的家，并且要求左宗棠亲自执行，在胡雪岩得
知要被抄家之后，首先就是要把家里面安顿好，解散得了家
眷，然后把钱庄欠的钱还清，最后通过努力留下了胡庆余堂。

胡雪岩的一生充满着神奇，在他的身上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
地方。

首先人的品质很重要，在做事的过程中一定要注重诚信，在
做事的过程中要考虑整体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利益。其次就
是人的一生之中一直接受着各种各样的考验，而机会是留给
有准备的人，要想成功就要比别人花费更多的心思和努力。
最后是不要把金钱看的太重，但是又不能不看金钱，最后往
往把金钱看的很重的人一般都不会有好下场。

看历史，不仅看个人的成功，更要看个人的失败，从成功中
找经验，从失败中找教训。



做一个诚信的人，低调的人，有品德的人。

胡雪岩读后感篇五

红顶商人胡雪岩读后感

在日常生活中，不能抱怨生活，总是打抱不平，要时时刻刻
记得，自己也有责任，不要总是推卸责任，不去怪自己，人
生中有很多的机会，如果你让机会擦身而过，就不能抱怨别
人了，因为每个人都用有机会，但是每个人的成就便是不一
样的，这就要看你的是怎么样去面对的！

晚清时代的胡雪岩，他出身贫寒，白手起家，凭着自己的努
力，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成为了一个享誉盛名的红顶商
人；而他所创建的胡庆余堂，更是代代相传，成为百年老店。
然而，富可敌国的胡雪岩，却短短三年时间，就彻底倾家荡
产，仅仅六十二岁就郁郁而终了。

读完了这本书，我明白了好多的道理：无论如何都要以诚信
为本，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他的诚信是随处可见的，而诚信
是每个人都向往的，也是更难做到的，说着容易却做着难！

会说话是胡雪岩的绝技，他根本没有读过几年书，可是总能
化险为夷，会说话，这是一种绝技！

俗话说的好：一个人没有才干，但是不能没有品德；一个人
可以没有机会，但是不能没有做好迎接机会来临的准备；一
个人可以自己生活平淡，但是不能没有知心的朋友；一个人
可以出身贫寒，但是不能不努力奋斗；一个人可以没有学历，
但是不能不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