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胡雪岩的好处 胡雪岩的启示读后
感(通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读胡雪岩的好处篇一

放眼世界，任何国家和地方，总是穷人比较多些，富人相对
的少些。所以我们应该清楚地树立一个观念：贫穷不是罪恶，
富贵也并不可耻。哪个穷家子弟不想改善自己的家境？但是
贫富的事情我们很难做主，往往无能为力。连孔子都承认，
富贵不是人所能够控制的。因此，胡雪岩能够走出贫困，获
得大好前程，绝非偶然，其中有很多道理，值得我们好好仿
效和学习。

一种反应是赶快抱起包袱，拿回家去交给妈妈，然后告诉妈
妈说，从今以后就不必像从前那么辛苦了，这些金银财宝够
全家人过几十年了。他会这样做吗？如果这样做，那这个机
会就害了胡雪岩。你捡到十两银子甚至一百两银子，偷偷拿
回去，可能不为人知。但捡到这么大的一笔财物，一旦被人
发现，必然是会被抓去坐牢的。

就算胡雪岩能够想到这点，先找个偏僻的地方，把财宝埋起
来。等到风声过去，大家都不注意了以后，他每次挖一点出
来，然后慢慢拿去变卖，这样或许会很安全，也应该没有人
会发现。但是做这种事情，总是一辈子良心不安的。如果胡
雪岩有这种反应的话，我们确信他也不会有大出息的。

母亲的教育让胡雪岩明白，这些东西既然不是自己的，就一
定不能拿，而且失主此时也一定是着急得要命，肯定在四处



找寻遗失的包袱，所以他决定原地等待失主。

胡雪岩如果就是呆坐在那里傻等，其实也是很危险的。假如
有人发现失主在四处慌忙地找东西，又得知曾经从凉亭这里
经过，于是抢先赶来，问胡雪岩有没有捡到东西，然后胡雪
岩就稀里糊涂地把包袱交给他，那不就上当了吗？由此可见，
任何事情，哪怕是好事，假如思虑不周，处理不好的话，都
可能办坏，即便好事也会变成坏事。

以上的假设，胡雪岩都没有做。他先把包袱藏到草丛里面，
然后好像没事儿一样，坐回那里等待失主。可是，一直到太
阳快下山了，也不见有人过来，胡雪岩的肚子叽里咕噜叫了
起来，但他还是强忍住饥肠辘辘，继续坐在那里等候失主。

终于，有一个人神色慌张地跑了过来，开口就问：“小哥小
哥，你有没有看到我丢的东西？”

胡雪岩并未直接回答，而是很沉稳地反问：“你丢了什
么？”来人说：“丢了一个蓝色的包袱。”胡雪岩听他这么
说，才继续问他：“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

来人一听就知道东西找到了，否则这个少年怎么会这样问呢？
于是赶忙把里面的东西一一说来。胡雪岩见他说得分毫不差，
这才将包袱取出还给了失主。

包袱失而复得，失主当然非常高兴，于是从中拿出两样东西，
对胡雪岩说：“这个给你，算是对你的酬谢。”胡雪岩连忙
拒绝说：“不要不要，这本来就是你的东西，我又没有做什
么，本来就是该还给你的。”

失主听后大为感动，于是告诉胡雪岩说：“我姓蒋，在大阜
开有一家杂粮店。你这么好的小孩子在这里放牛可惜了，如
果你愿意跟我出去，我收你当徒弟……”



胡雪岩会不会答应？

胡雪岩如果当时就说：“好，我跟你去”，相信蒋老板以后
也不会好好教他。说走就走，这样的孩子心目当中根本没有
父母，以后又怎么可能会有老板呢？这样的徒弟当然不会被
老板和师父看重。

胡雪岩是说：“我现在不能答应你，要回去问母亲。如果母
亲同意的话，我当然乐意跟你去。”蒋老板一听，更是觉得
这个徒弟他收定了，所以就说：“好好好，我把地址留给你，
如果你跟母亲谈妥了，就过来找我，我那边给你安排好一切
事情，你都不用担心，我一定会好好教你。”

胡雪岩回家以后，把整个经过告诉了母亲。母亲听后十分高
兴，儿子有这么好的机会当然要去，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情。
于是胡雪岩十三岁的时候，独自一人离开了绩溪胡里村，按
照地址找到大阜的蒋老板，开始了在杂粮行的学徒生涯。

人生的第一次机会，胡雪岩牢牢地抓住了，他表现得近乎完
美，没有任何缺失。但是，胡雪岩如果一直在杂粮行混下去
的话，他能有什么出息？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机会是接二
连三的，是持续发展的，但是这也要求我们每一次都不能有
丝毫差池，否则之前所做的一切都可能前功尽弃，付诸东流。

胡雪岩在大阜杂粮行里面的勤快自不必说，老板交代的事情，
当然一丝不苟；老板没有交代的事情，能做也尽量去做。现
在很多年轻人不是这样，总是先看老板给自己多少钱，然后
才去做多少工作，这样的人不会有什么发展。胡雪岩完全没
有这种想法，因为他明白，老板的态度怎样，那是老板的事
情，但机会对于自己是何等的难得，既然出来了，就要好好
学，学到手的东西才是自己的。胡雪岩越是这样想这样做，
蒋老板就对他越发地喜欢，越发地看重。

时间就这样飞快地过去了两年，转眼间胡雪岩十五岁了。



这一年，一位金华的客商来杂粮行谈生意，可是刚到大阜就
病倒了。说到金华，我们就会想到金华火腿，不错，这位客
商正是一家金华火腿行的掌柜。他在大阜举目无亲，无人照
顾，拖着病体又回不了金华，心里十分着急。身体本来就不
好，再加上急火攻心，病情更加严重了。胡雪岩心地善良又
是个热心肠，得知此事后，就赶到他的病榻前，一连多日给
他端药送饭，忙前跑后，照顾得十分周到。在胡雪岩的精心
照料下，没过多久，客商的身体就痊愈了。这位客商十分感
动，就问杂粮行的蒋老板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徒弟。蒋老板于
是把自己包袱失而复得的经过，以及胡雪岩在自己店里的表
现跟他细说了一遍。

金华火腿行的掌柜听后大为感叹，就主动问胡雪岩：“我们
那里比大阜好玩得多，你随我一起到金华如何？”胡雪岩还
是同样的态度：“这个不行，要问我们的老板。老板同意，
我才可以答应你。如果老板需要我在这里，虽然我想去，但
是也不能跟你走。”胡雪岩说得多好！

胡雪岩把金华掌柜的意思告诉了蒋老板，蒋老板欣然答应，
因为金华火腿行要比自己的杂粮行规模大上许多，对胡雪岩
而言也是一个更大的机会。一个好老板，看到自己的伙计有
更好的前途，没有不高兴的，再怎么讲也是他培养出来的人
才。于是，胡雪岩从大阜来到了金华。

很多事情，哪怕差之毫厘，都可能给人很坏的印象，可能错
失机会，可能使好事变成坏事。胡雪岩每样事情都做得十分
圆满，这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是很不简单的。到这里
我们应该可以看出，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不断做出阶段性
的合理调整。在家放牛，就要像个放牛的，要把牛照顾好；
在外做学徒，就要像个学徒，要让老板满意。就算别人问话，
该怎么回答，也一点都不能出差错。如果胡雪岩在杂粮行里
好吃懒做，就算他照顾了金华火腿行的掌柜，掌柜的也不会
主动去要他，顶多给点钱表达一下谢意就是了。所以，一个
人好好做事，不单是对别人好，更多的是对自己好。胡雪岩



勤奋好学，粗活细活统统干，就算活在现在，也是每个老板
都想要的人。

人生就是不断做出合理的阶段性的调整。

我们还有一句话，叫“不求人，格自高”。一个人求人的时
候，总会觉得自己好像矮了一大截。胡雪岩做人不求人，人
家就会反过来求他，问他你愿意跟我走吗？这是完全不一样。
靠谁？靠他自己！所以，每一个人走到什么地步，都是自己
替自己负完全的责任，不能总是埋怨别人。孔子说，不怨天
不尤人，就是这个道理。怨天尤人有什么用？自己反省一下，
改变一下自己，调整一下自己，这才是正道！

每一个人走到什么地步，都是自己替自己负完全的责任。

胡雪岩为什么对银票有那么大的兴趣？我们相信，家境越穷
的人，对钱的价值就会看得越重。胡雪岩心里想，从前以为
钱都是由官府造的，民间不能铸造，现在知道有钱的人可以
自开钱庄，要多少钱就可以写多少钱，这不是比官府更好吗？
将来自己也开个钱庄，做一个钱庄老板，就可以无限制地用
钱了，这该多好！胡雪岩会这样想，其实也是人之常情。从
此，胡雪岩的一生都跟钱庄结下了不解之缘。胡雪岩一生大
部分时间都是做钱庄生意，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开银行。我们
都会有种认识，开银行的人是很有钱的。因为用钱来赚钱，
钱滚钱，当然比用人力赚钱来得容易。所以胡雪岩暗下决心，
我一定要到钱庄里去当学徒。

一般人有了这样的想法，可能就会直截了当地问：你们那里
需要学徒吗？我能不能去呀？但胡雪岩虽然心里有此打算，
却没有开口，这是他很了不起的地方。因为一开口你就是求
人，如果对方不同意，岂不是很尴尬，而且也会得罪原来的
老板。我们经常看到一面，就伤害另一面，就是因为缺少这
种平衡的思想。



胡雪岩碰见钱庄前来收账的人，总是问长问短：你们钱庄有
没有学徒啊？他们都学些什么啊？都做些什么事啊？他专问
这些，对自己想去的事情却绝口不提。

胡雪岩还有更了不起的——当他打听得知钱庄的学徒要算钱
算得很快，要算盘打得很熟，要写字写得很漂亮时，他二话
不说，马上开始每天暗自练习书法，练习珠心算。因为用心，
当然进步很快。

胡雪岩很有心计，在与钱庄的人核对账目的时候，他都不用
算盘，全靠心算报账，而且算得又快又准。钱庄的人自然很
快注意到他，称赞这个小孩子真是不得了，怎么算这么快？
这时他又拿起算盘，啪啪啪一打，更快！这样一来，钱庄的
人对他更加刮目相看。

钱庄的人见胡雪岩又勤快又好学，不由跟胡雪岩的掌柜谈论
起他来。掌柜把以前的事一说，客商觉得胡雪岩不光勤快好
学，而且还拾金不昧，诚实守信，于是马上说：我们钱庄就
是需要这样的人，你愿不愿意把他让给我呢？就这样，胡雪
岩又得到了很好的机会。

一个人除了把握机会，还要能自己创造机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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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问的当中，他从准备的当中，让别人觉得虽然他
还没进钱庄，但俨然已是个钱庄的学徒了。因为就算是在钱
庄，给学徒的培训也不过如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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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胡雪岩的好处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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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胡雪岩的好处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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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胡雪岩的好处篇四

最近有幸拜读了曾仕强先生所著的《胡雪岩的启示》，感触
颇深。胡雪岩一生主要分成五个阶段：开始学徒、获赠财产、
胡左联手、红顶商人、郁郁而终。就他的不同人生阶段而言，
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开始学徒一直到得到人生的第一桶金。
胡雪岩是一名商人，和我职业相去甚远，作为一名教师，不
是要去学习他怎样成为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而是去学习他
成功背后的付出、品质、信念。



胡雪岩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可能很多人会认为他一定有什么
成功的秘诀，或是常人不具备的过人之处。其实没有。童年
的生活，塑造了胡雪岩一些很朴素的性格，而这些也是我们
每个人都做得到的。

1、勤劳。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勤劳的民族，这是每个中国人
身上都具有的一种品质。胡雪岩贫寒的家境，造就了他勤劳
的品格。

2、节俭。小时候所遭受的困苦使胡雪岩清楚，有钱不能乱花。
但节俭不是吝啬，钱要用在刀口上，该花的钱一毛钱不省，
不该花的钱一毛不花。中国有句古训，叫“当省不用，当用
不省”，正是这个道理。

3、忍耐。胡雪岩如果不忍耐，他是没有办法面对一生所遭遇
的种种挫折的。我们要了解，一个人如果没有做大事就算了，
既然做大事，就要面对困难和挫折。挫折越严重，你就越知
道自己是要做大事的人，这样激励自己，才能成功。

4、讲信用。信用是人的第二生命，胡雪岩对此坚信不移。不
管公私事务，他都诚信守诺，所以听到他讲的话，大家从不
质疑。当时外国银行不信清廷而独信胡雪岩，肯把巨额款项
借给他，被世人认为是奇迹。这可能吗?但事实就是这样。所
以说一个人品德基础良好，一生都会很稳固。

5、不跟别人比。一般人要争气，就是跟别人比。胡雪岩非常
争气，但是他从来不跟别人比。这点是很多人没有觉悟到的。
胡雪岩跟谁比?他跟自己比。很多人跟他讲别人如何如何，他
总是说那是别人的事，我走我自己的路。我们都认为同业一
定会竞争，胡雪岩却不是这样想。他觉得，对手怎么经营是
对手的事，自己怎么经营是自己的事。自己把事情做好，不
是为了把别人比下去，而是为了证明自己比以前有了进步。
这一点，值得我们好好思考。



6、不求回报。胡雪岩帮助别人，从来不求回报。我们帮助别
人的时候，常常怕对方记不住我们的人情，就怕别人以后忘
记报答，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当你给乞丐一块钱的时候，你
会想到将来要他归还吗?如果真是要乞丐回报的话，恐怕自己
也变成乞丐了。既然我们给乞丐的钱，从来没想过再去要回
来，那为什么帮助别人就一定要回报呢?我们做人应该只问耕
耘，不问收获，因为收获不是自己能掌控的。我们力所能及
地帮助别人，不图回报，这才是应有的态度。

7、好学的态度。一个人如果从小培养起喜欢读书、求知好学
的兴趣，比什么都重要。胡雪岩到哪里都知道自己要学什么，
要听什么，要做什么。他的母亲无法教导这些，他的妻子也
没有什么学识，但他能够自己闯出一番事业，就是靠这样一
种好学的态度。人生要随着自己的发展，不断地进行阶段性
的调整。

8、英雄不怕出身低。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认识现实，顺应现
实，但不要为现实所阻碍。胡雪岩的出身是很低的，但是他
后来的成就是很多出身好的`人都赶不上的。所以，不必介意
出身如何，只要肯努力，谁都有可能成功。

通过胡雪岩成功背后的付出、品质、信念。不难整理出一些
值得让我借鉴的地方。读书要明理。因为死背书没有用的，
书读了以后，要去想其中的道理。韩愈说过：师者，所以传
道授业解惑也。我想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把育人还是要放
在一个很高的层次，在使学生不断明理的过程中，形成良好
的品德。胡雪岩母亲没有抱怨父亲去世早，并和左邻右舍关
系融洽。她与人为善，只要能够帮到别人的地方，她一定尽
量地去做，而且从来不要求什么回报。金夫人的这些行为，
深刻影响了胡雪岩的人生态度，使他一生受用无穷。胡雪岩
在自己成为小老板的时候，并不摆架子，还是虚心的向老同
事学习。为此在工作中，应该和同事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
向身边的同事学习，助人为乐，在教学的时候，严格要求学
生的同时还应该多包容他们，让他们成为一个明理的人。在



自己今后工作中也要像胡雪岩一样，不要因为多一点付出而
抱怨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要时刻告诫自己：我不会因为多
一点付出而损失什么，在生活、工作中，往往只是多一些举
手之劳，其实在你不断付出的同时收获的也是更多，比如收
获赞美、收获肯定、收获乐趣。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要多问
自己，少指责别人，通常通过寻找自身的存在的问题，把事
情很快解决了。

胡雪岩的一生，从出生平凡到成为红顶商人，尽管最后因为
种下一个祸根一败涂地，郁郁而终，但是留给后人更多的是
精神财富。以史为鉴，提炼哪些是要我们去学习的，哪些又
是值得我们反思，并在今后生活工作中注意的。每个人都想
每天不断的进步，但是在进步的背后需要不断的学习，作为
老师，我们必须在自己从事的教学工作中拥有深厚的理论基
础以及操作技能，但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也要低下头向我们的
学生学习，因为有些地方学生比你懂得多，所以在平时自身
要通过不断的充电，每天收获一点，要做到今天的你要超越
昨天的你，要让自己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不断进步。“实现
越己者，恒越”。我们还要拥有良好的品德，那样我们的一
生都会很稳固。作为老师我们要想让学生信服，首先我们自
己要明理，如果读书不明理那等于白读了，更不用说育人了。
我们要包容别人对自己的态度，不能事事计较，不能总是要
求别人。在遇到问题时，要多问自己，少指责别人。如果我
们要想拥有美好的人生，就要随着自己的发展，不断地进行
阶段性的调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作为园丁，我们应
该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因为收获不是自己能掌控的。只要
有了这样的心态，我们为学校、社会所带来的收获就会更多
了!

读胡雪岩的好处篇五

胡雪岩短短62年的人生，经历了就业、创业、败业三个完整
阶段，有过贫困潦倒，也有过风光无限，但这些对我来说并
不重要，我们要学习的是他的精神和他的为人处事之道，并



且能从他的失败中吸取教训。

我们可以看到，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不断做出合理的阶段
性的调整。你在家放牛，你要像个放牛的人，你出外当徒弟，
你就要像个徒弟，让师傅满意。只要有一点点出差错，整个
机会就没有了，就从好变坏。所以每一个人实际上讲，都应
该替自己负完全的责任，不要老是怪别人。人生第一个机会
是每个人都有，问题是看你怎么去面对。胡雪岩生平的第一
个机会在他13岁的时候，那时候他在干什么？他替地主家放
牛。

是什么改变了一个放牛娃的命运？为什么只有他一个商人能
得到慈禧太后赏赐的黄马褂？他为什么能够自由地出入官和
商之间？这是我们看《胡雪岩的启示》这本书应该着力思考
的问题。

启示之一：诚信为本。外国银行不肯贷款给清政府却愿贷给
胡雪岩，这个生动的例子就足以证明该启示，而且在他整个
一生中我们都可以看出他的诚信，这是非常了不起，更是值
得每个人学习的。

启示之三：情商大于智商。没有读过几年书的胡雪岩往往能
化险为夷，不是偶然，而与他的高情商密不可分，会说话、
会做人，这是一种艺术，在现代社会同样如此。

我相信看了《胡雪岩的启示》的人一定会有这样的感
受，“一个人可以没有才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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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胡雪岩的启示》是抱着一种探究的心理。以前在电视
上也看过曾仕强先生在《百家讲坛》做的讲座，现在拿到书



决定要好好拜读。小时候就看过胡雪岩的电视剧也听大人讲
过他的事迹和胡庆余堂的故事。胡雪岩能从一个14岁丧父家
道贫寒的放牛娃成长为清朝数一数二的“红顶商人”，我想
不是偶然，是他身上好的品质一直跟随他的结果。

《胡雪岩的启示》是一本深入浅出的好书，对胡雪岩的分析
比较透彻又能结合当代实际，给读者带来一些思考。大部分
观点我还是比较认同的。

1、德行定终生。胡雪岩他没有很高的文化，出身也很平凡，
但是他为什么能够成功，我想这和他的品德、诚信为本都很
有关系。

2、为富要仁。从他开办胡庆余堂到施药、施粥等等，都可以
看出他的仁爱之心。

3、患难见真情，重在朋友。从他和王有龄的结交到左宗棠，
我们都可以看出胡雪岩是一个重视朋友，善于把握机会，借
力使力而不是见利忘义的人。

在胡雪岩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些美好的品质如勤奋、勇敢、
机智、果断、诚实、守信。这不仅是一个商人需要的也是我
们教育工作者需要的。虽然他的一时疏漏报高了利息给自己
埋下了祸根。但是瑕不掩瑜，他的一生还是很值得我们研究
的，从另一个方面看他的善后的处理可以说是完美，完全做
到处变不惊，还给我们留下了胡庆余堂这份宝贵的财产福荫
后代。

胡雪岩的六个字的处事艺术“布局、造势、摆平”，个人觉
得很有道理。布局是指经过慎密的安排，对于一件事深入的
研究，探讨，准备，谋定而后动，选势所指对于该事的一系
列宣传及对于细节的把握而后成事。摆平是对于以上所做而
产生的结果，当前面做到位以后，结果是理所当然的成功。
而我们很大部分做事时总是先讨论结果，而忽略了前面的部



分如何去做得到好的结果，对于过程的忽略和不重视细节，
往往由于准备的不够充分而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而急于求
成了。我们很大一部分人，总是在事还没有做之前，而去臆
断结果，或者还没有尽全力去做，使得结果不好。所以事情
的成败追重要的是内因，外因是其次。

当然我们也要从胡雪岩的最终败落中吸取教训。胡雪岩的一
生不是完美的一生，却是真实的一生。胡雪岩的一生太顺利，
使得他自己产生了失衡，最后成为派系的斗争的牺牲品。当
然他确实也留下了把柄，他赚朝廷的钱，在商言商，也无不
可，但是他把官场看的和商场一样就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他
因为眼前的蝇头小利而失去了发展的机会，最终断送了自己，
让人遗憾和惋惜。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可以向胡雪岩学习的地方很多，比如：

1、把握机遇。

胡雪岩自己总结他一生借了两次势，一次是王有龄，另一次
是左宗棠。人的一生，机遇很重要，机遇包括两部分，第一
是贵人，遇到这样的人，如果可提携你，那应该是战无不胜；
第二是做事的机会，如果一件事情出现了，而你的能力也能
够解决此事，别人要么没这能力要么没这机会，只有你做成
了，那则一战成名。所以我们在工作中千万不要眼高手低，
这件事情或许很简单，或许很多人都能完成，但是领导交给
你做了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命运总是青睐有准备的头脑，
既然有机遇在你面前就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它做好，不留
遗憾。

2、胸怀宽广。

搞不好人际关系是搞不好工作的。胡雪岩的成功和他做人方
面很有关系，他是棉里藏针的人，虽然没读多少书，但对中国
“中庸”的精神了解的十分透彻，遵守中国几千年来的利益



的规则，追求“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利益理念，给予了
许多人利益，自己也得到了大量的好处。现实生活中，不排
除你会有可能遇到这样一种人：他误解你、妒忌你、排挤你，
无中生有造谣中伤你，甚至是想方设法陷害你。对你来讲，
这本来是件坏事，但当你遇到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时，只要
你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你不要把它当成是坏事，而看
成是对你的一个考验，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只要你这么去
想，你就会惊奇地发现，一向心直口快、容易冲动的你，一
向说一不二、眼睛容不得半点沙子的你，此时却变得冷静、
宽容、大度、理智了。

由于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你学会了容忍，学会了
礼让，学会了以别人的长处去弥补自己的短处。在是是非非
面前，你经受了考验，得到了磨练，逐渐地成熟了，越来越
富有内涵了。

俗话说的好：“宰相肚里能撑船。”一个人的度量有多大，
他就能往前走多远。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人，一定要有：“立
志在我，成事在人。”的信心，不论做什么，有时需要自己
付出一些努力和代价。

3、阶段性的调整

“未雨绸缪”，当你取得阶段性的成功时，你一定不能骄傲
自满。胡雪岩败就败在就对自己的今后估计不足。胡雪岩最
初的成功得益于他恰当地运用和把握机会，这是我们应该学
习的。而他最后的失败就在于他没能正确地看待自己以及自
己所掌握的权力，如果他意识到这种权力以及由它带来的名
声在本质上都是过眼烟云，也就不容易自我膨胀，不容易滥
用权力。这就告诉我们平时在工作中要踏踏实实，不要取得
一点点小小的进步，就骄傲自满，被眼前的利益冲昏头脑而
失去了长远的眼光。在取得一定的成功时候，要多想想今后，
小心驶得万年船。



《胡雪岩的启示》不仅仅是一本励志书籍，他更像是一本指
南，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从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用胡雪
岩的成功精神指导自己。


